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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在管理科学领域，思想领导力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随着信息化互联

网的高速发展，给中国互联网企业带来更多的机遇，同时也不可避免带来新的竞

争压力。对此，学术界也在领导力理论方面进行了许多努力。 

从领导力经历特质论，行为论，权变论的几大主流理论研究后，对于领导力

的研究出现百花齐放的景象。科特的领导力理论是集大成着，他分析对领导力研

究主要魅力领导论、愿景领导论、变革领导论、文化领导论。并提出领导力的核

心要素为变革、愿景和文化。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寻抖音在引领社会文化新风尚，传播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

及维护国家安全等爱国方面，思想领导力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梳理和观察法，笔者回顾了关于思想领导力理论的文献，

采用文献计量方法，以 1905 篇关于思想领导力期刊文章为对象，用知识网络分

析工具，进行关键词、时空分布、热点凸显分析。并通过前人做的研究，结合本

研究的具体问题，找到合适的关于思想领导力的定义。并采用观察法，以抖音的

热点事件作为实例依据，观察分析抖音在处理这类热点事件处理的始末，重点关

注抖音平台在内容审核，流量推荐等方面所如何介入影响。推动事件的发展以达

到既定的目标和效果。 

对众多的关于思想领导力理论进行梳理，结合领导力及思想领导力理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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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抖音的平台运营等机制，确定关键衡量指标，根据运营规则及思想领导力理论，

确定抖音在引领社会文化风尚，传播社会价值，和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是否存在

思领导力问题？通过观察法，以热点事件的始末，分析出思想领导力在整个过程

中发挥的作用；最后提出合理化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在思想领导力建设和作用过程中，在引领社会文化风尚，传

播社会价值，和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审核及流量推送都有在四级及以上流量池

推荐。在相关负面内容上没有超过四级流量推送与传播。 

因此得出结论，抖音在思想领导力影响下，积极通过推送机制、审核机制，

践行新的社会文化新风尚，传播主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在维护国家安全与

爱国内容宣传方面做出努力，屡行企业社会责任。再有，在思想领导力引领下，

互联网企业不再是传统唯流量论，而是积极倡导和建立新的正向观念与价值，这

将为互联网企业下半场，迎来新的红利。互联网企业思维，不再是野蛮流量来获

得商业价值满足需求，而是通过主动创造与创新，引领和制造需求。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用具体的公司案例，通过已有的理论分析模型，来找到

适合指导公司发展的合适领导力构建理论。将优秀领导力理论结合到公司治理实

践中，分析抖音在处理社会社会热点，如何引导和管理社会舆论与商业制度规则。

提出在此情景下构建思想领导力的策略，对于优秀管理理论与中国企业具体实践

的结合指导有重要意义。其次，在于加入政策法规的衡量因素，进一步结合市场

实际，理论更加符合具体国情，对于企业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最后，以思想领

导力理论分析中国企业案例，提供一条可实践的研究思路。 

关键词: 思想领导力；内容审核；流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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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of thought leadership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aspect of 

management scienc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Internet, Chinese 

Internet companies are also facing various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nd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also made many efforts in leadership theory. 

After the study of several mainstream theories of leadership experience, such as 

trait theory, behavior theory, and power change theory, the study of leadership has 

seen a hundred flowers blooming. Cotter's leadership theory is a collection of 

masterpieces, and he analyzes the main charismatic leadership theory, vision 

leadership theory, change leadership theory, and cultural leadership theory of 

leadership in leadership research. And proposes that the core elements of leadership 

are change, vision and cultu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douyin in 

leading new social and cultural trends, disseminating social and commercial values, 

and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This paper mainly uses the literature combing and observation method, the 

author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n the theory of ideological leadership, uses the 

bibliometric method to take the 1905 articles on ideological leadership journals 

included in the China Academic Journals Network Database (CNKI) as the object, 

and uses the knowledge network analysis tool to analyze keywords, spatio-temp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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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and hot spot highlights. And through the research done by predecessors,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problems of this research, we can find a suitable definition 

of thought leadership. The observation method is also used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Douyin's handling of such hot event processing, focusing on 

how the Douyin platform intervenes in content review and traffic recommendatio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vents to achieve the set goals and effects. 

Sort out many theories on ideological leadership, combine leadership and 

ideological leadership theories, study the platform operation mechanism of Douyin, 

determine key measurement indicators, and determine whether Douyin has leadership 

problems in leading social and cultural trends, disseminating social values, and 

maintaining national security according to the operating rules and ideological 

leadership theory.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method,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hot 

events are used to analyze what role ideological leadership plays in the process; 

Finally, the rationalization proposal was mad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process of ideological leadership 

construction and role, the audit and traffic push in leading social and cultural trends, 

disseminating social values, and maintaining national security are recommended at 

level 4 and above. There is no more than four levels of traffic push and propagation 

on the relevant negative content. 

Therefore, it is concluded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deological leadership, 

Douyin actively practices new social and cultural trends through push mechanisms 

and review mechanisms, disseminates mainstream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makes its 

own efforts in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publicizing love content, practic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 Moreover, under the guidance of 

ideological leadership, Internet companies are no longer the traditional traffic-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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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but actively advocate and establish new positive concepts and values, which 

will usher in new dividends for Internet companies in the second half. Internet 

enterprise thinking is no longer barbaric traffic to obtain commercial value to meet 

demand, but through active creation and innovation, leading and manufacturing 

dem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is to use specific company cases and existing 

theoretical analysis models to find the right leadership construction theory suitable for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 Combining excellent leadership theory into 

corporate governance practice, it analyzes how Douyin deals with social hot spots, 

and how to guide and manage social opinion and business system rules. Proposing a 

strategy for building thought leadership in this scenario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ombination of excellent management theory and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Secondly, it is necessary to add the measurement factors of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further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market, and the theory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specific national conditions, which is more practical for enterprises. Finally, 

the cas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s analyzed with the theory of thought leadership, and 

a practical research idea is provided. 

 

Keywords: Thought Leadership; Content Moderation; Traffic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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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问题背景 

思想领导力的研究在学术界已经是众所周知了，关于它定义的研究，有过很

多角度，但人们对于思想领导力的系统内涵却知之甚少。很多知识密集型的公司，

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官网、微博等产出了较多是领导相关资料。爱德曼，在他的

一项研究中指出，69%的组织中存在着某个特定的领袖，并且这些思想领袖每年

都会花大框时间来阅读这些资料，用于审视自己组织中存在的管理问题，甚至找

出创新方。思想领导力的本质，Hall (2019)提出是有行业、组织以及个人间产生

的复杂的关系，多方之间相互作用。而往往很多组织在实践过程中，由于明确的

业绩考核压力，面临着可衡量的结果考核的影响，建立思想领导力又是一个长期

的，难以衡量的过程，所以部分注重实践的研究认为，它是一种考虑长期战略的

方。Leavitt et al. (2016)认为现实中的许多客户，不能够从众多的内容中，体会到

思想领袖的意图，Alexander and Badings (2012)也提出组织建设思想领导力花费

了大量时间、精力，但这些花费在对于组织的品牌标识、信任加深和客户忠诚方

面，并没有多大的价值。这些都表明，许多组织是难以建立自己的思想领导力方

法的。 

Harvey et al. (2017) 认为，对于知识密集型企业来说，建立思想领导力有

着重要的意义，他们指出，专业人士本身就具有专业性的价值，而这些知识往往

被个体所掌握，客户的独特需求也要求人们不断结合自身知识进行创新。  

Harvey (2011)通过对思想领导力实践和学术的大量文献进行梳理，并通过

输入、过程、和结果等三个方面来解释和定义思想领导力。并提出了一个研究框

架，以理解如何在行业/宏观、组织/中观和个人/微观层面上参与思想领导力，这

些研究对学界和理论界而言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 

这些学者们都尝试从各自的角度或领域去定义思想领导力，比较可惜的是，

要么学者们从一个比较欠缺的角度去定义思想领导力，这本身就用理论去研究分

析具体企业案例有欠缺考虑的影响。要么注重构建理论的完整性，但没有进一步

去分析对于互联网企业中，如何构建思想领导力的实际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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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就是在基于对思想领导力的比较全面的定义下，结合定义给出

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模型，研究具体的中国互联网企业进行思想领导力构建对公司

的影响，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一层尝试。 

而对于互联网企业，以抖音为例，发展非常迅猛。自 2016 年出现以来，就

以其传播性广，符合大众对于音乐短视频的需求等特点，快速成长壮大。2019

年，正式成立国际产品 Tiktok，到 2021 年与央视春晚合作，以及与腾讯宣布对

等开放等。 

基于以上文献的回顾及梳理，本文首先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抖音的运营规则

是什么样的，在运营规则及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思想领导力的作用？其次在践

行社会文化传播与企业责任，社会价值传播，和国家安全维护等方面，思想领导

力是如何发挥作用？最后，思想领导力对抖音发展有何影响及建议。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本研究旨在对众多的关于思想领导力理论进行梳理，并结合抖音在实际建设

发展过程中的情况，寻找合适、清晰的思想领导力理论的定义。本研究的目的是

探寻抖音在引领社会文化新风尚，传播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及维护国家安全等

爱国方面，思想领导力所起的作用和影响。首先，明确抖音平台在运营规则等方

面是否存在思想领导力作用；其次思想领导力如何通过平台对引领社会文化风尚，

传播社会价值及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发挥作用。最后思想领导力对于抖音发展的

正向影响和建议。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用具体的公司案例，通过已有的理论分析模型，来找到

适合指导公司发展的合适领导力构建理论。将优秀领导力理论结合到公司治理实

践中，分析抖音在处理社会社会热点，如何引导和管理社会舆论与商业制度规则。

提出在此情景下构建思想领导力的策略，对于优秀管理理论与中国企业具体实践

的结合指导有重要意义。其次，在于加入政策法规的衡量因素，进一步结合市场

实际，理论更加符合具体国情，对于企业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最后，以思想领

导力理论分析中国企业案例，提供一条可实践的研究思路。 

1.3 研究问题 

抖音，是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并于 2016 年 9 月 20 日上线的一款短

视频社交软件。该软件是一个面向全年龄的短视频社区平台。2021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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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节跳动 CEO 张楠披露数据，抖音日活跃用户从年初的 4 亿到 8 月突破 6 亿；

截止 2022 年抖音最新数据，日活用户已经超过 8 亿，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超过 2

个小时，创历史新高。2022 年 5 日字节跳动成立抖音集团。 

抖音的平台规则主要有，审核规则、流量规则。通过分发机制，来鼓励创作，

引导社会文化风尚，传播社会价值等。在抖音流量分发机制中，通过技术及审核

来控制传播，优化筛选优质内容，达到社会传播。这种去中心化的模式，更需要

通过平台规则来控制和引导方向。而这些技术手段和规则的制定，对领导者的领

导力要求更高，思想领导力是否起到了哪些作用？ 

Harvey et al. (2021)在寻找思想领导力的定义研究中指出，关于思想领导力

的主题研究中，存在着从输入、过程、和结果等不同导向的角度。通过整合，及

梳理，并构建思想领导力理论模型提出了清晰的思想领导力的定义，文章指出思

想领导力是：来自可信、知名和权威来源的知识，可采取行动，并为利益相关者

提供有价值的解决方案。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包含了前人研究主题的三个方面，

他们是第一个将思想领导力从输入、创造过程和结果中分离出来的人。 

基于以上回顾，本文首先通过对抖音发展及平台规则的梳理，提出第一个问

题，抖音在平台规则及运营机制中，是否存在思想领导力的影响？ 

Harvey et al. (2021)在研究知识密集型组织时，看到思想领导力更加具有实

用价值，原因在于，首先知识密集型企业中，具备丰富知识的个体与知识本身具

有不可分离性，而且人员分布于企业各个方面，他们因为这些专业知识，而具有

一定的组织权利。然而，对于企业而言，建立一个思想领导力体系，管理组织的

知识库，会削弱他们的影响力，从而遭到抵制。其次，由于知识密集型企业中（区

别于制药、工程等企业，它们有着比较透明的知识衡量标准），专业知识比较难

以用具体标准衡量，而且这些专业知识，都是依附于个体，所以组织需要通过思

想领导力来释放信号才能加以规范和引导。最后是由于客户需求的独特性，个性

化需求也要求不同的知识拥有者结合自身专业，进行创新的解决方案。Harvey et 

al. (2021)在进行思想领导力定义研究时，考虑到了以上问题，并探索了发展思想

领导力产生的九种紧张关系，并提出了一个研究框架，以理解如何在行业/宏观、

组织/中观和个人/微观层面上参与思想领导力建设。抖音在短视频领域快速发展

的过程中，随着商业化运作、流量为王的规则下，暴露出众多问题，从用户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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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主要有问题一：传播的内容存在 PUA 等现象严重，传播和制造焦虑。问

题二：音乐短视频内容产出模式，存在大量脚本重复，缺乏原创性和知识产权保

护等，这些问题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抖音平台在处理这些问题的

过程中，思想领导力是怎样发挥作用，及作用的结果是什么，这是本文回答的第

二个问题。 

部分学者在关于思想领导力的论述时，作出了从市场营销的角度分析构建思

想领导力策略的尝试。他们提出的策略包括，聚焦个人专业领域的重要问题、关

注行业领域的前沿动态、注重与行业专业人士的交流、信息渠道获取多元化，同

时提出从顾客反应、前沿性、商业契合、媒体反应等四个角度来分析思想领导力

策略有效性。据此，本文提出第三个问题，思想领导力对抖音平台有哪些影响？

据此提出抖音平台规则等方面的建议。 

1.4 有关名词（术语、简称）的解释 

思想领导力：来自可信、知名和权威来源的知识，可采取行动，并为利益相

关者提供有价值的解决方案。 

内容审核：主要对包含色情、涉政、涉政敏感人物、图文不合规、暴恐、违

禁、广告等垃圾信息的文本、图片、音频、视频进行检测和识别，通过系统化的

方式提供审核、打标、自定义配置等能力来保障企业内容安全。一方面为了净化

网络，为网民提供一个安全文明的网络环境。另一方面客户降低业务违规风险。

一般公司产品包括图片审核、文本审核、音频审核、视频审核。抖音的内容审核

基础审核，审核关注的内容主要是看视频中有没有出现广告，内容是否有不雅或

者血腥等等。在进一步推荐分发阶段，会进行内容违法违规、低俗色情、危险行

为等审核。 

流量机制：所谓流量，最早主要是用于形容人流量及客流量，即在特定时间

段内人员出现的数量，后来，随着网络的出现，人们便有其形容网站的访问量或

点击量，是手机移动数据的通俗意思。具体到抖音流量机制，其运行模式为用户

上传短视频后，系统会自动检测是否是违规内容或者是封禁的号，上传成功，随

机分发 300 个左右的抖音用户，超过推荐基数进入待推荐序列，进行人工审核，

通过后继续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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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范围与限制 

研究对象的限定，本文研究的是抖音思想领导力，首先要明确的是思想领导

力的概念，由于思想领导力概念比较大，所以首先是在比较权威的定义下，找到

适合本研究的关于思想领导力的定义。Harvey et al. (2021)归纳出关于思想领导

力定义，并提出三个层次的分析模型，本文认可使用这一定义，并结合案例分析

问题，以理论模型进行具体问题分析。 

关于研究对象的界定，思想领导力定义有行业层面，组织层面和个人层面，

本文选取抖音发展过程的思想领导力构建策略，通过对抖音热点事件分析，界定

问题，分析抖音在热点事件处理始末，用领导力理论解释说明。选择的研究资料，

倾向于顾客体验视角下，抖音热点事件的情况。其他如非正式场合等没有来源信

息的资料，将不在研究范围内。 

采用观察法研究社会热点，选取比较典型的社会热点处理方式，以用户体验

角度和内容监管，流量控制等角度来分析在此情景下，抖音思想领导力建设的问

题，及提出建议。 

关于行业政策等研究范围，我们将主要关注与抖音等互联网行业，知识产权

等方面的政府发布或者权威媒体发布的相关文件。其他无来源的非权威的网络文

件，将不在研究范围内。 

本文并不是重新给思想领导力定义，做学术定义理论上的完善，而是在已有

的比价合适的理论定义基础上，匹配抖音的思想领导力构建，并用已有理论的概

念模型，对抖音思想领导力定义进行解释分析。其次，本文在验证抖音思想领导

力构建策略有效性时，并不是重新构建验证模型，而是从市场营销角度，在已有

的分析策略模型下，加以修正，并验证策略的有效性。同时，为了本文研究的可

实施性，对于一些需要测量的指标等问题，进行粗略的界定或修订，这些在“思

想领导力是什么”这篇文章中有具体的界定，本文也会在必要的时候加以界定和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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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评论 

在对抖音思想领导力构建的研究，以及策略研究效果之前，我们首先进行一

个关于思想领导力定义的文献回顾，这些有助于帮我们清晰识别研究问题，并未

我们提供研究的理论依据。下面将概述以下几个方面的文献综述，领导力理论，

思想领导力，及抖音平台运营。 

2.1 文献计量 

2.1.1 文献来源与分析方法 

本文文献数据来源与中国知网（CNKI）全文数据库，基于文件完整性及可

靠性考虑，用高级检索项检索期刊，主题=思想领导力,或者题目=思想领导力，

以及时间选择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检索条件选取精确，中英

文同义词，剔除无相关文献后共检索 1095 篇有效文献。 

本文采用美国著名学者陈超美博士开发的 CiteSpace 软件系统，该软件经常

用于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研究，通过直观的知识图谱，识别并展现该领域的热点关

键词、研究进展和前沿方向。将 CNKI 数据库中检索到的 Thought leadership 文

献进行分时动态的可视化图谱分析，包括发表论文量、核心作者、机构时空分布

等，展示了该主题下，学科的发展脉络和研究趋势与研究前沿等。 

2.1.2 思想领导力研究的时空知识图谱 

（一）思想领导力研究的时间分布 

研究思想领导力的发展趋势与热度，其中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是年度的发文

数量。下图 2.1 分析选取的 2010 年到 2021 年发表并收录在 CNKI 上的主题为思

想领导力文章，从发表数量上看，2010 年到 2016 年发表数量每年都超过 100 篇，

2017 年到 2021 年，每年发表数量都在 50 篇以上，虽然整体数量有所下降，但

每年发表的数量也是比较多的。这表明持续十几年来，思想领导力一直是学界研

究的重点，吸引着大量的研究人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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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年度发文量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二）思想领导力研究时空分布 

作者分布 

选取 citespace 里 note types，选取作者项，时间跨度设置为 2010 年 1 月 1

号至 2021 年 12 月 31 号，切片时间设定为 1 年，运行得到以下图 2.2 表结果。

从表中可以看出，节点数量为 404，连线为 341，密度值为 0.0042，整个知识图

谱较为分散，作者间的连线比较少，表明大部分研究都为独立的研究。 

如下图 2.2，按引用次数排名最高的是 Anonymous (2010)，引用次数为 92。

表 2.2 是 Gelsbeck (2013)，引用次数为 11。第三个是 Rob (2013)引用次数为 11。

第 4 个是 Whisenant (2014)、Teodoro (2014)、Diane (2014)、Patricia (2016)引用次

数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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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作者分布聚类图谱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表 2.1 年份聚类表 

序号 聚类大小 发表年份 作者姓名 
1 92 2010 Anonymous 
2 11 2013 Gelsbeck 
3 11 2013 Rob 
4 7 2014 Whisenant 
5 7 2014 Teodoro 
6 7 2014 Diane Talyor 
7 7 2016 Patricia Stitson 
8 7 2015 侯润茜 
9 6 2016 Laura Serrant 

10 6 2014 纪晓祎 
11 6 2016 佘志敏 
12 6 2016 Anonymous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机构分布 

发文次数最高的 7 次，分别是博伊西州立大学、福克斯商学院等。第二名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湖北文理学院经济与政法学院、Patterson School of 

Accountancy 等，发表数量为 6 次。（具体见下表 2.2）这表明思想领导力在国内

外都有大量的研究者，研究成果也较为可观。从跨机构来看，连线值 E=196，存

着合作的机构数量是较多的。 

 

 

 

https://som.nwpu.edu.cn/info/1012/82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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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机构聚类表 
文章数量 年份 机构 

7 2016 Boise State University 
7 2012 Anthony Di Benedetto 
7 2012 Address correspondence to: C 
6 201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6 2014 湖北文理学院经济与政法学院 
6 2016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文法系 
6 2012 内蒙古呼伦贝尔学院生命科学与化学学院 
6 2016 Patterson School of Accountancy 
6 2013 London  
6 2013 Global Reach Communications Inc. 
6 2016 Denise Hibbert 
5 2013 湖南工业大学商学院 湖南工业大学商学院 

5 2014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5 2015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图 2.3 机构聚类知识图谱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三）思想领导力研究热点分布 

研究热点是指一段时间内研究较多的，有内在联系的研究问题或者主题等，

其中研究关键词是对论文的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与提炼，本文基于热点的分布分

析，以关键词作为聚类分析的选项，用 citespace 软件，生成分析知识图谱。这

些聚类反应出思想领导力的研究热点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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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关键词聚类网络图谱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表 2.3 关键词聚类共现表 

序号 聚类大小 发表时间 关键词 
1 15 2013 thought leadership 
2 5 2020 social media 
3 3 2011 leadership development 
4 3 2016 content marketing 
5 3 2016 b2b marketing 
6 3 2017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7 2 2013 developing country 
8 2 2016 public policy 
9 2 2019 talent management 

10 2 2012 consumer behaviour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知识图 2.4 中 Q 值为 0.784，大于 0.3，是比较显著的。一般 S 值在 0.5 左右

表明分析结果是可行的，本图中 S 值为 0.9201，修正后的值为 0.784。从上表中

科院看出，聚类较为多的关键词主题为 Thought leadership 最多，其余主题关键

词为：社交媒介，领导力提升，市场内容等。这表明关于思想领导力的研究的主

要方向和热点。 

（四）思想领导力研究趋势 

研究趋势是指在一段时间内，思想领导力主题下，研究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

向的变化，热点的变化等。在一段时间内被引频次增多，可以用关键词凸现来体

现。运行 citespace 设置 Burstterms 参数值，时间片选择 1 年跨度，得到凸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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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关键词凸现图谱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可以看出，在思想领导力主题下，2010-2011 年研究关键词为领导力提升，

随后研究主题为消费者行为，2016-2017 年研究关键词为思想领导力方面，

2019-2021 年后，研究主要关键词为天才管理和社交媒介。可以看出研究的热点

从组织角度的领导力提升逐步转变为研究个人层面的消费者，再到个人的领导者

等方向。可见思想领导力的研究主要在关注个人层面的领导才能，或者叫领导天

赋，并且越来越关注消费者等结果层面。 

除了关键词凸现外，研究关键词时序，也是能够体现研究的热点主题等前沿。

在关键词共现的基础之上，运行系统，得到关键词时序图谱，用以研究思想领导

力主题下随着时间的推进，研究热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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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关键词时序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从图 2.6 中可以看出，不同时期关于思想领导力研究的热点等。2010 年左右

研究的重点在组织层面上如组织社会行为、领导力提升；后在2013-2015年左右，

开始转向研究关注个人层面，关注顾客行为，关注市场反应等因素上。这一阶段

表现为比较重视直接结果导向，尝试将领导力行为可衡量化，结果表现。

2017-2021 年，从前面的关注领导力关联对象，转变为关注领导者本身，并且从

系统网络的角度，开始建立系统的构建因素。这一阶段特点是互联网高速发展的

背景下，领导者个人的突出才能，特别的思想来影响企业发展，特别是战略、方

向，行业标杆等方面，关注结果，但关注的是跟企业发展战略相关的结果指标，

不再是单独的市场顾客反应等结果指标。 

2.2 相关文献的综述 

2.2.1 思想领导力 

Rogers et al. (1996)年等最早提出“意见领袖”一词，关于它的研究就开始了。

JoelKurtman et al. (1998)在他的《思想领袖：对商业未来的见解》一书中，思想

领袖有了进一步的描述，至此这一词汇就开始流行起来了。这本著作里收录了

12 名相关从业者和学者的关于这方面作出的管理哲学方面革命性的贡献。在思

想领导力研究的早期阶段，Leavitt et al. (2016)指出，思想领导是影响他人决定的

人，内容涉及独特新奇和具有专业性质，它是一种意见领导形式。一些其他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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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则在“内容营销”和“思想领袖”的区别方面，以及关于组织战略方面，对思想领

袖如何加强专业知识驱动品牌的研究。Rasmus (2012)提出思想领导者需要专注与

本专业领域内的一件事情，这是非营销性的，不涉及推销品牌、产品等策略，这

为具体是组织实践者提供了一些指导方针。Prince and Rogers (2012)则认为，思

想领导者们需要更关注发展深层次对的一些专业性知识，并强调，这些知识能够

帮助到组织和其他人，并应对一些可预见的风险。遗憾的是，这些问题的提出，

都是以意见和行业经验为基础，更多来源于企业中的工作实践，并不是以研究为

基础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一些学者指出，思想领导力是一种创新思维，它的价值在于能够激发创新、

推广品牌、鼓励专注于某特定方面的专业研究和富有前瞻性思维等。 

对思想领导力相关概念文献的整理，我们发现学者们或从实践的单一角度去

解释和倡导思想领导，并指出思想领导的在于实践中的关于创新，关于市场品牌

等方面的作用，如 Prince and Rogers (2012)等；或者是知识的角度去分析了知识

整合的能力，没有进一步涉及到思想领袖定义等。 

Harvey et al. (2021)在研究思想领导的定义时，指出，从理论角度上，对于

思想领导的研究时不足的，而这也意味着对知识管理的研究就缺乏更具思考性的

不足。另外从经验角度来说，知识密集型组织中，思想领导具有更大的作用，占

据着大量的资源、时间和精力等，例如咨询服务，会计服务等。在知识管理的方

面的研究，更多在于知识的传播，Bertoldi et al. (2017)研究指出，这些研究已经

开始聚焦于个人层面，例如，创新能力的决定因素、知识领袖、开放创新、知识

管理和创新以及意见领袖。显然这些研究等方面对于思想领导力来说，是非常重

要的。因为这些研究对于思想领导力的专业知识整合能力是有帮助的。Harvey et 

al. (2021)认为思想领导需要有多个角度的知识整合能力，已经不是单一知识的简

单管理，需要考虑的是系统性整合，结合组织内外部的环境，往往是组织发展过

程中比较困难的问题。这也是思想领导区别于管理的不同。 

在系统性分析思想领导力定义后，William 从思想领导不同过程总结，即知

识输入、过程管理到结果出发，给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定义，他们的研究认为，

思想领导力是来自可信、知名和权威来源的知识，可采取行动，并为利益相关者

提供有价值的解决方案。从这个定义出发，他们进一步分析了在知识密集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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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着九种紧张和悖论关系，并结合具体的资料，分析了这些关系是如何在

组织中发生和解决的。 

本文的观点是赞同 Harvey 等关于思想领导力定义表述。因为他们是第一个

从输入、过程和结果的整合角度来定义这一概念。并且给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研

究行业、企业及个人在具体实施思想领导力时可能出现的紧张和悖论关系，因而

分析出，该思想领导力定义是从什么层次的角度提出。本研究是关于抖音的个案

研究，互联网企业与知识管理组织存在着许多相似性，因此是比较适应该理论的。

本文采纳这种观点，并用该理论模型，去具体分析抖音的思想领导力，以及其构

建的思想领导力策略。 

为进一步理解思想领导力理论，讨论思想领导力在组织中实行是所面聊的具

体情况，我们将利用组织悖论的相关理论进行解释。组织悖论是指，组织中相互

依赖的要素之间的持续矛盾。Hahn (2019)提供了一种研究方法，他们将组织紧张

与悖论看做为一种战略机制，指出内在的物质因素和外在的社会因素共同构成组

织悖论，并且它们相互联系，持续影响、存在。Smith (2011)研究提出，这些要

素单独存在时是合理的，但一些组织中，他们却对立存在，他们是对立关系，存

在时有时确实相互依赖相互联系。 

Harvey et al. (2021)将这些研究，作为研究思想领导力的一个对照，以研究

思想领导力是如何创建和管理的。实际上，Carollo et al. (2008)早就将组织悖论

理论用于研究悖论理论以外的方面了，他们用悖论理论作为透镜，探讨可持续性

和身份；Calic and Mosakowski (2016)用组织悖论理论研究了社会企业和创造性等。 

Harvey (2011)研究认为，思想领导力定义，除了从输入、过程、结果等阶段

考虑外，还存在三种角度的划分。他们将关于思想领导力定义，从宏观层面的行

业、中观层面上的企业、微观层面上的个人角度来划分，继而，提出了在不同层

面角度下，企业在实施思想领导力过程中，存在的九种紧张悖论关系。 

个人/微观层面的紧张关系为：1、个人如何平衡思想领导的风险和思想追随

的安全，这样他们就不会损害他们在突出的利益相关者中的声誉？2、在客户保

密和知识产权的限制下，个人如何平衡运用从客户参与中获得的思想领导力？3、

如果思想领导被认为是罕见的，那么个人持续产出怎么会变得普遍？ 

组织/中观层面紧张关系为：1、企业如何才能有效地驾驭“我”和“我们”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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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紧张关系？2、组织应该如何决定委托和联合品牌(购买)和激励员工发展(收购)

哪些以及多少思想领导力？3、组织如何衡量哪些结果值得花费时间和成本来衡

量，以及如何将它们归因于思想领导活动，以建立投资回报？ 

行业/宏观层面紧张关系为：1、相对于满足客户的狭隘和直接需求短期利益，

知识产业如何为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在更长期的知识进步中指引？2、知识密集

型产业如何在分享思想领导与保护专有知识之间取得平衡？3、由于隐性知识需

要不同的传播机制，知识密集型产业如何有效地传播隐性知识产生的思想领导力?

这些研究有利于本文对抖音思想领导力构建进行深一步的分析。 

在对思想领导力理论的文献梳理之后，我们确定了一个从输入、过程、和结

果输出的角度定义的思想领导力。既是思想领导力是来自可信、知名和权威来源

的知识，可采取行动，并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有价值的解决方案。 

2.2.2 抖音平台的平台运营 

为了进一步了解抖音平台运营的研究现状，我们将既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归纳。王静聚焦档案机构在抖音平台的运营现状，指出其当前仍处于探索阶段，

提出建 立有效的宣发团队与机制、加强短视频质量建设、建立多方合作关系等

三方面优化策略与建议。 

葛敏敏从移动短视频运营策略分析的角度出发，指出应从宣传主流价值观，

提高影响力；强化社交基础、增强用户黏性；借势营销，利用国人过节的习惯和

情怀，推出各类节日活动，提高用户的黏性等策略提升平台流量。 

殷鹏以“扬州大学”官方抖音号和视频号为例，研究高校短视频平台的运营

策略及传播效果，探析高校短视频平台的具体运营策略，并从传播者、受传者两

个方面分析其传播效果。指出各高校的短视频从内容生产到后续运营应需要通过

相对专业的团队运用专业的运营策略来完成。 

张珠明聚焦抖音短视频运营与教学，分析其岗位能力、学情特征、重构课程

内容、确定教学目标及重难点，指出在教学中应有机融入助力扶贫攻坚、打造特

色乡村文化、社会责任等思政元素，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尽管对于抖音的运营研究偏重于案例，但很少有从运营规则中去研究思想领

导力对于社会文化风尚引导，社会价值传播和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的研究。而这

些方面，正是体现企业思想领导力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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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理论基础 

科特提出领导力的核心要素为变革、愿景和文化。在他看来，首先，变革是

领导的实质所在，而领导者要做到这一点，最需要的创业精神；其次，愿景是变

革关键，因此，需要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而要实现愿景，就必须依靠靠人心；

最后，政治文化也是影响变革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可以说政治文化与领导力息

息相关。第二，领导力研究的三个基本维度是：领导愿景，主要是关于认知与学

习；组织和社会文化环境，主要是影响变革难度；团队领导结构，影响领导愿景

实现情况。第三，创业领导力也是一个重要研究点，根据对现有研究的分析，创

业变革过程和领导结构、创业团队文化模式等是有前景的研究方向。 

文章的主要理论基础为思想领导力理论，在前文的思想领导力文献分析中，

笔者比较认可 William 等关于思想领导力的定义，即：来自可信、知名和权威来

源的知识，可采取行动，并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有价值的解决方案。基于这个定义，

我们用以搜集确定抖音相关的资料范围。同时，在他们提出的验证研究框架的基

础上，进一步分析抖音在实施思想领导力过程中，帮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该理

论，研究回答本文提出的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 

基于理论内涵，构建思想领导力策略，我们用于分析抖音思想领导力构建策

略的有效性，并提出相应的构建策略，用基于顾客反应、前沿性、商业契合、媒

体反应等四个角度来分析思想领导力对抖音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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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研究方法与设计 

3.1 研究类型与对象 

3.1.1 研究类型  

定性研究：MarcHozer (2014)在对社会科学等研究方法的研究中指出，定性

研究目的在于研究解释事务的逻辑合理性，它由案例研究、观察、访问等多种方

法组成。原始材料更多包括的是非数字性的文字、录音、影像、笔记等材料组成。 

本文在梳理思想领导力理论基础上，结合抖音的相关资料，用思想领导力理

论分析抖音的思想领导力构建策略，而思想领导力的概念是难以像自然科学一样

具体数字化的，因此本文采用定性研究：即抖音的个案研究。 

观察法在对研究案例时是一种合适的方法。通过对典型事件的观察，分析，

发现问题，及背后的原因。最后提出合理化建议。 

3.1.2 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对象主体包括，思想领导力理论定义等相关文献进行研究梳理；在

此理论基础上界定出来的抖音发展过程中的相关资料，应包括，权威来源发表的

报告、文章、企业公告、媒体发布、演讲稿、信件、及各种关于组织或行业产品

的观点。 

抖音的关于社会热点事件的内容、流量管理及引导方向。从平台机制规则，

对热点事件进行观察记录，从这些热点事件的处理方式始末，用思想领导力理论

分析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 

3.2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的方法是通过对思想领导力理论的文献梳理，采用文献检索等，检

索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收录在中国知网（CNKI）上的 1094 篇

思想领导力相关期刊文献，用知识网络技术，分析出该主题下研究的理论脉络，

研究热点，发展趋势等。找到合适的思想领导力定义，用于分析抖音的思想领导

力构建策略，同时通过该理论内涵下搜集抖音相关思想领导力构建策略的资料，

加以分析和解释，回答本文研究提出的三个问题。首先通过对国内外学术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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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进行回顾，分析寻找合适的思想领导力定义。文献来源使用知网、谷歌等搜

索“思想领袖”“思想领导力”“thought leadership”等。其次，个案研究的目的

是为了理解和解释组织某种行为的因果关系或合理性，由于这些组织资料的搜集

和处理是比较难以数字化，所以采用定性研究中的个案研究加以分析解释，是比

较合适的。 

同时本文采用观察法，先梳理抖音平台的分发规则和流量规则，确定关键考

察项，以此作为判断平台行为的指标。对于抖音在处理社会热点事件时的处理方

法进行梳理，以几个热点事件的实例，用思想领导力理论进行分析解释，观察分

析抖音平台的行为处理，最终提出抖音是思想领导力构建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与策略。 

3.3 研究程序 

3.3.1 资料收集方式 

 
图 3.1 资料收集方式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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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研究路线图 

图 3.2 研究路线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3.3 研究程序 

首先是对思想领导力的概念进行梳理，通过文献计量文献研究，梳理出研究

的热点与研究前沿。用高级检索项检索期刊，主题=思想领导力,或者题目=思想

领导力，以及时间选择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检索条件选取精

确，中英文同义词，归纳出理论的核心含义，并总结出思想领导力建设的核心要

素。通过理论定义，归纳出简单的理论模型，用于对具体案例做分析工具。 

再次，通过对抖音的商业规则，企业目标与愿景，企业社会责任等分析，对

抖音平台运营规则进行详尽分析，通过分发机制，审核机制，流量机制，制作出

案例分析观察表格，对每项要素进行量化记录。 

选取抖音集团抖音产品的相关案例，界定抖音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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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领导力与这些问题的关系和影响。抖音思想领导力建设有哪些要素，这些要素

与抖音集团抖音产品发展的关系。 

选取完整的社会热点事件，用观察法通过选择抖音在处理社会热点实践的始

末，用思想领导力的理论进行分析，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及思想领导

力对抖音集团抖音产品发展的影响分析。 

案例 1-东航坠机事件网暴行为，体现传播内容方面的舆论导向，思想舆论控

制。进一步反映的问题为抖音对于平台内容监管，制度审核，流量规则等方面的

问题。进而提出更深一层的建议，主要在主流思潮引流应该起到的模范带头作用，

以及当代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案例 2-抖音起诉腾讯不正当竞争案及腾讯起诉抖音侵权事件--知识产权保

护和竞争剖析。反映问题具有普遍性，首先是知识产权意识问题，进而顾客体验

角度出发，为了迎合更多顾客以及扩大流量商业本质，抖音产品展现出大量脚本

重复。进一步深层暴露作品创新不足等问题。最后，提出增强知识产权意识和重

视创新文化、创新机制规则制定等建议。 

最后，分析思想领导力对抖音产品的影响和提出抖音领导力建设过程中的合

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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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案例研究 

4.1 抖音的商业模式及使命 

上线于 2016 年的抖音短视频，如今播放的日均量超过十亿，DUA 更是达到

百万级别，并且在持续高速增长中。以专注新生代音乐短视频社区，作为其产品

的定位，更是提出“让崇拜从这里开始”的产品宣传语。抖音的客户群体是年轻、

且追求时尚。这类群体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以一二线较为发达城市居多。其目

标用户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追随型，通过模仿，复刻其比较认同的抖音达人的作品，用来表达自身的观

念，情感，思想等。这类用户通常是创新意识不足，但能紧跟热点，时尚前沿。 

网红型，自我表现欲较为强烈，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创作能力，不会盲目跟风，

对于音乐短视频的拍摄，剪辑，表达有着自己的理解，会在短视频上有一定是专

业度，花大量时间，也会努力经营自己的粉丝圈，通过专业制作出好的作品，获

得认可，实现自己的价值。 

吃瓜型，这类用户，自我表达欲不强，通过音乐短视频来打发自己的时间，

并且利用的是自己零碎的时间，这类用户是抖音短视频用户的比较大的基础，为

抖音带来大量的日活和播放量。 

用户的主线需求：通过音乐短视频的拍摄和表达，获得一定的认可，满足猎

奇心理和表达欲望。支线需求：可以通过平台学习到一定是视屏剪辑，拍摄，内

容设计等技能。 

满足需求的运行模式，内容组织上：抖音通过降低拍摄门槛，即利用特效、

模板，激发用户创作的意愿度。抖音在内容创作上做了一定简化。自动推荐音乐

库，根据情节环境推荐音乐，搭配动态二次元动画，贴纸标签等，迎合时代特色

审美。同时通过审核和算法机制，引导用户创作符合要求的内容，并根据用户个

性偏好，推荐用户喜欢的类型视频，配备大量的教学视频，让用户主动去创作，

也能更容易创作。 

在内容分发上，抖音是一个去中心的平台，通过技术算法等一方面保证内容

发布机会均等，根据播放量和传播热度，优先推荐优质的内容；另一方面，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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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用户的喜好，推送用户感兴趣的内容。 

对于商业模式，抖音主要是流量变现和增值服务。 

4.2 抖音平台运营规则 

4.2.1 抖音分发机制 

基础分发模式。抖音最基本的推荐是基础分发。抖音会根据视频的内容，热

度，分配不同的流量池，流量池有大小，只有视频达到一定的数据要求，才会推

荐到下一个流量池。视频的完播率、点赞数、转发量、评论量，决定是否有资格

进入下一个流量池，其中四项指标的优先级别是，完播率>点赞量>评论量>转发

量。 

标签分发模式。抖音给每一个用户标签推荐不同内容。根据大数据系统，对

用户感兴趣的内容进行视频分发，抖音用这些标签来画出用户画像，根据每一个

用户画像来分发不同的内容。 

粉丝分发模式，根据用户关注或被关注推荐给其他用户。 

4.2.2 抖音审核机制 

用户发布视频，抖音平台会进行一次审核，这次主要审核基础设置，水印、

LOGO、广告、内容是否会产生不适等。审核通过后，才会进入到流量池，推送

给一定基数的用户。一旦出现平台禁止内容或不适内容，则会限流，严重的会被

退回或封号。 

通过基础流量曝光筛选后，会进行人工审核，人工审核内容包括，违法违规

内容，社会文化方向，舆论导向等。 

4.2.3 抖音流量机制 

抖音会参照 4 个标准：播放量、点赞量、评论量、转发量，通过这四个指标，

考核用户视频的表现，数据好就会被推送到下一个高级流量池。 

初级流量池，到高级流量池，流量从 200-1000 万不等，流量级大致按照以

下划分； 

基础技术审核级，其中，初级和二级流量为系统审核，为抖音平台技术规范

操作层面，审核内容为是否有广告、水印、logo 以及是否基础违规判断，我们将

其归结为第一层技术控制机制。与之相对应的参考值有，播放量 200-3000，点赞

量 0-500，评论量 0-300，转发量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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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热人工审核级，三级、四级流量池，需要经过人工审核，审核的内容有，

是否违反法律法规，是否涉及国家安全，是否引领社会文明风尚，是否是正向价

值或观念。与之相对应的参考值有，播放量 10000-100000，点赞量 200-15000，

评论量在 200-10000，转发量 200+； 

暴热严格审核级，五级至八级流量是爆火视频，传播范围更广泛，社会面影

响更大，因此也是人工审核，此是审核需要更加严格的考量，不仅仅考虑政策法

规，还要考虑社会影响力，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等；播放量大于 100000，转发

量大于 10000，点赞评论均大于 10000。 

因此抖音平台在对社会热点事件的传播推动及控制方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阶段；首先是内容选择推送，通过基础分发，标签分发和关注分发，获得第一

层流量；再次通过人工内容审核，推送符合价值观行为的内容视频，获得第二次

传播。产生热点视频；最后，通过更为严格的人工审核，考虑社会影响，政治因

素，文化价值因素，推送爆火视频内容，已到达引领社会文化风尚，传播社会价

值，和维护国家安等目标。 

 
图 4.1 抖音流量运营规则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如图 4.1 所示，绿色表示一条通顺的完整链路，黄色平台关键行为判断点，

灰色为限流措施，红色为强调整措施。 

思想领导力如何在抖音运营机制中发挥作用，这是我们接下来重点讨论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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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Harvey et al. (2021)认为思想领导力是来自可信、知名和权威来源的知识，

可采取行动，并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有价值的解决方案。其中可以总结提炼到，三

个重要的过程要素，既，可靠信息、正确行动、结果导向。根据该理论，我们构

建一个简要的理论分析模——由可靠信息为基础，采取合适的正确行动，达到预

期的结果目标。用思想领导力理论分析模型，我们选取两个抖音热点事件，进行

问题分析和合理化建议提出。 

4.3 案例分析 

4.3.1 案例一：东航坠机事件网暴行为 

事件概况： 

2022 年 3 月 21 日，东航 MU5735 在广西坠机，123 名乘客和 9 名机组人员

遇难。坠机事件立刻引发各界关注，然而在人们全力搜救的时候，在抖音平台发

生了一件令人愤慨的事。 

21 日下午，失事飞机家属在抖音发布一则悼念视频，而后新闻报道，部分

家属遭受到了网络攻击。并质疑通过网络获取同情，获取关注。而且攻击内容仍

在继续，热度不断攀升。 

24 日，出于过大的压力，即使还沉浸在失去亲属的悲伤中，失事飞机家属

发布《致歉信》，无意通过这一事件获取关注。 

抖音安全中心 26 日，针对上述情况，即可开展行动，通过平台机制规则，

保护受害者电话外呼、提醒部分用户使用功能屏蔽网曝内容，骚扰信息等。并通

过技术手段，限流部分内容，禁封账号等措施，保护处理下架违规评论 217 条，

对在评论区发表不当言论的“三岁、LGBM87、1997”三个帐号予以无限期封禁的

处罚。同时发布公告，呼吁大家理性发布言论，避免对受害者家人的心里伤害。

并强调攻击他人，发布侮辱性不当言论，既有违道德，更可能涉嫌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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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平台各数据分析 

 
图 4.2 抖音平台各数据分析案例一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诸如此类的问题有很多，抖音短视频，作为一个大众化的社交媒介和公众信

息发布平台，在方便用户创作发布体验的同时，也成为了网络攻击言论之地。本

质上反映的是抖音的内容审核和监管方面的缺失。这也是抖音产品定位和产品机

制特点所决定的。 

我们从思想领导力定义的三个重要要素对其反映进行分析。首先是可靠信息，

网曝事件发生后，立刻在各大媒体报道，引起的热议很大，26 日开始在官方媒

体上进行回应处理，既通过官方渠道传递可靠的信息；再是正确行动，通过删除

恶意评论，禁封账号，发表谴责声明，引导正确价值观念，处理突发事件；最后

是结果导向，保护受伤害的用户正当权利，保障抖音网络平台继续提供公信力和

正向价值观服务，正向价值引导。通过这一行动，平稳解决突发事件。 

上图 4.2 所示的抖音视频内容，主要体现在引领社会文化新风尚和社会正向

价值。均达到初热人工审核级流量，甚至第三个视频达到暴热严格审核级。由此

得出第一个结论，抖音平台存在思想领导力的引导和推动在引领社会文化风尚，

传播正向社会价值等方面，抖音通过技术手段和人工审核手段，赋予流量，大面

积传播。 

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处理时间滞后，这反应出在内容管理上的漏洞。

另一个角度来说，也体现出抖音在舆论引导上，或者大众思想控制方面，有很大

的影响力。 

4.3.2 案例二：抖音起诉腾讯不正当竞争案及腾讯起诉抖音侵权事件 

事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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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抖音相关运营公司向腾讯相关公司提起不正当竞争的诉讼，

要求腾讯解除限制、消除影响并赔偿相应损失。 

2021 年 2 月，抖音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正式提交垄断诉状，起诉腾讯垄断

并要求解封。 

双方围绕知识产权、垄断等方面的商业竞争，来来回回几个回合。针对抖音

起诉，腾讯回应情况失实，恶意诬陷；抖音回应腾讯封禁抖音产品长达三年，凭

借自身的互联网垄断优势，打压同行，涉嫌垄断。并提供内容说明，腾讯通过

QQ、微信等的限制用户分享抖音视频，已经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 

抖音平台数据分析 

 
图 4.3 抖音平台数据分析案例二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从内容上看，该类视频属于规范市场法律法规，传播新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

值，敢于向强权挑战。从国家层面，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推动事件发展，有利

于法律法规完善，提升新的互联网商业价值。 

数据上看，两个内容的视频，虽然没有达到暴热严格审核阶段，但基本上是

初热人工审核。可见抖音平台对于此类设计强烈竞争的商业热点，有一定的引导，

但也有保留。思想领导力在存在调节指导作用，通过技术手段和人工审核，控制

事态发展，恰到好处处理商业分歧，强调竞争与合作并存。 

问题分析： 

在这场看似是两大互联网巨头的商业竞争事件中，所反映的具体问题有知识 

产权保护问题，而普遍问题其实是内容创新问题。我们首先还是用思想领导力理

论来进行问题分析。首先是可靠信息，通过法院起诉，传递的维权意识，信息的

正式性和权威性更强；其次是正确行动，除了采取法律武器表明自身立场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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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各自的官方网站平台上，抖音有发布公告声明等，明确表明对自身立场，

商业竞争中，首先要的就是明确和保护自己的权益。而法律武器是最公平和有效

的方式。最后明确结果，虽然事件结果不想一般的法律案件一样，有胜败诉。但

似乎抖音的另一个明确结果是，表明自己在商业竞争中的态度，给市场顾客一个

敢于维护自身完整社会组织权利形象。这本身也是一个重要市场结果。 

其实除了外部竞争对手商业知识产权纠纷，抖音此类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创

新。而同样的创新本质问题，抖音短视频主要的在于内容作品脚本同质化，这与

抖音短视频的市场策略有关。为了满足客户需求的运行模式，通过降低用户的拍

摄门槛，加入了更多的模板、特效，抖音在内容创作上做了一定简化。另一方面，

一些热点流量视频内容，被反复复制，同款发布，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内容创新。 

策略建议： 

对于知识产权及抖音内容脚本同质化等问题，本质在于创新，首先是树立知

识产权意识，通过不断的正向化行动强化，保护自己及用户的知识产权权益；其

次在争取行动上，除了树立意识外，一个完善的鼓励创新的机制，将是推的用户

创新的根本，有效解决脚本重复，内容单一问题。另一方面，增强对政府政策理

解，配合政策的指引作用。从结果导向来说，将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提升抖音

产品的用户体验，提升企业的整体商业竞争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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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与展望 

5.1.1 抖音思想领导力研究结论 

对于思想领导力的文献梳理，许多学者都试图对思想领导力定义研究，

Harvey et al. (2021)从输入、过程、输出等角度，比较完整概括，即思想领导力

定义：来自可信、知名和权威来源的知识，可采取行动，并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有

价值的解决方案。 

结论一：从以上案例分析数据结果看，抖音平台通过技术手段，控制和引导

社会热点，引领社会文化风尚，传播社会价值，和维护国家安全上存在思想领导

力的作用。 

结论二：抖音通过技术手段，在视频分发流程技术上，以及流量分配引导上，

来实现思想领导力的作用，引领社会文化风尚，传播社会价值，推的国家法律法

规发展。 

5.1.2 抖音思想领导力建设中的问题与问题的原因与实质 

问题一，传播的内容存在 PUA 等现象严重，传播和制造焦虑。结合案例一，

东航坠机事件网暴行为。分析抖音短视频作为一个大众化的社交媒介和公众信息

发布平台，在方便用户创作发布体验的同时，也成为了网络攻击言论之地。本质

上反映的是抖音的内容审核和监管方面的缺失。这也是抖音产品定位和产品机制

特点所决定的。 

问题二，音乐短视频内容产出模式，存在大量脚本重复，缺乏原创性和知识

产权保护等。结合案例二，抖音起诉腾讯不正当竞争案及腾讯起诉抖音侵权事件。

反映的具体问题有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而普遍问题其实是内容创新问题。 

首先是可靠信息，通过法院起诉，传递的维权意识，信息的正式性和权威性更强；

其次是正确行动，除了采取法律武器表明自身立场的行动外，在各自的官方网站

平台上，抖音有发布公告声明等，明确表明对自身立场，商业竞争中，首先要的

就是明确和保护自己的权益。而法律武器是最公平和有效的方式。最后明确结果，

虽然事件结果不想一般的法律案件一样，有胜败诉。但似乎抖音的另一个明确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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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表明自己在商业竞争中的态度，给市场顾客一个敢于维护自身完整社会组

织权利形象。这本身也是一个重要市场结果。 

5.1.3 抖音思想领导力对抖音影响 

a、首先在信息输入方面，既要保障和服务好用户的内容输出，又要在输入

端加强内容审核，及时有效的净化公众网络社区；再次是在推送内容机制方面，

要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信息。最后，需要强化企业社会责任。 

b、对于知识产权及抖音内容脚本同质化等问题，本质在于创新，首先是树

立知识产权意识，保护自己及用户的知识产权权益；其次在争取行动上，除了树

立意识外，完善的鼓励创新的机制，将是推的用户创新的根本。另一方面，增强

政策法规的指导作用。最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提升抖音产品的用户体验与

企业的整体商业竞争核心竞争力。 

5.2 研究展望 

5.2.1 研究展望 

对于抖音思想领导力研究，本文从案例分析角度，解释和说明抖音思想领导

力建设，采用观察法进行研究分析，案例角度从引领社会文化风尚、社会价值输

出、社会法律法规规范等方面，后续研究可以从更加全面的角度进行论证。其次

对于抖音思想领导力的定义，未来可以进行更加详细的论证，思想领导力验证模

型，可以加入更多元素，例如输出结果方面，而不仅仅关注抖音平台自身。可以

加入相关企业社会媒体的反应，而不仅仅关注抖音平台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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