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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耳朵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广播剧焕发出了新的生机。猫耳FM作为深耕垂类广播剧的平台，以改编热门IP、
合作专业配音工作室、打造独特品牌辨识度等特色，吸引了亚文化群体的喜爱。但目前平台也面临着选

题范围窄、优秀CV不足、改编不达预期、盈利模式单一等发展困境。因此，本文从选题范围、CV培养、

后期制作、社区建设等方面为平台提供了若干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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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rival of the era of ear economy has brought new vitality to radio dramas. As a platform for 
deep-rooted radio dramas, Maoer FM has attracted the love of subculture groups by adapting pop-
ular IPs, cooperating with professional dubbing studios, and creating unique brand recognition. 
However, the current platform is also facing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such as a narrow ran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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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selection, insufficient excellent CVs, adaptations that do not meet expectations, and a single 
profit model. Therefore, this article provides several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for the platform 
from the aspects of topic selection, CV cultivation, post-production, and community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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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据 iiMedia Research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中国在线音频用户规模正在逐年稳步增长且收听频率也在

逐步增加[1]。“耳朵经济”时代来临，而具有高伴随性的广播剧作为音频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快

速进入人们的生活。广播剧是指对文本进行创作或改编，由配音演员用声音演绎角色，再经过音频后期

制作而成的一种声音艺术[2]。我国的第一部广播剧诞生于 1933 年，由上海亚美广播公司制作播出。近年

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移动音频平台大量出现且日渐成熟，成为了人们收听广播剧的最佳渠道。不同于

喜马拉雅等综合类音频平台，猫耳 FM 作为垂直类音频平台受到了很多年轻人尤其是亚文化群体的关注。 

2. 猫耳 FM 平台概况 

猫耳 FM 成立于 2010 年，前身是 MissEvan 弹幕音图网，最初的定位是基于 ACG 内容的免费音频分享

平台。2017 年正式更名为“猫耳 FM”，并开始与晋江文学城合作，引进热门网络文学 IP，开始进行商业

化的专业广播剧的制作与发行。由于热门网络文学自带的粉丝经济以及深度还原原著的专业性制作等原因，

猫耳 FM 平台推出的广播剧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逐渐步入了商业化运营模式。到目前为止平台开拓了声音

直播、广播剧、声音恋人、有声漫画等多个板块，并将广播剧作为核心板块，与多家阅读平台和声优工作

室建立了合作关系，制作了数部高质量的优秀广播剧作品，以主打具有亚文化特色的耽美广播剧在音频市

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代表作品有《魔道祖师》《偷偷藏不住》《撒野》等，最高单季播放量达到 2.5 亿。 

3. 猫耳 FM 平台广播剧运营特色 

3.1. 热门 IP 改编奠定受众基础 

猫耳 FM 的广播剧多为热门网络文学 IP 改编而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广播剧的曝光量，因为大

量原 IP 受众基于对原著的喜爱会追随而来。一般来说，对于广播剧的改编方式分为三类，一为忠实性改

编，二为创造性改编，三为综合性改编[3]。猫耳 FM 主要以忠实性改编为主，这种改编方式可以最大限

度的还原原著内容，将原著中用文字描述的场景以声音的形式塑造出来。这样一来，原 IP 粉丝就会愿意

为广播剧买单。除此之外，热门网络文学之所以能够拥有大量的热度和粉丝，就证明了其内容的高质量

和广受众面，对其进行改编也能较大程度的保障作品的质量和流量。 

3.2. 专业配音工作室保障作品质量 

猫耳 FM 在取得 IP 版权后，会与专业的配音工作室进行合作，包括光合积木、729 声工场、翼之声

中文配音社团等。例如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热门广播剧《杀破狼》，在平台取得版权后，交由 729 声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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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出品。专业 CV 以及配音工作室能够通过不同的声线、音效、后期等将各类文中场面描绘的栩栩如

生，给予文字以声音灵魂。这种 PGC 的产出方式使得广播剧的质量有了一定的保障，既能展现出原作的

精华，又能够体现猫耳 FM 平台的专业和优势。 

3.3. 个性化启动音打造品牌辨识度 

声音可以作为一种唤起用户情感记忆和共鸣的连接方式，在听到某种熟悉的声音时，人们脑海中会

自动浮现出曾听到该声音时的画面以及当时的感受，这是一种“声音触发”。在打开猫耳 FM 平台时，

会自动弹出平台启动音，默认是一声短促的猫叫，该启动音也可以更改，平台为用户提供了大量广播剧

人物的经典台词以及少量二次元动漫人物台词，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设置启动音。每当用户打开猫

耳 FM 时，启动音会立刻触达用户的情感记忆，既能让用户回忆起在猫耳 FM 收听广播剧的时光，也打

造了独有的品牌特色。 

4. 猫耳 FM 平台现存问题 

4.1. 过度依赖 IP 改编，选题范围较窄 

目前为止，猫耳 FM 平台的广播剧多为网络热门文学改编而来，广播剧榜单排名前 20 只有《虚拟偶

像团综》系列为猫耳 FM 平台原创出品，其余都是同名 IP 改编作品。虽然原 IP 自带的流量可以为平台

提供一定程度的曝光和收益，但在消费完后用户依旧会追随原 IP 去到其他平台，对于猫耳 FM 平台的黏

性并不高。 
而且区别于喜马拉雅等综合类音频平台，猫耳 FM 以专注垂类为特色开拓市场，广播剧类型多为迎

合亚文化群体的耽美向，受众范围较窄。长此以往无法进一步增强品牌知名度，也难以吸引更多用户进

行消费。虽在近几年内逐渐引入了一些言情类网文 IP，且其中改编自同名 IP 的广播剧《偷偷藏不住》的

播放量取得了全站第二名的好成绩，但总的来说平台对言情和其他类型广播剧的扶持力度依旧不足。 

4.2. 主役 CV 重叠过多，容易审美疲劳 

猫耳 FM 与多家专业配音工作室及声优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广播剧的质量，但优秀的 CV
数量仍然有限，点进几部广播剧后可能会发现这部的主役 CV 同时也是另外几部的主役 CV。比如在人气

排行榜中，排名第二的《我在无限游戏里封神》的主役 CV“倒霉死勒”同时也是排名第五的《放学等我》

以及热门广播剧《撒野》《二哈和他的白猫师尊》等的主役。甚至很多作品的 CV 都是在一定范围内的

不同排列组合。 
出现这种现象，不可否认原因之一是很多 CV 本身优秀的业务能力使得他们可以驾驭多种类型的角

色，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优秀的 CV 和自带流量的 CV 太少导致的可选择性小。而广播

剧最重要的就是带给用户声音上的享受和满足，因此台词量占比最大的主役 CV 非常重要，如果大量广

播剧的主役 CV 重合过多，可能会导致用户串戏或审美疲劳。 

4.3. 改编效果不达预期，原著粉丝不买账 

猫耳 FM 平台的广播剧来源主要是 IP 改编，因此原 IP 粉丝的消费意愿非常重要。如果广播剧能够

令原 IP 粉丝满意，将给平台带来十分可观的收益，反之则会引起大量的吐槽和不满。虽然猫耳平台对广

播剧的改编是尽量贴合原著的，但广播剧中一切事物的展现都是通过声音，因此对声音的把控非常重要。

很多用户对平台的 CV 选角问题有所争议，包括选角不合适、选角不贴原著、CV 人才不足等[4]。例如改

编自晋江文学城作者“淮上”小说的同名广播剧《破云》，因为主役 CV 的声线与主角人物的塑造相差

过多，引起大量粉丝吐槽太过跳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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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此以往不仅会引起粉丝不满，还会影响平台的口碑和收益。由此可见，CV 的专业能力固然非常重

要，但声线是否贴合原著人物、声音塑造是否符合人物性格、能否满足粉丝对人物的想象是不可忽视的。 

4.4. 盈利模式单一，用户付费意愿不高 

猫耳 FM 平台的盈利来源主要为广播剧整季付费、广播剧打赏、直播打赏以及贩卖周边，总的来看

盈利模式较为单一。就广播剧整季付费而言，这种付费方式要求用户一次性购入全剧才可进行收听，对

用户来说，如果中途发现不合口味也无法及时止损，这就降低了很多用户的付费意愿。 
且很多平台盈利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广告商入驻，猫耳 FM 为了保持界面的整洁干净没有引入任何

广告，虽然俘获了用户的好感，但同时也失去了大量资金来源。并况且平台内部的用户基本上为亚文化

趣缘群体，平均年龄在 20 岁出头，虽然愿意为爱好买单但经济能力不足，因此猫耳 FM 平台的盈利模式

仍需进一步调整。 

5. 猫耳 FM 平台优化策略 

5.1. 拓宽选题范围，加强原创创作 

目前平台的广播剧类型主要为耽美类，其他题材的广播剧占比较少，而耽美类广播剧的受众多为亚

文化群体，这也导致平台定位一开始就伴随着浓烈的边缘性色彩。加之目前国家政策对“耽美”题材的

内容多有限制，属于敏感类题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作者的创作自由度和平台的宣传力度。想要

进一步提高平台的知名度和收益，就需要拓宽选题范围，吸引更多不同取向的用户群体，让平台向大众

化方向发展。 
近年来猫耳平台也引入了一些言情类网络文学 IP，其中《偷偷藏不住》《难哄》《如果月亮不抱你》

等均收获了不俗的播放量，甚至在排行榜上居高不下。这也说明了这一策略的有效性，因此平台在选题

的时候可以关注到更多题材，比如男性热衷的武侠类和推理类，女性热衷的言情类等。 
除此之外，平台也不应过度依赖 IP 改编，热度过后原 IP 粉丝对平台的黏性不高，会有大量的流失。

平台应加大原创创作力度，培养更多优秀的内容创作者，吸引更多忠于平台的粉丝。让平台能够迎合更

多群体的需求，也是网络广播剧实现可持续化发展的必要趋势。 

5.2. 与配音工作室合作，加大新人 CV 培养力度 

由于优秀 CV 人才的不足，平台多部广播剧的主役 CV 重叠，易引起用户审美疲劳，因此平台需要

培养更多的新人 CV 来解决这个问题。平台可以与专业配音工作室合作来进行新人 CV 的选拔和考核。

首先筛选出音色和能力达标的新人 CV，再由配音工作室进行专业培训，以此加强新人 CV 的专业能力。

定期进行业务考核，检验培训成果，将不合格的 CV 淘汰或进一步加强训练，合格的 CV 可以签约进入

平台合作的配音工作室。这样的人才选拔方式能够令平台和工作室互惠共赢。 
同时可以在平台开设一个板块，专门用来讨论和公布新人 CV 的考核内容及成果，让用户参与进来，

为喜欢的声音投票。这样一来既能了解用户的取向，为以后的 CV 选拔标准提供参考，又能为新人 CV
积累自身的粉丝和流量。综合排名靠前的 CV 可以作为主役出演平台提供的低成本广播剧，不仅可以起

到激励作用，还能最终检验新人 CV 的业务能力。选拔结束后可以安排新人 CV 与知名 CV 进行合作，即

解决了主役 CV 重叠率过高的问题，也能通过知名 CV 的粉丝流量为新人 CV 提高曝光度。同时平台也要

加大对新人 CV 的扶持力度，例如将其出演的广播剧放到首页 banner 中，帮助其扩大知名度。 

5.3. 确保选角贴合人设，后期制作还原原著 

在制作 IP 改编作品时，编剧、CV 以及后期制作人员都要以还原原著为第一要义。这样才能使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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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买账，达到盈利的目的。首先原著能成为热门作品，必然是经过了大量读者的检验，能够确保其内

容的受喜爱程度，如果在制作广播剧时 CV 选角不贴合人物人设、后期制作不还原原著描写，那么改编

不仅失去了意义，还会引起原著粉丝的反感。 
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指出，社会中的人都像是在舞台上表演的演员，在前台呈现着能够让观众和

社会接受的形象，在后台才能够放松做自己[5]。对于 CV 来说，前台的自己需要扮演好配音演员的角色，

展现配音能力的专业性，根据不同的剧本人物来调整气息、音色、吐字方式等，要抛下真实的自己，将

自己代入到人物中进行演绎。同时后期制作团队应尽力还原原著细节，通过大量音效配合将原著所描写

的场面以声音的形式展现出来，用声音丰富文字，满足粉丝的对原著的声音幻想，将原著与广播剧紧密

联系在一起。 

5.4. 完善平台社区建设，提高用户付费意愿 

目前猫耳 FM 平台的用户之间只能通过弹幕、评论区和私聊进行交流，方式较为单一。因此平台可

以开设一个小型论坛供全平台用户讨论交流，用户可以自由发布帖子吸引同好一起讨论，平台也可以为

不同的广播剧和配音演员设立专门的谈论楼，还可以发布抽奖贴吸引用户了解并转发平台最新活动为平

台进行宣传，这种形式不仅能够使平台用户活跃起来增加用户黏性，还能让用户通过别人的安利去收听

广播剧为平台提供收益，并且平台也能通过用户的讨论了解其看法，及时对用户反馈的问题进行调整。 
其次，在盈利模式方面，目前广播剧只能整季购入的收听方式令用户压力较大，甚至有些用户会选

择收听盗版。建议平台可以采用整季打包与单集购入相结合的方式售卖广播剧。增加单集购入的付费选

择可以使用户的自由度更高，如果收听到中途时用户发现与自己喜好不符可以及时止损，这种方式也能

够提高用户对不同广播剧的收听意愿，对用户来说降低了试错成本，对平台来说提高了用户的付费意愿，

是一种双赢的选择。 

6. 结语 

在这个全天都被视觉占领的时代，人们开始寻求听觉上的满足，广播剧以音频构建画面，为人们提

供了专属的私人领地。猫耳 FM 平台作为移动音频平台的一员，其成功经验可以为其他垂类平台提供借

鉴。但猫耳 FM 平台在坚持自身优势的同时也要深度了解平台所面临的困境，进一步优化平台发展策略，

推动平台的可持续化发展，同时也为我国音频市场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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