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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网络剧指的是以互联网为核心播出平台的连续剧，由在线视频媒体自制或与专业影视公司

联合制作，再投放到各大在线视频网站播出，用户观看网络剧的媒介也十分丰富，包括电脑

、手机、平板等。而随着市场的发展，互联网与电视台同播的现象也逐渐频繁，将通过电视

台和网络全渠道播放的形式称之为网台联动剧，即广义网络剧的范围。 

      网络剧以在线视频平台制作为核心，专业影视制作公司逐步进入市场。网络剧一开始多以

工作室、独立制片人或在线视频企业自制形式出品，这一模式往往受制于在线视频企业投入

资源限制，因此初期网络剧市场规模相对较低。随着网络剧市场潜力的逐渐打开，吸引了专

业和实力雄厚的影视公司参与出品，与在线视频平台联合制作，投资规模逐渐扩大、制作团

队趋于专业化，形成网络剧生产、推广、发行的完整产业链。 

2014年是网络剧井喷的一年，全网共205部，共2918集上线，点击量超百万。从播放量来看，

排名前十的网络剧播放量达50亿次，整个网络剧播放超百亿。视频网站纷纷打出&ldquo;网络

自制剧元年&rdquo;的称号。2015年网络剧产业发展进入黄金时期，2015年共有335部网络剧上

线，总集数4980集，较2014年增长了2倍多。众多传统影视制作人和大量资本涌入网络剧市场

，各大视频网站纷纷投拍，网络剧市场一时间被推向资本的风口浪尖。 

      目前网络剧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虽然具备题材丰富、手法新颖的特征，但仍存在制作粗糙

、部分题材把关能力明显不足、呈现低俗化倾向等问题。2016年2月，广电总局表态将加强对

于网剧和网络自制节目的监管，并提出线上线下统一标准等一系列规定，对网络剧制作机构

的管理要求进一步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络剧未来将与电视剧趋同，无论是题材、受众、

审查方式还是制作来看，网络剧将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发展。网络剧和电视剧生长的文化基因

不同，因此不会出现两者趋同的情况。在此次政策规范之后，网络剧或将迎来新的春天，未

来精品化内容将成为发展趋势。

 网络剧规模及增速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网络剧行业市场运营态势与投资决策分析报告

》共十三章。首先介绍了网络剧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网络剧规模及消费需

求，然后对中国网络剧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网络剧面临的机遇及

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网络剧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

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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