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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传统媒体的短视频传播观察

王晓红  林语娴

【摘要】近年来，短视频在各年龄段人群的覆盖率逐渐提升，主流新闻媒体也纷纷将

目光投向了这一新媒体渠道。中国的短视频平台发展至今，技术与功能更新迅猛，传统新

闻媒体应该如何适应与发展？本文概述了当前美国主流新闻媒体的短视频传播策略，以便

为我国主流媒体的短视频社交化运用，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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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线 短 视 频 新 闻 始 于 2005 年 视 频 分 享 网

站 YouTube 的 诞 生。 在 短 短 一 年 时 间 内， 在

线分享视频成为了一项庞大的业务。谷歌以高

达 16.5 亿 美 元 的 价 格 收 购 了 YouTube。CNN

（ 美 国 无 线 电 视 网 ）、NBC（ 美 国 全 国 广 播 公

司）、FOX（福克斯新闻网）等传统广电媒体也

于 2006 年先后进驻 YouTube，为用户提供更简

短的资讯类短视频。迄今，由 YouTube 开启的

短视频社交化热潮经久不衰，且短视频的新平

台、新模式、新应用、新技术层出不穷。据皮

尤研究中心 2019 年 2 月的数据显示，目前社交

媒体在美国 18-29 岁的年轻人中覆盖率已经高

达 90%，[1] 此外 46％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更

喜欢通过社交媒体来获取新闻，社交媒体成为

他们生活中新的流行趋势。[2]

除 了 YouTube，Snapchat、Instagram、Tik 

Tok（抖音海外版）为另外三大深受美国年轻人

喜爱的短视频平台。以 2019 年为例，Tik Tok、

Instagram、Snapchat 这 三 个 APP 在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上的下载量总和已超过了 3.96

亿次。截至 2019 年 11 月，Instagram、Tik Tok

和 Snapchat 分别有高达 10 亿、5 亿 和 3.14 亿

的活跃用户。[3] 用户在哪里，媒体的视野势必投

向哪里，美国传统媒体也不例外。例如，2018

年 Snapchat 开放了 Stories 功能，即以一种片段

化内容的方式去表达一个连续的故事，用户不

需事先构想，也不用解释前因后果，只需要几

个点的抓拍，软件自然按照时间流程结构故事。

Stories 模 式 很 快 受 到 青 睐，CNN、NBC 等 传

统广电媒体相应推出了片段精华版以及竖屏微

纪录片，以适应新“视频风”。

纵观美国几大传统媒体在短视频社交平台

上的应用，总体呈现以下几个比较显著的特征。

一、片段化结构的报道加速

过去的社交媒体平台都是基于相对封闭的

人际关系，用户只能在好友圈内进行短视频信

息的传播，例如 Snapchat 的“阅后即焚”功能

和 Instagram 的 Ins Story，所采取的都是内容短

时留存的私密聊天模式，用户发布的内容可以

自行设置在阅读后自动清除，犹如“被焚”，难

寻踪迹。之后， Snapchat 增加了“Stories”功能

( 最初名为“My Story”，中文意思“我的故事”)，

Instagram 也推出了 Ins story 的功能。这些“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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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功能的实质都是用多点片段内容结构成连

续的故事，用户每日多次随机发送短视频片段，

基本上采取点对点的交互对话方式。这种方式

改变了既往“阅后即焚”的短时留存模式，但

是并没有改变私人社交的属性，因为它只允许

用户对其验证通过的好友进行内容输出。为了

扩大影响面，Sanpchat 又推出了“Our stories”

（“我们的故事”），允许多人在同一新闻或者活

动现场，分享片段，社区用户即使彼此不是好

友，都可以通过位置和搜索看到其他用户分享

的现场内容。从“我的故事”到“我们的故事”，

Snapchat 在保持原有个性优势的同时，逐步趋

向开放。但是，总体上尽管 story 模式极大丰富

了新闻事件的呈现视角，却并不利于专业新闻

媒体扩大传播范围，而且非专业用户制作的视

频新闻的质量和专业性都较弱。直到 Snapchat

在 2015 年 推 出 了“Discover”（“ 发 现 ”） 功

能，Wall Street Journal（华尔街日报）、CNN、

NBC 以及 The Washington Post（华盛顿邮报）

等媒体才在 Snapchat 上活跃了起来。

“Discover”（“ 发 现 ”） 是 专 门 服 务 于 品 牌

和专业新闻媒体的模块，旨在为更广泛的公众

提供更好更高质量的原创内容。用户可以通过

点击媒体的名称进入该节目频道的内容全列表，

查 看 过 往 内 容， 打 破 了 原 本 Stories 上 信 息 只

能“存活”24 小时的约束。用户可以在 Snap-

chat 上多次、重复地浏览媒体提供的内容，从

而不会因为没有及时阅读而错过信息。同时，

在 Discover 的首页上有一个可滑动的信息清单，

每当有新内容上线，订阅清单会由已观看完毕

的灰色变成未观看内容的封面页，媒体通过新

的封面标题和图片来吸引用户阅读。

《华盛顿邮报》很好地利用 Discover，开发

了颇受欢迎的“新闻快报”。“新闻快报”类似“动

态剪报”，杂糅了高概括性的文字内容、动态图

表、音乐和短视频，每天提供 10 则左右的新闻

报道，每则报道的篇幅控制在 1 至 3 个页面内，

每页文字不超过 100 字摘要，同时每页都会配

发动态图表或短视频。如果用户希望进一步深

度了解报道内容，即可以通过 Discover 下方的

外部链接进入网页版，查看完整的故事，从而

为《华盛顿邮报》网络平台引流。自 2017 年 2

月 12 日起至今，《华盛顿邮报》Discover 保持

着每日一更新的频率。

值得一提的是，Snapchat 从 2018 年开始了

其原创内容生产战略，迄今已经制作了《无尽

的夏日》《死亡女孩》等原创剧，吸引了超过

6000 万 观 众。 截 至 2019 年 6 月，Snapchat 视

频观看量每日达到了平均 100 亿次。[4]Snapchat

在 8 年间逐渐从一个以“阅后即焚”的强娱乐

性社交软件成长为一个为品牌、专业媒体提供

稳定内容输出的平台。 

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同样很好地借

助了社交视频平台 Instagram 的新功能。2018 年，

在 Instagram 推 出 故 事 精 选 功 能 后，NBC 立 即

在 Instagram 上开始多点多次结构新闻播报的短

视频模式，即，记者无需经过相对复杂的制作

和传送过程，只需随时随地随机连续报道事件

片段，Ins Story 可以将这些内容留存，进而形

成一个完整的系列报道，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 NBC 的节目形态。例如，NBC 的 Ins Story

不仅发布系列报道，而且还提出了以 Story 精选

集为内容基础的“微型纪录片”，主要讲述各地

普通人的生活故事。通过 Ins Story 精选的归类

功能，NBC 记者所提供的文字、图片和短视频

都被汇聚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可以完整观看的

“微型纪录片”，有兴趣的观众可以进一步点击

Ins Story 的外部链接，进入 NBC 官网了解更多

内容。

二、直播应用的互动增强 

在美国，传统媒体也紧跟全民直播的热潮，

开始了直播模式下的新闻播报。与以往通过网

页直播的模式不同的是，通过手机直播 APP，

传统媒体在降低了专业设备直播成本的同时，

还优化了用户与媒体之间、用户与用户之间的

互动体验。

在尝到了 60 秒短视频的甜头后，Instagram

于 2018 年拓展了它的视频业务，推出了长视频

软件 IGTV。IGTV 如其名字所表现的，更专注

于类似电视直播的功能，让内容创作者通过这

个平台进行竖屏实况直播。IGTV 与 Instagram

账户绑定，用户在使用 IGTV 的时候会自动关

注 Instagram 上 已 关 注 的 所 有 其 他 用 户。 无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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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品牌、媒体还是个人用户都可以通过 IGTV

创作视频内容。用户也可以不下载 IGTV 客户

端，仅通过 Instagram 就可以查看 IGTV 的内容。

IGTV 也支持创作者直接用手机制作短视频或者

进行直播，操作快速便捷。对于传统媒体而言，

他们无需再使用专业直播设备，只需要通过手

机就能与受众在 IGTV 上进行沟通。受众也可

以在直播的过程中与主播、其他用户在屏幕下

方通过评论、贴图和表情包互动，甚至可以将

新闻直播内容直接转发给其他用户。另外 IGTV

也支持多主播分屏直播的模式，打破了受众需

要端坐电视或电脑前观看新闻播报的困境。

Snapchat 的 Discover 功 能 同 样 注 重 用 户 与

内容的互动性。用户可像使用 Stories 一样对媒

体制作的内容进行二次创作（例如增加贴图、

文字，进行涂鸦），并将其转发给好友，帮助媒

体内容实现二次传播。这种基于实时直播功能

下的短视频转发，为用户提供了更强的互动体

验。

目 前 The Times（ 英 国 泰 晤 士 报 ）、Tele-

graph（英国每日电讯报）、New York Times（纽

约 时 报 ）、CBS、Wall Street Journal、CNN、

NBC 等主流传统媒体都通过 Instagram 和 IGTV

为受众提供 2-15 分钟的视频资讯，主要内容是

新闻记者的现场直播采访、突发事件报道或者

新闻节目重播。这种短视频新闻模式旨在，缩

短与受众间的距离，让新闻直播更接地气。

三、竖屏新闻的数量趋减

竖屏视频的出现是为了适应用户竖握手机的

使用习惯，同时竖构图的方式使得画面主体特征

更为凸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短视频阅读的

便利性和沉浸感。但是，要打破观众多年来横屏

观看以及手机阅读横屏的习惯并非易事。

2018 年末，为适应 IGTV 的功能，《华盛顿

邮报》开始采用竖屏的模式进行政治类短视频

新闻传播。据观察，从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5 月，《华盛顿邮报》的 IGTV 的竖屏短视频与

横屏短视频的比例为 9:1，片段时长多为 1 分 30

秒至 2 分钟。虽然《华盛顿邮报》IGTV 账号自

2019 年 3 月开始调整为一日一更新的频率，但

是从 2019 年 5 月中旬至今，所提供的竖屏短视

频与横屏短视频的比例变成 1:5，竖屏短视频数

量呈显著减少趋势。

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竖屏新闻探

索 同 样 悄 然 变 化。2018 年 7 月，NBC 开 始 在

Instagram 上 用 竖 屏 短 视 频 进 行 新 闻 直 播， 从

2018 年 7 月 至 2019 年 的 4 月， 不 定 期 更 新 发

送，视频内容时长为 1 分 30 秒至 3 分钟。然而

从 2019 年 5 月 起，NBC 又 将 部 分 重 大 新 闻 事

件的电视片段（平均时长 3 分钟）以原来的横

屏模式，不加转化，直接上传至 IGTV，视频上

传的频率加快，活跃度增强。与此同时，NBC

在 Snapchat 栏 目 Stay Tuned 上 尝 试 新 的 方 式，

以适应了手机竖向手持方式，又能符合长期以

来人们的横屏观看习惯。具体来说，在手机竖

屏上，采取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的构图方

式，多画屏播放多条新闻，以关键词引导观众

点看。因此，观众可以同时观看多个新闻画面，

既有效提供了单位时间的新闻信息量，也相对

减少了 NBC 将横屏图像重新处理成竖屏图像的

时间和成本。这种多屏分隔的观看方式适应了

年轻人高效获取信息和快速读屏的信息消费习

惯，但是最终是否会成为手机新闻的主流形态，

还有待观察。

总体而言，从横屏到竖屏，再到竖屏量大

幅减少，这说明从横屏到竖屏，并非简单形式

上的由长变短，由横到竖，它还直接涉及到公

众观看习惯、接受程度以及新的叙事方式。就

目前而言，传统媒体的竖屏探索尚在进行中，

其画面语言及其结构特征、叙事方式都在发生

深刻变化，未来发展并非一日之功。 

四、多平台传播的复调组合

美国主流传统媒体在不同的短视频平台上

有着清晰的战略布局，并且对不同平台上的不

同用户进行内容调性的差异化设置，以求影响

力最大化。 

NBC 在 Snapchat 平台上设立了独家新闻栏

目 Stay Tuned。Stay Tuned 每 日 在 上 午 7 点 和

下午 3 点更新，一般每次更新都会包含 4 则以

政治、流行文化或社会民生为话题的新闻。两

名固定主持人以演播室为背景，用较为诙谐幽

默 的 口 头 语 进 行 口 播。 根 据 2018 年 NBC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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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p 公司内部得到的数据，Stay Tuned 平均每

个月在 Snapchat 上会吸引 2500 万至 3500 万的

观看者。[5]2019 年 2 月开始，NBC 又进一步调

整其短视频社交传播策略，即 Stay Tuned 不再

是 Snapchat 上的独家栏目，而是向多平台开放，

也就是说，NBC 将基于不同的平台调性，为其

提供同一信源却有不同的表达方式的视频新闻。

例 如，Stay Tuned 从 2019 年 3 月 开 始 在 You-

Tube 建立了独立频道，上传了第一支短视频。

由于 YouTube 视频无时长限制，Stay Tuned 可

以就其他社交平台上年轻人关注的话题展开讨

论。Stay Tuned 目前的更新频率为一个月 4 次，

每次更新都会根据主要话题提供详细的分析。

迄今，频道上已有 36 支短视频，平均时长都在

4 至 5 分 钟。 相 对 而 言， 虽 然 Stay Tuned 的 主

持人比较诙谐幽默，但是在 YouTube 上对新闻

的探讨更加深入，整体风格上则变得更为正式。

而 Stay Tuned 在 Tik Tok 上的表现则完全不同，

其内容主要是生活中的奇闻轶事，偶尔夹杂一

些 搞 笑 片 段， 以 吸 引 新 的 关 注 者。Stay Tuned
在 Tik Tok 上 目 前 有 129 条 短 视 频 内 容，20%

的内容是搞笑片段，80% 的内容是对 Snapchat

新闻播报的内容扩充。 

Instagram 和 Snapchat 的视频内容播放都基

于用户关注的内容和主观的播放意愿，也就是

说，用户需要主动操作关注媒体后，才有可能

播放、观看或者推送。而 Tik Tok 则不同，极

其便捷又源源不断的信息“流”形态令观众欲

罢不能，使之迅速成为欧美短视频市场的一匹

黑马。2019 年，Tik Tok 是当年第三季度全球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上下载量最大的应用

程序。与 Instagram 和 Snapchat 的较强限制性相

比，Tik Tok 令用户对内容充满期待。Tik Tok

在主界面上自动播放视频，每一个用户即将观

看的内容都是未知的，让用户由于好奇心而继

续观看。用户既可以通过订阅的方式接收感兴

趣的内容，也可以接收算法随机推送的内容。 

Business of Apps 数 据 表 明，Tik Tok 78%

的用户是 20-30 岁年轻人。[6] 为了吸引年轻人

更关注传统媒体，在美国几乎所有传统媒体都

进 驻 Tik Tok， 诸 如《 华 盛 顿 邮 报 》、CNN、

Fox、NBC、CBS 和《纽约时报》等。

《华盛顿邮报》的短视频战略思考几乎与

NBC 一致。《华盛顿邮报》对新媒体转型一直

持有非常积极的态度并且率先实践，如前文所

说，Snapchat Discover 短视频快报是通过轻松

调性来进行严肃内容的理性传播，其视频配乐

也会根据新闻内容的变化而变，以使观众能够

轻松地获取资讯。而在 Tik Tok 上，《华盛顿邮

报？则以更为日常化的气质和调性来吸引年轻

人。尽管《华盛顿邮报》在 Tik Tok 简介上强

调“我们是一家报纸媒体”，但是它所发布的

内容大多是办公室里编辑记者的日常工作。透

过这些短视频，观众认识了这个账号的运营者

及其同事们。作为 Tik Tok 团队的核心成员，

Dave 曾 经 谈 及， 他 每 日 的 工 作 就 是 构 思 Tik 

Tok 视频的创意，担任视频的主角或者与他的

同 事 们 共 同 担 任 主 角， 回 复 Tik Tok 上 的 评

论。[7] 在《 华 盛 顿 邮 报 》 的 Tik Tok 账 号 中，

Dave 会记录下办公室上级领导或同事之间互相

调侃的一些小片段，向受众展现新闻人幽默活

泼的形象，打破了大众一直以来对传统媒体就

是严肃尖锐的刻板印象。这一类的视频内容虽

然看起来傻里傻气，但是却十分有效地提升了

《华盛顿邮报》的知名度。其在加入 Tik Tok 后

发布的第三条视频就已经有超过 38 万次的播放

量，获得 4.5 万次点赞。该账号中最高播放量

的视频播放次数达到 130 万次。每一则短视频

的评论中都会有不少粉丝表示第一次知道原来

报纸媒体可以这么有趣，非常想加入《华盛顿

邮报》。事实上，《华盛顿邮报》仅通过 101 支

短视频就已经在 Tik Tok 上迅速走红，收获了

154200 的粉丝。通过这种“日常经验”的“非

日常”表达的创意短视频内容，《华盛顿邮报》

展现了平凡的新闻工作者有趣的幕后生活，增

加了媒体的亲和力，拉近了与受众之间的距离，

吸引了更多受众和潜在新闻从业者。 

NBC 新闻频道则是在 Tik Tok 上呈现出重

娱乐、轻资讯的内容特征。他们在平台上的介

绍 为 ：“We’ve been around for more than 75 

years, but we’re not old”，意为虽然是一个 75 

年的传统媒体，但是心态非常年轻，非常愿意

接受新鲜事物。目前该频道在 Tik Tok 上有 42

条短视频内容，内容是以新闻素材中出现的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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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片段、感人瞬间和 NBC 人气较高的主持人个

人工作趣事为主，具有较强的娱乐性，由此看

来 NBC 希望通过 Tik Tok 树立更加亲民的媒体

形象。

综上所述，美国传统新闻媒体紧跟短视频

新平台、新模式、新应用、新技术的动向，基

于不同软件及平台运用特色，不断满足并且也

引领移动网络用户的内容消费，为公众提供更

便利、更多元、更丰富的视频新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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