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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微短剧因满足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和快餐文化需求而迅速“出圈”，“暴富”神话
接连上演。同时，微短剧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也饱受诟病。一些作品因充斥色情低俗、
血腥暴力、审美恶俗、三观不正等内容而引起公众不满。2023年11月15日，广电总局宣
布启动为期一个月的专项短剧治理工作，从加快制定《网络微短剧创作生产与内容审核
细则》、建立“黑名单”、推流统计机制等7个方面加大管理力度、细化管理举措。网络微
短剧为何出现杂乱无序之势？专项整治之下，行业该何去何从？

因满足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文化需求“出圈”，部分作品充斥低俗血腥、三观不正等内容

火爆微短剧 应拒绝“秀下限”

N 肖北/图 葛格/文

口腔疾病影响居民健康，它不仅影响口腔的咀嚼、发音，还与脑卒中、心脏病、糖尿病等全身系统疾病密切相
关。为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目标要求，切实维护人民群
众口腔健康，近日，福州市口腔惠民工程推出2024年一系列看牙普惠举措。

据悉，口腔惠民工程将口腔健康筛查作为主要阵地，逐步推进补牙、拔牙、儿童牙齿防治、牙周治疗、洗牙、种植
牙、矫牙等治疗方式普及，多项免费、专项补贴结合，预防和治疗双管齐下，促进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管
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鼓)医广(2022)第10-18-65号广告同福医

口腔惠民工程
申领惠民补贴流程

1.报名:拨打 400-0591-560热
线申领或扫描文内二维码申领，申
领时间截止到2024年1月31日。

2.审核：等待基本信息审核及
工作人员电话进行核查确认。

3.领取：如基本信息审核通过并
且确认无误，以工作人员告知时间为
准，到指定单位使用。

4.就诊：领取成
功后，请按预约时间
到指定单位指定医
生处就诊。 微信申领通道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4年1月31日
报名对象：有牙疼、牙松动、牙不齐、牙缺失等症状的福州居民
补贴范围：种植牙、牙齿矫正、补牙、拔牙、儿牙预防等项目
活动细则及报名方式
公益补贴一:
免费口腔筛查：符合条件的福州居民可享受口腔检查全额补贴，含

挂号、建档、口腔CT等；
多项口腔检查——100%全额补贴

公益补贴二: 种植牙补贴：牙缺失居民可申请专项种植牙补贴，

每人可得4000~50000元不等，种植牙补贴后低至1880元/颗。（补贴额

度根据缺牙修复方案，具体报名详询。）

公益补贴三: 口腔修复补贴：存在牙体缺损、龋齿、牙疼等问题，

可申请修复补贴，每人可得500~1000元；

重点项目补贴：补牙（首颗）、拔松牙（首颗）、儿童全口涂氟补贴价9.9元
公益补贴四: 矫牙补贴：

★青少年口腔颌面部生长发育免费评估；

★金属托槽矫正补贴1~2万元；

★隐形矫正牙套免费试戴1副，补贴2~5万元，补贴价低至13900元；
★牙齿矫正可申请0首付12期免息

支持医保结算:
福州口腔惠民工程指定同福医口腔提供技术支持，看牙项目若符

合医保范围，可使用医保结算。

补贴项目
挂号/建档费

儿童颜面发育检查
牙松动度深度检测

种植牙、牙齿矫正方案设计
口内常规检查

数字全景片、口腔CT
数字化3D口扫

补贴比例

100%

需付
0元
0元
0元
0元
0元
0元
0元

1月看牙专项补贴来了！覆盖在榕居民
种牙、矫牙、拔牙、牙周治疗均可使用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
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
任郑宁认为，违规微短剧
依靠色情低俗、暴力血腥
等内容博人眼球，会破坏
平台良好生态，扰乱网络
视听节目传播秩序，导致

“劣币驱逐良币”，因此，加
强监管是大势所趋。但微
短剧的管理与传统影视剧
有所不同，考虑到微短剧
时长短、数量众多，采用传
统影视剧审查标准成本较
高，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
行业自律机制。

“监管部门和行业自
律都要加强，出台审核的
细则、标准，还有‘黑名
单’等信用监管制度，把
有问题的剧和相关制作
单位等纳入‘黑名单’。”
郑宁说，除了内容方面的
风险，还要考虑消费者权
益保护的风险，因为微短
剧的盈利模式往往是先
免费看几集，到高潮部分
就开始收费，用户需要充
值，可能会出现一些欺诈
现象，以及退费问题。

在中国政法大学传
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
巍看来，虽然微短剧是目
前资本热捧的行业，但如
果没有健全的机制，就会
出现很多问题，应建立综
合治理体系。同时，对微
短剧的监管应该轻许可
重内容，把更多监管力量
放在事中和事后的监管
上。

“对微短剧的管理，
更应当倾向于流量管理，
现在一些‘狗血剧’有很
多流量，这是平台出于引
流考虑。其实不少文史、
典故方面的微短剧做得
也相当不错，这些宣传优
良文化的，平台应该侧重
给予流量；违法违规、出
现严重问题的，应当减少
流量，乃至纳入‘黑名
单’。要把自律和他律联
合起来，变成流量的指挥
棒。”朱巍说，用流量治理
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同时也应该健全关于违
法违规内容的举报和反
馈机制。

吐槽微短剧乱象的人
不在少数。在第三方投诉
平台，与微短剧相关投诉最
多的是自动扣费和虚假广
告。有不少网友反映，在小
程序上看微短剧遭遇虚假
宣传却投诉无门。

有用户称，在一短视频
平台点击了相关链接，跳转
到另一社交平台，充值后发
现被骗，且没有申请退款的
渠道。还有用户投诉，在某
短视频平台上刷微短剧，网
络广告宣称“9.9 元解锁本
剧全集”，可看到一半就被

要求再充值。
记者随机点开 5 部微

短剧，即打开了 5个不一样
的小程序，都是单剧付费
模式，即充值相应的虚拟
货币，然后逐集解锁。此
外还可以充值月度、年度
会员，价格在数十元至百
元不等。这些微短剧有 80
集到 100集，看完整部剧需
要两三个小时，花费百元
左右。

除了侵犯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现象频发，还有一
些微短剧存在内容低俗、

价值观不良等问题。记者
此前通过短视频平台观看
一些短剧发现，有大量为
短剧引流的切片短视频，
通常以“床戏”“扇耳光”等
片段吸引观众眼球。目
前，部分低俗微短剧已被
整治下架，但其切片视频
仍在短视频平台传播，并
提供售卖渠道。

版权问题也是产生纠
纷的重灾区。陈辰（化名）
是一名在传统影视行业工
作十余年的编剧，他说现在
网络微短剧的剧本主要依

靠平台自制与版权购买两
种方式，但剧本在版权上容
易引起纠纷，很多所谓的

“爆款”都依靠类似的模板
和剧情，同质化问题相当严
重，导致这个行业的创作氛
围愈发功利。

“还存在一定的骗稿现
象。”陈辰说，很多年轻编剧
因为刚入行不懂得保护自
身权益，经常是已经被盗用
了创业大纲或故事情节创
意还蒙在鼓里，“等自己的
剧本被拍出来后，才发现被
对方骗了”。

网络微短剧，是指“单
集时长从几十秒到 15分钟
左右、有着相对明确的主题
和主线、较为连续和完整的
故事情节”的剧集。相较于
传统剧集，微短剧具有短小
精悍、节奏明快、更新迅速
等特点，观众能够在一天的
碎片化时间里，快速刷完十
几集甚至几十集的整部剧，
故而赢得不少人的青睐。

广电总局发布的数据
显示，2021年微短剧全年备

案数量为 398部，2022年备
案数量接近 2800部。还有
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我
国网络平台上线微短剧
480多部，超过 2022年全年
总数，相当于平均一天上线
2.7部。

让一些网民如此“上
头”的网络微短剧，究竟在
吸引谁观看？90后女孩白
雪是网络微短剧观众，她告
诉记者，自己一开始并不能
接受看这种“又土又 low”的

短剧，甚至很反感里面的擦
边剧情。但后来她发现，看
网络微短剧可以消磨时间，
满足她内心的情感需求。
白雪生活在二线城市，由于
单位人事关系复杂，重复性
工作多，回家后，“只想躺在
沙发上休息，放空大脑”。

看网络微短剧逐渐变
成了一种解压的过程。白
雪感叹，平时看剧，她“甜”
的吃多了，就想看点“虐”
的。她告诉记者，自己以前

就是网文爱好者，喜欢“霸
道总裁”“继承亿万家产”的
人物设定，但网文字数偏
多，作者为了稿费可以日更
3000字，注水严重，看到最
后往往情节变得十分涣散，
读不下去。

但现在网络微短剧多反
转，节奏性强，每集末尾还会
为观众留好“钩子”，让大家
产生解锁下一集的欲望。白
雪也知道，“剧情是挺土的，
但似乎越狗血越上头”。

建议

问题 侵犯消费者权益 存不良价值观导向

讲述 “剧情越狗血越上头”
监管升级治乱象
建立综合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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