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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行业概述——定义与模式

短视频是指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播放的、适合在移动状态和短时休闲状态下观看的、高频推送的视频内容，几秒到几分钟不等。由于内
容较短，可以单独成片，也可以成为系列栏目。我国短视频行业已经经历了五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蓄势期、爆发期、成熟期和沉淀
期。2011年萌芽至今，短视频行业已进入沉淀期。

萌芽期
（2011-2012年）

蓄势期
（2012-2015年）

爆发期
（2016-2017年）

成熟期
（2018-2019年）

沉淀期
（2020年-至今）

2012年11月“ GIF快手”
转型为短视频社区，给
我们带来了新奇的产品
体验，但此时并没有形
成市场规模，短视频发
展还处在萌芽时期。

美拍、秒拍、微视以及
小咖秀等短视频平台的
出现，让短视频产品进
一步完善，市场规模不
断扩大。

抖音凭借算法等技术以
及头条导流横空出世，
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
短视频获得了许多资本
的投资青睐，形成“南
抖音北快手”的局面。

抖音、快手头部优势明
显，进一步拓展新业务，
开始进入直播电商领域，
商业变现模式也逐渐成
熟，用户快速增长。

直播电商在快手和抖音
两大短视频平台快速发
展，造成了对淘宝、京
东等电商平台的威胁。

短视频产业链主要包含四个角色 ：内容生产者、内容
消费者（用户）、短视频平台、广告主 
• 内容生产者是指制作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发布的人

群，主要有UGC（普通用户）、PGC（专业机
构）、PUGC（KOL、网红、明星等）这几类用
户；

• 内容消费者是指在视频平台观看视频的一些用户 ；
• 短视频平台是指提供用户上传短视频的一些平台，

主要的平台有抖音、快手等；
• 广告主是指向短视频平台或KOL/明星/网红等付

费合作将产品或品牌进行推广，吸引更多用户消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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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行业发展现状——市场规模与竞争格局

短视频是人们日常休闲娱乐、社交和信息交互的主要工具，深受用户
喜爱，近年来短视频用户规模持续增长。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发布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
至2022年12月，短视频用户规模10.12亿人，同比增长8.35%，短视
频使用率为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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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异军突起，市场规模持续扩大。2020年泛网络视听领域产业的市场规模为
6009.1亿元，较2019年增长32.3%。其中，短视频领域市场规模达2051.3亿元，占
整体市场的34.1%。2022年短视频市场规模达到3768.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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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短视频竞争格局

第一梯队

第二梯队

第三梯队

其他

短视频领域抖音快手两强格局稳定，二
三梯队洗牌。快手极速版和抖音极速版
快速上升，从第三梯队升至第二梯队。
此外西瓜视频、快手极速版、微视位于
第二梯队。好看视频、爱奇艺随刻、刷
宝、优哩视频位于第三梯队。

短视频市场近乎被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
垄断，第一梯队市场份额54.4%，第二梯
队市场份额31.6%，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
市场份额合计86%。第三梯队市场份额
较小。



短视频行业代表企业对比分析——平台差异化

抖音 快手 微视 视频号

Slogan 记录美好生活 拥抱每一种生活 发现更有趣 记录真实生活

上线时间 2016年9月 2011年3月 2013年9月 2020年1月

归属 字节跳动 快手 腾讯 腾讯

用户规模
（2022年平均DAU）

8亿 3.58亿 0.5亿 5亿

日均使用时长
（2022年）

110分钟 129.2分钟 45分钟 35分钟

分发机制 • 相对中心化
• 内容质量权重高
• 社交关系权重相对较低
• 运营干预大，注重人工运营

• 相对去中心化
• 社交关系权重高
• 运营干预较小，逐渐加强运营

• 强PCG导向运营策略
• 多平台分发
• 社交属性弱

• 去中心化
• 社交推荐+算法推荐
• 社交关系权重高
• 运营干预小

互动权重 点赞率＞评论率＞转发率 评论率＞转发率＞点赞率 - 点赞率＞评论率＞转发率

创作生态 • 注重优质内容生产者
• 注重内容消费者
• 粉丝头部集中度高

• 注重内容创作者
• 粉丝和达人间链接强、互动性强
• 粉丝分布均衡

• PGC友好,UGC保护较弱
• 粉丝头部集中度高

• 粉丝分布均衡
• 个人品牌IP打通私域公域流量通道

变现能力 平台主导变现模式 达人主导变现模式 平台主导变现电商引流转化 私域流量变现潜能大

以抖音、快手、微视、视频号等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核心功能相似，内容差异化明显，分发机制和内容差异导致创作生态和用
户生态不同，因而变现模式不同。抖音与快手头部效应明显，视频号独享私域流量变现潜力。



短视频行业代表企业对比分析——用户画像与市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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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分布来看，抖音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占比35%；快手一线城市的用户占比最
小，只有9.2%，三线城市的用户占比最多，高达22.2%。

年龄分布来看，抖音30岁以下用户占比48.5%，并且以24—30岁的用户居多；
快手用户以31岁以上人群为主向两端辐射，31—35岁的用户居多，占比29.6%，
41岁及以上用户占比最小，只有6.6%。

广告业务收入来看，抖音广告收入在2022年迎来爆发式增长；快手自2021年
后广告收入增速大幅减弱，承受抖音分流压力。

电商GMV来看，抖音继2020年爆发式增长后，在2022年突破万亿大关；快手
电商布局稍早于抖音，2020年后电商GMV规模逐渐落后于抖音。



短视频行业发展驱动因素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用户需求的变化、创作工具和技术的进步以及广告和商业模式的变革，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
短视频行业的快速发展。国家对短视频在内的文娱领域进行综合治理整顿，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严格版权保护，强化平台主体责任，加
强行业自律，为建立良好的短视频网络生态提供了政策支持。
移动互联网普及：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越
来越多的人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智能手机观看和
分享短视频内容。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为短
视频提供了广阔的用户基础。

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社交媒体平台如微信、
微博、抖音、快手等积极推动了短视频行业的
发展。这些平台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渠道，让用
户可以轻松地创建、发布和分享自己的短视频
内容。

用户需求的变化：人们对于获取信息和娱乐方
式的需求发生了变化。相比于传统的长篇内容，
短视频以其简短、生动的形式吸引了用户的注
意力。同时，短视频也符合了现代社会人们碎
片化时间的特点，可以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迅速
传递信息和娱乐内容。

创作工具和技术的进步：随着智能手机摄像技
术的提升和移动应用的不断创新，短视频创作
变得越来越简单和易用。各种特效、滤镜、剪
辑工具等让用户能够轻松地创作出富有创意和
趣味性的短视频内容。

广告和商业模式的变革：短视频平台逐渐建立
了自己的商业模式，通过广告、付费会员、电
商等方式实现盈利。这使得短视频平台能够吸
引更多的内容创作者和投资者，进一步推动了
短视频行业的发展。

发布时间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2021年1月 《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
息服务管理规定》 明确了短视频平台对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影视切条侵权情况的管理责任。

2021年2月 《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
垄断指南》 对包括短视频平台在内的平台竞争与并购设置了"红绿灯"。

2021年10月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
十四五"发展规划》

充分发挥广电视听产业在内容方面的核心优势,巩固提升广播电视节目栏目、电视
剧、动画片、纪录片、网络剧、短视频、网络电影产业,积极拓展产品开发和衍生
产品市场,提升内容产业价值链加强对网络综艺节目、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
短视频等新业态管理。

2021年10月 《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
任指南(征求意见稿)》

要求互联网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有针对性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和相应治理规则,履
行知识产权保护责任。

2021年12月 《关于加强互联网电视短
视频业务管理的通知》

通过牌照商对于当下正热的短视频业务进入互联网电视提出了明确的管理要求,也
为短视频业务进入大屏的规范发展开启了正式通道。

2021年12月 《关于网络影视剧中微短
剧内容审核有关问题的通
知》

就"微短剧"的定义、审核标准、审查细节、备案情况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规范和
明确。把网络微短剧视同网络影视剧,按照同一标准、同一尺度来审核。

2021年12月
《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
准细则(2021)》

对原有21类100条标准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完善。重点针对社会高度关注的泛娱乐
化、低俗庸俗媚俗问题的新表现,以及泛娱乐化恶化舆论生态、利用未成年人制作
不良节目、违规传播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片段、未经批准撞自引进播出境外
节目等典型突出问题,提出了更为明确的具体要求和工作指引。

2022年4月 《关于开展"清朗·整治网
络直播、短视频领域乱象
"专项行动的通知》

自2022年4月起,三部门将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整治网络直播、短视频领域乱
象"专项行动。专项行动将着力破解平台信息内容呈现不良、功能运行失范、充值
打赏失度等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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