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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报告解读女性自媒体里的“流量密码”
“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言论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不久前，“哔哩哔哩”

网站自媒体博主“全嘻嘻”与日本著名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的对话引发网友讨论，让女性权利
话题再上热搜。

新媒体时代，女性自媒体传播中究竟存在哪些性别意识问题？湖南工商大学媒介素养教育研究
中心主任贺琛及团队特别针对 5295 条微博平台的自媒体账号内容、912 篇公众号文章、50 个“哔
哩哔哩”平台的热门视频及 73803 条弹幕内容进行调研分析，完成了一份报告，解读女性自媒体
传播中的“流量密码”。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江昌法 实习生 王书含

 多年前，女星张雨绮因“持

刀划伤前夫袁巴元被带至派出

所”的新闻上了热搜，随后两人

离婚——一时间，张雨绮成了“新

时代独立女性”“女中豪杰”。

贺琛在某微信公众号中看到

了一篇文章，标题为《张雨绮：

再婚离婚又复婚，老娘根本不

在乎！》，文末图片里甚至做了放

大处理的文字，写着：“转发支

持张雨绮，被打的老公会自己回

来”。

“这类话语过分追捧女性而

形成性别的盲目优越感。”贺琛

说，在部分女性自媒体极端女性

主义价值观的煽动下，部分女性

群体在情感婚姻等问题上，产生

“拜金”“仇男”等思想。

贺琛认为：“这种做法容易引

发男女仇视及对立心态，不利于

真正的男女平等及家庭和谐。”

还记得短视频主播“乔碧萝

殿下”吗？她曾在直播中通过使

用卡通图像遮住脸部，凭借甜

美声线大量圈粉。然而，2019

年 7月，她在一场直播事故中“翻

车”，不慎曝光了本人真实长相，

“萝莉少女”与“胖大妈”的戏

剧反差将“颜值至上”的话题送

上热搜。

“诸如此类的舆情事件并

不少，在以经济效益至上的广

告等传播信息的不断侵蚀下，

女性的相貌与身体已成为社会

大众关注的重点。”贺琛说，

在她调研的案例中不难发现，

自媒体热潮中，以身体为卖点、

将女性作为“被围观”客体、

物化女性等事件频发，身体

消费和情绪对立成了自媒体的

两大“流量密码”，一些自媒

体账号以此引流，通过美化自

身形象来迎合男性群体，传播

了“颜值至上”等错误的性别

意识观念。

2022 年，贺琛及团队通过

在百度指数检索关键词“女性 +

自媒体 + 颜值”和“男性 +自媒

体 + 颜值”，搜索近两年时间的

数据发现，自媒体中关于女性颜

值话题指数的最高峰值是男性

颜值讨论度的一倍。

“人们在有形或无形之中把

‘好女人’和‘好看的女人’捆绑

在一起，这就是一种错误的性

别意识。”贺琛说。

 

2018 年，养成系综艺节目《偶

像练习生》火爆全网，节目集结

100 位男练习生进行训练，男性

“偶像”在其中被塑造成完美的

神话，处在了“被看”的位置上，

成为了消费的商品。

与以往“围观女性”相对立，

该节目掀起了一股“男色消费”

的浪潮。

贺琛及团队在微博某位博主

所发布的微博内容中发现，他们

以征集“素人帅哥照片”为主题，

通过网友转评点赞的数量确定

是否“入围”帅哥排行榜，以此

来吸引受众关注。

贺琛说，很明显看到，一些

女性热衷于看帅哥并不在于欣赏

男性在某一领域的突出特长，而

是追求男性身体上的性感因素，

而市场追求经济利益的原则也

进一步催生出将“男色”作为消

费卖点的传播内容。

贺琛举例，某微信公众号发

布的《58 岁刘德华的身材，谁

看了不眼馋？》《50 岁的胡兵，

身材真是绝了！》等文章都以男

性身体为卖点进行宣传。这类

文章都将男性魅力集中到“颜

值”“身材”等标准上，误导大

众审美。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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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话题一：传播“颜值至上”错误性别意识

自媒体话题二：消费“男色”误导大众

自媒体话题三：“仇男”思想引发性别对立

湖南工商大学
媒介素养教育
研究中心主任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家庭廉

洁是社会廉洁的基石。廉洁家风

建设是预防腐败的重要载体，也

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家

风正则党风正，家风纯则政风纯，

家风好则社风好。以廉洁家风建

设为支点，用廉洁家风促党风带

民风，进一步浓厚崇廉拒腐、向

上向善的社会氛围。

坚持政治引领，把稳正确方

向。要强化思想引领。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引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的

重要论述，将家风建设与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同谋划、同

部署、同落实，确保执行方向不

偏；要着重思想政治教育。必须

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要“婆婆嘴、碎碎念”，经常教

育党员干部廉洁修身、廉以治家，

促进党员干部围绕廉洁主题立家

规、严家教、正家风，确保政治

教育常在。

坚持文化传承，厚植底蕴根

基。挖掘并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及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厚植

廉洁文化底蕴；引导党员领导干

部传承红色基因、发扬红色精神，

从红色血脉中汲取革命精神、优

良传统和崇高品德；要传承时代

楷模精神，用时代楷模身上彰显

的优秀品质教育当代人，让廉洁

家风薪火相传。

坚持榜样示范，激发社会合

力。要“头雁”带动“群雁”飞。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争当

家风建设领头雁，按照《廉洁自

律准则》要求，及时纠过，涵养

良好家风；要榜样助推。挖掘榜

样模范，讲好廉洁家风故事，以

点带面，用鲜活典型带动身边人，

助推优良家风养成；要环境助力。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

与之俱黑。”外部环境对事物发展

的影响是特殊的、巨大的；利用

好“线下”主阵地，开发网络宣传

“线上”新阵地，用喜闻乐见的形

式引导广大群众和党员干部积极

参与廉洁家风建设，让“廉洁家风”

飞入万千百姓家，用“廉洁家风”

浸润百姓心田，用“廉洁家风”引

领清朗时代新风。

以廉洁家风，涵养时代新风
文 / 黄慧（湖南航空技师学院）

贺琛

警惕网络流量将男女对立起来
“从我们调研的大量文章

中能看出，一些自媒体内容

看似传递女性独立等新时代

思想，实际上却是‘新瓶装

旧酒’，用话语方式赋予女性

群体以男性化色彩。”贺琛分

析，这些言论通过煽动女性

群体敏感情绪，使部分女性

与传统观念处于完全对立的

立场，这种做法不仅无益于

两性平等，还会矮化女性形

象，与实现男女平等的意愿

背道而驰。

贺琛认为，女性自媒体

传播中的性别意识问题成因，

从宏观层面来看，既有社会

层面传统思想长期的影响，

也有数字鸿沟所造成的两性

话语权分配不均的影响；从

中观层面来看，传播链条中，

传播者利益至上、平台监管

不力及受众媒介素养参差不

齐等因素也进一步助推传播

乱象。

多方赋能，助推健康性别意识形成
“正确性别意识的传播和

男女平等的目标是一项需要

人们长期奋斗的社会工作。”

贺琛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如何正确引导性别意识

观念，让自媒体真正成为健

康性别观念的宣传阵地，需

要多方努力与赋能。

于政府层面，一方面可

以通过技术手段放权给各

个自媒体平台和受众，建立

各平台的“一键举报”渠道；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组建专

家团队，联合女性主义研

究的学界、业界专家针对

女性自媒体乱象行为制定相

应的评价和分级处罚机制，

构建官方女性自媒体传播

矩阵。

于传播者层面，可以建

立由政府相关部门牵头、自

媒体平台和中国妇女报等官

方媒体机构主导的女性自媒

体行业组织，成员共同商讨、

研究并制定针对女性自媒体

的专项管理机制与处罚条例。

于自媒体平台层面，应当

细化内容监管，辅以“智能把

关”。敦促自媒体平台建立

“人工+智能”审查机制，细

化针对女性自媒体内容的审

查技术。

于社会层面，要树立正

确的性别观念，提高公众对

“鱼龙混杂”的自媒体资讯的

选择、辨别和质疑能力。同时，

公众不可“画地为牢”，要积

极破圈，组建知识社群，吸

引男女群体共同参与到热门

话题讨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