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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科院专家解读“饭圈”现象——

运动员需要站稳立场
今年全国两会期

间，“体育饭圈”成为
高频热词之一。包括
刘国梁、李晓霞、杨
扬、陶璐娜在内的不
少体育界代表委员针
对“饭圈”乱象建言发
声。近期，本报记者
专访了上海社会科学
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金方廷，从现象、
平台机制、治理逻辑
等纬度，解读“饭圈”
现象的由来和发展。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程超

VSVS金方廷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东方体育：我们如何去定义“饭
圈”？它的表现形式与传统追星行
为有何本质区别？

金方廷：在当今时代，我们将高
度组织化、行动迅捷的粉丝群体活
动称为“饭圈”，英文用“Fandom”
（或称“粉都”）一词来描述。“饭圈文
化”的兴起，根植于互联网媒介的发
展。娱乐圈内早已有狂热追星现象
存在，然而，由于缺乏高效的互联网
生态，粉丝们难以形成有序组织，其
行动效率受限，且极端行为不易迅
速传播开。

媒介生态的变迁，尤其是移动
互联网的普及，催生了饭圈文化的
诞生。这一环境下，追星行为呈现
出鲜明的圈层化特征。饭圈内部构
建了一套高效的信息流通与内容创
作机制，不仅加速了资讯的共享，还
赋予了群体更为积极主动且强势的
线上动员能力。同时，基于不同观
点的圈层间频繁交锋，成为了饭圈
作为新型社交模式所展现出的常态
景象。

东方体育：巴黎奥运后乒乓球
项目吸引了大量粉丝的涌入，他们
追体育明星的心理动机是？

金方廷：国家队运动员作为国
家的代表，肩负着为国争光的使命，
这使得粉丝在追星的过程中，往往
认为自己追求的是更高尚、更正当
的对象。这种心理成为了一种自我
认同的叙事，使得粉丝在追星的同
时，也融入了爱国情感。

从粉丝心理角度来看，他们想
要参与文体活动，体育明星往往成
为他们选择的结果。追逐关注体育
明星，他们往往会从明星的个人化
角度出发，既可以表达情感，又可以
享受“嗑 CP”的乐趣，达到多重效
果。

东方体育：您认为社交媒体对饭
圈产生了怎样影响？

金方廷：平台的迭代无疑起到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技术的不断演
进，社交媒体平台的功能日益丰富，算
法愈发精准，这无疑为用户提供了更
为便捷、高效的社交体验。但与此同
时，平台的一些功能板块和实际运营，
也加剧了饭圈文化的非理性行为，使
得网络空间充满了更多的喧嚣与纷
争。

以微博为例，它兼具广场式的公
开性与小圈层的私密性，这种特性使
得用户容易因关注和算法推荐而被束
缚在兴趣的小天地里，形成信息茧房
效应。同时，平台还设立了以超话打
榜为核心的数据竞争机制，本质上都
是为了吸引和维持流量。不同圈层与
社群之所以热衷于参与超话打榜，一
方面源于对数据排名的渴望，另一方
面则出于争强好胜的天性。原本井水
不犯河水的各个群体，因为使用同一

平台而产生了比较心理。加之营销号
的煽风点火与平台算法的精准推送，
不同圈层间的碰撞愈发激烈，从而引
发了更大规模的流量争夺战，这无疑
诱导了粉丝的非理性行为。

然而，当我们深入剖析粉丝行为，
并将其置于平台语境下考量时，这些
行为似乎又变得合乎情理。粉丝追求
数据、渴望在打榜PK中胜出，这是他
们的根本动力。当用户共享同一平台
时，那些过去未曾留意的人群与事件
都会跃然眼前，让一些看起来特别非
理性行为更容易被外界捕捉到。

东方体育：2月7日，微博出台关
闭运动员超话举措，在您看来这对整
治不良饭圈文化有何作用？

金方廷：该举措的最终效果目前
尚难以准确评估。从短期来看，这一
取缔措施显得颇为严厉，其实际效用
有待时间检验。但从长远视角审视，
除了平台之外，如果不去遏制那些蓄

意制造话题、煽动对立情绪的自媒体
和网络大V，其根源性问题难以一蹴
而就地彻底解决，存在死灰复燃的潜
在风险。

这背后深层次机制在于，社交平
台往往会通过提供流量扶持等回馈手
段，与KOL或自媒体之间形成紧密的
经济利益关系。这种互利互惠的机
制，正是导致此类账号存在的原因。
粉丝群体往往因担忧不良自媒体挑动
话题而影响到偶像的数据表现，从而
陷入一种既深恶痛绝又不得不被动参
与的尴尬境地，形成了不良的连带效
应。

我个人认为若要从根本上整治不
良饭圈文化，未来的工作重点应当聚
焦于深度整治这类蓄意制造话题、煽
动对立情绪的自媒体和网络大V账
号，切断其背后的经济利益链条，进而
为体育领域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更为
清朗的网络环境。

东方体育：您如何看待体育明星
商业化行为？

金方廷：目前，大环境导致一旦某
个人的关注度高度集中，形成庞大的
流量，其商业化便成为必然趋势。对
于体育明星而言，他们独特的魅力和
广泛的受众基础，无疑成为了广告商
和公关团队眼中的“香饽饽”，极易被
转化为商业资源。当运动员的关注度
达到一定规模时，商业化便如影随形，
成为他们职业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
体育明星与娱乐明星在商业化路

径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娱乐明星可以
通过贩卖颜值、提供娱乐内容来获取
价值，而体育明星则更多地依赖于他
们在赛场上的表现。这种差异导致了
公众的期望与运动员自身追求之间的
视差。

运动员往往被赋予了更多的解读
和阐述空间，成为粉丝情感投射和身
份认同的核心对象。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形象，也无
法阻止粉丝的过度解读和商业化行
为。因此，运动员在商业化进程中面
临着不少挑战和困境。

东方体育：运动员该如何平衡竞
技体育与他（她）的商业价值？

金方廷：这是当下争议比较多的
地方。一部分人认为，运动员应专注
于赛事，保持体育的纯粹性；而另一部
分人则主张，运动员应成为粉丝参与

性文化中的核心对象，发挥其商业价
值。这种观察角度和人物角色的定位
差异，反映了社会对体育明星多元价
值的认知分歧。

尽管人们看待同一人的眼光各
异，甚至在某些传播链条中被不同方
式利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竞技体育的
纯粹性与商业价值之间存在绝对矛
盾。关键在于，运动员及其团队需要
具备清醒的意识，明确自己的职责和
定位。

东方体育：我们发现在整治措施
上平台以封禁账号为主，这类“末端治
理”为何难以根除饭圈乱象？

金方廷：平台一方面需要粉丝社
群提供流量，另一方面又要对其进行
整治，这两个目标在本质上是相互对
立的。这种暧昧的关系使得平台在整
治饭圈乱象时显得力不从心。短期内
粉丝的审美和行为习惯难以发生根本
性变化，除非有新的媒介技术出现，如
抖音、小红书等平台的算法和规则，相
对而言更能够对这类行为进行有效引
导和控制。

东方体育：目前，中国乒乓球协会
出台了文明观赛倡议等措施，您怎么
看待？

金方廷：线下赛场追星行为是体
育饭圈问题暴露得最为明显的领域。
相较于线上单一社群的传播，线下赛
场的极端球迷行为更容易引起外界的
广泛关注和讨论。因此，线下层面理
应成为整治饭圈文化的直接切入点。
通过有效应对线下层面的问题，形成
良好的观赛氛围，可以为后续整治线
上体育饭圈文化提供参考和借鉴。

我认为最理想的状态是饭圈文化
能够通过外界的压力形成一种自我约
束，意识到自己不理智的行为会给运
动员带来负面影响。成熟的粉丝群体
应该具备自治能力，能够自觉遵守观
赛规范，维护良好的赛场秩序。然而，
由于体育饭圈发展时间较短，仍处于
热情高涨期，或许粉丝群体尚未充分
认识到自我行为约束的重要性。中国
乒乓球协会出台的文明观赛倡议等措
施，正是从外部提出一种声音，引导其
形成自我约束和规范。

体育饭圈
与粉丝心理

平台机制助推极端饭圈化行为

体育需要市场助力 运动员需站稳立场

治理的关键
在于正确引导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在“部长通道”回应社会关切

全国政协委员刘国梁在全国政协
十四届三次会议体育界别小组会议上
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