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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数据时代，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社交文化网络盛行，

社会化网络营销应运而生。同样，信息时代，“粉丝”现象也不
仅局限在娱乐市场。各行各业菌产生“粉丝”追捧现象，其方式
更加多样。通过网络渠道，“偶像”变得“触手可及”与“接地
气”。与“粉丝”更近距离的明星当前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大
量艺人通过短期节目进入公众视野，积累粉丝与声誉，参演高收
视率演出，为未来职业生涯与后期商业获利做铺垫。本文首先介
绍“粉丝经济”的现状与模式，分析其优劣，从微观经济学的角
度分析“粉丝经济”以及艺人的流量和商业价值在市场中是如何
转化的，最后提出针对性建议。

2  “粉丝经济”现状
“粉丝经济”是一种通过提升品牌情感价值带来货币化收益

的经济模式。当前，社交媒体成为“粉丝经济”的主要载体。以微
博为例，多数公众人物坐拥千万粉丝，蔡徐坤粉丝3417万，林彦俊
粉丝1025万，罗永浩粉丝1740万……粉丝作为社交媒体平台的绝对
活跃群体。 绝大程度上，“粉丝”承担了公众人物相关市场中消费者
的角色，购买周边、相关代言产品等。企业则通过利用明星效应提
供满足消费者的全方位产品与服务，搭建网络营销平台，从中获利。

3  “粉丝经济”模式
3.1自媒体模式
通过社会化网络以及其他网络平台与媒体传播与发布信息，

进行营销、销售活动，处理公共关系以及进行客户关系维护 。例
如搜狐、抖音、微信、今日头条等网络平台，建立自媒体账号，
吸引粉丝群进行产品推介与广告宣发。

3.2社会化模式
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经营模式，发挥其超大信息容量与超

快传播速度的优势，利用其开放与互动性，将图片、文字、视频
等宣传内容进行推广销售。信息化时代使得“粉丝”不再局限于
娱乐偶像，素人“网红”因更加平易近人以及生活化视频获得大
批“粉丝”关注。社会化模式拉近了素人与偶像距离，增加了“粉
丝”忠诚度与消费兴趣。

4  “粉丝经济”优劣分析
4.1优势分析
通过分析现实案例，“粉丝经济”绝大程度是可行且成功的。

公众人物与产品相连接，为“粉丝”（消费者）提供服务，同时
带动企业与经济的发展。

4.1.1带动经济的发展。明星所产生的公众效应带动经济发
展。“粉丝”为持偶像发展，强化其娱乐市场中主体与能动性，购
买相关周边产品，带动消费，构建了多条粉丝经济产业链推动经
济发展，形成“粉丝产业”，从而成为娱乐产业重要的组成部分。

4.1.2突破传统消费形势
不同于传统消费模式，“粉丝经济”使市场更加注重消费

者心理与消费者体验。作为“市场”中地重要群体，“粉丝”的意
见与建议将帮助企业与商家向消费者市场转变，推动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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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当今需要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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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劣势分析
4.2.1消费观念扭曲。购买明星周边产品属于粉丝基础与经

常性消费，小部分狂热粉丝盲目追随公众人物，过度消费，信用
卡透支、校园贷等不道德行为丛生。

5  “粉丝经济”中的经济学思考
5.1规模效应分析
利用粉丝效应的规模集聚实际上即是为利益方聚集优质客

户，“粉丝经济”供应链中游的产品在得到上游粉丝认可的前
期基础的同时，利用人群标签快速圈住相关用户群，快速打开
市场后进行相关周边产品的开发与其他展现形式的转化，将上
游经济进行最大价值化利用。

5.2稀缺性和效用性
公众人物相关产品与服务对于粉丝群体属于情感支撑与满

足，其他产品与服务无法满足与替代。
当前存在较多公众人物投票活动，意味着粉丝群体对偶像

拥有一定程度上的决定权。通过拉动投票支持偶像获得满足
感，有效提高“粉丝”这一消费群体的效用性。

5.3需求、供给、弹性与均衡
粉丝群体对于偶像的心理期待是其对偶像“青睐”的回报。

市场中没有偶像的“替代品”或“互补品”，导致粉丝将在最大
能力限度上将金钱与时间消费在自己的偶像上，因而该类“产
品”需求的价格弹性相对缺乏。

当需求的价格弹性小于1，价格变化不会对销售量产生巨大
影响。偶像的独特性支撑粉丝持续购买相关产品与服务。但是尽
管需求的价格弹性是非弹性的，一旦粉丝决定“脱粉”偶像，它
很容易从无弹性变成非常有弹性。如果这种粉丝市场失败，粉丝
的需求不断得不到满足，这将导致边际效用下降。

6  总结
“粉丝经济”作为社会化营销的产物，拉动经济增长，促

发新的经济增长点潜力巨大。然而企业要想在“粉丝经济”中获
得长久的利益和发展，还需要探索新的道路。据此，本文针对“粉
丝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国家应完善相关的法律
法规，加强对“粉丝产业链”的监管。第二，利益方应将“粉丝
经济”的重点放在产品自身，注重创新和品质，提高产品性价比，
将“粉丝”变成对产品性能、质量有高满意度的忠实用户。第三，
利用规模效益发展“粉丝经济”。

在这个网络化的新时代，“粉丝经济”的发展需要各方共同
努力，才能创造新的产业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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