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體驗微博快捷、方便的同時，很多網民都曾
因虛假的謠言而憤怒甚至恐懼。某高校的調

查顯示，約有41.6%的大學生曾被微博上的虛假信息
誤導過，而在官方闢謠之後，僅有16%的大學生願
意主動轉發闢謠。調查數據來源於文化素質較高的
大學生群體，若擴大至整個微博用戶的範圍，可能
有更大比例網民曾誤信謠言。

規範微博 擬疏堵結合
微博不僅是謠言的放大器，更有商家利用微博的

「水軍、推手」非法營銷，這些被形容為微博發展
的「阿喀琉斯之踵」。不少境外輿論曾預測，為保
證網絡社會秩序，中國政府可能會直接關掉微博。
然而，與這些預測恰恰相反，中國官方正通過多方
合力，全面構建一種「疏堵結合」的微博監管模
式。
官方意識到，微博是疏導民意的最佳利器。中央

外宣辦、國家互聯網信息辦主任王晨在講話中指
出，微博作為互聯網一種新應用，具有傳播快、覆
蓋廣、影響大等特點，是信息傳播的一個重要平
台，要通過微博傳播推動官方機構及官員更好地為
民服務。
「也應看到目前微博客使用中還存在 一些亟待

解決的問題。少數人利用微博客編造和散佈謠言，
傳播淫穢色情低俗信息，故意侵犯他人權益，進行
非法網絡公關」，王晨指出，這些問題必須依法依規
予以查處。網民應守法自律，微博網站應加強信息
發佈管理，不給違法有害信息提供傳播渠道，共同
創建一個誠信健康文明的網絡環境。這段談話亦看
出，官方已下定嚴堵微博謠言、打擊違法行為的決
心。

防謠闢謠 放權運營商
《瞭望》新聞周刊引述權威渠道消息指出，中共

十七屆六中全會後，有關部門正在出台措施，按照
總結經驗、探索規律、依法依規、趨利避害、善用
善管、可管可控的原則，有效加強微博管理。
權威人士指出，微博管理要堅持「誰主辦、誰負

責，誰經營、誰負責」的原則，對有害信息，應依
法給予及時刪除。這也意味 ，微博運營商們被賦
予微博輿論監管的權力和責任，它們將成為與謠言
賽跑的第一道防線。

雙刃劍篇

作為一種具有巨大傳播覆蓋力的新型網絡工具，微博是一把「雙刃劍」。

在微博傳播信息和健康聲音、加強輿論監督的同時，它也打開了謠言的

「潘多拉魔盒」。短短一年間，金庸先生「被去世」，某種疫情已「入侵」內

地城市等等謠言不斷現身微博，遑論隨處可見的斷章取義、移花接木式歪

曲性傳言⋯⋯不少輿論擔心微博正成為謠言的「公共廁所」。如何打擊謠

言、監管微博，正成為這一時期中國政府面臨的新挑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馬靜

微博

有微博網友發現，部分微博ID出現「集
團化」造謠趨勢，其微博更新頻率甚至與
境外反華網站謠言相似。對此，首都經貿
大學人文學院客座教授王文向本報表示，
西方不少政客和相關敵對勢力都看中微博
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和政治顛覆功能，這
種跡象須引起當局的高度重視。
民間組織闢謠聯盟成員「點子正」告訴

記者，通過研究發現，微博上存在 不少
「水軍」賬戶，而它們更新微博的頻率及
內容與境外反華網站相似。以「汶川地震
災區大批少女當雛妓償債」的謠言為例，
消息由境外媒體率先刊出，後來大批量微

博賬戶集團化轉發，再經多位實名認證名
人「推波助瀾」，轉發量已達數萬條。

學者籲警惕西方政治滲透
雖然官方隨後闢謠上述謠言，但闢謠微

博的傳播量僅為造謠的幾分之一，政府形
象因此蒙羞。對此，王文表示，由於議題
設置快、思想情緒傳導迅速，微博對一些情
緒性事件的議題設置能力極強。所以，洞悉
微博的發展趨勢，關注是涉及國家政治穩定
與社會健康發展的領域，顯得格外重要。況
且，微博正在向政治領域滲透。他引述數據
指出，71%的微博使用者認為，微博提高他

們對政治的關注度。
與此同時，西方國家更注重在網絡中抹

黑甚至歪曲中國。美國學者安德魯．查德
威克曾說：「互聯網是西方價值觀出口到
全世界的終端工具。」王文表示，冷戰結
束後，中國已成為美國意識形態在全球滲
透的第一對象。近年來，西方不少政客和
相關敵對勢力都看中微博強大的組織動員
能力和政治顛覆功能，企圖掀起一場起源
於微博的轟轟烈烈的「中國革命」。
王文表示，「微博時代」中國國家安全

問題日益凸顯，須高度重視微博不斷擴大
的政治功能。

「水軍」橫行
擾亂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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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是內地

當前最具影響力的

微博，與此同時，

新浪微博在2011

年也成為不少謠言

的策源地。為此，

新浪微博專門成立

微博闢謠小組，針對微博中惡意、有害的不實信

息及時進行查證和闢謠。截止目前，闢謠小組已

闢謠逾百條謠言。

新浪網新聞中心副主編、微博闢謠小組組長譚

超分析指出，當前微博謠言主要有五種模式。

一、整體失實
事件本身純係子虛烏有。如2011年6月8日，

有微博稱，有人吃燒烤使隱形眼鏡熔化導致失

明。但據媒體引述權威眼科專家稱，從未接收過

類似的病例，此事發生可能性非常低，且隱形眼

鏡熔點均在100攝氏度以上。

二、捏造細節
捏造事件的關鍵細節，使整個事件的性質被

歪曲。如，有微博用戶援引其他網站內容稱：

一女車主在北京朝陽門違章，被交警處理時叫

囂「你知道我男人是誰嗎？說出來嚇死你們！」

經多方查證後確認：此事發生時該女子尚未結

婚。

三、圖文不符
將圖片的關鍵元素加以篡改，使之更具有吸引

力。如，有用戶發佈圖片顯示，多名男子共食桌

上疊摞的數百隻大閘蟹，微博配文指是某單位招

待公務人員的午餐。後經查證，確認該圖片實為

2004年10月一些網友在上海聚會場景。

四、誇大事實
在關鍵細節上誇大，以期達到轟動效應。網帖

流傳江西井岡山大學出現多宗連環女屍案，稱有

5名女生非正常死亡。6月26日，江西吉安警方

與井岡山大學校方共同舉行發佈會稱，除6月22

日該校外國語學院一名女生非正常死亡外，未發

生其他學生非正常死亡事件。

五、過期信息
事情已經得到解決，已過時，用戶仍當做新的

消息發佈。有用戶發微博，稱河南開封縣李盟盟

2010年高考565分，因縣招辦失職無法上大學。

經查，李盟盟於2010年8月已被河南財經政法大

學錄取。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所長尹韻公表示，

對於微博的謠言，以及利用微博進行公關等行

為，一定要用法制手段管制。對於有些人利用微

博來誹謗侮辱他人的行為，更要發現一起，查處

一起、打擊一起、嚴懲一起，這樣才有利於淨化

微博上的不良風氣。

幾乎每個用戶都會在微博上遇到「刷粉」廣告：
只要8元就能賣1,000個粉絲。與此同時，微博中的轉
發和評論也有價格：大約是轉發2,000次100元，評論
1,000次100元，大客戶「包年」可有一定優惠。這種
職業被稱為「網絡水軍」，即受僱於網絡公關公司，
為他人發帖回帖造勢的網絡人員。
有調查引述某「水軍」公司客服人員的話說，該

公司進行的最大一筆交易，是某名人一次性購買320
萬個粉絲。「水軍」業務十分紅火，公司設有逾百
台服務器，每月營業額在200萬元以上。
目前，「水軍」已形成巨大產業鏈，甚至在重大

突發事件中可以影響輿論導向。官方媒體引述權威
消息稱，未來將對此「嚴禁並依照有關規定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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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常見五造謠手法

微博十大謠言
1.金庸被去世三次
金庸先生於2010年6月、12月和2011

年11月三次被謠傳「逝世」。謠言不僅被

微博上多位名人轉發，更為內地媒體的

官方微博轉發，影響十分惡劣。

2.《建國大業》紐約首映零觀眾
2011年10月

有 謠 言 稱 ：

《建國大業》紐

約首映連一名

觀眾也沒有，

即使主辦單位

也無人去觀賞

電影。後經參與首映式的記者闢謠稱：

電影有眾多中外觀眾觀看。

3.加碘食鹽可防輻射
2011年3月日本「3．11」大地震引發核

危機，微博上傳言稱食用加碘食鹽可抵禦

核輻射，導致內地各地搶購「食鹽」。

4.「7．23」隱瞞童遇難
2011年「7．23」動車事故發生後，有

微博用戶「郭瑤」稱她100天大的幼兒在

事故中遇難且未列入鐵道部公佈的死者

名單，並借此向網友發起募捐。後經證

實，郭瑤純屬造謠。

5.帶花黃瓜抹避孕藥
媒體稱

很多不法

商販給黃

瓜抹避孕

藥，令黃

瓜看起來

「頂花帶

刺」十分

新鮮，長期食用會導致兒童性早熟、成

人不孕不育。該謠言遭到多位專家批

駁，稱黃瓜多使用植物激素，無證據可

證明對人體有害。

6.「滴血」傳播愛滋病
有微博用戶稱，稱一夥新疆愛滋病感

染者在全國部分城市用自己的血滴到食

物裡，有人被感染。公安部隨後稱該傳

聞純屬謠傳，衛生部從疫情傳播角度闢

謠稱，世界尚未發現一例經食品傳播愛

滋病病例報告。

7.中國空軍殲10B試飛墜毀
有媒體工作人員在微博稱，中國一架殲

10B戰機在陝西閻良進行試飛時墜毀，機

師殉職。消息隨後被媒體轉載。中國空軍

方面隨後闢謠，消息純屬謠言。

8.日作家稱中國社會低智商
有認證用戶發微博，稱日本管理大師

大前研一在著作《低智商社會》中說

「中國人均每天讀書不足15分鐘，是典型

低智商社會」。微博管理方後查閱此書，

發現該書並未出現針對中國人每天讀書

不足15分鐘的論述。

9.台灣「立委」痛批大陸
有用戶發佈微博，稱「台灣立法委員

洪秀柱上大陸微博，受不了！太多太多

的事情駭人聽聞，太多太多的事情讓人

悲痛欲絕⋯⋯」。經查證，相關內容來源

於假冒洪秀柱的微博。

10.「7．23」意籍死者獲巨額賠償
多名微博用戶稱，在2011且「7．23」事

故中遇難的意大利籍旅客獲賠3,000萬歐元

賠償。鐵路方面後對此闢謠，稱遇難的中

外籍旅客實行同一賠償標準。 (本系列完)

打開

■很多網民都曾因微博虛假的謠言而受騙。

■金庸先生「被去世」謠言曾現身微博。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