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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流媒体短视频传播矩阵建构研究
——以《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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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短视频是人类创造的一种用来清晰表意的数字叙事系统，用户群不断扩大。以《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为代表的中国主流媒体，

纷纷开设短视频账号，借助传播矩阵的建构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短视频传播矩阵是指短视频借助内容矩阵和平台矩阵的合作传播，形

成一个可持续稳定运转的传播体系。平台矩阵注重的是横向联动、圈层传播以及行业合作，内容矩阵则注重冲击力情景、平民化视角以

及主旋律的弘扬。但主流媒体在建构短视频的传播矩阵，在全面性、互动性以及真实性等方面也需要我们加以注意，采取对应的措施加

以规避。

关键词：中国主流媒体；短视频；传播矩阵；不足；对策

所谓短视频，它是人类创造的一种用来清晰表意的数字叙事

系统，是当代社会人们休闲娱乐、社会交往和信息交互的主要微

型媒介。截止 2023 年 6 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为 10.26 亿人，

占网民整体的 95.2%。以《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为代表的

中国主流媒体，深刻感受到短视频庞大用户群所能带来的巨大用

户流量和传播价值，纷纷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哔哩哔哩

等各类平台开设短视频账号，借助传播矩阵的建构来扩大自己的

影响力。那么什么是短视频的传播矩阵？主流媒体又是如何建构

短视频传播矩阵的？本文即是以具体的主流媒体短视频账号为例，

在详细界定传播矩阵基本概念的前提下，透视具体的建构策略以

及可以继续改进的空间，从而回答上述问题。

一、什么是短视频的传播矩阵

矩阵原本是一个数学术语，指的是一个按照长方阵列排列的

复数或实数集合。应用到新闻传播领域，传播矩阵指的是新闻媒

介借助多种传播渠道的系统组合，将传播内容传递给受众，有助

于传播渠道的协同化、传播内容的多元化、传播风险的分散化以

及传播效果的放大化，深受主流媒体的青睐。

当下短视频的传播矩阵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横向矩阵，主要

是在不同平台之间进行联动，比如短视频在抖音、快手、哔哩哔哩、

今日头条等不同平台上的协同传播，也可称为平台矩阵；二是纵

向矩阵，主要是在同一平台围绕侧重点进行短视频内容的深耕，

属于单一平台纵深布局，注重内容的差异化，也可以称为内容矩阵。

从短视频传播矩阵的建构来看，以上两类矩阵在《人民日报》与《央

视新闻》的实践中都能看到，既有不同平台之间的合作，也有重

点内容的深度挖掘。

因此，本文所说的短视频传播矩阵是指短视频借助内容矩阵

和平台矩阵的合作传播，形成一个可持续稳定运转的传播体系。《人

民日报》和《央视新闻》等主流媒体就借助建构传播矩阵的契机，

创作大众喜闻乐见的短视频作品，依靠真情实感的流露和精良的

制作吸引受众，实现了真善美价值引导的正向循环。

二、主流媒体短视频传播矩阵的建构

短视频传播矩阵不仅仅是传播渠道的选择与协同，而且是涵

盖了视频内容的生产和发布以及用户关系维系等因素的复杂系统。

通过科学的分析和构建，可以帮助平台运营者和内容创作者更好

地了解用户需求，优化内容生产和传播策略，提升信息传递的效

果和用户体验。

（一）平台矩阵的建构

平台作为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沟通的桥梁，跨平台协作机制

有利于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及时了解受众需求。主流媒体

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以及社交娱乐平台上开设账号，在使用平台的

同时也与其他平台相互协作。

首先，借助平台联动来实现精准推送。主流媒体积极与抖音、

快手等短视频平台进行联动，打造全方位传播链，其中最为突出

的优点是实现精准推送，个性化推荐使传统新闻生产方式发生颠

覆性改变，可以借助算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测出用户

喜好，进行精准画像。主流媒体将短视频内容分类归属，发布时

平台可以直接按照标签向目标用户推送新闻内容。比如《央视新

闻》在哔哩哔哩上发布的“刘慈欣：《流浪地球 2》极大拉短中

国科幻片和世界的距离”，这一短视频的标签定为“流浪地球”“刘

慈欣”“三体”，在吸引粉丝的同时也让大众知道中国科幻片与

特效的成功，也向大众宣扬中国式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人类命运

共同体和几代中国人的价值观。

其次，借助圈层传播来确保主旋律正位。主流媒体可以利用

短视频找到打破圈层壁垒的最佳突破口，依靠自身优势与强大地

位对处于圈层中的受众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与价值养成，确保主

旋律正位。B 站多次与主流媒体合作利用二次元表达红色文化，

激发青年人的爱国情感，在内部打造属于自己的“饭圈”影响圈

内其他人，实现“破壁”。比如《人民日报》与《翼下之风动漫》

合作在 B 站上发布短视频“那兔空军特别篇”，11 月 11 日是空

军建军节，但被贴上“光棍”等标签。为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人

民日报》与动画公司合作，特意在二次元平台上向这一圈层的受

众群制定符合他们的内容，确保主旋律正位的目的。

最后，借助行业联动来提高核心竞争力。业内合作和跨界协

作在传媒领域中深受欢迎，因为业内合作能够各取所长，实现合

作双赢，而跨界合作对于双方粉丝或是对他人能更好地了解彼此，

激发他们的好奇与求知之心，实现优势互补。近年来，河南卫视

专注于挖掘传统文化的内核，从“唐宫夜宴”到“重阳奇妙游”， 

河南卫视的“文化 IP 产业”频频出圈，且巧妙运用光与影、色彩、

镜头等拍摄手法与技巧，让文化演绎更加唯美动人。正是基于这

一点，《人民日报》邀请河南卫视协助拍摄文化作品。由《人民

日报》出品，河南卫视协作拍摄，哔哩哔哩为协作单位邀请李玉刚、

孟庆旸共同演绎《新千里江山图》，作品在抖音、快手、微信视

频号、哔哩哔哩与视界 （人民日报视频客户端）共同发表，用一

笔一画展现中国的千里江山，受到了网友的好评。

（二）内容矩阵的建构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和短视频平台的流行，主流媒体短视频



076 Vol. 6 No. 07 2024教师专业发展与教育科研

成为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重要形式之一。在信息爆炸的当下，构

建一个合适的内容矩阵至关重要，它不仅能够吸引受众的注意力，

还能有效传递信息、引导舆论、塑造价值观念。主流媒体短视频

内容矩阵的建构不仅是一项创作工作，更是一项战略性的传播策

略，能够有效提升主流媒体在信息传播领域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首先，借助冲击力情境实现沉浸式感染。短视频的时长有限，

如何做到前台与后台交织，以及不同受众群共同分享信息，关键

就是要让视频的第一秒抓住大众的注意力。富有冲击力的视觉体

验在抓住观看者眼球时也能留下深刻的印象。冲击力情境能够让

大众实现沉浸式感染，受众能够在这一瞬之间缩短解码的 时间，

并完成意义的同构。《人民日报》在抖音、快手和哔哩哔哩上发

布的短视频“2022，看见平凡微光”中的一段内容，其素材取自

于《人民日报》与《闪电新闻》合作在哔哩哔哩上发布的纪录片

“夜幕下的送药人：‘能帮一个是一个！’”，讲述了杨波自发

为临沂市民送药，体现出老百姓之间的“助人为乐”“互帮互助”。

记者跟随杨波在夜晚为急需药物的市民奔波，记者记录的真实画

面让大众不自觉地被带入其中，让大众清楚了解老百姓之间的真

情实感。

其次，以平民化视角叙事实现情感共鸣。短视频作品众多，想

要从中脱颖而出，传播者在主角选取上可以选择与大众阶层 最相近

的人来讲述故事，表达对象与受众自身的心理和阶层越接近，越能

产生共鸣。而且平民化叙事能够将符号原生态还原，无需精制加工，

即可表达深层次情感。从平民化视角出发，能够将普通的情感共鸣

推向高潮。《央视新闻》在抖音上发布的“平凡英雄合集”，义消

防员、警察以及军人等作为主角，体现出他们为人民服务、保卫家

园和守护人民的精神。而“中国 UP 合集”中每一集选定的主角更

是平凡普通小人物，比如靠读唇语考上清华的女孩、中国航天工程

师用、“白发校长”等等，借助平凡人做出的不平凡事迹，引起大

众的共鸣。小人物的情感激发了同等阶层人们的内心情感，也颠覆

了主流媒体传统人物叙事的风格与选角，感动大众的同时，也在一

定程度上柔和了主流媒体对主旋律的宣传色彩。

最后，弘扬主旋律实现舆论引导最强音。主流媒体需要发挥

自身在媒体领域的优势与地位，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主流媒体

可以思考如何利用碎片化传播将自己的内容传播出去，应当高度

提炼主旋律主题，简明扼要地 向公众传达价值理念。尤其是在遇

到突发事件中，内容的人文关怀与价值引导的理性追求相结合能

最大限度地清除“噪音”干扰。《人民日报》在哔哩哔哩上发布

的“建党百年合集”中有解放军的英雌飒爽、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怀、

中国伟人和百年党史等，每一个视频都展现出不同的主题，比如

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强国强军和青年人的热血之情。这些不同

的主题与不同的内容共同形成当代中国最强音，主流媒体实现舆

论引导弘扬主旋律。而《人民日报》在抖音、快手、微信 视频号

和哔哩哔哩上发布的“最新国家形象网宣片《PRC》”在 2 分 28

秒的时间里展现出中国的魅力与形象，以此吸引全世界人民的关

注，也可以让中国人民为自己身上流有中华血脉而自豪。

三、主流媒体建构短视频传播矩阵的不足及其改进策略

从最开始的业务不熟练到现在的得心应手，主流媒体在建构

短视频的传播矩阵慢慢适应了短视频化的新媒体语境。不过依旧

存在些许问题：

首先，缺乏深度和多样性。短视频的特点是简短、直观，但

也因此容易造成信息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很多短视频只能涉及问

题的表面，缺乏深度的探讨和全面的视角。观众在观看短视频时

很难获得丰富、多元的信息，容易感到审美疲劳，难以保持长期

的关注度。

其次，缺乏互动和参与性。受限于受众只能被动接受短视频的

信息，主流媒体在建构短视频的传播矩阵时，多采用单向输出的传

播模式，受众难以参与其中，在互动性和参与性等方面有所缺失，

这非常容易造成观众的被动接受，降低用户的参与度和忠诚度。

最后，真实性和可信度不足。主流媒体同样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追求热点的冲动一样严重，在建构短视频的传播矩阵时，也就避

免不了虚假信息和低质量内容，受众很难判断其中的真实性和可

信度，容易受到误导和欺骗。

面对以上问题，我们可以采以下改进策略：

首先，鼓励原创和多样性内容。主流媒体既可以鼓励创作者

制作原创内容，提升内容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同时支持多种形式

的内容创作，如纪录片、访谈、动画等，丰富用户的观看体验；

也可以增加专题报道和深度剖析类短视频，涉及社会、文化、科

技等各领域话题，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观看选择。

其次，增加互动元素。主流媒体可以在短视频中加入互动元

素，如投票、评论互动等，引导观众积极参与短视频的讨论和互动，

增强用户的参与感和沉浸感；也可以可定期开展用户参与活动，

如征集用户观点、分享用户故事等，激发用户创作热情，增加用

户与平台的互动和黏性。

最后，加强内容审核和管理。主流媒体应加强对短视频内容的

审核和管理，及时删除虚假信息和低质量内容，保障信息的真实性

和可信度；也可以在视频描述过程中提供内容来源和背景解读，引

导观众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帮助观众判断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四、结语

中国的主流媒体已经深刻认识到短视频的巨大威力，纷纷布

局短视频，尤其是从平台矩阵和内容矩阵出发，建构一个可以稳

定运行的关于短视频的传播体系。当然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因

为不同媒体的功能、定位、影响都有所不同，侧重的内容和喜好

的平台就会有所差异，但总体上的分类建构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与此同时，主流媒体短视频的传播矩阵之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如缺乏深度和多样性、缺乏互动和参与性，以及真实性和可信度

不足等。我们可以尝试通过引入更多深度内容、增加互动元素以

及加强内容审核和管理等措施，进一步完善主流媒体短视频的传

播矩阵，提升其在信息传播中的效果和影响力。上述内容在推动

主流媒体构建短视频的传播矩阵过程中，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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