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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打赏到内测付费

打开知乎，你可能为了了解王思聪对网友
提问的回答而支付 1 元 （总共可能需要数千
元，但可以与其他网友共同支付达到需要的金
额），满足“这个问题思聪怎么看”的好奇心；
使用罗辑思维团队的“得到”App，你可能为
了听王潮歌说读了34次《浮士德》的心得、黄
磊说的创业故事而支付 200 元一年的会员费。
这些都是互联网付费阅读 （收听） 的形式。

而对于微信来说，内容付费方面已经开启
内容打赏模式。用户在阅读文章时并不会被强
制收费，但是阅读完毕后用户可根据自己喜好
决定是否发个红包鼓励一下作者。至于是 1
元、2元，还是5元、10元，完全凭读者意愿。

据知名写手“和菜头”表示，其个人微信
公众号“槽边往事”的平均单篇打赏金额约在
4000元以下，收到打赏最多的一篇是 《六一儿
童节再赠小朋友》 文章，金额达到了 32000
元。相对于投稿给杂志社的千字 500 元的常规
酬劳，这样的收益已是翻了不少倍。

而根据网上流传的内测付费阅读功能截
图，被用户点击阅读的文章会显示开头部分，
具体展现内容比例或者篇幅可能由运营者自主
决定，支付相应费用后才能查看全文。不过，
根据截图界面，记者看到内测时微信平台对公
众号付费阅读的规定是一个月最多发布10篇的
有偿阅读文章，同时要求“原创”，不能抄袭。

否则一经核实将严肃处理。
对于这些截图，微信团队没有给予正式回

应。但网络上关于微信付费阅读的讨论已经有
了热度。

要金钱还是要传播力

“我在想的是，如果有人愿意为我的这篇文
章付费，就算是每人 1元钱，只要有 39人阅读
并且付费，那么，我这杯39元的咖啡，就是39
名读者为我买的。我将心怀感激，并竭尽所能
写出更好的文章，取悦我的读者。”谈到是不是
该为微信阅读买单时，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
长刘兴亮这样写道。

与刘兴亮的看法相似，互联网评论人士罗
超认为，未来微信就是一个“内容分发平台”，
它可以从内容开发者那里分成，这让微信在商
业化上有巨大前景。“此前微信探索表情付费等
模式，更像是投石问路，微信公众平台内容付
费，才是大招。”

而与此有不同见解的是，有自媒体人士认
为，微信加入付费阅读对原创者来说，能很好改
善生存状态，但也会产生新问题：原创者到底是
追求金钱还是追求传播力？因为一旦内容付费
阅读后，必然在内容传播方面受到很大影响。

“在免费的情况下，现在很多微信公众号发
布的文章我都不愿意点开。如果将来改成付费
了，那我估计阅读的兴趣可能就更下降了，除
非是特别喜欢的作者或很感兴趣的内容才会点

开看。”采访中，微信使用者东云表示，假如未
来碰到阅读付费的情况，他就会先做判断再点
开，但他又很担心标题党会忽悠人，以至于

“付了费”又没有看到有料的东西。

有偿阅读或迎春天

不过，不管未来微信付费阅读的接受度如
何，大多数互联网专业人士认为，有偿阅读都
会成为未来互联网经济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杭敏认
为，微信公众号开启付费订阅功能是微信多元
化商业模式的必经之路。而付费订阅能否持久
有效地运行关键在于内容的专业性与对用户黏
性的准确把握。同时，从盈利模式的角度讲，
微信还需要开发更多更稳定的模式和收入来
源；而开启订阅模式后，对内容资源的独特性
与专业性等将有更高的要求。

此前，果壳首席执行官姬十三也曾公开表
示，知识盈余作为共享经济下的虚拟价值，以前
很难被定价，但现在却可以明码标价出售。“认知
盈余变现即将爆发”。业内观察人士指出，知识
付费在 2016 年已经取得了爆发式的增长，而随
着微信的入场，知识付费或将迎来春天。

不过，也有观察人士指出，国内消费者付
费获取知识或者技巧的消费习惯仍然处在培育
期，关键仍然在于内容的不可替代性，要让用
户获得无法从其他平台获得的差异性信息与体
验，付费习惯才有可能形成。

您的孩子玩电子游戏吗？您怎么管理？遇到这
样的问题，很多父母会无奈地摇头。电子游戏在中
国曾经被视为“精神鸦片”，很多青少年由于心智不
尽健全，更容易产生各种不理智的网络游戏行为，
比如过度沉迷游戏、不理智消费等，玩游戏花光父
母血汗钱的新闻频繁爆出。

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逐渐普及，网民年龄结构
低龄化现象十分突出。据第 39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国青
少年网民 （19 岁以下） 约占全体网民的 23.4%，达
1.7亿。而在移动互联网新增网民中，19岁以下人群
占比为45.8%。

当未成年人触网年龄段越来越低，上网时间越
来越长，我们应该怎样应对这种新形势？最近，国
内游戏平台腾讯正式上线了“腾讯游戏成长守护平
台”。通过该平台，家长可以设置孩子玩游戏的登录
时段，一键禁止，还可以查询孩子账号最近7天的游
戏消费记录。

很多人在为腾讯履行社会责任叫好的同时，心
里也有疑问，在身份信息认证并不严格的网络游戏
中，仅靠管住孩子的一个 QQ 账号真的能够让孩子
健康玩游戏吗？而且就目前来说，手机游戏是很多
未成年人沉迷于网络的主要原因，但它并没有被纳
入该平台的此次监管范围。

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政府层面通过积极立法
来规范未成年人的网络行为。比如已经于2月6日结
束向社会征求意见，并将送往人大审议的中国第一
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规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送审稿）》，其最大看点就是设置了禁止未成年人
每天0至8点期间使用网络游戏服务的条款 （这被网
友称为“网游宵禁”）。

其实，网游宵禁在韩国、德国等国都在实施，但实
际作用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大。很大原因就在于游戏
企业的反对和各国身份信息认证系统的混乱。中国
的未成年人防沉迷系统早在 2007年便开始出现。遗
憾的是，在实践中，出于利益的驱动，这些规定及措施
也没有被很好落实，甚至被有意突破，形同虚文。

可见，好的制度规定只有得到严格执行和落实才
能见效。无论是腾讯出于社会责任或是道德自律而
与父母联合管理孩子的上网行为，还是政府通过法律
法规设置未成年人上网时间的底线，大家所做的工作
都是外部性的“筑墙”工程。墙要筑得牢靠，需要政
府、家庭、企业几方同心协力，需要将游戏平台的身份
信息认证、游戏时间的监管渠道做一些统一规范，如
果还是各行其是，最终还是管不住爱玩的孩子们。这
个时候，各方的道德自律很重要，制度的他律也很重
要，这需要来自第三方的监管人员的有力监督。

保护儿童，既要筑墙，也要营造好墙内的风
景。这个风景就是孩子们玩的游戏，它本身是否健
康、是否有益身心发展、能否引发孩子兴趣、在时
间设置上是否经过科学设计等，对孩子们的身心影响极大。这需要政府的正
确引导，让游戏企业和工作者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设计出切实体现孩子们权
利本位的游戏来。这是让孩子们健康游戏的治本之策。

有人说，技术从来不是消除网瘾的障碍，要紧的仍是成人世界的规则与
秩序。此话在理。如果我们在设置规则和秩序时能够多从“儿童视角”而非

“管理视角”来考量，让孩子健康游戏恐怕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网上中国 云中漫笔

近日，朋友圈一篇《马化腾确认：微信将推出公众号付费阅读
功能》的文章在疯转。文章中，作者发布的一张截图显示，互联网
行业观察人士洪波谈及“内容创业、知识变现”，抱怨微信公众号没
有付费阅读功能，转投某垂直新闻平台开设专栏。这引得腾讯董事
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在洪波朋友圈劝说，应该等微信公众号
付费订阅功能开通再做打算，并强调已加速新功能的开发。

消息一出，不论是互联网从业者、公众号作者还是微信用户都
对此产生了强烈关注。尽管对于是否愿意为阅读买单有不同看法，
但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的知识付费时代正悄然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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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或将推出付费阅读

你 会 买 单 吗？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全球有机产品行业盛会——BioFach2017纽伦堡国际有机产品博览会，于 2月 16日在德

国纽伦堡国际会展中心盛大揭幕。2017年恰逢Biofach德国主题年，来自全球几十个国家的

两千余有机企业代表，向从世界各地远道而来的有机产品的消费者展现有机乳品、红酒、茶

叶、服装、化妆品等系列有机产品。特仑苏有机奶作为中国展团的乳品代表，向全世界出示了

一张代表高端牛奶品质的“有机名片”。

特仑苏金牌品质引消费者关注 中国乳品领军品牌引领国际标准

作为此次展会的中国乳品行业代表，特仑苏有机奶引起国外消费者对中国高品质有机产

品的浓厚兴趣。在本届博览会上，LED大屏播放的特仑苏品牌全新电视广告，吸引了来自世

界各地众多嘉宾驻足观看，在特仑苏展台前停留咨询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特仑苏追求更好品质 迈向全球乳业新高度

展会期间，德国法兰克电视台联合德国权威有机行业专家，前来特仑苏

展台以中国有机乳品行业发展的现状及前景为话题进行了探讨，并对特

仑苏有机奶及中国有机乳品行业发展给予肯定。此次盛会，特仑苏在收

获行业专家的广泛认同的同时，也彰显着中国乳品品牌在国际愈发重要

的影响力。

自2005年品牌上市以来，特仑苏始终以生产中国消费者心目中高端牛

奶品牌为动力，坚持以专属牧场和高品质奶源，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营养，

并始终秉承以创新驱动产品品质升级，积极推动行业发展，在迈向全球乳业

新高度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文/曹程)

本次盛会聚集全球几十个国家近两千余顶尖有机企业参会本次盛会聚集全球几十个国家近两千余顶尖有机企业参会

特仑苏有机奶作为中国展团唯一乳
品代表亮相国际有机产品博览盛会

国际有机产品行业专家对来自中国高品质的有机产品充满浓厚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