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6

流量的盛宴还能吃多久？
抖音：

业界对于抖音是否会昙花一现的忧虑从未消失，而随着短视频产业的急剧升温，
其所推崇的泛娱乐、亚文化的生命力也开始饱受质疑。

文  |  本刊特约记者   纪一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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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日入 3200 万元、日活用户超过

6000 万，对于一款上线不足 20 个月的娱乐软件，

这样的成绩堪称“神迹”。抖音，用不到 600

天的时间从无到有、迅速蹿红，成为当下国内

短视频领域最火爆的流量黑马。

烧钱补贴、收割流量、逆袭巨头、转型升级、

海外扩张、商业变现……抖音的发展历程虽短，

却几乎将触角延伸到了当下中国 TMT（科技、

媒体、电信）产业每一条可能通往成功的道路。

这也意味着，抖音必将开启新一轮财富盛宴。

奔跑在红到发紫道路上的抖音，拥有 TMT

行业前辈们所没有的全面优势：站在短视频产

业的风口之上，坐享母公司今日头条带来的天

量流量，自带广告、电商、直播等多条变现渠道。

但无可否认的是，抖音依然没能走出那些曾经

站在资本风口睥睨天下的前辈们始终无法驱散

的阴影，业界对于其是否会昙花一现的忧虑从

未消失，而随着短视频产业的急剧升温，其所

推崇的泛娱乐、亚文化的生命力也开始饱受质

疑。

4 月 18 日，当抖音因涉嫌违规内容被北京

工商局一周内第二次约谈的消息传出时，真正

值得关注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一家像抖音这

样定能够开启资本狂欢、拥有足够吸金能力的

科技公司，除了靓丽财务数字，还应当拥有哪

些气质，才能够真正被人尊敬？

走红：资本的功与过
抖音是标准的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新生代科

技公司，创始人梁汝波身兼今日头条技术总监，

2017 年 1 月获得头条百万级人民币的天使轮投

资，算得上是根正苗红的“头条系”内部孵化

产品。

背靠有着 7 亿用户和雄厚资本实力的今日

头条，2018 年年初，抖音极速蹿红。其主打 15

秒竖屏音乐短视频并融合了新颖的互动、美颜、

滤镜、道具的玩法，在短视频领域独树一帜。

据抖音官方数据，抖音上线 365 天内，实现视

频日均播放量超过 10 亿次，日活过千万。而今

日头条掌门人张一鸣更是宣称要重点扶持抖音，

并称已经把抖音2018年的营销预算提高到20亿。

可以说，抖音能快速占领市场，与今日头条的

强运营策略密不可分。

与此同时，短视频行业经过短短两年发酵

之后，也顺理成章地占领了资本风口：来自艾

瑞的数据显示，未来 1~2 年内，短视频平台将

开放大量的商业化机会，流量变现带来较大的

市场规模增长，2017 年我国短视频市场规模达

到 57.3 亿元，增速逼近 20%，预计 2020 年短视

频市场规模将超 300 亿元。

口含金匙，坐拥金矿，这样的抖音想不红

都难。 

值得注意的是，抖音的成长之路因为有了

头条这样一个“好爸爸”而显得过于迅速，最

直接的例子就是头条对于抖音海外竞争对手的

大肆收购。2017 年 11 月，今日头条豪掷 10 亿

美金，收购了海外音乐短视频平台 Musical.ly，

将抖音与其进行合并。而在此之前，Musical.ly

还在向全世界哭诉抖音抄袭了自己。

今日头条为抖音一掷亿金的原因显而易

见：短视频是公认的现下风口，短时间内资本

关注度远超其他领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TMT 巨头们围绕着短视频概念做出的商业布

局，整个融资额已经超过 300 亿元人民币。更

何况在短视频的产业链上，商业模式与传统媒

体运作并无本质不同，流量既能成为资本的“春

药”，同样也是吸金变现的利器，无论从哪个

角度看，这都是一笔稳赚不赔的好生意。

唯一的问题是，头条的重注让抖音不知不

觉中贴上了“催熟”的标签，作为一款技术为

核心的新产品、一家本应被技术创新驱动的新

公司，主打潮流牌没有问题，只会打潮流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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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款技术为
核心的新产品、
一家本应被技术
创新驱动的新公
司，主打潮流牌
没有问题，只会
打潮流牌就是大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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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化与趋同化的内容无法避免甚至可能成为

主流，这将使其丧失商业化的护城河，深陷行

业红海竞争之中。而在用户黏性上面，社交化

与垂直细分是短视频行业的公认未来，这也是

避免 BAT 等巨头入局之后被蚕食的最佳路径，

国外 Instagram 的成功，恰恰在于社交关系链上

的渗透率，这让用户愿意也会去看它在平台上

的朋友发布无门槛有意思的生活化内容，能产

生时不时的社交互动，收获社交愉悦。反观抖音，

虽然今日头条对其是对标 Instagram，但在社交

领域，几乎毫无建树。

不仅仅是抖音，目前几大主流短视频在用

户黏性方面遭遇的问题基本相同：这些企业均

定位于泛娱乐化消费社区，同样采用算法推荐

机制，试图实现用户“沉浸式刷屏”的产品目

的——既没有高质量的内容价值黏性，也不具

备社交层面的强关系网，几乎毫无门槛可言。

反思：抖音们的罪与罚
资本的力量不容忽视，那些曾经被推上风

口的商业概念与模式，也都有自己天然的短板，

但同样都迸发了巨大的造富能量。

让人忧虑的是，站到风口上的抖音们，在

资本盛宴之后，还能给我们留下什么？

这绝不是一个杞人忧天的问题，大量资本

涌入以及中国智能手机保有量持续上升等利好

因素 ，为短视频行业提供了发展契机，然而，

在看似前景良好、市场繁荣的背后，短视频行

业仍存在没有准入门槛、内容低俗化、自我审

查机制难以有效规避风险等隐患。不同于共享

单车或 O2O 那样直接服务于用户、改变社会消

费方式的行业，短视频从诞生之初，就自带泛

娱乐、亚文化、低俗和哗众取宠这样的标签，

并且其产品为极为特殊的“文化”，甚至能够

对未来社会价值观的选择产生影响。

以抖音为例，其推荐都非常“吸睛”，推

将是大问题。而“被催熟”的诸多问题，也将

在行业遇冷或企业遭遇危机时成为落井之石，

之前那些被疯狂的资本临幸后又弃之如敝履的

共享、直播、团购等商业概念，无一幸免。

核心：商业化成与败
幸运的是，“被催熟”的抖音，并不需要

在商业变现这一难题上下太大功夫，在不到一

年的时间里，其已经显现出商业化雏形，目前

已经找到了流量广告、电商、直播等多条变现

路径，3200 万元 / 日的营收即是其商业化之路

顺风顺水的最佳佐证。

此外，据比达咨询（BigData-Research）发

布的《2018 年第 1 季度中国短视频 APP 产品市

场研究报告》显示，2018 年第 1 季度抖音短视

频 APP 月均活跃用户数为 15388.2 万人，日活

用户数3038.8万人，APP用户人均日启动次数4.7

次，均位居行业前列。

区别于文字与图片的传统内容形式，短视

频的表现形式多样化、消费门槛低，被认为是

天然优质广告的载体。来自抖音的内部消息称，

信息流广告将是其未来商业化的主要发力点。

显然现下的战略规划中，抖音仍没有扔下今日

头条流量扶持这根拐棍的打算，这无疑将在一

定程度上避免其商业化之路的坎坷，须知对于

同处短视频行业的诸多竞争对手而言，因为广

告问题带来用户体验下降而导致的流量流失已

是不能承受之重。

显然，抖音已经下定了先吃下流量红利的

决心，但这样的商业化之路，同样隐忧不断。

最为业界诟病的问题在于其内容质量与用户黏

性两个方面。

抖音所走的音乐短视频之路，寄希望于打

造一个剧场式的网络展示舞台，走年轻化、高

端化的路线，但却无法绕开泛娱乐化甚至低俗

娱乐的拦路虎，在流量为王的压力下，低俗化、

社交化与垂直细
分是短视频行业
的公认未来，这
也 是 避 免 BAT 
等巨头入局之后
被蚕食的最佳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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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机制会根据用户最感兴趣的内容，不断调整

推送方向，不断给予用户这些高刺激高强度的

愉悦感，用户本身还会通过不断刷更高强度、

更持续、更深入的刺激来强化自己的行为，让

用户长期被处于“高刺激阈值”的包围，其中

不乏暴力、猎奇甚至色情符号，这无异于一种

精神毒品。而抖音 85% 的用户年龄在 24 岁以下，

主力达人和用户基本是 95 后、甚至 00 后。这

样的内容制造者与接受受众，极易在其影响下，

与主流价值观发生偏离。

抖音等互联网平台由于其开放属性，采用

UGC（用户生产内容）模式，内容必然良莠不齐。

必须承认，在流量为王的时代，主流文化日益

疲倦，亚文化有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变现渠道，

使资本趋之若鹜。抖音们主打的无聊经济即是

被资本盯上的下一块蛋糕，但这不应当成为平

台企业放任自流的理由。作为影响巨大的企业，

最基本的底线是不能够将网民作为资源和吸金

手段，而应当是良性的共生关系。

资本虽然嗜血，但并无原罪，企业逐利无

可厚非，但同样还有社会责任。也许已经是时

候想一下，抖音们的盛宴结束之后，留给我们

的除了被打发掉的无聊时光和被满足的窥私欲

与被带偏的价值观之外，还有什么？

抖音运营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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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13 日
岳云鹏微博转发

2017 年 4 月 10 日
胡彦斌《没有选择》

抖音软件下载量 下载

2017 年 6 月
首支 TVC 广告

2017 年 7 月 20 日
鹿晗《零界点》

2017 年 7 月 12 日
2 个现象级 H5

2017 年 9 月 5 日
嘻哈音乐共享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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