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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元一条元一条，，还能订制还能订制：：谁卖了我的简历谁卖了我的简历？？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潘 旭 吴振东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快手抢在抖音之前，成为
“短视频第一股”。

日前，快手成功登陆港
股。与发行价115港元/股的
发行价相比，其收盘价报300
港元/股，暴涨160.87%。

这个被“老铁”推上资本市
场神坛的短视频平台再次吸引
了各界的目光与讨论，短视频
存量时代背后的掘金战又该如
何应对？

十年磨一剑，
快手抢先登陆资本市场

从2011 年到 2021 年，从
一个动图工具GIF 快手成长
为今天日活近 3 亿的短视频
社区，快手在港交所挂牌用了
10年。

记者梳理了快手业务发展
的时间线。2011年，斗图文化
盛行，彼时快手还叫GIF快手，
主要提供制作原创GIF动图并
分享的功能，这既构成了短视
频的雏形，也为其后来的流量
积累奠定了基础；2012年，快
手转型短视频，到2013年正式
推出短视频社交功能，至此，快
手开始火爆网络，流量积累明
显加速；2016年，快手趁势推
出直播，到2017年末，快手成
为全球最大的单一直播平台，
直播成为快手流量变现的开
始，且火爆的直播业务也与流
量积累形成正反馈螺旋，彼此
相互强化；2018年，电商业务
上线，到2019年，快手的成交
金额（GMV）高达596亿元，已
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直播电商平
台，2020年上半年的GMV则
突破了1000亿大关。

然而，同在短视频领域有

骄人战绩的头条系产品——抖
音也不容小觑，尽管二者在定
位上有很大区别。如抖音主打
城市，如今已打下了一二线城
市，定位更倾向于把头部内容
做大，给予优质内容更多流量；
而快手的定位更倾向于把流量
打散，采用普惠算法，让每个有
趣的人都有机会崭露头角，已
经占领三四五线城市，甚至广
大农村。但在相当长的时间
内，各界总是习惯性地将二者
比较，有“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之感。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
月，抖音普通版的月活跃用户
数、用户活跃率、活跃7日留存
率分别为 5.1 亿人、57.5%和
87.2%；而快手普通版，则分别
是4.3亿人、50%和82.9%。另
外，抖音普通版的卸载率为
6%，快手普通版则是8.1%。

从数据中不难发现，短视
频平台中，存量用户对抖音的
使用率更高，增量用户对抖音
的弃用率则更低。在用户基数
和用户粘性上，抖音略胜一筹；
在视频行业渗透率及视频细分
领域上，抖音渗透率为51.5%，
快手则是42.8%。

抖音和快手一直被誉为行
业内的“双龙头”，缘何快手能
抢先一步登陆资本市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
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盘和
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头
条系在上市方面动作较慢，一
方面，头条系在2020年遭遇了
一些波折，尤其是头条系海外
的TikTok事件；另一方面，快
手相对于头条系在产品上更加
聚焦，相比于子产品分散的头
条系，在资本市场快手品牌清
晰度更高。因此，快手在资本
市场上进度快于头条。”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
中心副主任朱巍也认为，头条
系受TikTok事件影响，境外
市场份额受了较大冲击。除
了上述外部原因外，朱巍还分
析了快手能够抢先上市的内
部原因，他认为：“快手和抖音
的发展路径不同，何时进入资
本市场，有他们自己的发展考
量和经营决策。快手着重经
营私域流量，受疫情影响，快
手的电商业务在此期间迎来
较大发展，后期发展更倾向于
直播带货等；而抖音日活更
好，更倾向于短视频，还有大
量的广告等。”

高光背后的隐忧

走过十年终于上市的快
手，在受到资本市场的狂热追
捧的同时，肩上也承担着更重
的压力与更高的期望。

截至2020年6月，快手拥
有7.69亿月活跃用户（包含小
程序用户），其中日均活跃用户
规模达到3.05亿人。快手已是
仅次于抖音的全球日活用户第
二大短视频平台，同时也是全
球虚拟礼物（直播打赏）流水最
大的直播平台。庞大的用户数
量正是其被资本市场热捧的一
大原因，基于此，快手通过直
播、广告营销、电商均实现不同
程度的商业变现，且营业收入
逐年上升，营业收入从2018年
的83亿元，增至2019年的391
亿元。2020年前9个月，快手
的营业收入已达407亿元。

然而，高光背后必有隐忧，
上市并非快手的终点，抛开上
市带来的资本狂欢，目前快手
依然处于战略性亏损阶段。根
据快手上市前刚刚更新的招股
书，去年前11个月，快手平均

日均活跃用户数从年初的3.05
亿下降至 2.638 亿，下滑了近
4000万，而同期亏损扩大至94
亿元。

同时，快手平台头部主播
辛巴因直播带货时售假翻车，
甚至被处罚，这也给快手带来
了新的监管难题及挑战。

“目前，对于快手而言，它
的压力一方面来源于如何保证
日活量、如何保证连续不断的
高产内容资源以及如何吸引流
量的问题；另一方面，辛巴事
件对快手整个平台的直播带货
影响都很大。”朱巍强调，现阶
段各种相关法律相对规范，电
子商务法实施已有段时间，民
法典也已出台，如今不再是从
前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快手
更应认真思考如何定性直播带
货的网红性质，如何在规范情
况下完善其相关业务，依法保
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让“老铁”
买得放心。

关于如何看待和解决眼
下的隐忧，记者尝试联系快
手，快手方面称公司刚刚上
市，暂时不方便透露更多信息
及相关决策。

短视频存量时代怎样突围

继春节红包大战后，新年
开工之际短视频领域再掀浪
潮。近日，由腾讯视频出品的
重磅选秀节目《创造营2021》
正式开播，快手则与《创造营
2021》达成独家短视频合作，
全体创造营学员集体入驻，在
快手发布独家动态，快手明星
资源得以再次拓宽。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近
年来快手与抖音激战不断，其
道路越走越“像”，但这对于亟
需发掘新赛道的快手而言显然

并非一个好信号。
企鹅智库发布的《2020-

2021中国消费互联网竞争趋
势报告》显示，从2018年 9月
—2020年9月，短视频月活跃
用户由5.18亿提升至8.65亿，
全网用户总使用时长占比由
8.8%扩大至18.9%。短视频行
业在经历近几年的快速增长
后，其活跃用户增速开始逐步
放缓。但受2020年初疫情影
响，短视频行业在2020年1—3
月呈现了短时的突出增长，随
后稍有回落。这意味着2021
年的短视频市场已经进入存量
时代。

再加上微信、微博等社交
平台以及小红书、知乎等内容
平台也瞄准了短视频这块大蛋
糕，开始下场“抢食”。短视频
存量时代下，面对来自抖音、小
红书等其他平台的夹击，快手
该如何突围呢？

“快手应巩固自身用户，在
内容上要做延伸，向影视、游戏
等诸多方面去拓展，内容涵盖
面要越来越宽。”盘和林认为，
未来快手、抖音短视频平台的
竞争核心，依然是内容的竞争，
更确切地说，是内容提供者、生
产者的竞争，也就是自媒体和
影视版权的竞争，谁独占了更
多头部优质内容提供者，谁就
能走得更快、更好。

在朱巍看来，关于引流，快
手在内容方面仍涉及转型问
题。“如今，网络监管逐渐严格，
除了顶流的大网红外，小网红
关于高质量内容的输出能力很
有限。未来，下一个风口一定
是知识共享或知识付费，把知
识、技能、内容变现，老百姓越
来越挑剔，不再是随意被割的

‘韭菜’。因此，快手仍要深耕
内容。”

快手登陆港股快手登陆港股，，
短视频存量时代如何掘金短视频存量时代如何掘金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阿嫱

近日，记者从北京市住建
委获悉，自2017年以来，北京
市住房持续保持合理供应规
模，年均新增8.5 万套左右住
房；率先创新推出限竞房、共有
产权住房，总体上形成了限竞
房、共有产权住房、普通商品住
房5:3:2的供应格局，有效满
足了居民刚性自住需求。

截至目前，北京市场上可
售住房约9.4万套，其中限竞

房、共有产权住房分别为2.8、
1.4万套，此外还有拿地未开工
和开工未入市的在途商品住房
1600万平方米左右、约15万
套，可为满足住房刚需家庭提
供有力保障。

北京市住建委表示，2021
年，北京市的住房供应规模不
减，供应结构进一步优化，保
障性租赁住房力度将继续加
大。2021年北京将完成不少
于300公顷商品住房供地，并
提高共有产权住房供应比例。

同时，加大公租房、集租
房等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力
度，在土地供应计划中单列。
在供地空间布局上也将更加
优化，重点供应需求旺、轨道
交通等配套设施完善的区
域。此外，不断完善长租房政
策，加快租赁立法，逐步使租
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
有同等权利。

在总结限竞房和共有产权
住房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媒体
反映个别共有产权住房项目户

型不好、合同存在霸王条款等
问题，北京市住建委表示将加
大日常监管力度，及时修订共
有产权房建设导则并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提供更为完善的
品质标准支撑。

此外，北京市将进一步升
级和优化商品住房供应，在热
点区域和地块推出“限地价、
竞政府共有产权份额、竞高品
质方案”的土地出让方式，通
过限地价和商品住房中竞共
产份额，避免高地价和高房

价，通过竞高品质方案引导企
业理性购地，并切实提升住房
品质。

北京市还将开展商品住宅
小区配建公共设施建设和移交
问题专项整治，确保依规依标
配建、移交和投运。同时推进
老旧小区改造进入新阶段，
2021年北京市计划新开工300
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约1100
万平方米，稳步推进老楼加装
电梯、央产老旧小区综合整治
工作。

北京形成限竞房、共有产权住房、
普通商品住房5:3:2供应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