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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自媒体平台， 经常
有这样一批稿件， 它们顶着
“百万阅读量”的光环，却被
人指责内容抄袭、 标题党以
及低质。

这些爆款文章的背后，是
一群专门的做号者， 他们有
的单打独斗，有的团队作业。

他们能在几十分钟内炮制出
一篇爆文。 这些文章更像是
从高效流水线上制造出的产
品， 鲜有思考和普遍意义上
的原创。一些文章通过抄袭、

拼凑事实、 巧立标题甚至夸
大造谣，只为获取高阅读量。

高阅读量带来的高收益，是
他们唯一的目的。

文章多抄袭拼凑团队月入数万

自媒体“爆款”是怎么生成的

B

内容红利催生做号大军

上大学头两年， 石磊只是一名热爱阅读的工科
生，“做号要长期坐着，对身体损耗大”。 吸引他继续
“坐”下去的，是文章流量背后的“内容红利”。

近年来，多个自媒体平台为鼓励原创，相继推出
广告收入补贴机制、原创补贴等政策。补贴的高低与
阅读量等指标的高低挂钩。

正是看中了高阅读量能带来高收益， 去年上半
年，大三的石磊决定加入“做号大军”。他开始在不同
的平台注册账号，“同一个内容多一个平台分发就能
多获得一份收益。 ”他并不讳言是因为钱。

正在读书的他一个月生活费是
3000

元钱， 他去年
4

月在某自媒体平台账号发出的第三篇稿子， 阅读量就
超过了

300

万。 一篇文章的
3000

多元广告分成足以抵
得上一个月的生活费。

去年冬天， 石磊不再单兵作战， 通过同学们的介
绍，招来了

5

名“小编”，开始运营他借亲戚身份证注册
到的

10

多个账号。

员工们的薪酬与账号的广告收益直接挂钩，

5

名员
工中，做得特别出色的员工每月收入能达到万元左右，

其他几名学生兼职，月收入两三千元。 石磊粗略计算，

按照如今每月
700

多篇文章算， 团队一个月的收入大
概有三四万元。

A

“爆文”出品已成套路

4

月
3

日，一篇名为《邓超和杨幂撞衫，杨幂放话：撞衫
不可怕，谁丑谁尴尬！》的文章成为某平台推送的爆款文章。

截至
4

月
9

日，这篇正文不足
300

字，配有
5

张网络图
片的文章，获得了近

6000

条网友评论。

“文章其实很简单，但肯定是爆款。 ”

24

岁的大四学生
石磊有些眼红地说，此文阅读量不会低于

600

万，后台广告
收益可能在

500

元左右。

石磊的另一个身份是———一个“做号者”团队的老板。

在多个自媒体平台，他拥有
10

多个自媒体账号，养活
着

5

名员工。 团队月产
700

多篇文章，大多是娱乐八卦类。

整天围绕明星写各种文章的他坦言， 平时并不爱看明星的
娱乐八卦，他写文章只是因为能挣钱。

在石磊看来，写就《邓超和杨幂撞衫》一文并不需要太
长时间，“都是套路”。 通常

20-30

分钟就能写出来这样一
篇爆款。

石磊说， 娱乐八卦文章的标准路数是， 只需要三四百
字，配

6

张图，开头引述明星新近的事件，中间交代背景，最
后加几段自己口水化的看法，“想到哪儿写到哪儿， 就是一
篇文章。 ”

按照他的效率，每天最多可以产出
10

篇文章，最少也
会在

5

篇。 日积月累，他已对很多明星建起了资料库，写谁
点击高，如何起标题，几点发最容易火，都心中有数。

E

自媒体平台的反击

一名头条号的负责人
表示， 以抄袭为生的做号
者损害了平台和原创作者
利益， 而生产大量低质内
容的做号者， 也会影响一
些平台用户的阅读体验，

长此以往有可能造成用户
的流失， 并危及用户对平
台的信任度。

一些平台也想出各种
办法防堵漏洞。 去年

10

月， 企鹅号开始实施信用
分制度， 其中抄袭扣

40

分， 编造不实信息扣
20

分，标题党扣
10

分，满分
100

分，扣完为止。

针对做号者的文章
涉嫌侵权以及“标题党”

的问题，国家版权局和国
家网信办近年曾多次“发
声”进行打击、整治。

去年
7

月， 国家版权
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打击
网络侵权盗版专项治理
“剑网行动”， 突出整治未
经授权非法传播网络文
学、新闻、影视等作品的侵
权盗版行为等。

今年
2

月， 国家版权
局印发《版权工作“十三
五”规划》，指出“十三五”

时期要加大版权执法监管

力度，加强对网络文学、影
音、游戏、动漫、软件等重
点领域的监测监管， 及时
发现和查处侵权盗版行
为， 并持续开展打击网络
侵权盗版“剑网行动”，把
APP

、 网络云存储空间、网
络销售平台等纳入版权有
效监管； 探索建立侵权盗
版信用评价机制， 发布失
信单位和个人“黑名单”。

石磊能明显感受到各
平台从严管理后的变化，

“竟然、震惊、可怕”这些表
示惊诧的标题， 会被平台
提示， 或者直接被限制传

播， 有些同行抄袭的账号
会直接面临封号的风险。

他还发现各个平台对
于真正原创内容的倾斜，

“我已经在尝试让团队去写
长一点的文章了，哪怕现在
这些长稿还不怎么赚钱。 ”

他并不看好低质内容
的未来，“以后肯定会越来
越少。 ”

今夏即将毕业的他也
开始考虑工作问题。 他还
是想找一份与文字相关的
正式工作。

(

应受访者要求，

石磊、李敏均为化名）

（据新华网）

C

围绕做号形成“骗流量”产业链

长期观察这一领域的自媒体作者马伟民介绍， 草根形
式的散户和团队做号者广泛存在，但还不足撑起整个市场，

真正的大玩家， 早已经机构化运作，“一个近百名员工的公
司，每天可产出数千篇文章。 ”

另有圈内人士介绍，这些公司化运作的机构，常常会通
过地下渠道批量购买平台账号，在运营过程中，也会应用各
种类型的软件收集文章，进行“洗稿”

(

注：将他人的文章拼
凑、转化说法形成新的文章

)

。

事实上，如今围绕做号已形成一条“骗流量”的产业链。

去年
11

月，北京女孩李敏就曾花费近
2500

元接受了
一场系统的线上培训，在群里，讲师们会教授如何做号赚
钱，从理论体系到实践操作，如何大批量注册账号，如何在
某一平台打造爆款文章， 如何悄悄打入自己接来的广告，

事无巨细。

此外， 大量自媒体平台账号被公开叫卖， 更有人出售
“一键伪原创”的洗稿软件。

在一个自媒体号主聚集的
QQ

群中， 记者发现了一款
能够搜集检索各平台各类别爆款文章的软件，售价

30

元，

也有软件能够将文章中的词语换成近义词，以躲避平台的
查重审核。

D

抄袭侵权现象引诟病

做号者最被人诟病的还是抄袭与内容低质。

石磊认为， 自己的创作路数只是一部分做号者
的选择，而在无数质量参差的自媒体账号中，仍有不
少人选择最简单粗暴的抄袭来获取流量。

在一些平台举报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 有做号
者注册一个同类账号，

A

平台的优质内容原封不动
地搬去

B

平台，原作者即使维权成功，对方也已经
赚取了足够的流量。

一些熟练的做号者只改题目， 东拼西凑成为一
篇伪原创文章，或者调整段落的顺序和语序，同一个
意思换句话表达，使机器难以查重。

“也有断章取义，或者扭曲事实的情况。 ”石磊
说，像此前那篇城管的爆文，他看到的已经是别的
小编改良加工过的内容，他在此基础上再次加工，

“所以本来那个新闻，我都不知道什么样子。 ”

提供第三方版权管理和保护服务的维权骑士平
台工作人员周嘉城表示，去年

5

月到今年
2

月，今日
头条共有

2451

个活跃的原创账号接受了维权服务，

维权骑士共监测到的侵权文章接近
15

万篇，最终经
过各方确认后的抄袭文章接近

9

万篇， 删除的侵权
稿件超过

7

万篇。

QQ

群里有号主打出广告招
聘写手，以文章阅读数计酬。

QQ

群中，有人收购某平台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