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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票背后，利益链条被曝光

正如彭晓芸上述所说的，有
些主办方为了让活动看上去更
热闹，设置了投票环节，更有甚
者会找技术人员刷票，在不影响
评选结果的情况下，让票数“看
上去很美”。

家住湖北武汉的刘双说，他
所在的事业单位曾进行过一次
微信投票活动，最后因为技术人
员的失误， 一晚上刷出了

10000

多票，造成了不良影响。

而在网上搜索“微信投票”，

很快就能出现“微信人工刷票”

“微信投票群”“微信投票团队”等
收费刷票的信息。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春信曾
对微信拉票感到“神烦”，近
日， 当碰到需要为自己投票
时，他在微博中写道：“犹豫要
不要发群里给大家， 还是发
吧，脸皮呢，蹭一蹭就厚了。 ”

值得一提的是，春信这条微
博的评论中，有两条来自微信刷
票团队。

据媒体报道，目前微信投票
大多限定同一个微信号的投票
次数，限制投票

IP

地址，这些门
槛带火了“微信人工刷票”业
务———每票标价

0.15

元到
0.3

元，代理人在网上揽客接单，后
台派单，交给“投手”投票，最后
利润分成， 一条完整的利益链
条已然产生，更有代理人夸口：

手下有“投手”

5

万人，

1

小时涨
2

万票数不成问题。

（据中新网）

06

深读

2016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六

晚报广告咨询热线：

6263965

首席编辑：刘方创意：王雪颖质检：李春晓

朋友圈拉票衍生“专业投手”

记者调查，刷票背后存在利益链条

求赞拉票的“朋友圈烦恼”

近年来， 求赞拉票成了社交
网络中的流行现象。 近日，湖北武
汉市的武汉中学在其官方微信公
众号上发起该校

2016

年课本剧
大赛的投票， 以此选出最具人气
海报及节目。短短一天之内，

50

人
左右的班级， 最多的获得了近
4000

票，最少的也有
400

多票。

求赞拉票本来是在拼人气，但
是， 也成了一些人“朋友圈中的烦
恼”。家住北京的余红就对此感到不
耐烦，她的朋友圈里，朋友的孩子比

赛要投票， 朋友的外甥争当环保小
卫士要投票， 还有一些更加复杂的
关系， 反复在朋友圈里拉票、 求转
发。 “这完全就是拼亲戚、拼好友、拼
人际关系。 ”余红感慨。

尽管她嘴上说坚决不投，但
遇到一些“抹不开情面”的关系时，

还是不得不投上一票。

“要么是同学， 要么是朋友，

别人都投了，而且在群里截屏表示
已投，剩下我一个人，怎么好意思
不投？ ”她无奈地说。

投，还是不投？ 这是个困惑

面对微信朋友圈里的投
票信息， 每个人都在面临抉
择。 家住江西的舒敏坦言，

“真的很不喜欢微信投票，可
即使不喜欢，还要去做，这大
概是信息社会环境下的一种
悲哀吧。 ”

根据今年年初腾讯发布的
2016

版《微信数据化报告》显
示，超过九成微信用户每天都会
使用微信，半数用户每天使用微
信超过

1

小时；拥有
200

位以上

好友的微信用户占比最高，

61.4%

用户每次打开微信必刷
“朋友圈”。

如今， 个人的社交活动对
QQ

、微信等互联网应用越来越依
赖，人们往往难以量化彼此的熟
悉程度，形成一种“朋友圈即朋
友”的概念。

中山大学哲学系在读博士、

媒体评论员彭晓芸认为，这是因
为大部分人的“边界感”不强。

“很多人把请求别人投票看

作是一个举手之劳，他不会认为
这里有什么冒犯的意味。 ”彭晓
芸表示，“如果是在边界感更为
清晰的社会里，人们是不会冒昧
地打扰别人的。 ”

她坦言， “很多人把这种
举手之劳看成是人情社会里
惯常的行为， 彼此互相有求，

最后见怪不怪，甚至变成不参
与这个游戏的人才是怪的，这
就是一种社会文化的隐形约
束力。 ”

比实力，拼人脉，还是在营销？

在武汉这所中学课本剧大
赛的投票页面里， 对于最具人
气节目的投票，仅展示了班级、

剧名及照片信息， 对于没有现
场看过表演的人来说， 仅凭这
些信息就能选出心中最佳吗？

对此，彭晓芸表示，非常严
肃、 正规的比赛是不可能由观
众投票来决定谁的作品或表演
是水平最高的。

“即便设置投票环节， 也只
是作为娱乐的手段，主办方为了
让活动看上去更热闹，扩大其影
响力。 ”彭晓芸认为，这样的转
发、投票带有营销的意味。

如果把这种营销手段和自
家孩子的评比挂钩，家长在朋友
圈里求转发、拉票，逐渐演变成
一场人际关系的比拼，彭晓芸认
为，“把成年人社会的游戏潜规

则运用到孩子才艺的评比上，是
不妥当的。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
学銮表示， “这种投票对儿童
身心健康成长是不利的，不管
是在社会关系中，还是在人际
关系中， 人脉可能会起到作
用，但正式的评选都不应用人
脉来增加选票， 这是不合理、

不公正的。 ”

孩子参加的才艺比拼、朋友单位举办的优秀评选、父母参
加的老年书画大赛……面对朋友圈中五花八门的“求投票”

“求点赞”信息，你是投，还是不投？ 这种与拉票捆绑的评比，究
竟是比实力，还是拼人脉？ 专业刷票背后有何利益链条？ 记者
进行了调查。

78.1％受访者发朋友圈

会设置“分组可见”

微信已经成为很多人展示自己的平台。 朋友圈
“屏蔽”“分组可见” 等功能可以让人们可以在不同人
面前展示不同的一面。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
中心联合问卷网， 对

2003

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78.1％

的受访者发布朋友圈时会使用“分组可见”功
能，仅

16.9％

的受访者从不使用该功能。

受访者会在朋友圈发布的内容包括： 生活琐事
（

27.6％

）、对热点事件的看法（

22.9％

）、心灵鸡汤和生活
感悟（

19.0％

）、个人照片（

13.0％

）、转发推送文章链接
（

11.1％

）、吐槽抱怨（

4.3％

）等。

在湖北武汉从事新媒体工作的李民民发朋友圈的
频率很低，但几乎每次发都会用到“分组可见”。 他说：

“过多的无效互动、信息传播会让微信好友产生‘累赘
感’。 我给每一个微信好友都加上了分类标签，这样就
可以根据内容定位、结合标签功能实现精准推送，不会
打扰到很多人。 ”

调查显示，至于受访者在朋友圈屏蔽的人员类型，

陌生人排在首位， 占
41.9％

； 其次是上级领导，占
30.0％

。 接下来是：普通网友（

27.1％

）、熟悉的同学朋友
同事（

26.2％

）、父母家人（

26.0％

）。

而说起屏蔽别人的原因，

50.1％

的受访者是因为有
些事情只想和最亲密的人分享，

37.0％

的受访者表示与
别人无关的事没必要让人看到，

29.9％

的受访者表示是
因为别人也同样屏蔽了自己，

27.2％

的受访者是担心破
坏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

27.1％

的受访者表示因为
不喜欢某个人。

在频繁使用“分组可见”功能的情况下，受访者朋
友圈是否还能反映真实的自己？ 调查显示，

59.9％

的受
访者认为朋友圈能够反映真实的自己，

15.0％

的受访者
认为不能，

25.1％

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据《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