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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网络谣言常常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危害，而谣言的传播所主要

依赖的数字媒介，它本身所具有的复杂特性又决定了谣言治理的
难度。因此要真正做到现代化地治理网络谣言，应当结合政府
监管和市场调节的力量，打造行业自律、政府有序监管和民众
自觉等各部分有机结合统一的二元化协同治理，才能真正实现对
网络谣言的高效化和法治化治理。

1  网络谣言产生的原因
《辞海》中对于谣言的解释是，谣言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传

闻或者捏造的消息。在文字诞生之前，信息传播的唯一渠道是
通过口述，不仅传播速度很慢，而且范围也很小——只限于人
际的传播。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数字媒介的出现，各种社交媒
体逐一出现。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上升，网络通信技术的迅猛
发展，网民规模的逐渐扩大，网络谣言也在不断增加，将线上
网络平台作为支撑的数字媒体已经成为谣言产生和传播的主要渠
道。但是网络谣言，归根到底是谣言的一种，具有常规的谣言
的各种基本特征，但是因为网络谣言的出现和传播都是通过网络
进行的，因此在现代化背景下，网络谣言被赋予了新的特征，
即新闻性，组织性，隐蔽性和攻击性，这使得网络谣言治理的
难度也越来越大。

1.1网络谣言具有新闻性
谣言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常常依托一定的特殊事件，通

过对热点事件的寄生完成形成和传播的过程。在2020 年初发生
的新冠肺炎疫情，由于巨大的灾难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各种为
了防止疫情传播而采取的社会隔离措施，加剧了网络谣言的产生
和传播。由于民众普遍对该事件具有很高的关注度，因此围绕疫
情的起源，规模，疫情防控体系与防控能力等方面的新闻信息最
能抓取看者的眼球，因此具备这类要素的不实言论很容易被当做
热点在网络空间肆意传播开来。

在全民社交时代，每一个拥有手机的人每天都能接收到无数
各种各样的资讯和信息，从新闻头条到社交朋友圈，所有话题都
是围绕着当下的热点事件展开，与之有关的报道和相关信息更是
铺天盖地，紧随其后的对各种时事热点的解读和评论也越来越多。
各种真假掺半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夹杂着或多或少的网络谣言，在
传播的同时促进了网络谣言的无线拓展，激发了谣言的迅速扩散。

1.2网络谣言具有组织性
网络谣言要达到自己的大范围传播的目的，肯定要迎合广大

网民的心理需求和情感态度，同时借助易于传播的数字媒体，否
则网络谣言也很难引起关注。某些寄托于网络技术的网络推手和
网络营销团体，往往会对网民的从众心理，对事物的辨析能力的
缺失，对社会不公的愤慨等心理和情绪进行分析和利用，有组织
和计划地编造和传播一些网络谣言，从而达到提高知名度和事件
效果从而谋取不正当利益等目的。这些网络谣言的组织者通常会
在编写网络热点事件时增加一些看似有理有据的所谓科学论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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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性依据来混淆视听，让普通网民难以分辨真假，同时网络谣
言在表达过程中常常是迎合了大众口味并且援引了所谓专家的权
威言论，让网络谣言变得更加具有权威性和可信度，从而起到颠
倒黑白的作用。

2  网络谣言的现代化治理策略
2.1政府规制
政府应当制定完善的法律，加强舆情治理的体系建设，使

得谣言的规制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相关立法机关应该及时设立
各种网络谣言法律责任处罚标准，在一定程度上针对某些利用社
会热点事件进行造谣的犯罪加大处罚力度，通过明确追责和处罚
的方式来达到震慑造谣和传谣分子的效果。在过去，网络谣言
的追责门槛很高，受害者往往因为难以举证而放弃维护自己的权
益，令造谣者有恃无恐，因此要同步加强对网络平台的协助举
证责任，维护网络谣言受害者的利益。

同时，也要保障互联网行业组织的代表性和公正性，对相
关行业组织进行有效的监督，防止互联网行业的无序经营和滥用
权力。另一方面，政府也应该提高自身对谣言的应对能力，随
着新媒体的普及，政府部门的信息发布者也应该与时俱进，寻
求更多能更大范围地传播真实准确的信息的途径。

2.2行业规制
行业规制在谣言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各种

以互联网技术以核心的行业组织，在网络谣言的治理中也处于优
先优能的地位。在网络谣言的治理中，这类行业首先要做到完
善行业内部机制，肩负起本行业的社会责任，不应该为利益驱
使去做网络谣言的推手，其次，在面对网络谣言的时候，也要加
强各种预防处理机制，同时加强和政府的关于信息共享方面的合
作，最后要提供相关的技术保障，对网络谣言时刻进行跟踪和定
位，自行甄别并履行自我过滤的职责，彰显自己的谣言治理优势，
规避谣言的传播和发展。

3  结束语
加强现代社会对网络谣言的治理，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必然要求。网络谣言的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治理体系中
包括各个层面的多重治理，必须要使每个层面的治理体系都真真
正正地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才能真正有效地规制网络谣言，
塑造优秀的网络文化，还给网络世界一片干净的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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