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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各位宝宝们，
送蓝色妖姬就表演给你
看！”

晚上9点，正是某手机
直播平台上主播们活跃的
黄金时段，一名女主播一边
唱歌，一边与用户互动，时
不时发出索要礼物的暗示。
1分钟内，她的粉丝上涨了
近1000个，排名迅速升至
热门前几位。

据媒体报道，今年年
初，一名13岁的未成年少
女用21万元打赏男主播，帮
对方提升人气。映客、花椒等
多个热门直播平台的礼物
都需要通过虚拟币购买，
与人民币的换算比例大约
为 10:1，礼物从金币、鲜
花、蛋糕，到钻石、跑车不
等，一朵“蓝色妖姬”的价
格折合人民币近2000元。
类似轮船、飞机等礼物，如果
以成组的形式打赏，金额将
达到数十万元。

2016年年底，花椒直
播发布的《花椒直播年度
直播大数据》 显示，北
京、广东、上海等地多出
“土豪”，其中北京用户年
打赏超过5亿元，四川籍

主播在所有主播中“吸金
能力”最强，月均收入相
当于北京白领平均奋斗
3.18年。

想要得到高额的打
赏，人气排名就必须靠
前，高曝光度能吸引更多
的观众进入直播间。花椒
直播平台客服解释称，系
统会综合直播封面、直播
内容、时长以及在线人
数、点赞数、弹幕数等因
素来进行考评，评分越
高，主播上热门展示位的
机率就越高。

为增加人气，得到更
好的展示位，主播购买在
线观看人数与粉丝数的行
为，已经较为普遍。

“300 元 包 月 还 送
2000人气，保证每天人气
（在线观看人数）不低于1
万，10分钟内到位。”某网
店商家打出了这样的宣传
语，其“直播人气”的月销量
甚至逾10万笔，店主还向
记者透露，“人气也可以通
过软件刷出来。”

在一些主播高人气和
大额打赏背后，是直播平
台和网络直播经纪公司在

共同操纵。负责某网络直
播经纪公司内容运营和策
划的应頔告诉记者，网络直
播经纪公司会主动联系各
直播平台，推荐旗下主播入
驻，通过一定的手段增加主
播的人气，例如每个月拿出
10万元给主播刷礼物。而
直播平台一般也会要求网
络直播经纪公司必须每个
月为旗下主播刷一定额度
的礼物。而这笔钱最终由网
络直播经纪公司和直播平
台分掉（通常会以 6:4 的比
例分成）。达成协议后，直
播平台就会给主播提供优
质的展示位。

当普通游客进入后，
看到直播间的“虚假繁
荣”，也会被带动着送出礼
物。“普通网民的打赏金
额，经纪公司再和直播平
台对半分配，并给女主播
一定数额。”应頔说。

另一方面，直播平台
也会主动找网络直播经纪
公司，因为平台也有“刷
月流水”的诉求，以形成
运营良好的账面数据给投
资方看，让接下来的融资
更加顺利。据应頔透露，

曾有一家直播平台接触他
们，询问是否具备每月为
主播刷到100万元流水的
能力。

为了规范网络表演等
互联网文化市场经营秩
序，2016年下半年，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相继发
文，对开展网络视听节目
直播服务的单位、直播节目
内容、相关弹幕发布等提出
了具体要求。此外，花椒直
播、熊猫直播等平台也曾多
次针对平台推出整治公告。
然而，仍然有许多主播在表
演方式和人气上暗暗打着

“擦边球”。
在中国互联网协会信

用评价中心法律顾问赵占
领看来，一些直播平台内容
触底、难以管控，“主要在于
低俗与色情二者的边界本
身就较为模糊”，缺乏相关
标准，给直播表演一味迎
合用户需求、频频突破尺
度提供了可能性。他建
议，该行业应当研究制定
更加细化的自律规范，只
有如此，才能让网络直播
空间走向“清朗”。

在线租人、直播打赏、公众号刷粉……

直击网络灰色产业链
支付、下单，不到两小时微信公众号阅读量

就能上涨1000……
“太快了，两个小时就充好了”“刷量还送

点赞，物美价廉”……2017年1月，在完成交易
后，“offer先生”等微信公众号的运营人员作出
了这样的评价。

从人人网、QQ盛行的年代，到微博、微
信，直至直播平台，为了赢得更多经济效益，越
来越多的社交软件围绕“手机-账号-人-流量-
盈利”的主线，基于用户心理和粉丝效益，将客
户引流进微商、交友、游戏、直播等产业链。

“微信公众号刷阅读量是给广告主
看的，能够产生直接的效益。”一位不
愿具名的自媒体博主向记者透露。

对于一些运营人员来讲，从“朋友
圈集赞截图换奖”热潮到买粉刷量，

“暴力吸粉”的方式在不断变换。
在“聚量成真”思维影响下，较高

的微博粉丝数和微信阅读量，成为广告
主投放广告的重要参考。据了解，阅读
量“10万+”的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
市场价为2万元至6万元。一些拥有上
百万粉丝数量的知名公号，合作一条广
告的报价，甚至高达数十万元。

微信公众平台的运营者对粉丝数、
阅读量的一味追求，造成机器粉、假数
据充斥在这个平台。

为了净化微信空间，2015年3月，
微信安全中心发布《微信朋友圈使用规
范》，对刷粉、利用微信附近的人功能
打招呼、摇一摇等形式推广微信账号的
违规操作进行处理。

经过几次整治，许多涉嫌刷粉的公
众号阅读量直线下降，平时阅读量“10
万+”的，现在都跌到了六七千左右。
即便如此，在利益面前，部分运营人员
总能想出“新招”绕过监管，游走在网
络空间的灰色地带。

“我们卖的粉丝有头像，保证不掉
粉。”某电商平台上，一家主营网络刷
粉的店家客服告诉记者，相比于“僵尸
粉”，真人粉更受买主欢迎，“如果要可
以回复数字、字母的活粉，都能通过软
件机器实现，每个真人粉丝账号背后，
有不同的运营人员定期更新博文”。

据了解，机器刷粉往往需要配合成
排的手机、电脑和不同IP地址，通过安
卓模拟器等软件自动查找附近的人的信
息并批量添加好友，实现加粉。“有的
养着几千张（手机）卡，也就是几千个
账号，还有养着几万 （部） 手机的。”
来自天津的微信营销从业者姚宇宁称，
在网店内，平均每100个粉丝价格从2
元至15元不等，有回复功能的粉丝甚
至每100个高达50元。

当店家被问及“是否会被封号”
时，营业已两年的老板表示质疑：“还
有查的吗？我们有很多老客户，还没有
谁反映过自己被封号的。”

有业内人士指出，通过批量购买大
量手机卡获取多个IP以注册微信号，并
雇人为之设置不同的头像和签名，这一
流程与正常用户注册无异，往往可以避
过官方检测。

“微信公众号通过刷粉、刷流量，
制作虚假数据骗取客户或者广告主信
任，涉及到虚假宣传，属于不正当竞争
行为。”中国互联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
法律顾问赵占领说，“第三方机构或者
个人通过开发软件或者其他手段帮助微
信公众号刷粉，性质上属于帮助侵权，
只是对于此类行为的监管存在很大难
度。” 据《中国青年报》

微信公众号刷阅读量盛行
网店公开售卖粉丝

半个月前，20岁的女
生涵子下载了一款名为
“约单”的租人软件，出
售个人时间，陪同城好友
看电影。“我每个小时收
费50元，春节期间，两天
能有一单。”涵子说。

在微信中搜索“租
人”，会跳出数十个公众
账号。这些打着“出租自
己，获取收益”招牌的租
人平台功能雷同，多由
“租别人”和“租自己”
构成。一款名为“来租我
吧”的APP首页显示，出
租范围包括逛街、聊天、
K 歌、陪加班、开车接
送，均按小时收费，50元
至1000元不等。用户可以
向对方发起预约，填写约
见的内容、时间、时长，
等待对方接单。

囿于租人业务的特
殊性，部分租人平台也
用大尺度的女性照片吸

引用户。在北京开中医
理疗馆的宋女士说，她
每周能在租人平台完成
五六个订单，时常碰到
一些用户问她是否提供
特殊服务。

2016年，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发布《移动互
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
理规定》，提出“移动互
联网应用程序提供者应按
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
’原则，对注册用户进行
真实身份信息认证。”然
而，多数租人平台却并未
遵照这一规定。

记者尝试在“来租我
吧”平台中使用了虚假的
照片、资料，输入手机验
证码，不用实名认证即通
过了注册，几分钟后便可
以发布租人需求。该平台
的客服人员表示，平台内
也有实名认证的窗口，但
并不强制，即便未实名，

也可使用全部服务。
在浙江金道律师事务

所律师张延来看来，租人
平台本身并不违法，但不
强制用户实名，是在钻法

律的空子。“如果实名认
证不到位，当平台上的注
册用户之间发生了违法犯
罪问题，平台可能也无法
逃避责任。”

在线租人业务有隐患
人与时间任由支配

直播平台与经纪公司合作 为推广旗下女主播“刷打赏”

某直播平台提供的礼物打赏和充值服务。记者了
解到，一些网络直播经纪公司会与直播平台合作，充
入大量金额以打赏旗下女主播，为其增加人气。同
时，此举也会增加直播平台的流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