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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直播：要“颜值”更要价值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9年2月最新数据，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59.6%，

其中手机上网用户的比例达98.6%。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庞大的互联网用户基

数，过去两三年，网络直播在中国迅速兴起。工人、农民、教师、学者、艺人、司机、厨

师……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纷纷涌进直播间，带来了全新的网络文化景

观。

　　为所有人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

　　网络直播作为一种体现参与式文化的社会媒介，在传播资源盈余的时代，具有全民参

与性、场景丰富性、场景互动性和即时性的特点，打破了传统场景建构模式而形成场景混

合化，缩短了场景距离、实现了场景信息共享、促进了场景交往行为“无地域”，体现了

参与式传播和场景式传播的特点。这些特征让网络直播满足了新媒体时代受众的社会心理

需要，因而吸引了大批用户。根据直播用户的心理特点，可以将用户需求归纳为以下五个

方面，分别是休闲娱乐的需要、低卷入陪伴的需要、认同和归属感的需要、社交需要和认

知的需要。

　　许多针对用户的调查报告显示，休闲娱乐是网民选择观看网络直播的主要原因。现代

社会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作和生活，适时和适当的休闲娱乐成为调节身心健康的必需品。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在技术上为网络直播赋能。直播的便捷性和参与式互动，结合丰富多

元的内容，为有休闲娱乐需求的用户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同时，与影视剧不同，从精心

打造的剧本到专业团队的制作播出，电影和电视剧的完整故事结构与叙事逻辑在网络直播

中并不适用。直播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地通过打开应用软件成为观看者，这种低卷入的状态

并不会影响他们的观看和参与体验。在现代生活的碎片化闲暇时间中，低卷入的直播和陪

伴体验更能满足用户的现实需求。

　　在互联网产品的发展中，社交属性越来越受到开发者的重视。与一般的点播平台相

比，直播的最大特征在于实时性与参与性。观看者数量的动态显示、弹幕等功能以及发送

表情符号、虚拟礼物进行互动，给予了用户参与感和在场感。在观看直播的过程中，用户

和主播、用户之间的参与互动促成了群体认同的生成，这种体验可以满足用户在社会互

动、认同和归属感方面的需要。

　　因为网络直播呈现的泛娱乐化特征，用户的认知需求是一个较容易被忽视的领域。事

实上，在直播所塑造的文化空间里，泛娱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除了音乐，还有许多内容

创作涉及日常生活和专业领域的知识。例如，母婴、美妆、料理、健身、语言学习、旅游

攻略、电脑软硬件评测等等。直播为这些知识和技能的传播提供了新途径。可以说，直播

平台像一个搜索引擎，为不同知识结构和背景的用户提供了直观而便捷的学习体验。

　　更重要的是，直播的低门槛，为几乎所有人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平台、传播信息的机

会，打破了传统工业化社会通过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和社会身份制度形成的社会区隔，提升

了基层群众对社会现实的预期，体现了社会的公平性。

　　建构全新的网络文化景观

　　直播平台所提供的并不仅仅是“视频直播”产品，它同时也是“社交网络”产品，平

台创造价值能力的提高离不开共创型用户的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说，直播平台代表了一种

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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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赛）

　　一方面，针对特定的视频内容或活动，参与者从中获得了自身的文化和身份认同，并

在参与过程中强化了这种身份。围绕某个主播或事件的直播，用户的观看和参与变得具有

仪式感，“我”在这个过程中成为集体的一部分。观看、点赞、评论、发表情符号、参加

线下活动等成为用户与共同体或者社群建立联结的方式，这些互动形塑了直播平台的文化

空间。

　　另一方面，网络直播为普通人参与文化创造提供了机会。虽然各直播平台都有自己的

产品定位和一定的美学取向，但这一空间并不是同质化的，而是完全开放的，它提供了一

个充满了张力的文化空间，为多元文化的汇聚创造了可能。就直播内容和直播主体而言，

从PGC（专业内容生产）到UGC（用户原创内容）再到PUGC（专业用户生产内容），从普通

网民到体育、娱乐明星都可以成为主播。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信仰的群体，均能在

网络直播创造的空间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比如，“网红”并不再是俊男靓女的专

利，很多中老年用户，借助直播平台或展示才艺，或记录生活，或卖萌耍酷，得以迅速走

红网络。

　　网络直播创造了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以网络游戏直播为例，在直播空间中，玩家们

有自己的语言。比如，“因吹斯汀”和“大丈夫”，分别是英语“interesting”和日语

“没问题”的谐音。像“up 主”和“打call”，则以中英文混合表达的方式，表达“上

传者”和“支持与助阵”之意。和游戏相关的“carry”和“打野”，分别指“带动队友

游戏节奏”和“游戏时避开主战场，在野区获取资源”。此外，“老铁”“双击”“点

赞”也是直播平台上频繁使用的语言。值得关注的是，像“老铁”“点赞”已在现实生活

中广泛使用，游戏玩家们也开始把线上的活动搬到线下，由线上互动到线下聚会，这说明

网络直播文化已经开始影响现实生活。

　　直播间内外要形成价值观的同心圆

　　跟所有新生事物一样，网络直播在创造了新的文化，提供了新的机会的同时，也带来

了一些不好的“副产品”，比如消极的网络亚文化。在前几年网络直播野蛮生长阶段，这

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重口味、大尺度、无下限的低俗内容，淫秽色情内容，暴力虐待内

容，侵权内容等大量存在，污染了社会文化环境，对青少年的精神世界造成了不良影响。

　　低俗的网络亚文化在直播平台发展初期或许可以带来一定的流量，但短期的饮鸩止渴

无法为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为了直播行业的长远发展，形成健康的网络直播生

态，不仅要规范网络主播的行为，更要引导网络直播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对接，在直播间

内外形成价值观的同心圆。

　　规范化的核心对象是直播平台和网络主播。一方面，直播平台应主动作为，加强对直

播内容的审核把关，加强对网络主播的引导、管理甚至线下培训，通过建立一定的协同和

联动机制，如灰名单和黑名单制度，严格规范主播的直播行为与内容；另一方面，直播企

业应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用技术手段减少不良直播内容的生存空间。

　　把网络直播这一新生事物纳入法治轨道，是政府管理部门和行业必须认真思考的问

题。总的来说，目前直播行业的规范化，形成了以政府主导、协会协调、企业落实的工作

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法规制度的实施，还是行业规则的确立，抑或是行业共识的形

成，都很难一蹴而就。在管理中切忌“一刀切”，那样很可能会扼杀掉网络直播这种新的

技术和业态。积极的做法应该是，将政府、产业、用户等多元主体有机结合起来，从监

管、扶持创新、协助培训等角度，对平台和主播进行引导，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尽

可能地对直播行业多些包容。

　　一句话，发展中的问题最终还是要在发展中解决。网络直播行业的问题及负面影响，

终将在这一行业走向规范和成熟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

 

　　（作者：何祎金，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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