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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景伟

社交化：移动互联网时代
短视频传播的新特征

据《2019 中国网络视听发

展研究报告》显示，网络视频

（含短视频）用户规模 7.25 亿，

短视频对新增网民的拉动作用

明显。2018年 12月，手机网民

平均每天上网时长达 5.69 小

时，较 2017年 12月净增 62.9分

钟。其中，短视频的时长增长

贡献了整体时长增量的 33.1%，

排在首位。凭借低门槛、碎片

化、移动化等媒介特征，短视频

已然填补了用户的碎片时间，

高效地满足人们休闲娱乐或获

取知识的需求，成为移动互联

网时代的“杀时间利器”和“社

交神器”。

5G 时代脚步渐近，短视频

成为新的主流信息载体已是必

然，社交平台也因此迎来了新

的变化。“短视频+社交”这一全

新的模式，即将引领继“两微一

端”后移动社交时代发展的新

趋势。

短视频成为社交下一站

今年 1 月 15 日，今日头条

的社交新产品——多闪隆重推

出，这款产品主打年轻群体的

短视频社交，希望帮助人们增

进亲密关系。其聚焦的是用户

个人，以代替传统依靠相同内

容兴趣产生的社区聚合。

腾讯在短视频上更是动作

频频。今年 1月，微信上线“视

频动态”功能，用户可录制并发

布短视频。6 月 12 日，腾讯旗

下产品微视低调开启 30秒朋友

圈视频功能，用户在微视发布

短视频时选择“同步到朋友

圈”，这样发布到朋友圈的短

视频时长最多也能达到 30 秒。

这一时长是朋友圈原有视频

时长的两倍。6 月 29 日，腾讯

与快手建立战略合作，快手的

视频链接可以分享到微信朋友

圈。

一边是短视频巨头试水做

社交，一边是社交巨头跨界短

视频。每一家都不想放弃机

会，从它们对短视频的热情可

以看出，网络社交平台对下一

代社交语言的期待和焦虑，更

反映出短视频与社交的融合发

展 将 成 为 今 年 新 一 轮 的 风

向标。

社交让短视频内容活起来

主流短视频 APP 抖音、快

手主要采取的互动方式一个是

通过视频下方评论点赞等方式

在 APP 内进行互动，另一个则

是通过向微博、微信、QQ 等其

他社交媒体分享实现与其他社

交媒体的互动。APP内部的互

动保证了平台的活跃度和创造

性，而与其他社交媒介之间的

对接则能够通过用户将平台内

的短视频分享至其他社交平台

的方式，实现文本更大范围的

传播。

如果说长视频承载的是媒

体属性，那么短视频承载的便

是社交属性。相比于长视频，

短视频的记录特质让其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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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社交利器，尤其是竖视频的

视频形态。首先，随着智能手

机的普及，在日常生活中，人们

使用手机屏幕通常是竖屏视频

聊天、看直播等。于是通过竖

屏观看的短视频有着较强的社

交属性，更像是在与人进行沟

通与交流。我们发现，近年来，

一些广泛传播的热门短视频，

除了精致的内容外，一些简单

互动的短视频更多的是因为与

用户产生亲近感而引发快速传

播。以抖音网红费启鸣为例，

他的人设就是帅帅的男同学类

型很呆萌可爱，而且老戴一副

眼镜，在短短十几秒时间的短

视频里，将场景设置在了阳光

充沛的房间沙发上，加入了微

笑、抬眼、耸肩等一系列微表

情和小动作，吸引观众产生自

我代入感：这个男生就像我身

边的弟弟一样，在与我们互

动。其次，短视频为社交媒体

贡献很多原创内容和更强的

用户黏性。每个时代都有代

表性的大众文化形式，如果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视的黄金

时期是当时的流行文化，那

么，如今的短视频就是当下的

流行文化。当前年轻受众乐

于记录表达分享自我，短视频

以其独特的内容形态成为了

他们追求自我表达，凸显个性

最便捷的方法之一，满足了年

轻群体彰显个性的社交体验。

因此，短视频越来越强调有

“我”的人格属性，它不应仅仅

是信息载体，更多的应该是个

人载体以及自我表达的载体。

再次，社交平台的发展为短视

频的快速传播提供了便捷的

渠道。

社交数据指导短视频创作

在短视频行业，“流量为

王”几乎成了每个从业者心中

的铁律，也成了他们的心结。

“数据说话”正决定着内容创作

者的生死。算法推荐在高效地

解决海量内容与需求匹配的同

时，某种程度上也“绑架”了创

作者的内容生产。团队和品牌

的命运交到几个数字手上，阅

读量、播放量可以决定一个短

视频团队的生死。这种几乎一

刀切的残酷法则，让高速运转

的成熟团队产生巨大的运营压

力。当下各个短视频平台都充

分加入了社交数据的维度，并

不断提高权重。分享、分享后

的打开率、完播率都成为重要

的一个推荐维度。

都说算法没有价值观，但

是社交关系有。加入社交关系

的分发方式，或许是短视频平

台重新站上竞争起跑线的机

会。以微视可以分享 30秒短视

频到微信朋友圈为例，内容创

作者可以不再完全以“被推荐”

为准绳创作视频，而是有机会

寻求在朋友圈关键好友、大V、

名人等资源的加持下，寻求以

情节与创意打动人心。短视频

“算法+社交”的分发新形式，为

优质内容赋能的同时，它还是

真实生活的承载。

去中心化的短视频社交分发

移动短视频最重要的一个

特点是把“去中心化”作为首要

前提。在社交时代背景下，移

动短视频传播过程中，人们可

以同时扮演传播者与受众两个

角色。一方面，用户不仅可以

自由上传、分享视频，还可以自

由添加、取消关注来设置喜欢

的内容，实现个性化需求的目

的。另一方面，移动短视频平

台的推荐功能以用户的地域属

性、个人偏好、好友关系作为基

础算法，推送接近用户需求的

信息，实现了以用户的个性需

求为主导的内容推送。在实现

了为用户去中心化赋权的基础

上，移动短视频又基于地域、圈

子等共同属性及关注的相似内

容分析出划分用户群的因子，

通过“你可能认识的人”“你可

能关注”等引导功能，将用户与

他者相连，形成弱相关性的社

会关系，再通过短视频内容、私

信等内容形式让其展开交往。

移动短视频这种在去中心化赋

权基础上形成的弱社交关系，

在保证以用户为中心内容传播

的同时，也引导了以用户为中

心的弱社交关系。

社交网络的兴起意味着，

无论短视频内容生产者还是运

营者，都必须一改从前的思维

方式和操作习惯，尝试社交环

境下新的形态和流行逻辑。中

国社会科学院世界传媒研究中

心秘书长冷凇曾说，“如果短视

频是子弹，那么电视就是火药

——把短视频打出去。”那么，

社交一定是最重要的“弹道”。

如何在看短视频的基础上强化

用户的社交关系，如何通过强

化社交关系为平台反哺优质的

短视频内容都会是接下去各互

联网平台新的突破口。“社交+
短视频”大战已然开场，面对新

一轮的机会与挑战，究竟是传

统互联网平台通过“混战”再度

“分蛋糕”还是有黑马异军突

起，战局令人期待。

（作者单位：新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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