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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投票乱局与治道变革

王平，孙豪，余文砚

（安徽大学 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３９）

摘　要：微信投票作为新生事物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结合现实案例，对微信

投票的产生发展过程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微信投票具有“三赢”特质，在商家、参赛者以及投票者

的三方促进下，从无到有，获得了迅速发展，但由于缺乏有效管控，在“制度之过”和“文化之错”的

合力作用下，微信投票过程中的各种低质量投票、虚假投票以及网络欺诈比比皆是；建立在人情交

往基础上的拉票活动，裹挟了社会公众的正常生活，让大家闻“投”变色；建立在金钱交易基础上的

刷票活动，不仅破坏了社会风气，还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构成梗阻；应该从制度层面对微信投票

的乱局进行规制，健全管理体制和网络监督体系，对投票活动从发起到结束都进行全面监督；努力

改变商家、参赛者和投票者的思想观念，让商家致力于把微信投票打造成高品质的营销渠道，对参

赛者进行科学引导，准确理解“人生出彩”的时代意蕴，不以投票来培养孩子的虚荣心，让投票者及

社会公众学会多种人情表达方式，对不合理的拉票坚决说“不”，培养良好的微信投票风气，让微信

投票发挥推动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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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ｕｓｈｔｉｃｋｅｔｓ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和智能手机的迅

速普及，微信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颇受欢迎的社交

工具。通过微信保持沟通顺畅，通过微信朋友圈实

时关注亲友动态、了解新鲜资讯以及通过微信投票

成为“网红”或者成为“粉丝”。但其中风靡一时的

微信投票，出现了太多的负面内容，比如人情投票、

虚假投票以及网络欺诈，已然构成微信投票的乱局

和怪状，消解了微信投票的正面作用，干扰了人们

的正常生活，亟需整体性的治道变革。

关于微信投票乱局及其治理，已经引起了学术

界的关注，多位学者从不同方面揭示了微信投票乱

局的现象和本质。范德洲认为，拉票原本是依托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一原则发动广大群众参

与投票，也是确保比赛公正的一种体现，但是现在

的微信投票，尤其是“红包拉票”“花钱买票”等不当

行为，严重损害了各类评比的公正与公平，甚至造

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影响［１］。曹玲玲从未成

年人教育的角度，着重指出当前朋友圈广为流行的

“儿童票”会给未成年人的成长带来明显的弊端，这

些投票将孩子推到了社会舆论的中央，让孩子误以

为这才是生活的重心，而且这种盲目攀比人气的风

气也会给孩子的价值观造成严重的误导［２］。伊一

芳认为，如今的微信拉票背离了公开、平等的初衷，

在人们忙得不亦乐乎的同时，却让朋友圈变了味，

更伤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３］。

已有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微信投票乱

局的治理方式。曹玲玲认为，针对当前的微信投

票乱象，需要相关单位制定出台一些制度来切实

规范这种不良“微信营销”，使微信投票活动有规

可循，同时也要呼吁广大消费者谨慎参与这种活

动［２］。陈华洲等则是从底线思维的角度，认为有

必要将底线思维引入到包括微信投票在内的网络

空间治理中去，比如加强信息准入机制、提升网民

责任意识和媒介素养等［４］。在上述研究的基础

上，本文结合微信投票的发展现状，对微信投票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并研究探索微信投票

乱局的解决方案。

一、微信投票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使用微信的民众，都或多或少接触过

形形色色的微信投票。熟人或老乡群、同学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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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乏让你帮助给他的亲朋好友拉拉票者，朋友圈也

经常被各类投票活动和拉票信息刷屏，为什么微信

投票如此火爆，这还要从微信本身谈起。

（一）微信与微信投票

微信（ＷｅＣｈａｔ）是腾讯公司于 ２０１１年 １月 ２１

日推出的一个为智能终端（如智能手机和电脑）提

供即时通讯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除了即时通讯

服务外，微信还能够通过设置朋友圈和微信群，与

朋友一起分享新鲜资讯。由于微信的强大功能，且

又是“免费的午餐”，其使用人数也就越来越多。

微信投票，一般来讲，是指某个微信公众号，面

向大众推出的投票活动。有的会让你先关注其微

信公众号才能投票，有的则无需关注也能投，但后

者比较少。举行投票活动的目的是让更多人知道

和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让商家快速扩大知名度，

也就是所谓的“涨粉”。由于投票门槛低，操作简

单，且比赛的获胜者一般都能获得丰厚奖品，因此

微信投票活动非常容易博取大众的关注。

（二）微信投票的现状

为了能对微信投票有一个全景了解，本文运用

４Ｗ１Ｈ分析方法多维度剖析微信投票的现状。

１．Ｗｈｙ———为什么会出现微信投票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微

信投票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兴盛，同样逃脱不了历

史规律的运行逻辑。质言之，微信投票如此火爆，

其背后存在三种利益机制的互动与促进。第一，微

信投票的始作俑者是作为活动主办方的商家。商

家为了利用新媒体技术营销自己，迅速增加粉丝

量，从而设计一个符合其所要推销的产品或服务的

投票主题，并安排丰厚奖品吸引参赛者。只要能够

吸引足够的参赛者和投票者，在“眼球经济”的时代

背景下，商家就能够赚个盆满钵盈。且相比广告宣

传，微信投票这种营销手段成本低、效果好，能使商

家的知名度迅速提高，因此很多商家都乐于选择这

种方式。第二，微信投票的驱动力是参赛者。参赛

者为了在投票中赢得好名次，满足自己的成就感和

面子，同时也是为了获得丰厚奖品，千方百计地发

动亲朋好友参与投票。在投票初始阶段，参赛者发

动的亲朋好友人数并不多，拉票的言行还相对克

制。及至投票进入白热化阶段，参赛者往往也处于

情绪亢奋状态，甚至不惜成本（经济成本如大发微

信红包、人情成本或曰人情消费如再三恳求熟人帮

忙投票）、不择手段（如通过水军买票）的拉票。第

三，微信投票的主力军是投票者。投票者之所以常

常不遗余力地进行投票，也有自己的利益考量。最

直接的利益是经济利益，一般参与微信投票，都能

或多或少从微信群里抢个微信红包；最根本的利益

则是人情利益，只要按照程序帮助参赛者投票，截

个屏，参赛者就要在群里发表一番“感恩戴德”的

话。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的“合力”作用，微信投票就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了。

２．Ｗｈａｔ———什么事要使用微信投票

微信投票的用武之地早已延伸到“三百六十

行，行行皆可用”的地步。换句话讲，只有想不了的

“票”，没有投不了的“票”。打开朋友圈，手指随便

一划就能看到类似信息：为“十佳毕业生”投票，选

出某地“最美店小二”，为“２０１５年度赛车行业最佳

雇主评选”投票，选出“十大进步家庭”等。为什么

微信投票几乎没有边界限制？无非是两个原因：其

一，“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士农工商服务业，

每个领域都可以开展纵向比较，分出个“状元”“榜

眼”和“探花”。其二，“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商家”。

商家为了吸引眼球，拓展本行当的营销渠道，千方

百计地使用微信投票大涨人气。

３．Ｗｈｅｒｅ———在何地可以使用微信投票

微信投票是新媒体的产物。只要有网络和微

信客户端共同存在的地方，就可以使用微信投票。

随着无线网络覆盖范围的不断增加，以及运用智能

手机的人数愈众，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运用微信客户

端进行投票。教室、办公室、工厂、娱乐场所、酒店、

家庭以及各种交通工具中，都能发现专注于微信投

票的民众。

４．Ｗｈｏ———何人使用微信投票

截至２０１６年第一季度末，微信每月活跃用户已

达到５．４９亿，用户覆盖２００多个国家，各品牌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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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公众账号总数已经超过８００万个。由于微信用户

众多，导致基于智能手机的微信社交网络，已经成

为人们获取新闻资讯的第二大渠道，渗透率超过了

电脑和电视。此外，超过九成微信用户每天都会使

用微信，６１．４％的用户每次打开微信必刷“朋友

圈”，半数用户每天使用微信超过１小时。在年龄

方面，微信用户平均年龄只有２６岁，９７．７％的用户

在５０岁以下，８６．２％的用户在１８～３６岁之间。在

职业方面，企业职员、自由职业者、学生、事业单位

员工是比例最多的４类职业，上述４类微信用户的

比例总和达到了九成。相对来讲，这些群体接受新

鲜事物的速度快，参与新鲜事物的劲头足，从而构

成微信投票的主力。

５．Ｈｏｗ———如何看待微信投票的积极作用

微信投票如火如荼发展，并一度受到社会大众

的普遍欢迎，从根本上讲源于它具有不可忽略的积

极作用。第一，就商家而言，微信投票能够起到增

加粉丝和宣传品牌的作用。增加粉丝意味着获利，

宣传品牌意味着出名，这两者都是商家的直接追

求。第二，就参赛者而言，微信投票为自己提供了

一个实现需求体系的平台。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

次理论，人有５种需求，分别是生存、安全、情感、尊

重和自我实现。微信投票平台，对上述５种需求层

次，都有裨益。参赛并获得丰厚汇报，有助于实现

生存的需求；参赛的过程中，有很多亲朋故旧帮自

己投票，“好人缘”让自己有安全感和情感归宿了；

参赛的过程中，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以

及通过参赛最终名列前茅，能够让参赛者更有自信

心，从而获得自我尊重和自我实现的幸福感。第

三，就投票者而言，通过投票可以发现“身边的明

星”，从而能够产生见贤思齐的内生动力。此外，通

过投票，还能够积攒人情，有助于构建和谐的人际

关系。

二、微信投票的异化及怪状

　　微信投票本来是一件“三赢”的事物，却在实践

中走样和异化，出现了诸多怪状和乱局。

（一）信息不对称视角下的模糊

投票

投票是通过研究和甄别，把最适合者推选出

来。因此，投票者所需具备的一个基本素养，是拥

有相关知识和背景信息从而能够真正起到判别与

遴选的作用。然而观察当下盛极一时的微信投票，

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视角下的模糊投票问题。所

谓模糊投票，是说投票者不能了解或者不愿了解参

赛者的相关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不加甄

别地为既定利害关系人投票。比如，我们不懂医

学，却要参加“全市最美接种医生”投票；我们不懂

设计，却要为“最美封面设计”投票；我们不懂广告

制作，却要为“最佳创意广告”投票；我们根本没有

了解某人的能力和才艺如何，却要为她评选“优雅

女神”投票。显然，模糊投票的存在，使得微信投票

的有效性①大打折扣，也扭曲甚至玷污了“投票”这

个词汇。

那么，模糊投票为什么大行其道呢？一是从举

办微信投票的商家来讲，“投票”不过是一个拓展营

销渠道的载体，越热闹越好。既然是图人气，自然

就不会设置门槛———要求投票者获取最基本的相

关知识和背景信息。二是从参赛者来讲，自己本来

就是普通老百姓，自然没有多少陌生人主动来为自

己投票。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让自己能够名列前

茅，只能拉票，要求亲朋好友不加选择地仅为自己

“投票”。三是从投票者来讲，碍于亲朋好友的面

子，不能无视参赛者的邀请，再忙也不能不去投票，

在投票的时候，也不能真的按照标准对所有参赛者

区分个高低优劣，并按照这个标准进行投票。这导

致的结果就是，在大多数的微信投票中，投票者直

奔主题，只点特定对象，根本不看其他参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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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事实上，这种“模糊投票”不仅削弱了“投票”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对

商家拓展营销渠道来讲，其效果也同样大打折扣。打开人们关注的微信公众

号，可以发现在列的都是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很少会出现因为投票而一直关

注的商家。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一是人们接受为其他人投票就像是接受

一项任务，每当投完票就有任务完成的轻松感，并把删除商家公众号视为完

成任务的标志。二是人们不愿意接收众多商家的无针对推送，浪费自己的时

间和流量。三是因为投票过程的繁琐与无可奈何，人们会把拉票者的积怨转

化为对商家公众号的不满，从而更加不愿意保留商家的公众号。



（二）商业造假状态下的虚假投票

一些参赛者为了拉票，不仅“命令”亲朋故旧为

自己投票，比拼亲友团的庞大系数和忠诚度，还雇

佣水军为其投票，从而催生出一种新产业———投票

服务。这种投票服务的本质，是商业造假状态下的

虚假投票。它的主要表现是参赛者“交钱买票”，也

就是说，参赛者把费用交给卖票商家后，收到钱的

商家直接为参赛者刷票。打开淘宝网，输入关键字

“微信投票”搜索就会出现各类刷票商家，刷票分人

工刷票和机器刷票，机器刷票价格便宜，但是容易

被发现，人工刷票安全可靠，但是价格要高，基本上

投一票的价格最低０．４元，最高１元，１００票起卖。

有的参赛者不惜血本，花费数千元甚至上万元买

票，以至出现一夜之间票数激增的奇怪现象。

如果说模糊投票中亲朋好友为特定参赛者投

票，本质上还是一种投票，只不过亲朋好友在投票

的过程中滥用了自由裁量权，那么虚假刷票则“刷

新”了大家的世界观，因为它是赤裸裸的“金钱政

治”。换句话讲，随着刷票商家作为“职业投票人”

的有偿介入，不仅微信投票的推举初衷已然变味，

微信投票变得毫无意义，而且还加剧了社会成员的

浮躁心态和攀比心态，并刺激社会成员突破底线，

热衷造假［５］。

（三）微信投票严重干扰了投票人

的正常生活

微信投票方法虽简单，但过程繁琐，绝不是一

句举手之劳就能简单概括的，这让很多人不胜其

烦。但“道德绑架”式的拉票方式，又让很多人无法

拒绝，只能强迫自己成为忙碌不已的“投票工”。

从微信投票流程来讲，有时只是亲朋好友的一

句话，我们需要点开朋友圈，关注商家。然后，找到

商家推送的投票活动，找到选手再进行投票，每天

一票直到活动结束。有的时候，为了让亲朋好友放

心，还要把投票截图发送给他们，证明自己确实参

与了。有的投票活动还要求将投票截图发到朋友

圈“昭告天下”，并要求微信好友也帮助投票，不仅

自己投了票，还“骚扰”微信好友帮助投票。

此外，各种微信投票接二连三，让人应接不暇。

同学群、亲戚群、同事群、老乡群等都有人要你投上

一票，有时一天就要收到多个投票任务。现代社会

是一个快节奏的社会，社会大众普遍面临着较大的

生活压力，又被微信投票所裹挟，无疑干扰了他们

的正常生活［６］。

（四）微信投票影响中国民主政治

建设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

命。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群众主要通

过投票选举和政治协商两种方式，实现当家作主的

权利。第一种方式叫投票民主，第二种方式叫协商

民主，投票民主比协商民主更为根本。近年来，中

国大力发展基层民主（村民自治、居民自治和企业

职工代表大会等三种主要形式），人民群众的民主

意识特别是关于投票民主的政治意识有了非常大

的提升［７］。以通过在墙上画“正”字的投票方式为

例，人民群众知悉投票选举就是排除情感因素，把

最“正”直的干部选出来，而不是把与自己感情最亲

的干部选出来。

当前，微信投票在很大程度上与民主政治建设

背道而驰，成为不可忽略的梗阻。一方面，微信投

票奉行的原则是公开化的“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

唯贤”。微信投票的庸俗做法影响到民主政治领

域，会遏制中国投票民主的发展，甚至会让中国的

民主政治建设倒退。另一方面，微信投票不避讳赤

裸裸的“金钱政治”，只要有钱，就能够通过发红包

的方式请人投票，或者通过交钱的方式请水军刷

票，得票最高者必然也是最大的金主。中国的民主

政治从建设伊始，就反对金钱对投票的污染，并取

得了长足进步。微信投票却反其道而行之，从原初

正当的推选投票逐步异化为人情投票，又进一步异

化为金钱投票，会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不可小

觑的负面干扰。

（五）不法分子利用微信投票骗取

钱财

微信投票还常常充斥着各种欺诈，甚至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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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诈骗。据媒体报道：“西宁市民小马参加了一个

微信评选活动，为了实现票数第一的目标，她动用

了七大姑八大姨，两个月后，好不容易拿到第一，

然而，到了领奖的日子举办方却告诉她，活动取消

了……”［８］在这个新闻中，小马“每天都在拉票，甚

至因为拉票而耽误了正常生活”，结果却落个被欺

诈的下场。这样的新闻不胜枚举，商家给出的“合

理”解释也千奇百怪，有的说是活动过期了，有的

说是参赛人数过少，有的说有效投票数是本省 ＩＰ

票数加外省 ＩＰ票数的２０％综合计算。此外，人们

在微信中收到的一些拉票信息也存在安全隐患。

这些信息可能含有木马病毒，会窃取受害人的网

银、支付宝等账户信息，盗取受害人的钱财，危害

极大。

三、微信投票的治道变革

　　微信投票的异化与怪状，让很多人满腹绝望。

微信投票之所以能深陷乱局，源于缺乏有效管控，

缺乏有效的制度监管以及文化引导。为了把微信

投票从“制度之过”和“文化之错”中拯救出来，亟需

社会给予整体性的治道变革。以下 ５点变革路径

中，前两点属于夯实制度笼子的措施，后３点旨在弥

补文化缺失。

（一）建立微信投票管理制度

从人类社会的治理经验来看，任何新生事物的

出现都存在一个“萌芽—发展—无序繁荣—制度规

制”的基本逻辑。在相关部门出台制度规制以前，

新生事物处于纯粹的自我约束阶段，在这个阶段，

新生事物的发展容易迷失正义方向。到了制度规

制阶段，新生事物处于外在约束阶段，在这个阶段，

制度为新生事物设置了双重义务，第一类义务是规

定新生事物的“分内之事”，让新生事物知悉前进的

方向；第二类义务是规定新生事物的“不利后果”，

让新生事物不敢破坏制度。

就微信投票而言，正是因为缺乏相关制度，导

致许多商家和参赛者有漏洞可钻，互相欺诈。第

一，作为活动主办方的商家欺骗参赛者，经常推送

不实的微信投票活动，让参赛者白高兴一场。第

二，参赛者欺骗作为活动主办方的商家，通过买票、

刷票等方式获得奖励，让商家赔了夫人又折兵。第

三，一些刷票商家公然通过卖票方式牟取暴利，不

仅欺骗了作为活动主办方的商家，还助长了整个社

会的欺诈之风。显然，如果不想让微信投票死在互

相欺诈的“风口”上，就需要把微信投票从“无序繁

荣”阶段尽快转型到“制度规制”阶段。面对跑出潘

多拉盒子的各种逾矩行为和违规行为，亟需相关部

门出台制度体系，规范微信投票活动，严厉打击造

假者，通过“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的方式，让微

信投票真正发挥出其应用价值。

具体说来，所谓“制度规制”，就是要健全网络

监督体系，对投票活动从发起到结束都进行全面

监督。第一，反腐不只是在政府领域，网上的刷票

商家也是一种腐败。这些多如牛毛的刷票机构是

危害社会公平与社会诚信的毒瘤，必须通过制度

体系来有效惩处。第二，作为活动主办方的商家

要健全自己的投票系统，对于参赛者的资格审核

要更仔细，同时要对投票者设置必要的门槛，让

“投票”回归本来意蕴。第三，作为活动主办方的

商家对计票程序要重新设计。不仅对每日计票活

动做好动态记录，特别注意票数急剧上升的参赛

者，查阅其投票来源，重点监督，还要对投票结果

给予一定时间的公示，让其他参赛者和社会大众

有机会提出自己的质疑。如果参赛者使用了欺诈

手段，应立即取消其参赛资格并予以公示，起到以

儆效尤的作用［９］。

（二）健全监管机制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微信投票发送含有病毒的

信息，让投票者吃力不讨好，浪费了时间精力，还

蒙受经济损失。对于这种现象，要做到双管齐下。

一方面，作为主办方的商家要确保投票过程的安

全性，防范系统漏洞，让不法分子没有可乘之机；

另一方面，要加强网络监管，严厉打击诈骗团伙和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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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微信投票建设成高品质的

营销渠道

在强化制度建设和行为底线建成以后，努力改

变思想观念，把微信投票建设成高品质的营销渠

道，是发挥微信投票积极作用的根本途径［４］。

推动思想变迁的主体，主要落实在作为活动

主办方的商家身上。第一，商家要从非理性的迷

雾中醒来，并区分虚假人气和真实人气。当前的

微信投票，表面上看一片繁荣。一个投票项目—

几十位甚至上百位参赛者—数万甚至数十万投票

粉丝，光看数字就能让商家感觉微信投票是一本

万利的好事情。然而，数以万计的人气大多都是

虚假人气，并不能当真。姑且不论前述刷票商家

的造假行为，就是参赛者拉来的人情投票，又有几

个投票者真正关注投票页面背后的主办商家。在

穿透虚假繁荣的表象后，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投票

项目—几十位甚至上百位参赛者—寥寥无几的投

票粉丝。因此，当看清楚微信投票不过是“科技”

（即机器刷票）和“群众”（即人情投票）的力量后，

商家作为始作俑者，只要能从虚假繁荣的迷雾中

清醒过来，自然不会再做这种只赚吆喝不赚钱的

赔本买卖了。第二，商家要从只重人气的数量营

销转型到重视口碑的质量营销，并区分知名度与

忠诚度。所谓知名度，就是商家名气很大，许多消

费者耳熟能详；所谓忠诚度，就是商家有非常好的

口碑和美誉度，消费者认可商家的产品和服务，并

在某种程度上紧紧跟随。须知，知名度并不必然

带来忠诚度，有的知名度是臭名昭著、恶名远扬，

不但不能聚拢粉丝，还让商家成为过街老鼠。从

这个角度讲，主办商家推出微信投票，不加选择地

吸收参赛者，不加甄别地聚拢投票者，运气好的话

确实能够迅速提升知名度。然而，这种不加选择

和不加甄别，恰恰反映了商家的粗糙作风和责任

缺失，当投票者或消费者把商家上述做法投射到

商家的产品和服务上，必然对之不敢恭维。相反，

某个商家兢兢业业，认真严格选择参赛者，严格甄

别投票者，可能聚拢的人气不如前者，但“一丝不

苟”“严谨到死板”“零容忍”的口碑、美誉度和公

信力，会让后者笑到最后。

（四）对参赛者予以引导

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都希

望生活中能够获得激励因素①，希望人生有出彩的

机会，能够得到别人的关注和钦佩。微信投票在很

大程度上为参赛者提供了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

能够像明星一样绽放光彩。

然而，微信投票显现出来的怪状与乱局告诉

人们，要对参赛者予以引导，要准确理解“人生出

彩”的时代意蕴。第一，人生出彩是一个厚积薄发

的过程，有一个“质”与“表”的关系。没有达到那

个“质”和“火候”，非要通过造假刷票和强行拉票

的方式，让自己问鼎“金榜”，也很难达到人生出彩

的目的。想想看，即便问鼎“金榜”了，帮助投票的

亲朋好友都知道这个票是怎么来的，他们又怎么

从内心深处敬佩这个人呢？可能有人还这样想，

这个人就是为了满足虚荣心以及获得所谓奖品，

才不考虑别人感受，通过透支人情强行拉票。果

真如此，不仅人生没有出彩，甚至被涂上了污泥。

第二，人生出彩有很多机会，在日常生活中，能够

把工作做好，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就是人生出

彩；能够把家庭成员照顾好，成为家庭的中流砥

柱，就是人生出彩；能够帮助体谅身边的人，成为

构建和谐社会的正能量，就是人生出彩；能够修养

身心，让心情平和，让自己感受生命的美好，就是

人生出彩。第三，有些父母通过微信投票让孩子

的“人生出彩”，更是不可取。现在，很多微信投票

都是父母为孩子拉票，他们将帮孩子拉票的信息

在微信朋友圈里肆意传播［１０］。但有评论者指出，

“这种打着孩子的名义消费父母人脉的祸害行为，

徒增的是孩子的虚荣心，对孩子成长百害而无一

利”［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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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等：微信投票乱局与治道变革

① 美国学者赫茨伯格于１９５９年提出双因素理论（Ｈｙｇｉｅｎｅ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该理论认为促使人们发奋工作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激励因素、保健因
素。激励因素能够给人们带来满意感和幸福感，相比之下，保健因素主要致

力于消除人们的痛苦状态，很少能够带来幸福感。



（五）鼓励社会公众不被人情拉票

裹挟

对社会公众而言，要勇于对拉票者说“不”。对

于不认识的人，不熟知的领域，人们完全有理由拒

绝。人情是支持人们工作、学习、生活的动力，但人

们不能反被温情绑架和裹挟。与其充当老好人委

屈自己，不胜其烦地游走在各种公众号间充当投票

工，不如坚持原则，坚持自我。如果是至亲之人要

求投票，那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解析人情票的虚

妄性和荒诞性。如果是一般朋友要求投票，那就把

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从象征性投票逐步发展

到不投票。同时，要知悉表达人情的方式是多种多

样的，在亲朋好友生日时送上祝福，在节日来临时

送上问候，在得意时给予恭喜，在失意时给予安慰，

远比冰冷的票数更能温暖人心。

四、结语

　　微信投票作为新生事物，蕴含了丰富的积极价

值，从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微信投票作为新

生事物，也非常容易在快速发展中失范，呈现诸多

怪状与乱局。为了矫正微信投票，亟需对微信投票

给予制度治理与文化治理。整体性的治道变革即

将来临，微信投票终将踏上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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