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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媒体繁荣的今天，电商直播已经成为了一种火热的营销策略，并且逐渐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本研究通过对主流短视频电商平台的观察，揭示短视频电商通过“算法情感化”与“情感算法化”的双

向建构重塑电子商务交易逻辑。研究发现：直播间运用压力情境模拟策略制造决策紧迫感，显著缩短消

费者决策时间。同时平台将用户生成内容中的情感要素转化为算法优化资源，形成自我强化的闭环系统，

最终催生大规模非理性消费行为。这种技术逻辑与情感动员的深度耦合，标志着电子商务从需求响应型

向欲望制造型的范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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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media prosperity,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has emerged as a fervent market-
ing strategy, progressively influencing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s. Through observations of 
mainstream short video e-commerce platforms, this study reveals how short video e-commerce re-
constructs the transactional logic of electronic commerce through the bidirectional construction of 
“algorithmic emotionalization” and “emotional algorithmizati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livestream rooms employ pressure scenario simulation strategies to create decision-making 
urgency, significantly shortening consumer deliberation time. Simultaneously, platforms conv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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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elements from user-generated content into algorithm optimization resources, forming a 
self-reinforcing closed-loop system that ultimately catalyzes large-scale irrational consumption be-
haviors. This deep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ical logic and emotional mobilization signifies a para-
digm shift in e-commerce from demand-responsive to desire-manufacturing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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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媒介 3.0 时代，互联网得到广泛的普及与发展，人们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也发生了巨大改变。据

QuestMobile 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10 月短视频用户规模突破 10 亿。短视频是一种以碎片化、简短化、

内容多样为特点的视频形式，并且传播迅速、互动性强。直播电商是以传播间性为特征达成品牌传播与

沉浸式营销目标的新型电商形态，是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直播与电商双向融合的产物，以低成本、高转化

率等优势备受商家青睐[1]。如今，短视频和直播电商已实现深度融合，这不仅拓展了商品营销的边界，

更通过技术支撑、内容生产与具身性传播，塑造了独特的消费体验。 
随着“短视频 + 电商”的深度渗透，电商直播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越来

越多的研究关注到电商直播场景中消费者的情感参与，消费者购物行为伴随着虚拟情绪的在场感，用户

的“围观本身”使购物行为关涉较强的情感投入，在场体验和情绪渲染受到直播环境中各种信息的影响，

最终作用于用户的购买行为[2]。一方面，短视频平台凭借以视频为核心的传播模式，在信息传递、内容

分发、供需匹配等方面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数字平台的独特机理[3]。另一方面，在算法逻辑深度嵌入短视

频的背后，“算法情感化”与“情感算法化”重构了电子商务的交易逻辑。 

2. 电子商务的情感转向 

直播电商的兴起正在重塑传统消费理论的解释框架。首先，通常观念中的消费被理解为对物品的获

取、占有及消耗的过程，其基础在于物品所承载的功能性和实用性，即满足人的物质与精神需求[4]。但

是，在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中》，他认为消费并不是单单的需求与满足，而是已经超越了满足基本的

生存需求，转向了一种更深层次的符号和文化消费。而当德勒兹提出“欲望生产”后，消费不再是被动

的接受，而是主动生产的一部分，直接参与欲望的再生产，构建了一种即时消费、即时完成且直接导向

再生产的循环。在以抖音、快手为头部的短视频平台上，电商主播们通过前台表演，将售卖的物品转化

为消费符号，不断刺激用户的购买欲望。用户在直播间由于受到主播表演的感染，产生情绪波动与心理

状态转换，形成了丰富的情感消费景观。 
主播与商品的符号生产、消费者的群体互动以及情感体验构成了直播场域的投入逻辑。当观众在主

播“三二一上链接”的倒计时中冲动下单，当弹幕刷屏形成集体抢购的狂欢现场，传统经济学预设的理

性消费模型似乎遭遇现实困境。这种消费场域的情感转向，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数字交易中的非理性驱动

力。从情感传播视角解构直播间的消费密码：观众密集的弹幕互动如同情绪激活的晴雨表，实时反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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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兴奋程度；点赞与礼物构成的即时反馈循环，悄然累积着愉悦的情感账户；主播带有指令性的话语策

略，如“手慢无”“家人们冲”，实质在重构消费决策的支配关系；而限时折扣的突然释放，则制造着类

似多巴胺激增的瞬时刺激效应。这些情感要素的共时性作用，形塑着数字时代特有的消费仪式。 
平台算法系统与用户情感行为形成动态互构关系，典型如抖音电商采用的算法，通过实时解析用户

微表情、互动节奏等情感信号，动态调整流量分发策略。这种技术架构使情感表达转化为可计算、可操

纵的算法参数，构建起“情感数据化–数据情感化”的双向转化通道，重塑了电子商务交易的作用机制。 

3. 情感动员的三重实践机制 

3.1. 加速情境中的情感共同体 

当数字技术日新月异，传统时间结构中的时间秩序日益被互联网解构，人们在卡斯特尔言及的“流

动的空间”中遭遇着一种瞬时的、无序的和零散化的时空压缩状态[5]。短视频平台通过动态价格对比与

虚拟倒计时的双重时间变速机制，构建出一种新型消费场域。这种时空压缩下的消费场域不仅制造着“错

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的认知错位，更通过即时性、碎片化的信息投喂重塑消费者决策节奏，为情感动

员提供了技术温床。 
技术赋能下的时空异化催生了新型情感联结模式。主播运用拟亲属话术与假性亲密策略，如李佳琦

直播间的“所有女生”口号，实现情感史研究中“革命动员”的媒介化转型。作为情感史研究中的重要概

念，“情感动员”事实上是从“革命动员”的概念中析出来的，它强调的是在革命动员中通过“动员情感

力量”[6]。在情感史研究的视野中，诸如感奋、鼓舞、讲演、集会、宣誓等都可被理解为情感动员的具

体手段[7]。对于短视频直播来说，主播的叫卖、鼓舞、兴奋、假性亲密关系的话术等都可视为情感动员

的手段。正如罗森宛恩所言，这类策略旨在构建“情感共同体”，通过共享的情感模式和价值观将原子

化用户转化为具有行为一致性的消费群体。 
这种情感共同体的形成遵循严密的互动仪式逻辑。柯林斯的仪式链理论在直播间具象化为主播通过

专属称谓构建群体符号边界、利用弹幕互动形成情感共振以及通过限时抢购制造集体兴奋焦点。当用户

持续沉浸于这种情感场域时，人际距离消解产生的心理愉悦逐渐异化为行为黏性，最终形成“观看即参

与–参与即消费–消费即认同”的闭环。如鸿星尔克野性消费事件完整展现了该机制的运作轨迹。网民

将品牌符号升华为“民族企业”进行符号绑定，通过“买断货即爱国”完成行为规训，最终在周年庆直播

中借助历史画面复刻实现记忆重塑。这种“情感能量蓄积–释放–再生产”的循环，本质上是通过时间

变速实现的价值内化工程。 
当前消费场域正经历着从理性选择到情感卷入的范式转变。当技术加速模糊了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

的边界，情感共同体便成为穿越时空乱流的方舟，只不过这艘方舟的船票，需要用非理性消费承诺来兑

换。 

3.2. 算法嵌入的情感计算 

数据算法是数字资本运用数字技术进行价值渗透进而实现资本增殖的利器[8]。数字资本利用算法进

行平台用户的信息采集，试图全面了解、掌握人们的需求和喜好。基于多模态情感识别技术，短视频平

台实时解析主播的语音韵律、面部表情等生物特征数据，动态优化直播内容的情感输出强度。直播平台

就像个“情绪导演”，能实时监测主播的说话语调、表情变化，然后自动调整直播节奏。流量控制策略通

过人为制造商品稀缺假象，结合直播间竞赛排名机制，形成对用户注意力的精准捕获与需求刺激的放大

器效应。当系统发现观众互动变少，就会让主播多搞点“限量秒杀”，再配上滚动更新的“XX 区小姐姐

正在疯抢”的提示，把观众都卷进抢购大战里。这种玩法就像给直播前的消费者开了个情绪过山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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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越上头，钱包不知不觉就空了。 
表面上看，短视频平台上的商品丰富多彩，似乎是给消费者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但又在如今“机

械复制的时代”中显得千篇一律。这背后的底层逻辑，是算法技术深度嵌入到平台中。在数字化生存的

今天，消费者的情感心理特别容易陷入到算法所建构的虚幻的消费主义声浪中。算法的个性化推送，虽

然满足了消费者的喜好，但也成为了资本增殖的利器。 

3.3. 情感再生产的系统闭环 

消费者在互动中产生的点赞、评论等数字痕迹被转化为情感资本，平台通过信用体系与激励机制将

这些情感劳动产品化，由此形成自我强化的数据闭环。用户的情感投入会持续喂养算法模型，优化后的

话术策略又进一步激发更强烈的情感反应，最终实现平台、主播、用户三方的情感价值循环增殖。这种

机制的本质是数字资本主义对情感要素的系统性征用，将人类生物本能反应转化为可计算、可操纵的生

产资料，重塑了网络时代的消费文化形态。 

4. 短视频电商的生态重构与伦理困境 

4.1. 情感承诺下的虚假宣传与价格诱导 

在短视频直播场域中，用户对于商品的需求转向对主播的情感承诺。但是，主播往往会在直播时夸

大产品的性能与功效，虚假宣传现象层出不穷。比如某位有两百万粉丝的网红直播间所售羊毛制品均为

伪劣产品；乡村网红“东北雨姐”直播间的红薯粉条没有红薯成分；“疯狂小杨哥”直播间所售月饼并非

香港月饼。因为缺乏严格的质量检测机制，大部分商品的销售多依赖于主播的口头承诺与即兴表演，而

大部分用户更是基于情感需求对商品进行消费。 
此外，在短视频直播带货中，有时候产品的价格并非完全透明化的，用户难以了解到商品的真实价

格。商家可能会利用用户的价格敏感性，先抬高商品的价格，再进行多次降价，最后承诺以“全网最低

价”卖给直播间的用户。例如直播间某化妆品的价格明显高于某知名电商平台。这种价格诱导机制就导

致消费者在购买后才发现自己支付了过高的价格购买，从而产生不满进行投诉。 

4.2. 消费主体的数字化解构 

在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当代直播电商实践呈现出对消费主体的系统性解构特征。短

视频平台通过三重技术——符号机制完成了对消费主体的数字化重构。首先，商品的使用价值被彻底符

号化，带货主播运用情景化展演策略将商品转化为身份认同、情感联结等象征符号，消费者在“情绪按

摩与购物爽感”的闭环体验中，逐渐丧失对商品本质的批判性认知，印证了马尔库塞关于“单向度人”

的哲学诊断。 
更为关键的是消费欲望的生成机制变革。直播场域通过算法诱导、话术催眠、群体裹挟重构了消费

动力系统。平台算法制造信息茧房实现需求预设，主播话术将商品符号编织进用户自我叙事，实时弹幕

则营造消费紧迫感。这使得传统消费命题“我需要什么”被异化为“我欠缺什么”的符号性焦虑，消费行

为沦为情感资本与算法逻辑共谋的欲望再生产实践。最终，消费主体在“即时响应–符号投射–群体认

同”的复合压力下，完成了从理性经济人到数据化欲望载体的身份蜕变。 

4.3. 技术资本的伦理黑洞 

相较于传统交换模式以物质再生产为中心、强调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直播场域中的交换则聚焦于

情感共鸣、场景氛围、符号象征及观念传递等非物质性要素。这些虚拟产物在直播技术与算法的加持下，

具备高度的可操控性与生产性。无论是侧重商品推介的导购型主播，还是依赖粉丝经济的明星型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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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通过用户画像分析与大数据挖掘，精准定位直播风格，以适配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与消费能力。算法

系统通过解析用户行为数据，将抽象的情感体验与符号价值转化为可量化的运营策略，进而构建起一套

由技术主导的情感剥削消费秩序。这印证了韩炳哲“透明社会”理论揭示的技术暴政即，用户表面看似

自由的消费选择，实际上不过是算法精密编织的行为剧本。这种商业生态的演进，本质是数字技术对生

产消费全链条的殖民化改造，虽然引发了商业模式创新，但是也造成了平台与技术的伦理黑洞。 

5. 短视频电商治理的多元路径探索 

5.1. 技术赋能下的平台合规管理 

技术赋能下的平台合规管理已成为短视频直播行业规范发展的关键路径。在商家准入环节，平台需

构建智能化审核体系，通过身份核验、资质审查等技术手段严格筛选入驻商家，从源头遏制假冒伪劣商

品流通。针对直播交易的核心痛点，应建立多维度的价格监测机制，运用大数据分析商品历史价格、行

业均价等数据，促进商品价格透明化，引导直播商家合理定价，防止价格虚高。在内容监管层面，平台

需升级 AI 识别算法，自动屏蔽直播间的暴力、色情等违规信息。对于多次售卖假货、价格虚高且屡教不

改的直播带货主播，平台可通过技术直接下架商品、关闭直播间等。此外，短视频平台也可以和政府建

立数据共享机制，共同监管直播中出现的问题，并及时对其进行处理和整改。最后，平台可通过开发用

户“一键举证”功能，鼓励观众对违规内容进行标记举报，并建立双向反馈机制。 

5.2. 主播与商家责任的协同进化 

对于带货主播来说，一定要严格选品标准，强化商品“把关”意识，不要为了私人利益而失去自己

的信誉和粉丝的信任。在直播带货中，主播要遵守相关的平台规则，不可利用消费者的情感需求而作虚

假承诺。在商品出现问题之后，主播和商家要积极回应消费者的诉求，与平台沟通，共同维护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进行售后补救工作。此外，并非所有的产品都适合直播带货这种模式，商家一定要进行理性

思考，避免陷入盲目带货的漩涡而忽视了商品本身的重要性。 

5.3. 消费主体的对抗性赋能 

青年人在反思客体与主体的实践中推动了消费心理的理性回归。在短视频的直播场景中，主播们反

复告诉你“最后几单不买就没有了”“爱你一定给你买”，不断用情绪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欲望。然而，我

们也可以看到在网络平台上形成一种反消费主义浪潮，比如以豆瓣的“不要买|消费主义逆行者”小组为

代表的网络社区。这些“消费主义逆行者”们通过交流与互动，将各自的消费观念与生活方式在网络社

区分享与沟通，在相互影响中形成新的社群文化，反对超前消费、过度消费，提倡物尽其用与实用主义

价值观[9]。消费主体通过主动审视消费主义的规制，不再被现代网络媒介与消费主义合谋制造的“他者

意见”所诱导，从而实现自我进行主体的对抗性赋能，避免在数据洪流中迷失方向。 

6. 结语 

本研究揭示短视频电商通过用户画像识别与算法工程的深度融合，正在重塑电子商务的本质即从满

足需求的工具异化为制造需求的机器。平台资本利用人类生物本能与文化脆弱性，构建出“情感–数据

–资本”的闭环增值系统。破解这一困局需建立技术批判与人文关怀的双重防御机制，在商业效率与社

会价值间寻找新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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