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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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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发展环境良好，带
动自制内容全面兴起

• 政府鼓励平台进入内容生
产环节，加强监管促进行
业良性发展

• 网络平台生产内容满足年
轻用户的多元需求

• 平台发现自制内容商业价
值，作为主要角色推动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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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内容质量获认可，
不输传统内容

• 自制内容数量在整体电视
剧、综艺中仍属少数，但
质量提升明显

• 2017年1-8月中，自制内
容在用户评分TOP10中，
自制剧占4席，自制综艺
占6席

• 头部自制内容吸引用户已
成规模

平台深度介入内容生
产环节，主要担任制
片人角色

自制内容以营销为基础，
探索多维变现方式

• 自制内容为创意原生营
销方式提供基础，扩充
视频平台营销空间

• 自制剧成为拉动会员增
长的主要举措之一，未
来围绕IP尝试多种变现
方式

• 自制综艺进行商业模式
升级，试水用户付费

• 平台在制作前期介入，投
入资金、资源支持

• 自制剧合作分委托承制和
合作定制两类，以合作定
制为主

• 自制综艺分平台自制和合
作制作两类，目前以合作
制作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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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范围
网络自制内容=平台主投主控内容≠纯网内容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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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自制内容指，网络视频平台作为主要投资方并参与内容的整体制作环节，掌握播放版权的视频内容。网络自制内容设
计针对网络用户，制作内容成果以网络平台为主要播放渠道，头部视频资源包括自制电视剧、自制综艺和网络大电影，与
此同时各视频平台也会生产资讯、影视周边等短视频内容。
因平台投资的电影发行渠道仍以线下为主，网络大电影在探索阶段，此次研究范围不包括网络大电影。

网络自制内容播放渠道

自制剧

自制综艺研究范围

自制剧是各平台投资，专门为平台定
制的，通过互联网播放的一类网络连
续剧。与电视剧一样，网络剧一般分
单元剧和连续剧。

自制综艺是各平台投资，专门为平台
定制的，利用多种形式特色制作出能
够满足观众审美需求的内容，然后通
过平台广为传播的娱乐性节目形式。

卫视播放内容
传统卫视内容，从数量
上看，仍占主要位置。

仅在网络平台播放，
但无平台前期投资

在线视频平台投资，
播放渠道以网络为主，
部分反输出卫视

纯网
内容

网络自
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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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自制内容发展背景 1

中国网络自制内容发展现状 2

中国网络自制垂直领域——自制剧篇 3

中国网络自制垂直领域——自制综艺篇 4

中国网络自制内容平台发展分析 5

中国网络自制内容行业发展趋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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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角色目标一致带动自制内容兴起
政策利好、视频平台推动、用户需求增加使自制内容发展迅速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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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内容在2015、2016年之间获得较快发展，从内容数量到质量产生明显进步，从政策、视频平台和用户角度来看，多
方对自制内容发展需求一致，因此在过去两年间获得较快发展，从内容生产角度，自制内容颠覆传统制作未来可期。

• 电视台播放内容进一步从严，网
络平台窗口化播放模式优势显现

• 行业监管逐步完善，促进行业有
序、良性发展

• 政策扶持原创内容，鼓励视频网
站参与内容制作

• 视频行业规模扩大，平台资本积累
充裕，奠定布局自制内容的资金基
础

• 自制内容在“开源节流”方面优势
明显， 成为促进视频平台商业化
发展的重要举措

• 用户私人观看场景增加，提高个性
化内容需求

• 网络年轻用户占比较大，原有电视
内容面向年龄较大的卫视群体，不
完全满足网络用户需求

政策

视频平台

用户

2017年中国不同角色方对自制内容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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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内容监管：线上线下统一标准
整体政策利好，网络“窗口化”播放优势显现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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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台受“线性”播放方式影响，内容承载量有限，而作为信息传递的重要媒介，国家考虑到社会价值观、舆论氛围等因
素，对其内容管控进一步从严，2017年9月，广电总局发布《关于把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办成讲导向、有文化的传播平台的
通知》，进一步压缩电视台的娱乐内容时间。
与此同时，互联网平台“窗口化”播放方式的优势显现，内容承载量大，用户选择空间更广。而从年初至今，相关部门不
断强调“线上线下统一标准”，有助于引导网络自制内容向健康方向发展。而在2017年9月的《关于支持电视剧繁荣发展
若干政策的通知》中，鼓励优秀制作机构参与网络内容制作，鼓励视频网站投资制作影视剧，为自制内容后续的内容生产
奠定有利基础。

2015.1 2015.7

2016.2 2016.12

2017.9

2017.9

一剧两星政策实行：一部电

视剧最多只能同时在两家卫

视黄金时间播出。

《关于加强真人秀节目管理的通

知》，通知提出要控制版权引进，

避免过度明星化，减少未成年人参

与等。

继续加强综艺娱乐、真人秀节目管理

调控。强化重点时期黄金时段电视剧

播出管理调控，原则上不得编排娱乐

性较强、题材内容较敏感的电视剧。

全国电视剧行业年会上指出要

加强管理网剧和网络自制节目，

规定开始网络剧审查，且线上

下统一标准。

通知宣布从12月19日开始，所有视

频网站的重点网生内容都需填写重

点网络原创节目信息登记表，实行

备案登记制度。

进一步强化播出平台网站的主体责任。

鼓励优秀电视剧制作机构积极投入网

络剧制作；鼓励各视听节目网站投资

制作、购买、播出优质国产电视剧。

电
视
台

网
络
平
台

2017年中国综艺、影视剧相关内容监管政策

限制卫视剧播放时间和渠道 加强真人秀内容管理 进一步限制卫视娱乐内容播放时间

网络内容审核开始 进一步严格审核流程
引导产业健康化发展

鼓励网站投资制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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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私人观看需求增强
网络媒介价值不断凸显，小屏观看行为触发多维内容需求
艾瑞整理CSM数据显示，2016年电视收视总量持续下滑，从观众日均收视时长和观众规模两个维度来看，均呈现较为明
显的下降趋势。根据CSM调查显示，造成目前收视下滑的主要因素是中度收视观众的流失。与之相反，伴随互联网用户规
模的不断提升，在线视频使用人群规模持续增长，网络媒介价值提高，对电视收视带来巨大冲击。
艾瑞分析认为，未来用户行为进一步向网络端转移，网络作为信息、娱乐内容传播的媒介，其价值将进一步显现，逐渐超
越电视台。观看行为除家庭式共同观看外，私人、私密化观看需求增强，随之产生对观看内容的转变。因此，对于内容的
需求从具有普适性的家庭观看内容，向受众清晰化、个性鲜明化的内容转变。

注释：观众日平均到达率指单日平均观看电视的人群占总观众人群的比例。
来源：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CSM)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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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网民使用率，指使用在线视频服务的网民规模在整体网民规模中的占比。
来源：2016年，CNNIC发布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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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均每日收视时长

电视观众人均单日收视时间（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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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6年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

在线视频移动端人均单日使用时长（分钟）
在线视频PC端人均单日使用时长（分钟）
网民使用率（%）



8

终端用户群体差异性特征显著
原有电视节目内容不完全匹配网络用户需求
艾瑞整理CSM和mUsersTracker数据显示，移动视频用户和电视观众在年龄分布上差异明显，移动视频用户中51.7%集中
在25-35岁中青年阶段，而电视观众年龄分布则呈现两极分化状态，35岁以上用户占比达54.2%，其次为24岁以下用户，
占比30.3%。
艾瑞分析认为，用户属性不同导致了用户对于内容的需求产生较大差别，而市场针对不同需求，在内容生产上也有一定的
类别侧重。以电视剧为例，目前电视台播出内容以军事斗争和反特谍战为主，与网络用户需求产生一定断层，从而催生网
生内容兴起。

来源：1.电视观众数据来源于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CSM)公开资料；2.移动视频用户
数据来源于mUserTracker.2016.9，基于日均400万手机、平板移动设备软件监测数据，
与超过1亿移动设备的通讯监测数据，联合计算研究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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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CSM)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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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内地剧各类题材的播出比重

及在TOP20收视（部数）比重

播出比重（%） TOP20部数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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