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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时代新型主流媒体短视频影响力评价研究
路钊宇

成都大学，四川省成都市，610000；

摘要：数智时代，技术革新、市场需求、商业模式创新以及政策环境的多重利好，推动了数智时代新型主流媒体

短视频的蓬勃发展。本研究构建了一套综合的影响力评价体系，旨在提升新型主流媒体在短视频领域的影响力。

本研究提出以“接触度”“认知度”“交互度”和“忠诚度”为核心的四维评价模型，采用了层次分析法（AHP）

作为主要研究工具，通过构建层次结构模型、生成判断矩阵、执行一致性检验及计算权重与排序，实现了对各项

评价指标的科学量化。本研究对有效评估新型主流媒体短视频的影响力、深化理解数智时代下新型主流媒体的发

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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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的数

据，在中国近 11亿网民中，超过 95.5%的人群活跃于短

视频平台。近年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机构

积极响应数字化转型的趋势，大力拓展短视频领域，构

建了多平台互联的立体化信息传播体系，取得良好的传

播效果。由此可见，短视频已成为用户获取信息、娱乐

休闲与社交互动的主渠道。

短视频生态系统囊括了内容创作、分发、消费、互

动及反馈等多个环节，构成了一个高度动态、复杂且具

备自适应能力的网络。优质的短视频生态能够吸引用户

的持续使用、带动商业价值的提升，实现平台的可持续

发展。然而，如何激发用户积极参与与互动？如何有效

利用数智技术提升内容分发与用户洞察的精准度？又

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创新活力与竞争优势？

以上问题的解决均需要科学、系统的短视频影响力评价

体系作为支撑。

目前，已有学者平台的影响力进行了研究。但对主

流媒体平台的短视频影响力进行评价，学界相关的研究

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旨在开发一套针对新型主流媒

体、兼具针对性与操作性的短视频影响力评价工具，助

力新型主流媒体在数智时代提升内容创新力、用户吸引

力和传播影响力。

1 文献综述

1.1 新型主流媒体

新型主流媒体的建设紧密契合国家媒体融合转型

的顶层设计与具体部署。目前学界对新型主流媒体的研

究主要聚焦于内涵特征、发展困境与建构路径。随着媒

体融合上升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学界围绕新型主

流媒体的构建路径与效能提升策略展开了多元化的探

索，形成了丰富的理论积累。然而，现有针对智能媒体

建设的研究大多从较为宏观的视角出发，且方法论上更

倾向于质化分析，缺乏对微观层面及量化方法的深入探

讨。

1.2 媒体影响力的相关研究

罗伯特·西奥迪尼在《影响力》一书首次提出“影

响力”的概念，帕特森等人在《影响力 2》中则对这一

理论框架进行了扩展，指出了影响力的六个关键来源：

个人动机、个人能力、社会动机、社会能力、组织动机

和组织能力。喻国明
[1]
教授指出：“影响力，更本质的

是一种控制能力，这种控制能力表现为影响力的发出者

对影响力的收受者在其认知、倾向、意见、态度和信仰

以及外表行为等方面合目的性的控制作用。”沈正赋
[2]

将影响力界定为“媒介或媒体借助特定传播手段旨在满

足受众信息需求而对社会发生作用的力度”。由此可见，

学界已基本达成“影响力是一种介于施加者与被影响者

之间的作用力”这一共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作用力

不局限于个体之间，且能够直接影响他者认知、态度与

决策。

结合前文对媒体影响力的论述，本研究将新型主流

媒体短视频影响力界定为：在数智时代背景下，新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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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媒体通过短视频这一媒介载体，运用创新的内容形式、

精准的传播策略以及先进的技术手段，对其目标受众的

思想观念、情感认知以及行为选择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

引导与塑造力量。

1.3 短视频评价体系的相关研究

在短视频评价体系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典型成果

如李明德
[3]
的政务短视频内容生态的评价体系，以及汪

文斌
[4]
的短视频传播评价体系。其他媒介形式的内容生

态评价体系可为短视频内容生态评价体系建设研究提

供借鉴参考作用。如人民网的“媒体融合传播指数指标

体系”、央视市场研究（CTR）的“媒体融合传播效果

评估体系”。以上指标主要基于定量分析，通过加权处

理内容数量及用户端的“阅读、转发、点赞、评论”等

流量数据而形成。然而，这种以用户端“流量”为核心

的评价体系，更多侧重于衡量传播效果，而非全面评估

媒体的综合影响力。

2 数智时代新型主流媒体短视频影响力评价体

系构建

2.1 指标来源参考

本文首先对冯锐
[5]
、张琪

[6]
等学者相关研究成果进

行了系统化梳理，在此基础上，本研究甄选出具有代表

性的核心指标，作为构建初始评价框架的关键参考依据。

2.2 指标选取依据

鉴于当前针对新型主流媒体短视频影响力的评价

体系尚未系统化构建，本研究整合现有短视频传播评价

体系的相关研究成果，并结合新型主流媒体的传播特点，

构建一套适用于数智时代新型主流媒体影响力的评价

体系。本研究按照“目的性、系统性、全面性和可操作

性”四大原则，旨在构建一个既能反映新型主流媒体内

容生态特征，又能为实际应用提供具体指导的评价体系。

具体而言，本研究基于信息生态的四个核心维度构建评

价体系，即“接触度”、“认知度”、“交互度”与“忠

诚度”。

1.接触度。

接触度反映了用户对新型主流媒体短视频的初步

接触和关注程度，是短视频内容能够传播给目标受众的

首要条件，亦是短视频影响力发生和建构的起始环节。

这一维度反映了短视频内容在目标用户群体中的可见

性和渗透率。根据前者的研究，在短视频影响力发生过

程中，首先要考虑的是社交媒体的用户和信息数量。（1）

用户数量：关注使用的用户数量。（2）信息数量：评

估期间所发的视频量。

2.认知度

认知度是指用户对新型主流媒体短视频的综合印

象。（1）品质认知：用户对该媒体平台所发布短视频

的品质及信息质量的综合评价。（2）功能认知：用户

认知该媒体内容所达到的功能和效果。

3.交互度

交互度主要聚焦于评估用户与短视频内容之间的

互动频率和深度。在短视频平台上，用户可通过点赞、

评论、分享及转发等多种方式积极参与内容互动。高水

平的交互度不仅体现了用户对内容的高度兴趣，还反映

了其参与意愿和持续使用的可能性。（1）点赞数：评

估期间该平台发布的短视频的点赞总量。（2）评论数：

评估期间该平台发布的短视频的评论总量。（3）转发

数：评估期间该平台发布的短视频的转发和分享总量。

4.忠诚度

忠诚度是指用户对新型主流媒体短视频平台或其

内容持续、偏好性关注及使用的一致性程度。忠诚的用

户会定期访问平台、观看内容，并对平台或内容产生情

感上的依赖和认同。高忠诚度意味着用户不会轻易流失，

是平台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1）推荐意向：向其他

用户推荐该视频以及平台的可能性。（2）使用意愿：

自己在主观上对该平台以及内容的存留意向。

2.3 指标体系搭建

层次分析法（AHP）通过将决策问题系统地分解为

从总目标到各层子目标、评价准则，直至具体备选方案

的多层次结构，并利用求解判断矩阵特征向量的方法进

行量化评估。该方法融合了定性和定量分析的优势，非

常适合处理具有多维度和非统一量纲特点的复杂评估

问题。就本文而言，具体包括四个步骤：构建层次结构

模型、构建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与计算权重与排序。

在数据处理上，本研究使用 SPSSPRO工具对收集到的数

据进行统一处理。

1.构建层次结构模型

如前所述，本研究在构建新型主流媒体短视频影响

力评价层次结构模型时，结合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智

媒时代新型主流媒体短视频的特点，从接触度、认知度、

交互度和忠诚度五个维度进行评价指标的选取，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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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新型主流媒体短视频影响力评价层次结构模型。具

体如表 1所示。

表 1 新型主流媒体短视频影响力评价层次结构模型

目标层 准则层 方案层

数智时代新型主流媒体短
视频影响力评价体系

接触度
用户数量

信息数量

认知度
品质认知

功能认知

交互度

点赞数

评论数

转发数

忠诚度
推荐意愿

使用意向

2.构建判断矩阵

在确定评价团队构成时，本为研究兼顾实际操作的

可行性和科学严谨性，对同一层级的各项指标进行相对

权重的评估。鉴于此，本研究选取了新闻传播学学者、

短视频创造领域教师、短视频运营人员、业界专家以及

短视频的深度用户等来自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组成评

估小组，旨在通过其专业洞见与经验积累，为新型主流

媒体短视频影响力的评价提供全面的分析视角。

在组建专家团队后，本研究主要采用“1-9 标度法”

对各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进行量化评分，构建了一个

系统化的判断矩阵。此过程中能够将专家的意见转化为

可量化的数据，为后续的数据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计算指标权重与一致性检验

五位评审专家均属于独立打分评价的状态，每个人

的分析流程一致，各项指标的最终权重结果如表2所示。

表 2 一级指标权重

项 特征向量
权重值
（%）

最大特征根
λmax

一致性比率
CR值

接触度 1.55 38.746

3.002 0.069
认知度 0.209 5.22

交互度 0.5 12.512

忠诚度 1.741 43.522

根据上述数智时代新型主流媒体短视频影响力一

级指标权重可以发现，4个一级指标的权重排序由大到

小依次为：忠诚度>接触度>交互度>认知度。该矩阵中 C

R=0.069 < 0.1, 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通过。

表 3 二级指标单层次权重

项 特征向量
权重值
（%）

最大特征
根 λmax

一致性比率
CR值

用户数量 24.324 0

信息数量 75.676 0

品质认知 17.857 0

功能认知 82.143 0

点赞数 0.185 6.153

评论数 0.845 28.173 3.002 0.002

转发数 1.97 65.674

推荐意愿 23.333 0

使用意向 76.667 0

根据上述数智时代新型主流媒体短视频影响力一

级指标“接触度”下的二级指标权重表格可以发现，2

个二级指标的权重排序由大到小为：信息数量>用户数

量。注意对于 2阶判断矩阵，由于其特殊性（任何 2x2

矩阵都是一致的），RI的值总是 0，因此 CR也总是 0，

即任何 2阶判断矩阵都是一致的，不需要进行一致性检

验。

根据上述数智时代新型主流媒体短视频影响力一

级指标“认知度”下的二级指标权重表格可以发现，2

个二级指标的权重排序由大到小为：功能认知>品质认

知。

根据上述数智时代新型主流媒体短视频影响力一

级指标“交互度”下的二级指标权重表格可以发现，3

个二级指标的权重排序由大到小为：转发量>评论量>点

赞量。该矩阵中 CR=0.002< 0.1, 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

验通过。

根据上述数智时代新型主流媒体短视频影响力一

级指标“忠诚度”下的二级指标权重表格可以发现，2

个二级指标的权重排序由大到小为：使用意向>推荐意

愿。

将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权重相乘，得出数智时代

新型主流媒体短视频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

的总体权重，具体结果如表 4所示。

表 4 新型主流媒体短视频影响力评价指标权重系数表

目标层 准则层 权重值ωi① 方案层 权重值ωi② 总权重ω ①*②

数智时代新型主
流媒体短视频影
响力评价体系

接触度 38.75%
用户数量 24.32% 9.43%

信息数量 75.68% 29.32%

认知度 5.22%
品质认知 17.86% 0.93%

功能认知 82.14% 4.29%

交互度 12.51% 点赞量 6.15%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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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量 28.17% 3.53%

转发量 65.67% 8.22%

忠诚度 43.52%
推荐意愿 23.33% 10.16%

使用意向 76.67% 14.52%

3 结语

随着数智时代的加速发展，新型主流媒体短视频已

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其影响力评估体系的构建不

仅是学术研究的前沿课题，也是指导行业实践、优化内

容生态的关键。本研究在考量现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本研究结合新型主流媒体短视频的传播特征，形成

了一套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评价体系。该体系以信息

生态的四个核心维度——“接触度”“认知度”“交互

度”与“忠诚度”为框架，旨在构建一个全面、系统且

符合数智时代特征的新型主流媒体短视频影响力评价

体系。在评价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本研究采用了层次分

析法这一较为成熟的统计学工具。通过构建层次结构模

型、构建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以及计算权重与排序等

步骤，本研究对各项指标进行了科学的权重分配和排序，

确保了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本研究还使

用了SPSSPRO等统计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处理和

分析，进一步提高了评价体系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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