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视频“刷刷刷” 投资者“冲冲冲”

流量出大招 行业怎么接

本报记者 张舒琳

“倒 数 3 、 2 、 1 ， 直 播 间 的 老 粉 ， 快 冲 那 个 服 务 器 龙 头 股 ！ ” “牛 市 来 了 ， 这 些 基 金 别 错 过 ！ ”

9月下旬以来，随着A股市场一波行情快速启动，类似的情形频繁上演：各类论股短视频、直播、“种草”帖如同病毒传播，迅猛流传，迅速推动市场成交放大，势能之快令人瞠目结舌。 有人戏称，这轮行情为“短视频牛”。

近日，股票、基金相关投资话题在抖音、小红书、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爆发。 网红博主号召力远超传统金融机构，甚至出现了直播间同时涌入数万人、单场直播点击接近百万的情形，被博主推荐的小市值品种应声暴涨。 与此同时，会员费、付费课带来的可观收益，让一些“大V”及背后的第三方投顾机构赚得盆满钵满。

“这轮行情，得抖音者‘得天下’ 。 ” 多位机构人士感叹，强大的情绪传导效应，让利好和利空消息被瞬间放大，资金快速抢跑。 “妖股” 频出的行情甚至倒逼机构思考是否应该跟随散户定价，有人调侃说：“首席报告没人看，大V带货全民欢，个股估值已失效，抖音帮忙来定价。 ”

越来越多的传统金融机构已意识到占领互联网渠道的重要性。 例如，在近期的“开户大战” 中 ，抖音、小红书成为吸引投资者开户的重要引流渠道。 随着新的互联网生态席卷投资圈，金融“正规军” 也在探索如何出招，方能占领投资者的心智 。

“得短视频者得天下”

“关注了很久的基金博主账号被封了，后来发现，他又换了一个平台开设小号。 ”

在抖音集中查处一批违规账号后，不少投资者发现，此前跟随的博主突然“无影无踪” 。 近日，抖音安全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重点处置 、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证券活动，对发现的违规内容和账号将采取包含封禁直播权限、内容下架、资料重置 、账号禁言在内的手段进行处置。

不容忽视的是，在 9月24日以来的市场持续高换手成交背后，网红博主展现出极强的号召力和煽动性 ，千万粉丝大V的流量可以轻松将一只小盘股拉涨停。

从传播数据来看 ，一位已被抖音封号的知名大V“小韩厂涨” ，此前一场直播同时在线的人数超过8万，点赞数量超过98.6万。 据某第三方平台数据统计，不少粉丝数量在百万以上的头部大V，平均每场直播观看数量可达到50万级别。

另一位近日被封号的知名网红“爱在深秋 ” ，因为言辞大胆而走红。 尤其是9月下旬A股走牛后，他关于“爱在深秋 ” 的言辞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被粉丝称为“上海爷叔” 。 其注册账号后，短短数日粉丝数量就增长至近50万。

社交媒体的火热情绪也传导到了基金圈 ，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上，类似“90后小白勇当基民，挑战年底翻倍”“挑战30万变 60万的第十天”“定个小目标 ，先赚个 1000万” 等帖子层出不穷，直接实盘“晒单” ，让这类博主吸引了很多粉丝关注。

其中，跟踪指数的ETF等工具化产品更是成为社交媒体“带货 ” 的突破口 ，被各路大V热捧 。 相关“种草” 帖子热度居高不下，例如，一篇“10月 8日抄底的正确方式就是ETF” 的阅读数量达到十万级，还有博主发布“新手小白不会买股票，又不想错过大牛市，这些板块ETF千万别错过” 相关内容，推荐的名单被广为收藏，“90%的人靠这三只ETF就够了” 等帖子走红网络。

荐股、荐基的火爆流量，让大V及背后的第三方投顾公司赚得盆满钵满。 以一名80万粉丝的抖音大V为例 ，其付费会员群最新人数达到近 1900人，每人每月会员费超过 1400元，一个月会员费收入就超过260万元。 三方投顾公司业务则更加火爆。 以国金计算机团队统计的某头部智能投顾公司为例 ，这家公司在10月 8日至11月1日新增用户超过 27000人，新增订单超过 7.4亿元（未剔除退费订单）。 截至11月8日，该公司 9月24日以来的股价涨幅已超过200%。

资金“抢跑” 放大短期波动

在短视频、直播间，一声声“振臂高呼 ” 的“喊票效应” 带动下，一些投资者逐渐迷失了自我，批量传播的同质化信息将拥有相似观点的投资者聚集在同一网络空间，“信息茧房” 效应又进一步加剧 。 以至于在某社交媒体平台，甚至发生了大批投资者自发接力，打响某只人气股“股价保卫战” 的现象级事件。

中国证券报记者关注到，某只在抖音上走红的人气股，近期多次登上龙虎榜，知名散户群体“拉萨天团”频繁现身。 10月16日至10月31日的12个交易日内，该人气股出现10个涨停板。 11月1日，该公司发布公告称，截至10月31日，近30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0%，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当日，这只股票应声跌停。 然而，就在当晚，投资者打响了“股价保卫战”，大量投资者通过群聊号召看好该股票的散户“抱团”，共同维护股价。 大量散户“接龙”宣誓下一个交易日不会卖出，还会继续加仓。 相关视频在抖音上迅速走红，引来大量的点赞和评论。

“这只股票近期涌入大量资金，除了游资外 ，还有不少散户从抖音和小红书等渠道而来，这些散户并不懂股票，用‘炒币’ 的方法来炒股，不讲逻辑的打法让一些从业人员也很苦恼。 ” 一位渠道人士表示 。

火热的情绪在社交媒体放大镜作用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市场交易行为。 不仅是一些私募量化机构表示策略因此受到干扰，甚至还有一些机构思考是否应该跟随散户定价。 一位私募基金经理表示：“散户情绪成为重要的观察变量，原先的量化模型出现了短暂失效，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关注舆情方面的因子 。 ” 还有主观基金经理表示 ，除了听卖方路演，还要关注抖音等直播间的大V分析，寻找短期交易机会。

更重要的是，短视频信息的病毒式传播，让市场情绪瞬间被放大，与之相对应的是，一致预期快速形成所带来的资金“抢跑” 与短期波动的放大。 上述私募基金经理表示：“市场很快就对某种预期形成一致看法，一个逻辑在很快的时间内就被充分交易，尽管机构仍然是主导力量，但当最活跃的市场资金聚焦在快速获得回报上，就会显著放大市场的短期波动。 ”

从成交量来看，9月 18日至10月 8日，上证指数从2700点到一度站上3600点，仅用了短短10个交易日，就完成了30%的涨幅。 10月 8日当天，开盘仅 20分钟，A股成交额突破万亿 ，全天成交额高达 3.48万亿元 ，创下历史新高。

上市基金方面，资金短线进出也明显放大。 国庆假期之后的一周，A股ETF资金净流入高达1500亿元，但在此后市场调整之际 ，某周又出现数百亿元的净流出。 据业内人士观察 ，近期A股ETF资金流动呈现“大开大合 ” 态势，其中就有大量散户资金的参与。

上海橘涞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清表示，在一些不成熟散户的证券投资决策过程中 ，外界信息影响具有显著的作用力，以“迎合” 为核心算法的短视频内容推送可以起到显而易见的强化既有认知和预期的作用，虽然总体上不会决定市场的涨跌 ，但会加快行情的演化过程和速度，形成聚集和放大的效应，对部分个股短期走势的影响不可忽视。 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出发，对于短视频平台有关股市、基金等内容的审核和推送应该进一步明确规范 ，避免股 市“黑嘴 ” 和

“非法投顾” 利用短视频平台兴风作浪。 同时，也应该在进一步研究短视频平台算法推送传播对市场的放大效应后，采取相应规范措施。

琢磨基金总经理火焱表示，在这一轮政策推动、情绪复苏 、快速回暖的市场行情中 ，确实发生了与以往牛市截然不同的变化 ，短视频平台一定程度上对于市场走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短视频内容的吸睛效应和本身极强的传播效应，助推一致判断和资金涌动的速度远超以往，短期内便可形成投资者抱团，推动市场情绪和相应标的股价上涨。

从流量抢夺到“占领心智 ”

在监管重锤落地 、相关平台迅速处置后，短视频荐股的“狂欢” 暂时落下帷幕 。 但这类现象级传播事件 ，让业内人士不得不冷静思考：对比互联网草根网红的“带货” 能力 ，券商、基金公司、代销渠道等传统的金融正规军到底应该怎样走进用户的“内心” ？

一位券商人士感叹说，“我们平常做一场直播，要严谨地准备上万字的研究内容，从宏观分析到行业研究娓娓道来。 平常一场直播，同时上千人在线就已经很不错了，相比大V轻轻松松几十万的流量简直就是‘毛毛雨 ’ 。 原因或许在于 ，我们的内容还不够接地气，简单说就是没有‘说人话’ 。 ” 此外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篇卖方研报阅读数量不过几千，而大V的一篇帖子、一条评论却可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轻松获得数十万点击。

越来越多机构正在重新认识互联网渠道 。 例如，在十月以来的“开户大战” 中 ，部分券商网金部门对引流开户发挥了重要作用 ，抖音、小红书账号成为重要的引流入口 。 随着新的互联网生态席卷投资圈，金融正规军需要更加积极应对。

火 焱 认 为 ， 短 视 频 等 新 型 传 播 形 式 对 于 金 融 机 构 业 务 发 展 的 影 响 不 可 小 觑 ， 成 为 各 家 机 构 触 达 新 客 户 、 维 系 老 客 户 的 重 要 工 具 。 在 此 背 景 下 ， 金 融 正 规 军 更 应 顺 势 而 为 ， 组 建 专 业 团 队 ， 把 握 新 工 具 所 带 来 的 新 机 会 ， 积 极 提 升 线 上 服 务 能 力 、 优 化 线 上 使 用 体 验 、 拓 展 线 上 服 务 范 围 。

王文清表示，基金公司、券商和第三方基金销售平台发力自媒体平台，特别是培养和借助细分领域专业大V的传播力和信任度进行投资者教育并推销基金产品，具有广阔的前景。 通过群众喜闻乐见、平实易懂、专业可信的内容传播是实现销售目标的重要途径 ，特别是随着ETF等指数基金产品的崛起和普及，基金和大众的连接更为紧密 ，基金投资的大众参与度将变得更高。 这将推动基金公司和相关渠道在传播方面进一步走“群众路线” ，并加大对社交媒体平台内容建设的投入

力度。

“得短视频者得天下”

“关注了很久的基金博主账号被封了，后来

发现，他又换了一个平台开设小号。 ”

在抖音集中查处一批违规账号后， 不少投

资者发现，此前跟随的博主突然“无影无踪” 。

近日， 抖音安全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重点处

置、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证券活动，对发现的违规

内容和账号将采取包含封禁直播权限、 内容下

架、资料重置、账号禁言在内的手段进行处置。

不容忽视的是，在9月24日以来的市场持续

高换手成交背后， 网红博主展现出极强的号召

力和煽动性， 千万粉丝大V的流量可以轻松将

一只小盘股拉涨停。

从传播数据来看， 一位已被抖音封号的知

名大V“小韩厂涨” ，此前一场直播同时在线的

人数超过8万，点赞数量超过98.6万。 据某第三

方平台数据统计， 不少粉丝数量在百万以上的

头部大V， 平均每场直播观看数量可达到50万

级别。

另一位近日被封号的知名网红 “爱在深

秋” ，因为言辞大胆而走红。尤其是9月下旬A股

走牛后，他关于“爱在深秋” 的言辞在社交媒体

广泛传播，被粉丝称为“上海爷叔” 。 其注册账

号后，短短数日粉丝数量就增长至近50万。

社交媒体的火热情绪也传导到了基金圈，

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上，类似“90后小白勇当

基民，挑战年底翻倍”“挑战30万变60万的第十

天”“定个小目标，先赚个1000万” 等帖子层出

不穷，直接实盘“晒单” ，让这类博主吸引了很

多粉丝关注。

其中， 跟踪指数的ETF等工具化产品更是

成为社交媒体“带货” 的突破口，被各路大V热

捧。相关“种草” 帖子热度居高不下，例如，一篇

“10月8日抄底的正确方式就是ETF” 的阅读数

量达到十万级，还有博主发布“新手小白不会

买股票，又不想错过大牛市，这些板块ETF千万

别错过” 相关内容， 推荐的名单被广为收藏，

“90%的人靠这三只ETF就够了” 等帖子走红

网络。

荐股、荐基的火爆流量，让大V及背后的第

三方投顾公司赚得盆满钵满。 以一名80万粉丝

的抖音大V为例， 其付费会员群最新人数达到

近1900人，每人每月会员费超过1400元，一个

月会员费收入就超过260万元。三方投顾公司业

务则更加火爆。 以国金计算机团队统计的某头

部智能投顾公司为例， 这家公司在10月8日至

11月1日新增用户超过27000人，新增订单超过

7.4亿元（未剔除退费订单）。 截至11月8日，该

公司9月24日以来的股价涨幅已超过200%。

资金“抢跑” 放大短期波动

在短视频、直播间，一声声“振臂高呼” 的

“喊票效应” 带动下，一些投资者逐渐迷失了自

我， 批量传播的同质化信息将拥有相似观点的

投资者聚集在同一网络空间，“信息茧房” 效应

又进一步加剧。以至于在某社交媒体平台，甚至

发生了大批投资者自发接力， 打响某只人气股

“股价保卫战” 的现象级事件。

中国证券报记者关注到，某只在抖音上走红

的人气股，近期多次登上龙虎榜，知名散户群体

“拉萨天团”频繁现身。 10月16日至10月31日的

12个交易日内，该人气股出现10个涨停板。11月1

日，该公司发布公告称，截至10月31日，近30个交

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0%，属

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提示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当日，这只股票应声跌停。 然而，就在

当晚，投资者打响了“股价保卫战” ，大量投资者

通过群聊号召看好该股票的散户“抱团” ，共同

维护股价。 大量散户“接龙”宣誓下一个交易日

不会卖出，还会继续加仓。 相关视频在抖音上迅

速走红，引来大量的点赞和评论。

“这只股票近期涌入大量资金， 除了游资

外，还有不少散户从抖音和小红书等渠道而来，

这些散户并不懂股票，用‘炒币’ 的方法来炒

股， 不讲逻辑的打法让一些从业人员也很苦

恼。 ” 一位渠道人士表示。

火热的情绪在社交媒体放大镜作用下，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市场交易行为。 不仅是一些私

募量化机构表示策略因此受到干扰， 甚至还有

一些机构思考是否应该跟随散户定价。 一位私

募基金经理表示：“散户情绪成为重要的观察

变量，原先的量化模型出现了短暂失效，我们还

需要进一步关注舆情方面的因子。 ” 还有主观

基金经理表示，除了听卖方路演，还要关注抖音

等直播间的大V分析，寻找短期交易机会。

更重要的是，短视频信息的病毒式传播，让

市场情绪瞬间被放大，与之相对应的是，一致预

期快速形成所带来的资金“抢跑” 与短期波动

的放大。 上述私募基金经理表示：“市场很快就

对某种预期形成一致看法， 一个逻辑在很快的

时间内就被充分交易， 尽管机构仍然是主导力

量， 但当最活跃的市场资金聚焦在快速获得回

报上，就会显著放大市场的短期波动。 ”

从成交量来看，9月18日至10月8日， 上证

指数从2700点到一度站上3600点，仅用了短短

10个交易日，就完成了30%的涨幅。 10月8日当

天，开盘仅20分钟，A股成交额突破万亿，全天

成交额高达3.48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上市基金方面，资金短线进出也明显放大。

国庆假期之后的一周，A股ETF资金净流入高

达1500亿元，但在此后市场调整之际，某周又出

现数百亿元的净流出。 据业内人士观察，近期A

股ETF资金流动呈现“大开大合” 态势，其中就

有大量散户资金的参与。

上海橘涞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文清表示， 在一些不成熟散户的证券投资决策

过程中， 外界信息影响具有显著的作用力，以

“迎合” 为核心算法的短视频内容推送可以起

到显而易见的强化既有认知和预期的作用，虽

然总体上不会决定市场的涨跌， 但会加快行情

的演化过程和速度，形成聚集和放大的效应，对

部分个股短期走势的影响不可忽视。 从投资者

保护的角度出发，对于短视频平台有关股市、基

金等内容的审核和推送应该进一步明确规范，

避免股市“黑嘴” 和“非法投顾” 利用短视频平

台兴风作浪。同时，也应该在进一步研究短视频

平台算法推送传播对市场的放大效应后， 采取

相应规范措施。

琢磨基金总经理火焱表示， 在这一轮政策

推动、情绪复苏、快速回暖的市场行情中，确实

发生了与以往牛市截然不同的变化， 短视频平

台一定程度上对于市场走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 短视频内容的吸睛效应和本身极强的传

播效应， 助推一致判断和资金涌动的速度远超

以往，短期内便可形成投资者抱团，推动市场情

绪和相应标的股价上涨。

从流量抢夺到“占领心智”

在监管重锤落地、相关平台迅速处置后，短

视频荐股的“狂欢” 暂时落下帷幕。但这类现象

级传播事件，让业内人士不得不冷静思考：对比

互联网草根网红的“带货” 能力，券商、基金公

司、 代销渠道等传统的金融正规军到底应该怎

样走进用户的“内心” ？

一位券商人士感叹说，“我们平常做一场直

播，要严谨地准备上万字的研究内容，从宏观分

析到行业研究娓娓道来。平常一场直播，同时上

千人在线就已经很不错了， 相比大V轻轻松松

几十万的流量简直就是‘毛毛雨’ 。原因或许在

于，我们的内容还不够接地气，简单说就是没有

‘说人话’ 。 ” 此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篇卖

方研报阅读数量不过几千，而大V的一篇帖子、

一条评论却可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轻松获得数

十万点击。

越来越多机构正在重新认识互联网渠道。

例如，在十月以来的“开户大战” 中，部分券商

网金部门对引流开户发挥了重要作用，抖音、小

红书账号成为重要的引流入口。 随着新的互联

网生态席卷投资圈， 金融正规军需要更加积极

应对。

火焱认为，短视频等新型传播形式对于金

融机构业务发展的影响不可小觑，成为各家机

构触达新客户、维系老客户的重要工具。 在此

背景下，金融正规军更应顺势而为，组建专业

团队，把握新工具所带来的新机会，积极提升

线上服务能力、优化线上使用体验、拓展线上

服务范围。

王文清表示，基金公司、券商和第三方基金

销售平台发力自媒体平台， 特别是培养和借助

细分领域专业大V的传播力和信任度进行投资

者教育并推销基金产品，具有广阔的前景。通过

群众喜闻乐见、平实易懂、专业可信的内容传播

是实现销售目标的重要途径， 特别是随着ETF

等指数基金产品的崛起和普及， 基金和大众的

连接更为紧密， 基金投资的大众参与度将变得

更高。 这将推动基金公司和相关渠道在传播方

面进一步走“群众路线” ，并加大对社交媒体平

台内容建设的投入力度。

短视频“刷刷刷” 投资者“冲冲冲”

流量出大招 行业怎么接

□本报记者 张舒琳

“倒数3、2、1，直播间的老粉，快冲那

个服务器龙头股！ ”“牛市来了，这些基金

别错过！ ”

9月下旬以来， 随着A股市场一波行情快

速启动，类似的情形频繁上演：各类论股短视

频、直播、“种草”帖如同病毒传播，迅猛流传，

迅速推动市场成交放大，势能之快令人瞠目结

舌。 有人戏称，这轮行情为“短视频牛” 。

近日，股票、基金相关投资话题在抖音、

小红书、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爆发。网红博主

号召力远超传统金融机构， 甚至出现了直播

间同时涌入数万人、 单场直播点击接近百万

的情形，被博主推荐的小市值品种应声暴涨。

与此同时，会员费、付费课带来的可观收益，

让一些“大V” 及背后的第三方投顾机构赚

得盆满钵满。

“这轮行情，得抖音者‘得天下’ 。 ” 多

位机构人士感叹， 强大的情绪传导效应，让

利好和利空消息被瞬间放大， 资金快速抢

跑。 “妖股” 频出的行情甚至倒逼机构思考

是否应该跟随散户定价，有人调侃说：“首席

报告没人看，大V带货全民欢，个股估值已失

效，抖音帮忙来定价。 ”

越来越多的传统金融机构已意识到占

领互联网渠道的重要性。例如，在近期的“开

户大战” 中，抖音、小红书成为吸引投资者开

户的重要引流渠道。 随着新的互联网生态席

卷投资圈，金融“正规军” 也在探索如何出

招，方能占领投资者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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