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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泣血集资”黑幕重重
两三次不捐钱将被踢出“粉丝会”

“粉头”操纵粉丝 听着像传销传销
“粉头”卖道具吃差价月入过万

[律师说法]
粉丝集资或有欺诈

重庆汇聚律师事务所律师谭钦
文告诉记者：“如果粉丝只是单纯追
星谁也管不着，但是一旦跟钱挂钩
就会涉及诸多问题。粉丝集资很难
监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
业捐赠法》，募捐只能用于公益事
业，粉丝如果以募捐的名义集资，是
否合法还有待商榷。个人认为这类
情况属于赠与行为，也就是粉丝自愿
将财产赠与偶像。不过，受赠人获得
赠款后，理应根据《个人所得税法》交
税。”谭律师称，从一些个案看，无法
排除粉丝集资行为具有一定的欺诈
性，但国内在这方面还缺少相应的法
律监管，“遭到欺骗的粉丝可以向文
化部门举报，或采取民事诉讼，具体
案例还要看相应证据”。

[新闻背景]
张杰“捐款门”始末

2008年，张杰转投天娱，并向原
公司提出解约。为此，张杰的粉丝

发起了一个募捐活动，为他筹措
105 万元解约金。最终，这
场解约以张杰赔款告终。

今年5月2日，一位自称
曾是张杰粉丝的网友在某知
名论坛踢爆张杰“私吞”粉丝
募款，而当时承诺报答粉丝的
不售票演唱会却只字不提。5
月5日，一位网友还晒出了当

年粉丝筹集100万元的汇款单以
及公证书原件的照片，该事件迅速引发
热议。随后张杰发表声明称，粉丝募集
的解约金未经自己手。

本报综合报道

近日，一则关于“粉丝为张杰
募集解约金”的网帖，让沉寂许久
的娱乐圈又热闹起来。一石激起
千层浪，网络上开始不断出现关
于粉丝“泣血集资”的爆料。虽
然张杰在事后站出来发布声明
强调“我从未贪污、私吞歌迷募
款，就有关媒体歪曲事实、恶意
毁坏名誉的行为，我将保留通过
法律途径予以追究的权利”。然
而，随着记者的调查，一个因
明星而起，由“粉头”(职
业粉丝)、粉丝构成
的敛财链浮出
水面。

如此“粉丝会”
两三次不捐钱将被踢

从超女时代，李宇春、张靓颖等人的粉丝有组织地群
发数以十万计的支持短信开始，曾经只要买磁带和海报就
算追星的年代一去不复返。对不少年轻人来说，为证明对
偶像的忠诚，不吃饭不睡觉甚至捐钱都很正常。这为“粉头”
留下了太多的空间。

燕子(化名)是重庆一位资深粉丝，深谙粉丝团的内幕。她
告诉记者，加入粉丝会后，需要尽到一定的义务。“以前大多是
收会费，但现在是直接收活动经费，加上平时的集资捐款，我 3
年花了不下 1万元，还组团去过成都、上海等地参加活动。”燕子
透露，平时有不少为偶像捐款的“机会”。

“会长会通过群、官方论坛、贴吧发布一些信息，号召大家集
资。比如投票、演唱会、过生日、遇到困难等，都会有很多捐款活动，
捐款数量不等，我知道最多的一个粉丝一次捐了 5000元，少的也有
十几块的。”燕子透露，作为后援会中一员，在偶像需要时，大家都必须
站出来支持，甚至不顾一切，“有时我也觉得捐钱太频繁，但我们是一
个集体，必须同进同退，支持少了，会被其他人耻笑，如果两三次活动没
参加，还会被踢出后援会。”

记者在某位选秀明星的贴吧里看到：“北京演唱会告急！我们输不
起，我们誓死捍卫人气王的尊严！”“泣血呼唤大家参与××巡演！”“我们需
要钱！我们需要人！”类似的“倡议帖”屡被置顶。记者了解到，发布这些煽
动性信息的就是“粉头”。

“粉头”集资
卖道具吃差价月入过万

记者假装粉丝联系上一位发帖者，询问捐款方式，对方称“可以将钱打入指
定账号”。当记者表示不方便直接打款时，对方发来一个链接，称是后援会官方认
证网店，拍下“宝贝”并支付款项，或购买充值卡将卡号和密码发过去也可以，如果
钱不够还可分期付款。记者发现，网店货物包括专辑、写真、演唱会门票等，但全部
是预购，演唱会时间、写真集样式等卖家一概不答，只是一个劲催促尽快行动。

集资买明星专辑、写真等，“粉头”能拿到打折价，但转手全价卖给粉丝，差
价利润很高。记者注意到，明星后援会类似的网店不少，收入少的每月五六
万，多的竟高达20多万元。

除了集资买明星专辑、写真等，组织粉丝参加偶像活动，还让粉丝捐款购买
各种道具。不过，“粉头”公布的道具价格远远高于实际价格，有的还循环使用。
有的“粉头”仅仅卖道具，一个月就收入过万元。

如果偶像没啥活动，“粉头”会通过制造噱头敛财。比如集资给偶像送礼、
帮偶像渡过难关等，这种集资相互间还要比较，利用攀比心理刺激粉丝消
费。内地正当红的某H姓小生的粉丝团贴吧，每年年初都要向全国的会员集
资，每次筹到的五六万会费，用来搞活动、以偶像名义做公益等。

管理如企业
真正粉丝只能听安排

记者试着加入某些明星粉丝会，提出申请后，某后援会给出了一个网购网站，该网
店标有“内地最大粉丝团购基地”等字样，购买后会获得一张“专属认证卡”，根据条件不
同，积累一定的认证卡就能成为该偶像后援会的正式粉丝。

“我们和‘粉头’打过多次交道，他们靠此吃饭，几乎个个训练有素，粉丝会犹如一个
企业，他们有组织、有纪律、有分工、有规划，其活动能力十分惊人。他们的管理呈现金
字塔式结构，‘粉头’下面是管理者（高级粉丝），再下面则是普通粉丝，很像传销机构，很
短时间就能由几个人发展成规模庞大的团体。而真正追星的粉丝级别一般不高，基本
上只有听安排的份儿。”资深娱乐策划人朱玮杰告诉记者，“粉头”说白了就是托儿，平时
为明星们摇旗呐喊赚取佣金和集资差价生存。

集资款去向
部分“粉头”拿走一半

粉丝8天为张杰募得105万“赎身”款；言承旭过生日，粉丝集资30万元买全版广
告祝寿；韩庚所在的组合SJ因没拿到音乐大奖，粉丝集资61.8万元，为其打造纯金唱
片安慰。集资数额的大小甚至成了粉丝们攀比的数据。

不过，记者发现，不管什么形式的捐款、集资，最后究竟募集了多少钱，根本没有
人监督，只有“粉头”才知道。

记者辗转联系上某明星全国后援会会长小驰（化名）。他表示，集资款他们都
有详细规划，除了承诺购买的东西，一部分用来建设宣传网站，还有一部分作为支
撑后援会的日常运转，毕竟组织策划会花费很多精力，收取一定酬劳是应当的。

“很多粉丝会以为‘粉头’跟他们一样是真正热爱自己偶像的人，所以盲目参与购
买、集资。但一些‘粉头’却并非为了追星，而是为了逐利、圈钱。至少一半落入了
这些人的腰包。”小驰表示，的确有些粉丝会比较混乱，为了利益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表面上是号召粉丝集资为演唱会买票，为偶像冲人气、造势，实际上却是借
此敛财。

不过，小驰解释说：“粉头”的行为，绝大多数都不是艺人指使的，但他们（艺
人）知道有这种情况存在。不过，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明星需要人气和场
面，“粉头”圈钱，两全其美。但如果遇到很黑的“粉头”，对艺人的形象其实是
有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