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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行业迎来爆发式增长，
随着移动互联网用户碎片化使用
趋势的延续以及对多媒体内容消
费习惯的深化，在资本与内容创业
者的助推下该行业成为当下最引
人瞩目的风口。

根据今日头条的数据显示，
2016年1—9月，国内短视频投资
数量比2015年骤增122%，而视频
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云计算
市场的蓬勃向上。截至2017年6
月，中国云计算市场共发生16起
大笔融资，融资总额超过了50亿
元。

业内人士表示，过去几年云技
术作为企业服务的重要部分，一直
持续受到资本市场的关注。视频
云依然有非常大的市场前景。

面对风口
是机遇更是挑战
“短视频平台有着很大价值，

是互联网的一个浪潮，好比马车变
成汽车一样，是整个产业的升级。”
短视频生产机构视知传媒创始人
兼CEO马昌博说，去年今日头条、
微博流量的爆发大部分也依赖于
短视频。目前各个互联网巨头都
在“跑马圈地”，争夺短视频地盘。
而伴随着短视频行业的发展，对流
量和解决方案的需求也水涨船高。

根据全球第三方测速公司
Gomez官方数据显示：当页面加载
时间超过7秒后，50%的用户会选
择放弃，且每增加1秒的延迟会带
来7%转换率的下降。由此看来，
短视频巨头和新秀崛起的关键因
素就是通过自身业务模式在垂直
领域快速占领一席之地以及完备
平台的技术基础。

梨视频创始人、总裁邱兵曾表
示，互联网时代信息千变万化，偶
然事件的发生、网站的迅猛发展都
能导致流量激增，使得网站面临极
大技术挑战。此外，如何将内容真
正触达用户也是一大技术难题，这
些问题如果不解决，视频创业便找
不到出路，短视频鼻祖Vine就是一
个经典反面案例。

“对于互联网创业者或者‘互
联网+’企业来说，想要实现短视频
行业的产品突破，最先遇到的困境
在于技术和产品实现本身。”网易
云信资深公关经理闻沈达说道，

“短视频功能架构难以迅速搭建，
短视频拍摄、编辑转码等终端功能
复杂，对灵活分发、极速秒开要求
高，而玩法升级迅速，自研技术难
以迅速赶超；性能优化难度较高，
拍摄过程CPU占用高，终端发热
快，本地转码耗费时间长，用户流
失率高，高清短视频拍摄帧率不稳
定，想要做一系列稳定优化难度较
高。设计运营成本高，滤镜、特效
素材设计工作量大，UGC场景对
视频反垃圾要求高。这些问题都

会是企业在短视频行业发展的受
制因素。”

因此，出于综合因素的考虑，
短视频平台创业者都会选择云服
务商提供的视频云解决方案。毕
竟短视频企业需要的不是单点功
能，而是整体的视频解决方案，全
链路的视频服务和稳定技术能力
的输出。

视频云
撑起创业热潮
各类视频平台和垂直APP的

入局也让视频云服务厂商嗅到了
商机。据了解，视频云将视频服务
云端化，集云采集、云转码、云存
储、云管理、云直播、云点播于一
体，把视频上传到云平台，通过云
计算进行转码，再储存到服务器
上，将全套的视频服务功能包装起
来，提供一站式服务。此外，短视
频的拍摄端和播放端SDK是短视
频整体解决方案的关键环节，比如
可以满足在拍摄短视频时的美颜、
动态贴纸等功能。

2016年，看好视频领域的金
山云，将C轮系列融资的1.1亿美
元大部分用于视频云研发。一年
内就做到CDN节点达500个，带
宽能力达10T，并快速抓住了视频
解决方案的核心——收购业界最
高水平的H.265编解码团队，并与
英特尔、X265等同台竞技，获得国
际最高的H.265和 4K编码奖项，
是目前业界唯一商用的短视频
H.265解决方案。如今，如快手、
今日头条、美拍、秒拍等短视频领
域的应用都是由金山云提供视频
云解决方案。

而网易云则推出以“轻智能”
为特色的解决方案，帮助平台用户
解决短视频技术部署和功能研发
面临的挑战。“在技术端，通过三个
方面的技术要素提升视频质量、流
畅度和用户留存率。网易云的短
视频SDK技术具有灵活、稳定、低
占用、智能化功能完备的优势，可
使开发者轻装上阵，实现多功能的
快速开发。”闻沈达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介绍道。

在功能端，一方面依托于网易

云通信与视频的短视频SDK，开发
者可基于简单的SDK接口即可实
现包括断点拍摄、人像美颜等在内
的拍摄功能部署，以及包括色调调
整、分镜切换特效等在内的编辑上
传功能部署。并且可在底层SDK
上进行开发和封装，基于人脸、手
势等智能识别技术，为短视频平台
用户提供包括智能美颜、动态贴
纸、手势识别、智能道具等全套解
决方案。

此外，阿里云短视频根据不
同业务层次的需求，短视频SDK
分为基础版和标准版两个版本，
标准版SDK布局、交互、界面可以
二次开发，根据UI交互源码可以
实现完全自定义。对于想集成短
视频功能的开发者，只需要在阿
里云官网购买点播套餐，提交订
单号、bundleID、包名和签名，就可
以获取license授权并接入短视频
功能，授权后还会进行一对一的
技术支持服务。据悉，支付宝、优
酷、梨视频等公司均采用了这个
方案，充分满足了创业者面临的
用户个性化、多功能的短视频拍
摄与编辑需求。

短视频应用广泛带动了技术
发展，视频服务的竞争也正在席
卷整个行业。对创业者来说，选
择合适的短视频解决方案提供商
对业务的创新和发展至关重要。
据阿里研究院报告显示，阿里云
上的创业者六成为首次创业。企
业选择采用公共云平台后，计算
成本降低了70%，创新效率上升高
达300%。业内人士表示，虽然目
前短视频平台的竞争以内容为主，
但通过与视频云服务商的合作提
升平台其他方面的能力，使其有更
多的精力去比拼内容，已经上升为
直播、短视频平台竞争取胜的战略
决策。

2017年，短视频在移动互联
网大放异彩，迎来了高速增长期，
从秒拍、快手、梨视频等专注于短
视频的平台抢占市场，到众多平
台机构重金补贴挖掘短视频创作
者吸引优质内容加盟，再到如今
电商、服务APP等跨界融合，短视
频的优势不言而喻，也成为年度
内容营销的最新风口。

数据显示，移动短视频的广
告规模过去三年也涨了35倍，从
2013 年的 5.5 亿元到 2016 年的
196.1亿元。有业内人士预测，进
入短视频竞赛下半场，短视频市
场也会出现细分，甚至越垂直越
适合短视频。

“短视频+”成新玩法
目前短视频是属于文化产业

的一部分，已经到了“短视频+”的
时代，并成为全民化的一个传播
介质。同时在现在消费升级情况
下，短视频是一个最清楚的应用
形态，在手机APP中，大众点评已
经切入短视频功能，网易音乐也
是如此。它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
活方式，何仙姑夫、贝壳视频创始

人兼CEO刘飞认为。
据了解，网易云音乐依靠“短

视频”和新增的“视频”页卡为
UGC和PUGC生产者提供了更多
元、更新潮的曝光机会，着力打造
一个以音乐为主的MV版“朋友
圈”。通过短视频编辑器，可以剪
辑本地视频，并支持增加背景音
乐，时长限制在5分钟以内。从内
容上看，短视频已经成为部分音
乐人宣传作品和与粉丝互动的重
要阵地，进一步强化了网易云音
乐的音乐社区定位。

而庞大的旅游市场及游客们
对于旅行攻略游记新颖的要求，
让短视频也成为另外一种新的内
容消费潮流。短视频与旅游极高
的契合度，也成为旅游类短视频
成长的一个重要契机。

目前市场上关于旅游攻略和
游记都是以图文的形式呈现，但
显然已经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
的内容需求。于是，短视频APP

“多拍”原班人马团队开发了“快
快旅行”。在内容生产方面，“快
快旅行”已在上线前通过社群和
微信公众号积累了数百名的旅拍
达人，旅行达人们持续生产的高

品质内容，将在“快快旅行”这一
社交平台上展现给其他用户，激
发用户通过视频产生旅行冲动。

而在UGC内容生产上，“快快
旅行”降低了视频拍摄的门槛。
通过滤镜叠加、视频防抖、拍摄补
光等技术手段，让一般手机硬件
的用户亦能生产出质量上乘的短
视频作品。

此外，作为吃货界“指南针”
的大众点评也卷进了这波短视频
的热潮，除了在商户页面下添加
了“拍视频”的功能，还在首页增
加了“点评视频”页卡。并且新增
了“发现”功能，在“点评头条”的
版块也集纳了各种美食和好店推
荐，这些亮点或许也将成为其转
型上的重大突破。而在UGC内容
生产方面，大众点评也引进了众
多优质内容入驻，比如魔力饮食、
一条视频、罐头视频等多个生活
频道。

用户定位更精准
根据eMarketer的最新报告显

示,截至 2020 年,互联网上平均
92%的流量都将来自于视频,当视

频拥有这么大流量的时候,其商业
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视频互娱广
告、视频电商将是视频商业化的
两大主要方式。

而短视频领域依然是一片红
海，“短视频+音乐”、“短视频+旅
行”、“短视频+美食”以及各类
APP与短视频的结合而构建的垂
直社群都体现了同一个趋势，短
视频已经成为一种功能性应用与
垂直领域的服务APP联合，不再
是独立的视频传播载体，“短视
频+”已成为推动内容传播、构建
垂直社群的利器。

网易云音乐CEO朱一闻则向
《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短视频
这种载体的天然优势使得内容的
呈现和音乐的结合更有张力，特
别适合音乐平台。网易音乐副总
裁丁博也认为，短视频对音乐的
解读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具象化，
可以提供更多的感受，吸引一些
独特的用户使用音乐的产品。目
前短视频业务方面的数据增长比
较明显，未来在广告储备方面有
更好的想象空间。

短视频之所以能火遍市场，
更多是来自于其时长短、信息承

载量高、生动形象的特点，同时也
使移动手机用户得以充分利用碎
片时间观看，更符合当下手机网
民消费行为习惯。

依据网民的这种消费习惯，
“快快旅行”制定的远景便是要在
平台上整合旅行资源，在用户观看
视频产生旅游消费冲动后，成为一
个用户消费旅游产品最为垂直的
入口。让内容驱动消费，让用户在
平台上完成从“观看视频—产生冲
动—发生决策—购买旅游产品”
的一次消费闭环。目前，平台已
联系各大民宿酒店平台、飞机及
火车票务网站，初步达成合作意
愿。在平台上开放链接入口，使
得用户在观看完目的地的视频
后，能够直接制定购买决策，并在
平台直接完成操作。

业内人士分析称，把短视频
放置在各种需求场景下，只要用
户有表达和社交欲望，都可以借
助短视频来完成。目前越来越
多的功能性应用与垂直领域的
服务 APP 联合，“短视频+”已成
为推动内容传播、构建垂直社群
的利器。
（本报记者刘蕾综合整理报道）

传统行业牵手短视频成新趋势

云服务企业掘金短视频市场
本报记者 刘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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