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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具性的小众娱乐软

件到如今“全民共创”的数字
平台，“少年气盛” 的短视频
迅速收获了 10 亿用户，成为
用户数量最多的网络视听形

态之一。 信息内容不断刷新，
平台运营愈加规范， 产业机
制更加完善，除此之外，短视
频还积极拓展边界， 探索微
短剧、文化旅游、地方生活服
务、乡村振兴等多种可能性，
极大地满足了用户休闲娱

乐 、获取信息 、社会交往 、网
络购物等多元化需求。

不过， 相较于前几年突
飞猛进地扩张， 近两年短视
频体量和用户数量增速都有

所放缓。 这是否意味着短视
频发展后劲不足， 尚处成长
“青春期 ”便已然遭遇 “中年
危机”？ 其实，红利并未完全
消失，只是有待进一步探寻。

精品化、知识化、
便捷化等成为趋势
随着各种因素的叠加 ，

短视频领域增速变慢是一种

必然的现象。 短视频平台曾
经可以不断吸纳刚触网的

“银发一族”， 而现在短视频
平台的使用者几乎覆盖了所

有潜在的用户群体， 用户数
量趋于饱和。 当然，增速放缓
不仅体现在用户数量上 ，也
体现在资本、内容、形态等多
个发展维度中。

这种增速放缓的状态 ，
正倒逼短视频领域探索新的

可能性。 诸如，转向精耕细作
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着力增
加多元化、 品质化的内容供
给， 满足不断迭代的用户对
信息的需求。

目前， 短视频的内容生
产者主要包括主流媒体 、个
人用户和 MCN 机构等。 这些
主体在意识到短视频发展变

局的同时，基于自身的属性、
功能、 价值等， 不断地探索
“精耕细作”的方式。 主流媒
体的短视频作品坚持主题创

作， 在重大事件和重要时间
节点上发挥着传播主流声

音、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个
人用户掀起“全民共创”的热
潮，特别是随着 AI 等技术的
应用， 极大地降低了创作门
槛，作品形态更加丰富；MCN
机构的职业创作者群体不断

壮大， 深度参与到短视频创
作和分发的全流程， 在竞争
中不断提升各细分领域的作

品质量。 主体的多元化、内容
的品质化， 丰富着短视频领
域的生态格局。

在种类繁多的短视频

中，泛知识类成为新宠。 《短
视频用户价值调研报告 》显
示， 用户倾向高效有价值的
观看体验，“有用” 超过 “解
压”成为观看短视频的首因。
2023 年在抖音平台， 中国科
技馆等机构发布的科学实验

视频播放量超 432 亿次 ，这
些泛知识类内容不仅契合了

用户开阔视野的期待， 也满
足了他们对松弛感的需求。

短视频在增速放缓后 ，
似乎才真正进入到成熟稳定

的发展阶段。

降噪、纠错、治污，
网络空间治理不能停
必须看到， 虽然经过了

多轮整治， 短视频领域依然
存在一些乱象。 如果不加以

有效治理， 不仅会对用户的
价值观、消费行为、审美兴趣
等产生不良影响， 也会对面
临调整和提升的短视频领域

产生不良影响。
为了流量， 一些人不择

手段。 有的博主通过刻意扮
丑、恶搞引流，有的博主则依
靠造假摆拍走红。 2024 年 4
月，公安部公布了 10 起网络
谣言违法犯罪案例， 引发社
会关注。 这些摆拍短视频为
了流量而背离行业伦理 ，通
过制造虚假的事件冲突 ，激
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恐慌。

炫富类网红制造消费奇

观，迎合粉丝的物欲崇拜。 一
些网红大肆宣扬拜金主义 ，
在短视频中展示珠宝豪车

等，将自己塑造成奢靡的“偶
像”。 实际上，名媛网红只是
一些 MCN 机构精心包装的
商品， 其炫富行为是为了将
粉丝的崇拜转化为购买力 。
这类网红已经被平台封杀 ，
但类似的网红是否还会出

现， 平台是否能第一时间进
行整治，仍值得警惕。

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很容

易受到短视频的负面影响 。
青少年群体思想感情不成

熟， 对于网络信息缺乏判断
力， 非常容易被不正确的消
费观 、是非观 、人生观蛊惑 。
例如 ，2023 年走红短视频平
台的玩具“萝卜刀”就引发了
很大争议， 很多人认为它虽
然是塑料材质， 但可以模仿
真刀去捅和刺， 可能激发青
少年的犯罪意识。

触网经验不足的 “银发
一族”因缺乏数字媒介素养，
同样容易被虚假信息所欺

骗。 在许多年轻人看来“一眼
假”的视频，却轻松骗走了不
少大爷大妈的钱财； 直播间
自称“儿子”“女儿”的带货主
播，让老人迷失在一声声“叔
叔阿姨”甚至“爸爸妈妈”中，
鬼使神差地下单了一堆假冒

伪劣产品……
针对短视频领域存在的

种种乱象， 在加强教育引导
的同时， 需要相关部门和平
台协同发力，严格管理、严肃
整治， 不断完善平台治理体
系， 为短视频领域良性运转
保驾护航， 为广大受众打造
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

避免用户落入信息茧房
让算法避害、向善
短视频的快速发展 ，在

相当程度上是因其契合用户

的观看期待， 形成了观看黏
着度。 而短视频领域的问题
和困境， 也与黏着度导致的
不良观看有直接关系。

不少人在刷视频的时

候，有时会陷入痴迷。 许多人
把责任归咎于平台的大数据

算法。 一些观点认为，算法有
造就信息茧房的危险， 理由
是算法持续推送用户感兴趣

的内容，会让用户在刷看时局限
于自己的兴趣， 失去了对多
元化信息的关注和探索。

从理性的角度看， 信息
茧房并非存在于所有的短视

频刷看行为中， 甚至不少学
者认为这一观点并没有科学

依据。 人们所处的环境是复
杂而多元的， 除了短视频平
台，还会受到个体生活、社会
场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短
视频并不是人们认知的决定

性力量。 对于短视频平台来
说，推荐的内容越多样化，用
户长期留存的概率反而越

大， 所以平台并不会鼓励用
户进入信息茧房。 一般来说，
短视频平台都会设置 “兴趣
探索”机制，不时地增加用户
不常看或随机内容的推送 ，
以避免用户落入信息茧房。

需要看到， 信息茧房如
果真的存在， 还与我们自身
缺乏自制力与分辨力、 容易
陷入自己的偏好有关。 通过
外力和内驱力尽量改变这一

惯性， 我们才能找到信息茧
房的破局之道。 在这方面，短
视频平台确实负有积极引

导、创设话题、拓展链接的责
任。

2023 年，考古文博类、文
物“显眼包”等内容在抖音持
续受到欢迎， 带动了博物馆
线上线下打卡热。 《2024 抖音
博物馆生态数据报告》显示，
过去一年博物馆相关视频数

量同比增长 191%，累计播放
量同比增长 62%。 短视频为
文博注入活力， 得益于推荐
算法的精确有效分发。 这是
短视频算法趋利避害的成功

案例。
展望未来， 短视频应沿

着高质量发展的轨道稳步前

进，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
赋能下， 与不同领域深度融
合， 成为推动社会文化发展
的重要传媒业态之一。

■ 刘俊 董传礼

(作者刘俊系中国传媒大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作者董
传礼系山东师范大学讲师 、
山东大学与山东广电局联合

培养在站博士后）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
检察院 18 日联合发布关于办
理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依法惩治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
犯罪，确保人民法院判决、裁定
依法执行， 切实维护当事人合
法权益。 其中明确，判决、裁定
生效前隐藏、转移财产的，可以

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该司法解释规定， 被执行

人、协助执行义务人、担保人等
负有执行义务的人， 对人民法
院的判决、 裁定有能力执行而
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应当依
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

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处
罚。 同时，司法解释列举了“实
施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

人财产、 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

保等恶意减损责任财产的行

为， 致使判决、 裁定无法执行
的”等 10 项“有能力执行而拒
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以
及“聚众冲击执行现场，致使执
行工作无法进行的”等 5 项“情
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司法解释规定， 行为人为
逃避执行义务， 在诉讼开始后、
裁判生效前实施隐藏、转移财产
等行为，在判决、裁定生效后经

查证属实，要求其执行而拒不执
行的，可以认定其有能力执行而
拒不执行，情节严重，以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刑事责任。

案外人明知负有执行义务

的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人

民法院的判决、 裁定， 与其通
谋，协助实施隐藏、转移财产等
拒不执行行为，致使判决、裁定
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的共犯论处。

司法解释同时规定， 拒不
执行支付赡养费、扶养费、抚养
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报
酬等判决、裁定，构成犯罪的，
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在提起公
诉前， 履行全部或者部分执行
义务，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
法不起诉。在一审宣告判决前，
履行全部或者部分执行义务 ，
犯罪情节轻微的， 可以依法从
轻或者免除处罚。

尚处成长“青春期”便遭遇“中年危机”？

“两高”司法解释：可构成犯罪

判决裁定生效前隐藏转移财产

短视频迅速收获10亿用户 红利有待进一步探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