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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短视频领域的迅速发展为政务传播提供了全新的渠道。对于政务机构而言，政务新媒体抖音号能够
实现传播对象精准化、传播范围综合化和自身的形象塑造，但是另一方面也在运营专业性、新闻真实性、要素
完整性和内容特色化上暴露出不足。为进一步推进政务新闻舆论工作纵深发展，我们需要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
力度强、受众面广、关注度高的优势，大力推动传统媒体与移动新媒体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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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新媒体下的抖音号的挑战与发展路径
文/任锡丹

一、抖音短视频下政务新媒体现状
作为一种新媒体，短视频自出现起便不断影响着

社会的方方面面。抖音的日活用户量突破6亿，庞大的
用户基数构建起了全新的传播空间，为政务传播提供
了可能性，然而围绕政务新媒体抖音号展开的一系列
挑战同样应保持警惕。

二、抖音短视频下政务新媒体困境
（一）运营专业性的不足
媒介化推动着“全员媒体”时代的到来，但是

政务新媒体抖音号的运营者通常没有新闻传播专业背
景，缺乏新媒体运营的基本素养。

（二）新闻真实性的丧失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对信息传播的基本要

求。然而，媒介素养的不足却让部分政务新媒体抖音
号频频出现新闻失实。例如，部分自媒体将苏州仓库
灭火现场某消防员进入火场的视频谣传为“8·12爆炸
事件”中19岁消防员董泽鹏最后的影像，此后经大量
政务新媒体抖音号转发，该内容在抖音上迅速扩散。

（三）要素完整性的缺失
“5W+1H”是新闻的基本要素，缺失新闻要素

将破坏新闻信息的完整性，甚至在传播中给予谣言更
多变异的空间。短视频一旦获得点赞，便将持续地存
在于流量池中并进行扩散，以至于扩散期完全超出了
该视频内容的时新性边界。在抢先发布、专业素养不
足和流量逻辑等的影响下，部分政务新媒体抖音号在
制作短视频的过程中遗漏了时间要素的呈现，这一行
为导致抖音短视频平台中大量的旧闻被推荐为“新
闻”，而时间要素的缺失也剥夺了用户对于短视频内
容认知的完整性，使得用户出现理解偏差的可能性大
大提高。

三、抖音短视频下政务新媒体路径
（一）平台算法实现低成本的精准传播
抖音作为开放的社交媒体平台，将拥有日活6亿用

户量的庞大端口免费提供给政务机构，为他们提供了
省时省力的选择。抖音短视频平台可以实现政务媒体
抖音号的精准传播。此外，政务新媒体抖音号只需要
在信息发布时增加相应的标签，即可将自身的短视频
作品投放至流量池中，抖音平台自身的算法借助对用
户画像描摹实现用户与信息之间的智能化匹配，进而
将短视频推荐到政务机构所在地的用户推荐中，也能

加强当地人民对政务新媒体的了解和关注。
（二）“宽窄合力”机制助力对外宣传
抖音已成为传统媒体受众的重要流入地，更重要

的是抖音的信息分发遵循“宽窄合力”的机制，不仅
包含精准的有计划传播，还存在着无计划传播。在使
用抖音时，每一位用户都可以随机“刷”到千里之外
的政务新媒体抖音号，这种“宽窄合力”的机制为政
务机构提供了更多对外宣传的可能性。

（三）形象塑造的多样路径与多种指向
政务机构作为一种制度性机构，并无具象，而政

务新媒体抖音号则为具象的塑造提供了更多的路径和
指向。政务新媒体抖音号发布的内容需要具有更多的
趣味性和自主性，在与粉丝的互动中政务机构可以实
现人格化。以往由单一文字构成模糊形象的政务机构
在政务新媒体抖音号上实现了人格化，拥有了清晰的
性格、体态和精神风貌。

四、结语
开放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为政务传播提供了前所未

有的机遇，开设账号容易，但健康有序地运营却并非
易事。政务新媒体抖音号的根本目标在于服务群众、
及时有效地传递相关信息，这就要求它应当具备自身
的特色，并将自身的特色转化为内容势能。其次，政
务媒体抖音号在当下的新闻生产场中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这要求运营者必须向专业记者靠拢，提升
自身的媒介素养，强化对于转载内容的真实性核查和
原创内容基本要素的审核。最后，政府工作应当采取
更加多元的方式对政务新媒体进行考核，更多地考虑
现实因素的影响，例如运营者的专业性、政务机构本
身的特殊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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