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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数字化野火”风险的
思考与建言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   陈婉莹

候，是某些人为了获取某种利益而有意为

之，比如美国政治中的“网络水军”，2009

年，马萨诸塞州的美国参议院特别选举期

间，一名候选人在推特网上受到了一些假帐

号的系列抹黑；有时候，则纯属调侃或恶

搞，比如，2012年7月，推特网的一个用户，

冒充俄罗斯内务部长，发表信息称叙利亚总

统阿萨德“已经被打死或打伤”，导致原油

价格上涨一美元，后来交易商才意识到那是

假消息。

危险的“数字化野火”有两种，一种情

形是，当局势紧张时，讹传信息或不该出现

的图像，在准确信息发布之前引起了破坏，

就像在拥挤的大剧院高喊“起火了”。另一

种情形是，当信息在志趣相投者之间传播

时，他们可能不会尝试去更正讹传信息，在

推特网谣传飓风桑迪导致纽约证券交易所

被淹的例子中，尽管有人迅速辟谣，但依然

有很多推特网友传播已经被证伪的假消息。

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数字化野火”的

危险，中国政府现在就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

来应对，比如：

1. 加强信息的透明化：越是信息不透明的地

区，谣言所带来的灾难越为严重。因此，中

国有必要加强信息透明化，快速发布权威

信息，破除民众的恐慌心理。比如，在禽

流感疫情爆发初期，就通过媒体发布疫情

关键信息，告知防范措施，这会提升民众

对于虚假信息的承受能力。正如《人民日

报》指出，“政府部门理应及时公开相关

信息、给予专业回应。即使不能短时间完

全把握病毒特性，也应该动态跟踪、有一

说一，如果害怕“敏感”而闪烁其词，导致

信息不对称，谣言与恐慌就会获得传播土

壤。”

高度普及的互联网令信息的流通变得

快捷而方便，但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新的风

险。其中一个最大的风险就在于那些有意或

无意的虚假信息。当这类信息像病毒一样快

速扩散时，所带来的后果可能会令某个人，

某个机构，或某个国家，甚至某个地区的地

缘政治格局，产生灾难性变化。我们将这种

讹传的信息称之为“数字化野火”，星星之

火，可以通过互联网，瞬间引燃世界。

2011年的3月11日，日本东北发生了九级

地震，福岛核电站出现了严重核子事故。出

于对核辐射危害的恐惧和对生活必需品紧

缺的担忧，事故之后，世界不同地区都出现

了抢购风潮，而中国对于盐的抢购最为疯

狂。在3月17日的一天之内，从靠近日本的东

南沿海，到西南偏远贵州省的小县城，商店

里的所有盐，几乎都被一抢而空。有时候，当

“虚假信息像病毒一样通过社交网络扩散，

可能尚未来得及辟谣，就已经造成了毁灭性

影响”。

这些“数字化野火”之所以出现，有时

2. 建立自身的公信力：在网络世界中面对现

实中的强势者，比如面对名人、大公司或者

政府时，民众往往会有一种不信任感，这可

能会导致辟谣努力走向失败。化解这一局

面，政府必须加强自身公信力的建设, 这需

要持久的、制度化努力。 

3. 提高社会各阶层对新媒体的认知，掌握互

联网的规律。互联网是新生的媒体，发展

迅速，我们不能用旧媒体的惯性思维去理

解新媒体， 更不能将传统媒体的管理方

法全盘应用到新媒体之上。互联网时代，

是终生学习的时代，我们有必要加强对整

个社会的媒体教育，面向政府官员、媒体

从业者和一般民众，全方位的培养社会上

下对数字媒体的责任规范意识，和对消息

来源真实性和公正性的判断力 。

4. 参与全球数字规范的设定：当前的全球互

联网依然处于无序的发展状态，需要通过

各国政府在平等、互惠、互相尊重、和维护

网络开放的基础上，努力建立网络社会规

范。中国作为世界上网民人数最多的国家，

有必要站在世界的高度，思考全球数字规

范的具体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