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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网红文化是一种新兴的网络流行文化#其对

网民尤其是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大学生价值观

的影响日益凸显% 习近平同志指出!,青年的价

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

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

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

'!(!1$青年大学生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力军#其价值观的

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复兴%

因此#探讨网红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

及其应对策略#对引导大学生养成正确的价值观#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4网红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要弄清楚一个概念的含义必须从内涵与外

延两个方面着手%-

'$(厘清网红文化的概念#亦需

科学揭示其内涵#准确把握其外延%

!)!4网红文化的内涵

目前#学界关于网红文化内涵的界定#尚无定

论% 一是基于传播学视角#认为网红文化是一种媒

介文化#是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出现而兴起的一种文

化形态#其,演进历程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迭代始

终亦步亦趋-#并,天然地带有媒介技术变革的发

展印记和特质-

'"(

% 二是基于文化学视角#认为网

红文化是一种亚文化#,是对2网红1作为符号的事

件&内容&议题观点&商品&广告&游戏等实际或虚拟

的消费#是消费社会与网络虚拟空间的结合-

'2(

%

三是基于综合视角#将网红文化看作,大众文化形

态与经济模式形态-的,综合体-#并认为其本质是

,一种现代意识的张扬#既包括文化启蒙的元素#也

包括文化建构的元素-

'*(

%

实际上#网红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泛

指,网络红人-以互联网为媒介#在网络空间中进

行的一切活动及其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的总和0

后者特指,网络红人-进行的精神活动及其产物

的总和% 本文所探讨的是广义的网红文化% 从起

源上看#网红文化是借助互联网兴起的一种文化

形态#是互联网发展到新媒体时代的产物#,正是

新媒体时代信息发布平台和传播渠道的新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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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这一阶段2网红1新的发展特点-

'#(

0从主

体上看#网红文化是,网络红人-借助互联网创造

的一种具有娱乐化&平民化&个性化&多元化等特

征的文化形态#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网络受众的

物质与精神需求0从本质上看#网红文化是一种亚

文化#,它们所包含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有别于

主文化#在文化权力关系上处于从属的地位#在文

化整体里占据次要的部分-

'1(

#是网络信息时代

人的实践活动对象化的产物% 概言之#网红文化

是,网络红人-以互联网为媒介创造的一种网络

亚文化#其产物包括,网红行为- ,网红事件- ,网

红产品-,网红地点-等%

!)$4网红文化的外延

外延反映事物的边界或范围% ,我们无法把

文化所具有的具体的分子一一指陈出来#唯一的

办法只能是根据其内涵来分门别类地列举其各个

组成部分%-

'$(因此#网红文化的外延可通过其类

别划分进行揭示% 从表现形式上看#网红文化包

括网红物质文化与网红精神文化0从内容属性上

看#网红文化包括政治主题型&经济主题型与文化

主题型0从依存平台上看#网红文化包括桌面型与

移动型0从传播载体上看#网红文化包括文本型&

图片型&音频型&视频型与综合型0从价值取向上

看#网红文化包括正面型&负面型与中立型% 由于

篇幅所限#本文主要从价值取向视角对网红文化

的外延进行简要阐述%

从根本上说#网红文化的多元价值取向#源于

亚文化与主文化之间的关系% 对此#有学者从亚

文化与主文化存在的差异程度着手#将亚文化分

为两种!一是,与主文化根本利益一致的亚文化%

在一定条件下#这种亚文化会被主导文化引导&收

编-

'+(

0二是,与主文化存在根本矛盾的亚文化%

如居于从属地位#在阶级社会中与统治阶级的文

化相对立的被统治阶级的文化-

'+(

% 但严格来

说#亚文化除了与主文化呈现出融合与背离两种

发展样态之外#其体系内部还存在着一个价值取

向模糊&价值立场摇摆&价值情感复杂&价值态度

暧昧的,灰色地带-%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思

想舆论领域大致有三个地带% 第一个是红色地

带#主要是主流媒体和网上正面力量构成的#这是

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决不能丢了% 第二个

是黑色地带#主要是网上和社会上一些负面言论

构成的#还包括各种敌对势力制造的舆论#这不是

主流#但其影响不可低估% 第三个是灰色地带#处

于红色地带和黑色地带之间%-

';(*$同理#亚文化

在其性质上也可分为三个地带#即与主文化相向

而行的,红色地带-&与主文化背道而驰的,黑色

地带-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

由是观之#网红文化可根据价值取向的不同

划分为正面型&负面型与中立型三种类型% 所谓

正面型网红文化#是指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

求相一致的网红文化形态#它往往与主文化相向

而行#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最具代表性的是

,网红外交官-#他们凭借坚定的政治立场&精深

的专业知识&深厚的文化底蕴,游走-于网络空

间#据理力争地回应他国质疑&坚定不移地讲好中

国故事&理直气壮地传播中国声音#在传播网络正

能量的同时营造了一个积极健康&向上向善&风清

气正的网红文化生态#从而不断丰富与壮大网络

主文化% 所谓负面型网红文化#是指不符合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并与之处于背离&对立&矛

盾状态的网红文化形态#且因散播负能量而对社

会进步与个人发展产生负面效应% 诸如凤姐&芙

蓉姐姐&T5天佑&莉哥&陈一发等,网络红人-所

创造的文化产物#在其性质上往往背离主流价值

导向#甚至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倾向% 若任其

肆意蔓延#便会对网络受众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侵蚀其内在精神#误导其外在价值行为% 所谓中

立型网红文化#即是偏离主流价值取向并游离于

价值红线之外的网红文化形态#具有模糊性&摇摆

性与易变性等特点#处于正面型与负面型网红文

化之间#或被,红化-&或被,黑化-%

$4网红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

为客观真实地揭示网红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

的影响#课题组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调研方式#

向各级各类在校大学生发放&回收有效问卷 ! ""%

份#并对调研数据进行了认真的统计分析% 结果

显示#正面型网红文化有助于推动大学生形成真

善美的价值追求&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人生价值

的评价与实现标准&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自信#中立型尤其是负面型网红文化对

大学生的价值认知&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价值行

为的消极影响不容小觑%

$)!4扭曲大学生的价值认知

价值认知是价值主体对价值客体的内涵&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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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地位等的感知&学习与总结% 科学合理的价值

认知有助于大学生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

,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

'!(!#+

#从而内化为自身

的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的价值行为% 相反#中立

型&负面型网红文化的滋生蔓延极易使大学生的

价值认知发生扭曲#继而不断模糊其对主流价值

的认知&消解其对主流价值的认同&阻碍其对主流

价值的追求% 当被问及,您如何看待王思聪等

2网络红人1在网络上的炫富行为.-时#选择,我

个人觉得无所谓#和我没有太大关系-的大学生

占比高达 #%)#+<0而选择,我很羡慕他们#不用为

了钱而奋力拼搏-者将近 !%<% 由此可见#在中

立型&负面型网红文化的干扰下#大学生极易出现

价值认知偏移或混乱的局面#甚至形成错误的价

值认知%

中立型尤其是负面型,网络红人-为获得更

多粉丝关注#通常以恶搞&戏谑&炫富&夸张等方式

展示自我#试图以此引起全民围观#营造一种全民

狂欢的氛围% 在此情形下#大学生容易沉迷于网

红文化所产生的,视听盛宴-中#过分追求,感官

刺激-#过度依赖,视觉表象-#从而在不知不觉中

扭曲了价值认知%

$)$4干扰大学生的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是价值主体对价值客体有无价值以

及价值大小的判定% 客观真实的价值判断有助于

大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选择% 但现实情况是#中

立型&负面型网红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容易

干扰大学生的价值判断%

一方面#混淆大学生的价值判断标准% 当被

问及,您认为判断正面型&中立型&负面型2网络

红人1的标准是什么-时#虽然超过 #%<的大学生

选择,伦理道德素质的高低-,政策法规素质的高

低-,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但

选择,粉丝量的多寡-,外表颜值的高低-,是否风

趣幽默搞笑-,是否多才多艺-者分别为 !%)$"<&

!%)"%<&$*)2%<&!+)*<% 显然#重流量&轻质量#

重颜值&轻素质#重娱乐&轻品位的中立型尤其是

负面型网红文化的,熏陶-#混淆了大学生的价值

判断标准#使其无法正确判断客体的价值%

另一方面#阻碍大学生的理性价值判断%

,评价及其标准本身有时是理性的&有清醒意识

的&合逻辑的#有时则是非理性的&潜意识或无意

识的&情感化的形式%-

'!%(!++理性的价值判断是生

成正确价值观的必然选择#但中立型&负面型网红

文化常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妨碍大学生的理

性价值判断#致使其将不应当看作应当&不合理看

作合理&不值得看作值得#混淆价值客体的应然与

实然状态% 调查显示#"")*"<的大学生对,辛巴

燕窝售假事件-做出了非理性的价值判断#其中#

!%)#<的大学生认为,追求经济利益无可厚非#挣

到钱才是王道-0!*);2<的大学生认为,网络平台

监管不力#不应对辛巴进行处罚-0#);;<的大学

生认为,未对消费者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可以原

谅-% ,网红文化生成于资本竞技的风口-

'*(

#资

本逻辑的束缚与驾驭往往使得,网络红人-在价

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徘徊#一旦价值理性缺席#

崇尚工具理性的负能量,网络红人-便借助互联

网的去中心化&虚拟性&隐匿性等特点#挑战道德

底线&触碰法律红线&跨越价值基线而,红遍-网

络空间% 久而久之#价值观尚未形成的大学生便

会被网红文化的逐利性所吸引#丧失应有的价值

理性%

$)"4妨碍大学生的价值选择

价值判断是价值选择的基础#价值选择是价

值判断的结果% 一旦中立型&负面型网红文化干

扰了大学生的价值判断#其价值选择也会随之偏

离正确的航向#缺乏科学性与合理性#渐趋功利化

与情感化%

一是使大学生的价值选择功利化% 随着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功利主义不断地渗透

到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此背景下#裹挟

功利主义价值观的网红文化极易对大学生的价值

选择产生影响#使其在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

辩证关系时丧失理性#导致价值选择失衡&失当%

当被问及,您喜欢下列哪些2网络红人1-时#选择

,戴建业-,7?K(酱-,全红婵-,华春莹-等正能量

,网络红人- 的大学生占比依次为 !%)"+<&

$;)+*<&2*)!!<&*;)+*<% 虽然绝大多数的大学

生能够在复杂的网红文化环境中保持理智#做出

正确的价值选择#但不容忽视的是#仍然有少部分

大学生的价值选择趋向功利化% 当被问及,您喜

欢下列哪些2网络红人1-时#")*"<的大学生选择

,辛巴-0#)#;<的大学生选择,王思聪-0!1)$$<

的大学生选择,办公室小野"美食博主$-0+)$<

的大学生选择,郭老师"土味主播$-% 如果大学

生经常沉溺于重个人利益&轻社会利益的负能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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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文化的盛宴之中#当其面临选择冲突时#极易

滑向功利主义的泥潭%

二是使大学生的价值选择情感化% 所谓价值

选择情感化#是指大学生在价值判断标准模糊的

情况下#依据主观情感体验进行的价值选择活动#

往往与非理性的价值判断存在内在同一性% 当

前#,网络红人-已成为网络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

群体#他们长期活跃在网络空间#并凭借独特的个

性深受大众尤其是大学生群体的喜爱% 调查显

示#!$)$#<的大学生是李佳琦等,网络红人-的

,忠实粉丝-% 不难看出#若长期沉浸于负能量网

红文化所带来的,感官快乐-#正处于价值观形成

发展期的大学生便会对其产生情感共鸣#以追求

个人情感体验为目的#渴望与,网络红人-建立某

种联系#并通过关注&点赞&评论等互动方式来寻

求情感认同#成为他们的忠实支持者#进而导致其

价值选择的情感化&情绪化#最终发展为价值选择

,失能-%

$)24误导大学生的价值行为

价值行为是价值主体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体

现出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它是人们价值观在

行为上的体现-

'!!(

% 负能量网红文化在扭曲大学

生的价值认知&干扰其价值判断&妨碍其价值选择

的基础上#进一步误导其价值行为#导致其知行不

一&行为失范%

第一#知行不一% 所谓知行不一#是指,一个

人在认知和判断上明确何为正当的&善的#但却在

实际行为中反其道而行之#即价值认知与价值行

为相悖逆-

'!$(

% 事实上#正确的价值观是价值认

知与价值行为的协同一致#但由于大学生正处于

价值观形成发展的关键期#一旦受到负能量网红

文化的影响#其价值行为与价值认知之间就有可

能出现一道,鸿沟-#呈现,知行相左-的样态% 当

被问及,当您在上网时无意中浏览到韩美娟"本

名韩佩泉$发布的视频#您会怎么做-时#只有

!2)%#<的大学生选择,内心非常抵触#选择直接

过滤掉-#而绝大多数的大学生认为可以浏览观

看#其中选择,觉得比较搞笑#会长期关注浏览-

,觉得就是纯属娱乐#可偶尔看看- ,感到有点厌

恶#但刷到了就看看- 的大学生占比依次为

2)"#<&#%)#<&!%)#+<% 可见#部分大学生虽然在

价值认知&情感&判断上对负面型网络红人的言行

,感到有点厌恶-#但在价值行为上却,刷到了就

看看-#从而陷入,明知故犯-&知行脱节的困境

之中%

第二#行为失范%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立型#

特别是负面型,网络红人-的价值行为往往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相悖#他们在经济利益

的推动下挑战道德底线&法律底线#做出违法乱纪

等行为#若任其长期存在于网络空间#极易诱使正

处于价值观形成发展期的大学生效仿#并逐步固

化为错误的行为习惯% 调查显示#!$)!!<的大学

生会经常模仿中立型&负面型,网络红人-的行

为#而偶尔模仿的大学生占比则高达 2$)1+<% 显

而易见#负能量网红文化的传播容易误导大学生

的价值行为#使其出现,行而不知-的怪象#最终

导致行为失范%

"4应对网红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消极影

响的策略

当前#中立型与负面型网红文化对大学生价

值观的消极影响日益凸显#不容忽视#需采取有力

措施应对% 具体而言#应以网红文化环境中影响

大学生价值观的四大因素为着力点#由内而外&由

微观到宏观加以系统施策%

")!4以网络素养教育为关键'引导大学生树立正

确价值观

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 大学生正确价

值观的形成#关键在自身% 因此#只有着力提升大

学生网络素养#引导其,科学&依法&文明&理性用

网-

'!"(

#才能激活正确价值观形成的内生动力#进

而促使其自觉抵制负能量网红文化的侵蚀%

首先#推进网络素养教育融入教材% 教材是

加强大学生网络素养教育的主要资源% 为此#一

要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理论性#增加网络

法律法规&网络道德规范&网络信息技术&网络心

理健康等方面的相关理论知识#使大学生掌握基

本的网络理论知识#提高网络认知能力0二要提升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针对性#根据不同年级的

大学生价值观形成发展特点与网络心理发展特

征#编写其容易接受与理解的网络理论知识0三要

注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生活化#将社会热点

问题尤其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网红事件融入教材

中#让理论贴近生活#从而引发大学生的思想共振

与情感共鸣%

其次#推进网络素养教育进入课堂% 习近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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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强调#办好思政课#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

道% 可见#课堂教学是提升大学生网络素养水平

的关键一环% 一要开设网络素养教育选修课#将

思政教育与素质教育相融合#运用多种方式方法

普及网络素养相关知识#引导大学生不断提高媒

介认知水平#树立正确网络价值观0二要充分运用

网络信息技术开设大学生网络素养教育在线课

堂#更新原有的教学理念#开创启发式教学#引导

大学生主动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

题-

'!2(""!

#使其在学习与思考的过程中提高辩证

思维能力#正确辨别正负,网络红人-#避免受到

负能量网红文化的影响%

最后#推进网络素养教育深入人心% 使大学

生将网络素养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是加强大

学生网络素养教育的最终目的% 其一#要提升教

育者的共情力% 马克思认为!,人作为对象性的&

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0因为它感到

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 激

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

量%-

'!*($!!可见#情感是连接教育者与大学生的重

要纽带% 所以#教育者在进行网络素养教育时情

怀要深#要从大学生的情感体验出发#以理服人&

以情感人#以此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 其二#

要提升话语的感染力% 话语是一门艺术#运用恰

当便会事半功倍% 推进网络素养教育深入人心#

必须提升话语的感染力#善用通俗易懂&生动活泼

的话语表达方式#巧用典故&案例&小故事等#不断

提高话语魅力#提升网络素养教育实效性%

")$4以培育正面网红为主线'引领网红文化向上

向善航向

正面网红是网红文化航向的引领者#是网络

文明传播的示范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

行者%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牢牢把握正确舆论

导向#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做大做强主流思

想舆论%-

'!2("!$为此#壮大网红正能量#需积极培

育正面网红#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

力传播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负能量网红文

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

一是要打造主流网红% 所谓主流网红#是指

主流媒体的记者&主持人&评论员等利用其职业特

性成为弘扬主流价值&传播正能量的 ,网络红

人-% $%!#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抢占媒体融合

发展先机#精准把握时机#首次推出,南方名记-

培育工程#通过多环节为此工程选拔人才#进而将

其打造成高素质主流网红% 这一举措为媒体行业

提供了借鉴% 因此#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光明

网等主流媒体应因势利导#把握好网红文化发展

的时度效#从树立媒介形象&凸显品牌特色&彰显

人格魅力等方面入手#着力打造主流网红#不断提

高其影响力与感染力#占据网络舆论引导的主

阵地%

二是要打造名人网红% 所谓名人网红#是指

医学界&科学界&教育界&文艺界&企业界等名人借

助网络媒介成为弘扬主流价值&传播正能量的

,网络红人-% 目前#我国已有钟南山&张文宏等

医学界网红#全红婵&杨倩等体育界网红#董明珠&

雷军等企业界网红#戴建业&张雪峰等教育界网

红#但其数量相对较少% 所以#应充分依托名人的

知名度#将其打造成名人网红#传播中国声音&讲

好中国故事&树立中国形象#壮大正能量,网络红

人-队伍#从而使其成为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网络中坚力量%

")"4以网络平台监管为重点'净化网红文化生产

传播载体

网络平台不仅是网红文化生产与传播的主要

载体#而且是,网络红人-与网络受众尤其是大学

生互动沟通的桥梁% 因此#消除网红文化对大学

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亟须在行政&技术&法律等

层面下大功夫#加强对网络平台的综合监管%

第一#要以行政手段为先导#压实网络平台主

体责任% 网信办&市场监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等应高度重视网红文化生态的优化#积极开展

,网红-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围绕广告宣传&付费

打赏&直播互动等主要环节#进一步加大监管整治

力度#对存在虚假宣传&夸大宣传&诱导消费的

,网络红人-依法依规进行查处#推进实名制身份

认证#提高网红准入门槛#严管微博&微信&抖音&

快手&淘宝等网红集聚地% 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可

利用行政手段严格监督互联网企业的自检自查自

纠#对其整改情况进行实时跟踪#对其整改结果进

行公开报道#使其明确自身主体责任#做到,守土

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

%

第二#要以法律手段为核心#完善网络平台规

范体系% 网红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诸多乱象#

与网络平台的非规范化运行密不可分% 换言之#

由于相应法律法规体系并不完善#网络平台在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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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驱动下往往能够钻过漏洞#在法律法规的灰色

地带运行% 目前#针对网络空间治理#我国已制定

并发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网络安全法+等 +部法律文件&)互联网信息服务

管理办法+等 !! 部行政法规&)网络信息内容生

态治理规定+等 !* 部部门规章#这为网络平台监

管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但是#由于网络技术&

文化与生态的快速迭代#新的法律漏洞在不断出

现#这就要求相应的立法&执法&司法机制的迭代

速度与之相匹配#及时将实践中已经验证的政策&

办法&行规等措施上升为法律法规#力求做到依法

办网&依法管网#避免网络平台成为,传播有害信

息&造谣生事的平台-

'!2("%#

%

第三#要以技术手段为辅助#监测网络平台信

息动态% 以技治技#是净化网络平台环境的重要

举措% 一方面#可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

块链&云计算&:_等关键核心技术对网络平台的

流动信息进行全方位&全天候的实时监测#通过数

据监测&数据收集&数据分析等环节科学洞悉网红

文化的发展走向#准确把握网络受众对网红文化

的关注点#为网红文化治理方案的制定提供数据

参考#实现精准施策0另一方面#应充分运用上述

关键核心技术对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等

网红文化的集散地进行重点监测#依托网络舆情

预警技术对负能量网红文化进行分级预警#并利

用过滤技术及时对负能量,网络红人-的账号进

行禁言&注销#同时及时删除负面评论等信息%

")24以规范资本运作为抓手'促进网红文化产业

健康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本市

场逐渐成为文化产业的,助推器-% 资本持有者

为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抢占网红文化发展先

机#通过开展多种资本运作管理活动#催生出以

,网红3平台3

T5N

3粉丝3商家-为核心的网红文

化产业链% 因此#要实现网红文化产业持续健康

发展#必须以规范资本运作为抓手#找准切入点&

把准着力点%

一是以严格审查为切入点#规范资本运作%

投资与融资是推动网红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资本

运作方式% $%!1 年#艾瑞与微博联合发布的)中

国网红经济发展洞察报告+对网红经济的投融资

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在直播平台&社交媒

体平台&短视频平台等网红经济承载平台迎来融

资热的同时#大量T5N机构和网红经济产业链中

各环节也得到了投资机构的青睐% 除 _U9资本&

经纬中国等大型投资机构外#中小投资机构也纷

纷入局#抢夺产业链条中的新兴市场%-

'!1(在这种

情形下#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中国

人民银行等部门应以)反垄断法+ )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等相关政

策法规为指导#加大对网红文化投资&融资机构金

融服务的审查力度#重点查清其资金来源与用途#

实现对网红文化投融资机构的过滤与筛选#使不

合格的机构退出市场#规范其投融资行为#从而在

最大程度上规范网红文化产业链条中的资本运

作#营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

二是以社会效益为着力点#规范资本运作%

习近平同志强调#在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

要,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

% 因

此#网红文化投资&融资机构应以此为根本遵循#

始终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社会效益

优先的原则#对所注资的网红及其团队&T5N机

构等进行全方位&多角度考察#严格把关#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筛选,网络红人-的标准#以

资本力量推动正能量,网络红人-的发展壮大#使

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者和弘扬者#

避免资本沦为负能量网红文化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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