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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时代下网络推文用语规范化的必要性 
单琳琳  罗瑶 

（黑龙江外国语学院中文系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摘要：随着信息化信息化网络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尤其是 2020-2021 年全球新冠疫情之后，人们
的线上学习和办公时间又一次加长。网络推文在微时代下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以实例举出网络推文存在不规范的地
方，也由此提出规范网络推文用语的必要性及措施，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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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 10 日震惊中国金融圈的事件莫过于 A 公司收到《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了，A 公司在第一时间在公
众账号做出了回应，两小时后又向客户和公众发了一封信，网上也
流传一封公司高管人员写给公司员工的一封内部信，从以上回应中
作者发现了几处用语不规范的地方。 

一、以实例说明网络推文用语存在的问题 
无论是作为网络市场巨头的 A 公司本身，还是曾经的中国金融

巨头 A 公司高管都出现了网络推文的“语病”和用词不当情况，可
以窥见目前网络推文的问题不小，需要引起相关部门及公众的认
识，那么 A 公司及相关人推文有哪些问题呢？ 

1.《致客户和公众的一封信》中，原文“平台经济是新一轮技
术革命催生的全新生产关系”，平台经济是一种近些年产生的新兴
经济，经济名词解释为：经济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
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
动，定义为一种活动。生产关系则是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
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包括生产
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所以更贴切的说法应该为：平台经济是新一轮
技术革命催生的全新生产活动。 

2.同一篇文字原文表述为“表达我们的感恩，也坦诚的表达我
们对未来长远健康发展的思考和行动”。“表达”意为用口或用文字
把思想表达出来，那么行动也用“表达”一词来稍显不当，可改为
“坦诚的表达和我们践行对未来长远健康发展的思考和行动力”。 

 3.各大明星和博主网络推文的活跃群体，这个群体的推文也存
在问题，比如：某某代孕明星，她的微博发文就连自己的铁杆粉丝
都大呼“看不懂，发表出她语文课肯定没好好听讲”的评论。 

一些网络推文用语虽然谈不上错误极大，但一些司空见惯的文
章小错误确实最能潜移默化的改变人们用词习惯的最大推手。例
如：“度过”与“渡过”两词，在与“难关”一词相连接时出现两
种用语混用的情况，好多网名也辨别不出正确的用法。原《语言文
字报》主编杜永道给出解释动词“度”常用语时间，动词“渡”常
用语空间，《现代汉语词典》中使用“渡过难关”一词，目前已经
成为规范的写法。类似的举例还有很多，都是我们网络用词需要注
意的地方。 

二、网络推文用语规范化的重要性 
首先，通过以上举例，我们可以看出即使这样的大型企业员工

在发表网络文案时也有用词不规范的地方。经调查，2020 年单单公
众号这一媒介发文 3.8 亿篇，总字数 7488 亿字，阅读总量 3779 亿
次。目前我国人均上网每周达 26.2 小时，折合每天 3.7 个小时，这
其中包含大量的未成年人，他们每天上网阅读大量的网络推文，网
络推文用语规范化直接影响到了阅读者的阅读体验，同时也在潜移
默化的影响了读者的用词规范。 

再者，从网络受众的年龄层次上考虑，我国网民的年龄结构随
年龄增长逐渐降低，从网络诞生之日起年轻人都比中老年人接受速
度更快，应用也更为熟练，这正是印证了在大多数市场中年轻人都
占有绝对的主力地位。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46 词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来看，截至到 2020 年 6 月，
国内的网民数量规模已经高达 9.04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67%。在
网民年龄分布上，国内 20-39 岁的网民占比为 40.3%。从学历占比

分析来看，初中学历占比最大，高达 40.5%，而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仅占 8.8%。从上面数据看，有很大比例的网民都没有接受过高等教
育，对于每天网络接受到的信息未必有很好的鉴别能力，容易把网
络推文接受到的信息作为顺理成章的正确信息。 

三、做好网络推文用语规范化的途径 
若要网络用语规范化，需要社会各方的重视，凝心聚力建设网

络用语规范化的环境，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做好此项工作。 
1.加强法律法规对于网络用语规范性的制约。增强对网络用语

使用管理管理的相关法律制度、规范化使用网络用语，并将法律法
规落实到位，对违规者进行严肃处理。 

2.制订行业相关政策，刊发网络用语使用标准“白皮书”，使相
关从业者有据可查，有章可依。引导主流媒体及各大网络写手规范
用语，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当某些作者影响力变大时，应加以约
束和监督，一些媒体工作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如：新浪微博、头
条号等，这些媒体需要作者实名认证，作者还需要提供相应的从业
证明才能认证相应的领域专业作者。这一系列的认证一方面约束了
作者的言语规范化，作者在发布文章时会本着对己对人负责的原
则，慎重发文。另一方面也使得读者在阅读文章时，少用一些鉴别
的时间与精力。 

3.主流媒体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网络用语规范化不仅仅
是规范用语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解决社会问题的责任。网
络用语的规范性已经被很多人注重，人们认为规范化使用现代汉语
极为重要。“累觉不爱”“不明觉厉”等词汇一时引起广大网友的热
议，这些让人摸不到头脑的词究竟说的什么意思？相信如果你当时
第一次听到不明白而不去搜索恐怕是猜不出来的。因此各大媒体要
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在平台管理中屏蔽掉不规范的词语及语法，对
于负面影响大的作者应给予相应的处理。另外，对于一些长期搬运
和抄袭其他作品的作者应给予封号处理，净化网络环境。 

4.为了规范网络用语使用，传递健康思想，建议举办各种类型
的“汉语词汇大赛”、“汉字书写大赛”、“用语规范化大赛”等，让
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汉语用语的魅力。动员和鼓励具有影响力的明
星、网络红人等参与规范网络用语规范化推广活动中，活动渠道也
可以更宽阔一些，如一些热门的综艺活动、微博与抖音等新媒体活
动中都可以加入网络用语规范化推广的活动，潜移默化的提高全民
对规范化用语的认识。 

语句表心声，言辞绘思想。网络用语使用规范关系到文章传播
的广度，关系到每个网民自身语言使用的提升，关系到网络社会环
境的清浊。加强对网络用语规范化的管理提升网络推文影响力，有
利于吸收国内外优秀的文化知识，有助于传承中华文化进而提高全
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坚持依法治理网络传播媒介，规范净化网络
用语，才能使微时代网络更加健康发展，才能保持我国在新时代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良好、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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