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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有企企业业给给上上百百个个自自媒媒体体交交保保护护费费
揭秘自媒体“黑公关”，有的年收入数千万元

前脚抨击企业
后脚收钱改口

一家汽车行业公司公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公司每年要维
护上百家自媒体，大部分年合
作的单价从５万元到数十万元
不等，“即便一些阅读量只有几
千的自媒体也得１０万元起，说
白了就是‘保护费’，不交钱就
可能被黑。”

这位负责人给记者出示的
一份合同显示，公司与一个自
媒体签署了一年１０万元的合作
协议，协议中明确：“甲方在服
务期内享受公关保护，乙方平
台上不得出现负面信息。”

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遭某
自媒体爆料“平台任性罚款，恶
意圈钱，搞得商户家破人亡”，
企业紧急应对。过了一个月，这
家自媒体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
弯，连夸这家公司是“史上最大
黑马，亮点频频，瑕不掩瑜”。

“这种情况很常见。”另一
家公司的公关负责人说，“去年
我们也遭受这家自媒体频繁发

‘黑稿’，在交了３０多万元‘保护
费’后，他们立刻主动进行正面
宣传。”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中心
副教授朱巍说，有些“黑公关”
已经形成媒体矩阵，一篇有偿

“黑文”能在微信、微博等十多
个平台发布，达到颠倒黑白、混
淆视听的效果。

记者发现，近年来，企业与
自媒体对簿公堂的案例频频出
现。途牛网、摩拜、车好多、三快
科技、京东世纪、小米、腾讯等
一批知名企业都曾对自媒体涉
嫌“黑公关”提出诉讼。

写企业负面
上门要封口费

业内人士介绍，不少自媒
体属于内容创业，赚钱是根本
目的，当正常的流量、广告不足
以支撑一个工作室的收入时，
做“黑公关”便成为某些人的

“生财之道”。
记者调查发现，“黑公关”

一般有两类：一类是自媒体写
企业负面，然后上门“谈合作”；
另一类是企业的竞争对手找到
自媒体，提供对方负面信息，由
自媒体进行传播。

记者采访的一家企业公关
负责人说，他们此前接到一家

自媒体通风报信，说行业竞争
对手找到这个自媒体“准备搞
他们的负面”，由于平时和这家
企业关系好，所以提前报信。

一位自媒体从业人员告诉
记者，有些自媒体可以向企业提
供品牌炒作、口碑维护、危机公
关等方面的服务。“有一对夫妻
在科技圈人脉较广，经营了一个
科技自媒体号，组织一帮小编每
天浏览科技类厂商的负面新闻，
然后写个提纲上门索要封口费，
如果给钱了就写表扬稿。”

暨南大学传播大数据实验
室发布的《网络“黑公关”研究报
告》总结：自媒体文章契合网民
心理，为吸引眼球，文章会指责
企业危害儿童身体健康、侵犯个
人隐私、涉黄、资金链断裂等。

与此同时，“黑公关”还会
迅速组织“网络水军”在社交平
台密集发帖，病毒式传播扩大
影响力。北京艾漫数据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总裁曹永寿通过技
术分析后发现：“‘黑公关’在短
时间内涌入，形成热度后就产
生了蝴蝶效应，‘水军’又迅速
撤出。”他说，经技术分析，“水
军”一天能转发上千万条近似
度极高的微博。

记者梳理多份企业与自媒
体诉讼案件的判决书发现，不
少企业以诽谤、侵犯名誉权起
诉自媒体，法院根据自媒体文
章的措辞、表述等判定其行为
性质。例如，某自媒体捏造事
实、张冠李戴，抨击京东自营，
被法院认定为侵权；某自媒体
使用“狐假虎威”“水蛭”攻击摩
拜，被法院认定为词语过激。

业内人士介绍，自媒体在
制作炒作材料时，一般仅会围
绕一到两个焦点问题编文章、

写段子，植入负面信息关键词。
而这些负面信息的表述往往介
于客观陈述与诽谤之间，很难
诉诸法律。

警惕行业信誉受损
制止企业“互黑”风

“再不规范，这个行业的社
会信誉就彻底垮塌了。”一位自
媒体人对记者表达了他的担
忧。

“‘黑公关’一次攻击就可
能让企业的多年努力毁于一
旦。”朱巍说，对企业而言，如果
针对自媒体起诉，成本很高，即
便胜诉也获赔不了多少钱。最
主要的是，造成的负面影响覆
水难收，有的“黑公关”反而通
过诉讼扩大了影响力。

一些地方网信部门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提到，自媒体“黑公
关”违法成本低、收益大，而且
交易隐蔽，取证难度大。建议企
业做好取证工作，发现问题主
动向监管部门举报线索或向法
院提起诉讼。

专家呼吁，行业协会和平
台要尽责，建议探索建立“黑名
单”制度，对屡次出现问题的自
媒体从业人员实施禁入制度，
实现“既管号又管人”，自媒体
平台也要落实主体责任，建立
健全账号分类制度，对重点账
号加强监管。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教授刘俊海说：“现在有些企
业投入很多资源，专门寻找竞
争对手的黑材料互相攻击。这
种做法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
突破商业操守底线，败坏社会
风气，应坚决制止和打击。”

据新华社

本报济南10月25日讯（记
者 马云云 崔岩） 10月24
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
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一部
署下，经省委统筹协调，省纪委
监委精心组织，青岛市工作专
班不懈努力，外逃7年的职务犯
罪嫌疑人傅仑主动回国投案。

傅仑，男，1951年4月出生，

青岛市规划局城阳分局原局
长，涉嫌受贿犯罪，2011年12月
外逃。

据省追逃办有关负责人介
绍，傅仑是国家监委等五部门
联合发布《关于敦促职务犯罪
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
公告》后，我省第3名主动回国
投案的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

《公告》发布后，全省各级
牢牢抓住党中央政策感召和强
大震慑的有利契机，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树牢“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积极传递公
告精神，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坚
持精准发力、持续发力、群策群
力，让已经潜逃的无处藏身、企
图外逃的丢掉幻想。在劝返傅

仑过程中，省追逃办和青岛市
工作专班全面分析研判，量身
定制方案，宣讲法律政策，摆明
利害关系，指明路、给出路，耐
心细致做好傅仑及其亲属思想
工作。在政策感召、法律威慑和
亲情感化下，傅仑选择回国投
案自首。

该负责人表示，傅仑归案是

我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追逃
追赃工作决策部署的又一重大
战果。全省各级将始终保持永远
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尚有一人
在逃，追逃绝不停止。再次正告
在逃腐败分子：海外不是法外，
境外不是避罪天堂。只有彻底放
弃幻想，尽快回国投案，争取宽
大处理，才是唯一正确出路。

我我省省外外逃逃职职务务犯犯罪罪嫌嫌疑疑人人傅傅仑仑回回国国投投案案
曾任青岛规划局城阳分局局长，涉嫌受贿犯罪

每年维护上百家自媒体，单价从每年５万元到数十万元不
等，“不交钱，就可能被黑。”一家汽车行业公司负责人吐槽。近
年来，自媒体“黑公关”让一些企业闻之色变。记者调查发现，
一些自媒体靠“黑公关”获取高额利益，有的一年能收数千万
元“保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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