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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的快速发展，在相当程
度上是因其契合用户的观看期待，
形成了观看黏着度。而短视频领域
的问题和困境，也与黏着度导致的
不良观看有直接关系。

不少人在刷视频时会陷入痴迷，
许多人把责任归咎于平台的大数据
算法。一些观点认为，算法有造就信
息茧房的危险，理由是算法持续推送
用户感兴趣的内容，会让用户在刷看
短视频时局限于自己的兴趣，失去了
对多元化信息的关注和探索。

从理性的角度看，信息茧房并
非存在于所有的短视频刷看行为
中，甚至不少学者认为这一观点并

没有科学依据。人们所处的环
境是复杂而多元的，除了短

视频平台，还会受到个体生活、社会
场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短视频并不
是人们认知的决定性力量。对于短
视频平台来说，推荐的内容越多样
化，用户长期留存的概率反而越
大，所以平台并不会鼓励用户进入
信息茧房。一般来说，短视频平台
都会设置“兴趣探索”机制，不时地
增加用户不常看或随机内容的推
送，以避免用户落入信息茧房。

需要看到，信息茧房如果真的
存在，还与我们自身缺乏自制力与
分辨力、容易陷入自己的偏好有
关。通过外力和内驱力尽量改变这
一惯性，我们才能找到信息茧房的
破局之道。在这方面，短视频平台
确实负有积极引导、创设话题、拓展

链接的责任。
2023年，考古文博类、文物“显

眼包”等内容在抖音持续受到欢迎，
带动了博物馆线上线下打卡热。
《2024抖音博物馆生态数据报告》显
示，过去一年博物馆相关视频数量
同比增长191%，累计播放量同比
增长62%。短视频为文博注入活
力，得益于推荐算法的精确有效分
发。这是短视频算法趋利避害的
成功案例。

展望未来，短视频应沿着高质
量发展的轨道稳步前进，在数字技
术、人工智能的赋能下，与不同领域
深度融合，成为推动社会文化发展
的重要传媒业态之一。

刘俊 董传礼

短视频短视频：：成长与挑战中的成长与挑战中的““中年危机中年危机””

从工具性的小众娱乐软件到如今“全民共创”的数字平台，“少年气盛”的短视频迅速收获了
10亿用户，成为用户数量最多的网络视听形态之一。信息内容不断刷新，平台运营愈加规范，产
业机制更加完善，除此之外，短视频还积极拓展边界，探索微短剧、文化旅游、地方生活服务、乡村
振兴等多种可能性，极大地满足了用户休闲娱乐、获取信息、社会交往、网络购物等多元化需求。

不过，相较于前几年突飞猛进地扩张，近两年短视频体量和用户数量增速都有所放缓。这是
否意味着短视频发展后劲不足，尚处成长“青春期”便已然遭遇“中年危机”？其实，红利并未完全
消失，只是有待进一步探寻。

随着各种因素的叠加，短
视频领域增速变慢是一种必
然的现象。短视频平台曾
经可以不断吸纳刚触网的
“银发一族”，而现在短视频
平台的使用者几乎覆盖了所

有潜在的用户群体，用户数量
趋于饱和。当然，增速放缓不仅体
现在用户数量上，也体现在资本、内
容、形态等多个发展维度中。

这种增速放缓的状态，正倒逼
短视频领域探索新的可能性。目
前，短视频的内容生产者主要包括
主流媒体、个人用户和MCN机构
等。这些主体在意识到短视频发展
变局的同时，不断探索“精耕细作”
的方式。主流媒体的短视频作品坚
持主题创作，在重大事件和重要时
间节点上发挥着传播主流声音、引
导社会舆论的作用；个人用户掀起

“全民共创”的热潮，特别是随着AI
和VR等技术的应用，极大地降低
了创作门槛，作品形态更加丰富；
MCN机构的职业创作者群体不断
壮大，在竞争中不断提升各细分领
域的作品质量。主体的多元化、内
容的品质化，丰富着短视频领域的
生态格局。

在种类繁多的短视频中，泛知
识类成为新宠。《短视频用户价值调
研报告》显示，用户倾向高效有价值
的观看体验，“有用”超过“解压”成
为观看短视频的首因。2023年在
抖音平台，中国科技馆等机构发布
的科学实验视频播放量超432亿
次，这些泛知识类内容不仅契合了
用户开阔视野的期待，也满足了他
们对松弛感的需求。

短视频在增速放缓后，似乎才
真正进入到成熟稳定的发展阶段。

必须看到，虽然经过了多轮整
治，短视频领域依然存在一些乱象。
如果不加以有效治理，不仅会对用户
的价值观、消费行为、审美兴趣等产
生不良影响，也会对面临调整和提
升的短视频领域产生不良影响。

为了流量，一些人不择手段。
有的博主通过刻意扮丑、恶搞引流，
有的博主则依靠造假摆拍走红。
2024年4月，公安部公布了10起网
络谣言违法犯罪案例，引发社会关
注。这些摆拍短视频为了流量而背
离行业伦理，通过制造虚假的事件冲
突，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恐慌。

炫富类网红制造消费奇观，迎
合粉丝的物欲崇拜。一些网红大肆
宣扬拜金主义，在短视频中展示珠

宝豪车等，将自己塑造成奢靡的“偶
像”。实际上，名媛网红只是一些
MCN机构精心包装的商品，其炫富
行为是为了将粉丝的崇拜转化为购
买力。这类网红已经被平台封杀，
但类似的网红是否还会出现，平台
是否能第一时间进行整治，仍值得
警惕。

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很容易受到
短视频的负面影响。青少年群体思
想感情不成熟，对于网络信息缺乏
判断力，非常容易被不正确的消费
观、是非观、人生观蛊惑。例如，
2023年走红短视频平台的玩具“萝
卜刀”就引发了很大争议，很多人认
为它虽然是塑料材质，但可以模仿
真刀去捅和刺，可能激发青少年的

犯罪意识。
触网经验不足的“银发一族”因

缺乏数字媒介素养，同样容易被虚
假信息所欺骗。在许多年轻人看来

“一眼假”的视频，却轻松骗走了不
少大爷大妈的钱财；直播间自称“儿
子”“女儿”的带货主播，让老人迷失
在一声声“叔叔阿姨”甚至“爸爸妈
妈”中，鬼使神差地下单了一堆假冒
伪劣产品……

针对短视频领域存在的种种乱
象，在加强教育引导的同时，需要相
关部门和平台协同发力，严格管
理、严肃整治，不断完善平台治理
体系，为短视频领域良性运转保驾
护航，为广大受众打造一个清朗的网
络空间。

纪录片《从长城到马丘比丘》首映式，
日前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

纪录片《从长城到马丘比丘》由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携手秘鲁外贸和旅游部及秘鲁
国家广播电视集团联合制作，以长城和马
丘比丘两大标志性古迹为纽带，通过恢弘
的镜头语言展现中秘两国璀璨文明的遥相
辉映和同频共振，用影像构架起两国文明
交流互鉴的桥梁。该片即日起通过中文、
英语、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俄语、克
丘亚语7种语言面向全球发布。 据新华社

《从长城到马丘比丘》首映式
在利马举行

精品化、知识化、便捷化等成为趋势

图据新华社

降噪、纠错、治污，网络空间治理不能停

让算法避害、向善

李子柒学习木活字印刷技能。（视频截图）

11 月 16
日，东源木活
字印刷文化研
究院成立一周
年庆典暨文化
IP战略联盟启
动大会在浙江
瑞安举行，视
频创作者李子
柒被聘任为东
源木活字印刷
文化研究院文
化传播大使。

李 子 柒
自2015年起
通过短视
频创作走
进大众视
野 。 2021
年 7 月 14
日，李子柒
的社交媒体账号在更新完《柴米油盐酱醋
茶》后，因陷入风波停更 1200 多天。
2024年11月12日，李子柒发布了停更后
的首条短视频，宣布“回归”。

瑞安东源木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已知
唯一保留下来且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
技艺，2010年，其以“中国活字印刷术”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8年，李子柒曾在瑞安居住三个
月，向东源木活字印刷术第24代传承人
王法万拜师学艺。王法万称赞李子柒：

“非常努力上进的一个女孩子，每天6点
起床，学到晚上10点多才回去，很让人敬
佩。”李子柒关于东源木活字的视频发布
后，全网累计超8000万次观看，引起大量
网友对活字印刷术的关注与讨论。

此次活动现场，李子柒与非遗传承
人、专家学者进行交流，探索如何在现代
社会中让东源木活字印刷术“活”下来、

“火”起来。李子柒表示：“6年来，我和王
老师经常针对木活字的未来进行交流，这
也是我今天来到这里的原因。”

据中国新闻网

李子柒
复出后任新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