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视频分析 

1、 核心技术是什么？ 

 网络环境建设。 

其一，3G/4G 推广带来的发展机遇。随着中国基础网络环境的发展，一方面移动

终端用户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 2G移动网民开始转向 3G/4G 网

络。根据 CNNIC 的数据，截至 2015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6.68 亿,其中手机网民 

5.94 亿,手机正在成为收看网络视频节目的第一终端。新一代网络技术的发展也提供了

更好的上传下载带宽和更稳定的体验，目前 3G/4G的移动用户占所有移动用户的比例大

概在 85%以上。 

其二，流量、带宽费用降低。目前，中国手机用户每月平均移动数据流量达到了

360M，甚至不少部分是 GB甚至几十 GB 的级别的流量，所以就一个普通的 10s视频而言

大概不到 1-2M甚至几百 K，带宽流量的提升无疑会逐步降低用户使用的门槛。 

 自身产品（app 平台自身）优化。 

其一，移动硬件设备的改进。随着手机摄像头照相性能的大幅提高、其他硬件配

置 CPU、GPU、内存等的升级，手机得以捕获更丰富的视觉元素，对高清晰度视频的处

理更加快速，这能为手机视频的创作带来更多的创意空间。 

其二，视频编解码技术的进步。H.261标准向 H.265标准的发展带来了更高清晰度

和流畅度的视频解码可能。前者定位在 CIF（352*288）级别视频，后者则定位在超高

清（3840*2016）级别视频。新的标准更提供了更高的压缩性能，让视频存储更加简便。 

其三，简单易上手的操作性能。以往视频拍摄需要专业的摄影器材和长期的拍摄

构思，而移动短视频的拍摄只需要一部手机或者一个平板电脑就能完成。随着滤镜、特

效等后期制作功能的完善，只要一键选择某个模板，就能达到专业视听效果。“MV 特

效”“多格效果”“动感影集”等这些迄今仍是高大上的影视特效，开始走入了“寻常

百姓”家，极大增加着用户体验的乐趣和自豪感，个体创造力也随之得到更大激发。 

 

2、 基于核心技术主要的传播特点是什么？ 

✓ 传播速度加快 

其一，网络环境建设发展使移动客户端成为视频传播的主要途径。用户只需几分钟

的时间，就可以拍摄一段短视频，添加特效并发布 ；其二，移动硬件设备的改进使即

拍即传成为可能，使短视频的产生更为便捷；其三，移动硬件设备的改进使即时观看成

为可能，使短视频的播放更加便捷；其四，短视频本身耗流量少，便于在移动端读取，

满足了如今大众轻量化、快餐化信息消费的需求，使受众打开播放短视频的意愿提升；

其五，宏观来看得益于技术上外部传播渠道拓展。 

✓ 时效性提升 

其一，各大平台上短视频的制作十分便利，有利于事件发生后或发生时传者以“即

拍即传”的模式将内容打包通过各个渠道发布；其二，由于短视频的传播兼具大众传播

和人际传播的特点，广大的个体也成为了短视频发布的重要主体，在职业记者人数有限

无法第一时间赶到事件现场的情况下，庞大的网友群体也能成为第一手视频资料的发布

者。 

✓ 内容更多元 

其一，智能手机像素不断提高，自己拍摄一段高质量的短视频的门槛也随之变低，



致使广大用户群体能通过短视频将各类的信息投放在传播平台上；其二，各大 app平台

为吸引用户不断开发新功能，为用户提供各种滤镜、配乐、水印、贴纸等多样的特效选

项，使得用户能充分地发挥创意，彰显自己的个性。 

✓ 社交性增强 

其一，短视频的画面感强，即时性强，因此给人的印象更真实更可信，用户与短视频发

布者的互动可能性也随之提升；其二，自身产品的优化导致短视频更个性化且具有亲和

力，比如：美拍提供了 MV 特效等，来提升了制作视频的趣味性的同时，降低使用的门

槛，同时产品的多样化，也满足了各种用户的差异化需求，激发用户自传播；其三，自

身产品的优化使得短视频形式有更为丰富的表达，较之传统的文字和图片，短视频将信

息动态化，给传者受者双方带来了足够大的表现与想象空间；其四，外部传播渠道拓展，

导致各大社交平台能够实时分享，满足大众的心理需求。 

 

3、 在此基础上列出三个有意义的研究题目 

✓ 短视频的审核 

由于短视频视频内容本身任意多样，因而容易为涉黄涉恐等提供温床。针对这个问题，

未来在短视频审核发面可以做的工作值得我们思考。 

目前审核的问题主要在于：视频时长过长，带来人力审核成本的提升。比如 100万个视频，

每个平均是 30s的话，那么就 3000W 秒，大概需要 347人日。 

目前可预想的办法有：通过技术手段可以做一些工作，比如：接入一些比较好的第三方

的视频识别模块，如果能够过滤掉 85%保证没有问题的视频的话，那么工作量会缩减到 15%。

不过之前在接入使用的时候，发现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目前也在逐步尝试些其他方案；通过

抽帧的方式，比如只抽取某几帧的方式进行检查；通过转码的方式，比如一个 60s的美拍视

频，通过 2倍速的方式，无声，140 * 140的分辨率转换，大概大小能够在 650kB左右，这

样加速了播放的过程的同时，还能够减少审核带宽的消耗，减少了下载过程；基于大数据分

析，分析一些高危地带、用户画像等，然后通过一些黑名单进行一些处理，或者对于某些潜

在高危用户进行完整视频的审核，而对于低危用户进行抽帧的方式等等。 

✓ 短视频的影响力有限 

现在热门内容的产生主要集中大 V、明星、网红。广大普通网民由于拍摄技术、分发

渠道等的限制，短视频影响力较低。虽然出现美拍、秒拍这种平民化的短视频制作 app，但

是传播范围较广的、内容较丰富的短视频更多还是来自于微博大 V、明星们。剪辑、配字幕、

变声等功能对于手机端的短视频制作 app来说，还不是十分完善，用户使用起来还不是十分

便捷。比如 papi 的短视频就要求大量的剪辑工作，这对缺乏剪辑技术的普通用户来说十分

困难。个人的短视频似乎只存在于个人交友圈中进行人际传播的信息传播，使得社会影响力

较小。 

并且多个平台的竞争中也出现非良性竞争的现象，对短视频的影响力造成了一定的影

响。比如，新浪微博作为短视频分享与传播的第三方平台，由于要推广自己的秒拍 app，在

新浪微博的分享上“封杀”了美拍。这无疑是对国内短视频传播的一次打击。 

✓ 短视频平台与内容的同质化 

我国移动短视频应用工具较多，有美拍、秒拍、快手、小咖秀等，但大多都面向年轻的

女性或明星，内容多为搞笑、小片段、模仿等为主，并能够提供给用户一定的美化、直播功



能，这很难形成明确的产品定位，导致用户在使用移动短视频应用工具时没有明确的选择，

用户粘性较低。并且各种 app相互借鉴对方的特点进行更新，使得短视频平台同质化现象更

为明显。 

从短视频的内容上来看，大多数依靠短视频红起来的网红所制作的短视频内容也难有创

新，很多短视频出现了内容上的重叠、内容上的匮乏。在未来，优质的内容依旧是短视频发

展的重要手段和众多内容创业者的核心竞争力。从目前成功的短视频项目来看，优质的内容

都是其收获关注和利益的基本要求。但是现在市场内几乎所有的短视频制作者都是搞笑视频，

虽然这种方式最为“简单粗暴”，在受众面前十分讨巧，但是随着短视频市场的持续扩大，

市场成熟后同质化内容将成为最先被淘汰，最没有竞争力的内容。以 papi 酱为例，虽然其

使用了变声器，动作夸张，语气浮夸，但是她每期节目几乎都是针对社会热点现象发表自己

的看法，力图寻找观众的共鸣获得认同，搞笑只是其表现形式而已，内容最具有价值的还是

思想。内容创业中内容依旧是第一位的，不管是短视频制作者还是平台均要产出优质的内容

才能在快速发展的领域中脱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