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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动互联技术持续更新迭代的时代背景下，“读屏”作
为人们的日常行为习惯逐渐常态化，网络成为文艺创作和文
化传播的新现场。在这个文化场中，网络综艺凭借其话题式的
内核、多样化的题材、高参与度的互动模式、年轻化的视听风
格以及相对灵活的制播体系从互联网文化生态中脱颖而出。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网络文艺的整体
格局，也影响了网络综艺的年度发展趋势和整体特征。新的消
费方式不仅凸显了网络综艺轻松上“云”的独家优势，也促进
了互联网文化产业资本的理性回归。这一年，贴近社会情绪、
深耕题材内容、专注技术应用成为年度网络综艺的行业重心；

“云综艺”“破圈爆款”成为年度热词；偶像选拔、脱口秀、情感
观察、音乐竞技、女性成长、美食健康、律政职场、直播带货等
多种题材逐步优化；“5G”“AI”“4k超高清”等新技术的应用各
显神通，网络综艺用轻松愉悦的娱乐形式陪伴网民度过了这
并不平凡的一年，保持了网综行业稳中有升、逆势飞扬的发展
态势。

低开高走：乘势而上直面疫情“大考”

云合数据的调查显示，相比网络剧集和网络电影的规模
效应和产品储备，网络综艺是疫情第一阶段率先出现下滑的
网络视频类型，而网综短而灵活的制作周期在带来节目存货
不足的同时，其反应迅速、录制播出速度的迅捷更引人注目。
疫情初期，经过短时间的调整，网络综艺迅速发挥自身的“云”
优势，摆脱影视剧、网络剧、电视综艺等对线下录制的依赖，
第一时间出现在各视频平台。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一季度
上线网综约45档，相较于往年同时期上线节目数量，总体上
并无明显“缩水”。可以说，网络综艺在突发的疫情形势下化挑
战为机遇，提升了自身在网络文艺矩阵中的功能性和活跃度。

从内容制作层面看，“老牌”网综推出了“疫情特别版”，如
腾讯视频的《见字如面》抗疫特别版、《拜托了，我饿》（即《拜托
了，冰箱》特别版）都选择了云录制、同框连线、Vlog第一视角
技术手段，维持了原有品牌的正常播出。在新节目的策划上，
爱奇艺录制了《宅家点歌台》《宅家运动会》《宅家猜猜猜》系列
节目、腾讯视频制作了《咕嘟咕嘟》《咕哩呱啦》等“咕”系列的
偶像综艺；优酷则推出了《好好吃饭》《好好运动》等公益直播
节目。《青春有你2》《横冲直撞20岁2》《婚前21天》等节目从
营销视角入手举办了节目的“云发布会”，《明日之子4》《这！就
是街舞3》《中国新说唱2020》也相继开启了嘉宾“云海选”的
阶段。此外，网综新元素也在不断融入，以抖音、快手、哔哩哔
哩（以下称“B站”）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提供了素人脱口秀、

“云蹦迪”、直播带货综艺等新型综艺形式，极大丰富了人们疫
情防控时期的娱乐需求。在疫情突降的严峻形势下，网综以高

热度、高话题度和高收视率的“三高”特色成为网络文艺矩阵
中的“先锋军”和“轻骑兵”，给数亿网民送去了温暖的陪伴、积
极的心态和欢快的气氛。

从精品化层面来看，疫情缓解后，在第一季度档期基本被
“云综艺”占用的前提下，视频平台和制作公司一方面更加注
重原创综艺研发和品质提升，主动规避非常态下节目内容的
同质化（比如爱奇艺和腾讯联合制作的公路行进式户外真人
秀《哈哈哈哈哈》），力争在后三个季度达到播放预期和商业收
益；另一方面又基于流量压力和招商考虑，努力延伸“综N代”
的长尾效应，对品牌综艺进行内容创新，保证了互动的活跃度
和用户黏性。不但有《中国新说唱4》《明日之子4》《吐槽大会
4》《妻子的浪漫旅行3》等综艺的热播，《明星大侦探》作为“IP”
还反向制作了衍生互动剧《目标人物》。这些头部综艺内容的
衍生，有效拓展了内容变现的渠道，也在年度顶流“综N代”的
光环中迈出了网络综艺精品化的重要一步。

从产业化层面来看，2020年网络综艺与电商的融合模式
更加成熟，“综艺＋直播”“综艺＋电商”成为新风口，直播／互
动类综艺超过21档，节目流量和广告投放的变现能力结合得
更加紧密。《奋斗吧主播》借助偶像选拔模式，《希望的田野》以
助农带货为亮点，《这！就是街舞》还结合比赛、培训和线下销
售开了街舞实体旗舰店，产业要素对节目的质量水平也提出
了强烈吁求。

全面“出圈”：小众文化向大众视野延伸

国家广电总局数据显示，在疫情影响下，2020年度全网
上线229档综艺节目，不仅在节目数量和有效播放量方面表

现不俗，还出现了《青春有你2》《乐队的夏天2》《乘风破浪的
姐姐》（以下简称《姐姐》）等品牌爆款。

网络综艺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自诞生之初就
表现出集草根性、娱乐性、商业性于一体的大众化特征。2007
年，我国第一档网络自制综艺节目《大鹏嘚吧嘚》上线搜狐视
频，作为互联网视频平台自主策划制作综艺的开端，突出“娱
乐性”体验、关注“粉丝”互动热度成为网综大众化的表征。在
被称为“网综自制元年”的2014年以后，互联网技术、视频平
台、青年网民和国家有关部门政策的共同推动使网络综艺进
入高速发展期。这一时期的网综不仅出现了数量上的“井喷”，
其同质化的节目内容和过度娱乐化的趋势，放大了网络综艺
的大众化特点，同时也显现出原创性缺乏、文化含量较低、广
告植入低劣等阻滞品质升级的弊端。2019年以后，网综行业
进入“数量回落、质量提升”的理性平稳发展期，拓宽题材范
围，挖掘话题深度成为网络综艺追求品质跃升的重要途径。乐
队类、职场类、演员类、电竞类等小众化题材进一步垂直细分，
不仅显示了网络综艺对摇滚、影视、职场、舞蹈、电子竞技等多
种小众文化的容纳度，也反映出视频平台、综艺制作公司等内

容出品方对圈层文化跻身大众视野的前瞻性和实操能力。
事实证明，小众化内容与大众化视野的融合既是网综寻

求存量变革和增量崛起的重要机遇，也是一道沟通文化差异、
消除圈层壁垒的难题。在这方面，2020年的网络综艺无疑交
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首先，题材破圈后的“小众热款”向“大
众爆款”转型。随着《乐队的夏天》《演员请就位》《中国新说唱》
等一大批专业性极强的“出圈”节目走红网络，本年度的小众
综艺得到鼓励，《乐队的夏天2》《演员请就位2》等“综N代”持
续火爆，声音互动情感栏目《朋友请听好》、喜剧厂牌真人秀
《德云斗笑社》等新概念综艺也旗开得胜、先声夺人。不仅如
此，各视频平台还着眼自身在流行文化领域的独特性和辨识
度，继续垂直细分深耕细作：爱奇艺推出的都市饮食观察节目
《未知的餐桌》通过明星嘉宾担任团长的饭团上演蹭饭真人
秀，并分享成长经历和心灵故事；腾讯视频打造了中国首档音
乐团体竞演节目《炙热的我们》，通过集结多样的音乐团体展
现多元的音乐理念；《超新星运动会3》则把体育元素融入综
艺，小众与娱乐的跨界联动助力品牌势能叠加。

其次，明星破圈引发现象级综艺。在偶像养成类的团体选
秀节目因用户审美疲劳逐渐失去市场热度时，芒果TV逆向而
行，制作播出了呈现“30+”女性成长的明星真人秀节目《乘风
破浪的姐姐》，以消除光环、打破规则、重建标准的姿态，重塑

“敢于挑战、直面重压、自信独立”的“姐姐精神”，不仅回应了
近两年来《我的前半生》《三十而已》等电视剧对社会女性成长
的关注，也安抚了演艺圈中年女性圈层的年龄焦虑，正面回击
了时下娱乐圈对少女人设的偏爱和低龄观众优先的潜规则，
引起了全社会女性观众的强烈共鸣，成为年度综艺“顶流”，也
因此带动了聚焦女性受众的“她综艺”的涌现。如爱奇艺的《姐
妹们的茶话会》、腾讯视频的《Beauty小姐3》、优酷视频的《闺
蜜好美》等都成为时尚文化在性别、年龄等层面上垂直细分的
女性题材综艺。

第三，平台破圈推动内容生产。2014年以来，网络综艺作
为互联网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爱奇
艺、腾讯视频、优酷、芒果TV四大互联网视频平台为主体的格
局。2020年，“B站”用跨年晚会和《后浪》《入海》《喜相逢》三部
短片开启了破圈之旅，推出了《说唱新世代》《欢天喜地好哥
们》《造浪》《宠物医院》等受到年轻网民喜爱的自制综艺；西瓜
视频不仅拿下了《中国好声音2020》的网播权，还与今日头条
等平台联合营销，显示出较强的产业活跃度；抖音联合奇遇文
化打造了纪实真人秀《很高兴认识你》等。可见，平台出圈和格
局更新也在客观上刺激了视频平台和制作公司对于网综品质
的追求，从而渐趋形成一个良性、健康的行业环境。

此外，2020年网络综艺的“国际出圈”也不乏亮点，网综
“出海”在数量和文化影响力上持续走高。《青春有你2》以8种
字幕登录国际版iQIYI后曾429次登上Twitter趋势榜，在
YouTube上创下了单个视频千万级的播放量。爱奇艺、腾讯
等头部视频网站还积极布局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为
综艺文化扬帆出海搭建平台。

双向赋能：媒介与技术助力网综迭代

从网络综艺本年度在各层面的“出圈”来看，互联网作为
新媒介赋予网生文化的后现代主义和青年亚文化的底色会持
续发生作用。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
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4亿，其中20~39
岁网民占比40.3%，青年仍然是网络文艺的主要受众。而以青
年为主要受众的网络综艺，必然也会呈现多元表达、创造时尚
的特点，不被定义、解构成规、勇敢发声、表达真我等青年文化
的核心表达决定了网络文艺在态度上的年轻化，以及在审美
和价值上的多元；另一方面，互联网带来了海量的大众文本，
不但让用户无法把握网络文艺的总体性，还通过数量巨大、类

型繁多、趣味多样等渠道对网民进行了分流。昔日“老少皆宜”
“举国同乐”等大众文化的审美特征在新媒体时代语境中很难
实现，“前互联网”时代对大众文化的公共认知可能一去不复
返了。换句话说，“破圈”现象是互联网作为新媒介对网络综艺
的赋能，而网络文艺的勃兴必然要在大众化（娱乐化）与分众
化的博弈和平衡中寻找发展的契机。因此，我们在2020年的
网络综艺中，才能够看到势头强劲的《姐姐》从内容到传播都
在逆势飞扬，才能够看到《令人心动的offer2》仍然能以律政
职场的高辨识度赢得市场和粉丝。

除了媒介属性之外，5G时代的到来推动新技术为内容制
作提供了更多创新选择与可能性。一方面5G网络会为网络综
艺提供更加稳定快捷的传输稳定性，保障视频产品的品质呈
现；另一方面5G技术高速率、低延时的优势也会进一步提升
网络综艺的互动体验，特别是带有游戏元素的网综将如虎添
翼。在网络基础技术的保障下，AI、AR、大数据、“云系列”在综
艺内容创新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2019年优酷上线了“AI观
影情绪模拟”，通过用户情绪的模拟数据分析视频节点的影响
力，辅助视频的剪辑和营销。2020年，爱奇艺的《中国新说
唱》、腾讯视频的游戏类真人秀《我+》等网综节目都尝试在互
联网算法时代的大数据辅助下进行技术实验，或用以筛选嘉
宾，或用于人工智能剪辑，目的都是分析用户观看习惯和消费
行为，对用户进行精准画像，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用户需求分
析，助力精准推动的平台营销策略。爱奇艺在2020年10月推
出的首档虚拟偶像才艺竞演综艺《跨次元新星》，还对电影级
光学动捕、顶级CG引擎实时 3D渲染、数字孪生（Digital
Twin）等多项技术进行了深度尝试和融合，实时捕捉虚拟选
手的舞台综合表现，而这种融合影视、综艺、游戏三种内容形
态的创新尝试，又是对网综制作方团队的内容创新和技术能
力的“倒逼式”挑战和提升。

■视听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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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力赋能再出发蓄力赋能再出发
————20202020年网络综艺观察年网络综艺观察 □□王文静王文静

“海外，不是法外之地。”铿锵有力的话语，显
示着中国刑警捍卫华人生命财产安全的决心。由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指导，爱奇艺平台推出的跨国
打击海外犯罪题材电视剧《刑警之海外行动》一经
开播，就得到了观众的关注与热议。该剧以海外
行动工作组不远万里、奔走于世界各地破获的三
起跨国案件为叙述主线，将工作组以及中国警察
的勇气与奉献精神带入更多观众视野当中。

在海外，广大华人群体生活在何种治安环境
中？他们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如何得以保障？这是《刑
警之海外行动》的切入点，也是国内观众鲜有了解
的领域。该剧拥有新颖的选材视角，相对应地以较
为浓烈的纪实风格进行呈现，具有一定的科普和宣
传效果，让更多观众了解跨境案件。例如，电信诈骗
案件单元的呈现基于2010年跨境特大电信诈骗
案。犯罪现实令人触目惊心，同时也令人感叹于中
国警察的行动力与战斗力。不仅如此，全剧主线简
单明了，数十集篇幅紧紧围绕案件的跌宕起伏展
开，没有特意设置个人情感、内部纠葛等旁枝末节，
避免掺杂“水分”、喧宾夺主，整体脉络“干货满满”、
扣人心弦。《刑警之海外行动》摒除了现实和剧集之
间的距离感，以专业性扎实呈现着工作组的实际写
照，表达了对中国警察的尊重与敬意。

从内容上看，该剧涉及劝返重要证人、打击
电信诈骗、扫黑除恶等不同性质的三个案件，彼
此之间较为独立，但背后各有纷繁复杂的人物关
系以及较高的侦破难度。每一次接到通知后，以
高笑天为组长的海外行动工作组义不容辞、第一
时间奔赴海外。当他们踏入异国他乡时，真正的
挑战和考验随之而来。一方面，中国警察在海外
不具有执法权，因此需要在当地大使馆的帮助下
与当地警方开展执法合作，而不同国家的法律与
实际状况各不相同，需要双方克服语言、法律等
重重障碍、差异，共同打击罪犯。例如，工作组刚

刚抵达海外住所，帮会的黑恶势力就紧跟不放，
甚至在他们的住所周边徘徊威胁，组员们在商讨
是否需要搬离以确保安全时，高笑天毅然决然表
示要勇敢地正面迎击，不能在一开始就惧怕退
缩；虽然他们无法手持武器，但在危险与困难面
前他们不曾退缩。另一方面，工作组的签证时
长、成员人数均有限制，面对复杂的案情与犯罪
分子的人多势众，中国警察不断与时间赛跑，让
正义战胜邪恶。例如，在劝返海外重要证人的过
程中，该剧始终伴随着国内开庭的倒计时，将观
众直接带入时间紧迫的氛围当中，最终在法庭之
上所有证人一一到场，彰显着“正义不会缺席”的
主旨与光芒。在海外，华人一开始对工作组并不
信任，面对一些民众不愿主动提供线索等表现，
工作组成员们并没有灰心或是放弃，而是用行动
与付出最终获得了掌声与赞誉。

该剧之于海外犯罪势力是警示，更是有力的
打击；而之于更多海外侨胞，展示的则是他们身后
祖国坚实的后盾与支持。镜头通过细节的捕捉，
于细微之处凸显华夏儿女与祖国之间的深厚情

感。在海外，人身财产受到侵害的华人在听到“中
国警察”几个字的时候，无助的眼神瞬间充满期
盼，热泪盈眶地重燃希望，这就是强大的祖国给他
们带来的安全感。同时，该剧从情感角度再度升
华，点燃了海外游子内心的乡愁与牵挂。例如，适
逢春节，工作组在海外包饺子、贴春联等镜头的出
现，体现了传统民俗，也加强了民族情感纽带的联
系；在劝返重要证人时，施雅楠看到视频中年迈的
父母、旧时的房间顿时泪流满面，宋成功拿着电
话，满心是对国内妻儿的愧疚和思念。这些血脉
相连的羁绊，是海外游子内心深处的牵挂。他们
和祖国紧紧相连，祖国的正义力量时时刻刻给予
他们最大程度的守护。

《刑警之海外行动》以镜头聚焦工作组的行
动，在其背后是国内各方力量对海外行动的支持，
正如剧里所说，这一切“体现了海外合成作战的能
力，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该剧既有激烈的
案件事实，体现了中国警察的机智果敢、挺身而出
的职业精神；同时又充满温度与力量，这是祖国要
捍卫每一个中国人生命财产安全的决心。

相隔万里相隔万里，，守护的力量永不缺席守护的力量永不缺席
□□黄典林黄典林

日前，由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
视学院、中国电视艺术交流协会主
办，中国电视艺术交流协会影视艺
术专业委员会、影视前哨承办的
2020第二届网络视听“新力量”推
荐交流会暨“守正创新”影视艺术创
新交流会在京举办。来自网络视听
行业主管部门、学界、业界及主流视
频平台的专家学者等共同回顾、盘
点2020年网络视听行业，推介年度
优秀网络视听内容和优秀播出机
构，并就当下网络视听领域的管理
政策、精品创作、传播模式、行业发
展等话题展开交流研讨。

与首届“新力量”榜单相比，本
届推介榜单在网络剧集、网络综艺
佳作基础上又增设了网络电影佳作
推介类目。根据推荐委员会的推选，
2020年度，《我是余欢水》《鬓边不
是海棠红》《隐秘的角落》《棋魂》《龙
岭迷窟》《摩天大楼》《战火熔炉》《重
生》等获网络剧集佳作推介。《战疫
2020之我是医生》《毛驴上树2：倔
驴搬家》《中国飞侠》等获网络电影
佳作推介。《乘风破浪的姐姐》《功夫
学徒之走读中国》《明星大侦探（第五季）》
《令人心动的offer（第二季）》《忘不了餐厅
（第二季）》等获网络综艺佳作推介。

总结回望2020年，以“网络影视精品
化、类型化、可持续发展”和“网络综艺与青
年文化引领”为主题举办的两场“守正创新”
影视艺术创新交流会上，与会者认为，2020
年网络视听领域的创作稳扎稳打、题材多
元，出现了令人欣喜的新趋势和新变化。具
体表现有：一、创作者们在重大历史节点上
自觉回应时代主题，创作了一批弘扬主旋律
的优秀作品，收获了较好口碑。二、网络剧的
类型化探索持续深入。2020年网络剧在古
装、悬疑、青春等题材领域的创作令人耳目
一新。特别是女性题材剧的崛起，在激发女

性观众强烈表达欲望的同时尝试提供
解决方案，实现了积极的文化引领。
三、竖屏剧、竖屏微电影、互动剧等网
络剧在形式上的新探索极大地丰富了
网络视听市场。四、在政策引导和市场
需求的双重驱动之下，构思精巧的网
络短剧正成为行业发展的新窗口和新
趋势。此外，网络剧在文化走出去方面
也已从传播范围、题材上突破旧有局
限，让海外观众看到了一个更加多元
立体的中国。

在网络电影创作方面，专家认为，
该领域创作已进入了一个用户、市场
快速增加，作品数量、类型不断增长与
丰富的新发展时期。但同时，一些商业
题材的作品同质化较严重、优质题材
稀缺也成为网络电影高速发展下仍未
解决的问题。“网络电影离‘叫好又叫
座’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但从
2020年年初开始，通过政策驱动与创
新，已有越来越多的从业者坚定信念，
以精品创作为目标打造更多为观众喜
爱并传播广泛的优秀作品。人们在网
络上观看一些小成本、小制作的精品
网络电影已成为后疫情时代的新的观

影习惯。
网络综艺方面，与会专家认为，2020年

网综“IP”在经过连续几季的打磨后，已形成
了以小而美的追求服务小众专业受众，从而
实现其自身存在感的“自觉”意识。这种“清
醒的选择与判断”同近年来致力于经典文化
大众传播的电视综艺形成某种较为明显的
区分，网络综艺更精准地定位于网络受众圈
层。另一方面，2020年的网络综艺在新类
型、新样态的呈现方面其“年轻态”的表现也
非常突出。特别是应对突发的疫情，网络时
代的综艺跟网络纪录片一起，共同用真实的
文化力量维系着中国人的现实景观，表达着
文艺对生存的观照和暖意。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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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剧快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