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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调查

■阅读提示

□见习记者 王璐丹
“注水”的流量

走不远

■观察

不久前，央视等媒体聚焦流量造假问题——某艺人发布宣传新歌视
频的微博，发布 9 天转发量就达到了惊人的 1 亿次以上，相当于三分之
一的微博用户都转发了这首歌曲。

流量造假现象被媒体曝光，也引发各方进一步思考，流量营销的背
后是如何运作的？到底谁在助推和买单？相关监管又该如何跟进？本报
就此进行调查。

谁在往流量里“注水”

在石家庄某软件公司工作
的王泽帅，大学期间曾做过微
博自媒体，一直希望在自媒体
行业中大展拳脚。“我的微博账
号有三万多粉丝关注，但是大
部分都是我买的，不能进行点
赞评论，实际上真正关注我的
也就一两百人。”

王泽帅说，不光他弄虚作
假 ， 他 的 朋 友 也 常 常 请 他 做

“人工水军”。
王泽帅的朋友陈先生，在

某律师事务所做律师，单位对
每月在网上接待的咨询数量和
好评数量有指标要求，被逼无
奈只能请亲朋好友假装咨询刷
数 量 ， 并 且 还 让 他 们 统 一 给
好评。

记 者 身 边 请 亲 朋 好 友 做
“人工水军”的案例不在少数，
朋友圈里也经常会看到：“自己
家的×××，麻烦大家帮忙投
票，每天可以投三次，可连续
投两个星期。”

参与这种投票作假的，并
不仅限于“人工水军”。石家庄
某金融公司的原女士，参与了

公司员工之星的投票评选，通
过 某 电 商 平 台 购 买 了 投 票 数
量。她无奈地说：“大家都买
了，我要是不买，如果最后人
家1万票，我却只有100票，也
太说不过去了。”

王泽帅的同事张焕，从事
市场推介工作7年了，由于跟推
介公司打交道时间久了，隔三
岔五就会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
微信好友申请，备注信息都是

“微博、公众号、抖音涨粉”，
时不时还有一些电商平台刷单
的邀请。“以前我姐卖橡胶枕，
我 帮 她 刷 过 几 次 单 ， 从 那 以
后，这些刷单的商家好像都认
识 了 我 一 样 ， 各 种 ‘ 刷 单 返
利’的消息铺天盖地。”

帮别人刷单的经历，让张
焕十分清楚网购的套路，“但是
看到网上的好评率和购买率那
么高，还是忍不住‘剁手’。”
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前一阵
我花一千多块钱买了一件兔毛
大 衣 ， 买 的 时 候 看 到 好 评 如
潮，可谁知道，买回来，兔毛
横飞，穿了一次就压箱底了。”

某公司职员小南告诉记者
她因平台电商数据造假而遭遇
的 一 次 “ 吃 亏 ” 经 历 。 不 久
前，她在某点评网站搜索到石
家庄一家综合评分 5 星、好评
率 96%的美发机构，于是团购
了价值 108 元的首席设计师的
洗剪吹套餐，谁知她进店只是
剪了个刘海，却看到商家拿来
了965元的消费账单。

小 南 瞠 目 结 舌 地 询 问 原
因 ， 商 家 说 他 们 是 “ 网 红 ”
店，理发师技术精湛，产品高
端。虽然不情愿，但她只能硬
着头皮付了钱。

记 者 根 据 小 南 提 供 的 信
息，在网上搜索到了那家“网
红”店，发现清一色的五星好
评 ， 譬 如 “ 价 格 实 惠 、 无 推
销、性价比高”等等，但仔细
看，有些评价图片明显是从网
上下载的，并不是真实消费者
的真实评价。

花钱买了教训的小南事后
醒 悟 到 ， 一 些 所 谓 “ 网 红 ”
店，不过是靠着流量造假撑起
的幌子。

早在2016年，微信曾对内部
统计接口进行了一次升级，屏蔽
掉一些刷单工具。不少浏览量轻
松达到10万+的公众号，一夜之
间，浏览量跌至之前的十分之一
甚至更低。

也就是在那时，很多人第一
次直观意识到，一些看起来光鲜
亮丽的数据，或许经不起推敲。

数据流量本无好坏和善恶之
分，但在利益诱惑面前，一些人
抓住了它的漏洞，肆意买流量、
买粉丝、刷好评，以至于在行业
内形成了规模化、组织化、产业
化。当刷量、刷单的行为打破了
商业平衡，商家开始变本加厉，
全力以赴比拼着刷量技术，而忽
视本应关注的东西。

正如有媒体评价的，依靠流
量造假出现的所谓漂亮数据和所
谓“爆款”，其伤害的不仅是普通
民众，挤压原创生存空间，更助
长了社会的浮躁风气，最终危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实，人们也知道，“注水”
的流量走不远。总有一天，刷量
的套路会众目昭彰。当谎言被揭
穿，真相浮出水面，吹嘘出来的
流量泡沫终会破裂。

真正聪明的营销者乃至商
家，不会不考虑整个商业生态，
以及产品受众，更不会涸泽而
渔，焚林而猎。在互联网语境
下，他们也关注流量，但更关注
自身产品的质量以及创造创新
能力。

前不久，国内某商家一款不
知名的羽绒服，以合理的价格、
保暖耐用的品质、流畅的供应链
体系，在市场上口口相传，走红
纽约。自去年底至今，一直保持
亚马逊全美服装类销售冠军的纪
录，成为美国女性衣橱里的主要
产品，被人们称为“亚马逊外
套”，实现了“草根”羽绒服的逆
袭。要知道，“亚马逊外套”第一
年，总共才卖出去400多件，谁
也没有想到，现在它竟然跻身纽
约的时尚潮流，在城市中风靡
一时。

可见，质量诚信也许并不能
很快为企业赢得快钱或一夜知
名，但可以赢得更长久、更丰厚
的口碑与商业价值。优秀的公
司，优秀的品牌，看重的是产
品、用户、战略、供应链等更加
本质的东西。

在消费升级趋势下，无论是
互联网电商还是实体企业，紧要
的是严控产品及内容本身的质
量，着眼核心竞争力的打造，才
是立身之本、发展之道。

基于互联网的各类传播、营
销乃至商务活动，带来了诸多变
革，同时也在影响和改变着人们
的消费方式。流量造假可能带来
一时之利，一时之红，但随着人
们认知的越发成熟，监管机制的
完善，社会和市场最终还是会选
择那些注重质量与体验，服务和
价值的东西。

文/见习记者 王璐丹

“流量刷手” 新华社发 商海春作

随着监管完善随着监管完善，，数据流量交易将越发规范数据流量交易将越发规范。。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田瑞夫摄田瑞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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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买粉丝的原因，王泽

帅坦言：“主要是为了提高文章
的浏览量，想让自己写的东西
被更多人看到。”

如果说，王泽帅买粉丝的
目的是想有被关注的感觉，那
么一些刷单的电商平台，则主
要把这当成了一种营销方式。

某电商品牌保定代理店店
长张园从事电商行业两年了。

“我所接触的电商，几乎所有店
铺都是需要刷单的，这只是一
种推销手段。”他不以为意地
说，“都是一样的东西，凭什么
别人的就可以到搜索第一、第
二，我们的东西却没有人能看
到。”

业 内 人 士 介 绍 ， 所 谓 刷
量，就是利用自动化或人工手
段，提升网站、社交媒体等目
标对象的流量，就连各种投票
活动，都可以通过砸钱刷出个
榜单第一。

但是，提高浏览量、粉丝
量、购买量等数据指标，显然
只是刷量的表象。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
教授、新闻系副主任甄巍然认
为，人们为追求流量而人为创
造出来“刷”力，使原本数字
经济发展必然产物的“流量经
济 ” 上 ， 硬 生 生 疯 长 出 一 个

“信息毒瘤”，陷入了“只要有
流 量 ， 就 有 经 济 价 值 ” 的 误
区，不断被经济利益所驱使。

记 者 实 地 走 访 上 述 那 家
“网红”理发店，并以客人身份
加了理发师的微信，发现其朋
友圈除了发型案例以外，还有
一条颇为吸引人的招聘信息。
信息显示，理发店造型设计师
的月均工资给到五千到十万，
并且还有不定期国外旅游、互
联网全资源捧红等，流量带来
的红利可见一斑。

在流量经济中获利的，不
仅是“网红”商家这样的需求
方 ， 还 有 那 些 流 量 数 据 的 供
给方。

甄巍然认为，从目前的形
势 看 ， 这 种 扭 曲 的 “ 流 量 经
济 ” 已 然 形 成 了 完 善 的 产 业

链，产业化颇具规模。
作为产业链条中供给方最

上游的刷量机构，有一套规范
的业务体系，可以直接对接用
户的需求。比如，承担着自媒
体刷量工作的机构，不仅可以
承接明星势力榜的刷榜业务，
也可以为有流量需求的自媒体
账户提供粉丝业务、转赞评业
务以及阅读量业务等。

大部分刷量机构直接对接
大客户，即消费频率高、消费
量大的企业客户。曾经在北京
某 媒 体 公 司 上 班 的 楚 女 士 介
绍：“多数自媒体消息的阅读量
只占总粉丝量的 15%左右，有
的甚至不到 5%。所以就需要靠
数据造假提高自己的阅读量，
付给刷量机构的钱差不多占广
告营收的5%。”

当刷量机构发展至成熟阶
段，所拥有的人力资源与日常
的业务需求无法匹配时，就会
衍生出不同层级的“掮客”，也
就是刷量代理。

业内人士透露，刷量代理

是 有 偿 帮 助 更 下 游 的 客 户 完
成 刷 量 需 求 的 中 介 。 他 们 通
常 都 会 与 一 些 刷 量 机 构 维 持
长 期 合 作 关 系 ， 收 费 比 刷 量
机 构 稍 高 一 些 ， 从 而 获 得 差
价 ， 虽 然 每 一 单 赚 取 的 金 额
很 少 ， 但 由 于 市 场 巨 大 ， 也
赚得盆满钵满。

记者根据王泽帅提供的二
维码，找到了一家刷量代理组
织，被告知，粉丝按照初级粉
丝、仿真粉丝、精品真人粉、
超品真人粉、达人粉等不同级
别，收取不同的费用，最便宜
的 45 元/万，最贵的是 880 元/
万。阅读量的售价也分为短微
博和长微博，短微博阅读量定
价是 6 元/万，长微博阅读量 4
元/万。

除 了 机 构 组 织 的 商 业 行
为，刷量也存在很多个体行为。

石家庄某中学读高二的小
召 ， 是 某 明 星 的 忠 实 粉 丝 ，

“我太喜欢他了，只要他出新
歌我就会疯狂打榜。”记者询
问她是如何操作的，小召说：

“我会买一些微博小号，然后
把小号绑定上会员就可以刷榜
了。”小召认为，为了自己的
偶像花点儿钱，出点儿力，根
本不算什么。

有些人追星以求精神上的
满足，有些人刷单则是被小恩
小惠笼络了去。

张园告诉记者：“我们有好
几个专门刷单的群，哪个商家有
单要刷了，在群里说一声，每刷
一单就能得到 6 块钱的佣金，要
是往群里拉人，也可以赚上几块
钱。”

还在读大三的小王就加着
好 几 个 刷 单 群 ， 记 者 扫 眼 看
过 去 ， 每 个 群 都 非 常 活 跃 。
小王说：“没事儿了就会给那
些 商 家 刷 一 下 好 评 ， 对 我 也
没 什 么 损 失 ， 动 动 手 就 能 赚
几 块 钱 ， 刷 得 多 了 一 天 还 能
赚好几十。”

这种不需要付出脑力和体
力，就可以快速获得利益的赚
钱途径，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
无法抗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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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帅在采访结束时告诉

记者，现在他已经不再做自媒
体，他的微博账号还是会写点
文章，做些影评，可是却不再
追求曝光度了。“买粉丝、买广
告费钱不说，关键是花了钱还
没用。”如今的他摆正了心态，
不愿再随波逐流，只希望做最
好的自己。

河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
院广告系主任宋维山认为，造
假刷量，不仅对消费者和媒介
平 台 造 成 了 伤 害 ， 更 严 重 的
是 ， 它 也 造 成 传 播 内 容 的 僵
化，使内容本身失去了生命力
和活力，时间一久，消费者认
清了套路，内容也就失效了。

还 是 那 家 “ 网 红 ” 理 发
店 ， 记 者 打 开 平 台 的 评 价 界
面，发现诸如“真不知道这种
店的五星是靠多少水军刷出来
的”“刷得星级再高，没有两把
刷子也走不长远”等评论，在
诸多“好评”中格外刺眼。

甄巍然认为，在打击数据
造假行为问题上，对于个人来
说，最重要的是对此类行为产
生价值判断，不盲听盲从，摒
弃不劳而获和贪不义之财的思
想，做到“不以恶小而为之”。

盲听盲从显然是众多消费
者的通病。宋维山说：“究其原
因，主要还是由于消费者心态
不健全，追求质量高的同时又
要求价格低廉。因此当我们都
认清产品本质，形成健康的消
费观念，也就不会为他人做嫁
衣了。”

面对流量造假，消费者个
人的抵制毕竟是微弱的，需要
平台媒介、政府、行业等多方
的共同努力。

宋维山认为，平台应给消
费者提供多元化的判断维度，
建立更加全面健康的平台考核
价值指向，拓宽判断途径，而
不是依靠评价等单一指标作出
决定。他还建议，相关部门应

尽快完善数字经济市场监管体
系和评估制度，强化平台的自
律性，抑制伪造流量和商业信
誉行为滋生。

对 于 层 出 不 穷 的 刷 单 现
象，京东、阿里等多家电商平
台都采取了监管措施，制定严
格的公司政策，禁止刷单行为
的出现，如发现有商家或工作
人员有违反该规定的情况，均
按公司规定严厉处罚。

业界已经意识到，流量欺
诈和数据造假行为正在伤害整
个行业的发展，从行业自律到
监管体系和机制等领域都尚待
完善。

其实，2014 年以来，《中
国互联网定向广告用户信息保
护行业框架标准》《中国移动互
联网广告标准》 等相继实施，
要求广告协会建立统一的行业
标准和数据监测标准，防范数
据欺诈。

同时，国务院颁发 《社会

信 用 体 系 建 设 规 划 纲 要
（2014—2020 年）》，提出建立
健全电子商务企业客户信用管
理和交易信用评估制度，严厉
查处电子商务领域制假售假、
传销活动、虚假广告、以次充
好、服务违约等欺诈行为。打
击内外勾结、伪造流量和商业
信誉的行为，对失信主体建立
行业限期禁入制度。

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不正当竞争法》 第九条规定，
今后除了对经营者自己产品的
虚假宣传外，帮助他人进行刷
单、炒信、删除差评、虚构交
易、虚构荣誉等行为，也将受
到严厉查处，“网络水军”等不
法经营者将依法受到处罚。

对此，专家指出，虽然国家
出台了相关政策，但实际执行过
程中，要对流量造假行为进行整
治和清除，首要一点，还是要明
确监管责任，进而加强对参与数
据流量交易各方的监管，从源头

上杜绝部分机构或经营单位通
过地下或幕后的交易行为，构建
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

榜单第一是怎么刷出来的

数据流量交易也要监管

11 流量造假撑起的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