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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与直播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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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我国短视频与直播行业迅速崛起，既带来无限商机，也蕴藏一些不良问题。理性分析短视频与直播行

业发展趋势，关系到相关企业长远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本文主要围绕“短视频与直播行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治

理短视频与直播行业的建议”、“短视频与直播行业发展趋势分析”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重点结合短视频与直播行业存在的典

型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并对短视频与直播行业发展趋势，进行多角度分析，希望给相关行业带来一些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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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短视频与直播行业逐渐兴起，不少企业抓住难

能可贵的机遇，进行经营上的各种突破，迈入新的发展高峰。

运营短视频与直播的企业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大，暴露

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比如说，“内容过于低俗”、“虚假信

息横行”、“非法获取经济利益”等，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问题。

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我国相关部门要做到“刚柔并济”。

“刚”指的是采取法制化方法，“柔”指的是采取人性化管理。

在“刚柔并济”的策略下，努力维护短视频与直播行业经营秩

序，大力发展短视频与直播经济。

一、短视频与直播行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内容过于低俗

在短视频与直播行业中，内容低俗化主要表现在：一方

面，内容不健康。部分短视频与直播中，经常出现“错别字”、

“不文明用语”、“不良价值观”等内容，严重破坏短视频与直

播行业健康环境，对大众造成价值观、审美等多方面不良引

导；另一方面，内容没有社会意义。关注短视频与直播的人

越来越多，但严格把控短视频与直播内容的企业却不多。比

如说，有些企业追求为了“新、奇、特”，经常传播一些低俗、

暴力、虚假内容，影响大众观看与思考[1]。当短视频与直播

行业充斥大量没有教育意义、没有社会意义的内容时，行业

发展就会越来越狭隘，很容易脱离人民群众，违背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总方针。

（二）虚假信息横行

随着我国短视频与直播行业越来越兴盛，不少企业为了

赚取短时期内的暴力经济利益，故意发布一些虚假信息。具

体来说，一方面，编造信息。比如说，某个明星热度高、有

人气，企业就特意编造一些花边新闻，以短视频和直播的形

式发布出去，博眼球、赚流量，不仅给明星本人带来伤害，

还助长社会不良风气；另一方面，夸大信息。比如说，某个

社会名人刚刚发表一段言论，企业就采用剪辑手法，制作成

小视频，夸大原本的说话内容，引起社会争议[2]。或者，采

取“最”、“绝对”、“唯一”、“百分百”等绝对性词汇，诱导大众

去相信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这些都属于夸大信息的表

现。

（三）非法获取经济利益

当前，短视频与直播行业非法获取经济利益，主要表现

在：第一，诱导粉丝消费。部分视频号、直播号拥有大量粉

丝，主播为了获取个人经济利益，添加粉丝私人联系方式，

诱导粉丝购买一些根本不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给粉丝带来严

重经济损失；第二，推广劣质产品。现阶段，拥有流量的主

播从事“带货”，并不是罕见现象。如果主播在合法、合规的

方式下进行带货，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实际情况中，有些

主播为了快速获取大额经济报酬，推广一些“三无产品”、“劣

质产品”，存在明显的欺诈嫌疑。随着短视频与直播行业流量

越来越大[3]，产生的经济诱惑也越来越大，如何加大这方面

监管工作，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二、治理短视频与直播行业的建议

（一）保证内容质量

一方面，传播健康内容。短视频与直播行业要加强内容

管理，制定“短视频与直播内容审查机制”，对于发布出去的

每一条内容，进行严格审核，避免出现“不规范用语”、“不文

明用语”，坚决抵制不良价值观输出，切实发挥短视频与直播

行业在舆论层面的积极引导作用；另一方面，传播有社会意

义的内容。针对短视频与直播行业内容质量，定期组织“短视

频与直播内容评选活动”。比如说，评选“短视频与直播创作

奖”，专门奖励优质内容[4]。再比如说，评选“短视频与直播

运作奖”，专门表彰负责任的企业，鼓励短视频与直播相关企

业以健康、科学的运作模式，走可持续性发展路线，推动产

业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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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打虚假信息

一方面，保证信息真实性。与国家政策、社会新闻、明

星资讯等有关的内容，很容易影响大众判断，短视频与直播

行业要把握好这些内容的“真实性”，提前核对信息来源。比

如说，设置“短视频与直播信息举报机制”，以“举报有奖”的

形式，营造“人人监督”、“人人维护”氛围，保证信息真实性；

另一方面，保证信息准确性。以广告法、网络信息监管法等

法律法规为指导，设置“短视频与直播内容排查机制”，不允

许出现“违法违规内容”。尤其对于“唯一”、“百分百”等绝对

性词汇，要加大排查力度，竭力给人民群众提供理性、客观

的正面言论，不刻意诱导大众[5]。

（三）加强法制管理

第一，不诱导粉丝消费。对视频号、直播号的主播，设

置一些开播门槛，比如说“实名认证”、“信息登记”、“诚信承

诺”等，一旦发现问题，可以快速找到责任人。或者，在主播

页面设置“法制管理监督窗口”，允许粉丝反映问题。如果主

播存在诱导粉丝消费、欺骗粉丝消费等行为，可以依据情节

严重程度，采取相应法制管理措施；第二，不推广劣质产品。

以“主播带货”为例，制定“短视频与直播带货三级校对机制”，

一级校对指的是，主播个人对产品的检查，判断是否要推广

该产品。二级校对指的是，短视频与直播平台对产品的检查，

判断产品资质，判断产品口碑。三级校对指的是，第三方机

构对产品的检查[6]，判断主播、平台是否有权推广该产品。

这样一来，主播、平台、第三方机构都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都可以维护产品质量。

三、短视频与直播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内容越来越多元化

一方面，企业内容越来越多。未来，经营短视频与直播

的企业越来越多，为了从众多企业中脱颖而出，走出自己的

特色化道路，企业需要在“内容”上求新、求变。这样一来，

透过短视频与直播平台，用户可以感知的内容会越来越丰

富，比如说，美食、汽车、健康、履行等，涵盖人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改变人们传统的生活模式；另一方面，个人内容

越来越多。短视频与直播平台带有“开放性”特点。基于这种

特点，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参与其中[7]。由于每个人的性格、

爱好、工作、生活经历都不同，呈现出来的内容也不同。这

也会促使短视频与直播内容日益多元化。

（二）流量经济日益蓬勃

一方面，企业流量经济。专门运营短视频号、直播号的

企业，一旦掌握规律，把握住机会，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创造

难以想象的流量经济。即使是一些没有雄厚资本的小微型企

业，也可以凭借短视频与直播平台，拥有公平竞争的发展机

会。这样一来，市场经济的波动可能会很大，大企业并非一

直稳如泰山，可能会有潜在危机，小企业并非永远没有机会，

可能会乘势而上[8]；另一方面，个人流量经济。如果个人掌

握短视频与直播平台内部规则，很可能凭借个人魅力，吸引

大量粉丝，获得个人经济效益。这种经济效益达到一定规模

后，可能会吸引越来越多旁观者参与其中，专职从事这份工

作。

（三）借助 5G高速发展

第一，5G 带来的高品质。当 5G 逐渐普及，短视频与直

播企业可以充分利用 5G 条件。比如说，在 5G 网络下，快速

生成视频资源、编辑视频资源、传递视频资源，为广大用户

带来更好的视频观看体验，与广大用户保持线上的强互动

性；第二，5G 带来的即时分享。未来，短视频与直播企业需

要大量流量、稳定流量，如何获取流量，将成为企业发展中

的关键。在 5G 的助力下，一个好的视频可以进行即时分享，

“零延时”地传递出去。这样一来，优质视频内容、优质主播

可以具备“强吸引力”，更好地吸引外界流量，不断扩大企业

内部流量资源，推动企业各方面运营。

结语：

短视频与直播都属于新兴行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非常

大。部分专家、学者指出，正因为年轻人价值观不清晰，甚

至价值观错误，才导致短视频与直播行业出现一些不良问

题。其实，这种看法过于片面。要想促进我国短视频与直播

行业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每一个参与者自主、自愿去维护，

还需要各个平台规范化运作。我国相关部门在推进短视频与

直播行业健康发展时，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从源头上注意：

“保证内容质量”、“严打虚假信息”、“加强法制管理”。未来，

随着“内容越来越多元化”、“流量经济日益蓬勃”、“5G 高速

发展”，短视频与直播行业还会迎来新的发展高峰，我国相关

部门还要继续努力，加强宏观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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