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月3日 星期三 A03看点

编辑：魏银科 美编：马秀霞 组版：侯波

见习记者 李文璇

你以为的“行业精英”
可能是实习生扮演的

“做完‘养号’的准备工作，领导
让我给账号编几个人设出来，我直
接坐拥了好几个身份，你怎么知
道我是大厂技术员、文科转码、高
级产品经理、投行学长？”离职以
后，研究生刘昊宇（化名）在社交平
台上写道。

去年12月，他通过海投简历，找
到了一份“新媒体运营”的实习工
作。然而，入职以后，刘昊宇发现，这
份工作并不像他所预想的那样，是
运营求职培训机构的官方账号，而
是要从零开始“养”个人账号。

按照部门的要求，这些账号必
须拥有固定的人设。刘昊宇的同事
多为还在读书的学生，却都在社交
平 台“ 摇 身 一 变 ”成 了“ 行 业 精
英”。“每人要负责三到五个号，具
体打造什么样的人设，跟账号的
定位有关。”刘昊宇回忆说，“我统
计了一下，公司运营的这类账号总
共有几十个。”

仍在国内读大学的林媛（化
名），则被迫扮演起了在国外留学的

“学姐”。她于2022年6月到一家K12
（小学至高中12年基础教育阶段）教
育公司的新媒体运营岗实习，却在
入职后被分配到公司的留学机构工
作。“当时领导给了我们两个选择，
一个是以留学‘学姐’的身份，出镜
拍摄视频；另一个是写推文引流。”
她选择了“‘人设感’相对没那么强”
的后者，在账号的个人简介部分，给
自己贴上“名校留学生”的标签。“如
果怕露馅，也可以只说自己在某个
国家留学。”林媛补充道。

去年11月入职某考研图书公司
的陈天立（化名），同样见证了这场
以“新媒体运营”为名的“人设秀”。
他所在的部门，不少本科毕业生在
社交平台上，将自己包装成了通过
考研“上岸”国内名校的研究生。

“即便是考研成绩单，也可以
‘P’出来，基本不会受到用户的质
疑，毕竟大家关注的主要是账号
内容，而不是个人简介。”陈天立
说。由于觉得“内容质量才是最重
要的”，他并未编造人设，运营账
号近一个月时间，涨粉数量仅在
一百左右，“在部门是倒数”。在这
周的部门会上，领导“点”他未能
完成线上推销图书的业绩指标，陈
天立颇觉无奈：“重点大学硕士毕
业，却在做这种工作。”

认为引流过程“不道德”
有入职者“光速”离职

谈及工作体验，刘昊宇和陈天
立不约而同地将其描述为“造轮
子”。这是一句“互联网黑话”，用来
形容那些“重蹈前人覆辙”、没有创
造性的无意义工作。

尽管身处不同领域的公司，但
他们的工作内容大同小异：首先是

“调研”，即花数天时间，快速翻看
行业资料与社交平台的相关帖
子，而后“照猫画虎”发布图文帖；
再就是“养号”，模拟真人使用社
交平台的过程，避免被平台鉴定
为“打广告的”；最终目的则是“引
流”，适时向粉丝推销本公司的课
程或培训服务。

背靠图书编辑部这棵行业“大
树”，推免读研的陈天立“速成”了考
研领域“专家”。“平时我会给用户答
疑，如果遇到什么不会的问题，就去
问编辑部的同事。”陈天立认为编辑
部的员工“很专业”，“给用户提供的
内容还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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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爆炸的当下，利
用标签化的人设抢夺稀缺的
注意力资源，或已成为一种

“商业法则”。华南理工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苏宏元
便在《网络人设的符号化建
构、表演及反思》一文中指
出，网络人设的符号化建构
并非只是简单的网络娱乐，
更是一种吸引消费者和粉丝
的营销手段，是一种符号消
费现象。他认为，网络人设并
非 完 全 的

“真我”，是
可以“经营”
的，具备很
强 的 操 控
性、伪饰性
和逐利性。

在此意
义上，人设
似乎天然与

“真我”相背
离，就教培
机构的“人
设秀”而言，

“人设是假
的，帖子的
内容是免费
且有用的”
无疑是一种
略显矛盾的
处境。

北京市
京师（济南）
律师事务所
的王经纬律
师表示，账
号运营者在
社交平台上
发布的都是
免费信息，
并未提供任
何 付 费 服
务，单纯虚
构人设的行
为不构成欺
诈，不过依
据《侵害消
费者权益行
为处罚办法》相关规定，倘若
用户基于对培训机构虚构人
设的信赖，购买了该机构的
相关服务，事后查证相关人
设系虚假，则培训机构的行
为可能被认定为引人误解或
欺骗性销售类欺诈。

“因此，相关机构是否要
承担欺诈的法律责任，关键
在于消费者购买服务是否归
因于账号运营者的虚假人
设。”王经纬说，“这样的案件
通常考量因素较多，在司法
实践中，法官也会综合考虑
虚假人设对消费者选择该服
务的影响比重，最终认定是
否构成欺诈。”

苏宏元指出，网络人设
实际上脆弱、易碎，可能在不
经意间“崩塌”，殃及其所代
表的企业和组织机构，使其
形象和声誉受到伤害，并蒙
受经济损失。他进而写道：

“网络人设的运作应着眼于
企业的长远利益，重视诚信，
强化社会责任感。少一些伪
饰、多一点真诚，是网络人设
及其运作团队应该研习的一
门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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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昊宇也觉得“到了上课和培
训阶段，公司提供的内容应该尚可，
对于学习和检索能力不强的人来
说，提升会比较明显”，但他更加苦
恼于引流过程的“不道德”。

“这不就是骗人吗？”刘昊宇说，
他在入职四天后便“光速”离职，还
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吐槽这类工作
的帖子。在留言区，有人评论道：“这
种工作好没意思，有种骚扰电话岗
的感觉。”

没有工位、只能和其他三个实
习生挤在公司阅览室办公的林媛，
也做出了相同的选择。“整合留学信
息对我来说很困难，‘拉人头’的引
流工作，我自己也排斥，再加上经常
加班，实习工资却只有1500元，综合
考虑下来就辞职了”。

体验过这份工作以后，刘昊宇
对社交平台上信息的真实性有了新
的认知。“现在再看，很多帖子就是

‘一眼假’，尤其是那种没有个人
生 活 照 片 、只 有 高 级 人 设 标 签
的。”林媛则认为，即使没接触过
这个行业，“看多了也能一眼看出
来是广告”。她举了个例子：“像现
在考公、考研很热，但那些平日忙着
考公、考研的人，哪会有时间精心拍
摄、剪辑视频呢？”

“造人设”是竞争选择
火起来就是“摇钱树”

曾在某教培机构任营销经理的
王志远（化名）告知记者，业内的自
媒体“玩法”已经非常成熟。“注册个
人账号，在社交平台打造人设，并发
布相关内容，算是个‘收集线索’的
过程。”王志远说，“机构会根据账
号的运营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
相应的营销策略，将在社交平台
吸纳的粉丝转换为私域流量，进
而推广培训服务。”在他看来，在
激烈的竞争态势之下，这样的营销
方式是业内的普遍选择，本身并无
是否道德之说。

陈天立也嗅到了“人设秀”背后

的商战硝烟。“据老板说，公司开展
这方面业务的起因，是其他机构会
雇用‘水军’来攻击我们，所以要‘以
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所在
的考研图书公司处于行业头部，图
书编辑能拿到每月2万元的高薪，新
媒体部门亦有“货真价实”的考研

“上岸者”——— 这个女生用不到一个
月时间，就在社交平台积累了两千
多粉丝。

眼看部门同事将账号运营得风
生水起，陈天立不时陷入业绩焦虑
之中：“其实所谓人设，就是一个用
来增强内容说服力的手段而已，无
须对此有过大的道德负担，反正用
户是否购买培训服务跟这个也没有
必然联系。但我觉得这方面市场已
经接近‘饱和’了，大部分资源都被
机构和名师垄断，个人博主只能拾
一些‘边角料’。”他感到自媒体领域
的“头部效应”明显，流量则是门彻
彻底底的“玄学”——— 社交平台的曝
光机制并不透明，“不知道为什么某
条帖子就火起来了”。

“在社交平台发帖，本来就有自
然曝光，这部分曝光量和内容、标签
都有关，存在一定不可预见性。在
账号运营过程中，机构往往会投
入一定资金进行‘推流’，也就是
花钱买曝光量。”王志远解释道，

“不过，本质上，个人账号能否火
起来确实要看命。”

他表示，由于这部分工作门槛
不高，需要控制人力成本，所以大多
数教培机构都偏向于招募实习生，
而非名校毕业的研究生或留学生，
这也直接造成账号运营者线上、线
下的身份“错位”。“多‘养号’、‘广撒
网’很重要，毕竟，一旦有人把账号
运营起来，对机构来说就是长久的

‘摇钱树’。”
去年4月，某社交平台针对行

为违规、内容违规、渠道违规三种
违规营销账号启动治理，虚假的
个人简介不在治理范围中。此种
软性营销行为，或仍处于平台监
管的“真空地带”。

受流量吸引，不少教培机构做起“自媒体”，头部博主粉丝数量可达百万级。

网络截图

近年来，社交平台的兴起，为教育
培训市场注入了新活力。流量汹涌而
至，不少教培机构的员工，披上了“考
研‘上岸’者”“留学生”“行业精英”的
外衣，在社交平台发布图文“软广”，为
机构吸粉、引流。

虚假的“人设秀”，使部分从业者
陷入道德困境，但也有人觉得这不过
是营销的“本来面目”。“人设是假的，
但提供的内容是免费且有用的”，在略
显矛盾的处境之下，这种营销行为尚
处于平台监管的“真空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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