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网红，我师弟是‘垫底辣孩’，他
1000多万粉丝，我280万粉丝。航班延误了5
个小时，我要求航空公司给我特殊照顾。”近
日，一男子因不满航班延误，亮出自己网红的
身份，指责空姐、质问机长名字，之后又在社
交媒体上发布维权视频，引发广泛关注。

针对此事，航空公司方面表示，航班延误
是天气原因所致，对于乘客的诉求会尽力协
调解决。而被该男子提到的网红“垫底辣孩”
发表声明称，自己与视频中的乘客素不相识、
毫无关系，要求平台下架侵权视频。

以网红身份要求给予特殊照顾，类似的
事件屡见不鲜，让不少网友“惊掉了下巴”，也
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是谁在助长“网红特
权”这种歪风邪气？

在受访专家看来，利用网红身份来进行
所谓维权事件的出现，既有社交媒体普及和
影响力提升的原因，也有维权意识提高、经济
利益驱动和法律意识淡薄等方面的原因，社
会应该关注和反思这一现象，规范网红的言
行，避免产生负面影响。

以维权之名谋法外特权以维权之名谋法外特权

据上述事件的目击者介绍，当天因暴雪
天气导致航班延误，当时这名男子情绪激动，
要求上飞机等着，否则就投诉，还威胁要发视
频曝光工作人员，让工作人员都下岗、失业，
并辱骂工作人员。

延误航班所属航空公司工作人员证实，当
天确实有航班因天气原因延误，计划12∶20起
飞，实际起飞时间是18∶25。天气导致航班延误
非航司的原因，因此没有赔偿，但有发放餐食。
航司对网红没有特殊优待，都是一视同仁。

此事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有网友表
示，作为拥有大量粉丝的网红更应该以身作
则，遵守社会公德和法律法规，而不是利用自
己的影响力来行使特权。也有网友呼吁，网
络平台应加强对网红行为的监管和引导，避
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常莎告诉记
者，维权是指维护个人或群体的合法权益，乘
客与航空公司之间是一种服务合同关系，如
果航班延误导致乘客的权益受到损害，那么
乘客不论是否具有网红身份，都有权要求赔
偿或者采取其他合法措施来维护自身权益。

“维权需要遵守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不
能使用暴力、威胁等手段来解决问题。同时，
维权也需要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尊严。以自己
粉丝数量多来压人一头，进行威胁辱骂，显然
是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侵犯。”常莎说，维权是
每个公民的权利，但是应该以合法、合理的方
式进行，不能滥用权利或者侵犯他人的权益。

写过《娱乐法学》等著作的华东师范大学
立法与法治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余锋说，网
红，一般指在现实或者网络生活中因为某个
事件或行为而被网民关注而走红的人。网红
往往与“大V”、各类知名博主等一样，具有粉
丝众多、备受关注，能够通过个人社交媒体账
号发布信息和快速传播信息，进而产生社会
影响力的特点。

在余锋看来，拿网红身份压人一头的本
质，是网红凭借其握有百万量级粉丝以及其远
大于常人的社会影响力，以图实现其私人目
的。“一些网红利用其身份和影响力牟取法外
特权，这个现象值得社会关注和反思。以合法
手段实现非法目的的行为，法律给予的是否定
性评价。利用网红身份来进行所谓‘维权’，有
维权之名，但实则在借助巨量粉丝而具有的支
配、引导和干扰力获得法外特权。”

有悖道德涉嫌违法犯罪有悖道德涉嫌违法犯罪

“网红维权”并非个案。
2023年2月，一个在短视频平台有300多

万粉丝的网红也有过类似的维权行为——他
想要骑摩托车上高速路被工作人员拦下，摩
托车碰到交通锥后倒地，该网红便发起视频
维权，想要索赔摩托车的损失。而实际上，该
路段有明显的禁摩路标。对此，不少网友评
论，网红的视频维权，反倒更像是在利用自己
粉丝众多来搞舆论绑架。

此前还有报道，多位“美食博主”打着探
店或者维权的名号要求吃霸王餐。

在余锋看来，维权本身具有法律上的正
当性，但维权也得有度。如果维权超过或逾
越的“度”是法律上的底线、红线，将受到法律
规制，有可能承担民事责任，也可能涉及治安
上的寻衅滋事，甚至刑法上的敲诈勒索。

“如果网红在维权过程中采取了不当手
段，例如威胁、恐吓、侮辱、诽谤等行为，可能会
涉嫌寻衅滋事罪。对于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
寻衅滋事行为，以一般违法行为论处。如果网
红在维权过程中擅自泄露他人隐私信息，造成
严重后果，还可能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诽谤他人名誉的，可能涉嫌诽谤罪等。”常莎分
析说，网红在维权过程中应该遵守法律法规和
道德规范，以合法、合理的方式进行。

“‘网红特权’歪风之气，可能会导致一些

人不择手段地追求网红身份，甚至违反法律
和道德规范。例如，一些网红可能会利用自
己的影响力进行不当的商业宣传和推广，给
消费者带来误导和损失，甚至利用自己的影
响力进行欺诈、传销等违法行为。”常莎说，应
该刹住这股歪风邪气。

压实监管责任划出红线压实监管责任划出红线

在余锋看来，一些粉丝对网红不良行为
的惯宠、少数网红自身对特权的追求对道德

法律的漠视，以及部分平台对网红监管不力，
助长了“网红特权”的歪风邪气。

常莎进一步分析说，“网红特权”滋生的原
因包括：粉丝经济的影响，在网红经济环境下，
网红的粉丝数量往往与他们的商业价值挂钩，
一些网红试图通过特殊待遇来获得更多的关
注以谋求商业利益；一些人对网红身份的过度
崇拜，认为网红就应该享有更多的特权和优
待；法律和道德规范的缺失，可能导致一些网
红利用法律的漏洞试图获得更多的利益。

据长期关注网红主播现象的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董晨宇介绍，
近年来，不论从职业技能还是规范治理层面，网
红的职业化在不断加强，很多几百万乃至上千
万粉丝的网红都是由MCN（多频道网络）公司
或者签约个人工作室进行孵化的，“这些团队有
非常专业的运营来帮网红进行个人形象管理和
公关，但道德、法律培训还需要提升。”

在“全民皆可当主播”的今天，网络主播
的职业化愈发得到广泛认可，筑牢职业化制
度保障，为网络主播划出“红线”，变得尤为重
要。“主播已成为一个新职业，应建立行业规
范和从业者道德规范。”余锋说，从《网络直播
营销行为规范》到《关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
电商直播管理的通知》，再到《网络主播行为
规范》等，近年来监管与规范、自律与他律的
制度不断完善。

董晨宇认为，相关平台应完善主播培训，
建立激励性机制。如果网红完成了某项培
训，或者很好地遵守了某项政策，可以通过流
量扶持等措施进行激励。

董晨宇还提到，网红主播的职业化能够
校正行业发展方向，避免行业处于野蛮生长
状态，对粉丝数达到一定量级的主播，可以提
出考核与持证要求，或是发挥直播行业协会
作用，推动设立网络主播信用评价体系，形成
网红主播从业门槛、退出机制等，持续净化网
络空间。 本报综合消息

“这个软件内部类似于赌博页面，但是诈
骗分子把它伪装成一个慈善软件，子菜单页面
都改成公益、捐献等内容，这样就给大家一种
自己是在做公益项目的错觉，放松了警惕。”
2023年12月22日，在2023“青春无诈”校园反
诈防骗短视频征集活动揭晓及交流会上，东北
大学冶金学院研究生郝云龙和现场的大学生
分享了自己与骗子斗智斗勇的故事。

2022年8月，记者针对1507名青年进行
的一项调查显示，71.7%的受访青年表示自
己曾遇到过网络诈骗。天津市公安局刑侦
总队四支队三大队副大队长李嘉璐认为，大
学生由于社会经验少、触网时间长，对日益
翻新的诈骗手段辨识能力不足，很容易成为
网络电诈分子的目标。

与诈骗分子斗智斗勇

作为反诈防骗科普博主，郝云龙在多个
平台为网友普及反诈知识已有一年半。他

“刷单”险些被诈骗的经历尤为惊心动魄，他
“卧底”诈骗群，与诈骗分子斗智斗勇，进行
了“沉浸式”反诈。

2023年3月，他被一位自称某平台驿站
快递员的人拉进一个QQ群，“他说我的快
递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跟他进一步沟
通”。进群之后，“快递员”并没有跟郝云龙
沟通所谓的快递问题，反而是引导他下载某

“专业”软件进行刷单。
打开该软件，郝云龙发现开屏界面写有

“慈善无涯，大爱无疆”八个字，“我以为是做
公益，就放松了警惕”。完成了5笔订单后，
他赚到了约 200 元佣金。随后群主开始让
他进行垫付刷单，不断刷屏的消息显示，垫
付的金额从最初的800元到最后的8万元不
等，佣金高达50%。“肯定会有人心动，垫付8
万元就会有4万元佣金。”但如此“垫付”模
式，让郝云龙起了疑心。

这时，群里的“托儿”们不断烘托氛围，
“我报名，我垫 1 万 2 千元”“这把垫笔大
的”……几千人的群里不可能都是“托儿”
吧？郝云龙一度有些疑惑，后来他通过调查
发现，诈骗分子内部分工非常明确，群里的
导师、大部分发言者都由骗子饰演，再通过
编写脚本，利用人工智能在群里发消息。“群

里2000多个人，真人可能不超过10个。”
接着，郝云龙查询到该“专业”软件中提

示的公司名称，发现该公司确实存在，并且
有 2000 多万元的注册资本，但实缴资本为
0。“也就是说，这是一家彻头彻尾的空壳公
司。”他立刻添加群中其他正在刷单的人进
行提醒和劝阻。

李嘉璐提示说，刷单诈骗是以刷信誉、
刷销量以及足不出户就可日赚佣金千元等
为借口，诱骗人们到网络平台上购买特定商
品，并承诺将本金和佣金一并返还。受害人
一旦进行刷单，随后会让其加大投入，然后
以各种理由拒不返还本金。

“你一定会遇到电信网络诈骗，这句话
已经不是危言耸听。”李嘉璐在反诈工作中
发现，上到八十几岁的老人，下到二三年级
的小学生，都有被诈骗的经历。她梳理了校
园频发的3种诈骗方式：一是刷单诈骗，二
是虚假游戏交易、购物和服务类诈骗，三是
虚假征信类诈骗，也就是冒充京东白条、金
条的客服，以影响个人征信需要注销贷款或
者是以消除贷款记录为由，诱骗受害人贷款
并将钱款转到骗子指定的账户实施诈骗。

大学生运用新媒体花式反诈进行防骗宣传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电信
诈骗等非接触型网络犯罪多发频发，犯罪手
段多、变化快，给人民群众造成经济损失。
李嘉璐表示，“青春无诈”校园反诈防骗短视
频征集活动的开展在全国大学校园里掀起
一股反诈热潮，学生在参与过程中，通过对
自身及身边同学经历的再现，会对反诈防骗
有更深刻的理解，增强反诈防骗意识。

2023“青春无诈”校园反诈防骗短视频
征集活动中，天津大学、中南大学和东北大
学等9所高校获评优秀组织单位；哈尔滨工
程大学报送的《百发百中“诈骗公司”》，中央
财经大学、北京市昌平区反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中心报送的《96110》等作品获评优秀作品；
中国海洋大学报送的《反诈RingRingRing》、
四川农业大学报送的《我是“甄郝片”之网恋
篇》、长春科技学院报送的《贷》等作品获评精
品作品。其中“校园反诈防骗小剧场”占比
最高。

大学生们运用喜闻乐见的新媒体形式
创作拍摄短视频作品，进行反诈防骗的“花
式”宣传，揭露诈骗危害、科普防范方法，警
示大学生切勿贪图小利，绷紧防范之弦。近
1500部短视频作品针对校园贷、网恋、刷单
等多种诈骗手段加以展现、提示，运用歌舞、
默剧、快板、漫画、角色扮演等多种形式，覆
盖面广，趣味性强，创新点多。

反诈防骗六大“宝典”

事实上，大学生一直以来都是警方反诈
宣传工作的重点对象，在反诈民警线上+线
下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宣传推广下，

“国家反诈中心”App下载率很快提升。在
用户收到涉诈短信、点击涉诈链接时会收到
相应的提醒和拦截。

“可怕的是，诈骗分子会预判我们的预
判。”郝云龙说，为应对“国家反诈中心”
App，诈骗分子设计了专门的术语。“我们已
经跟国家反诈中心签订了协议，凡是下载
App都会收到这个短信，但是你把它删了就
可以了。”此外，诈骗分子还会对受害者作进
一步提醒，比如非官方链接不点，个人信息
不要透露，借此放松人们警惕，打消人们顾
虑，以便进行诱骗。

提及根据电信诈骗真实事件改编的电
影《孤注一掷》，李嘉璐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
是：人有两颗心，一颗是贪心，一颗是不甘
心。她说，诈骗团伙洞悉人性弱点、利用各
种心理效应布下陷阱，抓住人的贪心和不甘
心，是诈骗的底层逻辑。

郝云龙在反诈科普中发现，很多人总觉
得诈骗离自己很遥远，觉得自己足够聪明不
会落入骗局。但并非高学历和高智商的人
就不会被诈骗，事实上有些人之所以被骗恰
恰是因为过于自信和自以为聪明。“哪怕知
道可能是个骗局，有的人也会抱着跟骗子过
招的心态试一试，最后就真的被骗了。”

诈骗手法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
结合自身科普经历，郝云龙送出大学生反诈
防骗六大“宝典”：陌生链接不点、陌生好友
不加、刷单返利不做、赌球博彩不碰、网店借
钱不转、“国家反诈中心”App一定下载。

本报综合消息

是谁在助长“网红特权”歪风？

大学生大学生““卧底卧底””诈骗群诈骗群““沉浸式沉浸式””反诈反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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