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文 阅 读 量 千 次
15 元 ，转 发 分 享 量 百
次 40 元，有活跃度的
微 信 粉 500 粉 20 元
⋯⋯

如病毒般蔓延的
泡沫“阅读量”，正在不
断 侵 蚀 互 联 网 的 诚 信 生
态。自媒体行业日益虚高
的广告开价，催生出巨额估值
的“虚胖”企业。连日来，部分微
信公众号刷量工具意外失效，开
始戳破众多“10 万＋”大号的泡沫。
然而，记者最新调查发现，刷量灰色
产业链和平台之间的“猫鼠斗”，仍在
通过真人代刷等“变种”升级。刷量
闹剧究竟“涮”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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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底，随着微信系统的升级，

许多原本阅读量轻松达到“10 万＋”

的知名公众号，图文推送的阅读量

大幅缩水，有的甚至只有平时的几

十分之一。

随着平台的壮大，刷点赞数、阅

读量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灰色产业

链。日益膨胀的数据，动辄百万级

甚至过亿级的估值，一方面让读者

难辨真假，另一方面也令资本为其

虚高泡沫付费。

新榜创始人徐达内告诉记者，

如果以 9 月 28 日当天发布内容的数

据作为基准的话，那么有不到 10％

的大号当日跌幅超过 50％，其中有

124 家阅读量下降了 80％。“单天阅

读数有所涨跌是正常的波动，超过

50％恐怕就有一些刷量的嫌疑了，

退潮之后才知道谁在裸泳。”

然而，微信和刷量之间的斗争

远 未 结 束 ，刷 量 的 需 求 却 还 在 继

续。虽然以“微信＋阅读量”为关键

词已不能搜索，但是换成“微信＋

量”搜索，依然能在淘宝上找到 15

页商家，价格从 1 元到几十元报价

不等。

记者在一家淘宝店看到，该店

“主营投票刷票业务，内网、外网纯

手工投票，关注加粉，手工扫码，详

询店内客服”。其微信刷量有一套

详细的收费标准：“关注 6 毛一个；

1000 个阅读 80 元，不保证速度，没

完成的按照已做的数量结算”。

“不夸张地说，商业账号以及公

关公司合作账号阅读量‘10 万＋’

的，有不少都有刷量嫌疑。”北京快

侠科技创始人孙巍说，刷量方式有

两种：通过人工的方式点赞和转发

互 刷 ，或 者 利 用 软 件 或 机 器 人 代

刷。刷量的软件都是刷单平台内部

掌握，很少对外出售。在一些直播

平台里，刷粉最高能达到 90％。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推

动 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

案》指出，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

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

举家进城落户，是全面小康社

会惠及更多人口的内在要求，

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首要

任务，是扩大内需、改善民生的

重要举措。

《方案》强调，要按照“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

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坚持统筹设计、协

同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中央统

筹、省负总责等原则，以人的城

镇化为核心，以理念创新为先

导，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深

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完善财

政、土地、社保等配套政策，为

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持

久强劲动力，为维护社会公平

正 义 与 和 谐 稳 定 奠 定 坚 实 基

础。

《方案》提出了推进 1 亿非

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主要目

标：“十三五”期间，城乡区域间

户籍迁移壁垒加速破除，配套

政策体系进一步健全，户籍人

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 1 个百分

点以上，年均转户 1300 万人以

上。到 2020 年，全国户籍人口

城镇化率提高到 45%，各地区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差距比 2013 年缩小 2

个百分点以上。

《方案》从三个方面提出了

推进 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

户的具体举措。

一 是 进 一 步 拓 宽 落 户 通

道。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全

面放宽升学和参军进城的农村

学生、长期在城市居住的农业

转移人口和新生代农民工等重

点人群的落户条件，省会及以

下城市要全面放开高校毕业生

等技能型群体落户限制；超大

城市和特大城市要分类制定落

户政策，大中城市要减少落户

限制。

二是制定实施配套政策。

加大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

财政支持力度并建立动态调整

机制，建立财政性建设资金对

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较多城市基

础设施投资的补助机制，建立

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

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

制，完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融

资制度；建立进城落户农民土

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

体收益分配权的维护和自愿有

偿退出机制，确保落户后在住

房保障、基本医疗保险、养老保

险、义务教育等同城同待遇，推

进居住证制度覆盖全部未落户

城镇常住人口。

三是强化监测检查。健全

落户统计体系，强化专项检查

和政策效果，将非户籍人口在

城市落户情况和相关配套政策

实施情况纳入国家重大政策措

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范围。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推动1亿
非户籍人口在
城市落户方案》

“10万＋”阅读量有鬼！
公众号刷量闹剧“涮”了谁？

刷量工具瘫痪 “10 万＋”公众号大幅缩水

网站刷流量提升排名，电商刷单

增加信誉伪造销售额，直播平台刷人

数制造虚假人气⋯⋯一些投机钻营

人士，借助刷量的方式营造虚假繁

荣，只要是吸引眼球的数字，就能和

“金钱”挂钩，从市场中谋取利益。

受访专家表示，刷量庞大而诱人

的利益输送链条，让网络生态受损，

反噬着真正的优质内容创造者，扭曲

的价值也对其他行业产生影响，一旦

诱导资本“脱实向虚”，受到危害的可

能是经济的健康发展。因而，对此种

乱象决不能听之任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认为，

低廉的人工成本，让即使是微利的人

工刷量，也无法完全消失。但对于平

台而言，如何通过更加透明的机制设

置，让第三方机构监督用户的分布、

访问时间等真实数据，而不是仅通过

阅读量和点赞量来评价，恐怕是遏制

刷量闹剧上演的关键所在。

孙巍表示，不止是微信，包括直

播、短视频等新的互联网传播或社交

平台，一开始都会刷量，但必须引入

第三方监控平台，给投资人以及社会

公众以证明信息，同时曝光违规的公

众号。对于其中可能涉及的信用欺

诈甚至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应从法律

上进行规制。

（据新华社）

遏制刷量闹剧上演 让诚信者体面生存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不少微信公

众号在推广中，为了快速提升关注

数、阅读量，求助水军购买粉丝的方

法，已经成为见怪不怪之事，甚至滋

生出以刷量为主营业务、却打着互联

网创业幌子的专业公司。诚信与虚

假的“猫鼠斗”，似乎从互联网诞生之

始就一直存在，逐渐演变为公关公

司、公号运营者、投资人、企业主等多

方“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当技术对

其伸出打击之手时，它也在不断升级

新变种。

其一就是“坐地起价”。一家名

为“微制造”刷量平台的客服告诉记

者，千次阅读的价格已从7元、8元涨

至 24 元，原因就是“微信调整了，一

些工具不能用了，价格上涨了”。由

于现在不少改为了人工单，价格自然

水涨船高，不过客服也提醒道：“如果

不是很急可以再等等，后面还是会降

价的。”

其二是“真人上阵”。一个专做

刷号的人士对记者说，刷量的需求还

存在，公司现在就是通过真人刷的方

法，帮一些大号渡过难关，还会在偏

远地区招聘价格相对低、但时间相对

稳定的兼职人员。

广告行业人士告诉记者，人工刷

量绝对是充分利用中国的人口优势，

通过建立很多专业的粉丝群，群里的

人一个个都在刷量，再通过网络红包

的方式进行奖励，这个也会很快把阅

读量刷上来。“虽然是微利，但绝大多

数任务都是瞬间被秒完。”

其三是“工具升级”。孙巍说，现

在微信封杀了一些工具后，刷量技术

工具也在不断迭代升级，有些“技术

流”利用互联网刷量套取各种福利。

有商家就向记者保证：“过去有几个

常用软件，而且软件有分销机制，不

同级别的账号和密码，分销的价格也

不一样。”

“猫鼠斗”升级 坐地起价、“真人上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