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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Internet+", profound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carrying forms of media and their commun

ication patterns, and the mode of news communication has been continuously reshaped to adapt to the media e

cology of the new era and meet the people&apos; s increasing demands for news. "Internet + short video" has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news reporting, promoted the diversified transmission

transformation of news media from one to many oneway transmission, and reshaped the modern communicati

on mode. The short news video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et +" constructs the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depicts the new prospect of news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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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进入“互联网+”时代，媒介承载形式及其传播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新闻的传播模式不断被重塑以适

应新时代的媒体生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新闻诉求。“互联网+短视频”实现了传统新闻报道的转型

与升级，推动了新闻媒体由一对多的单向传播到多对多的多元化传播转化，重塑了现代传播模式。“互

联网+”语境下的新闻短视频构建了融合传播体系，描绘了新闻传播的新图景。 

关键词：“互联网+”；新闻短视频；传播模式；传播理念 
 

1. 前言 

2020 年是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 26 周年，中

国互联网从无到有、由弱到强，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

活和生产方式，“互联网+”与各行业的深度融合成为现

阶段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截止 2020 年 3 月，我国网络

短视频用户规模为 7.73亿，网络新闻用户达到 7.3亿，

占网民整体的 80.9%；手机网络新闻用户达 7.26 亿，占

手机网民的 81.0%[1]。新闻报道借助网络传播的便捷性、

智能性，创造了一系列阅读量积累和点击率奇迹。网络

短视频全新的内容承载形式和便捷的信息传播渠道为

新闻传播带来了多样的生产方式及形态，也改变了原有

的传播模式及媒体生态，使得新闻短视频应运而生。凭

借强大的互联网技术和黏性极强的社交媒体，新闻短视

频本身所具有的独特传播模式也为其有效传播提供了

强大的推动力。 

2. 新闻短视频的发展概述 

作为一种新的内容承载方式和信息传播途径，短视

频为传统新闻报道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形式。进入

Web2.0 时代，短视频与以往的博客、播客、微博等“自

媒体”一样打破了传统的传者和受者之间的单向关系，

使得用户作为信息采集者的同时也成为了信息发布者

[2]。通常而言，新闻短视频的时长以秒计算，一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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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 分钟以内，由专业视频制作机构或普通用户使用移

动智能终端进行记录、剪辑制作[3]，播发平台主要为网

络 PC 端和移动端，内容包括新闻资讯、国际新闻、国

内新闻、地方新闻、突发性新闻、体育新闻、社会新闻

等多种形态。 
以 Newsy 和 Now this news 为代表的国外短视频新

闻资讯平台充分利用了社交媒体多平台分发的功能[4]，

实现了新闻资讯的病毒式传播。我国的短视频应用最开

始流行于搜狐、腾讯、新浪等大型门户网站，包括美拍、

秒拍等手机 APP 都支持信息剪辑、主题应用等功能。相

较于传统新闻媒体，作为新媒介的短视频在便捷化、智

能化等方面实现了全方位技术革新，用户可以随时随地

使用手机等便携设备实现信息传输和意见表达。借助这

种新的新闻传播形态，传统新闻媒体愈发加强与信息聚

合及娱乐内容平台的合作，加速融入网络内容生态体系。

在“互联网+”背景下，不同的传播渠道和接收终端之间

的界限被打破，新闻短视频的出现革新了传统新闻传播

单一的呈现方式、狭隘的传播渠道和刻板的传播理念，

新闻短视频正在成为各大新闻机构进行内容布局的新

兴方向，并构建起新闻传播的新样态。 

3. “互联网+”语境下新闻短视频的传播特

点 

“互联网+”泛指移动互联网技术、数据分析和云计

算等数字技术从互联网产业向传统行业延伸、渗透，进

而推动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基于“互联网+”的

多元性和融合性特点，新闻短视频也呈现出智能性、创

新性、可塑性等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1.智能性。新闻短视频之所以能成为新媒体时代的

重要新闻传播方式，就在于其利用“互联网+”的新型传

播技术和智能算法实现了与传统新闻媒体的融合，成功

满足了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因此，在“互联网+”环境下，

新闻短视频媒体可以追踪用户的各种行为数据，如注册

信息、点击率、观看时长以及页面上的滚动操作等，同

时利用多种技术手段获取用户使用场景，描绘用户的基

本面貌，进行精准推送，以达到个性化的新闻配置。 

2.创新性。通过转变新闻媒体单一的传播模式，实

现媒体行业的供给侧改革,“互联网+”完成了对我国传

统行业发展模式的改变和更新。传统新闻报道以专业记

者和机构发掘新闻线索、生产新闻内容、传递新闻资讯

为主要操作流程，但依托于“互联网+”的支持，新闻媒

体在整合新闻资源和信息有效传播中所遇到的复杂问

题都可以通过大数据专业规划以及云计算精准服务得

到解决。 

3.可塑性。“互联网+”的贯通性和自由性能重新塑

造媒介的内部结构。当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线性传播模

式发生转变，内容呈现和传播反馈之间的信息互通状态

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互联网媒介通过恰当方式融入到新

闻领域的实际运行中，也就意味着各个环节的内部结构

完成了一次重新塑造。对于新闻行业来说，自由化和互

动式的信息流通和传播环境，使得新闻内容的说服力得

到大幅提升，这也为受众与媒体的直接交流提供了良好

平台。 

4. “互联网+”语境下新闻短视频传播模式

的重构 

在“互联网+”时代，传播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深刻

变化，信息传播开始向智能性、创新性、可塑性等方向

发展，新闻传播的传统模式也被迅速颠覆和重塑，适应

新媒体的新闻的传播范式逐步建立，新媒体平台成为公

众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新闻的流动不再是从传播者到

受众的单向线性流动，而是呈现出双向互动的新特征。 

首先，“二级传播”模式消减，“零级传播”成为主

要模式。传统的二级传播模式认为，信息并不是由信源

直接传递到受众，而是经过中间信道的过滤再传递给受

众接收，这个中间通道即是“意见领袖”。作为中间媒

介，意见领袖通常对某些社会议题了解更加明晰，并且

也更愿意或更主动地对信息进行再框架与再传递[5]，

但在传播过程中经历的“意见领袖”的数量越多，层级

越复杂，信息失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随着移动互联网

的出现和大规模应用，这种传播模式被彻底改变。互联

网消解了传播过程中的时空限制，受众可以与信息源直

接沟通，“意见领袖”的功能大幅削弱。对于这种摆脱中

间媒介的传播模式，我们可以将其称为“零级传播”，

即亲身传播，以区别于经由多层媒介或多重意见领袖的

“二级传播”。一方面，“零级传播”模式，使得传播者

能够随时随地利用短视频记录和传播社会突发新闻，在

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时空的阻碍和“意见领袖”过滤；另

一方面，传播者的自由和广泛保证了新闻短视频获得更

多内容资源，进而造就了新闻短视频平台获取流量及提

高点击率、传受者获取信息自由的双赢局面。 

其次，自媒体开启了媒介的“全民参与”时代，它

的诞生契合了“互联网+”环境下传播模式逐渐被重塑的

过程。自媒体的新闻传播模式呈现出明显的去中心化特

征，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威被打破，新闻传播模式呈现出

多元化趋势。得益于自媒体的匿名和隐身等功能，受众

可利用手中的移动设备形成公共舆论空间，进而在网络

舆论场域中实现评论的公开自由。在短视频自媒体、微

信公众号等新媒介的助力下，众多场域的汇集形成一个

众声喧哗的自由舆论场。这不仅影响新闻的舆论走向，

甚至可能会影响社会热点的发展走势。 

再次，扩散模式开始产生裂变。传统的新闻传播大

多是以文字、图片、影像或声音等单一呈现方式进行传

播，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推进，新闻短视频采用了数

字化制作传输手段，将传统媒体的模拟传播转变为数字

传播，信息经过数字处理后，都能转化为网络资源[6]，

为不同形态的新闻提供了融合的技术平台，生产多样化

的新闻产品已经成为新闻发展的主流趋势。基于新闻内

容和传播平台的新呈现形式，新闻传受模式必然发生相

应的变革。不论是新闻短视频，还是传统媒体新闻，都

能通过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产生惊人的传播

能量和传播速度。在这里，一条新闻短视频可以被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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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转发，且在理论上可以到达每一位用户。新闻用户

既是新闻内容的生产者也是信息的传播者，每一个人都

通过“互联网+”成为信息内容的双重力量，从而保证传

播模式的稳定。新闻短视频的多次传播与裂变式传播模

式继而形成，实现了新闻的 N 次传播，其传播范围和传

播速度都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 

5. “互联网+”对新闻短视频传播的思考 

由于传统新闻媒体单一的传播模式不断被解构，适

应新媒体的新闻传播模式也在逐步建构。从某种意义上

说“互联网+”正在重塑现代社会。在多元化的信息传播

模式中，新闻短视频减少了传播主体和受众之间的中间

环节，实现了“思想意见的公开自由市场”。但出现了

自媒体的门槛较低导致内容质量低俗、裂变式传播弱化

了对新闻的深度思考、信息平台推荐的短视频同质化现

象严重等问题。因此，“互联网+”带给新闻短视频传播

的思考可以从下述三个方面进行解读。 

其一，“互联网+”大环境造就了短视频自媒体百花

齐放的繁荣景象，同时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博弈局面。

不良短视频自媒体为扩大用户数量和提高影响力而刻

意制造断章取义、胡乱杜撰的假新闻反而成为推广热点。

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提高新闻自媒体的媒介素养和传播

规范。 

其二，“互联网+”的科技革命不仅引发了信息裂变

式的传播，而且这种传播模式也让碎片化成为新闻表现

常态，在拓宽传播范围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受众

对新闻深度理解的弱化。以“快手”为例，常规的拍摄

时长为 15 秒，基本上只能描绘出一个片段，信息的输

出量十分有限，视频内容呈现表层化和片段化趋势，受

众不需要投入额外的判断力和思考力。因此，在为受众

提供海量信息的同时，更应符合受众群体的个性化要求。 

其三，“互联网+”智能算法应用于新闻短视频分发

环节中，由于推荐算法过于简单，在面对海量规模的户

观看数据时，会出现新闻短视频同质化而导致用户阅读

厌烦的情况。由此，若想为用户精准匹配目标新闻短视

频，就要继续完善推荐算法，增强用户使用体验。用户

的观看记录及收藏等数据在后台不断保持更新，及时调

整算法进行适配并排除冗余，是需要平台数据架构者和

算法研究者持续研究和追踪的问题。 

6. 结语 

“互联网+”语境下的媒介承载和传播格局发生了

深刻变化，新闻传播模式也不断被重塑以适应新时代的

媒体生态。随着“互联网+”与媒体行业的深度融合，传

统新闻媒体借助短视频的传播优势不断探索新的发展

道路，这为新闻短视频传播模式的升级与建构奠定了基

础。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新闻短视频传播模式创新，就

必须全面了解和把握“互联网+”时代短视频的传播规律

和特征，充分掌握受众的信息诉求，树立“新闻、新知、

新表达”的传播理念，构建融合传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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