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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漫笔

互联网大咖秀

ShareChat 是印度最大的
社交网络平台之一，众多用户
在该平台分享观点、记录生
活，并结交新朋友。这也是印
度第一个允许用户分享视频、
音频、图片的社交分享应用，
有“印度版微信”之称。法里
德·阿赫桑 （Farid Ahsan） 是
ShareChat 的联合创始人兼首
席运营官。

阿赫桑出生于印度，因父
亲的工作需要经常调动，他曾
在6个不同的城市长大。阿赫
桑也因此变得善于适应新环
境，愿意结交新朋友。在很小
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人们之间
的差异和共性，这也是如今
ShareChat 的核心所在。在坎
普尔印度理工学院就读期间，
阿赫桑开始与两位同学共同开
发应用程序，后来于 2014 年
成功推出社交网络平台Share-
Chat，它的雏形是一个方言聊
天室，用户用方言聊天，自动
向用户发送图片等内容。经过
2 次 迭 代 ， ShareChat 于 2015
年 10 月进化成了如今信息流
的形式。

阿赫桑负责 ShareChat 的
运营团队，并担任首席运营
官。他致力于建立一个以用户

为中心的组织，吸引观众、投
资者和人才。阿赫桑表示：

“ShareChat是为那些有自己的
本地朋友圈、想要发现其他社
会群体的人而设计的。”阿赫
桑对当地社会的细节、机器学
习的投入、小程序生态系统有
深入的理解，使 ShareChat 成
为印度数百万网络新手的首
选 APP。“我们希望能够成为
人们联络他人、获取内容、使
用服务的入口。”他说。

努力为用户构建一种解
决问题的方式，是 ShareChat
一直以来所信仰的。Share-
Chat 允许用户用他们喜欢的
印度语言创建、发现和分享
内容，目标是开发新市场，
并通过广告、有影响力的营
销和应用内交易等方式将其
服 务 货 币 化 。 2019 年 1 月 ，
ShareChat 推 出 3 个 新 功 能 ，
通过其直观的用户界面提供
了良好的用户体验，服务于
14 种印度语言的 3500 多万用
户。如今，ShareChat 从一款
拥 有 几 千 用 户 的 聊 天 机 器
人，发展到一个大型地方语
言社交平台，成为印度最炙
手可热的互联网公司之一。

图片来源于网络

“虹灯区-蓝剑”“刘-不
倒”“国民航帅”“小云云”……
这些看似无厘头的网名背后，
藏着触犯行业规范的劣迹网
络主播。近日，58名网络主播
被拉入黑名单，5 年内在全行
业禁止注册和直播。黑名单
将劣迹主播请出直播行业，拉
紧行业规范的第一道防线，是
网络环境的强力清洗剂。

近日公布的 《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
示，截至今年3月，中国网络
直播用户规模达 5.6亿。直播
平 台 遍 地 开 花 ， 综 艺 、 美
食、游戏、电商，直播品类
近乎无所不包。网络直播行
业繁荣，成为民众线上娱乐
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繁
荣之下鱼龙混杂。从商业角
度来看，眼球经济滋生直播
乱象，当用户注意力可直接
转化为一定的经济利益，直
播 平 台 很 容 易 成 为 “ 博 出
位”的舞台，或色情露骨，
或哗众取宠，或传播谣言，
许多网络主播不惜代价传递
不良信息，触及法律底线，
造成负面社会影响。行业繁
荣更需制度规范，利益驱动
的网络环境亟待净化。

此次黑名单的公布，释
放 直 播 行 业 日 渐 规 范 的 信
号。网络直播是以互联网技
术变革为依托的新生事物，
其 配 套 监 管 有 待 进 一 步 完
善。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
表演 （直播） 分会连续 5 年
发布黑名单，对违法主播进
行全网封禁，划定网络主播的行为底线，也
划出维护清朗网络空间的“安全线”。一方
面，黑名单将违规主播关在全行业门外，同
时对现存主播予以警示，以硬核管控净化网
络空间；另一方面，黑名单作为网络直播监
管体系的重要部分，向建立行业规范迈出坚
实一步，为网络直播行业整体的持续发展铺
平道路。

当然，行业黑名单不是直播监管的终点，
而是起点。中国互联网向5G时代迈进，打破时
空界限的直播将加速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一
部手机包罗万象，直播门槛进一步降低。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电商直播异军突起，“网红
带货”前景广阔的同时，也带来了更为复杂艰
巨的监管问题。加强直播监管，法律铁腕不可
缺席，适时修法，加大主播违法违规成本，有
助于将违法行为提前扼杀；直播平台作为直接
责任人，也应完善审查机制，拉紧防线，肩负
起第一手的监管责任。

黑名单将藏身于阴暗之处的直播乱象拉到
阳光下暴晒，揭露问题的同时也正是解决问题
的开始。行稳方能致远，直播行业的光明前
景，离不开一张密不透风的监管网。

朝气蓬勃的青春气质

近日，由腾讯视频打造的综艺节
目 《创造营 2020》 首期播出便表现不
俗，豆瓣 7.1 高分和 237 个全网热搜让
节目实现口碑与热度的双赢，“敢、元
气、自信、厉害、实力”等节目热议
也成为微博、知乎等平台的关键词。
巧合的是，“五四”青年节那天，主打
二次元文化的 B 站 （哔哩哔哩视频平
台） 推出献给年轻人的演讲 《后浪》，
点燃了全民对“后浪”和“青年感”
的热议。这两个热点文化现象并非偶
然，其在不同领域产生的影响力，共
同指向了当下公共文化亟须的元素：
青年能量。

青年能量如同社会文化的元气。当
前，新冠肺炎疫情让全球社会生活和公
共文化陷入低迷。这个时刻，人们前所
未有地意识到青年能量对于文化成长与
健康的重要性。而根植于新时代青年群
体的高质量流行文化产品，不仅承担着
教益和娱乐的功能，更是眼下低迷的文
化氛围所亟须的动力。

在这个意义上，《创造营 2020》 所
彰显的不止是一种朝气蓬勃的青年文化
形式，更是整个社会文化需要修补的

“青年气质”。舞台上，学员们用自信勇
敢的态度和不同凡响的实力生动诠释了
新时代的青春正能量，这恰恰契合了

“敢，我有万丈光芒”的节目slogan（口
号）。节目召集百位学员，通过任务、
训练、考核，让她们在 4位明星教练的

带领和引导下成长进步，最终选择 7位
学员成团。第一期便定了基调：这是一
个“靠实力出圈的比赛”，不是一个

“靠话题出位的综艺秀”。节目引入“教
练团”制度，将常用于体育竞技中的教
练身份放置在网络综艺节目中，既是为
学员们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指导，在
一定程度上也树立起督促、激励的正能
量意义。

打磨节目的“价值细节”

文化的青年能量不是凭空出现的，
它需要精心的形式设计和价值设计。

《创造营 2020》 延续了之前的高制作水
准和积极健康的文化定位。在这一季
中，可以看出无论节目还是学员均更加
重视打磨节目的“价值细节”。

一方面，无论在演唱还是舞蹈中，
学员们都呈现出一种集体性的乐观和勇
敢。面对主题曲考核，林君怡、曾雪
瑶、李梦琦不惧挑战，积极练习最终通
过考核。一些学员在气质设定上甚至突
破传统女性社会角色的禁锢，呈现出

“不取悦、不迎合”的英气和自信，比
如学员华承妍不惧强者一人敢同六人
战，希林娜依·高主动挑战并实现自我
突破等。

另一方面，这种集体性的乐观和
勇 敢 又 与 青 年 文 化 的 创 造 力 紧 密 结
合 ， 比 如 姚 慧 自 创 作 词 曲 的 《歌 唱
者》，不但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准，而且
歌曲在内容和表演上均彰显了青年一
代对于未来责任的担当，如她自己所

说，对音乐的热爱源于“一种感觉”，
而不是任何功利的目的。朱主爱则在
原创音乐作品 《老公公老婆婆》 中用
快乐的节奏叙述悲伤的故事，借音乐
纪念阿公阿婆一生的爱情。

“青春可以有不同版本”

节目丰盈的青年能量在一定程度
上来源于正确、适宜的沟通姿态，青
年文化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它对各种可
能性的兼容并蓄。虽然“创造营”建
立在“竞赛”的叙事框架上，但节目
并不为“青年能量”的表现方式设定
标准答案。

比 如 第 一 期 节 目 中 最 精 彩 的 部
分，就是进入“最强声乐担当”第二
轮的 6位歌手被要求演唱其他人演唱过
的歌曲。这样的设计既强化了节目的

竞争元素，提升了节奏的紧张感和可
看性，又巧妙地表达“青春可以有不
同版本”的价值取向。其中尤其令人
印象深刻的是王艺瑾、希林娜依·高和
陈卓璇演唱的 3 个版本的 《喜欢你》，
在同样的旋律中表达出不同的青春态
度。节目播出后在微博、抖音、B站等
社交平台掀起 《喜欢你》 翻唱大赛热
潮，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阅读量
超过 2.2 亿，吸引了教练黄子韬、鹿
晗、毛不易和原唱陈洁仪等艺人与广
大用户的参加，更是证明了青年能量
的公共性和影响力。

《创造营 2020》 刚刚播出，节目中
所传递的青年能量不是单纯的渲染美好
或兜售伤痛，而是力图表达青年一代在
坦然接受生活带来的美好和伤痛的同
时，依然对时代和文化勇于担当的精神
气质，而当今社会也需要这样的青春创
造力和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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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里德·阿赫桑：

打造“印度版微信”
海外网 陈菲扬

法里德·阿赫桑：

打造“印度版微信”
海外网 陈菲扬

《创造营2020》口碑与热度双赢

网综节目传播“青年正能量”
常 江

近年来，网络综艺节目不断朝健康良性的方向探索与发展，

腾讯等视频平台深耕青年文化，出品的网综节目在内容、价值观

念等方面契合时代精神，收获不少好评。

参加《创造营2020》的学员们。 腾讯视频供图

满足多元需求

报 告 显 示 ， 截 至 今 年 3 月 ， 微 信 、
QQ、微博 3款产品的市场使用率较高。而
各大厂商、各类产品同场竞技，已成为社
交应用的发展趋势之一。

去年初，有 3 款社交产品创造了在同
一日上线的纪录——字节跳动、云歌人工
智 能 和 快 如 科 技 分 别 推 出 多 闪 、 马 桶
MT、聊天宝等产品，为竞争激烈的社交
领域再添一把柴。一年的时间过去，有的
产品已经黯然离场，足见社交应用战场的
残酷。

通过社交与视频融合，增加用户使用
时长和黏性，是社交应用的创新方向，由
此出现了以音频、短视频、直播等作为新
形式的社交产品或功能，如基于短视频的

“多闪”、基于声音的“吱呀”“音遇”、知
乎开通直播功能等。音乐平台也不遑多

让，数据显示，2019 年前三季度，以流媒
体直播服务为核心的社交娱乐服务营收在
腾讯音乐集团总营收中的占比达72.4%。

视频社交相较于文字社交而言，具备
更强的互动性、沉浸感和同步性，能够吸
引多元化、强社交冲动的年轻用户。业内
专家预测，随着 5G的普及，视频社交有望
迎来一轮爆发式发展。

艾媒咨询首席执行官张毅认为，短视
频社交是下一代社交工具的主要方向。一
方面，足够的基础设施支撑起视频社交的
应用和深化；另一方面，年轻群体的使用
习惯，也更倾向于彰显个性的视频类社交
产品。

除了在视频社交领域深耕之外，也有
企业“逆向而行”，挖掘社交关系细分市
场，根据关系的亲疏远近，推出陌生关
系、“点赞之交”等不同社交深度的产品，
如腾讯、陌陌陆续推出多款匿名社交 App，
搜狐、微博相继推出浅互动社交产品“狐
友”“绿洲”等。

社交电商风靡

“种草”、拼购、直播带货、社交电商……
“全民社交”拓宽了数字消费渠道，社交平台
为各类用户建立了丰富的连接渠道，如品牌
账号、自媒体账号、明星意见领袖账号、个人
用户账号等，推动了社交电商继续保持较快
增长。

报告显示，2019年网络消费在扩大内需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以社交、直播电
商为代表的新电商模式创新发展，释放潜在
内需消费，成为网络消费的新生力量。

数据估算显示，2019 年社交电商交易
额同比增长超过60%，远高于全国网络零售
整体增速。作为基于社会化移动社交而迅
速发展的新兴电子商务模式，社交电商已
深度渗入零售市场。

在消费品制造商争相发力社交媒体、
新兴社交电商平台纷纷涌现的同时，各大

传统电商平台也将社交生态纳入其战略布
局。2019年“双11”，逾10万户淘宝商家开
通直播，让以直播带货为代表的社交电商
火了一把。

业内专家认为，社交电商借助社交媒
体或互动网络媒体，通过分享、内容制
作、分销等方式，实现了对传统电商模式
的迭代创新。社交生态的繁荣，改变了传
统商业中营与销割裂的问题，品牌不仅可
以借助社交媒体拉近与消费者之间的距
离，提升沟通效果，更能进一步缩短从营
到销的链路长度，降低沟通成本。

“随着传统商业线上线下融合进一步
加速，未来依托社交电商等平台的新型消
费将迎来较大增长空间。国家应鼓励新消
费模式和业态发展，引导相关企业创新服
务供给方式，促进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
萍说。

社会价值凸显

随着互联网应用与人民群众生活结合
日趋紧密，社交、支付等应用在社会公益
方面发挥正效能。互联网极大降低了网民
参与公益活动的门槛，积少成多为慈善事
业的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

报告显示，社交平台为公益活动的传
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并成为公益捐助
的重要来源。2019 年上半年，民政部指定
的 20 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募捐总额
超过 18 亿元，其中腾讯公益、微公益等都
利用社交平台助力公益慈善捐助行动。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上亿用户通过
微博关注最新疫情、获取防治服务、参与
公益捐助。截至今年2月4日，微博热搜榜
上疫情相关话题的占比超过60% 。

除此之外，社交媒体也已成为政务服
务的主要平台。截至 2019 年 12 月，经过
新浪平台认证的政务机构微博达 13.9 万
个，中国 31 个省 （区、市） 均已开通政
务机构微博。在今日头条、抖音等社交平
台上，政务服务的覆盖范围也在扩大：截
至 2019 年 12 月，各级政府共开通政务头
条号 82937 个，较 2018 年底增加 4757 个。
而在抖音上，各级政府已开通政务抖音号
17380 个。

产品不断创新 推动流量变现 助力社会公益

社交应用派上了大用场
本报记者 刘 峣

防疫期间，在“云

端生活”各类场景中，

社交应用的角色不可或

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

中心近日发布的《第4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下称报

告）显示，中国社交应

用覆盖率稳步增长，互

联网新技术、新需求让

社交应用呈现诸多新特

点：社交产品不断创

新，社交元素推动流量

变现，社交平台助力社

会公益，社交网络生态

持续向好。 “种草”、拼购、直播带货、社交电商……这些词语已经成为网络购物中的热门概念。
在其背后，“全民社交”正推动网络零售从模式、场景到理念的深刻变革。

郭德鑫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