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手抖音用户
研究报告

两大头部短视频产品，核心用户洞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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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发现（1/3）
p 快手&抖音消费者分析：

• 用户画像：24岁以下，女性用户居多；

• 收入&学历：收入相近（3-8K），抖音用户学历更高；

• 品牌调性认知：快手接地气，抖音很潮酷；

• 用户最爱内容源：有意思的普通人和有才艺的达人；

• 用户下载渠道：社交网络&熟人推荐为主；

• 广告形式偏好：创意&教程类更受欢迎；

• 短视频消费场景：饭后和睡前等成段时间为主；

• 时间侵占：主要打发无聊，牺牲睡眠；

• 高频行为：刷推荐、点赞、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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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发现（2/3）
p 快手&抖音创作者分析：

• 创作动机：“模仿”成为第一动机，其次是“记录生活“

• 创作者吸粉之后：在快手变现效果优于抖音；

• 创新题材选择：搞笑类内容最受欢迎；

• 吸睛附加值：女性更爱萌娃、美食，男性更爱颜值类内容。

p 快手&抖音用户流动情况：

• 存量用户流失：快手用户流失率高于抖音；

• 流失地域：二线、四线及以下城市更多；

• 流失风险：同质化内容过多；

• 流失原因：审美疲劳+非目标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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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发现（3/3）
p 快手&抖音重度用户特写：

• 比例：抖音约为快手两倍；

• 来源：社交网络是第一渠道；

• 优势：更愿意自发推荐；

• 偏好：风景类和教程类有潜力；

• 时间挤占：短视频抢夺睡眠和游戏时间；

• 行为对比：快手重度用户更爱刷关注，抖音重度用户更爱看评论；

• 使用场景：更偏爱整段时间看短视频。



5

快手&抖音消费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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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画像：24岁以下，女性用户居多
• 年龄性别：快手抖音都是女性用户偏多，以24岁以下的年轻用户为主，抖音年轻用户群体占比更大。

• 城市：以四线城市居多，快手在四线及以下城市渗透率更高，抖音在一二线城市渗透率相对更高。 

数据来源：Quest Mobile 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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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学历：收入相近，抖音用户学历更高
• 收入：二者高中低收入的分配较为一致，以3000元-8000元为主。

• 学历：抖音整体比快手用户学历更高，本科以上占比更高。

数据来源：企鹅调研平台。快手用户1080名，抖音用户1104名，重合用户630名。调研时间：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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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调性认知：快手接地气，抖音很潮酷
• 快手：更侧重有趣和接地气， “真实”认可度略高于抖音；

• 抖音：集中在有趣、年轻、很酷很潮，“高大上”认可度略高于快手。

数据来源：企鹅调研平台。快手用户1080名，抖音用户1104名，重合用户630名。调研时间：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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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最爱内容源：有意思的普通人和有才艺的达人
• 用户最关注的的内容源为：“有意思的普通人”和“有才艺的达人”， 分别占比57%和53.3%。

• “名人明星”虽然本身具有吸引流量的特质，但目前在快手和抖音上并不是用户内容消费的重点。

数据来源：企鹅调研平台。快手用户1080名，抖音用户1104名，重合用户630名。调研时间：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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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下载渠道：社交网络&熟人推荐为主
• 最重要的新用户来源：社交网络和熟人推荐，抖音在这两方面的拉新比例更高。

• 两者在广告拉新效果相同，抖音在媒体报道方面稍稍领先，而快手则在用户主动搜索下载方面超过抖音。

在社交网络看到别人发的内容

熟人推荐

综艺广告/线下广告

主动搜索

媒体报道

其他

数据来源：企鹅调研平台。快手用户1080名，抖音用户1104名，重合用户630名。调研时间：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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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形式偏好：创意&教程类更受欢迎
• 用户接受度最高的广告形式：创意有趣的广告内容，超过70%。

• 女性用户更偏爱“在使用教程类中植入广告”，男性用户更偏好“品牌展示类广告”。

• 创意有趣的内容符合短视频社区的整体调性，使用教程类内容便于产品的植入，这两类内容的高接受度都是短视频原生
广告的机会。

数据来源：企鹅调研平台。快手用户1080名，抖音用户1104名，重合用户630名。调研时间：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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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消费场景：饭后和睡前等成段时间为主
• 用户最多的使用场景：饭后和睡前，分别占比64.1%和62%。

• 会在碎片时间如上卫生间时和通勤路上刷的用户分别占37.5%和10.9%。

数据来源：企鹅调研平台。快手用户1080名，抖音用户1104名，重合用户630名。调研时间：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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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侵占：主要打发无聊，牺牲睡眠
• 时间侵占：主要占用的是平时无聊发呆的空闲时间，占比64%，尤其是二线城市，达近70%。

• 短视频对娱乐时间的“侵占”主要表现在社交网络（30%）和看电影电视（27%）。

• 不同性别：女性更多牺牲睡眠、社交和看剧时间，男性更多牺牲看资讯和玩游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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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企鹅调研平台。快手用户1080名，抖音用户1104名，重合用户630名。调研时间：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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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行为：刷推荐、点赞、看评论
• 快手和抖音超过半数的用户都会刷官方推荐的热门视频。

• 快手用户在“关注页”的投入要高于抖音用户，抖音用户在点赞和看评论上高于快手，由此可以看出二者的定位差异：
快手重“人”，抖音重“内容”。

备注：多选题，“其他”选项未展示在图中。
数据来源：企鹅调研平台。快手用户1080名，抖音用户1104名，重合用户630名。调研时间：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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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手&抖音创作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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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动机：“模仿”成为第一动机
• “看到有趣的视频”是目前用户最主要的创作动机，抖音由于其丰富的运营方式，占比达到77.8%，快手比例为50.9%。

• 第二创作动机是“记录生活”，这也与二者的slogan“记录美好生活”和“记录世界，记录你”相呼应。

• 快手用户比抖音用户更在意“秀一秀，获得关注”（22.6% vs 16%），他们出于变现目的而发视频的动机远高于抖音
（7.5% vs 0.7%）。

看到别人拍的视频有趣，忍不住尝试

记录生活

秀一秀，获得关注

通过直播或卖东西赚钱

其他

数据来源：企鹅调研平台。快手用户1080名，抖音用户1104名，重合用户630名。调研时间：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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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者吸粉之后：在快手变现效果优于抖音
• 关注用户后，“刷其之前发的视频”是比例最高的行为（抖音82.3% vs 快手68%）。

• 抖音：“关注用户而下载其视频中出现的游戏或APP”的比例更高。

• 快手：“买关注的用户推荐的产品”，以及“加微信/QQ/进群”比例更高。

• “私信”行为在二者中的使用比例都较低。

刷ta之前发的视频

关注ta关注/点赞的用户

关注ta微博

下载ta视频中出现过的游戏/app

购买ta推荐的产品

加微信/QQ/进群

给ta发私信

数据来源：企鹅调研平台。快手用户1080名，抖音用户1104名，重合用户630名。调研时间：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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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题材选择：搞笑类内容最受欢迎
• 整体而言，抖音几乎每一项的用户偏好比例都比快手更高，用户在抖音上内容消费更杂食。

• 快手和抖音用户追求“有趣”题材内容的意愿最高，尤其是抖音。

• 在日常生活、教程类、歌舞表演和

颜值类内容上，抖音用户的兴趣大

于快手用户。

• 快手上游戏类视频较抖音更受欢迎。

• 技能展示类内容对于抖音和快手用

户的吸引力相近。

数据来源：企鹅调研平台。快手用户1080名，抖音用户1104名，重合用户630名。调研时间：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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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睛附加值：女性更爱萌娃、美食，男性更爱颜值类内容
• 男性更偏好颜值类内容，女性对美食和萌娃的喜好更高，宠物类内容男女用户的偏好相对近似。

• 在搞笑、技能等内容类型更受欢迎的基础上，这些一眼即可辨认的吸睛附加值进一步降低了消费门槛，可为短视频带
来更多流量。

数据来源：企鹅调研平台。快手用户1080名，抖音用户1104名，重合用户630名。调研时间：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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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手&抖音用户流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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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用户流失：快手用户流失率高于抖音
• 本次调研中，使用过抖音的用户里，18%的人已经不再使用抖音，对应快手的比例为37%，快手的流失用户比例是

抖音的两倍。

• 这里是指存量用户的流失，不包括新用户引入的计算，不代表总量。

数据来源：企鹅调研平台。快手用户1080名，抖音用户1104名，重合用户630名。调研时间：2018年3月。



22

流失用户地域：二线、四线及以下城市更多
• 快手和抖音的女性用户流失率高于男性用户，二线城市和四线及以下城市用户流失率高于一三线城市。

• 快手的二线城市流失率最高，抖音用户流失率在四线及以下城市最高。

备注：女性用户流失率=女性流失用户数/女性使用过用户数
数据来源：企鹅调研平台。快手用户1080名，抖音用户1104名，重合用户630名。调研时间：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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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流失风险：同质化内容过多
• 用户对于短视频同质化的感知与短视频社区的UGC内容丰富度和推荐算法有关。25.7%的抖音用户认为抖音同质化内容

过多，而39.1%的快手用户认为快手上同质化内容过多。

• 当用户使用一段时间后，熟悉了短视频中笑点的“套路”，是否还能持续获得新鲜感是潜在风险。

数据来源：企鹅调研平台。快手用户1080名，抖音用户1104名，重合用户630名。调研时间：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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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流失原因：审美疲劳+非目标用户
• 近半数流失用户表示他们离开的原因是“看久了就腻了”，内容同质化或推荐重复性高是用户审美疲劳的原因。

• 比起抖音，快手用户更容易因为缺乏趣味性或应用调性不符合审美或使用习惯而离开。

备注：多选题，“APP卡顿、闪退等体验不好”项占比较小，未展现在图表中。

看久了觉得腻了

当初下载也是随便看看

内容不感兴趣

觉得太浪费时间了

应用设计不和口味

其他

数据来源：企鹅调研平台。快手用户1080名，抖音用户1104名，重合用户630名。调研时间：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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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手&抖音重度用户特写



26

重度用户比例：抖音约为快手两倍
• 在本次调研中，在快手和抖音上过半数的人每天花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其中快手上这部分人占比64%，抖音为50%。

• 抖音的重度用户（每天刷短视频超过一小时的用户）占比为22%，约为快手重度用户比例的两倍。

数据来源：企鹅调研平台。快手用户1080名，抖音用户1104名，重合用户630名。调研时间：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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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用户来源：社交网络是第一渠道
• 社交网络渠道是抖音和快手最主要的重度用户来源，因为社交网络渠道获取的用户，在手机上尝试不同娱乐方式的意愿

更高，也更愿意在手机应用上花更多时间。

• 短视频应用通过熟人推荐和广告来的重度用户相对较少，主要原因一是该渠道吸引到用户原本花在手机上的时间就少，
二是对短视频兴趣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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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企鹅调研平台。快手用户1080名，抖音用户1104名，重合用户630名。调研时间：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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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用户优势：更愿意自发推荐
• 重度用户（每天刷短视频超过1小时）比非重度用户（每天刷短视频不超过半小时）更愿意通过各种方式给别人

推荐快手/抖音，尤其是推荐给朋友/同学/同事，比非重度用户高近30%。

备注：此处的用户为抖音和快手用户数相加之和。
数据来源：企鹅调研平台。快手用户1080名，抖音用户1104名，重合用户630名。调研时间：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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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用户偏好：风景类和教程类有潜力
• 重度用户对各种类型的短视频的接受度都比非重度用户要高。

• 和整体用户趋势一样，重度用户也最爱搞笑恶搞类视频，风景类、教程类、游戏类和颜值类短视频更有增长潜力。

备注：此处的用户为抖音和快手用户数相加去重。
数据来源：企鹅调研平台。快手用户1080名，抖音用户1104名，重合用户630名。调研时间：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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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用户时间挤占：短视频抢夺睡眠和游戏时间
• 比起非重度用户，短视频占用了重度用户更多的睡眠时间和玩游戏的时间，而对线上社交和资讯新闻来说非重度和重

度用户区别不明显。

• 对比发现，短视频更多地占用了重度用户成段时间的线上娱乐，而对碎片化娱乐的影响不大。

备注：此处的用户为抖音和快手用户数相加之和。
数据来源：企鹅调研平台。快手用户1080名，抖音用户1104名，重合用户630名。调研时间：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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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用户行为对比：快手重度用户更爱刷关注，抖音重
度用户更爱看评论
• 总的来说，重度用户应用内的交互行为更多样。

• 抖音用户比快手用户更爱即时互动，如点赞、看评论，刷到有趣的视频之后点关注。

• 快手的重度用户在刷“关注”这一行为上尤其突出，他们的大量时间会花在持续看已关注用户的新视频上。

数据来源：企鹅调研平台。快手用户1080名，抖音用户1104名，重合用户630名。调研时间：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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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用户使用场景：更偏爱整段时间看短视频
• 快手和抖音的重度用户，刷视频的场景比费重度用户更多样，前者在各个场景的占比都比后者高，尤其是睡觉前和周

末、节假日这种整段时间，重度用户的比例增长最为突出。

• 其中，快手重度用户在碎片化的场景下，比如通勤路上和上卫生间时，增幅比抖音重度用户更显著。

数据来源：企鹅调研平台。快手用户1080名，抖音用户1104名，重合用户630名。调研时间：2018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