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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社交媒介的舆情传播与风险防范

◇丁 晓

一、短视频社交媒介舆情传播特点

（一）舆论主体多元化，网络舆论博弈加剧

随着移动智能终端的不断革新，短视频的拍摄

与制作变的简单化、智能化，人人都可以低成本参与

信息传播，成为舆论的生产者。舆论传播主体不再

限于单一身份，而是集信息发布者、参与者、接受者

三位于一体。在全民皆为传播者的时代，技术赋能

降低了短视频信息生产、传播的门槛，多元舆论博弈

加剧，刺激舆情的产生。一方面，短视频媒介易于管

理、操作简单，满足了用户信息获取、娱乐、社交等需

求，社会普及率不断提高，加速了信息传播；另一方

面，短视频集合了图文、音频、影像等多种符号信息，

高信息量还原事件原貌，更容易获得受众关注，引发

情绪反应和情感共鸣。

（二）多平台同步传播，信息交互融汇加速

随着4G网络的普及和宽带提速降费政策的落

地，自媒体用户从PC端转向移动端，短视频媒介也

随着用户激增迅速发展壮大。《2021年中国网络视

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短视

频用户规模达8.73亿，占网民总数的88.2%，日均使

用时长超过120分钟。短视频媒介的涌现、风靡，为

受众提供了新的信息接收、传播载体。与传统的图

文相比，以视频为载体的现场信息，具有更强的感官

冲击，能在短时间内激发公众的表达欲望，使舆情信

息在短视频平台、“两微一端”、贴吧等社交平台同步

反复传播。多平台的交互融汇，使网民的信息交流、

舆论表达多平台渠道裂变传播，加之用户体量巨大，

极易形成“遍地狼烟”的舆情矩阵效应，加大舆情处

置难度。

（三）内容推送精准化，受众知识视野受限

服务计算能力的优化和互动化的交流体验方

式，使短视频深受公众喜爱，成为情绪宣泄、求助答

疑、表达言论等多元化信息交流的场所。服务计算

科学在短视频平台的运用增强了推荐算法，形成了

“去中心化”的精准推荐模式。它突破了地域、语言

等限制，以受众的行为习惯挖掘、识别用户的视频兴

趣标签，精准匹配和投送受众感兴趣的内容，使受众

形成平台依赖。长此以往，受众的关注点会被禁锢

在“信息茧房”中，信息获取闭塞、视野受限，造成正

负面两极化阅读信息量激增。一些不良媒体和网络

大V利用精准算法和网民所处的特殊环境，“加工”

视频内容，传播不实信息，激发网民情绪，加剧舆论

极化效应，影响舆论发展方向。

（四）舆论热点圈层化，互动传播更加隐蔽

网络舆论圈层化是社交媒介应用最为显著的特

征之一，圈层内部群体多以情感、文化、兴趣爱好、价

值观等“趣缘”或“业缘”为纽带聚集在一起，在圈层

交流中获得情感慰藉或价值认同。2019年开始，抖

音平台先后推出“关注”功能、熟人视频社交App“多

闪”、抖音群等业务，短视频媒介的圈层化现象逐步

显现。但是，圈群内部隐性闭塞、主题不同、各有特

色，形成虚拟化圈群和“信息茧房”，导致群组内部与

现实环境的接触逐渐弱化，造成用户思维相对固化，

负面言论出现时易形成代入感，互动频次加剧，圈层

内部信息逐步被转载、扩散至社会层面。加之信息

发布的匿名性、隐蔽性，圈层内部信息极易快速扩散

形成社会热点舆论话题。

二、短视频社交媒介舆情传播风险探析

（一）舆论生态重构，助燃舆情生成发酵

短视频通过关系强化或结构变革将原有的社会

公共空间解构、重塑，形成了一个“拟真”的多元复杂

社交生态，增强了舆论交流的互动性、动态性。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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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舆论生态下，我国的短视频舆情呈现“后真相”的

特点。“后真相”时代，公众的情感表达受事件客观真

相的影响，引导舆情走势的不再是事实真相本身，而

是公众直接化、感性化、情绪化的情感表达。当舆情

事件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时，公众会特别关注、换位

思考，这样会激发他们情绪的发泄，催化舆情产生。

图文、音视频集合的短视频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瞬

间激发公众情绪，产生“移情效应”，带动更多的网

民、意见领袖、大V等参与互动，“助燃”舆情纵深传

播、快速发酵，加大舆情监测管控风险。

（二）信息传递失衡，舆论倒逼反复回流

与常态化的舆情事件推进相同，短视频社交媒

介舆情事件的发展演变也是以信息传递的不对称与

失衡现象呈现的。舆情潜伏期，事件处于调查阶段，

信息接收方对于涉事主体、涉事内容尚不清楚，造成

“看事看一半”的假象，信息传递易出现失衡现象。

求知欲、好奇心驱使网民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介的智

能检索和服务计算功能推动事件重回热点，舆情进

入爆发期。此时，若缺乏高频次的回应，会造成信息

传递的再次失衡，网民信息接收、政府事态处置均会

处于被动状态。加之围绕事件新的短视频的曝光，

事件矛盾点随之增加，容易形成新的舆情燃点，可能

将进入平静期的舆情再次推回爆发期，引发舆情回

流，造成舆论倒闭、舆情反复，若处置不当，会带来严

重的形象危机和声誉风暴，给政府社会治理、企业生

产经营等造成巨大影响。

（三）把关机制弱化，伦理失范行为频发

在言论自由的智媒时代，网络准入门槛低、发声

渠道多、用户身份隐秘性强，很难像传统媒体那样明

确一个“把关人”，对网络信息进行过滤和控制，多数

情况下“把关人”在网络舆论中是被弱化或失语的。

而用户大多凭借自己的兴趣和价值取向进行内容的

生产传播，加之网络新技术的崛起和信息审核监管

的缺位，给虚假、低俗信息提供了滋生的温床，导致

伦理失范行为频发。在流量至上、泛娱乐化的短视

频平台，伦理失范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为

了博眼球、吸引公众进行的恶意拼接、摆拍等虚假视

频信息；二是为了攫取流量红利、迎合受众心理创作

的劣质歌舞、搞笑段子、危险动作视频等低俗信息；

三是未经他人授权，模仿、传播他人创意作品的侵权

行为。

（四）舆论话语权差异，加剧沉默螺旋效应

移动端的智能化和短视频媒介的低门槛为公众

的视频制作、传播提供了便利，消除了社会身份差

异，重塑了舆论交流空间，每一个公民都有了平等发

声的机会。公众的意见表达反映了网络舆情，但短

视频的分发推荐机制则会造成话语权差异，导致公

共话语权在网络空间得不到真正体现。短视频媒介

一般以点赞数、评论数、完播率、转载量等指标评估

视频优劣，优秀的作品会被反复推送，形成强者愈

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在复杂的多元舆论场

中，遇事不发声或只有少部分人发声的群体，会随着

舆情发展成为舆论场的弱势一方，造成“沉默螺旋”

效应。以受众喜好推送视频内容的短视频媒介会加

剧沉默效应，造成舆论场的“主流”舆论可能只代表

少数利益群体，真正的民意被淹没，导致政府不能获

取正确的民意导向，影响处置决策的科学性、合

理性。

三、短视频社交媒介舆情风险应对策略

（一）善用智能技术，以科学监测实现精准应对

首先，政府要树立算法思维，建立智能化舆情治

理新范式。基于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算法建设舆

情分析、预警、应对系统，通过智能化的文本挖掘、聚

类分析、预警内容生成实现舆情信息的分级、分类预

警应对，使事前预判、提前应对成为现实。其次，要

善用舆情数据特征，使被动应对变为主动纾解。短

视频舆情具有开放性、交互性的特征，通过智能算法

收集、筛选、识别，准确掌握特定群体的诉求、预期，

变被动为主动，实现舆论争议的精准治理。对于政

府和媒体而言，可以更加科学精准地回应民众诉求、

展开事实报道；对于短视频平台而言，可以更好地实

现精准化分发、圈层化引导。再次，要用主流价值驾

驭“算法”，优化内容生产、强化舆论向心力。算法驱

动下的短视频传播已步入“毫秒时代”，信息触点更

多、燃点更高、治理难度更大，这就要求在“算法”中

植入主流价值观，通过优化内容生产传播，让权威声

音第一时间到达受众，压缩不实信息、网络谣言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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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占领主流高地，共筑强大舆论话语权。

（二）加强信息公开，以信息普惠解构舆情风险

政府和媒体与公众相比，具有先天的信息主体

优势，更有可能掌握权威的信息和证据。面对当下

复杂的网络舆论环境，政府和媒体要主动作为、行动

起来，善用信息优势，加强信息公开，弥补公众因信

息差造成的舆情回流和次生舆情危机。政府要建立

多渠道、立体化的新媒体传播矩阵，以信息普惠占领

舆论引导制高点。新媒体已成为公众获取新闻热点

的主要渠道，各级政府要与时俱进，顺应信息化发展

趋势，积极入驻抖音、快手、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以多

渠道、立体化的媒体传播矩阵实时回应公众关切，通

过公平对话、有效互动来解答公众疑惑，以信息优势

解构短视频事件可能引发的舆情危机。媒体要加大

宣传报道力度，以客观解读引导舆论正向发展。媒

体要秉承客观公正的新闻态度，发挥好自己的技术

优势、人才优势、公信力优势，加大对政府处置措施

的宣传解读，把公众关注点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化

解不良信息的无序发酵。报道前尽量厘清事实真

相，结合公众疑惑点和兴奋点客观真实反映舆情；在

后续报道中要根据事态发展，深度挖掘分析短视频

舆情，科学设置议程。

（三）自律法治并重，以内容监管降低伦理失范

首先，要加强平台自律，树立正向价值标杆，营

造清朗舆论环境。一方面，完善平台审核发布机制，

提高平台准入门槛。强化视频内容把关，建立“智能

监测+人工辅助”审核发布机制，加强对恶意、虚假内

容的甄别和筛查，从信息源头防范低俗谣言类短视

频的传播。另一方面，完善平台反馈机制，建立“负

面清单+黑名单”制度。进一步畅通用户监督举报渠

道，对于不良舆论内容，下架审核阻止传播，违禁内

容列入负面清单，违规用户列入黑名单。其次，应考

虑颁布应对短视频舆情治理的法律法规，规范网络

秩序。还应加大舆情监管的治理力度，定期开展短

视频舆情专项治理行动，惩戒网络炒作、虚假言论等

行为，形成“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常态

化舆情治理模式，情节严重者予以处罚。最后，平台

要定期推送上网公约、平台使用细则等内容，增强用

户网络安全意识和内容自查意识，规范信息发布，压

缩谣言传播空间，营造良好有序的短视频舆论生态。

（四）重视意见领袖，以正向引导打捞沉没声音

短视频社交媒介的舆情引导需要借助“意见领

袖”的资源，发挥其正向影响力，促进、协助舆情传播

与引导。智媒时代，各级政府要积极筹建壮大“意见

领袖”队伍，从体制内培育一批政治素养高、熟悉网

络、思维敏捷的“意见领袖”，或与知名“网络意见领

袖”合作，形成舆情应对联动机制，高举网络舆论引

导的旗帜，就民众关切的热点话题同步开展网络宣

传，彰显主流价值观。同时，要积极打捞“沉默的声

音”。对于短视频舆论中较弱的声音，政府要从“大

舆情”观出发，多渠道、全方位地收集舆情、听取民

意，联合“意见领袖”引导民众敢于说出真实想法，摒

弃从众心理，做到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此外，应加

强“意见领袖”言论监管，预防可能出现的不当言论，

或带有个人情绪偏见、过于主观的观点，将潜在的舆

论风险化解于无形。

作者简介：丁晓，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

心研究实习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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