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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短视频平台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近日，不少媒体

曝光部分短视频平

台存在大量未成年

妈妈视频及海量售

假等乱象，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和国家网信办为此

相继约谈了相关短视频

平台主要负责人，国内短

视频行业再次成为舆论

焦点。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

以抖音、快手为主要代表

的短视频平台的迅速蹿

红， 推动了包括网络红

人、产品、景点等新型网

红经济的整体爆发式增

长。 但在看似繁荣的市场

背后， 缺乏准入门槛、内

容低俗化、自我审查机制

难以有效规避风险等多重隐患凸显。

专家建议，监管部门和平台应共同承担监管

责任，尽快建立行业标准和行之有效的内容审查

机制，对违规违法内容依据网络安全法予以明确

处罚。

短视频蹿红催热网红流量经济

去年

8

月起，我国短视频市场迎来跨越式发展，百

度、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分别战略布局短视频领域

并投入重金，快手、内涵段子和抖音等系列短视频平台

迅速崛起。 据艾媒咨询集团统计，围绕短视频概念布局

的融资额已超过

300

亿元。

投资加大、 网红明星效应等各方刺激带来了用户

的激增。 《

QuestMobile 2017

年中国移动互联网年度

报告》显示，去年短视频独立行业用户已突破

4.1

亿人，

同比增长率达

116.5%

。

记者了解到， 今年

1

月快手日活跃用户已达

1.5

亿，中国总用户达

7

亿；上线不足两年的抖音，过去半

年来以平均日增

97.79

万用户的速度急速增长，截至今

年

2

月末真实独立用户已达

1.47

亿， 且这一数字还在

以每月一千万的速度不断增长。 去年

5

月抖音日均视

频播放量过亿，到

8

月已超

10

亿，平均每

100

个移动

网民中有

14

个是抖音用户。

迅速崛起的短视频平台捧红了无数“网红”景点和

产品，近乎零成本的流量红利使不少商家因此获利。 在

抖音上爆红的西安摔碗酒， 如今每天都有大量粉丝排

队；郑州的“答案奶茶”在抖音评论区涌入无数求加盟

的潜在合作伙伴，今年

1

月至

3

月底，已确定

250

多家

加盟店。

不仅如此，抖音还与电商平台合作，带来了一波新

的网红流量经济。 今年

3

月，在抖音上不少拥有百万级

粉丝的账号下出现了购物车按钮， 用户点击后可出现

商品推荐信息，信息直接链接淘宝，可以简单完成跳转

和购买。 由于销售额的迅速增长，淘宝还专门推出了抖

音热门款搜索和推荐。

670

多万粉丝的吴佳煜、

1560

多万粉丝的费启鸣、

1400

多万粉丝的黑脸

v

……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

台捧红了大量“素人”网红，而对这些网络红人而言，短

视频平台也成为他们传播与变现的主要方式。 长沙一

名以弹唱走红的网络红人告诉记者， 目前她在抖音和

快手上分别拥有近

130

万左右粉丝， 今年

1

月至

3

月

底，仅通过抖音就获得了三万多元纯收入。

除了迅速崛起的网络红人， 抖音流量的 “虹吸效

应”已蔓延到整个文体演艺界，记者在抖音上看到，目

前已有不少明星和演艺人士入驻。 “抖音等平台由于其

流量成本较低，满足了明星经纪公司高曝光、低成本的

需求，因此大量经纪人主动地将艺人推向短

视频平台，从而造成各平台流量的再一次爆

发性增长。 ”一名常年负责艺人推广的业内

人士告诉记者。

据 《

2017

年中国短视频行业研究报告》

预测，未来

1

到

2

年内，短视频平台将开放

大量的商业化机会，流量变现带来较大的市

场规模增长，与此同时，随着短视频内容营

销质量的不断提升，内容变现也将出现较大

机会。 预计

2020

年短视频市场规模将超

300

亿元。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认为，预计很

快将有世界级的短视频平台脱颖而出，而这

一产品的发源地最有可能来自中国，因为目

前中国的应用场景最为丰富、应用手段也最

先进，网民的数量也成为有利因素。

平台火热背后存多重隐患

大量资本涌入以及中国智能手机保有

量持续上升等利好因素为短视频行业提供

了发展契机。 然而，在看似前景良好、市场繁

荣的背后， 短视频行业仍存在没有准入门

槛、内容低俗化、自我审查机制难以有效规

避风险等隐患。

近期， 因模仿抖音上热门翻跟头片段，

一位幼儿严重受伤。

3

月底，多家媒体报道在

快手、火山等短视频平台存在大量自制“名

牌”及未成年孕妇攀比等乱象。 有的妈妈不

到

16

岁，有的女孩怀孕时仅

14

岁，而这些

视频不但未被禁播， 反而时常登上平台热

搜，掀起争当“全网最小妈妈”的风潮。

尽管目前， 这些现象已得到有效整改，

但仍有不少老师和家长对孩子过早接触此

类短视频

APP

表示忧虑，并质疑部分平台播

放内容。 “抖音、快手里的内容很杂，虽然有

温情、正能量的，但也有一些没有内涵、炫富

等不应让孩子过早接触的内容。 未成年人的

世界观还未形成，很多视频可能会对他们形

成示范效应。 ”长沙一名五年级学生的家长

告诉记者， 她和不少家长老师交流后发现，

抖音、快手如今在小学生群体里非常流行。

记者了解到， 抖音

85%

的用户年龄在

24

岁以下，主力达人和用户基本是

95

后、甚至

00

后。 “目前大部分短视频平台存在的问题是没

有准入门槛。游戏至少需要实名认证和未成年

人保护的机制，而大部分短视频平台即使不注

册也可随时刷新观看，这是对未成年人潜在伤

害最大的漏洞。 ”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

心舆情实验室执行主任奇乐说。

截至记者发稿时，在多个短视频平台上

还能看到不少疑似“炫富”的内容，一些用户

拍摄自家豪华别墅、豪车、名牌等上传，而此

类视频常获得不少点赞，并出现在官方“推

荐栏”。 在短视频平台也常常能看到不少未

成年人的身影。

另外，在算法推荐下，基于个性化的推

荐引擎技术， 平台可以根据用户的兴趣、位

置等多维度进行个性化推荐， 易让人 “成

瘾”。 而缺乏内涵、内容低俗化等也让短视频

平台备受争议。 “卸载是因为短视频里面有

价值的信息太少，容易让人成瘾

,

浪费时间，

在笑声中忘记思考。 ”长沙一名刚卸载抖音

的“

90

后”玩家说，他曾是最早一批入驻抖音

的玩家，因为算法推荐让他每次都能刷到感

兴趣的内容，最开始常常一刷就到天亮。

记者发现， 一些怪异甚至违法行为，比

如拍摄偷卸他人奔驰车标、开车在马路上用

按喇叭作为“暗号”来寻找“抖友”等一度成为

短视频内容的素材，而一些平台打着“算法中

立和机器推荐”的旗号，对此类现象缺乏必要

的监督管理， 有的甚至通过重点推送等方式，

对低俗内容采取默许态度。 还有部分内容甚至

利用观众猎奇窥探心理，采用偷拍等方式将他

人隐私作为“卖点”。

而此类短视频平台上部分网络红人“辞职

专拍短视频月入百万” 等现象被刻意放大后，

已经形成了一些辍学、辞职等效仿案例。 一名

不到

21

岁、 本该在学校读大三的网络红人告

诉记者，她目前已处于休学状态。 在她看来，拍

摄短视频赚钱比在校读书更有用。 “我觉得在

学校学不到什么东西，现在粉丝多了就有公关

公司找到我接广告或者做代言，这样赚钱比较

多，也比较轻松。 ”

重拳频出,行业迎监管风暴

“约谈、整改、下架、关停、封禁”……随着

短视频平台乱象不断被媒体曝光，主管部门近

期重拳频出，形成了对短视频平台的监管“风

暴”。

4

月初，广电总局、国家网信办均约谈了今

日头条、快手两家主要负责人，要求“快手”“火

山小视频”暂停有关算法推荐功能。

4

月

2

日，

抖音正式上线风险提示系统，对站内有潜在风

险、高难度动作的视频内容，进行标注提示，防

止用户盲目模仿。

4

月

3

日， 快手

CEO

宿华发表文章道歉，

称将重整社区运行规则，将正确的价值观贯穿

到算法推荐的所有逻辑之中，只有符合国家的

法律法规、遵循社会公序良俗的作品，才能进

行算法推荐，并承诺优先推荐个性化的、更符

合用户兴趣的正能量作品等。

4

月

10

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责令“今日

头条”永久关停“内涵段子”客户端软件及公众

号，并要求公司举一反三，全面清理类似视听

节目产品。

4

月

11

日， 今日头条创始人、

CEO

张一鸣发表致歉信，详细列举了一些具体整改

措施，包括：加强党建工作、全面纠正算法和机

器审核的缺陷、 不断强化人工运营和审核、将

现有

6000

人的运营审核队伍扩大到

10000

人。

4

月

12

日，快手上线了“家长控制模式”，建立

未成年人保护体系。

4

月

18

日，据媒体报道，针对“抖音”短视

频平台涉嫌发布售假视频的舆情报道，北京市

工商局海淀分局也对该平台经营主体北京微

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约谈。 约谈会上，企

业负责人反馈了调查情况，表示针对平台涉嫌

违规内容已采取删除、封禁措施。

受访专家认为，短视频平台出现各种问题

首先是由于我国网络发展速度过快，而网民的

普及已经向城镇、农村边缘快速蔓延，且年龄、

收入、教育程度差异大，因此在面对同一个内

容会有很多可能性发生。

其次，在流量为主的时代，主流文化日益

疲倦，这让很多“有态度”的互联网平台没有了

态度，部分强制推送的头条被公众忽略，内容

生硬的头条即使大量推送也无法正确引导舆

论价值， 反而会助长更多垃圾信息乘虚而入，

占领舆论阵地。

“从抖音的快速发展也可以看出一个问

题，互联网迫切地需要优质的主流文化，而这

样的主流文化是缺失的，所以大家才会把更多

的注意力放在日常的娱乐环节。 ”北京大学互

联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田丽说。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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