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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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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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虚假摆拍视频常现，且引
发过多次较大舆情。受访专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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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意制造热点话题
摆拍成了引流手段

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近年来，
已经发生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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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专注于互联网法治研究的内蒙
古大学法学院讲师李东方看来，一些
博主将虚假摆拍当成引流变现的捷
径，不管是何种类型的虚假摆拍，其背
后都是以流量为推手，从而达到迅速
吸引公众注意，短期内带来高点击率
和流量，进而转化为广告收入、商业合
作等利益。

“此类摆拍视频为快速吸引大量
网络用户关注刻意制造不同群体情绪
对立、观点冲突，导致普通受众极易信
以为真，进而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应
当予以禁止。”李东方说。

缺乏有力惩处细则
虚假摆拍屡禁不止

记者梳理发现，上述“超离谱相
亲”视频之所以广泛传播，造成恶劣影
响，与部分自媒体账号的积极转发不
无关系。有网友直言：“谁会在自己床
头装几个摄像头呢？这种明显的摆拍
稍作思考和核实都不会将其作为新闻
转发。”

但当事实真相出现后，很多账号
只是删帖处理，并未受到相关惩处，甚
至连澄清和道歉都没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中
心研究员曾持介绍，我国对于虚假摆
拍视频以及虚假信息的传播有明确规
制。对于虚假信息的处罚，最严重的
是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的“编造、故意
传播虚假信息罪”，但针对的多是与公
共安全相关的“险情、疫情、灾情、警
情”，对日常虚假摆拍视频不太适用。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散
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
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可以
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
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以及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明确规定了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
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特定内
容的信息，其中包括扰乱社会秩序、破
坏社会稳定的信息。

那么，为何虚假摆拍视频仍然屡
禁不止？

在曾持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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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间的主要矛盾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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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常态巡查机制
联合执法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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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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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个相关平台也通过与博主签订
用户管理规定等方式，对其创作、发布
视频行为作出规范。

某短视频平台相关工作人员向记
者表示，创作者通过剧情演绎方式创
作、发布虚构内容时，需在显著位置或
以显著形式明确标注相关视频系演
绎，文案包括但不限于“虚构演绎，仅
供娱乐”等。平台提供了演绎内容自
主标注工具。

“对于疑似演绎而未打标的内
容，平台会下发提醒，如为演绎内容，
请按照指引如实添加声明。在平台
提醒后仍未打标的内容，平台将视情
况采取内容下架、账号处罚、强制标
注等措施，直至用户提供可信证明材
料。对于部分疑似摆拍的热点内容，
平台将请求各地相关部门核实或联
动各地新闻机构调查。查实造假的，
平台将对账号进行严厉处置。正常
声明打标的演绎类作品流量分发不
会受影响，而未打标造成公众、媒体
误解的账号，平台将视情节给予全面
禁言30天至无限期封禁等处罚。”上
述工作人员说。

受访专家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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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
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建立常态化的
巡查机制，对网络平台进行定期检查
和不定期抽查。同时，加强部门之间
的协同配合，网信、公安、文化旅游、市
场监管等部门应建立信息共享、联合
执法机制，形成监管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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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法治日报》

“超离谱相亲”“自导自演家暴妻子”……

虚假摆拍赚了流量岂能“一删了之”

漫画 李晓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