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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一“超离谱相亲”视频引热议，之后方标注“虚拟演绎”

摆拍赚流量 岂能“一删了之”
N法治日报

今年春节期间，“女生一觉醒来相亲对象已站床边”的话题冲上多个平台的
热搜榜，引发公众对长辈催婚、相亲对象冒犯隐私的热烈讨论，后来证实该视频
为虚假摆拍。

近年来，虚假摆拍视频常现，且引发过多次较大舆情。专家认为，虚假摆拍
视频会向公众传递错误信息，破坏社会公信，可能引发群体对立并放大社会问
题，也会对人们的价值观塑造产生负面影响，干扰正常的社会和行业秩序。需
要多方协同治理，加大惩处力度，净化网络环境。

近年来，相关部门始终重
视并持续加强对虚假摆拍行
为的打击和治理。

2024年 4月，中央网信办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
月的“清朗·整治‘自媒体’无
底线博流量”专项行动，自导
自演式造假是整治重点之一。

今年 1月，中央网信办开
展“清朗·2025年春节网络环
境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6个方面的问题，其中包括虚
构摆拍家庭伦理、情感纠纷等
矛盾冲突剧情，传递不良价值
观。

专家认为，虚假摆拍视频
涉及发布者、短视频平台、传
播者、监管部门等多个主体，
对此问题需要多方协同共治，
加大惩处力度。

戴金花建议，加快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虚假
摆拍视频的认定标准、责任主
体和处罚措施。

“目前相关部门已经有能
力建立具体到个人的、跨平台
的‘信息信用’制度（参考征信
制度），短视频平台可以根据
用户信用等级的高低，设定对
其推广传播的等级。这样既
避免了一禁了之，也能建立起
日常的监管制度。”曾持说。

“媒体应充分发挥舆论引
导和监督作用。一方面，通过
深度报道、专题评论等形式，
向公众普及虚假摆拍视频的
危害以及辨别方法。另一方
面，积极宣传诚信创作的典型
案例，树立正面榜样。加强对
虚假摆拍行为的舆论监督，对
曝光的典型案例进行持续跟
踪报道，督促相关部门依法处
理。”戴金花说。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研究员曾持介绍，相比
于大众传播时代大多数信息是由专业媒体机构生产，现在互联
网中更多信息是由私人“贡献”的，内容是自己的见闻、意见、臆
想、创作。这些信息不以可靠、真实为特征，而是标识着个性。
一些人想让自己的信息从如此多类似的个性化信息中脱颖而
出，就可能会去迎合舆论，乃至捏造虚构。传播广泛的信息不
一定真实，但一定符合大众认知与情感。

“像本次事件，就是摆拍者知道春节回家被催婚是普遍现
象，也是代际的主要矛盾之一，所以故意迎合这种社会认知，

‘创作’出爆款视频。”曾持说。
瀛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戴金花律师认为，目前对虚假摆拍

视频的处罚力度较弱。现行法律法规虽对虚假信息传播有所
约束，但对于自媒体新闻号、营销号跨平台传播虚假新闻，缺乏
精准且有力的惩处细则。实际操作中，通常只是简单作删帖处
理，除了那些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构成犯罪的情形外，多数情况
下仅仅给予行政处罚，如责令改正、警告、罚款等，罚款金额相
对其通过虚假新闻获取的流量收益和商业利益而言微不足道，
难以形成有效的威慑力。

“部分平台对违规账号也仅仅采取短期封禁措施，并且缺
乏有效的经济惩罚和信用惩戒机制。一些MCN机构即便旗
下账号因为发布虚假内容被封，仍然可以通过批量注册新号的
方式继续运营。”戴金花说，而现有法律法规对“虚假摆拍”的定
性不够清晰，难以准确区分“艺术创作”与“恶意造谣”，部分摆
拍视频就以“真实事件改编”为名规避法律风险。

另外，普通网民难以举证虚假内容造成的实际损失，民事
诉讼耗时耗力，而行政机关受限于“不告不理”原则，主动介入
的案例较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处罚力度不足的现状。

戴金花还提到，虚假内容的传播涉及创作者、MCN机构、
转发平台等多方主体，然而现行法律对“共谋责任”的界定不够
清晰。例如，一些MCN机构常常以“不知情”为由逃避责任，
而一些平台则以“技术中立”为由推卸审核责任。在跨平台转
发的虚假摆拍事件中，很难明确首发平台和转发平台、账号与
MCN机构之间的责任分担比例，这就导致部分主体能够逃脱
处罚。

“此外，不同平台对虚假摆拍的认定标准和处罚措施存在
较大差异。部分平台对初次违规账号仅仅给予警告、限流等较
轻处罚，即便多次违规，封禁期限也较短，部分账号甚至在解封
后继续从事类似违规行为。这就使得一些账号‘打一枪换一个
地方’，换个马甲重新注册后便继续违规操作。”戴金花说。

“虚假内容往往通过跨平台引流的方式扩大影响，比如在
A平台发布，然后在B平台进行炒作，但各平台的数据相互独
立，互不联通，监管部门难以及时锁定完整的证据链，这就导致

‘删帖跑路’成为常见现象。”戴金花说，平台依靠人工审核和技
术手段监管海量内容，难以做到实时、全面审查，通常都是在虚
假摆拍视频广泛传播，造成较大影响之后才进行处理。

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近年来，已经发生多
起摆拍视频引起热议再被“打假”的事件。

就在不久前，部分自媒体为吸引眼球和流量，
发布摆拍虚假视频，编造“使用支付宝碰一下钱被
隔空盗刷”等不实内容。1月 23日晚，支付宝安全
中心发文称，经公安机关依法办案，部分造谣者已
受到应有的惩处。

湖北网红“××努力生活”在短视频平台自称
幼年被父母抛弃，养母患精神分裂症，自己靠捡垃
圾为生，发布“深夜街头痛哭”“医院跪求捐款”等
摆拍视频，迅速吸粉 120万。其团队通过直播打
赏、带货月入数十万元。经网友举报，警方核实其
家庭完整，养母无精神疾病，视频场景均为剧本演
绎。涉事人员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行政拘
留15日，账号永久封禁。

广西钦州某传媒公司策划“外卖员遭顾客辱
骂”系列视频，雇佣演员扮演骑手和嚣张顾客，编
造“外卖被扔垃圾桶”“骑手下跪求原谅”等冲突剧
情，3个月内发布 71条视频，播放量破亿。内容刻
意渲染服务行业与消费者的对立，引发网民激烈
争吵。警方介入后，公司负责人承认每条视频收
入超万元，剧本根据热点事件定制。策划者王某
因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账号封禁。

安徽男子刘某为博流量，自导自演“家暴妻
子”视频，画面中男子对女性拳打脚踢，并配文“女
人不听话就该打”，发布后引发全网声讨。部分自
媒体借此炒作“恐男”话题，激化性别矛盾。警方
调查发现，视频中“妻子”为刘某同事，双方自愿表
演。刘某因散布虚假信息、侮辱女性被行政拘留7
日。

网红“祁×道”在三亚直播时，雇佣多名女性配
合演出“被骚扰”戏码，包括假装被尾随、强拉上车
等，直播间观众超 200万。其团队利用弹幕煽动

“英雄救美”情绪，诱导粉丝打赏。警方查明，所谓
“骚扰者”均为临时演员，剧本包含性暗示台词。
该博主因扰乱公共秩序被行政拘留 15日，账号永
久封禁。

这是一段“超离谱
相亲”：春节期间，一名
女生在家人的笑声中醒
来。女生惊恐地发现，
长辈们围在床周边，相
亲对象就站在对面。女
生不知所措，显得特别
尴尬和无助。视频画面
还特意标注了“父母安
排的相亲对象直接进房
间”等文字。

很快，“女生一觉醒
来相亲对象已站床边”
的话题冲上多个平台的
热搜榜，引发公众对长
辈催婚、相亲对象冒犯
隐私的热烈讨论。但也
有一些网友留言质疑：
竟能如此随便走进女生
卧室，这事是真的吗？
后来，这段视频原发博
主“鹿酒酒”将该视频标
注为“虚拟演绎，仅供娱
乐”。最终，该视频下
架。

记者注意到，截至
2月7日，“鹿酒酒”的账
号总共发了 68 个短视
频，其中有不少内容看
上去像段子，而只有 1
月 31 日发的视频在下
方有平台标注的“用户
尚未标明内容来源，请
理性辨别”字样，其余的
类似段子视频，平台和
博主都并未对其内容真
实性进行标注。目前该
账号仍可以正常发视
频，博主已将评论设为

“仅允许互关朋友评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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