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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起诉微信公众号引热议

新媒体平台内容乱象该整治

近日，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把一家微信公
众号告上了法庭。因冒用王健林名义发表批评淘
宝及电商的文章，公众号“顶尖企业家思维”的
所有者被诉侵犯王健林的姓名权、肖像权和名誉
权，并被索赔经济损失1000万元。

事实上，微信公众号侵权行为已非个例。此
次万达举起维权大旗，“首富”对阵“草根”的剧
情赚足了眼球，同时也再次引发各方热议：新媒
体平台的内容乱象，该如何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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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利益主导难以禁绝

Ⅰ 内容背后的生意经

这篇闯祸的文章，题为 《王健林：淘宝不死，
中国不富，活了电商，死了实体，日本孙正义坐收
渔翁之利》。对微信公众号稍有了解的人不难发现，

“顶尖企业家思维”是比较典型的“营销号”，而如
此耸人听闻的标题几乎是不少朋友圈“爆款”文章
的标配。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走
过初创期的微信公众平台，逐
渐形成了自媒体、专业媒体等
多个团体。其中，营销号是一
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从商业、
医疗到娱乐、情感，微信公众
号背后的生意经规模巨大。

凭高质量内容取胜，自然
无可厚非，但不少营销号的阅
读和粉丝量上去了，底线却降
了下来。

标题党自然首当其冲。以“顶
尖企业家思维”一文为例，以国家、
民族荣誉感为噱头，以夸张的观点
引诱点击，是彻彻底底的标题党。
而在内容上，大量“爆款“文章或是
云里雾里、文不对题，或是屡出惊
人之语、真假难辨。

冒用名人发言，也是微信公众平台的痼疾之一。除
王健林外，白岩松、马云、莫言等名人近年来在频繁“躺
枪”，堪称心灵鸡汤的代言人。有网友甚至编写出《莫言小
说里最深刻的十句话，白岩松看了都感动到哭》的标题，
以此讽刺个别公众号贻笑大方、张冠李戴的行为。

最不容赦免的便是“顶尖企业家思维”的行
为，假借名人头衔，行的却是诋毁、污蔑之语，无
论对名人还是企业，都是极大的伤害。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教授沈阳表示，述说有凭、拒绝编造，不能没有事
实依据地发表对他人造成不利影响的言论，这是自
媒体的基本要求和底线。他说，新媒体平台的快速
发展，导致“泥沙俱下”的现象，如今应该回归理
性、加强规范。

遭到起诉后，“顶尖企业家思
维”运营者对外发布道歉信，称

“是因为对偶像的盲目崇拜才犯了如
此大的过错”“希望大人不计小人
过，饶了我这一回，下不为例。”不
管事后如何讨饶，事实上，公众号
造谣的原因绝非“崇拜”，而是利
益。其背后则是造谣成本低、收益
高的现实。

对违法违规公众号的打击一直
没有停止。近两年来，国家网信办
曾多次依法关闭微信公众号。今年
年 初 ， 腾 讯 发 布 报 告 显 示 ， 2014

年，腾讯针对各社交平台上的网络
黑色产业链进行重拳打击，累计封
停打击违规公众帐号 8.5万个，拦截
各类恶意营销广告、恶意链接500万
个。今年 6 月前后，肯德基起诉 10
个传播“怪鸡”谣言的微信公众
号；今年9月，周杰伦以名誉侵权为
由将公众号“微秀生活”告上法庭
……

不过，有利可图的造谣者却是
按下葫芦浮起瓢，屡禁不止。沈阳
认为，随着治理力度的加大，存活
下来的网络谣言必然变得更加难以

分辨、发现和消除，网络
谣言的制造者也会变得更
加“聪明”。

造谣容易辟谣难，侵
害一方利益高、风险低，
维 权 一 方 成 本 高 、 收 益
低，这是新媒体内容平台
乱象的重要根源。

此次的巨额索赔，无论结果如
何，对于造谣成性的某些公众号而
言，都可以起到杀鸡儆猴的警示效
果。然而，仅靠微信公众号的自我约
束，显然不足以圈住一颗颗躁动的
心。

如今，微信公众号的数量已经
突破 1000 万，并每天以 1.5 万的速
度增加。平台的责任首当其冲。尽
管微信公众平台的维权机制正在不

断完善，但举证难、判定
难的问题仍然存在。

沈 阳 认 为 ， 对 于 违 法
违规内容，平台方面应该
以较快地速度反应。加强
从举报、申诉、判定到控
制传播的流程控制，形成
规 范 的 生 态 。 更 重 要 的
是，健康的平台生态对于
其他新媒体平台也有很好
的示范效应。

他说，对于新媒体的管
理和规范要并举，一方面要
鼓励发展，尽可能地与产业
化、大数据、主流价值观、
国际开放结合起来；另一方
面，对于抄袭、剽窃、侵犯

版权问题，对于涉黄、涉毒的账
号，包括会引发现实危险的极端言
论进行规范。

归根结底，微信公众号的运营
需要在合法合规的机制下运行。如
果对于抄袭和诽谤的认定更加合
理，如果对于信息的溯源机制更加
准确，如果对于违规公众号的惩罚
更加严格，那么类似“10万+”的谣
言文章就会隐退江湖。

Ⅲ 平台生态亟待规范

直播，永远凝聚着记者的专注与网友的关
注。如何第一时间引领全球网友直达现场？如何
准确及时地传达前方记者的捕获的最新消息？如
何将炙热的现场连线与冷静的后方专家凝结在一
起？这些永远是直播的亮点与难点。

技术先行·人性化适配“多屏幕”

当今互联网技术不断攀升，海外网借助最新
的技术手段，打造具有“实时联动、多屏呈现”
的系列直播间产品。为全球网友建立信息高速
路，让新闻现场与全球网友“零距离”。海外网直
播间借助网站的全球资源优势，海内外网友均可
登陆进行互动。在直播间内，设置主持人、特邀
专家、现场记者等多个角色与网友进行互动。

在此基础上，直播间融合了观众互动评论的
功能，帮助网友在观看视频和图文直播的同时，
及时地分享自己的评论和感触，并结合当下最新
的移动互联网发展形势，首次独家推出 PC 平台、
WAP手机平台通用的系列直播产品——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直播间具有“实时联动、多屏呈现”
的特点——暨观众在 PC 与 WAP 手机平台均可以
看到内容相同、及时准确的现场信息。

直播间产品以用户体验为出发点，力求“发
消息迅捷、展现内容准确”，除具备主持人发布文
字或图片内容之外，直播间内更融入了视频系
统，观众可随意点击。不论图片或者视频，均可
实现观看，实现人性化层面的最佳用户体验。

内容为王·前后方联动“零时差”

海外网坚持新闻报道“内容为王”的原则，
直播间前方记者是每个新闻点的“触角”，同时，
直播间后方专家实时进行新闻解读、剖析事件细
节，前后方紧密配合，在直播间主持人的统筹
下，实现前后方联动“零时差”。

直播间产品已有两次成功的报道经验，2015
年 9 月 3 日，海外网推出“阅兵直播间”、11 月 7
日，推出“‘习马会’直播间”，在每次均超过10
小时的全景多媒体在线实时报道中，前方记者实
时传回独家现场报道，后方专家实时解读会面细
节，热心网友实时参与互动讨论，紧密配合，使
直播间成为海外网极具特色的互联网产品之一。

需要提到的是，为了丰富直播间里的内容，
提供除现场记者报道之外的权威评论，海外网均
会邀请知名专家进驻“直播间”，解答国内外网友
的问题，并进行权威的评述与分析。让全国观众
在看到丰富的现场资讯之余，拥有大深度的思考
和分析。“侠客岛”“港台腔”“学习小组”等微信
公号亦会参与其中，作为特邀嘉宾出现，为直播
间增色。

秉持做新闻的理念，就是对网友“看新闻”
诉求的极致追求。海外网直播间产品即将进行升
级和换代，进一步增强直播间的界面友好度、加
大对前后方联动机制的摸索、引入多个互联网新
技术提升体验……一系列的技术升级，只为给全
球网友带来最极致的新闻体验。

（作者系海外网总编室主编）

本报电 近日，在第三届亚
洲微电影节“金海棠奖”颁奖晚
会上，由仙居县委宣传部、台州
高蒙影视公司联合出品，以“善
美仙居人”戴杏芬真实事迹改编
的微电影《姐弟》，从185部入围
作品中脱颖而出，喜获三项大
奖：金海棠奖“最佳作品奖”、“最
佳女演员奖”（杨童舒）、“最佳制
片奖”。

微电影《姐弟》讲述了上世
纪 90 年代初，一位普通仙居
村 民 戴 杏 芬 以 无 私 的 帮 助 ，
感化了小乞丐何荣峰内心对
社会的仇恨，小乞丐从此发

奋图强，多年后成为了知名
的 企 业 家 。 饮 水 思 源 的 他 ，
21 年来苦苦寻找之前救助自
己的大姐，报恩遭拒成姐弟的
故事。

戴杏芬无私助人、不求回报
的善举，感动了很多人。仙居县
委常委、宣传部长陈红雷作为微
电影《姐弟》的联合摄制单位代
表，也和剧组一起走上红地毯，
见证这个美好的时刻。“戴杏芬
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大爱精神令
人深深感动，我觉得这是该片获
得最佳作品奖的主要原因。”陈
红雷说。

本报电 “盖网通”创新安全
食品运营模式近日在京正式上线。

据悉，“盖网通”是首家互动综
合营销立体化服务平台，针对消费
者、商家的不同需求，搭建线上与
线下 020 模式新平台，结合传统的
商业模式与新兴的网络购物模式，
初步形成了“盖聚百业，网通天

下”的战略布局与发展基础。“盖网
通”可在居住附近的“盖鲜生”自
动售卖网点用扫二维码扫描取件，
并与周边优质肉菜商户、大型农产
基地、跨境电商实现联手，打造放
心食材供应体系，满足社区生活的
方方面面。

（岳庆芬 赵树宴）

突破新媒体盈利的“怪圈”
本报记者 卢泽华

本报记者 刘 峣

王

腾

今年 6月，一篇探讨某新闻网站 《周岁临近，
盈利模式依然一头雾水》 的文章搅动了新媒体行
业的一池春水。最近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已经实现
盈利的自媒体不到总数的一半，其中超过60％的自
媒体每月营收不足1万元。种种迹象表明，虽然搭建
一个新媒体平台或账号的成本较为低廉，但“花果
山好造，正果难修”，在结束了最初拓荒阶段的时代
红利之后，许多新媒体正在失去市场眷顾。

新媒体的生存困境源于其盈利“怪圈”。虽然
有少数网站及自媒体通过会员制进行付费订阅，
但“免费—广告”模式仍然是目前新媒体运营的
主流。经济学家丹·艾瑞里将“免费”视为唤起用
户非理性兴奋的来源。一个形象的例子是，如果
某商品价格从 5 元降低到 1 元，你可能仍不会购
买，但若从 1 元变为免费，你会不会争着伸手去
拿？肯定会！——新媒体天生就是靠“免费”来
获得用户粘性的，但广告模式却往往让新媒体陷
入入不敷出的窘境。

长期以来，依靠免费模式获得流量，进而吸
引广告商这种看似由传统媒体验证过的模式，最
终都很难支撑一个新媒体项目的全部。在版权保
护缺位的现实状况下，目前新媒体平台上的很多
文章都是采用复制的方式发布，同质化严重，原
创性不足成为新媒体最致命的问题，而部分以第
一手新闻，深层次挖掘著称的新媒体却由于长期
大量的资本投入而步履维艰，在“转载”面前，
新闻记者也沦为内容生产的“矿工”，常常为他人
做嫁衣。这是行业痛点，也是矛盾现实。在这种
矛盾中，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即在同质
化，弱保护状态下的竞争环境中，所谓“渠道为

王”还是“内容为王”的争论几乎成为了伪命
题。怎样突破固有的“价值观”，从模式创新中

“变现”才最迫切、最现实。
因此，打破目前的新媒体盈利“怪圈”，重建

新媒体的运营生态成为需要新媒体运营者们重新
思考的问题。新媒体实现盈利，首先是要解决人
的问题，目前新媒体市场中的从业人员存在结构
断层，现在具有采编权的几家网媒均有“国家
队”背景，传统基因与行业惯性使得这些网媒在
新外壳下依然维持旧思维，管理运营模式单一。
这需要传统媒体在新媒体转型过程中，不但要实

现内容上的“弯道超车”，还要在运营上放弃后座
驾驶的“影武者”角色，吸引外部互联网运营人
才，实现基因置换，思维重塑。

另一方面，新媒体之间也需加强整合思维，
构建产业新生态。有统计显示，目前，23.73%的自
媒体从业者只将自媒体运营视作业余爱好，另有
18.46%的自媒体人是兼职运营者，这就决定了相当
部分的新媒体人缺乏运营基础和动力。而专业大
型新媒体平台通过规则设置和模式再造整合小型
媒体，实现新媒体间的互补效应就成为构建合理
行业生态的必选动作。目前成功的例子很多，比
如今日头条的“分销模式”、“3W”的线下互动模
式、YOHO！的电商模式、“36氪”的众筹模式等
等。当然，这些模式只能起到借鉴作用，未来大
型新媒体平台是否能够有效通过自身的模式创新
实现资源整合，最终扮演行业内“关键少数”的
角色，才是决定其成败的关键因素。

一则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约有 357 万家网站，
6亿个微博账号，1000多万个微信公号，新媒体市
场存在饱和，行业正面临生存权争夺的丛林法
则，因此，新媒体由“量变”转向“质变”就成
为逻辑必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行业洗牌，“大浪
淘沙”不可避免，未来新媒体行业进入转型攻坚
的长跑阶段也是大势所趋。需要注意的是，近年
来新媒体的商业价值链有不断拉长的趋势，成本
的回收周期也越来越长。因此，在关口面前，新
媒体人即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勇气，也要
有“觉今是而昨非”的风度，只有这样，才能真
正实现固有思维的突破，在市场和自身之间寻找
到最大公约数。

“盖网通”创新安全食品运营模式上线

仙居公益微电影仙居公益微电影仙居公益微电影《《《姐弟姐弟姐弟》》》亚洲微电影节获奖亚洲微电影节获奖亚洲微电影节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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