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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网红经济在高职院校学生中的影响研究
王红琴

（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宁夏 银川 750001）

摘要：网红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营销模式，影响着高职院校

学生的学习生活。本文通过阐释网红和网红经济、梳理自媒体和

网红的现状和发展、网红经济的运营方式和变现方式，分析高职

院校学生网红消费特征以及网红经济对高职院校学生消费行为的

影响，提出网红经济下高职院校学生消费行为的引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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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红和网红经济概述

网红泛指在互联网上因现实生活或网络生活中的某件事或某

个行为而引发众多网民关注的人或物。网红经济以“网红”为形

象代表，以网络自媒体平台为媒介，将线下没有关联的人群作为

自己的粉丝，紧密联系在社交平台，获取私域流量，传达自身观念，

通过互动获取用户的需求，从而将粉丝数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购

买力，从而获得自身发展。网红经济是通过在社交平台上积攒人气，

依托人气粉丝群体，实施精准营销，它有可能颠覆以往依靠不断

增加新投入来刺激经济增长的传统思路。所以网红经济本质上是

一种商业模式，目的是通过网红以及网红背后的团队，获取公众

的吸引力，由此采用一定的渠道变现，获取相关经济收益，可以

描述为以网红为核心的利益链条。

二、自媒体和网红的现状及发展

网红经济经过爆发式增长后，目前陷入了僵局，同行业之间

的激烈竞争，导致优质内容难以持续性地输出，不断地推出网红

群体，没有完善的约束机制，导致网红野蛮生长，不能够很好地

长期生存。纵观近年自媒体和网红的发展，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

阶段：

（一）网红 1.0 时代

最早从博客开始流行，主要方式是写文章，简称为网络写手

时代，大家将自己的心情记录在微博上，由此产生一大批网络文

化家，深受粉丝喜欢，有代表性的如安妮宝贝、宁财神等。

（二）网红 2.0 时代

在信息技术的不断推动和驱使下，文字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心

情，由此产生了图片，通过拍摄独特视角的图片，吸引人民的注意，

从而产生网红人物。

（三）网红 3.0 时代

随着微博的渗入生活，人们对于智能化信息技术不断应用，

碎片化的时间被不断地利用，信息流变成了重要的交流方式，此

时出现了很多微博大 V，如李开复，带动一大批粉丝，活跃于自

媒体平台。

（四）网红 4.0 时代

在淘宝和微博的互通以后，网红变成了社交平台的入口，各

大自媒体平台出现在很多的社交平台，发布重量级文章，连接变

现渠道，增加了普通人成为网红的可能性，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进

入网红变现的开始。

（五）网红 5.0 时代

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完善，社会开始进入了视频直播时代，

各大自媒体平台不断地将内容和短视频相结合，不断地拓宽变现

渠道，由此产生了李佳琦、薇娅等网络名人，由此开始流量变现

的时代。

三、网红经济的主要运营方式和变现方式

（一）网红经济的主要运营方式可以归纳为由“自媒体平台

+ 内容营销 + 手段营销 + 变现模式”，同时辅之以“直播 + 电商

+ 网红”的形式呈现。

首先，网红通过自媒体平台发布信息，塑造个人形象，选择

一个方向作为主导，借助公关公司打造高质量的文章，获得一定

的粉丝量，提高知名度。与此同时，借助营销手段，比如“内容

营销，10 万 + 文章”，采用直播方式互动营销，提高关注度，当

流量达到一定阶段时，通过变现方式，获取盈利。例如：大学生

群体中，有比较成功的案例，学生创建了“私人订制”DIY 手工饰品，

通过直播的方式，将制作的过程展示给客户，逐渐地积累客户；

再通过抖音录制短视频，采用不同的主题，吸引顾客；采用校园

访谈，寻找校园网红来直播间为大家推广饰品；同时借助课外活

动时间摆摊，让更多的人加入学习之中，自己制作加工，获取满

意度。还可以借助微信群，不定期发布福利款、优惠活动，建立

稳定的客源。以上这些营销方式，积累了大量的客户资源，实现

了流量变现。

（二）网红经济的变现方式

首先，广告宣传收入。网红建立自媒体平台，借助社交平台，

发布文章、植入广告，通过阅读量、转载量获取广告宣传收入。

同时在文章中，借助文案推广，为厂家代言，植入货品链接，粉

丝通过链接购买商品，网红获取分成收入。这些都是通过自媒体

平台 + 内容输出的方式，将流量变现，这也是目前网红经济最主

要的一种变现方式。

其次，电商获利收入。网红通过自身的形象塑造，打造网

红店铺，上架淘宝，通过直播带货形式，在淘宝店铺聚焦流量，

实现销售额的大幅增加。比如淘宝店铺钱夫人家，在淘宝女装独

占鳌头，它的服装搭配、亲民的表情深得粉丝喜欢；还有电商模

特张大奕，曾经出现 2 秒上架新品被抢空的现象，月销售额达到

百万级；还有很多明星，自带流量开淘宝店铺，由此带来粉丝经济，

获取收入。

最后，打赏收入。在各大社交平台，主播通过各种游戏、唱歌、

跳舞、娱乐的方式和用户进行互动，而用户通过购买虚拟货币为

喜爱的“主播”打赏，双向互动激发粉丝主动打赏，由此增加虚

拟货币，最终由主播与平台对虚拟货币金额进行分成。

四、高职院校学生网红消费特征

（一）盲目跟风，超额消费

高职院校的学生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网红所吸引，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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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坚定的消费观念，为了彰显自我个性，盲目追求高消费，跟

随潮流，被直播间、网络文化充斥的不合理消费观所诱导，容易

引发超额消费，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二）情绪影响，攀比消费

高职院校的学生情绪化严重，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喜

欢与宿舍同学、班级同学、年级同学，进行攀比，冲动消费，形

成攀比消费、炫耀外在的风气，淡化了合理消费的观念。

（三）追求时尚，多样消费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上没有你买不到的东西，高

职院校学生追求时尚，与主播、网红相比，某星同款成为相互之

间互追的话题，多样化的消费方式使得网红消费盛行。

（四）重心转移，刺激消费

多样化的互联网平台充斥着大学生的生活，学生将大部分的

时间应用于虚拟世界的产品信息中，从而将学习生活的重心转移

到产品消费中，从爱好消费转移到直播到货的刺激消费中，网红

主播、明星直播，大大地刺激学生的购买欲望，不经意就跟随下单，

由此衍生校园贷等事件的发生。

五、网红经济对高职院校学生消费行为的影响

（一）超额消费现象增多

网红经济的不断发展，同时促进了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与

此同时，打破了人们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在直播间不知不觉跟

风下单，实则不是生活必需品。对于高职院校的学生，大量的时

间被网络充斥，超额消费现象更是与日俱增，生活费被吃喝玩乐

过度消费，部分学生还会在生活费不足的情形下，继续选择网红

消费，不然会跟不上同学的脚步，宁可吃馒头，也要跟风下单，

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二）攀比消费现象成风

由于关注不同的网红，有些网红会误导高职院校学生过分追

求品牌，从服装、包包、口红、甚至首饰都会追随网红，讲究同款、

排场等，同学之间攀比成风，过度追求奢侈之风，浮躁之风蔓延，

严重影响高职院校学生的消费行为。

（三）盲目冲动消费居多

随着网红经济的不断发展，高职院校的学生热衷于去网红地

打卡消费等，随着各种产品的花样层出不穷，大学生在消费之间

没有均衡自己的消费水平、生活习惯、个人爱好，盲目冲动消费

居多。

六、网红经济下高职院校学生消费行为的引导策略

（一）政企共建，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首先，建立健全互联网监察法律法规，划好网红营销最低标

准线，强化法律监管，推动网红产品营销和互联网消费良性发展。

政府部门加强监管，坚决抵制网红传播错误的价值观，营造良好

的外部监管环境。其次，倡导建立良好的消费氛围，网红产品、

淘宝店家、商铺、直播带货等坚持诚信经营、公平交易，将网络

交易过程透明化、系统化，保护消费者隐私，建立畅通的渠道，

不强买强卖，提升网购的安全性。再次，企业建立内部的监督机

制，奖惩机制，对于培育的主播、网红，给予正确的价值观引导，

设立信用机制、黑名单监督体系，有效地监管网红经济动态。最后，

倡导正能量，将优秀的消费理念和优质的产品价值相结合，设立

标杆，引导大学生理性消费。

（二）家校共育，树立科学的消费理念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孩子树

立科学的消费理念，是每一位父母义不容辞的职责。一方面，家

长要以身作则，不过分迷恋网红、直播等，约束自己的行为，树

立榜样，让学生能够从父母的消费行为中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另

一方面，结合家庭实际情况，建立合理的消费模式，从生活中引

导学生能够知道自身的家庭状况，将家庭的长远规划和孩子消费

教育理念相结合，让孩子明白经济能力和消费方式之间的平衡关

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价值观。

学校是教育的主阵地，一定要发挥高职院校立德树人的理念，

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将消费理念贯穿于课程教学中，作

为思政教育的一部分引入专业课程、基础课程的教学中，不回避

问题，时刻关注消费热点，和学生一起分析当下的网红经济，引

导学生建立正确的消费观。另一方面，将消费理念作为校园文化

建设的一部分，通过德育教育专题形式，以主题班会、文化角、

辩论赛、谁是最美主播等方式，在学生中展开一系列的活动，营

造科学的消费氛围，避免出现校园贷、网络贷事件的发生，从思

想上巩固消费理念，梳理消费主流意识。

（三）自我反省，建立系统的财商观念

高职院校学生在网红经济的影响下，合理利用自媒体平台，

系统学习财商观念，从而建立自身的消费理念，形成合理的消费

能力，突破现有资源，打造系统化的财商意识。一方面，利用学

校网络平台的课程推荐，系统学习财商课程，有效辨别孰是孰非，

坚决制止拜金主义、奢靡主义，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指导，

约束自身行为，建立自我屏障，杜绝盲目跟风。另一方面，形成

系统的理论知识以后，要付诸于实践，践行于日常的学习生活中，

完成理财意识，有计划地做好开支计划，合理安排生活，确保每

一笔钱都能够花在刀刃上，适度引导周围同学理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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