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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消弭乱象才能长久繁荣

自互联网行业诞生以来，“乱象”与“繁荣”就如一枚硬币的两
面，共存于行业发展的各个阶段。由于互联网总能诞生新生事物，
而监管则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风口”之上的“乱象”几乎成
为一种必然。

然而，对于网络直播从业者而言，在“风口”之中也要把握
“风向”。可以预见，国家文化部门的强力监管将会成为未来相当一
段时间内的主基调，网络直播需要“带着镣铐跳舞”。

在王四新看来，目前文化部门的强力监管是对网络直播行业划
出的一道“红线”，网络信息传播渠道自有其传播规律，在内容风格
上，直播行业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违规事件会大幅降低。

从整个行业来看，业内生态在悄悄发生变化。陈少峰认为，网
络直播行业应该进入一个多元发展的阶段，有松有紧。“松的部分就
是业态更加多元，互联网巨头开始加入后，很多业态为了强调互动
性，都会采用直播的方式。紧的方面是，内容上不能抵触政府的

‘负面清单’，这会对以往的商业模式产生很大冲击。”陈少峰说。
近期网络直播行业的发展印证了陈少峰的看法。在经过最强

“监管风暴”的洗礼后，网络直播行业不再是各种美女的天下，内容
结构开始向专业化、多元化方向发展，产生了一批幽默段子、财经
评点等专业主题类直播节目。直播平台也开始改变其固有的商业模
式，开始探索与电商、演唱会等结合起来的新路子。

很多网络直播平台的运营者也开始清醒地认识到，网络自律也
是自保，乱象消弭才能长久繁荣。社会各界也正在形成一种共识，
管好互联网直播，观众不至于“娱乐至死”，直播行业才能重回健康
发展轨道，对这个行业和社会来说，这都是一件好事。

近日，文化部多次发文规
范网络表演等互联网文化市场
经营秩序，不仅查处了 26 家
涉嫌提供含有宣扬淫秽、暴
力、教唆犯罪、危害社会公德
内容的网络直播平台，还进一
步明确了网络表演经营单位对
本单位提供的网络表演承担主
体责任，以确保内容合法、经
营有序、来源可查、责任可
究。

当下，随着互联网技术和
视频产业的发展，网络直播已
成为普通大众展示自我、表达
个性的重要平台。在发展过程
中，民众的言论和行为自由被
空前放大，正如几乎所有的高
新科技发明都具有两面性一
样，网络直播平台作为社会发
展、媒体发展、互联网技术发
展的新成果，在充分给予人们
言论自由的同时，也需要运用
法律和严格的行业规范来引导
其发展。

每一次科技变革都会产生
新事物，它们代表着社会发展
的进步方向。但是，当一个新
事物进入旧的环境时，两者不
一定会迅速产生良好的化学反
应，有的需要调整改良，有的
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期。网络
直播就是这样，它迎来爆发的同时，
视频低俗化、色情化、庸俗化等问题
频出，内容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不

仅引发了整个行业的反思，也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分析来看，有些网络直播
平台之所以敢涉黄，背后的经
济利益是主要原因。政府有关
部门以往的监管处罚措施，和
巨大的经济利益比起来，显得
微不足道，这在一定程度上让
一些直播平台有恃无恐。拳头
不够硬，打击不够狠，行业规
范不明确，是未能遏制住网络
直播乱象的重要原因。只有将
监管制度落实到位，明确到具
体的责任人和平台，才能迫使
他们守住底线。

网络直播行业需要一个健
康、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可以
预见的是，伤筋动骨的治理整
改必不可少。文化部相关规
定的出台正是给当下的违规
行为亮了“红灯”。主播实名
制、加大平台的连带责任，旨
在从根上遏制网络直播行业
发展的不正之风，也表明了政
府治理网络直播平台的力度和
决心。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
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
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
益。对待网络直播这样的新生
事物，当然应该鼓励其健康发

展，但要做到制度先行、规则先行。
对每一个行业来说，都必须遵守职业
操守和道德底线。

某网络直播平台上，主播正和观众互动。来源：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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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国
2014 年 ，

韩国文化部门
和网络监管部
门携手在国会
通过 《促进信
息通信网络使

用及保护信息法修正案》，不仅对网络主
播和用户实行严格的实名制，而且对网站
也实行严格规定，对违规的网站处以最高
3000万韩元的罚款。另外，根据规定，如果
韩国网站不主动屏蔽有关淫秽、违法和涉嫌
诋毁他人名誉的网络文章和影像资料等，网
站要承担法律责任。此外，政府还成立“有害
信息举报中心”，24小时监控网络色情。

美 国
对 于

网 络 直 播
等 实 时 性
较 高 的 传
播手段，美
国 通 过 相

关的技术实行延时监管。一旦发现直播中
出现色情、暴力等内容，网络监管部门会在
第一时间关闭信号通道。如果发现有恐怖
信息的发布，执法部门会立刻行动起来，
通过多部门之间的合作，对网络直播进行全
方位监管。2015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曾
要求宽带运营商对所有的网站和内容服务
商提供非歧视的接入服务，但遭到抵制。

欧 盟
对于网络

直播的监管从
两方面入手。
首先通过对网
络直播软件的
收费制度为门

槛，在客户端绑定的银行卡账户上直接得
知用户是否年满18岁，最大程度保证未
成年人不能随意接触到可能含有色情文化
的信息。其次，对于进行直播的网站严控
直播内容，双管齐下。

日前，欧盟要求数字内容运营商、网
络直播平台肩负起加强内容安全审查、上
报网络舆情等方面的责任。

瑞 典
视 频 软

件主要有两
种，其中的
一种视频直
播软件只能
直 播 6 秒 ，

并且在苹果和安卓的软件商店里要下载的
话，用户的使用年龄必须是17岁以上。

瑞典设立专门部门负责互联网监管，
并不断适应新情况，推动立法。社会保护
和应急署、国家警察署是网络安全事务的
主管部门。政府同时呼吁家长、学校、企
业和其他社会资源共同行使监督职责，打
击网络色情直播。

俄罗斯
目 前 ，

俄罗斯的游
戏直播存在
很 多 问 题 ，
比如市场化
不足等。一

些暴力和色情题材的游戏直播，需要提前
告知观众，并确认观众的年龄满 18 岁，
否则会面临重罚，后续会被进行严格审
查。俄政府规定，各网站、直播平台负有
清理各类违法不良信息的责任。如果网站
拒绝配合，监管部门将发出警告。两次警
告无效，监管部门将提请法院关闭网站或
直播平台。

太乱必须治
本报记者 彭训文 卢泽华

近日，文化部等部门重拳出击，查处了

斗鱼、六间房等一批违法违规网络直播平

台。目前，中国在线直播平台接近 200家，

用户达到2亿人，市场规模达到约90亿元，

2016年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直播元年”。

与此同时，网络直播的低俗、色情、暴力等

乱象相伴而生。

网络直播为何一夜蹿红？对互联网新生

行业的监管何以总是“慢半拍”？这种信息

传播方式又将对社会心态产生何种影响？本

报采访了相关专家。

1 是经济新势力还是混乱之源

每晚 9 时后，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的熙小如 （应采访人要求化
名） 都会躺在床上，打开手机，登录一个名叫“嘿秀”的移动直播平
台，和观众聊天。看着观众不断给她打赏 （用现金购买电影票、钻
戒、高跟鞋、跑车等道具）、点亮 （一种互动方式），她说，“既能增
加收入又能放松身心，比上班好多了。”

熙小如的经历是近年来网络直播行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无独有偶，7月 11日晚 9时，网络红人“papi酱”在 8个网络直

播平台同步开始个人直播，不到1小时，全平台在线观看人数超过了
2000万，并收到网友90万元的打赏。网红的号召力和网络直播市场
的巨大活力可见一斑。

近年来，随着4G的普及和资费的降低，用户在移动互联网条件
下观看视频的习惯和需求正在被培养起来。一部手机一个账号，人人
都可以变成“直播车”。一个全民直播时代正在来临。

正是看到这样的市场潜力，腾讯、阿里等互联网巨头顺势入
局，包括 IDG、启明创投、红杉资本等投资机构也将大把“真金白
银”砸向直播领域。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视频直播领域获得
的融资金额已超过 10亿元。秀场、演艺、体育、电竞、教育、明星
等各类直播形态纷纷问世。

中国传媒大学网络法与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王四新对本报记者
分析说，近年来，科技的发展，让人获得很大的解放，同时也出现了
大量的闲人。只要很多人聚在一起，就有潜在的消费者，吸引他们的
注意力就能产生经济利益。此外，网络直播的跨地域性，也扩大了相
同志趣的人的聚集。正是互联网的这种“长尾效应”，导致了闲人经
济的出现。

与此同时，随着网络直播业态的爆发，相关的负面信息和争议也
不断增加。在被查处的“嘿秀”平台上，违规女主播在直播房间内公
开用脱衣服引诱观众打赏，更有甚者会以直播性行为来吸引关注。而
在“炉石”平台，主播直播飙车，导致严重车祸；在“虎牙”平台，
直播中出现群殴。对此，这些平台并没有进行有力的监管，或者说为
了利益因素，默认和纵容主播进行违规、违法表演，让网络直播乱象
愈演愈烈。

7月12日，文化部公布了对一批网络表演平台的查处结果，斗鱼
等26个网络表演平台被查，16881名违规网络表演者被处理。同时，
文化部还出台《文化部关于加强网络表演管理工作的通知》，对网络
文化经营单位传播网络表演行为进行规范。《通知》首次明确了表演
者为直接责任人，并提出今后将对网络直播实行随机抽查，并实行

“黑名单”制度，被列入名单的表演者将被全国禁演。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政府政策的收紧，是希望从社会利益角度建立一些基本的限定
性标准，类似于‘负面清单’。而且，网络直播平台的这些低俗的东
西容易哗众取宠，危及正在成长的网络直播产业。因此，从维护互联
网新兴产业健康发展的角度来说，进行规范是十分必要的。”

2 精神生态不能因泛娱乐化而失衡

输入一串身份证号码即可注册，依靠着装“清凉”、挑逗性语言
就能获得收入，低门槛、收入高让一些人争相进入主播行业。而从年
龄结构看，在主播和观众人群中，“80后”“90后”都是重要组成部
分。

王四新分析说，内容高雅或者低俗和生产者花费的单位时间、劳
动量有直接关系。现在，很多人希望从网络直播中获得泛娱乐的快
乐。作为内容生产者的主播，很多人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提供高质量
的内容。而且由于是直播，当很多人聚在直播室这样一个情景时，情
绪很难控制，相关的道德、法律观念容易被淡化。在“广场效应”或
者法不责众效应的驱使下，为了满足人们的猎奇需求，主播可能会降
低内容门槛。

“这种商业模式虽类似于舞台表演，但很容易走偏，是不可持续
的。”陈少峰认为，网络直播把主播变成了直播内容，他们的身体语
言、穿着、和观众的互动，一举一动都成了消费对象。对于观看者尤
其是一些青少年来说，他们的心态和价值观也可能因此发生异化。

美国媒介文化研究学者尼尔·波兹曼曾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一
书中写道：“如果一切文化内容都无声无息甚至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
的附庸，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网络直播平台正在朝这种泛娱乐化方向演
变，有学者将其称为“传媒商业逻辑对文化逻辑的严重逼仄”，其提
供的肤浅甚至是恶俗的快乐是欲望发泄式的，缺乏思索和精神参与，
其消费主义和泛娱乐的诉求正在瓦解一些传统文化价值体系。长期接
受这种泛娱乐文化熏陶的受众，其精神生态可能面临失衡。因此相对
应的社会心态和文化也可能产生变异。这是必须警惕的。

3 政府监管重在管理效率

从政府监管角度看，此前，针对互联网直播行业出现的问题，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文化部、中央网信办、各地文化市场行政执法
部门和公安局网络安全部门等，都曾以不同形式出面监管。有直播平
台负责人担忧，互联网执法政出多门会对正在成长的网络直播行业造
成危害。

王四新认为，互联网监管“九龙治水”的模式，在一定时间内还
将存在。互联网涵盖的问题太多，有治安、文化、音视频、互联网信
息等，全都归口到一个部门是不现实的。目前可行的办法是，着力提
高各部门的管理效率。这需要明晰各部门权责，同时需要像中央网信
办这样的部门对一些问题进行集中协调。

那么，在对互联网进行治理的过程中，政府监管如何实现管理创
新呢？

王四新建议，政府应该放低身段，研究互联网背后的原理性问
题，掌握互联网行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避免监管“慢半拍”和“打
补丁”现象。比如，对于网络直播对人的影响，直播和观众的互动，
是否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都需要政府去仔细研究。

同时，政府也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在面对网络直播时，应该做一
个超脱的中立方，设定合理规则，平衡好网络直播平台和消费者的利
益。“乱，可能是互联网新生行业具有生机和活力的一种表现，政府
监管应该立足保持住互联网的这种活力，不能为管而管。”王四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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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 ▶▶▶
网友“张玮”：很不理解那些乱七八糟的手机直播，没有任何内容，
也没说啥有用的，三句话离不开礼物。
网友“987348”：网络直播的主播如果在向听众展示自己的音乐才
华，就没有失去道德，没有违法。如果加强管理与完善，这个行业
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YWM”：有需求才有供给，有一批愿意出钱的人，主播才能
收钱，需要研究的是这些出钱的是什么人。
网友“泰兰德的记忆”：网络直播和网页游戏一个道理，谁砸的钱多，
谁就在这个区第一，满足一下心理骄傲而已，都是很无聊的东西。
网友“十里坡剑神”：网红、主播的兴起代表一些人变得娱乐化、拜
金化、虚伪化，是道德沦丧的直观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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