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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圈”是指代“粉丝群体”
的网络用语。近年来，在资本
驱动下，“饭圈”曝出的各种负
面新闻不断，控评、刷数据、反
制黑粉等成为“饭圈”常态，粉
丝动辄争斗不休，造成不良网
络生态风气，引发社会关注。

从偶像选秀类节目被爆出
粉丝集资超百万元，到为“爱
豆”投票购买大量酸奶饮品扫
码后将酸奶倒掉，再到当红艺
人涉嫌违法犯罪时仍有不少粉
丝为其摇旗呐喊。如何引导粉
丝正确消费，形成健康导向的

“饭圈”文化，成为当下亟需解
决的问题。

扭曲的粉丝经济

东东是一名追星10年的
“饭圈”人士，他在追星方面
的消费已有上万元。“以前买
几张专辑、买几张电影票就
可以支持偶像，现在支持偶
像的渠道太多了，粉丝们不
仅要买海报、专辑、刷作品浏
览量、刷评论，还要购买代言
产品，参加集资给偶像过生

日等应援活动。”用东东的话
说，追星的门槛变高了，似乎
也变味了。

东东向记者透露，除兴起
的粉丝经济外，“饭圈”还出现
了一些不良现象，比如互撕谩
骂、拉踩引战、造谣攻击等。
有些粉丝耗费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来“控评”和“刷黑词条”，
即粉丝在社交媒体平台为抢
占舆论高地，将艺人的正面评
论和信息推选上去，增加曝光
量，同时把对手艺人的负面内
容曝光出来，以“搞臭对方艺
人的名声”。而在此过程中，
粉丝常常需要创建多个社交
媒体账号，多的甚至达到十余
个，几个号轮着发评论，“撕”得

“腥风血雨”。有时候，粉丝也
会身心俱疲。

在北京望京工作的90后
白领郭女士在粉丝群里已“潜
水”数月，她告诉记者，她在进
粉丝群时，会有一些针对艺人
的问题，需要答对才能进群。

“群里95后和00后占据多数，
尤其95后是消费主力，有的粉
丝为了支持艺人，每个人会买二

三十张专辑，谁没买专辑会被
群主提醒，如果再不消费便会
被踢出群。除此之外，还有控评
群、集资群，这些种类的群需要
完成特殊任务才能留在群里。”

事实上，“饭圈”早已形成
了这样的“潜规则”：支持偶像，
一定要为偶像做点什么，消费
便是最直接的方式之一。

资本裹挟“饭圈”生态

如今，粉丝经济成了互联
网娱乐业的新商业模式。艾瑞
咨询发布的《中国红人经济商
业模式及趋势研究报告》指出，
2020年粉丝经济关联产业市
场规模超过4.1万亿元，2023
年预计超6万亿元。

没有流量，就制造流量。
北京影视传媒从业者张欣

然告诉记者，“饭圈”就像一个
生态链，艺人发展是有竞争压
力的，而资本才是这场游戏规
定的制造者。“艺人通常都有
签约公司或工作室，有很多资
本方支持，资本需要借助明星
效应来实现商业目的，有的甚

至会借助相关资源和力量，帮
助艺人树立良好形象，洗白劣
迹，这些已经成了业内见怪不
怪的事情。”

记者调查发现，在畸形“饭
圈”文化笼罩下，有人在微博上
讨论艺人演技，指出其需要改
进的地方，结果被该艺人的部
分粉丝发私信恶意攻击，对网
友造成干扰。另外，有些粉丝
通过不法渠道窥探艺人生活隐
私，对艺人造成影响甚至威胁，
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私生饭”

“黑粉”反映了这一问题。
“为艺人花钱、刷流量，这

些问题的根本不在于粉丝本
身。粉丝只是尽自己所能支持
艺人、达到规则要求。更加重
要的是，制定规则的偶像产业
需要整治。”张欣然表示，尽管
艺人有可能被包装后炒红，但
德不配位的艺人只能赚一时的
快钱，走不长远。社会应传递
正确、积极的价值观，让粉丝群
体认知到“立德树人”，平台方
也不应为了商业利益制定一些
特殊规则，来诱导青少年粉丝
狂热追捧和消费。

需多方发力
重塑健康网络环境

7月20日，共青团中央维
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
信息中心(CNNIC)联合发布的
《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
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去
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到
1.83亿人，未成年网民在过去
半年中通过互联网进行粉丝应
援的比例达到 8%，较 2019
年的7.3%略有提升，粉丝群体
呈现低龄化趋势。

多位业内专家均指出，在
资本方和平台的推波助澜下，
一些粉丝投入大量金钱和精力
打榜追星，部分艺人忽视道德
和法律的底线，树立虚假“人
设”，传播错误价值导向，给大
众尤其是青少年粉丝的身心健
康带来伤害，甚至形成非法集
资、流量造假等违法犯罪的不
良风气，必须多方发力制止扭
曲的“饭圈”文化传播开来，重
塑健康网络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网信
办正在开展的“清朗·‘饭圈’乱
象整治”专项行动已取得阶段
性成效。数据显示，行动累计
清理负面有害信息15万余条，
处置违规账号4000余个，关闭
问题群组1300余个。该行动
将诱导未成年人应援集资、高
额消费、投票打榜等列为重点
打击行为之首，有效规范和引
导粉丝群体理性追星。

此外，记者注意到，由于最
近一年来部分明星粉丝群体非
理性应援、刷榜等问题愈演愈
烈，8月6日，社交媒体平台微
博宣布将“明星势力榜”下线，
并进行多维度改造升级。

据了解，下一步，中央网
信办还将通过加强网上涉明
星信息规范、强化账号管理、
完善“饭圈”黑产业链打击机
制、探索建立粉丝引导机制等
方式，完善制度建设，为长效
整治和规范粉丝文化打下坚
实基础。

““饭圈饭圈””乱象怎么治乱象怎么治

青岛青岛：：百名党员接力百名党员接力
““讲讲””党史党史

8月12日，山东自贸试验区青岛片

区“百名党员讲党史”活动录制完毕。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青岛自

贸片区创新党史学习教育形式，通过“一

人讲一年、百人大接力”的方式讲述百年

党史中的大事要事、先烈模范人物等。

参与者来自全区各行各业的优秀共产党

员，其中既有机关工作人员，也有一线工

人、个体工商户以及退休老干部等。

按照自行选题、自组素材的要求，他

们从不同角度切入，通过演讲、说唱等方

式再现百年辉煌党史中的重大事件和动

人故事。百集视频制作完毕后，将通过

公众号等方式陆续播出，广大党员群众

可以随时随地的学习党史、了解党史。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
通讯员 张进刚摄

日前，2021年中国城市科
技创新指数正式发布。据了
解，该指数由北京科技创新中
心研究基地和国家科技资源共
享服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合
发布。

该指数的评估对象涉及中
国大陆全部337个地级以上城
市，具体包括4个直辖市、293
个地级市（含 15个副省级城
市）、30个自治州、3个盟和7

个地区。在本年度指数排行榜
中，总量指数的前五名分别为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南京，
这是我国科技创新存量资源最
丰富的城市。效率指数前五名
分别为深圳、珠海、北京、中山
和东莞，这是我国科技创新最
活跃的城市。

记者了解到，该指数由科
技创新总量指数、效率指数和
综合指数组成。其中，科技创

新总量指数旨在考查城市科
技创新的现存体量，包括科技
创新人才、科技创新机构、科
技创新成果等，展示城市推进
科技创新的现有基础和实
力。效率指数旨在考查城市
科技创新的效能，一是引入城
市人口数、GDP总量等参数，
展示城市单位人口的科技创
新人才、机构数量以及单位
GDP的科技创新能力；二是以

产业创新规模为分子，科学研
究规模为分母，得出产创科研
比值，反映城市产业发展中的
科研贡献度。综合指数则融
合规模指数与效率指数，其中
科技创新总量比重占55%，科
技创新效率占45%，旨在全面
评价城市的科技创新水平。

该指数的发布，旨在通过
客观数据分析比较，展示城市
科技创新的既有资源、优势与

短板，为政府制定立足本地实
际、具有前瞻性的科技创新公
共政策提供决策参考。同时
中国城市科技创新指数依托
的大数据平台为每个城市提
供本地所有科技人才、机构、
产业和政策的可视化展示平
台，辅助地方政府实时掌握和
分析本地科技产业创新现
状，为智慧政府建设提供数
据支撑。

2021年中国城市科技创新指数发布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