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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聚焦短视频这一新媒体，以中国知网近１０年的文献为数据来源，利用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方法，通过分

析高频关键词、关键词共现网络和时间趋势，将短视频领域研究热点归纳为短视频与媒体融合、短视频与社交传

播、短视频与内容生产、短视频与商业经济四大研究单元，厘清短视频研究的演化进程，提出拓宽学科研究维度、

挖掘媒介研究深度和加大机构合作力度三方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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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两年短视频行业发展如火如荼。２０２１年，

抖音成为央视春晚独家红包互动合作伙伴，这是继

２０１９年后抖音再次与央视春晚达成合作。由此可
见，短视频这种新媒体对主流媒体产生了溢出式的
辐射效应。相关数据显示：２０１８年６月短视频行业
月独立设备数的同比增长率高达１７３．１％，而同期视
频服务行业整体的月独立设备数同比增长率仅为

１７．８％；人们单机单日观看短视频的有效时间也从

２０１７年的２１．１分钟增长到２０１８年的３３．１分钟［１］。

短视频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巨大的商业价
值，吸引越来越多的商家抢夺行业快速发展期的红
利。除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外，短视频领域也具有不
可小觑的学术价值，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自２０１６年抖音问世以来，有关短视频研究的
文献数量呈爆发式增长，研究主题涉及平台应
用［２］、传播模式［３］、商业模式［４］、影响因素［５］、用户

行为［６］、Ａｐｐ设计［７］等多个方面。但整体上讲，研

究主题较为分散，缺乏从宏观角度及结合时间节点
对研究成果进行关联性分析的研究。基于此，本研
究从宏观角度利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知识可视化软件，用
科学计量的方法探寻短视频研究的发展脉络，发掘
文献的主要研究机构、研究主题、研究热点及研究
前沿等。这对于探究短视频社交传播模式和营销

模式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发文年度分析

（一）数据收集
在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中对于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发

表的与短视频相关的文献进行检索，检索关键词设
为“短视频”或“抖音”，选择期刊论文，且勾选“北大
核心”“ＣＳＳＣＩ”和 “ＣＳＣＤ”，共检索到１　２６２篇文
献。收集并下载这１　２６２篇文献的相关数据，并对
数据集进行转换，通过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５．７．Ｒ３软件对
预处理的样本数据选择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和聚
类分析。
（二）发文年度分析

本研究对１　２６２篇短视频相关文献进行了统
计，通过ＣＮＫＩ自带的可视化分析功能，得到短视频
文献数量的时间分布（图１）。从图１可知，２０１１年
没有相关研究文献，２０１２年仅有２篇；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文献数量处于缓慢增长状态，说明这一阶段有关
短视频的研究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处于研究
初期；２０１７年短视频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发文量
迅速增长，这与行业发展密切相关。随着移动流量
费用的下降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国内热门Ａｐｐ，如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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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快手等短视频软件，在２０１５年得到快速发展。
特别是２０１６年９月抖音上线后，其在国内外市场都
保持了高速增长，使得短视频行业呈现“井喷式”发
展状态。因此，２０１７年后，短视频领域文献数量的
走势与行业实践相比，虽稍微落后，但大致步调基本
吻合，并一直保持增长。这表明短视频领域已逐渐
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图１　短视频研究文献数量变化情况

（三）发文期刊分析
本研究对１　２６２篇短视频相关文献的发文期

刊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到发文期刊分布，因篇幅所
限，本文只列举了排名前１０位的期刊（表１）。从
表１可以看出，发文期刊主要是图书情报、管理学
和大学学报等几类期刊，期刊涉及的学科领域并不
是很丰富。
（四）发文机构分析

因文献数量较多，本研究主要对发文量在７篇
以上的研究机构进行统计。从短视频研究发文机构
分布（图２）来看，排在前面的有中国传媒大学、清华
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机构，发文量都在

３０篇以上，说明以中国传媒大学为代表的各大高校
是短视频研究的主力。其他诸如中国中央电视台、
人民日报社等新闻媒体机构，发文量也都在１０篇以
上，这表明短视频作为一个新兴领域得到了学界和
业界的双重关注，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表１　发文期刊（前１０位）统计

序号 期刊名称 数量／篇 序号 期刊名称 数量／篇

１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８　 ６ 学习与探索 ４
２ 图书情报工作 ６　 ７ 现代情报 ４
３ 情报理论与实践 ５　 ８ 管理世界 ３
４ 图书馆学研究 ４　 ９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３
５ 情报科学 ４　 １０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３

图２　短视频研究发文机构分布

　　为进一步查看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本研究使
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Ｖ软件绘制知识图谱以观察学科研究
的学术氛围和学术动态。由于２０１１年没有文献数
据，因此本研究将数据的年度区间设置为２０１２—

２０２０年，以１年作为一个时间切片，绘制共现网络
知识图谱（图３）。

运行结果显示，ｎｅｔｗｏｒｋ：Ｎ＝２１７，Ｅ＝９７，

Ｄｅｎｓｉｔｙ＝０．００４　１，说明节点有２１７个，连线有９７
条，密度为０．００４　１。从结果来看，节点比较分散，
连线不多，说明机构之间的合作不是很紧密。具体
来讲，我国短视频领域的研究机构在合作方面具有
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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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短视频研究机构共现网络

　　１．整体上看，高校等重点研究机构并不集中，
属于稀疏型网络。虽然有些地方分布着大量研究
机构，某些机构发文量也较为可观，但这些研究机
构之间并无连线。这说明尽管目前提倡学科交叉、
跨机构合作，但跨机构的合作仍然较少，如大学和
科研院所就没合作发表文献的情况。

２．机构内部合作较为紧密，属于内聚型网络，主
要表现为机构内的研究中心与机构内的实验室或相
关院系进行合作。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
播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新闻
学研究室之间有连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中国
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之间有连线，表示
它们之间有合作，但这些合作仅发生在机构内部。

二、研究热点及聚类分析

（一）关键词聚类
本研究利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对收集到的短视

频样本进行聚类分析，得到１５个聚类（图４），反映
了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短视频领域的研究主题及热点，
具体为政务短视频（＃０）、独创性（＃１）、移动短视
频（＃２）、主流媒体（＃３）、媒介融合（＃４）、媒体融
合（＃５）、大学生（＃６）、收视维护费（＃７）、短视频
平台（＃８）、“网红”（＃９）、国家版权局（＃１０）、短视
频（＃１１）、传统媒体（＃１２）、短视频新闻（＃１３）、李
子柒（＃１４）。
（二）时间线图谱

为探究短视频领域研究热点的变化，本研究借

图４　短视频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助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绘制了短视频研究时间线图谱
（图５），以更直观地展示不同年份的研究热点及研
究趋势。其中，节点大小表示关键词在研究中出现
的频次，节点越大说明研究频次越高，反之则越低；
关键词共线反映的是文献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表明文献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这有
助于发现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共同体。从图５可
以看出，“短视频”这个关键词最早出现在２０１２年。
在这一年，国内４Ｇ网络建成、４Ｇ手机发布，这说
明研究人员对国内科技发展有着敏锐的嗅觉。而
且“短视频”一词，节点最大，说明其研究频次最高
且热度一直不减。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社交媒体”“媒
体融合”“新闻资讯”“互联网思维”“传播特点”和
“互联网传播”等关键词出现频次较高，说明短视频
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已引起不少学者对其传播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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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探究。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短视频研究的关键词
多为 “抖音短视频”“政务抖音号”“政务新媒体”
“全国两会”“乡村振兴”“国家版权局”“主流媒体”
等词，说明短视频平台已经从小众的娱乐平台发展
为能引起国家和主流媒体重视的平台。学者们的

研究也与时俱进，建议政府能够在短视频平台这种
新媒体上发布新闻和资讯，以获得更多网民的关
注。而２０１９年后，“新冠疫情”“小红书”“区块链”
“李子柒”等关键词的出现，说明这些内容是今后短
视频领域关注的热点。

图５　短视频研究关键词时区共现图

（三）研究热点主题分析
研究热点是指某时间段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

有内在联系的科学研究专题。本文发现，尽管不同
学科的学者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对短视频进
行了研究，但是基本的研究单元却非常稳固，主要
有以下四类：

１．短视频与媒体融合单元。移动短视频的出
现和兴起为报纸、电视这些传统媒体的融合实践提
供了新的路径，但也对其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媒
体都在考虑如何利用新闻短视频加快内容的分发
和媒介的融合。如何改革新闻生产方式，如何做好
与短视频的深度融合，以及如何由“经验化生存”转
变为“数据化生存”，这些都是传统媒体在融合发展
中遇到的痛点，也是许多学者关心的焦点［８］。有学
者提出，竖屏视频将是未来手机端视频发展的主要
方向，融媒体短视频应与手机端竖屏视频相结
合［９］。因此，在媒体深度融合和转型中，做地域化、

生活化的竖屏视频，也许是媒体融合的切入点。此
外，融媒体时代电视话语权的重构，也使纪录片生
态得到了更多关注。

２．短视频与社交传播单元。本单元的研究热
点主要是关于短视频的传播效果、短视频传播的影
响因素、短视频的系统动力学以及短视频舆论等。

２０１８年之前的文献主要探讨短视频传播的现状与
态势、传播模式及趋势、传播路径与平台、传播创新
与发展等；２０１８年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出现了基于

ＳＩＣＡＳ模型［１０］、ＳＩＰＳ模型［１１］的短视频新闻传播机
理研究，基于移动社交背景的 ＫＯＬ（关键意见领
袖）单项传播和去中心化的传播探讨，以及虚拟社
区、微语态、政务传播、共情传播、人格传播、混合情
感传播、传播纠纷等更加细粒度的研究。图５中
“社交媒体”“动态社交语言”“社交应用”和“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等关键词都反映了短视频与社交传播
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单元。总之，弘扬中华文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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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范式下提高文化类短视频对外传播的影响
力，助力新时期讲好中国故事，是短视频传播研究
的主旋律［１２］。

３．短视频与内容生产单元。在以内容生产为
主要视角的文献中，梨视频拍摄、ｖｌｏｇ内容生产、

ＵＧＣ（用户生产内容）、ＰＧＣ（专业生产内容）等也
是研究的热点。由于大量自媒体内容的存在，网络
环境从文本信息的爆炸转变为视频、音频信息的泛
滥。而短视频的内容表达方式以及传播效果会对
社会信息交流产生惊人的影响力，因此，有学者呼
吁短视频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要建立高效且
良性的行业生态发展机制［１３］。有学者预言，随着

５Ｇ的普及，短视频必然会再度出现爆发式增长。
因此，要建立短视频用户举报机制，让每个网民都
成为“网络编辑”和“把关人”［１４］。

４．短视频与商业经济单元。本单元主要聚焦
如何更好地利用短视频的红利期为消费者、商家或
者社会服务，主要有三个研究方向。一是营销方
向，对具体事务进行营销探讨，如出版物营销、重塑
品牌化营销、图书短视频营销、电影营销、城市形象
塑造与营销等，研究切入点多为“营销模式”“营销
策略”“营销渠道”等。二是经济方向，从内容、产
品、变现渠道、ＩＰ构建等方面探讨网红经济的未来
发展［１５］，如对ｐａｐｉ酱、李佳琦、李子柒等网红经济
模式进行探讨。三是盈利方向，如新媒体盈利的新
思路、基于内容创意的盈利模式、短视频流量变现
等。此外，“短视频＋电商平台”的内容分发、利用
短视频打赢脱贫攻坚战、助力乡村振兴等内容也得
到了关注［１６］。
（四）演进脉络及前沿趋势

通过研究上文的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可以
发现短视频的知识基础、发展过程以及热点演化路
径。短视频研究的具体演进进程如下：

１．２０１２年出现了关键词“短视频”，说明短视
频研究处于萌芽期。这一时期多是基于长视频的
一部分或者时长限制在２０分钟以内视频内容的研
究，主要研究视频的时间段、时间切片以及视频的
形式和内容，还未从学理层面对其进行解读。２０１２
年仅有的两篇文献是《网络营销新趋势：短视频广
告现商机》和《网络视频收看时长超电视，短视频市
场成香饽饽》。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具有很强的市场
敏锐性，均认为电视的开机率会逐渐走低，视频网
站和网民的关系会越来越密切，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观看网络短视频。尽管市场研究报告显示人均每
月观看视频的时间为２２小时，但这２２小时可能被
分成很多的片段，每个片段只有几分钟。因此，这
两篇文章认为短视频将成为营销的未来，可以利用
短视频广告为企业服务。

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没有出现高频词，短视频研
究处于酝酿期。这一时期对短视频的传播、营销起
到最大促进作用的是智能手机的普及。通过智能
手机，用户不再仅仅是短视频的观看者，而且是视
频内容的参与者和传播者。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
及、数据网络的升级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信息的传
播由ＰＣ端转向移动端，视频研究也开始出现“移
动互联网”“社交平台”“移动短视频”“视频分享”
“社交媒体”“媒体融合”和“新闻短视频”等热点。

３．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短视频研究处于成长期。

２０１６年，抖音和今日头条的火山小视频两个产品
集聚了大量用户进行短视频内容的生产，由此产生
了 “视频平台”“ｐａｐｉ酱短视频”“网红”“今日头条”
等相关热词。这说明学者们的研究已经从酝酿期
进入快速增长期，研究的内容也从最初的基于概
念、媒体平台、移动通信、媒体融合的探索深入到对
短视频网络环境的治理。随着一大波网红以及自
媒体ＵＧＣ和ＰＧＣ的涌现，短视频领域也呈现出
信息爆炸的态势。因此，“互联网治理”“瓶颈”“国
家版权局”“伦理失范”等关键词开始出现，这也意
味着学者希望对短视频网络环境加强治理。

这一时期对于短视频的研究大多还是基于短
视频产品本身以及短视频内容创作，对于用户行为
的研究并不多，仅有部分文献对用户的短视频消费
行为及习惯进行了调查研究，这为后续研究粉丝效
应和粉丝经济提供了借鉴和支撑。

４．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短视频研究进入了井喷期。

２０１８年衍生出“移动直播”“ｖｌｏｇ”“５Ｇ”及“网络直
播”等相关热点。这一时期，由于用户的集聚，“粉
丝经济”“网红与粉丝”“粉丝效应”等词也成为研究
热点。随着短视频用户的增多及社群和直播的相
继出现，短视频研究从基于产品和短视频内容的研
究转变为基于消费者和用户层面的研究，用户画
像、用户分类、用户行为感知、用户沉浸式体验等角
度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５．２０２０年，短视频作为新的研究课题，开始进
入系统研究阶段，即进入了成熟期。这一时期的研
究大多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有着明显的时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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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新闻热点倾向。例如，与主流媒体对外文化传
播时宏大叙事的文化输出方式不同，李子柒的短视
频聚焦大众文化消费需求，取得了跨文化传播的积
极效果，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典范［１７］。也有学者研
究重大疫情下主流电视新闻媒体移动传播所呈现
的新闻样态和视听特征，并进一步探讨了传统媒体
与社交平台相互影响与融合对新闻业的影响［１８］。
随着短视频研究进入成熟期，短视频的研究视角更
加广阔，出现了音乐短视频、政务短视频、知识付费
短视频、医学科普短视频、乡村振兴短视频等相关
研究。短视频的研究从最初的信息学和传播学角
度逐渐发展为跨学科的研究，开始与医学、政治学、
文化学和农学等学科交叉融合。

综上所述，短视频领域的研究在初期阶段以概
念性的探索为主；在成长期和井喷期，短视频研究
出现了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最为明显的就是与传
播学、营销学的结合；２０２０年后，短视频研究呈现
出新的时代特征，如出现了新冠肺炎疫情、区块链、
小红书、李子柒等研究热点。由此推测，未来的短
视频研究仍会结合新时代、新技术，技术赋能科研
将会给短视频研究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三、研究建议

目前，虽然有关短视频研究的文献不少，但定
性研究较多。基于短视频研究的现状，本文提出如
下建议：
（一）拓宽学科维度

要拓宽学科维度，深挖现象背后的文化现象和
精神原理。目前，短视频领域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
新闻传播、图书情报等领域。其实，短视频平台呈
现出社会众生相，折射出多元复杂的社会心态，短
视频用户的心理体现出自我释放与自我呈现的融
合状态，因此短视频所引起的社会化思考需引起相
关心理学研究者的注意。前文对期刊的研究也反
映出目前研究文献维度狭窄，缺少心理学方面的期
刊。后疫情时代，主流媒体短视频对公众行为具有
正向引导作用，对公众心理具有调适作用，因此心理
学的研究非常重要。短视频研究可以从定量研究、
田野实验、心理学测试等社会化研究方法入手，改善
目前研究平面化、定型化以及空泛化的弊端。
（二）挖掘媒介研究深度

在研究方法上，目前的短视频研究主要以经验

叙述和案例研究为主，缺乏理论支撑。可以尝试在
短视频研究中引入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口述史方
法、质性研究方法、结构方程模型等手段；在实验手
段上，需要从技术赋能的角度进行探索，摆脱一种
算法、一种技术的局限，解决目前短视频的“信息茧
房”和“内容乱象”问题。
（三）加大机构合作力度

加大机构合作力度有助于发现新的研究生长
点，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从发文机构的统计分
析可以看出，以中国传媒大学为代表的各大高校是
短视频领域研究的主力，机构之间的合作整体上较
为松散。因此，应加大机构合作的力度，同一件事
可以从不同的研究视角、采用不同的研究方去多方
位探寻，以揭示其本质，深刻地认识其规律。

四、结语

本研究对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我国短视频领域研究
状况以知识图谱的方式予以“复盘”，采用文献计量
的方法对文献进行特征分析和主题聚类，将该领域
划分为十五个聚类主题，并将其归纳为四大研究单
元，厘清了研究热点和主题演化进程，提出了研究建
议。但本研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数据源的
选取为北大核心、ＣＳＳＣＩ和ＣＳＣＤ，没有涉及普通刊
物和会议论文、报纸文章等学术文献。如将这些论
文也统计在内的话，也许会对研究的结论起到一定
的修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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