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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本裹挟、流量至上、
圈钱日盛，文娱领域越发畸形

随着文娱产业迅速发展，天价片酬、“阴阳合同”、

偷税漏税等老问题以新方式新手段死灰复燃，流量至

上、畸形审美、艺人失德、借贷追星、“职粉”互撕、“耽

改”成风等新问题迭出……相关问题对社会特别是青

少年产生不良影响，严重污染社会风气。集中开展文

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确属刻不容缓。

文娱领域乱象频发的背后，是在资本裹挟下，行业

越发走向“流量至上”“圈钱至上”的邪路。如“饭圈”所

呈现的问题，表面是粉丝狂热追星，实则是位于“后台”

的各方推手联合做局、搅局。劣迹艺人频频“显形”的背

后，也是长期以来资本席卷文娱领域，按热度定题材、按

流量选演员、按颜值付报酬的病症逐渐显露的体现。

因此，如果饭圈治理只着眼粉丝，就难以彻底剜除

背后“黑产”，甚至导致粉丝间恶意打击报复，进一步恶

化网络空间；如果治理文娱乱象只针对个别劣迹艺人

或企业，行业的深层次病症就难以连根拔除。

此次综合整治，正是看到了治理对象的复杂性和

艰巨性，力图持之以恒，久久为功。8月下旬，中央网信

办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以

下称“新十条”），提出10项措施，对“饭圈”乱象打出

“组合拳”。随后，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开展文娱领域

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称“通知”），系统施治流量

至上、“饭圈”乱象、艺人违法失德等问题。国家新闻出

版署也发布新规，要求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

游戏服务的时间，严格落实网络游戏用户账号实名注

册和登录要求。

9月9日，文化和旅游部要求，按照《文化和旅游部

关于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和“饭圈”乱象专项整治工作安

排》，从严从实加大文娱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力度，坚决

遏制歪风邪气、铲除其滋生土壤，营造积极向上、充盈

正气的文艺生态。

破题：逐个攻破，明确全链条责任；
长效治理，精准施治顽疾

根据相关文件内容，可以看到，此次中央出手，不

仅力求严惩有代表性的违法个体和企业，更明确了艺

人个体、粉丝群体、经纪公司、综艺节目、网络平台等各

方的治理细则，针对性的治理方案为解决复杂的文娱

领域问题提出了长治思路。

除了明晰各方责任，相关文件对群众反映强烈的

不合理现象进行了针对性禁止。比如，针对粉丝互撕、

打投、集资等乱象，“新十条”强调了对违规主体相应的

惩治措施，以全链条管理确保治理效果。

在化解粉丝互撕方面，“新十条”要求粉丝团、后援

会账号必须经明星经纪公司（工作室）授权或认证，并由

其负责日常维护和监督。对引发粉丝互撕、拉踩引战的

明星及经纪公司（工作室）、粉丝团，采取限流、禁言、关

闭等措施。对互撕信息发现不及时管理不到位的网站

平台，从重处罚。这断绝了经纪公司、艺人、网络平台平

时借粉丝力量“捞金”、一旦出事就“甩锅”粉丝的“小九

九”。今后的粉丝行为，偶像、平台都要买单。

此外，“新十条”取消所有涉明星艺人个人或组合

的排行榜单，并强调不得诱导粉丝消费，不得设置任务

解锁、定制福利、限时PK等刺激粉丝消费的营销活

动。针对近年来刮起集资风暴的综艺节目，“新十条”

特别指出，不得设置“花钱买投票”功能，严禁引导、鼓

励网民采取购物、充会员等物质化手段为选手投票。

相关要求既从源头中斩断了依靠“氪金”与“集资”供养

的利益链条，也清除了粉丝互撕的话题温床。资方不

再手握粉丝“指挥棒”。

目标：引导行业良性规范发展，
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文娱领域乱象频发，既导致行业陷入恶性竞争，越发

低俗、媚俗、庸俗，又给广大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带来不良影

响。此次中央出手，也是立足于以上两点，针对性施治。

中宣部《通知》明确指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有效遏制行业不良倾向，廓清文娱领域风

气。如针对劣迹艺人天价片酬、偷税漏税、虚假代言、

违法失德等问题，要求抵制天价片酬，严厉查处偷逃税

行为；规范明星广告代言；加大对违法失德艺人的惩

处，禁止劣迹艺人转移阵地复出。

良好的行业风气，源于系统、严格、可操作的行业

规范。相关文件就资本运作、内容监管、艺人管理多方

面问题打上政策补丁，完善制度保障，健全法律法规，

推进依法管理。

文娱领域拼眼球、博人气、以“冲突”和“对立”制造

热点的风气，裹挟着未成年人越行越远，破坏思想政治

教育成果，侵蚀未成年人价值观。因此，综合治理工作

的重要目标，就是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将未成年人

从不良文娱风气中解救出来。

《北京青年报》宋霞 尹航

近日，漫画IP《镇魂街》和游戏《旅行青蛙》纷

纷推出虚拟手办，引发热议，甚至有网友吐槽“花钱

买了个寂寞”。如果说收藏一件艺术品、把玩心爱的

手办，放在家中时时欣赏能让人获得满足感，那当这

些藏品变成“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的虚拟形式，你

还愿意出资拥有它吗？

虚拟手办上线遭吐槽
有网友称“买了个寂寞”

近日，支付宝APP小程序蚂蚁链粉丝粒上线了不

少手办、卡牌、画作等藏品，价格在19.9到25.9元不

等。与传统意义上的实物藏品不同，这些类似3D模

型的虚拟手办，既无法通过触摸体会手感，也无法当

作摆件起到装饰作用。

这其中最吸引青少年群体的便是国内头部原创漫

画IP《镇魂街》和游戏《旅行青蛙》。趁着热度，《镇

魂街》官方于2021年9月22日至23日联合蚂蚁链限

量发行了3款数字手办。

虚拟手办上线后，引来不少网友吐槽，有人甚

至觉得花钱买这样随意复制的产品像是在交智商

税。“花钱买张电子图，为啥不直接截图呢？”“花

30块天天360度转悠着看蛙儿子的建模吗？”漫画

爱好者陈女士表示，自己非常喜欢看 《镇魂街》，

这次听说出了数字手办，就买了一个，然而产品却

让她大跌眼镜。“这就是一个3D建模，只能看不能

动，完全没有实体手办的把玩感，甚至有些粗糙。

买完之后有些后悔，感觉自己交了智商税，买了个

寂寞。”

虚拟手办不能退换转售
持有180天后才可转赠

记者发现，购买虚拟手办的方式相对便捷，只需在

实名认证的支付宝内搜“数字手办”即可购买。《镇魂

街》系列手办价格均为25.9元，每个实名账号限购1

份，发行第三天的销量为数千个。

这些虚拟手办类似3D模型，只可以在手机上360度

旋转以及放大和缩小地观看，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更多功

用。据了解，虚拟手办是一款可在支付宝程序内显示的3D

模型，该模型是蚂蚁链技术支持的数字藏品。在购买数字

手办后，消费者会得到购买产品的区块链查证信息。

数字藏品指具有独创性的艺术作品复制于蚂蚁链指

定的存储空间，并以蚂蚁链平台发行的唯一对应的虚拟

凭证进行标志的数字作品。数字藏品属于个人的数字资

产，是终生有效，不得进行转售，但可以转赠，符合转赠的

作品，在个人资产详情页下方会有转赠按钮，需要持有作

品180天后才可以转赠。但受赠方须是支付宝好友。

该产品的购买须知上显示：数字藏品为虚拟数字

商品，而非实物，仅限经实名认证为年满14周岁的中

国大陆用户购买。数字藏品的版权由发行方或原创者

拥有，除另行取得版权拥有者书面同意外，用户不得将

数字藏品用于任何商业用途。本商品一经售出，不支

持退换。请勿对数字藏品进行炒作、场外交易、欺诈，

或以任何其他非法方式进行使用。

“蚂蚁链技术”解决实体手办
山寨泛滥难以追溯问题

虚拟手办是否有特殊的工艺和收藏价值？从事实

体手办设计行业7年的郎先生表示，《镇魂街》“曹焱兵”

数字手办的3D模型外形粗糙，制作过程极为简单，专

业人士通过3D Studio Max、MAYA、犀牛等建模软

件1天即可制作出1款3D模型。“在我看来，这种数字

藏品的价值目前并不明朗，值得商榷。”

针对网友的吐槽和质疑，《镇魂街》项目负责人在

预热时曾表示，“数字藏品和IP的结合满足了年轻人

的新消费需求。蚂蚁链技术支持的数字藏品保障IP

数字版权唯一性、真实性，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实体手

办山寨泛滥却又难以追溯的问题，对IP开发与转化有

独特价值。”

目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
投资“数码艺术”需谨慎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在蚂蚁链粉丝粒小程序中有

一个“数字艺术”拍卖区，拍品基本是全网首发的作品

图片。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3月，名为《每一天：前

5000天》的数字艺术作品拍出了4.5亿元人民币的高

价。据悉，该作品将会由艺术家直接转送予买家，中标

者将收到一个加密文件，其中包括5000幅图片的文

件，交易将在区块链上登记，此后的所有购买和交易信

息都将透明化。

巨资购买一件虚拟艺术品是否值得？拍卖界资深

人士、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研究员季涛称：“买

这种加密艺术作品可以展示给全世界的人看，这种满

足感跟过去的传统艺术收藏不太一样。”

季涛还表示，“这种加密的数字艺术品保证了作品

流转有序，真假很容易判断。但NFT（非同质化代币）

形式的纯数码艺术作品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仍需要

时间去培育，投资还需谨慎。”

向“流量至上”“圈钱至上”亮剑：

整治文娱乱象，中央频频出招
《半月谈》杨淑馨

天价片酬、偷税漏税、违法违纪、畸形“饭圈”……文娱领域乱象频发，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近期，中央各

部门集中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相关文件接续出台。那么，中央为什么要整治文娱乱象？治理要达到

什么目标？

类似3D模型不同于实物藏品 消费者购买后会得到区块链查证信息

购买虚拟手办是“交智商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