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朋友圈投票令人反感
种类繁多、次数反复的网络投票 ,几乎成

为朋友圈一道“风景”。 实际上,无论是被邀投
票者,抑或是拉票者往往都不胜其烦,但面对现
实又无可奈何。

每当打开朋友圈,总能见到几个拉票链接,
还有一些“求投票”的私信,这样的景象,令北京
市民郭可一度很是厌烦。 “一般是不回,有些刷
得太过分的,可能就直接屏蔽了”。

去年 9 月,郭可的儿子入读小学一年级后,
在参加校内外活动时,也被要求进行网上拉票,
这让郭可觉得有些哭笑不得 ,“现在才算是理
解那些拉票的人也是没有办法,大环境这样,大
家都在拉票”。

朋友圈投票, 真是一种令人尴尬的存在。
对方没完没了地拉票让人很反感,甚至一言不
合就拉黑好友———这是北京女孩林雅丽对于

朋友圈投票甚至拉票行为的评价。
“投票从一个无关紧要的活动变成了一个

可能影响你方方面面的任务,最后成了皇帝的
新衣。 最美校花、优秀团结班级、最可爱小朋
友、最和谐部门……打开页面 ,给一个完全不
认识、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投票。 ”林雅丽无奈地
说, 自己并不反对投票,“如果投票对他真的有
帮助,实事求是的,可以帮忙投”。

她反感的是对方没完没了的投票请求、盲
目攀比竞争的心理,甚至上升到道德绑架,比如
不投就不是朋友之类。

“尤其是给一些小朋友的投票 ‘××之星评
选、最佳××’,我的大学老师也曾委婉地让我们
帮忙投票。 为给孩子拉票,有的家庭发动所有
关系网,将投票链接转发到多个群以求点击,甚
至找刷票公司。 ”林雅丽说,当然,朋友圈投票并
不是过街老鼠,“人在江湖, 难免会碰上被投票
的情况,其实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 要求不
过分的投票,能帮忙投票就帮忙,但不要玩得太
大 ,有些人觉得自己人气爆棚 ,一呼就应 ,不消
停地让人投票,最后只会让好友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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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投票组织方收钱刷票 一些评选活动实为骗局

业内人士揭朋友圈投票灰色链条

投票成为灰色暴利产业
灰色的暴力产业———这样的表述来自曾经从

事过刷票拉票等相关业务的韩明(化名)。
“大家在朋友圈看到各种投票活动, 一般奖品

奖金都非常丰厚,而这些奖品和奖金大多都是由赞
助商提供的,因为他们达到了通过活动进行广告宣
传的目的。 ”韩明说。

那么作为一些活动的组织者,通常也就是投票
的发起方如何盈利呢?

“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获得, 直接的方面要
么是赞助商额外给付,要么是通过灰色刷票,或者是
活动里的支付刷礼物增加魅力值、票数 ,通过这些
直接获得利益。 ”韩明说,“间接的方面就是吸粉,引
导参加投票者关注各种微信公众号或者 App、个人
号、网站等,才能投票,也就成了强制吸粉。 这样的
活动一次吸粉都是以万计算,而这些粉可以后期变
现,或者直接卖掉,获利也是非常高的。 如果两个方
面同时进行的话,一次活动至少能够获利几万元,如
果操作火爆的话,挣 10 万元以上也不难。 ”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结束。
据韩明透露,有些投票的发起方会在建立起投

票平台后 ,通过后台监控数据 ,运用小号添加选手 ,
然后私聊他们 ,说是可以提供代刷票活动 ,一元一
票,“而其实哪有什么代刷, 只不过是在后台修改下
数据的事”。

“另一种就更狠了,直接建好投票平台,然后到处
发广告,说攻破了某个投票活动的漏洞,可以直接改
票。 如果谁想轻松拿大奖,可以找他们帮忙改票,100
票多少钱,1000票多少钱,可以先测试,再收费。 ”韩明
说,如果参与投票者有点心动,他们就开始拉你进行
免费测试,让你进入投票活动页面报名,然后按照你
的要求增加票数；结果你信以为真,花几百元投上几
千票,让你暂时排第一名,而你就会美滋滋地等着拿
大奖,“这个时候,骗子会用同样的手法,去找有同样心
态的 20个人,让你们互相竞争,看着即将到手的大奖,
再想想前面都已经投进去的,算算成本和收益,咬咬
牙又会投钱去刷票,结果被忽悠进去几千元,直到你
最终惊醒,但为时已晚”。

在采访结束后,韩明给记者发来一段话:关于朋
友圈之类的网络投票,有一个鳄鱼法则很有用。 大家
可能听说过,一只鳄鱼咬住你的脚,你愈挣扎,被咬住
得越多。所以,万一被鳄鱼咬住脚,你唯一的办法就是
牺牲一只脚,一旦发觉不对劲,最好认亏果断退出。

（据《法制日报》）

“亲 ,帮我家孩子投个票吧”“今天
继续投哟 ,一天 3 票哦”……相信不少
人在朋友圈或微信群中都收到过类似

信息,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人际交
往的一种负担。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无论是组织投
票的教师 ,还是参与拉票的家长 ,大多
对这种变味的评选形式不胜其烦。 不
过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 ,一些活动仍然
需要借助网络投票 ,扩大参与度 ,因此
不能对网络投票“一刀切”的否定,而是
将其置于有关部门监督下 ,有序、公平
地进行。

投票背后可能隐藏骗局
在北京工作的白领妈妈谢思倩就因参加某项

“萌娃评选”而损失 6000 元。
对于被骗的步骤,谢思倩是这样总结的:
第一步,初尝甜头。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赛,通过

一篇名为“十万大奖萌宝宝大赛开始报名啦”的微信
文章添加公众号,文章中称只要添加微信,发宝宝照
片参与投票,就有机会获得一等奖,奖品可谓相当丰
厚。 报名参加后,不但不用交纳费用,还真的领到 100
元红包,从而信以为真,发动身边的朋友一起投票。

第二步,半信半疑。过了几天,发现宝宝与上一名
的票数始终差一票。 在加大拉票力度的同时,开始怀
疑始终差的一票会不会是个骗局。 然而客服告诉她,
是因为有人在刷票。 为了让自己的宝宝排名靠前,用
客服介绍的刷票人代刷了 2000票,一张票一元。

第三步,及时止损。 刷票后,名次上升,第二天又
下滑。 刷票方主动联系,提出再刷一次,有希望拿到
一等奖。 在煽动下,又掏 4000 元,排名一下冲到了第
二。 两天后,排名再次下滑。 准备直接刷 6000 元的
票,最后其丈夫陈先生知道后及时制止。

“孩子爸爸在调查后发现, 大赛没有主办方,没
有赞助商,怀疑是骗局,要求退款 6000 元被拉黑。 发
现上当后,便报了警。 ”谢思倩说。

对此,林雅丽说,曾经有所谓的自媒体平台和她
所就读大学的学生会合作,“有的参与社团, 结果硬
生生花了四五千元人民币刷礼物, 最后得到了不到
1000 元的奖品,想投诉平台却发现什么信息都没有,
就是个黑平台”。

这种“比赛为名营销为实”的操作方式并不罕
见。 根据媒体在 2017 年的调查数据,43%的受访者
认为, 自己朋友圈里的拉票活动已经变成各种商家
的营销手段。作为一次营销,主办方肯定更在乎活动
本身有多大关注度, 而投票数显然就是关注度的一
个体现。 至于哪个孩子是第一、这个比赛是拼实力
还是拼爹,这往往就不在主办方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还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直接依靠投票活动盈利。
据报道,设置有刷礼物买票功能的投票页面,大多由投
票活动主办方外包给第三方公司开发,而家长刷礼物
花的钱,也大多进了第三方公司的口袋。 站在利益角
度上讲,商家肯定希望孩子和家长能多花钱买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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