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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娱乐化背景下“饭圈”现象社会影响及治理思路
刘　昕

贵州师范学院　550002

摘　要：饭圈文化行为现象愈演愈烈，不仅冲击社会道德底线，还对青少年思想健康产生不良影响。从社会治理角度出发，

饭圈文化的监管和治理需要社会各个环节共同投入。政府部门应当强化政策导向，利用网络动态监管技术升级来进行源头追

溯，实现防控。网络服务平台应当加强自身内部监管，整肃网络环境；明星偶像自身和社会媒体应当加强正向价值观引导，

规范粉丝行为，搭建良好社会文化环境，以实现全面的饭圈文化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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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崇拜是一种十分典型的社会现象，但是伴随着信息

化社会的快速发展，偶像崇拜行为开始逐渐从社会个体行为

转化为一种社会群体行为，群体行为所表现出的群体化特征

通常以形成共识和“党同伐异”为基本表现，在偶像崇拜群

体意识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网络社交环境开始十分混乱，逐

渐形成了以粉丝聚集为典型特征的“饭圈”环境。从近年来

社会文化泛娱乐化发展状况来看，网络饭圈行为愈演愈烈，

越来越多饭圈行为开始出现，一些以相互攻讦、控制评论，

彼此抹黑的丧失道德底线的饭圈活动方式也开始出现。饭圈

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共性价值的集体行为，但是其所产生

的恶劣影响对于网络健康环境的冲击力巨大，甚至影响到青

少年群体良好价值观念的形成，因此需要针对性进行相应的

控制，以遏制其不良发展。

一、饭圈文化社会行为及泛娱乐化时代背景

（一）饭圈文化的形成及发展

国内饭圈文化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大

陆逐渐引起港台或欧美文化背景下，内地市场受到新潮文化

后出现大面积偶像崇拜和盲目追星，相关的社会观察注意到

偶像崇拜有着十分鲜明的年龄阶段性和追逐潮流特性。但是

信息传播渠道相对有限，早期的偶像饭圈行为大部分表现

为个体行为，未演变为群体性行为。而伴随网络信息化的快

速发展，偶像崇拜进入到了新的高超，以典型饭圈特征为基

本社会形态的偶像追逐开始走入人们视野，偶像崇拜也从个

体行为逐渐演变为群体行为。资本市场在这一潮流趋势中抓

住时机，通过资本注入的方式推波助澜，以偶像文化和粉丝

经济为核心，进行资本创收。近年来电视台、视频媒体打造

的《创造 101》、《明日之子》等偶像养成节目，成为社会焦

点，在掀起了社会热潮的同时，也带动了饭圈文化的花样反

省。网络化饭圈行为的核心特征为网络在线应援，由此带动

的饭圈打榜、宣传、控评、反黑等，成为饭圈的基本社会参

与方式。

从社会文化发展角度来看，网络饭圈文化经历了从单纯

网络追星到资本化的社会生活形态的根本性转变，并逐渐演

变成一种从形式到内容都十分畸形亚文化，其过程中所造成

的社会影响不容忽视。近年来，饭圈文化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逐渐剧烈，大量的相关报道主要以负面报道为主。其中过度

应援、集资应援等浪费现象，教师课堂教学中向学生“安利”

偶像；饭圈内部互撕等问题，开始愈演愈烈，到了迫在眉睫

急需解决的阶段。

（二）泛娱乐化背景对饭圈文化的推波助澜

泛娱乐化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社会学家尼尔·波兹曼的

著作，主要是指现代媒体在市场化运营当中所采取的一种趋

势性手段，在营销中，现代媒体更多宣传消费主义、享乐主

义思潮来对过度消费的资本主义行为进行价值观美化，最终

在网络文化环境中形成过度娱乐化特征。在当前社会环境下，

国内泛娱乐化已经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社

交媒体所引领的社会风潮在构建泛娱乐化场景的前提之下，

也为饭圈文化扩大影响推波助澜。

其中较为典型的社会表现当属微博，微博作为一种公共

社交平台，其本身拥有的强大内容整合与信息分发功能，成

为现代网络社交的主要阵地，同时微博平台本身所具有的实

时性和互动性，也为饭圈文化的聚集提供了乐土。其中以微

博“超话”为代表的社交功能，为饭圈提供主要的交流场景，

而部分营销号则在饭圈文化传播过程中，通过发布明星八卦、

花边新闻等心音点击率，以“唯恐天下不乱”的姿态来炒作

热点，以牟取商业利益。整个网络环境中，有希望借助粉丝

经济实现创收的资本主体，有借助网络热度进行炒作宣传的

网络机构，也有不明真相被动参与其中的饭圈网友，在泛娱

乐化的环境当中，多方利益交织最终形成了内部环境极其恶

劣、社会负面影响极其严重的饭圈文化现象。

二、现阶段饭圈文化的主要行为特征

（一）语言暴力

语言暴力是饭圈文化行为最直接的表现，在偶像崇拜群

体化和网络匿名背景作用下，饭圈在进行网络社交中，常见

语言暴力彼此攻讦现象。主要表现为诋毁、辱骂、侵犯明于、

侮辱人格，这些语言暴力行为对他人正常生活带来困扰，甚

至造成对于他人的身心伤害。以微博泛娱乐化场景为代表，

常见的饭圈语言暴力主要集中在“捧踩”等方面，饭圈人员

通过比较方式，来展现自己偶像优势，同时利用语言来贬低

他人，并最终引发双方骂战。北京互联网法院于 2019 年发布

《“粉丝文化”于青少年网络言语失范问题研究报告》，其中显

示超 10% 的网络侵权人年龄低于二十岁。全年共计 1075 件

名誉侵权案中，涉及明星偶像案件数量达到 125 件，超 70%
为三十岁以下年轻人。主要侵权行为表现为捏造事实、侮辱

性语言、贬义指向性绰号等，由于网络监管的失位，这种情

况在泛娱乐化环境中愈演愈烈，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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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值观严重偏移

饭圈文化虽然是偶像崇拜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一种亚文

化现象，但是在社会泛娱乐化环境当中，已经逐渐形成了一

种基于畸形价值观引领的文化宣传现象，饭圈文化行为的价

值观与社会大众价值观存在显著差异甚至背道而驰，对于尚

未形成正确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社会青少年产生的不良影响不

言而喻。

饭圈文化对于明星本人以及明星所处的生活环境等的追

求达到了极高的境地，所带来的价值观偏移体现为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并最终造就了极端个人主义。网

络饭圈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饭圈的运作使得饭圈行为成为一

种集体性引领的价值观念失范，一些令人费解甚至令人发指

的饭圈行为，极大地冲击了健康社会文化精神。此前，《青春

有你 3》节目当中，明星粉丝为了进行偶像应援，选择购置

制定牛奶并进行倾倒的浪费事件引发了社会公众的集体愤怒，

这种为了追星而进行的食物浪费，不仅全然背离社会道德价

值，甚至是在挑战社会公众的底线。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发布

公告责令相关平台进行节目停播整改。

三、泛娱乐化饭圈行为产生负面影响

（一）青少年价值取向发生偏离

饭圈文化的畸形发展导致粉丝在处理矛盾冲突时，采取

的主要原则为“以偶像为中心”，偶像利益凌驾于一切之上，

这种价值观念的偏离不仅挑战了社会公共价值观念和公序良

俗，同时还会产生对于青少年群体价值观形成的负面影响。

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在接触到网络文化时会优先获取这些

信息，并受到饭圈粉丝的感召，参与其中。肤浅的价值观念

和流行文化导致青少年很难获取积极健康的文化，出现文化

认知和价值取向方面的偏离。

（二）助长青少年功利化思想

饭圈文化背后所隐含的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思潮，对

于青少年的思想影响较为强烈。其中偶像养成节目作为饭圈

文化的集合地，主打“素人明星”成长道路，青少年在这样

的文化影响当中，会产生对于明星的错误认知，希望自己能

够通过一夜成名的方式获得利益和社会认可。对于正处于学

习成长阶段的青少年，饭圈文化影响下他们内心将会更加浮

躁，功利思想影响更加强烈，进而导致青少年群体的行为逻

辑和行事方式发生严重偏移。

四、饭圈文化及其影响的社会治理策略

（一）强化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

政府参与泛娱乐化环境治理是最为行之有效、具有时效

性的治理手段。在当前饭圈文化环境之中，政府部门参与治

理主导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开展工作。

首先，政府部门应当针对饭圈行为失范现象进行监督管

理，采取切实可行的惩处手段针对恶意宣传炒作、网络骂战

进行管控。政府参与到网络环境净化当中，利用信息化技术

手段，强化饭圈监管。

其次，确立信息化平台管控模式，推进网络风险防范机

制的形成。政府部门可以借助 5G 技术、大数据技术等参与

到网络环境动态监管当中，针对网络饭圈信息源头进行追溯

性搜集。在监管系统当中，可以在敏感词追踪基础上，引入

人工智能分析手段，针对网络交流当中的骂战、隐性侵权等

行为进行分析，同时通过部门间数据共享，实现动态监管全

面落实。

（二）网络服务平台监管履责

网络服务平台在以往的监管层面存在缺失，是导致饭圈

行为难以被束缚的根本性原因，在饭圈治理的新格局下，网

络服务平台应当明确自身监管职责，对平台内部的饭圈行为

进行识别和监管。一方面，网络平台需要认真贯彻落实当前

清朗行动的相关政策要求，出台相应的自身管理机制，强化

内部监督管理，认识到饭圈文化所带来的种种危害，对内部

饭圈行为进行识别和遏制，针对为了炒作流量热度选择漠视

甚至推泼助澜的平台，应当对其进行严肃处理；其次，网络

平台应当加强网络宣传，利用文化宣传作用，帮助网民用户

了解饭圈行为的危害，认识到饭圈文化对于他人所造成的伤

害，引导建立网络公序良俗，发挥道德引导约束作用；最后，

网络平台应当及时发布饭圈行为现状，利用自身舆论优势针

对饭圈文化所造成的影响进行清除，降低饭圈行为所造成的

不良社会影响可能性。

（三）强化社会文化层面的引导作用

饭圈文化行为的核心节点在与偶像本人，偶像自身对于

粉丝群体的管控能力不足，未能做到正向引导，导致饭圈文

化越演越烈。在后续的饭圈文化整治当中，明星偶像应当参

与其中，发挥引导作用，正确引领粉丝行为，帮助粉丝树立

健康追星的基本认知。同时明星偶像需要提高自身的文化修

养，带动粉丝参与到文化学习当中来，打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社会宣传方面，应当强化网络媒体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

针对饭圈粉丝群体进行浦发宣传，帮助饭圈粉丝认识法律，

了解法律，杜绝参与违法犯罪行为。公共媒体、新媒体应

当肩负社会责任，杜绝参与到明星热点炒作、花边新闻、蹭

热度等行为当中，而是应当积极进行文化宣传，以正向价值

观作为引导，形成良性社会文化环境创建，打造健康的社会

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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