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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短视频在文娱赛道
上可谓风头无二。但事实上，尽
管短视频创作者众多，但真正赚
钱的人却寥寥可数。《今日头条》
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47.9%的短
视频团队不能盈利，30.25%的团
队略有盈余，平台贴补成为多数
创作者们最大的收入来源。

短视频团队的专业
性越来越高

也就几年光景，大连老湿王
博文的团队已经脱胎换骨。目
前，该团队成员几乎全是传媒科
班出身，其团队操盘的作品从选
题到内容再到视听效果，都脱离
了“业余”的感观印象。

对此，王博文表示：“短视频
已经进入组织化和专业化的发展
阶段，用户消费内容的口味变得
挑剔，审美水准也在不断提高。
目前，专业素养较高的短视频从
业者，仍是凤毛麟角。集结这些

专业人才，才具备领跑行业的硬
性条件。”

2017年，冒险雷探长获得何
仙姑夫天使轮融资，并主要用于
专业团队的组建。对此，雷探长
解释道，当节目形成体系后，只有
专业性人才能原生态的探秘冒险
内容更好地表现出来，观众对画
质的要求也在提高，完全靠展现
个性的传统表现手法已经行不通
了。同时，因为经常需要到比较
危险的地方去拍摄，所以在才华
之外，雷探长也想找到对纪录片
有热忱的专业人才。

MCN机构如雨后春
笋般出现

新片场内容营销总经理马新
曾公开表示：“单独的内容不太好
存活，单独的 PGC（专业生产内
容）或UGC（用户原创内容）如果
不寻找优质的机构来挂靠，它很
难成长为头部。”

也就是说，如今的短视频创
业，如果没有专业机构提供策划

和资源支撑，单靠个人的脑洞和
网感已经很难形成竞争优势，大
多会沦为陪跑者。在此背景下，
转型或加入MCN（一种多频道网
络的产品形态）机构是缓解创作
者内容焦虑症的良药。

雷探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创作者在保证内容质量的前提
下，用于运营推广的精力确实有
限。而MCN机构可以帮助创作
者量身打造个人的专属品牌，提
供内容管理、品牌包装、商业变
现、运营保障等服务。在标准工
业化的孵化体系下，创作者就能
专心提升作品含金量，并与MCN
机构实现合作共赢。

身处行业 5 年，大连老湿王
博文亲历了短视频从 UGC 到
PGC 再到 MCN 的整个变迁流
程。他对记者表示，内容质量和
运营能力直接决定了视频的曝光
效果。作为链条首端，创作者能
够提供有价值的内容只是开始，
运营端提供的传播策略和资源支
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视频的
传播效果。

“如今各大平台对MCN机构
的扶持力度，远比对个人大得
多。MCN整合了很多PGC内容
生产者，集中供给资源和包装策
划，并进行红人商业化，无形中为
PGC团队节约了很多成本，规避
了很多麻烦。”2017年，王博文的
团队也与MCN机构达成合作，在
分发和商业上得到了更多强有力
的支持。

MCN机构也将迎来
洗牌期

这股 MCN 浪潮来得异常迅
猛。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基于新
片场社区的魔力 TV、依靠 Papi
酱个人流量带动的 Papitube、以
打造“办公室”系列为特色的洋
葱视频、打造内容矩阵的何仙姑
夫等是 MCN 领域的领跑者，几
乎包揽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头
部内容。

作为短视频领域的资深掘金
者，王博文一直在关注MCN机构
的发展。他认为，目前MCN机构

发展良莠不齐，有的机构并不能
将媒介作用发挥到位，也阻碍了
很多红人的发展。

在他看来，MCN机构的未来
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逐渐发展
成熟，并与国际红人孵化思路同
步，走造星之路；另一种是沦为中
介机构，为红人提供广告或电商
资源。

据了解，目前MCN机构与内
容创作者之间大多以签约模式合
作。如果MCN机构介入内容生
产，会面临持续内容生产能力的
考验。但如果仅仅作为短视频产
业链里的中间环节存在，MCN可
创造的价值又十分有限。因为头
部创作者完全可以独立对接商务
合作。

创作者们普遍认为，未来两
年里短视频会迎来洗牌期，届
时，MCN机构也必将经历大浪淘
沙，优胜劣汰在所难免。毕竟在
当前变现困难的背景下，具备雄
厚资本和资源实力的 MCN 机
构，更容易吸引那些头部创作者
的目光。

继直播之后，短视频成为离
钱最近的又一风口。2016 年开
始，短视频进入了行业爆发期，抖
音、火山、秒拍、快手等平台都在
争相加大融资力度，提高对内容
创造者的补贴。

在这些长袖善舞的平台背
后，除了少数自带流量的KOL（关
键意见领袖）之外，大多内容创业
者都面临着内容价值不高和变现
不易的难题。

从用户增长的红利期
转向垂直内容的红利期

表面上看，短视频的进入门
槛极低，但实则不然。由于用时
极短，内容精炼，短视频对内容策
划要求很高。创作者需要在有限
的时间内，快速抓住观众眼球。

“短视频发展的趋势是垂直
化，同时要有属于自己的人格化
标签。”冒险雷探长对《中国企业
报》记者表示，在短视频创业时，
对环球冒险的市场前景很看好。
他认为，国内中产阶级的数量在
急剧增长，对刺激性娱乐体验的
需求也越来越大。在对节目的规
划中，雷探长会注意偏向中产阶
级的喜好，突出主题的中产阶级
人格化特征。

同是短视频行业的“老字
号”，大连老湿王博文明显感到今
年的竞品增加，竞争几近白热。
而且，短视频的急速扩张也带来
了一些行业乱象，部分短视频追
逐眼球经济，缺乏创作信仰，用低

俗、恶搞、没品、哗众取宠的方式
去吸粉，影响了整个行业的良性
发展。

王博文向《中国企业报》记者
表示，内容创业者应该具备“简
单”和“高级”两种特质，表达出自
己的观点和情怀。目前，王博文
主要有两类作品，脱口秀和《王秀
芬家的日常》系列短剧。据他介
绍，脱口秀主要是针对一些热点
问题，希望通过交流和碰撞，给予
受众更多有营养的见地，而不是
传播碎片信息或快餐文化。而
《王秀芬家的日常》系列短剧则是
用情景剧的方式还原生活原貌，
让受众在苦乐中反观生活、热爱
生活。“我希望它们能输出一种正
确的价值观，而不单纯是博君一
笑。”王博文解释道。

“搬运工”和“剪刀
手”大行其道

目前，短视频的版权问题频
发。一些优质的原创短视频，未
经允许就被营销号复制、剪辑，
发布到平台上。即使作者在原
视频中注明了出处，也会被进行
模糊虚化、抹去角标、遮盖出处
等操作。这是困扰王博文的一
大难题。他认为，短视频也是一
种艺术创作，应该得到市场的尊
重。

而好消息是，原创作品的生
存环境已经得到很大改善。美食
家大雄和雷探长在采访中都向记
者表示，目前大平台遇到的版权
问题很少，平台对于版权维护已

经有了系统的处理方式。当出现
版权冲突时，平台会尽可能保护
原创者。同时，当节目有了名气，
或在视频中展露个人形象，也会
大大减少版权纠纷。

变现模式还比较单一
亿级用户体量下，短视频成为

当下内容营销的绝佳载体，创业者
们都在设法构建个性化的内容生
态。但王博文认为，目前红人变现
模式还具有局限性，大多是依靠广
告和电商渠道来获得收益，极少人
靠出售版权来实现创收。

而大连老湿王博文的广告变
现模式已经相对成熟。2017年，
与腾讯动漫、神州买卖车、苏宁、
最右APP、天气通、每日优鲜等品

牌都有合作，并取得较好的反馈
效果。目前，团队正在开拓其他
变现渠道，争取在现有的红人变
现模式下实现突围。但他也表达
了自己的忧虑：“地域文化并不受
所有广告主青睐。一些外地人不
了解当地文化，可能会造成理解
上的偏差或推广上的困难。”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短视频
都适合广告植入。作为冒险类短
视频，雷探长始终觉得带着一个
饮料瓶去几千年的墓穴中探险太
违和，他担心粉丝接受不了。经
过与贝壳视频沟通，雷探长计划
开设一档新的节目来开启广告服
务。

短视频的另一大变现渠道就
是电商。美食家大雄是最早进入
美食领域的自媒体之一，经历了早
期的边缘状态，如今已经是该领域
的流量大V。他认为，做电商和自
有品牌，是自媒体最理性的盈利模
式。自媒体做电商，最核心的要素
在于供应链，对自媒体标签和属性
的把握，以及营销方式。

王博文也在不久前发微博称
将试水电商。他坦言，做电商的
初衷是在丰富变现渠道的同时回
馈粉丝。但目前只是提了个想
法，团队计划在明年着手搭建，更
细化的评估和初步的实施方案正
在制定中。

可以预见，娱乐效率更高的
短视频，能充分适应碎片化时间
里的休闲需求，又便于社交传播，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或将成为内容
消费方式。对于创作者来说，保
持创作热情，探索新的商业变现
模式，是赢在下一阶段的关键。

短视频流量向优质内容聚集
变现模式仍是痛点

本报记者 吴洁

专业化引擎启动，MCN能否为短视频行业破局？
本报记者 吴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