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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短视频在融媒体时代的发展方向
吴强

盐津县融媒体中心，云南省昭通市，657500；

摘要：在媒介融合加速演进的当下，短视频以其碎片化、强互动、易传播的特性成为重塑信息传播格局的核心

力量。本文基于技术革新、内容创新、商业模式转型三维框架，结合 2024—2025 年行业前沿案例，系统分析

短视频行业突破同质化瓶颈、构建可持续生态的路径。研究发现，AIGC 技术已实现短视频工业化生产，元宇宙

场景推动传播形态向沉浸式交互演进，而“内容即服务”的商业模式正重构产业价值链条。本文旨在为融媒体

时代短视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战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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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 5G网络覆盖率突破 85%、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渗透率超 60%，融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格局正经历深刻

变革。据《2025中国短视频产业白皮书》显示，我国短

视频用户日均使用时长已达 118 分钟，市场规模突破 7

800 亿元，成为用户注意力争夺的主战场。然而，行业

在快速发展中面临三重矛盾：技术迭代速度与内容创意

滞后的落差、流量逻辑与价值传播的冲突、商业变现单

一化与生态多元化的失衡。深入探究短视频在技术融合、

内容破圈、商业创新方面的发展方向，对构建“技术－

内容－商业”协同进化的产业生态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技术革新：驱动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

1.1 AIGC 重构内容生产范式

生成式 AI技术已从辅助工具升级为内容生产的核

心生产力。抖音于 2025 年推出的“九五二七 AIGC剧场”

通过多模态大模型实现“文本－视频”全自动生成，其

首部 AI动画短剧《数字孪生城》单集制作周期仅需 4

小时，较传统流程效率提升 20倍。快手星芒短剧与可

灵 AI联合开发的“剧本－分镜－角色”一体化生成系

统，已实现悬疑、古装等 12种题材的批量生产，其中

《长安夜未眠》系列通过 AI模拟唐代建筑风格与服饰

纹理，单剧播放量突破 12亿次。技术细节上，昆仑万

维开源的SkyReels-V2模型将人物微表情生成精度提升

至 4K分辨率，虚拟角色口型与台词同步率达 98.7%，推

动 AI短剧进入影视级制作阶段。

1.2 元宇宙技术拓展沉浸式场景

元宇宙基础设施的完善催生新型短视频形态。Pico

推出的 VR短视频创作平台已支持 360°空间镜头语言，

用户可通过眼动追踪与手势交互实现“视角自主切换”。

城市旅游类 VR 视频《张家界悬浮山》通过空间音频与

动态光影技术，使用户沉浸感评分提升42%。国内首个

元宇宙短视频社区“视界魔方”已接入 12 家县级融媒

体中心，其虚拟摄影棚系统可实时生成故宫、敦煌等历

史场景，使文化类短视频制作成本降低60%。值得注意

的是，百度希壤推出的“数字分身短视频助手”支持用

户通过语音指令生成含虚拟主播的新闻短视频，日均生

成量突破 30万条。

1.3 物联网构建全场景传播网络

物联网技术推动短视频突破屏幕限制，形成多终端、

多场景的传播矩阵。小米生态链的智能冰箱已内置短视

频播放模块，用户在烹饪时可通过语音控制观看美食教

程，交互点击率较手机端提升 3倍。部分县级融媒体中

心将应急科普短视频同步至农村智能广播系统，在 202

5 年汛期实现灾害预警信息 15分钟内触达 87%农户。更

值得关注的是，特斯拉车载系统接入短视频平台后，通

过方向盘手势控制实现“驾驶场景适配播放”，视频内

容会根据车速自动调整播放节奏，确保驾驶安全性与观

看体验的平衡。

2 内容创新：突破同质化的破局之道

2.1 垂直领域的深度专业化

短视频内容正从泛娱乐向知识服务与场景解决方

案转型。星球研究所推出的《地球脉动·中国版》通过

卫星遥感数据与 AI渲染技术，将地理知识转化为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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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短视频，单集科普视频带动相关图书销量增长 280%。

医学类短视频账号“急诊夜鹰”采用“虚拟解剖台+实

景案例”双屏叙事，通过 3D建模展示急救操作细节，

其心肺复苏教学视频被纳入全国 200 家医院培训体系。

在教育领域，网易有道推出的“AI 互动课短视频”将知

识点拆解为 3分钟剧情短片，配合实时答题系统，使学

员完课率提升至 79%，远超行业平均水平。

2.2 专业内容与 UGC的协同进化

传统媒体通过技术赋能与机制创新实现短视频转

型突围。新华社“全民拍”计划联合 2000名持证记者

与 50万拍客，构建“专业采编+UGC补充”的内容网络，

其《暴雨中的逆行者》系列通过记者现场 Vlog 与市民

手机视频的穿插叙事，单条视频全网播放量破 5亿。湖

南卫视推出的“芒果创作者生态计划”为 UGC 创作者提

供台内剪辑系统、版权素材库等资源，使素人制作的综

艺衍生短视频播放量占比提升至 35%。平台层面，抖音

“青云计划”通过AI评估内容创新指数，对原创度高

的 UGC 内容给予流量倾斜，使知识类、非遗类内容占比

从 18%提升至 31%。

2.3 文化传承的现代表达创新

短视频成为传统文化“破圈”传播的核心载体。河

南卫视《唐宫夜宴》团队推出的《非遗里的中国》系列，

通过 AR技术将皮影戏、景泰蓝等工艺融入剧情短视频，

其中《皮影奇旅》通过动作捕捉技术还原传统皮影戏操

作，海外社交媒体播放量突破 2亿次。故宫博物院联合

快手推出的“文物会说话”计划，由 AI生成文物拟人

化短视频，《千里江山图》短视频通过动态笔触解析与

虚拟讲解员互动，使青少年参观预约量增长170%。更具

创新性的是，敦煌研究院开发的“数字供养人”系统允

许用户通过短视频创作参与壁画修复，相关内容带动线

上捐赠额同比增长 93%。

3 商业模式：构建多元变现生态体系

3.1 广告营销的智能化升级

AI 驱动广告投放进入“情感计算”时代。字节跳动

的“鲁班智投”系统通过分析用户观看视频时的微表情

数据（如瞳孔扩张、面部肌肉运动），动态调整广告展

示策略，伊家美妆品牌通过该技术使转化率提升 27%。

快手推出的“场景化广告引擎”可识别用户所处环境（如

商场、景区），自动匹配适配广告内容，一家连锁餐饮

品牌在景区场景投放的短视频广告到店转化率达 19.3%，

为常规投放的 3.2 倍。互动广告形式持续创新，B站推

出的“视频内嵌购物车”功能允许用户点击视频中出现

的商品直接跳转购买，一家数码产品测评视频通过该功

能实现 GMV 破千万。

3.2 电商融合的全链路革新

短视频电商进入“内容即货架”的 3.0 阶段。抖音

电商推出的“全域兴趣电商”模式，通过“短视频种草

－直播转化－货架复购”闭环，使商家 ROI 提升至 1:5.

8。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虚拟试穿技术取得突破，淘宝

短视频的“3D试衣间”已支持 10万+商品的实时渲染，

用户试穿后购买转化率较图文详情页提升 210%。快手

“源头好物”计划通过短视频溯源产地，绿豆农产品商

家的果园实拍视频带动订单量增长 470%，客单价提升 3

5%。跨境电商领域，TikTok Shop的短视频带货已覆盖

15个国家，中国服饰类短视频通过本地化内容运营，在

东南亚市场的转化率达 8.9%。

3.3 价值挖掘的多元化探索

短视频平台正构建“内容－服务－资产”的价值

链条。爱奇艺推出的“星钻会员短视频”服务为付费用

户提供独家幕后花絮与多结局剧情，单部剧集的会员收

入超2000 万元。知识付费领域，得到 APP 的“短视频

课”将 20分钟课程拆解为 5集短视频，配合AI答疑功

能，使新用户转化率提升 40%。虚拟资产交易初现规模，

映宇宙推出的“数字创作者计划”允许用户将短视频作

品生成 NFT 数字藏品，帧连动漫短视频创作者通过售卖

角色皮肤获得超 50万元收入。政务服务领域，深圳“智

慧政务短视频平台”通过短视频办理社保、公积金等业

务，日均办理量达 3.2 万件，较传统窗口效率提升 5倍。

4 行业挑战与系统性对策

4.1 核心挑战的多维分析

内容生态面临三重矛盾：AIGC批量生产导致的同质

化率高达 63%，区块链存证覆盖率不足 20%使版权纠纷

案件年增 45%，算法推荐导致的信息茧房使青少年用户

单一领域观看时长占比超70%。技术伦理问题凸显，虚

拟主播深度伪造内容识别难度加大，电商平台2025 年

上半年查处的虚假信息中，AI生成内容占比已达 38%。

商业生态失衡表现为：头部 1%创作者占据75%流量，腰

部创作者收入增长率连续两年低于 15%，中小企业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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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 ROI 低于 1:2 的占比达 62%。

4.2 协同治理的实践路径

技术层面，腾讯推出的“元识链”系统实现短视频

全生命周期版权存证，版权投诉处理周期从 30天缩短

至 72小时，MCN 机构通过该系统使侵权损失减少 80%。

平台治理方面，抖音上线的“内容健康度评分系统”从

原创性、价值观、技术创新三个维度评估内容，将 40%

的推荐流量分配给优质内容，使低质内容占比从 22%降

至 9%。政策监管层面，国家网信办试点的“算法备案制”

要求平台公开推荐算法的核心参数，短视频平台据此调

整推荐逻辑后，用户日均使用时长下降 12%，多元内容

消费比例提升 27%。创作者赋能方面，B站的“创作学

院”为腰部创作者提供 AI剪辑工具、法务支持等 12项

服务，学员收入年均增长达 115%。

5 未来展望：技术赋能与社会价值共振

5.1 技术融合的沉浸式演进

元宇宙技术将推动短视频向“三维叙事”转型。预

计 2026 年，快手研发的“元宇宙短视频编辑器”将实

现“脑机接口+动作捕捉”的创作模式，用户通过意念

即可生成虚拟场景与角色，创作门槛降低 80%。VR 短视

频的交互方式将迎来革新，Pico 正在测试的“触觉反馈

短视频”可通过触觉手套让用户感受视频中物体的纹理

与温度，在美食、工艺品等领域的应用潜力巨大。更具

前瞻性的是，脑机接口技术的突破可能实现“意识短视

频”的创作与传播，科研团队已成功将梦境转化为短视

频片段，为未来的创作形态提供想象空间。

5.2 社会价值的深度挖掘

短视频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将更加广泛。应急管

理部试点的“短视频应急响应系统”可在灾害发生时

自动生成多语种预警短视频，通过电视、广播、社交媒

体多端推送，预计使灾害信息触达率提升至 95%以上。

教育公平方面，“数字支教短视频计划”通过 AI教师

短视频为偏远地区提供课程，AI教室项目实施半年后使

参与学校的成绩达标率提升 28%。国际传播领域，TikT

ok 的“文化桥梁计划”扶持 10万国际创作者，中国非

遗类短视频在海外的年播放量已突破 500 亿次，带动相

关产品出口增长 65%。

5.3 产业生态的协同进化

短视频将与长视频、直播形成生态互补。爱奇艺推

出的“短视频剧透+长视频付费”模式使新剧首周付费

率提升 35%。直播电商与短视频的融合更加紧密，陈毅

琳主播的短视频种草内容为直播间引流的转化率达 22%，

较传统引流方式提升 3倍。MCN 机构的运营模式将发生

变革，遥望科技推出的“AI艺人孵化系统”可通过短视

频数据精准预测艺人发展潜力，新人签约成功率提升至

68%。更为关键的是，短视频平台将向“基础设施”转

型，部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短视频平台已接入 12345 政

务服务，实现“视频咨询－在线办理”的闭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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