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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两个学校全去的话，我们一家三口
光进学校的花费就要快2000元，想来想去还
是太贵了，不行就绕着学校走一圈吧。”这个
暑假除了各大旅游景点一票难求，免费开放
供游客参观的清华北大也被“黄牛党”盯上
了，一家三口清北一圈2000元的价格甚至贵
过了环球影城。

近日，记者走访调查发现，有“黄牛”在网
上公开报价 360 元可进清华或者北大，甚至
部分“黄牛”手中的预约名额被购买一空。“名
校黄牛”层出不穷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对于大
学校园公众服务属性的需求。解决乱象的关
键在于如何有效构建学校秩序和社会秩序。

关于大学围墙是否合理、早已被“黄牛”
突破的围墙，又应该如何重建再一次被提出。

无偿无偿““官道官道””抢不上抢不上
有偿预约也火爆有偿预约也火爆

一连蹲点三天，设置好了倒计时秒表，8
点钟准时冲进预约界面，张恒除了见证清华、
北大校园预约名额是如何秒没的，其他就剩
反复填写预约信息。

张恒的儿子今年小升初考得不错，儿子
去北京的一个愿望就是看看中国最好的高
校。“谁还没个清北的梦。”就为了儿子这句
话，也希望孩子树立一个未来的目标，张恒一
家三口去北京旅游的行程单里，清北校园游
是最早被计划的。除清北之外，故宫、颐和
园、环球影城等北京的热门景区用张恒的话
说，来都来了，也不能“免俗”。

“看新闻，做好了故宫门票不好抢的准
备，也有了去环球影城排大队的预期，怎么也
没想到进清华、北大是这次来北京旅游中最
难突破的环节。”张恒无奈地说，故宫虽然火
爆，但还有一日游“江湖救急”，环球影城人
多，但早起点还能冲一冲，清北就不一样了，
只能靠自己抢。

在连续三天抢预约受挫后，靠自己抢不
到票的张恒动起了找黄牛的心思。在闲鱼等
多个平台搜索之后，张恒还真找到了号称能
帮忙预约进校的“黄牛”。“我问了几个自称有
办法能帮忙约进学校的人，他们的报价都是
300多元。如果两个学校全去的话，我们一家
三口光进学校的花费就要快2000元，想来想
去还是太贵了，不行就绕着学校走一圈吧。”
张恒说。

对比北京其他景点来看，故宫官售门票
为 60 元/张，颐和园全价联票同样为 60 元/
张，另有一些博物馆基本为免费预约。用张
恒的话来说，如果通过黄牛预约去了清北，这
一趟的花销将超过环球影城一家三口的门
票。“不是我们不愿意为中国顶尖学府买单，
关键是环球影城的门票是官方定价、官方渠
道，清北的官方渠道是免费的，这买单的钱也
到不了学校手里。”

未开放前一二百元未开放前一二百元
开放后价格反而翻番开放后价格反而翻番

和张恒有着类似感受的游客不在少数。
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社交平台上均有多条
涉及“清北预约抢票攻略”“有偿清北预约”的
讨论。一名声称可帮忙预约进校参观的“黄
牛”的表示，进入清北的门票价格为单人单校
360元。另一名“黄牛”价格稍低，收费标准为
清华大学350元、北京大学320元。当被问及
多人及儿童如何收费时，两名“黄牛”均表示，
收费按人头算，不分儿童、成人，如果预订人
数多可以便宜一些。

关于清北预约的黄牛追踪，记者早在今年
4月便已经开始。当时的清北尚未全面开放预
约，相关黄牛报价在100元—200元。而暑期
清北校园虽然全面开放，但大量研学团、亲子
团也进入北京，清北“黄牛”的要价和预约门槛
也水涨船高。“北大最好提前7天预约，最少提
前3天，清华则最少提前1天预约。”几名“黄
牛”先后向记者发来了预约要求。从多名“黄
牛”的报价来看，今年暑假想进一趟清北，少则
300元，多则甚至达到500元。

让记者意想不到的是，尽管要价超 300
元，但清北参观名额仍是被争抢的紧俏货。
相隔几日后，记者确定好日期找“黄牛”进行
预约时，却被告知暑期预约名额已满，“清北
预约都满了，所以链接下架了。”

记者尝试联系了另一名要价 350 元的
“黄牛”。但同样仅隔半天，该“黄牛”就表示7
月档期已约满，只剩8月名额。同时，该“黄
牛”还表示，自己全年都能帮忙预约进校，但

价格会贵一些。“封顶500 元，学校内部非常
严。”而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此前发布的预约
参观通知显示，清华大学暑期对外开放到8月
6日，北京大学则表示，一般情况下，寒暑假、法
定节假日及双休日期间均开放校园参观。

讲解两小时收费讲解两小时收费10001000元元
研学游爆炒清北概念研学游爆炒清北概念

一名以“清北研学一日游”为卖点的卖家
告诉记者，一趟一日游收费500元，但内容仅
为带进学校参观。该卖家透露，除预约进校
外，他还能提供校内一对一的学霸讲解，收费
为两小时1000元。

此外，该卖家还提供与清北相关的校外
研学产品。即在校园附近，清北学霸一对多
的半日研学，收费标准为家长 199 元、孩子
399 元。当被问及预约渠道时，该卖家则表
示，预约为团体预约，并称“门票太少了，他们
帮客户买，所以才收钱”。

从官方认可的预约渠道来看，清华大学团
队参观须通过“清华大学保卫部”网站进行预
约，可预约未来14天参观，团队参观仅面向中
小学生群体开放，预约主体为中小学或教育主

管部门。北京大学则强调，中小学和教育行政
部门等预约团体入校，可提前与学校招生办、
院系，或保卫部沟通，按流程办理。两所高校
均未提及面向社会企业开放团体预约通道。

黄牛辩称黄牛辩称““成本很高成本很高””
官方屡禁不止官方屡禁不止

目前，清北进校方式中被官方认可的预
约进校渠道均为免费。除今年暑期面向公众
开放的校园预约外，清北两所学校在此前就
开放了校友、教职工和学生亲友的预约渠
道。而活跃在网络平台上的清北“黄牛”又是
通过何种方式帮助游客预约进校？

针对这一问题，多名“黄牛”均表示了缄
默。一名黄牛隐晦地称“有自己的渠道”，并
表示不方便透露。另一名“黄牛”则称超300
元的定价并非自己要价高，而是“成本就很
高”。

记者注意到，在多个社交平台上，不少游
客直接留言，希望能找到在清北就读的学生
帮忙预约进校参观，部分游客更是直接表示
愿意为此付费。

据媒体报道，7月7日，北京大学保卫部

曾发布违规情况通报，称发现一支名为“狼爸
部落”的校外研学团队，通过联系校内人员、
借用账号在树洞平台发布预约求助信息等方
式拆分预约，由多名校内师生预约入校。对
此，北大的处理结果为，关闭组织人员物理学
院博士生袁某兴的预约入校系统使用权限，
不再恢复。同时暂停该团队校内人员的预约
入校系统使用权限2个月。

今年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小蔡告诉
记者，学校开放给在校学生的预约名额为每
日3人次。“预约系统主要是开放给学生亲友
进校。”小蔡说。清华大学此前发布的开放学
生亲友入校通知显示，如有为无关人员预约
或转借、转租账号为他人预约等情形，将按校
纪校规进行处理处分。

除了高校的内部处理，海淀警方也在暑期
进行了面向“黄牛”的打击。公开信息显示，针
对近期辖区相关高校开放校园参观出现的“有
偿”带客入校，颐和园、圆明园等热门景点周边
黑车揽客、无证导游、无照游商等问题，北京市
公安局海淀分局已会同多部门严厉打击，依法
行政拘留“黄牛”“黑导游”及无照游商等相关
违法人员32名。 本报综合消息

清华北大“门票”贵过环球影城

互联网上，充斥着一些低质、病态的短
视频，点赞评论流量还挺多。记者调查发
现，这类或夸张恶搞，或打擦边球的短视
频，从找素材到拍摄再到流量推广，都有一
条产业链。

乱象
低俗短视频流量大

“吹牛大赛开始！”话音刚落，视频中几
位打扮简朴、表情略拘谨的人开始一人一
句，唱了起来。“我有好几家银行”“我能吃
一斤砒霜”“我能救活武大郎”……伴随每
个人的夸张演唱，画面背景音不时发出尖
锐的哈哈大笑。这条标题文案为“你有这
么能吹吗”的搞笑短视频，已获得8万多次
点赞，5万多次转发。

除了夸张恶搞，还有短视频内容打色
情擦边球，色情低俗的短视频标题不堪入
目。这些内容大多是围绕男女两性关系或
生理特点展开，单个短视频多则点赞数千
上万次，少则几十上百次。该账号目前为
止发布了387条内容，但获赞已近176万，粉
丝达96万人。记者注意到，内容风格相似
的账号，在该平台不止一个。

与夸张恶搞和擦边色情不同，有的短
视频账号更是用“道理”或“理性”来制造焦
虑，撩拨社会情绪。这类短视频，流量同样
不少。

另一个平台中，打着“人性”旗号的博
主，所发布的多个短视频，就制造着焦虑和
争议。在一则点赞超7万次的短视频中，该
博主说“你没钱，证明你自己无能”“无能你
就应该被淘汰，你生什么孩子”；另一则视
频中，该博主打出的标题是“怎样与父母和
解，谁有钱听谁的”；而在一个获得近2万次
转发的短视频中，他又直斥“世界上所有的
套路，都是针对善良的穷人制定的”。

“当下受众接受的以短视频为代表的
信息服务，数量是暴增了，但质量是下降

的。”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
曹培鑫说，相比于色情擦边短视频，一些价
值观扭曲的短视频危害更大。

刷量
一百多能买一万个赞
为什么擦边色情、恶搞低俗、制造焦虑

的短视频，流量不少？多位商家透露，可以
靠刷数据流量来赌一把平台推荐。

一名提供刷量服务的商家在收到链接
后，表示可以对几个短视频平台的作品刷
量，“10000个赞，150元至250元不等；评论
10条3.5元。需求量大，还可以送转发量。”
商家说，在他这里所有的刷流量数据，都是
真人操作，一万个点赞，需要48小时之内完
成。

“我们是真人操作，用机器刷量便宜，
但是对账号意义不大。”见记者有些犹豫，
其表示这个价格是一手资源的价格，他下
面的二级代理，同样的需求，价格会更高。
当询问刷几万点赞能否冲一冲“10万+”的
热门时，他直言没问题，但是全靠刷量，成
本太高了。

另外一个给短视频提供刷流量服务
的工作人员则称，目前工作室主要面向市
面主流的几家平台，“播放、点赞、分享转
发、粉丝，都是有的。”不仅有单点某个项
目刷量的价格，还有更实惠的套餐价格。
以推广引流一项的套餐价为例，仅需 500
元，就可以在某短视频平台获得 10000 个
点赞、100 万播放量、600 次分享以及 90 个
真人评论等等。

其实，在直接刷点赞、评论、转发等流
量之外，有平台也推出了对作品投放加流
或加热的项目。然而这样的项目，同样被
一些商家瞄上，而衍生出所谓的“代投”生
意。在电商网站上，就有多个商家提供着

“代投”业务。其中一家宣称，“上热门，没
效果全额退款”“本店承诺包多少赞和浏

览，粉丝或上热门一切以官方数据为准”。
而当真正接洽时，商家表示，10元钱就可以
保底15000次播放量和150个点赞，“只包保
底效果，其他一律不管。”

对于刷流量产业，已有专家警示，短视
频行业背后有一个巨大的产业链，产业链
分工也越来越细化。“你想红，就有人负责
在前端捧；已经红了想要保持高流量，也会
有中间环节的运作。”他说，不仅短视频的
生产者，平台也在这个过程中追求盈利，这
是短视频背后产业链的运作逻辑。

量产
全网都在“搬运视频”
短视频是如何快速生产的呢？调查发

现，一些短视频背后，有产业链前端涌动的
“造人设”生意，也有后端快速搬运的“量
产”技术。这放大了短视频的同质化、劣质
化。

“塑造独特人设定位、展示差异化风
格、根据反馈不断优化。”一名短视频推广
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其背后有专业运营
团队，能根据某个人的情况量身策划，提前
定脚本、定镜头。12800 元的套餐中，就包
含打造人设以及10万粉丝、150条视频策划
剪辑、1000万次曝光量等。

调查发现，如此多的劣质短视频背后，
还与一个因素相关——为了博流量，一些
热门短视频可随意用技术“搬运”或低成本

“量产”。
一名自媒体刘老师介绍，只要交费399

元，就可以学习其所有技术，赚多个平台的
流量费用。其中包括短视频平台，甚至可
过审首发。“简单说，去别的平台搬别人的
热门视频。通过技术二次剪辑处理，达到
原创的效果。”他介绍说，此做法不用拍视
频，也不用写文案，三到五分钟就可做一个
视频，“全网都在搬运”。

“搬运”或“量产”的目的，正是因为有
流量可图。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
副主任朱巍介绍，不少劣质短视频有流量，
是因为有争议。而之所以有很多同质化同
类型的视频出现，甚至连文案都是抄袭的，

“是因为某类型的视频一旦获取流量后，一
些人或者经纪机构的关联账号就会效仿。
发现它是符合算法推荐的，更多同质化、低
质化的短视频就出来了。”

目前短视频平台的内部风险管理控
制，仍是“底线风控”。比如，主播衣着是
不是过于暴露、内容是否有脏话等。“技术
上，他们完全可以做到，但主观上可能并不
太想严格落实；同时，平台也希望爆款短视
频带来充沛流量。”因此，对于劣质短视频
的横行，光靠平台自律并不够。他呼吁，国
家公共政策介入到管理中来，给予传统媒
体更多帮扶，督促短视频平台启用更细致
的管理规范。另一方面，短视频平台怎样
在算法与推流上细致甄别，未来也要做更
细致的内控。 本报综合消息

谁在给劣质短视频加持流量谁在给劣质短视频加持流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