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岛城影视公司进军微短剧

微短剧剧组在青岛开机，不仅进一步为上
下游产业链注入活力，也在无意间创造了更多
文旅打卡点。3 月初，某微短剧剧组因为拍摄
需要，在西海岸新区连三岛的海滩上搭建了一
艘粉色轮船作为布景道具，这艘粉色轮船一夜
爆火，被人们称为青岛的“布鲁威斯号”，纷纷前
来拍照留念。

近期，越来越多的青岛本地影视公司布局
微短剧项目。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东方影都附
近的象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是一家独立出品及
承接拍摄制作、开展演员经纪业务的影视公司，
筹备的原创微短剧即将在青岛开机拍摄。公司
制片人张峻耀介绍，公司成立时便考虑到青岛
拥有“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得天独厚的美景，同
时建有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VR虚拟现实
产业园、藏马山影视城、西区片场、有道有具片
场等专业园区，影视产业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
力，再加上演员招募、场地租赁等相关配套服务
完备，于是选址在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附近。

早在2022年，公司便注意到了微短剧这条
新赛道，起初持观望态度，后续开始尝试参与制
作微短剧，至今已参与制作了几十部微短剧作
品。张峻耀作为制片人，可以说是“事事要操
心”，从协调品牌方、沟通剧本、招聘选角，到拍
摄过程中处理各种突发情况，每个环节都有他
的身影。他说自己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某住宅
小区里拍摄的一场外景夜戏，导演灵感乍现，提
出想要拍下雨的场景。“当时已经是晚上10点，
道具公司早就下班了，改天重新来小区安排一
场雨戏也很麻烦，我恰好看到小区里有浇水的
水管，就找到保安商量，花钱买了一根水管洒
水，好在最后达到了理想的拍摄效果。为了确
保微短剧拍摄时各环节都能顺利推进，不耽误
档期，全程都要时刻关注着，很考验应变能力。”

“微短剧制作周期短，收益见效快，是现在
很多影视公司青睐的项目。微短剧主要有两种
创收方式，一种是平台付费分账，另一种是定制
IP，比如一家公司想推介品牌或产品，就可以定

制微短剧，在剧情里融入他们的理念或产品，用
比较自然的方式让大家在潜移默化之中关注
到。这种定制微短剧相对来讲收入更为稳定、
风险更小。总体来看，微短剧是在朝着精品化
的方向发展。”张峻耀表示，相信未来青岛的微
短剧产业会愈发红火，青岛处处皆美景，不仅能
为微短剧拍摄提供效果理想的“天然摄影棚”，
也能有效控制场地成本，影视基地的政策扶持
以及贴心服务也让公司更有信心继续向前。

为剧组提供一站式服务

“对于影视剧组和影视企业均采用专员化
服务，建立专属的剧组、企业微信沟通群，提供
了‘一窗受理、全流程跟进’的一站式服务，可满
足影视企业入驻后，从注册开始到项目开发、取
景拍摄、资源协调、政策申报等各个环节提供全
天候的跟踪服务，打造公共服务标准化、政策兑
现零跑腿、业务办理零等候的‘一标双零’影视
服务体系，其中，‘一标’是指一套标准化的服务
保障流程和体系，‘双零’是指政策兑现零跑腿、
剧组需求零等待，全力推进青岛影视基地高标
准建设，构建全流程影视服务体系。”青岛西海
岸新区影视产业发展中心有关负责人如是说。

自2022年有官方数据统计以来，青岛西海
岸新区已有 70 余部网络微短剧获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备案。今年2月，西海岸新区发布《支持
青岛影视基地高标准建设的若干政策》及其《实
施细则》。作为青岛西海岸新区影视“政策 3.0
版”，该政策共7条14项，其中多次提及对于微
短剧产业的扶持政策，如在扶持微短剧基地建
设上，将连续三年每年给予基地运营方最高
150 万元资金扶持，对在青岛西海岸新区拍摄
的优秀微短剧（含小程序剧）给予单部作品最高
100万元的奖励。

“新政策中，一是兑现形式由整体上原来的
一年兑现一次提速至一年可兑现两次。二是将
精品创作的立项补贴由原来的播映后兑现，提
前至项目开机拍摄即可申请兑现。三是将拍摄
制作补贴由原来的播映后兑现，提前至杀青后

即可申请兑现 60%、播映后兑现剩余 40%。”青岛
西海岸新区影视产业发展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
通过这三方面提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补充
企业和项目实际流动资金问题。

打造北方微短剧基地

4月18日，西海岸新区与融创中国、海看网络
科技（山东）股份有限公司在第三届山东网络视听
大会上，签署北方微短剧影视基地（青岛藏马山）
合作协议。该基地的落户将助力西海岸新区构建
微短剧全产业链生态，进一步完善“影视+”产业
链。北方微短剧影视基地总占地面积 32 平方公
里，设有100多个拍摄场景，可容纳10多个剧组同
时拍摄。基地基于青岛成熟的影视产业链基础条
件，将整合国内优质剧服资源，提供场景、剧组服
务支持以及审核、推广等服务，打造中国北方配套
完善、产业链健全的微短剧拍摄基地。

莱西市依托南墅镇青山湖影视基地，积极布
局微短剧领域，借助丰富的影视文旅资源吸引了

《传奇大亨》等微短剧剧组及其他各类影视剧组入
莱拍摄。青山湖影视基地不断加大投入，开发链
条产业，打造特色大影视格局，实现文化、旅游、影
视、产业、城镇化建设五位一体融合发展，形成“以
影视为表、旅游为核、文化为魂、产业为根”辐射
30平方公里的产业集群。

城阳区在原流亭机场航站楼搭建起了短剧基
地，着力打造航站楼“影视+音乐+综艺”的文化旅
游集聚区，已引入影视拍摄剧组20余个。城阳区
目前正在研究制定微短剧产业扶持政策，积极对
接落地中国短剧盛典等项目，着力打造集短剧创
作、拍摄、制作、发行于一体的产业发展生态，招引
影视产业链相关企业集聚。

即墨区的天泰山艺文小镇已经成为微短剧拍
摄的热门基地，拥有高尔夫球场、别墅、民居等多
个场景，并且与本地化妆培训学校、群演公司有密
切合作，月均拍摄十几部微短剧。

位于胶州市的上合之珠国际博览中心拥有
20个各具风情的上合组织国家国别馆，成为浓缩
多国风情的短视频“一站式”取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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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青岛微短剧产业正抽枝发芽、蓬勃生
长，优质微短剧项目持续落地青岛。青岛有志
于抓住这一影视新风口，预计 2024 年将出产
400部微短剧，初步形成西海岸东方影都、城阳
原流亭机场航站楼短剧基地、即墨天泰山艺文
小镇三大微短剧创作基地。微短剧旺盛的生命
力，离不开青岛各区精心布局、悉心灌溉，以“政
策+服务”组合拳为微短剧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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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短剧拍摄现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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