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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短视频+教育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短

视频+教育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短视频+教育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短视频+教育行业的

现状、中国短视频+教育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短视频+教育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及中国短视频+教育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短视频+教育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

者想投资短视频+教育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短视频+教育属于比较新的模式，尚未有明确的定义，广义上的短视频一般指长度在10分

钟以内的视频，本报告所指短视频，单指伴随硬件和软件升级及抖音、快手等发展而兴起的

具有内容精炼化、通俗化、人格化特征的短视频，主要是短视频及综合视频平台上的短视频

内容。

         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正倒逼教育改革，传统的封闭化、规模化教育，也正向开放化、泛在

化、个性化发展，教育与知识付费的边界更加模糊，本报告认为，知识付费的本质亦是教育

，故本报告所指的教育，亦为广义概念上的教育，涵盖了知识付费的范围。不仅包含早幼教

、K12培训、高等教育、留学培训、语言培训、素质教育、职业教育等传统教育，还包含通识

教育和职业技能提升等。综上，本报告所研究的短视频+教育，是指以精炼、通俗的短视频为

主要形式在短视频或综合视频平台开展的广义上的教育活动

         与教育O2O平台不同，短视频和教育的碰撞，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自发过程，在发展到一

定规模后引起了包括短视频平台、教育机构、MCN机构及更多内容创作者的重视，并发展出

了别具一格的教育生态。2016年，B站就已经有大量的英语学习、专业考试等的视频学习内容

，但以长视频和录播课为主。而以&ldquo;农村包围城市&rdquo;&ldquo;普惠&rdquo;特性迅速

走红的快手，则凭借极低的UGC门槛和秉承&ldquo;普惠&rdquo;算法的特性渗透到城市乡村

的每一个角落，并激发了每一位老铁内心的强烈的表达与展示欲望。正如安德森所说&ldquo;

大热门是供给匮乏的产物&rdquo;，快手突破区域限制对尾市场的触达所产生的范围经济反过

来又进一步激励了内容创造者，这种相互促进的影响在快手上自发衍生出了别具一格的丰饶

教育生态，教育内容随后也成为快

         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上的重要布局，平台也为内容创作者提供了&ldquo;吸引用

户&mdash;留存/互动&mdash;&mdash;变现&rdquo;的商业化闭环。

     而随着用户和用户时长的转移，教育机构、MCN等机构也纷纷开始了在短视频平台的内容

布局。



     2022年短视频+教育付费产品及内容GMV117.5亿元，有望在2023年达到千亿市场规模

     与游戏、聊天等强娱乐性、重过程内容不同，教育类内容的核心价值在于效果的交付，通

过优质短视频/直播内容获得粉丝并建立信任后，进一步通过优质产品及内容出售实现商业化

，成为教育类KOL最主要的商业化渠道。

     2022年通过短视频平台这一渠道成交的教育类产品及内容GMV约117.5亿元，并将保持高速

增长，预计到2023年GMV将过千亿，短视频平台将成为教育类产品及内容的大型电商平台。

此外，由于短视频平台算法加持下的半私域流量属性，众多KOL仍习惯将流量导入到微信/微

博及其他线下渠道，短视频平台作为流量平台还具有更大的但难以量化统计的隐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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