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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便利的传播方式，提供
了谣言滋生和蔓延的土壤。谣言
之所以能广泛流传，就因为它契
合社会对特定热点关注的心态，
迎合了普遍担忧、感兴趣的心理
诉求。有研究数据表明，在诸多
微信谣言中，65%的主题与人身安
全、食品安全和疾病养生三大主
题有关。换言之，谣言本身并不
只是始作俑者对事实的夸大或有
意制造社会恐慌，而事实上正在
成为炒作手段之一。最近一段时
间，由打拐乌龙事件引起的“打
拐”立法等的讨论，也给“抢
娃”谣言滋生积蓄了舆论的基础。

当然，正如同没有无缘无故
的爱一样，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谣
言。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一
些“聪明人”看到微信背后的商

机或其他可以利用的价值后，微
信就开始失去了最初的纯粹，变
成了功利的工具。越来越多的谣
言事件背后都有所谓“公众号”
炮制的烙印，如5月的“肯德基6
翅 8 腿鸡”事件，造谣并发布谣
言的10个公众号分属3个企业，6
月肯德基将这三家企业告上了法
庭。同样的，在这一轮“抢孩”
谣言中，也大量充斥着公号的

“魅影”。
在平安北京发布的“一图告

诉你抢孩子谣言里的那点猫腻”
中，关于哪些人在发布这些谣
言，位列第一的便明确写明：“互
联网从业人员，微信、微博大号
发布虚假信息，以博取点击量、
转载量，完成工作指标，增加粉
丝数。”同时，一些业内人士也透
露了微信广告推送的“潜规则”：
一个 4 万粉丝的公号，接一个头
条 图 文 的 广 告 收 费 标 准 是 800

元，15 万粉丝的号收费 2250 元，
13 万粉丝的号收费 1950 元……谣
言与广告之间，已然建立了目标
与手段的因果关联，利益已经成
为其内在驱动。

对于微信谣言，不能由官微
等官方媒体亦步亦趋地辟谣和粉
碎，也不能只针对谣言本身给予
必要的惩处，况且在网络治理法
规尚存短板、可操作性还有欠缺
的语境下，并不能有效消除谣言
滋生的土壤。打蛇还要打七寸，
既然利益驱动催生谣言，就该拿
谣言背后的利益动刀。一者，建
立微信广告推送管理的机制，把
微信广告纳入监管与监测的范
畴，未经登记备案的微信号一律
不得从事广告业务；二者，把微
信广告运营与微信信息发布监测
对应起来，凡有造谣和发布不良
信息炒作记录的，应该禁止运营
广告或者直接封号。

有一说二

警惕微信谣言背后的利益驱动

知风

作为微信的一大亮点，朋友
圈已成为不少人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伴随着微信用户群的
不断发展壮大，通过微信朋友圈散
播谣言等有害信息的行为也愈演
愈烈。日前，腾讯微信方面宣布将
加码清理微信谣言的举措；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也已发布《即时通
讯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
行规定》，对包括微信在内的即时
通讯工具加强了管理。业界认
为，备受诟病的微信朋友圈伪科
学、谣言横行及诱导分享行为已
经发展到了“不能忍”的地步。

微信是一款主打熟人社交的
产品，在微信中对于无论是好友还
是公众账号的关注，都基于信任心
理，因此谣言更容易被相信，也更
具隐蔽性和蛊惑性。“随手刷微信”
成了大多数人生活中的习惯，朋友
圈便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盯上。
因此，对微信采取适当的监管措
施，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保护公共利益的必要手段。

为何微信朋友圈散播谣言等
有害信息的行为会愈演愈烈，几
乎成了谣言的孳生地？从硬件而
言，这是一种迅捷而低成本的交
流和传播方式；从市场需求上说，
这可以通过虚拟的网络社会，满足
各种现实社会的利益需求。微信

传播，不但比现实社会的信息交流
速度快、影响力大，而且可以规避
现实社会各种法律法规的监督和
制约。

客观地说，微信朋友圈的不
堪现状发展到“不能忍”的地
步，除了别有用心的人趁机作乱
外，与微信平台上公众的普遍意
识密不可分。有人认为，“朋友圈
不产生谣言，只是谣言利用了朋
友圈”，那么，谣言为何要利用朋
友圈？有业内人士认为，看上去

“权威、能唤起共鸣”的帖子总能
在朋友圈煽动用户情绪、迅速传
播，如果是谣言的话，就可以成
功“混淆视听”。其实，无论在虚
拟社会或现实社会，谣言始终存
在。在现实社会中，某个谣言在朋
友间传播，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即
使在网络上出现，大多数人也是将
信将疑、看过就算。但在微信朋友
圈就不一样。朋友圈内的微信人
群，对转发来自朋友圈的微信不会
产生清晰的扩散认知，在个人微信
朋友圈转发被很多人以“内传”心
理随手传播。而且，出于某种虚
荣心，不少人用转发离奇、怪异
的信息显示自己消息灵通，扮演
着新奇信息的第一手获取者。

不妨看看那些已被认定的虚
假信息。“僵尸肉”、“留心牙膏标
志”等都是在耸人听闻的表述方
式下，利用公众的心理敏感点。
然而，对于这种“小道消息”，一

般的公众缺乏核实消息真实性的
能力，但又觉得事关切身利益，当
然就觉得有与朋友分享的必要，无
意中成了某些谣言的推手。还有
一种原因，就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
究所副研究员樊春雷说，“社会焦
虑和情感需求是产生网络谣言的
社会原因”，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
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逐渐凸显，
导致公众产生一种社会焦虑感；而
工作、生活的压力也让人需要进行
情感宣泄。这两方面的因素加上
社会热点话题的触动，就容易产
生网络谣言。而看到这些信息的
人，也会因同样的原因，对这些
信息进行转发，导致谣言扩散。

由此看来，通过微信朋友圈
散播谣言等有害信息的行为愈演
愈烈，除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通
过制造谣言攻击商业对手、获取经
济利益，甚至通过造谣诽谤达到各
种目的之外，朋友圈在某种程度
上，也确实成了这些谣言的温床和
孳生地。而主观制造谣言源头的
发布者，就是利用了微信朋友圈的
这一现实状态。对此，首先要在监
管上填补法律方面的空白，把现实
社会的现行法律向虚拟的网络空
间延伸；其次，在普遍提高网民个
人素质的同时，推动相关公共信息
的及时公开与透明。在此基础
上，还需建立处罚机制、提高违
规成本，使各微信公众账号自觉
杜绝谣言，规范传播行为。

谣言当止于微信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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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

@路人Xman：因为有过先
例，所以人们情愿相信这些谣
言。希望以后别总是呼吁，什么
小心身边的人，要是孩子们从小
就对身边人抱着一种不信任堤防
的心态，以后还如何健康成长。
政府做点实际有意义的事情去打
击这样的恶行，只有这样，这个
社会才更加值得信任。

@T_T 疯妖精：朋 友 圈 代
购、谣言，真是够了。这样的朋
友圈还有继续下去的意义吗？

@胡寶仁blog：真假给自己
提一个醒吧。反正无风不起浪

呀。现在这个社会太黑暗了。

@王二姑娘二姐：有时一些
信息说的有名有姓，也知道一部
分是假的，但真的也太多了啊！
之前中央台13频道报道的一个五
岁男孩出去买牛奶被人贩子强行
抱走的，你说哪个妈妈看到不害
怕？我有时候都在想孩子五六岁
时候，是不是都得时时刻刻看着孩
子，孩子出去玩我们也不能时刻
盯着啊？还是警方打击力度不够。

@桐庐科技：三思而后信。
流言止于智者，让我们先求真再
表意，而不是情绪化的转发，让

谣言终结在我们自己手中。

@喵不可言：极其厌恶一些
传谣！然而真是要佩服微信圈的
朋友每次收风传播得这么飞速！
感觉目前为止微信圈是传播谣言
最多最快的社交媒体，跟风跟
风，真是跟“疯”了。

@破魔的桔梗：前几天闹的
起劲的“僵尸肉”是以讹传讹么？剧
情反转，有的媒体说是真，有的说
假。媒体都闹这样的笑话，谣言什
么的真可怕。你说以后我们还能够
去相信谁呢？算了吧，无惧流言，勇
敢做自己才是真啊。

近期，有关北京各区县小孩被偷、被抢的消息屡屡刷爆微博、微信朋友圈。
这些信息时间、地点、人物各要素齐备，并且都声明已是被警方证实的真实案
例。随后，警方只能出来一次次地辟谣。近日平安北京发布“抢孩子谣言通用模
版”，宣传如何甄别类似信息。为何“抢孩子”谣言会频现？抢孩子谣言的发布
者究竟是谁？

赵付芹

近期，不仅北京各县区小
孩被偷、被抢的消息甚嚣尘
上，甚至一度传到了很小的一
些乡镇、村子，人们口耳相
传，谈虎色变，一时间，各地
人心惶惶。但据警方证实，这
些消息多为网络谣言，是一些
居心叵测之人编造出来的。而
广大网友却抱着“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心态来看待这
些微信谣言，对谣言编造者表
现出极大的宽容，认为那也只
是“善意的提醒”，反而对警
方的澄清抱着“半信半疑”的
态度，这种反差不禁令人深
思。

的确，现在频发的拐卖儿
童事件令广大的家长们时刻处
于精神紧绷的状态，稍有风吹
草动，都能引起他们激烈的反
应。很多网络造谣者也正是摸
透了家长们的这种心态，以

“ 偷 孩 子 、 抢 孩 子 ” 作 为 噱
头，大肆造谣传谣，以吸引粉
丝，赚取点击量。

这些披着“善意提醒”外
衣的谣言并不像大多数人想的
那样只是一个“提醒”或者

“玩笑”，不会给社会带来什么
大的影响。当这些谣言大肆传
播的时候，轻则给受害者造成

极大的精神困扰；重则影响社
会稳定，给正常的社会秩序带
来现实或潜在的威胁，甚至损
害政府和国家的形象。如果听
之任之的话，时间一长，这些
谣言给人们带去的精神恐慌和
生活困扰甚至会演变成一种

“精神污染”，让人们变得不辨
真伪，暴躁易怒，甚至仇视社
会。这样的后果是国家和社会
所不能承受的。

对待此类网络谣言，网民
们不要一味“宽容”，这样的

“宽容”只会让那些造谣传谣
者更加肆无忌惮，致使各种对
社会造成恶劣影响的谣言就会
越来越多，最终让我们的生活
充斥“谎言”，人们之间的信
任随时面临着“土崩瓦解”的
危机。

因此，除了相关部门要及
时辟谣以外，广大网民也要行
动起来，自觉抵制各种网络谣
言，对未经证实的网络言论不
跟帖、不传播，时刻以一种理
智的心态看待“火”极一时的
微博帖子和微信言论。而对那
些破绽百出且恶意十足的网络
谣言，不仅不围观、不支持，
还要坚决抵制，及时举报，将
那些影响社会稳定的谣言扼杀
在摇篮里，让每个人都成为网
络谣言的“终结者”。

对谣言不能再宽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