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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谨防““假流量假流量””成成““真产业真产业””

“流量是网红经济的关键。”一些
直播业内人士表示，网红主播从流量
聚集到变现，离不开MCN机构(一种
新型的网络媒体运营模式)、网红主
播、平台等协作打造，网红经济已经形
成分工明确的完整产业链。

在网红经济产业链上游，MCN
机构或公会（相关经纪公司）负责对
网红主播进行发掘、培养以及包装
等，帮助网红主播积累粉丝基础、扩
大影响力。

一些受访网红和MCN机构负责
人表示，MCN机构和公会本质上都是

经纪公司，目的就是发掘、打造网红主
播，并从网红收益中分成。

在网红经济产业链中游，平台拥
有强大话语权。一些业内人士表示，
各社交媒体平台会根据主播的变现能
力和用户兴趣分配流量。

在抖音平台拥有1000多万粉丝
的一位网红主播透露，打赏越高、带
货数据越好的主播，越有可能被平
台分配更大量流量，平台也会让有
购物习惯的用户刷到更多带货主
播，让有娱乐需求的用户刷到更多娱
乐主播。

“平台会根据自身利益，通过算法
分配流量。”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
师董晨宇说，算法不仅是技术载体，也
是内容载体，流量怎么分配，利益就会
怎么协调。

在网红经济产业链下游，多种变
现方式通向网红经济，如直播电商、直
播打赏、广告营销、内容付费等。

“我在平台的直播打赏收益，平台
抽取一半左右；在直播间卖货所得收
益，平台抽取十分之一左右。”一位网
红主播透露，当前网红经济利益分配
机制已经比较固定。

记者调查发现，在网红经济快速
扩张、产业链越织越密过程中，也暴露
出失范失序行为。受利益驱动、法律
意识淡薄等影响，一些网红群体中出
现了无底线博流量、虚假带货牟利等
乱象。

今年夏天，北京房山突遭强降雨，

房山区蓝天救援队两名队员在抢险救
援中不幸牺牲。一些网红为了流量来
到牺牲救援队员的家门口直播。不少
人谴责这一借灾作秀的行为，认为是一
味博取眼球的“带血流量”。

今年9月，四川省凉山州多名拥
有数百万粉丝的网红主播，打着“助
农”旗号销售假冒特色农产品牟利，被
警方查处。经查，该MCN机构设计
剧本、话术，在当地废弃生产用房直
播，以此博取眼球，孵化出多个百万级
粉丝的网红主播，通过开设网店和直
播带货，假冒“大凉山特色农产品”商
标，将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农产品销
往全国20余个省市。

今年9月，安徽宿州警方打掉13

个为直播间提供虚假人气的“网络水
军”犯罪团伙，依法扣押2.6万余部涉
案手机，抓获24名犯罪嫌疑人。

记者了解到，多名犯罪嫌疑人通
过购买大批量手机建立机房，控制多
个互联网账号，采取相关技术对作案
手机进行模式化操作和改造，利用微
信群聊接收来自中介和主播的需求
单，按照需求单要求，为生活用品、母
婴产品、服装行业等带货直播间提供
非法引流服务，以实现涨粉和引流，制
造爆款、抢单的假象，诱导消费者购买
产品。

近年来，网络直播间打赏行为出
现盲目攀比风气，对青少年等群体产
生负面影响，甚至滋生黑灰产业链。

多位粉丝量超千万的网红主播
称，平台算法缺少统一明确的推流标
准，比如有的平台为了增强电商属性，
推流算法仅支持能卖货、可变现的主
播号，其他内容创作再好的主播，也难
以获得流量支持。

部分基层市场监管部门人员反
映，有时在核查网民投诉时，监管部门
看不到消费者投诉的相关内容。

记者发现，平台把关不严、平台的
“数据隔离”、监管政策保障不足，是直
播间乱象频发的重要原因。

作为网红经济重要一环，平台承

担着重要作用，但平台在压实主体责任
方面存在偏软现象，对虚假、不妥信息
态度“暧昧”，时有处置不力。

中部一省市场监管局反映，每年
他们接到的涉平台交易投诉中，有不
少被诉企业早已被纳入异常经营名
单，但这些企业依然能在直播平台上
带货，暴露出平台把关不严。

当前，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通过
完善政策、开展专项行动等方式，从
不同方面承担对网红主播、网络直
播平台经营行为、资质等的监管责
任。但“数据隔离”“技术滞后”等监

管难题仍然存在。记者在多个城市
了解到，监管部门与平台企业间缺
少长效的信息共享渠道和机制，监
管部门对网红主播群体经营情况“底
数不清”。

在一些非平台属地，基层市场监
管部门反映，在执法过程中需要调取
真实的交易往来、商家地址等信息，但
相关政策缺少对平台配合协查的硬性
约束，所涉平台往往对协查回复率低
且速度慢。2022年，皖北一地市向某
平台发送700多份协查函，只收到几
份回复。

网红经济稳健发展，需要相关部门统筹考
虑市场活力与发展秩序，对黑灰产业链采取“零
容忍”态度，推动网红经济成为“长红”经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左
晓栋说，对网红经济中的产品质量问题、偷逃
税问题、低俗直播、虚假带货、假冒伪劣、滋生
黑灰产业链等乱象，执法监管部门需形成合
力，切实有效地根治行业发展中的问题。

专家建议将平台合规建设纳入信用监管，
同时，督促指导平台围绕直播行为、违法违规惩
戒等，制定并实施严格标准，联动平台建立黑名
单制度，对违法运营账号实施“一次违规、全网
跨屏封禁”，避免换个账号或平台躲避惩罚。

在“全民皆可当主播”的今天，网络主播的
职业化愈发得到广泛认可，规范直播乱象，提
升主播门槛，变得尤为重要。

“主播已成为一个新职业，应建立行业规
范和从业者道德规范。”沈阳师范大学管理学
院教师李森说。

“网红主播的职业化能够校正行业发展方
向，避免行业处于野蛮生长状态。”董晨宇说，
对粉丝数达到一定量级的主播，可以提出考核
与持证要求，或是发挥直播行业协会作用，推
动设立网络主播信用评价体系，形成网红
主播从业门槛、退出机制等。

据《瞭望》新闻周刊

直播电商行至第七载，面临冰与火的考验。一头是高歌猛进的发展，网红经济已形成较为完整
的产业链。另一头是“成长的烦恼”，从野蛮生长到存量竞争，网红经济竞争进入白热化，经营主体
和从业者良莠不齐，面临各种挑战。

近期，《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研发现，万亿规模网红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网络流量，但流量“狂
飙”之下，一些平台滋生数据造假、虚假带货、假冒伪劣等直播乱象，甚至出现通过直播打赏洗钱等
违法行为。网红经济要一路长红，还要多措并举打通责任壁垒、数据壁垒、技能壁垒等，推动万亿网
红产业高质量发展。

安徽宿州警方查封为直播间提供
虚假人气的“网络水军”案涉案机房窝
点。 新华社发

如何打造成“长红”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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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经济的流量密码

直播间频频“翻车”背后

利益驱动流量“掺沙使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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