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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长三角最具影响力的短剧产业基地

近日，《衢江区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新闻发布会在区会议中心举行。

副区长张红萍介绍《衢江区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区文广旅体局局长叶国祥、区康投集团总经理郑新民 、区招商中心

副主任李斌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叶琼主持。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

为全面落实省委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部

署和市委打造四省边际文化文明桥头堡要求，

抢抓微短剧产业发展风口，衢江区研究制定了

《衢江区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5—2027年）》（以下简称《短剧三年行动计

划》）。下面，我就《短剧三年行动计划》有关情

况作总体介绍。

一、《短剧三年行动计划》的制定背景及
过程

2024 年以来，衢江区在充分考察、学习郑

州、杭州等地短剧产业工作经验基础上，大力

发挥本地龙头企业发展优势，经相关部门充分

研究，并征得行业市场主体意见建议，最终制

定形成《短剧三年行动计划》，旨在打造长三角

最具影响力的短剧产业基地。

二、《短剧三年行动计划》的主要内容

聚焦“进驻百家企业、周产百部作品、赋能

百业发展、年均百万人流、带动百亿营收”的

“五个一百”目标，实施五大工程19项任务：

一是实施平台能级提质工程。分别是加

快短剧超级工厂东港片区改造提升和汉唐商

业街项目建设，汉唐商业街项目2025年实现主

体结构结顶，形成“拍摄+制作+旅游”全产业

链基地。二是实施产业发展增效工程。强化

企业培育招引，建立微短剧企业培育库，编制

招商手册；将微短剧产业纳入“双招双引”“赛

马”年度考评内容。整合场景资源，编制衢江

影视资源指南。促进企业协作，成立衢州微短

剧产业协会，打造产业联盟，为企业提供一站

式服务。三是实施短剧精品培优工程。加强

优秀作品创作，举办微短剧剧本大赛、微短剧

节等活动，设立专项奖励鼓励本地创作。加强

版权保护，联合市级部门提供免费剧本版权登

记服务。加强影视人才培育，与横店影视职业

学院合作，年培养150名专业人才；建立人才培

训基地，探索校企订单式培养。四是实施千行

百业赋能工程。依据国家广电总局今年新发

布的《关于实施“微短剧+”行动计划 赋能千

行百业的通知》要求，结合实际，明确探索“微

短剧+文旅”模式、开拓“微短剧+科普学法”

思路、创新“微短剧+品牌营销”场景、加快微

短剧IP 转化运用、推动“微短剧+电竞”两业融

合、推动技术创新应用等 6 项重点任务。五是

实施营商环境创优工程。优化审查服务，争

取设立浙江网络微短剧衢江审查分中心，缩

短备案周期。强化金融支持，创新“微短剧

贷”产品，试点保险风险分担机制。完善基础

配套，两年内新增共享电动车 2000 辆、停车位

6000 个；保障 1268 套人才公寓及 3000 个“演员

村床位”。

三、《短剧三年行动计划》的推进保障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将短剧产业发展作

为“文化+科技”标志性工程打造，由区委常委

和分管副区长一同抓落实，从区委、区政府两

个层面同步推进，形成各部门共同推进、协同

联动的工作格局。

二是强化监督考核。加强督查考评，按照

微短剧产业“五大工程”制定当年任务清单，对

相关部门责任落实情况进行定期监测和考核

评价。

三是明确协调机制。落实“一月一会商，

一季一汇报”工作机制，实行各项任务清单化

管理，制定指标数据，细化工作举措，通过定

性、定量、定时、定人，确保责任层层压实、工作

压茬推进。

四是加大政策扶持。在现有政策基础上，

整合各级、各部门资源要素，进一步完善衢江

区短剧产业政策举措。加快政策兑现，实现适

用条款的“即申即享”，确保企业、人才以最短

时间取得最优待遇。

《短剧三年行动计划》的出台，标志着衢江

微短剧产业进入系统化推进新阶段。我们将

全力打造“长三角微短剧头部企业集聚地、产

业人才孵化地、IP创作策源地”，让衢江成为全

国微短剧产业的活力高地和投资沃土！

我就介绍这些，谢谢大家！.

副区长张红萍作主发布：

区文广旅体局局长叶国祥回答：
感谢这位记者的提问，也感谢大家对衢江微

短剧产业发展的关注。今年1月2日，我们区文

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区财政局等五个部门，

正式出台了《衢江区短剧产业扶持政策》。这份

政策涵盖了剧本创作、产业发展、取景拍摄、上线

播出、研发创新、作品出海六大方面，一共十二条

具体措施，被企业朋友们亲切地称为“黄金十二

条”。下面我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核心内容：①
鼓励剧本创作：对区内企业创作的微短剧剧本，

如果入选国家级或省级扶持项目，我们会给予相

应的资金支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剧本入

选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评比，企业将获得8万元奖

励；如果是反映衢江本土题材的剧本，扶持额度

还会额外增加50%。②扶持产业发展：对新注册

的影视文化公司，我们会根据其年营业收入给予

不同比例的奖励。对首次达到规模以上的影视

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并对后续保持正增长的

企业分阶段进行额外奖励。为吸引人才，我们对

高校和中职毕业生到我区影视企业就业提供年

度就业补贴；为来衢江求职的演职人员提供最长

7天的免费临时住宿；还开通了横店至衢江的免

费城际交通专线，方便演职人员往返。③补贴取

景拍摄：对在衢江境内拍摄的微短剧作品，我们

会根据实际发生的制作配套费用给予补助。对

于选择在区内旅游景点及室外公共场所取景拍

摄的剧组，我们不仅免费提供拍摄权，还会给予

相应的补助。④上线播出奖励：对在衢江立项备

案的微短剧作品，在主要短视频平台上线播出并

达到一定播放量标准的，我们会给予扶持奖励。

⑤支持研发创新：鼓励网络微短剧企业开展技

术研发，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我们按其研发投入

的增量部分给予补助。⑥鼓励作品出海：对企

业因文化出海产生的翻译制作费用给予补助；对

海外发行收入和版权交易也给予相应扶持。

企业为什么认可这是“真金白银”的“黄金十

二条”呢？因为它实实在在地解决了产业发展中

的痛点。比如“招人难”：作为新兴业态，短剧拍

摄在衢江曾面临群众演员不足的问题。我们针

对性出台了措施：不仅提供横店到衢江的免费城

际交通，更贴心地为“首次来衢江、暂时未进组拍

摄的演职人员提供最长七天的免费住宿”。这大

大降低了人员流动成本，增强了企业和演职人员

来衢拍摄的吸引力。再比如“场景协调难”：拍摄

常需要协调A级景区、公共场馆等资源。我们在

区行政服务中心专门设立了影视服务窗口，协调

全区相关部门，提供一站式服务，用最快的速度、

最高的效率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这些措施不仅有效降低了拍摄成本，更促进

了衢江与横店之间在人力资源、拍摄场地等方面

的资源共享。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通过这些

实实在在的政策，吸引更多优秀的影视制作团队

和人才汇聚衢江，全面提升我区影视产业的活力

和竞争力。

记者提问：您好，请问衢江区在微短剧产业方面有哪些政策？谢谢。

区康投集团总经理郑新民回答：
东港片区的短剧超级工厂，我们是在去年2

月份开始对原场地中的方舱医院进行拆除、新建

现代风格的拍摄场景，仅用4个月时间基本完成

改造，有超200个现代风格短剧拍摄场景，可容

纳30个剧组同时进行拍摄，目前是全国单体最

大的短剧拍摄基地。运营以来，已拍摄短剧300

多部，营收突破4亿，引流达5万人，如拍摄的《娱

乐之王》，播放量高达1.6亿。去年下半年，我们

抢抓短剧“赛道”，在塔底片区新建汉唐商业街项

目，总投资 5.5 亿元，总用地面积 121.1 亩，去年

11月已开工建设，目前总形象面已有15%，主要

建设有宫殿与皇家建筑场景、城墙与防御建筑场

景、民居与市井建筑场景等7大场景构成的古建

筑群影视基地，计划年内主体结构完工，明年6

月竣工。

这两处各有千秋，一个现代场景、一个古代

场景，可满足不同风格、不同剧本的剧组，在不出

衢江的多角度、多方位、多领域的拍摄。东港片

区的短剧超级工厂以现代化室内场景为主，集成

地铁场景、豪华机舱等200多个“纯现代化”拍摄

场景，基本涵盖短剧的现代化场景需求，除了场

地外，里面还提供了衍生配套服务，集住宿、餐

饮、道具、服饰、剪辑等“一站式”服务，减少转场

时间。而汉唐商业街项目是打造沉浸式古装场

景，与现代剧不同是打造皇宫、王府、城楼、县街、

客栈等，还将引入各类潮玩店铺，推动微短剧产

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项目建成后集古装拍摄、

制作、旅游为一体，将成为全国体量最大、场景最

丰富、产业链最齐全的短剧影视基地。

记者提问：您好，据我们了解，衢江短剧超级工厂有两个场景区，一个是已建成的东港片区，另一个是在建的汉唐商业街，请问这两个场景具体是
怎么样的，有什么特色和区别？谢谢。

区招商中心副主任李斌回答：
谢谢主持人！衢江区高度重视微短剧项目

招引，未来三年计划招引微短剧企业150家，我

们充分发挥以商招商、以链招商、以情招商优势，

深挖微短剧项目，截至今年5月底，全区已招引

微短剧项目15个。

一是强化政策应用，提升宣传推介。加强微

短剧招商政策培训，将微短剧产业扶持政策宣传

到位、应用到位，重点面向影视基地、行业协会、

头部制作公司等精准投放，提升衢江短剧产业曝

光度。联合平台方如抖音、快手、腾讯微视及行

业头部企业，打造品牌影响力。

二是优化考评机制，强化落地服务。将微短

剧项目纳入现代服务业考评体系，建立“招引-

落地-拍摄-运营”全流程服务机制，联合康投集

团、美高互娱等提供场景支持、剧组对接、后期制

作等一站式服务，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聚焦编

剧、拍摄、发行、衍生开发等环节，靶向招引补链

强链企业，形成产业生态闭环。

三是深化部门联动，打造区域 IP。在广泛

应用区委人才办、区文广旅体局、区发改局等部

门招商政策的基础上，联合北京全景云枢等企

业，围绕衢江特色文旅资源（如杜泽老街、天脊龙

门、畲族文化等）定制短剧内容，实现“以剧带

游”。通过区级部门及合作企业等多渠道宣发，

扩大产业影响力，吸引优质剧组及企业落户。

记者提问：您好，衢江区在短剧企业招引方面有什么优惠政策，目前有多少家企业入驻？谢谢。

区委宣传部

发布会现场，发布人还就大家关心的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李钱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