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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流言对政治传播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

白　杨
（中国传媒大学 政治传播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２４）

　　摘　要：网络流言正在对政治传播系统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网络流言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政府应该从正反两方面认识网络流言。政府要采取不同的态度区别对待网络流言和谣言，善于利用网络流言

的舆论监督功能了解民情，及时监测舆情，把握先机，避免流言向谣言转化。在实际工作中要将《政府信息公

开制度》落到实处，有效应用政务微博等新媒体实现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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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信息化社会，互联网日益成为重要的传播
工具和舆论平台，历数近年来发生的重大新闻和

公共事件，都可以看到以互联网为媒介的流言传

播对事件的影响和推动，由此越来越多的学科开

始关注“网络流言”这一新的学术命题。本文拟

探讨在政治传播中网络流言的出现、传播与影响，

以及政府应对网络流言的策略。

　　一、政治传播中的网络流言

　　根据郭庆光的定义，流言是一种信源不明、无
法得到确认的消息或言论，通常发生在社会环境

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而正规的传播渠道（如大

众传媒等）不畅通或功能减弱的时期［１］９８。当前

中国正值转型期，社会环境的变化给流言的产生

营造了现实的土壤，而互联网的传播特性，诸如匿

名性、超时空性和交互性等，又给流言的传播和扩

散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本文中的网络流言特

指基于互联网（含移动互联网）的传播环境，通过

各种新媒体传播工具，如电子邮件、ＢＢＳ、ＩＭ、博
客、微博等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进行

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它的特点是信源不明、

内容未经证实、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内容快速

增殖、受众同时也是传播者。

　　政治传播是政治系统内部的信息沟通传递、
交流和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信息沟通传递与交

流，是由政治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导致的政治信息

的传递与处理过程［２］。在政治传播过程中，可以

实现传播政治信息、影响公共舆论、设置政治议

题、塑造政府形象、监督政府、政治控制与稳定等。

现在，越来越多的流言从现实社会产生，经由互联

网的传播和扩散，又作用于现实社会的各个方面，

尤其是对政治传播系统产生重要影响。从内容的

角度来分析，目前政治传播中的网络流言大致可

以归纳为以下三类：一是以政府官员本人及其家

人的工作、生活情况为核心，反映其贪污腐化、道

德败坏、生活作风等问题的流言。二是围绕政府

工作的优劣成败，表达网友对政府部门和地方政

府工作的质疑和不满的流言。这类流言多与大规

模群体事件相关联。这不仅反映了当下社会矛盾

冲突客观存在的现实，也暴露出政府在应对网络

流言和群体冲突时处置不当。三是被贴上“政

治”标签的流言。这类流言主要源于网友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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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政治化”的情绪，将与政治无关的小事，跟官

员、政府、政治挂钩，经过互联网的聚合、催化和放

大，产生流言。

　　在政治传播过程中，网络流言的产生有其必
然性和合理性。美国社会心理学家Ｇ．Ｗ．奥尔波
特曾提出流言公式：Ｒ＝ｉ×ａ（流言流通量 ＝事件
的重要性 ×证据的暧昧性）［３］。也就是说，事件
越重要，证据越模糊，流言就越多，影响就越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利益格局的重新调

整，中国社会发展充满不确定因素。每个人都可

能成为信息渠道、意见表达的主体。当人们在现

实世界无法正常传递信息、表达诉求的时候，必然

到虚拟世界去寻求另一种出路。这时候网络流言

应运而生。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互联网作为一

种新型的传播媒介，适宜于流言的产生和扩散。

互联网拥有传统媒体不可比拟的传播优势，如

系统的开放性、信息的广容性、传递方式的交互

性、信息存储的超时空性等。当这些优势作用

于流言的传播，就促进了它的变异，扩大了传播

空间，出现了“滚雪球”效应。另外，群体传播中

非理性现象的出现，多是由于“匿名性”原理［１］９８

的作用。互联网的“匿名”状态加速了流言的传

播、增殖和回流，使网络流言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和破坏力。

　　二、网络流言对政治传播的影响

　　从积极的角度看，网络流言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看做公民监督政府、实现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

比如，在陕西“微笑局长”事件中，由于网友的参

与，使围绕杨达才的“名表”、“工资”、“房产”等

种种流言，引起陕西省委和纪委的高度关注，最终

撤销其行政职务。可以说，有些网络流言确实能

够倒逼大众传媒深挖线索，促进网络舆论监督环

境的形成，需要肯定它存在的意义。同时，网络流

言对政府形象、媒体公信力和规范的政治传播秩

序造成的负面影响，也需要研究和关注。

　　首先，舆论监督伪装下的网络流言损害了政
府形象。近年来，网络揭露的湖北“天价烟”、江

西“宜黄拆迁事件”、河南“灵宝跨省追捕”等事

件，使一些地方官员受到查处。在网民欢呼这些

舆论监督胜利的同时，一些网络流言打着舆论监

督的幌子出现在互联网上。《半月谈》杂志曾报

道网上出现的“妖魔化县委书记”的现象。不光

是县委书记，网络上很多不实、捏造、夸张的发帖

打着“反腐”、“监督”、“揭黑”的旗帜，实际上是

出于私人恩怨打击报复，或者故意煽动闹事。同

时，有很多不明就里的网民愿意相信网络上未经

证实的流言，并且以讹传讹。因此，很多事情即便

是造谣中伤党政干部，网络上也很难辨清。长期

如此，将对政府官员和政府本身形象造成极大的

损害。

　　其次，失控的网络流言降低了政府和主流媒
体的公信力。目前，大量针对政府和社会、难辨真

伪的网络流言不断地出现在网民面前，政府处理

不及时或者稍有隐瞒，就会引起网民反感，进而损

害政府和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浙江乐清村民钱云

会被重型卡车轧死一案，乐清警方第一时间发布

微博澄清案情，但数万条跟帖绝大部分抨击警方

撒谎，人们不相信钱云会之死的背后没有打击报

复。英国《卫报》评论说：“人们对此类事件（浙江

乐清案）的猜疑显示出当局所面临的信任问题的

严重性。在所有国家，阴谋论在网上都很盛行，但

在中国有着尤为强大的吸引力。”［４］

　　再次，频繁出现的网络流言影响了政治议题
设置过程。一旦政府和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受到质

疑，人们就选择互联网去获取政治信息，同时，新

闻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也受到网络流言的影响。

从２０１２年初广西的“床照门”到２０１２年底重庆的
“雷政富不雅视频”，互联网上频繁出现的官员桃

色事件，形成了中国式“情色”反腐现象［５］。这些

由网络流言形成的新闻热点，将受众的注意力转

移到官员的私生活上，却忘记了反思贪贿所依靠

的制度性腐败和政治腐败，影响了严肃政治信息

的传播。２０１３年初“情色反腐”和“网络反腐”的
势头越来越猛，这可以看做舆论监督和公民政治

参与的胜利，但是不得不思考主流媒体的新闻源

和议程设置功能越来越受到互联网影响和牵制的

后果，这些庞杂的网络流言干扰了正常的信息传

递秩序，影响了政治信息的传播效果。

　　最后，网络流言煽动网民非理性情绪，引发了
现实社会秩序混乱。从“汶川地震”、“日本大地

震引发抢盐热潮”到近期的“什邡事件”、“钓鱼岛

游行事件”，都能看到网络流言的煽动，以及网民

非理性情绪从线上到线下的蔓延，逐步导致群体

冲突在现实社会产生。从国际范围看，网络流言

对政府、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此起彼伏。这为我

们重视网络流言、运用新媒体进行政府治理敲响

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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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政府应对网络流言的策略

　　一要正确认识网络流言，善于利用流言的舆
论监督功能。流言不同于谣言，流言有自然发生

的，也有人为制造的，但大多数流言与事实背景相

联系；而谣言则是有意凭空捏造的消息或信

息［１］９９。可以说，谣言是流言的一部分，但并不是

所有流言都是谣言，必须分别认识，区别对待。政

府不能将网络流言一概贴上“谣言”的标签，忽视

甚至蔑视来自互联网的疑虑和怨气，用删帖、封堵

ＩＰ乃至“跨省抓捕”来压制不同的声音，这样做的
结果可能会陷入“塔西佗陷阱”。① 对于流言，政

府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看法，网络流言是下情上达

的一种重要途径，可以通过它来观察社情民意，了

解民众急切的需求。同时，政府应重视网络流言

的舆论监督作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实际出发

主动应对。

　　二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透明
度。中共十八大提出：“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

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

域办事公开制度，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

下运行。”政府和媒体及时公开有关事件的信息

可以最大限度地压缩流言传播的空间。２００７年
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

开展信息公开工作提供了依据。从内容看，政治

传播系统中的网络流言多涉及对政府工作不透

明、程序不规范和公权力滥用的猜测和怀疑。如

果公众熟悉政府工作内容，当有流言在网上散布

时，公众对比政府公开的信息，自会了解事件发生

的来龙去脉，可以最大限度地打消心中的疑虑。

相反，政府和媒体发布信息迟缓、被动，会加重公

众的恐慌心理，形成恶性循环。

　　三要及早介入，防止网络流言向谣言转化。
政府部门和主流媒体对政治传播系统中的负面信

息秘而不宣，尤其是对已出现的网络流言不正面

回应，会形成一种“大道不传小道传”的氛围，让

民众在小道消息的主导下形成猜测、怀疑、恐慌甚

至反感。网络流言可能包含错误信息，也可能包

含正面信息。很多流言不一定有刻意的扭曲和包

藏的祸心，只有在公共危机事件形成的过程中政

府相关部门没有抢占第一落点的情况下，这些流

言或是由于失真的程度逐渐加剧，或是由于别有

用心的歪曲，成为彻底虚假的信息，才会使危机事

件升级，不利于事态的控制和解决。相反，政府及

时公布真相，满足人民的知情权，同时在大众媒体

上进行舆论引导，是会产生正面效果的。因此，在

流言形成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和大众媒体应及早

介入，抢占先机，防止流言向谣言转化，以有效预

防恶性社会事件的发生。

　　四要善用新媒体应对网络流言。从当前形势
看，网络流言主要来自网络论坛和微博。尤其是

在微博中，经常出现热点事件的现场报道或者知

情者的爆料，使微博越来越成为突发事件中的第

一信息源。微博可能会传播流言，但也是制止流

言传播的最有效渠道。因为在微博上呈现的是一

种意见多元的状态，这种状态可以使健康的意见

通过观点的交锋而战胜非理性的意见，在学理上

这是一种信息载体的“自净化”现象［６］。政府应

该善用新媒体，尤其是应用微博及时掌握舆情、

发布信息，应对网络流言。归根结底，政府唯有

真心倾听老百姓的声音，实现真正的“对话”，才

能积极应对网络流言，构建健康和谐的政治传播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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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塔西佗曾出任古罗马最高领导人———执政官。在谈到“执政为民”的理念时，塔西佗曾说：“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

坏的政策都会同样的得罪人民。”这个卓越的见解后来成为政治学的定律之一“塔西佗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