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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届华鼎电视剧满意度调查

7700%%国国产产电电视视剧剧收收视视率率不不及及格格
腾讯播出《微时代》

杨幂PK郭敬明

本报讯(记者 倪自放) 郭
敬明执导、杨幂领衔主演的电影

《小时代3》正在热映，而杨幂担任
主演和制片人的网络剧《微时
代》也于7月21日在腾讯视频播
出，杨幂和郭敬明同档期PK。

虽然是网络剧，《微时代》却告
别了以往同类作品的低成本段子
喜剧的模式，该剧投资5000万，演员
阵容更堪称顶级配置——— 杨幂、余
文乐、谭维维、陈法蓉、周笔畅、金
汎(韩国)六位偶像领衔主演，同时
还有时下最热电视剧《古剑奇谭》
中的“甜萌小师妹”迪丽热巴、《不
一样的美男子》中的“黑马男神”张
云龙加盟。

《微时代》不仅在“养眼”方
面拿到了高分，几位主演还纷纷
为该剧献出了自己的“第一次”，
杨幂第一次尝试幕后制片工作，
谭维维第一次扮丑演龅牙妹，周
笔畅第一次演网络剧。

《微时代》将目光投向了80

后、90后的情感态度，围绕着在大
学中相识相恋的几位好朋友展
开，讲述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一
系列甜蜜、伤感的情感故事。剧
中杨幂、余文乐、谭维维、陈法
蓉、周笔畅和金汎六位主演用他
们的爱情故事影响着年轻人。余
文乐饰演的铁板烧师傅为了一
个没有人相信的神秘女友寻遍
整个上海，个性歌手谭维维为了
找回自己的青春记忆而变成龅
牙丑女，首次出演网络剧的周笔
畅将饰演冷面娱乐记者。

谈起制作该剧的初衷，杨幂
表示，80后、90后正经历着情感成
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憧憬爱
情的美好，也曾被爱情伤害，然
后学会了珍惜和选择，“《微时
代》演的就是大家的故事。”

囊括了电影、电视剧、音乐、综艺等评选的华鼎奖，继上月在洛杉矶举行全球电影满意度
调查颁奖礼之后，23日又在京发布了第13届电视剧满意度调查。在入围的百强电视剧中，去
年大热的《打狗棍》荣登榜首，紧随其后的是《咱们结婚吧》和《冲上云霄2》。最近的热门人物
黄海波、宁财神、吴镇宇、陆毅等人主演的作品均榜上有名。

明星负面新闻

未影响作品评价

本届百强电视剧排行榜从电
视剧的基础要素(68 . 3%)、观看价
值(19 . 3%)、观众口碑(12 . 4%)三
方面的调查评比而最终产生，其
中调查问卷涉及电视剧故事情节
设置的新颖性和合理性，台词的
流畅性，演员的服装造型，道具布
景及特效，电视剧的思想境界和
收藏价值等诸多方面。排名第一
的《打狗棍》虽然没有其他剧目那
样的梦幻阵容，但其在观看价值
和观众口碑上遥遥领先其他剧
目，最终以945 . 27的总分拔得头
筹。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黄海波、
宁财神、文章因负面新闻人气下
滑，但这并未影响他们分别参与
的作品《咱们结婚吧》、《龙门镖
局》、《小爸爸》与《辣妈正传》、《赵
氏孤儿案》、《乡村爱情变奏曲》、

《习仲勋》、《精忠岳飞》等一道成
为百强剧前十名。《咱们结婚吧》
以 9 4 3 . 9 1分位居第二，与《打狗
棍》的差距只有1 . 36分。

潮流“大制作”

不敌“小清新”

去年本是电视剧大年，因有《楚
汉传奇》、《新编辑部的故事》、《大宅
门1912》、《精忠岳飞》等一众大制作
抢滩市场，但让大家始料未及的是，
这些“大制作”几乎都遭遇了滑铁卢。
从《楚汉传奇》收视遇冷到大制作、大
投入的《隋唐演义》悄无声息，再到
大腕云集的《大宅门1912》、《唐山大
地震》悉数败走，一度让业内人找不
着北。从调查数据来看，“大制作”不
敌“小清新”的脉络也相当清晰，前
20名的榜单中大制作寥寥无几，唯
有闫建刚导演的《赵氏孤儿案》和黄
晓明主演的《精忠岳飞》挤进了20强，
但在观众口碑和观看价值方面还有
待提高。

与大制作纷纷遇冷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陆贞传奇》、《恋了爱了》等
小制作剧目却大受追捧。“大制作”不
敌“小清新”也反映出“名导、名演员、
正剧”就是“好剧”的不二法则受到挑
战，谁是“好剧”观众说了算，只讲形
式没有内容的“大制作”敌不过“小清
新”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状产量回落

但精品难觅

自2000年国产剧年产量突破1万
集以后，每年都在快速增长，2012年达
到峰值(1 . 7万集)，但每年的总消费量
不过7000集左右，产能严重过剩。去年
国产剧产量比前年减少11%，这被业
界解读为理性回归。值得注意的是，虽
然去年比2012年少生产了2000多集电
视剧，但1 . 5万集的年产量依然造成大
量浪费，有数千集电视剧仍无法播出。
另据央视索福瑞的数据统计，去年卫
视播出的电视剧中，收视率超过1%的
只有5 . 8%，超过2%的不超过10部，超
过70%的电视剧收视率低于0 . 5%，根
本不及格。

从电视剧百强榜的数据来看，虽
然上榜作品有100部之多，但在三个评
价体系上得分比较均衡的精品却并不
多，尤其在观看价值和观众口碑上还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此外，一年1 . 5万
集的量最终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剧集
能上榜，也对整个电视剧行业的发展
提出了更多的思考。“一剧两星”将引
发电视制作单位的优胜劣汰，这对电
视剧精品制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报记者 邱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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