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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短视频以一所未有的态势占据了互联网的江山，其传播内容丰富，范围广、叙事手法简洁、收

益丰厚，在用户使用时长和市场价值方面也独占鳌头。但任何产业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网络短视

频发展到现在出现了信息虚假、内容低俗、等现象，政府和平台虽已采取措施，但仍需强化监管。自2016
年以来，政府出台多项法规整治，如国家网信办、广电总局加强监管，平台如抖音实施风险管理，但仍

需完善法律法规和监管协同。未来，相关责任方将推行分级制度，提升用户媒介素养，建立内容审核和

举报机制，政府、平台、用户共同努力，打造健康内容生态，推动短视频文化产业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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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hort videos have taken over the Internet with a trend that has not been seen be-
fore, with rich communication content, wide range, concise narrative techniques, lucrative earn-
ings, and dominating in terms of user hours of use and market value.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any industry is not smooth sailing,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short video has now appeared false 
information, vulgar content, and other phenomena, the government and platforms have ta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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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 but still need to strengthen supervision. Since 2016, the government has introduced a 
number of regulations to rectify the situation, such as the State Internet Information Office,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to strengthen supervision, platforms such as 
Jitterbug to implement risk management, but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laws and regula-
tions and regulatory synergy. In the future, the relevant responsible parties will implement a 
grading system, improve user media literacy, establish a content audit and reporting mechanism, 
and the government, platforms, and users will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a healthy content ecology 
and promote the prosperity of the short video cultur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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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发展至今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短视频是伴随移动互联网、通信技术发展而产生的

新闻信息传播新形式。根据第 5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6 月，我

国网民规模为 10.51 亿，短视频用户规模为 9.62 亿，占网民整体的 91.5%”[1]。据《2021 中国网络视听

发展研究报告》显示，“短视频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超过两小时”。加之当前处于新媒体环境，数字化的

媒体形式也为短视频的发展奠定了有利基础。当前，“短视频+”的连接延展性，重构视频生态的演化图

量，成为全民新的生活方式。同时，短视频也以不同的内容和新兴平台为市场监管带来挑战，亟待辨明

其内涵，并据此探寻相关管辖主体确认和法律适用等难点问题的解决路径。 

2. 短视频的概念及特点 

2.1. 短视频的概念 

短视频是指时长一股不超过 5 分钟、以用户自定义创作或者官方等专业团体生产专业内容为创作方

式、视频内容相对完整且信息密度大、随着移动终端普及与数字技术进步而新兴的互联内容传播方式[2]。
短视频在“火山爆发”式的增长后，将进入“细水长流”的长线应用。短视频是从民间文化走向公共传

播的，它从一开始就是以“生活化”为其底色，进入公共化传播后，生活化也是一种基本的表达策略，

而以人为本将是其持久的文化基因。 
短视频作为数字经济的一种新载体，短视频不仅发展速度快，而且展现出了功能跨界发展的明显趋

势。近两年，随着技术的革新升级，短视频进一步发展，各主流短视频平台迅速了从内容平台到涵盖社

交、文化传播、商业化等多功能和多身份价转换、在直播电商、生活服务、休闲娱乐、知识传播与内容

付费等模式的带动下，深度嵌入社会生活与产业结构，更具连接性，融合消解更多产业边界，连接赋能

更多行业发展。 

2.2. 短视频的特点 

1) 传播内容多样化 
新媒体下的短视频内容多样化，例如主体类型就包括了新闻类、民生类、时政类、娱乐类、体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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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从技术形态上看，无论是视觉元素(字幕解说、动画特效等)、听觉元素(旁白、同期声、环境效果音

等)，还是表达方式、呈现方式等，都有不同，而且国内的短视频平台一直在利用最新的互联网技术进行

自身的更新换代，基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和庞大的市场，中国的短视频内容及形式一直走在全球前沿。 
2) 传播效果广泛性 
在互联网技术的辅助下，短视频作为当前热门的传播形态，有着篇幅短小、传播速度快的天然优势。

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CSM)发布《短视频用户价值研究报告 2022》，报告指出短视频用户渗透率升

至 93.2%。用户规模增速降至6.4%，存量化竞争加剧。短视频用户结构趋于稳定，40岁以下用户占 52.8%，

50 岁及以上用户占比自 2021 年快速提升后稳定在 1/4 以上[3]。从短视频的传播方式上看，它不仅能缩短

和用户的空距离，加深用户的情感体验，还能优化新闻的生产过程，有利于传播效果的广泛性发展。 
3) 叙事手法简洁化 
新闻短视频片长短，多为 30~60 秒，用户播放环境随意，受外界因素的影响较大，因此视频要在最

短的时间内抓住用户的眼球，吸引其注意力。受到时长和容量的限制，再加之受用户观看新闻碎片化方

式的影响，当前的新闻短视频讲究“速战速决”，整体叙事有简洁、“短平快”的特点。在传统的新闻

叙事结构上要适当调整，合理省略情节，在有限的时间内确保新闻内容的完整。 
4) 传播收益多层次 
传统视频的盈利模式已经固定，且资源相对固化，而短视频作为新兴行业，盈利模式多元，各类资

源仍处于多头博弈状态，为资本提供了空间。短视频的收益主要来源于：一是广告投放，既包括专门为

广告主制作的广告短视频、传统的贴片广告，也包括在拍摄过程中的广告软植入。广告投放盈利的多少

取决于视频的流量大小，这是相对传统且稳定的收益来源。二是粉丝打赏，短视频的互动属性为其发布

者带来了粉丝打赏收益。制作者在短视频平台上分享自己制作的精彩视频，获取粉丝关注后，通过平台

的粉丝打赏等方式获取收益。三是电商带货，即通过短视频形式对商品或服务进行展示，粉丝通过点击

短视频中的商品链接，跳转至相应电商平台进而完成交易。此外，短视频还能够通过流量分成、游戏、

知识付费等方式获取收益[4]。 

3. 短视频发展面临的问题 

3.1. 短视频内容问题 

1) 低俗视频和虚假内容泛滥 
目前短视频平台的功能多样，可以集娱乐、社交、广告、传媒等多功能于一体，功能的多样性给短

视频平台吸引用户增加收益的同时，也给招嫖卖淫等非法活动提供了“便利”。在短视频平台上，一些

非法用户利用平台的同城入口发布擦边视频，吸引用户，并进一步通过平台账号的昵称、头像、签名、

视频或评论等功能发布色情内容或者招嫖的广告信息。除此之外，在巨量原创短视频中，不乏内容低俗、

打擦边球、粗制滥造、价值扭曲之作，低俗化之风愈演愈烈许多低俗化标题刻意激发人的好奇心，用低

俗趣味获取点赞量、转发量。 
与此同时，由于短视频是在移动社交媒体中存在的，其时长决定了视频的内容不可能像常视频或者

纪录片一样有前因后果并且足够具体详细，这就导致部分创作主体利用短视频进行虚假传播，例如在抖

音APP上大行其道的伪科学短视频，部分产品售卖者在短视频中扮演医生进行产品宣传，灌输有害知识，

骗取他人钱财，消耗社会资源，占据公共空间，谋取不法利益。 
2) 版权问题和隐私泄露危险 
在短视频平台上存在着大量的内容剪辑帐号以及视频搬运账号，这些帐号的运营有时未经过原创同

意或者版权方授权，这有可能造成侵权问题。当一些抄袭者的短视频比原创所获得的流量和点击量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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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更多时，极其容易造成版权纠纷，但此种现象愈演愈烈时，更会造成用户的审美疲劳。据《2021 年

中国短视频版权保护白皮书》，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5 月，12426 版权监测中心显示，1300 万件原创

及影视综艺等作品的二创短视频中，累计监测到 300 万个侵权账号，涉及点击量 5.01 万亿次，直接经济

损失达 50.1 亿元[5]。这与以优质创新内容为核心的传媒宗旨相背离，阻碍了媒体融合战略的贯彻实施，

由此可见，明确短视频的侵权界限和处罚标准、保护短视频原创者的合法权益已刻不容缓。 
短视频中的隐私泄露问题同样严重，由于短视频平台的低门槛性和易操作性，不少未成年人能够自

行注册帐号并发布短视频，但由于其心智尚未成熟，有可能会将自己的身份信息、住址等泄露出去。与

此同时，短视频在进行拍摄时，有可能将拍摄者的手机后台信息和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公之于众，比如

短视频录屏时 App 切换泄露信息问题，再者，一些短视频传播者将短视频平台作为伸张正义、舆论监督

的平台，展开对不良社会现象、违法行为、不道德行为的拍摄和传播活动。但此类视频的争议之处在于，

涉嫌侵犯被拍摄者的肖像权，甚至会暴露姓名、工作等隐私信息，对被拍摄者造成极大的困扰。 
3) 舆论危机和意识形态风险 
短视频谣言具备互联网传播的一切特点，兼具以视频的形式来展现谣言内容，既有优于图文并茂的

展现力，又有图文不具备的冲击感、现场感和真实感，这些特点会进一步强化短视频谣言的说服力和逼

真感，极易引发社会关注，引起非理性的舆论危机和社会恐慌。短视频谣言往往会借助时事热点或者人

们关心的民生问题的热度达到迅速传播的效果，从而影响社会正常运行，扰乱社会秩序。比如 2020 年新

冠疫情爆发之初短视频平台上存在着一波又一波的谣言，造成了多次的舆论危机，其中包括喝白酒吃大

蒜能够预防新冠肺炎、蚊子柳絮能够传播新冠病毒等。 
在短视频时代，意识形态问题非常严重，短视频领域俨然成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主要源头之一，

某些短视频中存在的背离马克思主义、违背主流意识形态、消解社会正能量的各种挑战和危险。例如，

各种仇党恨国类、发泄社会不满类短视频。但大多数短视频意识形态风险难以识别，具有隐性特征，其

往往披着合法的外衣，打着合法旗号的幌子，以爱国为噱头呈现出来，有的甚至通过“低级红”“高级

黑”的方式来体现，这些存在有害内容的短视频借助巨大流量抵达千家万户，造成的危害难以想象。 

3.2. 政府与平台监管尚未完善 

近年来，我国短视频行业更迭速度非常快。政府有关部门对于短视频发展的相关政策及规范性文件

不断下发，对于短视频乱象的治理以及监管都有很大帮助，但是就目前来看，互联网短视频的网络立法

还存在顶层真空及其他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阶段的政策或者法律条文属于阶段

性政策，对于现有问题能够有效解决但缺乏更系统、更全面的基本法，这就导致不断颁布的、数量越来

越庞大的指导性文件只能进行事后监管，高层次立法缺位严重。二是数量庞大的指导性文件和政策条文

零星分布，在没有高位法统一规范管理并指导的情况下，会造成监管主体权力冲突或重复，造成短视频

监管效率低下。 
短视频在近年得到井喷式发展，但短视频平台的监管机制还尚未发展成熟。早期的短视频平台对于

短视频都是先审后发，而在审核的过程中，不免要投入一些人力与财力，即增加了公司的成本，这就大

大削弱了平台对于监管机制投入资金和建立机构的积极性。如今的短视频平台虽然大多是先审后发，但

鉴于成本，审核员的任务量较大并且审核标准存在着较大的弹性，为了获取较多流量，许多迎合低俗趣

味的短视频被审核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过，即使视频被屏蔽，相关帐号也没有遭受实质性处罚，这就

造成了许多不良视频的上传。由此可见，如果平台忽略了自身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会造成整个短视频市

场的混乱，优质的视频会被劣质内容推挤出去，导致短视频自媒体的专业度和严谨度下降，这样不仅会

污染网络环境，影响正向舆论引导，还会危害到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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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断进步的短视频监管体系 

由于中国的互联网一直在不断发展，伴随着互联网不断进步的短视频平台也逐渐受到监管。近些年

来，国家网信办以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相关政府机构正在不断地根据实际情况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

并不定期举办相关的进行净网行动，净化网络环境，敦促短视频行业规范化发展。 

4.1. 2016 年至 2020 年 

2016 年 12 月《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出台，《规定》旨在促进互联网直播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成长营造风清气正的网

络空间[6]。 
2017 年 6 月正式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是国家网络空间安全保障工作的总纲领，对

许多项目做出了规定，例如网络运营者的义务、网络相关行业组织乃至国家的责在等。但是作为网络安

全的基本法，多原则性内容，属于纲要型。同时也存在着缺陷，没有明确的法律保护程序。《著作权法》

和《侵权责任法》虽然对其也有一些规定，但也只是针对权利义务和侵权后的责任分配和处理，这对于

短视频行业来说略显不足。国务院也出台过《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这两部行政法规出台时间较久，经过修订后也有近十年的历史。而这十年恰是信息服务快速发展的阶段。

前者规定了信息的“九不准”，以及“七条底线”不得僭越。后者主要针对信息服务内容的知识产权进

行保护。两者的禁令与保护，随着环境的变化，目前未能充分适应行业发展需要。 
2018 年随着短视频的发展，各行政管理部门也逐渐将其纳人了监管范畴。2018 年抖音依据《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条例》开发了“风险提示系统”和“时间管理系统”，其此举表明相关短视频平台须及时灵

活地对网络短视频中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调整和规制，以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2018
年 4 月召开的国家网信工作会议强调，互联网平台应当履行主体责任，决不能让互联网成为传播有害信

息、造谣生事的平台。2018 年 7 月，国家网信办会同工信部、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全国

“扫黄打非”办公室开展网络短视频行业集中整治，依法处置了 19 家网络短视频平台[7]。 
2019 年 1 月，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出台《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和《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

则》，重点提出应当设立未成年人家长监护系统，先审后播、建立“违法违规上传账户名单库”，不得

随意转发未经授权和未经属实的视频号。2019 年 12 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网络信息内容

生态治理规定》于 2020 年 3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进一步明确了对网络短视频内容信息、传播方式以及监

管的法律规定，使短视频管理者在处理有关网络安全、侵犯隐私、网络暴力等不良问题时有法可依。 
2020 年 7 月，国家网信办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暑假网络环境专项整治，严厉打击直播、

短视频网站平台存在的涉未成年人有害信息。2021 年 8 月，国家网信办规定在青少年保护模式下，平合

应在内容、使用时长以及消费等方面对青少年用户做出限制。2020 年 11 月，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关于

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管理的通知》，对未成年用户不能打赏以及禁止暗示、诱惑或鼓励用户大

额“打赏”等做了严格规定[8]。 

4.2. 2021 年至今 

2021 年，多部涉短视频法律法规颁布实施，短视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提档升

级。其中，2021 年 1 月 22 日新修订的《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鼓励生产包括短视频

在内的优质信息内容，将从内容分类生产制度、提高内容生产发布门槛、强化信息内容原创保护等方面

提供流量扶持、技术支持等政策保障。2021 年 2 月国家七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

工作的指导意见》针对移动互联短视频行业开展强有力的管制措施。2021 年 6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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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更是通过具体的法律细则从短视频的负面影响当中保护着未成年人

的权益。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

理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娱乐明星网上信息规范相关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加强文娱领域从业人员税收管理的通知》等文件，也对文娱领域阴阳

合同、偷逃税、劣迹艺人、网络游戏、“饭圈”失范明星网络信息传播等综合施策，也有力推动了短视

频发展环境的改善和治理体系的规范有序[9]。《著作权法》则将更多视听形式纳入“视听作品”概念，

为解决短视频等新业态的版权保护问题奠定了基础。国家网信办《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

定(2021)》针对抄袭剽窃、盗版侵权等行业公害，要求平台加强对原创内容的著作权保护，防范盗版侵权

行为。要求生产运营者在转载他人信息内容时应标注著作权人和可追溯信息来源，不得利用技术软件等

手段进行“伪原创”，不得批量发布雷同低质信息内容。”2021 年 12 月发布的《关于加强互联网电视

短视频业务管理的通知》对短视频业务进入互联网电视提出了明确的管理要求，鼓励导向正确、立意高

远、制作精良的短视频作品进入电视屏。同年 12 月发布的《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被业内认为

是“最严新规”，明确规定短视频不得未经授权自行剪切、改编电影、电视剧、网络影视剧等各类视听

节目及片段，这释放了明确信号：短视频剪辑影视剧片段必须先授权后使用。 
2021 年末，抖音安全中心发布的国内首份平台治理安全透明度报告《抖音 2021 年第四季度安全透

明度报告》显示，2021 年第四季度，抖音重点整治包括同质化博眼球文案、借热点事件恶意营销在内的

五大违规现象。抖音安全中心表示，发布报告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向社会公开平台安全治理情况，帮助

公众了解平台治理工作，同时听取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安全治理方案，期待和各方共建和谐文明社区氛

围”。可见，抖音已在整治和监管方面发力，从源头着手整治，对相关主播进行精准管理，力求构建安

全透明、绿色正能量的短视频平台[10]。 
2022 年 3 月 1 日，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正式施行。

《规定》明确，应用算法推荐技术，是指利用生成合成类、个性化推送类、排序精选类、检索过滤类、

调度决策类等算法技术向用户提供信息。各类提供算法推荐服务的互联网公司几乎都在监管范围内，如

各类短视频平台、电商平台、社交平台及餐饮外卖平台等。2022 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中，也将重点

清理“色、丑、怪、假、俗、赌”等各类违法违规的直播和短视频。2022 年 9 月至 12 月中国相关部门

分别发布的《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关于实施个

人信息保护认证的公告》、《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对移动短视频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更细

致的规定。 

5. 对短视频监管法规及分级模式的设想 

5.1. 国家——不断推出并完善法律条文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在中国，短视频及短视频平台的发展势头虽然有所减缓，

但仍旧极速进步并面临着新的情况，能否有紧跟时代，切合实际的法规条文来规范其进步，促进其发展

是决定短视频能否继续发挥各种重要媒介功能的保障。从目前的形势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及相关部门正

在继续推进相关法规的出台，并适时颁布高位法，弥补短视频法律条文顶层真空的困境，在此基础上，

对零散的法律条文进行统一管理和修改，明确法律条文责任边界，强化主体权力，以更加细致的描述，

更加全面的论证和更加合理的操作来确保短视频及相关平台得到规范监督。未来，面对短视频存量下的

竞争式发展，网信部门、版权管理部门、信息产业部门、广播电影电视部门、文化行政部门、公安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将厘清自身与其他部门职责界限的基础上通力合作，在不断出台的法条的指导下，依法治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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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平台——强调自律并建立分级模式 

短视频平台要不断加强自我管理和约束，担起应有的监管责任，演好“守门员”的角色，实履行相

应的法律规定。短视频平台应继续大力培养具有媒介素养和职业道德的工作人员，同时遵守行业准则，

建立符合行业标准和法律条文的短视频制作模式以及内容审核机制，对短视频领域依法进行管理，对不

同属性的新媒体进行更科学、更有针对性的管理。不断建立健全短视频的举报投诉机制，加强外部监督

的力度。与此同时，平台可以建立分级制度，利用大数据、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过滤，例如现在的

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已经有青少年模式，此模式主要为儿童及青少年提供适龄内容，帮助其学习知

识，健康成长。未来的短视频平台可以对内容进行不良分级(1~5 级)，实现对于短视频内容审核的“事前

把关”，利用智能技术对短视频内容进行自动识别并智能屏蔽或推荐。此分级制度还可以应用到短视频

制作者身上，平台对上传的视频内容进行分级分类划分，对违反不同类别和级别的上传者，施以不同的

处理方法，比如各类平台互通违规用户数据实现多平台限制，使上传者意识到发布短视频内容的自由是

受到限制的，上传偏差内容视频是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6. 结语 

短视频行业的火爆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可创作性和娱乐观赏性，其火热度一直居高不下，成

为了人们获取知识、信息等的重要载体，网络短视频已经超越一般的娱乐休闲项目，发展成为一种全民

生产、参与和共享的社会文化现象。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网络短视频迅速发展的同时，它的负面

影响也开始增多并逐渐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短视频自媒体领域所产生的失范及内卷现象，是当下政府、

社会、大众需要共同面对的时代性难题。作为监管的主体，政府及相关部门一直在出台相关的法律条文

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短视频行业，政府的监管要继续推进，以更合理和更细致的法律条文来进行动态监管，

以全方面、多维度的方式进行。在此过程中，政府多部门要和短视频平台进行合作，在传播的起始端要

根据视频制作者的分级信息及“前置过滤”制度进行把关；在短视频传播的中期，要进行分级传播，同

时不断根据点赞、评论以及举报信息进行智能调整和锁定，必要时下架；后期对于某些短视频所造成的

恶劣影响要明确责任主体和责任边界，依据法律进行及时处理和有效追责。政府的监管和短视频的监管

要双管齐下，再配合用户的监管及自律，从而进一步鼓励短视频创造多种形式共生的内容生态圈，促进

文化产业繁荣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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