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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5

! ! ! !近日，央视新闻报道当今一些
流量明星为了热度，进行了数据造
假。而这些造假均是人为的，包括点
赞、评论、转发等在背后进行数据造
假，尤为明显的是一些粉丝为了自
己追捧的明星，营造偶像的热度、影
响力而做出一些错误行为，助推了
这种造假风气。

买!""个粉丝

央视报道中指出，某男性艺人
为宣传新歌发布了一条新动态，居
然被转发超过 !亿次。但目前新浪
微博总用户数才 "#"$亿，也就是说
有三分之一的人转发了这消息。“它
不是由真人刷出来的，而是机器利
用软件刷出来的。”在采访中，北京
某数据公司总裁曹先生表示。
根据曹先生的提示，央视记者

在某电商平台上，输入新浪微博的
名称，系统优先给了大量帮助用户
涨粉丝或是数据增量的业务选项。
这些所谓的商家向记者推荐了不
同需求的套餐，基本上是 !%块钱
就能买到 &%%个粉丝，或可以转发
指定微博 !%% 次，还可以根据需
求，试行粉丝活跃度和地域真实性
的专门定制。
为了让记者相信数据修改的真

实有效，卖家还宣称有很多艺人和
网红都来找他们购买过，且跟他们
拥有长期合作关系。央视记者又在
搜索引擎中以“流量”作为关键词进
行搜素，发现在得出的前 !%%个结
果里共有 '"个是与刷流量相关的
第三方软件及平台，提供涵盖几乎
所有时下热门平台的刷量业务。记
者尝试下载了其中一个自带“创建
粉丝”和“创建转发”功能的软件，将
一个近期没有任何更新的微博账号
填入指定位置，通过扫码付费 !!#('

元换取了足够积分，并分别输入涨
粉 )%%人和转发 "%%次的目标值。
操作几分钟后，便发现该账户下不
断涌入名字雷同的关注者。同样的，
一条几天前发布的微博，也会立刻
被来路不明的陌生用户集体转发出
去。操作结果均能按照用户希望的

数量，实现数据的篡改。

工资当日结清

当然，这种买来的粉丝也就是
俗称的“僵尸粉”“水军”，这些账号
的特点就是运作的时间相似，评论
的内容大体相同，就连账号的名称
都很相像，他们也就是网友们都很
熟悉的一个群体———“水军”。除了
增加人气，“水军”还有一大功能是
控制评论的风向，许多明星和网红
都很喜欢以这样的方式来给自己刷
人气，特地营造出自己很红的假象，
也因为这些旺盛的需求，让这门“流
量生意”处处开花。

在微信和微博的聊天群里，央
视记者也发现大量公开招募所谓点
赞人员的信息。央视记者以应聘者
身份申请加入其中一个聊天群，名

为“接待老师摇钱树”的管理员简单
询问了记者的年龄和可支配时间，
就向记者发来了工作要求———为指
定客户的抖音账号添加关注和点
赞，完成即算一单，可获得 !*" 元
不等的报酬。单日工作量不设上限，
工资也可当日结清。

粉丝一掷千金

当数据造假变得轻而易举，遭
到滥用也就在所难免。热衷选秀节
目和狂热追星的粉丝通过雇佣水军
为支持的偶像刷榜刷量，艺人经纪
公司和各新媒体平台也看中了其中
的商机，在背后推波助澜。

为集中力量支持共同的偶像，
由粉丝自发组建或经纪公司安排成
立的明星微博数据站应运而生。据
曾经在数据站参与过打榜的小雨同

学透露，个人转发艺人微博只能算
日常签到任务，想要快速增量，花钱
买数据早已是粉丝间的共通手法。
为节省人力和时间，粉丝群里还会
分享提供自动刷榜功能的手机应
用程序，进入其主页，选择心仪的
明星，无论打榜的日期还是文案均
可供挑选，粉丝们需要做的，只剩
下付费而已。于是，散尽千金成为
粉丝们释放追星热情和体现忠诚度
的集体狂欢。

触及道德底线

对于虚高的数据，专家表示，数
据造假的面子工程不仅损害了社会
上人与人之间诚信的基本原则，也
让演艺市场陷入了不注重品质而唯
流量至上的恶性循环。

互联网专家吴纯勇对央视记

者表示，流量造假违背了诚信的原
则。无论是收视率还是自媒体，它
的本质其实都是为了追求自身的
利益最大化。采取不同的方式，根
据所谓的需求，来进行刷量。这样
一个不健康的产业链和生态链就
慢慢形成了。而当数据造假成为一
种产业，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因自
身获利而或多或少助长了造假现
象的持续蔓延。
数据造假带来的负面影响已触

及行业道德底线，阻碍市场的健康
发展。对此专家呼吁，一方面除了市
场和有关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粉
丝群体、演艺市场和平台方都需要
进行反思。如果只是追求眼前利益，
而放弃创作真正有价值有品质的艺
术作品，则所谓的流量数据将不过
都是过眼烟云。

文字整理 胥柳曼

流量明星的“牛”是怎么吹的？
记者卧底采访!起底点赞评论转发背后的数据造假

“流量”对于当今的明
星而言，仿佛已经成了当红
与否的象征，粉丝多就是大
红大紫，意味着这个明星有
很高的商业价值，而没有粉
丝则意味着过气。当粉丝数
量成为明星“价值”的重要
筹码时，粉丝也就变成了一
门可以交易的生意。在社交
媒体和一些新媒体平台上，
人们常发现某些用户每次
发布的普通内容，获得的浏
览量或是点赞数轻易就能突
破百万、千万甚至上亿。这令
很多人产生怀疑，这些数字
的真实性究竟有多少呢？

! ! ! !针对央视等媒体报道的明星账号
微博转发数据异常偏高问题，新浪微
博社区管理官方微博昨天发布公告
称，已将微博转发、评论计数显示上限
调整为!%%万；针对刷数据现象中可能
存在的违法犯罪行为，已多次向公安
机关提供证据材料进行报案。

! 针对央视报道所反映出同一
类问题，微博在'月"日已经调整了对
微博转发、评论计数显示方式。调整
后，微博转发、评论计数显示上限均为
!%%万，即转发、评论实际数量超过!%%

万时，相应的转发、评论数量均显示为
!%%万+。该调整及调整目的在!月,日
也已公告。

! 以上计数显示方式调整的目
的，就是打破唯数据观、唯流量观所带
来的“囚徒困境”式攀比，为了将粉丝
群体从这种恶性“竞赛”中解脱出来。

! 除了转发评论显示方式调整
外，微博的热搜、明星势力榜、热门话
题榜等榜单产品一直坚持用户的多次
重复行为不能计数的规则和策略。

! 明星账号数据异常偏高的背
后，是流量“竞赛”已经蜕变为互联网
黑产对整个产品和社会的侵蚀。在这
种“竞赛”中，微博作为平台不仅收获
不到正常的用户和流量，反而要承担
由此带来的风险，微博是完全不愿意
见到这种“竞赛”继续下去，并且也做
出了相关的产品调整。

! 刷数据主要表现为刷转发、刷
评论，目前这种已经脱离常识的数据
也都并非由真人粉丝完成，而主要
是借助各种可以登录多个微博账号
的“外挂”软件完成，而“外挂”的开
发运营者，则依靠登录账号的数量
赚取利润。

! 为了使转发评论数据能够“欺
骗”微博平台的作弊系统，“外挂”所承
载的账号来源已经从批量注册的机器
账号“进化”到了盗取用户的正常账
号，甚至蓝-机构账号。

! 针对以上现象中可能存在违
法犯罪行为，从去年开始微博已经多
次向公安机关提供所掌握的证据材料
进行报案。

新浪微博回应

调整流量算法
抵制数据造假

!"#$

10块钱

点赞员

雇水军

恶循环

! ! ! !如今!很多流量数据都不能信" 比如!一些

明星在社交媒体和新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内容!

动辄就能获得百万#千万乃至上亿级别的流量"

现在!这些天文数字的真实性!很可能要打上一

个问号"

以前!文娱圈有$偶像派%和$演技派%之争"

近几年!有一个词叫$流量明星%!指的是那些粉

丝多#流量大的明星"但很多$流量明星%是怎么

红起来的!围观群众往往很莫名&有没有拿得出

手的作品! 围观群众也没什么印象" 倒是一些

$流量明星% 成名之后以天价片酬参演的影视

剧!口碑扑街的不少"

本来! 以流量来评价一个明星或一部作品

的受欢迎程度! 继而计算其商业价值! 无可厚

非"但数据造假的泛滥!削弱了这种评价方式的

公正性和有效性"你根本不知道!那些天文数字

的背后!哪些是真心的称赞!哪些是水军或$外

挂%软件的机械操作"不知道!只好选择不信"数

据造假轻而易举又得不到惩罚! 原本无意造假

者!可能也会踏上花钱$维护数据%之路!不然就

要在竞争中败下阵来"这种不健康竞争的后果!

是谁都很$无辜%!因为都觉得是别人$先动的

手%!谁也都不无辜!因为没$动手%的有几人'

目前!一些平台已经注意到$唯流量论%以

及数据造假的恶果!采取了关闭前台播放量显

示#转发评论数显示设限等措施" 市场和大众

的辨别能力也在不断加强!$大 !"#流量艺人%

模式就已经失灵" 一些$流量明星%主演的作

品!不仅口碑直线下滑!连票房#收视也撑不起

来了" 靠着刷流量!也许一时之间能够营造出

$明星闪耀%的幻象!但没有好作品!再有流量!

也只会是一闪而过的$流星%!很快就会被抛

弃#遗忘" 明星#作品!最终还是要靠品质说话!

虚假繁荣长不了"

没有好作品，
再有流量也是“流星”

纪 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