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发分享文章就能赚钱，1分钟赚 1
元，躺着月入万元。”这样的广告语在每个
人的朋友圈都有可能出现。

记者通过微信及相关APP平台，搜索
“转发文章”，能够搜到很多此类转发任务平
台公众号。认证为“厦门某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的转发类公众号中，有“开始赚钱”“新手
学堂”等功能，点击“开始赚钱”，会跳转到第
三方页面，需要用户用手机号注册登录。

在多款任务平台转发页面，记者发现，
转发文章不外“健康”“育儿”“风水”“情感”
等类型，每篇文章都有转发及浏览收益，从
0.01元到0.06元不等。

厦门这家转发平台客服人员介绍，用
户将文章分享到朋友圈后，只要有人阅读，
系统会自动统计阅读量，每次有效阅读，用
户可以获得0.03元至0.05元，如果有人再
次转发的话，阅读提成也同样分给注册用
户。用户还可以招收徒弟，当徒弟分享文
章时，每次收入提现成功时，会有提现金额

的20%作为初始客户的下线提成。
不难发现，转发平台上的每一篇文章

末尾都植入了广告。而那些链接在鸡汤文
中的广告，也会视文章内容而定，比如健身
类文章，头尾部的广告就会是丰胸、减肥等
等。同时，这些鸡汤文的尾部都带有产品
推广链接，只要点击进去，就会看到相应产
品的功能介绍和购买链接。

“大多数广告都带有色情性质，只要给
钱，啥广告都可以投。”鸡汤文转发平台内
部人士说。

一篇“上班族经常感冒需要减减压”的
养生文章内，植入大量广告，图片上的女性
性感暴露，配文挑逗露骨。“艺校女生被潜
规则”“17岁女友被囚禁当××”。点击进
入后，则是一款男性保健用品的广告，当中
的康复感言类似于色情文章。

同样在一篇转发10万+的新闻视频文
章内，植入了大量的色情广告，点击进入
后，发现是一款保健内裤的广告。

经过对比发现，在淘宝上几十元包邮
的减肥茶、减肥胶囊、保健内裤等，同品牌、
同规格产品在朋友圈里可以卖数百上千
元，价格相差十倍以上。

前述转发平台的负责人称，目前转发
平台广告大多针对丰胸减肥、男性保健等
产品，这些产品都有虚假宣传的嫌疑，因此
这些产品在正规平台投放不了广告。

转发平台也会对广告有所顾忌。一转
发平台负责人透露，例如有广告主要宣传
癌症药，告诉人家几个疗程就能治愈，这种
广告就不做，相对风险大，“几十块钱的东
西对外卖几千，我们也不敢接”。

记者以投放广告为由联系了多家转发
平台，工作人员均表示，不需要对记者的产
品进行提前检测，即使不在同一城市，也可
交钱直接上广告。对于产品质量，一位平
台负责人表示，“不会检验你产品的真假，
因为鸡汤文广告本身就有打擦边球嫌疑。
只要产品不害人害命，别的都没事”。

转发文章“躺着月入万元”？“只要给钱，啥广告都可投”

4月 12日，记者联系一家名为“微转淘
金”的转发平台，该平台位于北京通州北关
桥附近一小区内的三室一厅房间内。

该平台负责人王业武自称做茶生意，
“微转淘金”只是公司的一款产品。他把这
个平台当作赚钱的“机会”，“要是想挣钱就
要进行一些规避。就像保健品，正规平台
不可能随意夸大宣传”。

王业武的名片显示为问山问水（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自称创办了中国茶
道网。而此网站地址正是“微转淘金”的通
州办公地点。“‘微转淘金’主要接一些不能
在正规平台投放的保健品广告。”王业武介
绍，该平台广告主要按三种方式付费，一种
是按文章点击量，通过文章将广告转入到

产品页面，0.5元每次；二是按阅读量，把产
品写在文章里面，加入产品和个人QQ微信
号，一次阅读0.35元；还有一种是留电，广
告上会让消费者留电话，平台再以每个电
话60元卖给商家。

王业武解释，平台上有个系统，广告主
和平台方都能看到，阅读者每天留了多少
电话都有登记。广告主让对方留电话，也
有噱头，“送些小礼品，对方就会主动留下
电话、住址，广告主把这些信息收回来，再
给对方打电话进行主动营销”。

在“微转淘金”平台，王业武把保健丰
胸美容产品归类到高风险广告，每点击一
次，广告主需付0.5元。广告主通过预付费

“充值”方式交费。比如某保健品广告一个

月的预算是5万元，广告主就先充值5万，然
后按文章点击量消耗，等消耗完了再充值。

按照王业武给出的数据，如果碰上10
万+的阅读文章，一篇鸡汤文的广告费就达
3.5万元，除去转发平台每点击一次0.01元
至0.06元的成本，一篇10万+鸡汤文，转发
平台赚3万元左右。

王业武称，“微转淘金”平台除了减肥、
保健品广告，还有风水类的貔貅及高仿手
表广告，这些出现在电视购物上的广告，如
今都转战到了微信朋友圈。

有转发平台负责人坦言，想赚钱，就要
打擦边球，一些类似“微转淘金”的平台还涉
及传销，转发文章按照倒金字塔结构逐一分
成，越往上层的用户拿到的分成就越多。

非正规平台的生意经

一位转发平台的内部人员介绍，转发
平台最初的兴起就是面对微信群体，伴随
着微信的发展而泛滥。“去年底，转发平台
业务量达到高峰。伴随此现象，微信方面
的封号屏蔽力度也开始加大。很多积累到
大量用户的转发平台都开发了APP，或是
通过公众号转入第三方链接来规避。”他
说。

“朋友圈的干扰越来越多，只能说明这
里面有问题。”网络安全人士表示，目前的
转发平台，类似互联网时代的个人站长，手
法也比较接近，有很多小站，扒其他网站的
内容，稍加修改后向外宣传，达到一定流量

之后，去换广告。“现在对于这类APP的监
管，已不仅仅是漏洞，而是空白。程序本身
不违法，但利用程序干违法的事儿，却很难
监管。”这位网络安全人士表示。

记者注意到，2016年3月10日，微信公
告称，将对“转发赚钱、刷分刷榜类”的诱导
行为进行处罚，处罚形式包括删文、限制账
号部分能力或封禁账号等。对此，微信团
队回复称，“很多转发平台所进入的均是外
部链接，微信有相应的管理规范，主要的措
施还是依据用户举报”。

而对于存在的虚假违规广告，微信团
队表示，对于此类恶意广告在微信中的出

现，微信也是受害者。
据一名工商系统人士介绍，针对朋友

圈的广告监管确实为空白。目前，工商能
做的也就是提示风险。该人士解释，微信
等网络交易行为隐蔽，不能提供发票等相
关证据，一旦出现投诉，兜售产品的一方可
以随时消失，让监管部门无法找到当事人。

该人士建议，对于微商可通过消费者
举报和线上线下一体化管理，重点从商品
及服务提供者是否具备相关资质，是否发
布虚假宣传信息，是否涉嫌传销等方面开
展日常监管。

（新京）

无序的市场与监管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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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广告傍上鸡汤文朋友圈有偿转发
1至6分钱一条，鸡汤文背后专人运作，已成转发产业；工商人士建议对微商线上线下一体化管理，严审资质

每天早上起来打开微信，总会发现
朋友圈被各式各样的鸡汤文刷屏。标
题往往是这样的：《生活的坑往往是自
己挖的》《给对将来感到不安的你》，抑
或是以专家学者口吻告诫你：《姑娘
啊！可长点心眼》《人生不得不提的30
个忠告》《这五种食物千万不能吃》……

令人想不到的是，微信好友们转发
的这些文章，是在为别人赚钱，鸡汤文
背后暗藏着获利丰厚的“转发”产业链。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鸡汤文大多由
专门的微信公号或者APP等转发平台进
行分发，注册人员再通过转发此类附带
广告的文章来获取分成，每转发或点击
一次可赚1到6分钱；一篇10万+文章，转
发平台可获得3万元左右的灰色收入。

鸡汤文除了制造垃圾信息，内置的
广告还会给网友带来误导，甚至是骗
局。网络安全专家指出，朋友圈鸡汤文
逐渐取代电视购物，成为劣质保健品、
假冒伪劣药品、减肥丰胸类产品的营销
渠道。由于缺乏监管，虚假夸大广告效
果，其产品质量甚至会更差。

27岁的东北女孩宋瑜（化名），备
受家人转发的养生帖、鸡汤文困扰。在
她父亲的朋友圈里，整日被《人生要交
的四位朋友》《枸杞搭一物，胜吃唐僧
肉》等文章刷屏。

去年6月，宋瑜的父亲申请了微信
号，之后每天都会给她转发大量的养生
和心灵鸡汤文章，最多一天二三十条。

“他不仅单独发给我，还每天发朋友圈，
觉得有用的他就转。”宋瑜说。

但宋瑜想不到的是，父亲的热心肠
转发可能是在替别人“挣钱”，更有可能
会害人。

2015年 3月，据《南方日报》报道，
广东的老刘在网上花 1760元，买了一
种“血钻野燕麦”的男性保健品。服用
之后，老刘接到骚扰电话。不断有“总
监”“院长”等人物，以治病为借口让老
刘买各种乱七八糟的药物；而后出现的

“消保委人员”“财务人员”等角色，则说
前面“出场”的人有问题，称给老刘补
偿，但要其交税。

就这样，短短几个月，老刘汇了14
笔款，共计54万多元。然而，保健品一
点效果都没有，最终老刘报警。警方经
过两个多月调查，在广西南宁一举捣毁
这个诈骗团伙，共抓获17人。据悉，为
了骗老刘，诈骗团伙先后出动了8人。

“血钻野燕麦”的骗局还在继续，而
他们可能正隐藏在鸡汤文当中。4月
18日，记者在两家不同转发平台的文章
下方广告链接中，找到两个宣称免费领
取的商品。其中《这样减肥，10人有9
人成功》文章下方链接的正是上述被曝
光的“血钻野燕麦”，广告宣称“进口阿
拉伯，瞬间坚挺，服用20到40天，能持
续生长4-7厘米”。

记者在广告页填写了电话、住址之
后提交。次日，客服打来电话称，商家
从武汉邮寄两盒产品，需要邮费及材料
费共计200元。4月21日，记者收到了

“血钻野燕麦”，包装盒上写有代收200
元。快递人员表示，商品寄过来的邮费
已经付清，为18元。

“血钻野燕麦”的外包装上则用小
字标示“压片糖果”，制造商为广东省的
一家生物科技公司，采用的则是食品生
产许可证号。通过国家食药监官网查
询得知，该企业食品生产许可证号仅为
生产糖果。

猎豹移动安全专家李铁军指出，上
述付邮免费送实则是陷阱，消费者所付
费用远远高于邮费及商品价值。此种
广告通过微转平台传播，平台利用转发
文章或者广告链接分成诱导网友在朋
友圈大量转发虚假广告。

鸡汤文刷屏背后
暗藏虚假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