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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匿名性是网络人际传播最突出的特点，然而，“网络实名制”的提出则要求网民采用

真实姓名进行注册认证，这必将给以匿名为特色的网络人际传播带来影响和改变。在“网络实

名制”的影响下，网络人际传播主体是公开还是隐秘、传播内容是真实还是虚假、传播效果是

优化还是弱化？本文以网络人际传播方式中发展较早、较具代表性的BBS为例，对此加以阐

述。 

【关键词】网络实名制 网络人际传播 BBS 主体 内容 效果 

“人际传播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是由两个个体系统相互连接组成的新的信息传

播系统（1）”。网络人际信息传播系统主要由即时传播（QQ、MSN、SKYPE等）与延时传播

（EMAIL、校友录、BLOG、BBS等）两种传播方式组成，以网络中独立的个人为传播主体，以电

脑网络设备、网络语言符号为中介，把“主体—客体”的二元人际传播关系转变为“主体—网

络符号—客体”三元人际传播关系，使个人真实身份得以隐匿在网络符号背后，成为区别于二

元人际传播的最大特点。但近年对“网络实名制”的热议，给网络人际传播的匿名特点提出了

挑战。 

网络实名自提出就引来颇多争议，它是指网民采用真实姓名注册认证，再用笔名或真实姓名在

网上发表言论、参与网络活动。从2002年李希光的“中国人大应该禁止任何人网上匿名”，到

2005年 “中国是否需要实名制”大讨论，再到《中国开始网络实名制，腾讯QQ成首批试

点》，“BBS实名制”、“手机实名制”、“QQ群实名制”，“网游实名制”，“博客实名

制”都相继被推向热议的风口浪尖。 

BBS是发展较早的网络人际传播形式，既有曾进行过现实人际交往的人在BBS上继续开展人际交

往活动，也有仅仅通过网络BBS建立的人际传播关系，而并未有过现实世界的人际交往。它们

主要通过发帖、跟帖、留言等网络人际传播方式展开，除了一对一的人际传播方式，也夹杂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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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一对多、多对一，以及多对多的群体传播方式，使BBS的人际传播具有复杂多变的特点，

也具有典型的研究意义。中文BBS社区实名发端于高校教育网BBS站点，如水木清华、北大未

名、复旦日月光华、南京大学小百合、中山大学逸仙时空等著名高校BBS。2006年商业门户网

站的搜狐社区也规定管理员和斑竹必须实名上岗，并将资料送交上级安全部门备案，拒绝交代

个人信息者将失去社区管理权限。 

从网络监管者和文明网络构建的角度看，“网络实名制”能有效限制网络虚假有害信息的肆意

传播，最大限度提升网络道德水平，减少利用互联网进行违法犯罪行为的可能性。从网民的个

体角度看，“网络实名制”将给网络人际传播行为带来哪些影响和变化？ 

 

传播主体嬗变    公开or隐秘 

对应人际交往模式的“约哈里窗口”，匿名的网络人际传播信息，处于自己了解而别人不了解

的“私人区”；实名的网络人际传播信息则处于自己了解而别人不了解或者了解的“私人区”

和“公共区”，实名制下的“私人区”具备了转变为“公共区”的前提和可能性。然而，匿名

并不是传播主体信息完全保密，实名也不是传播主体信息完全公开。网络传播主体的行为特

征、话语方式等无法与他的真实身份地位相对应，就体现了网络的匿名性，实名则是将传播主

体行为与其身份相对应，但并非将传播主体的信息公开，不再保密。 

目前多数BBS实名制都施行“后台实名、前台匿名”，传播主体在后台进行真实姓名注册认证

后，仍可采用虚拟网名，以匿名方式在BBS上进行人际对话交流，发帖、跟贴或留言。只有当

传播主体的人际交往行为有违文明、道德、法律规范时，网络监管者才根据登记的实名信息将

其身份公开，对其进行制裁，封锁ID，严重的甚至追究其刑事责任。2007年初大竹群体事件的

网络造谣嫌疑人，虽然是在BBS上匿名发帖散布谣言，但公安机关仍然依据用户资料和IP地址

信息将其查获。“现实中的真人秀与网络匿名秀，前者穿满了全身，只露出了脸，后者则遮住

了脸，却露出了全身”。所以，虚拟社会中以隐匿身份存在的个体，始终是物理世界中的真实

个人，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社会而存在，进行人际传播的主体也是真实的；而实名制下人际传

播主体的真实身份信息则具有了被公开的可能性，公开与否取决于其网络行为是否超越规定的

边界。 

 

传播内容嬗变    真实or虚假 

“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条狗”，匿名条件下的网络人际传播有真实的一面，由于摆脱

了现实人际交流中身份、地位、表达自由的困扰，网民能更加自由随意地表达现实生活中不能

说出的真话。但网民为了不暴露网络行为与真实身份的联系，并不会完全表露个人的真实想法

和态度，而是借助匿名的传播情境极力掩饰真实身份，使人际传播行为与现实身份特征失去关

联。匿名导致了网络人际传播行为的无法追溯，也使网民在网络人际交往中较少顾及现实社会

行为规范，其传播行为更加随意，不注重内容的真实性，有的甚至捏造事实，借助网络传播渠

道散布谣言。所以匿名的网络人际传播离真正的自由对话还有差距，网络的匿名性并不能保证

传播内容的真实性。曾经在网络上流传的“金华惊现连环杀人案”、“高州工商打死清华学

生”、“比尔盖茨遭暗杀身亡”、“湖南78岁老妇第九次怀孕”等谣言，都是在BBS上的发帖

人随意捏造，再经由人际传播渠道愈演愈烈，在“网络能量放大器”作用下，以讹传讹形成

“蝴蝶效应”，极大地损害了BBS中人际传播的诚信度与真实性。 

相反，网络实名制是否能确保人际传播内容的真实性呢？虽然网络人际交往过程中不能一眼识

别出对方真实身份，但后台的实名制管理使传播主体的个人资料可追溯，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传

播行为的随意性和虚假性。在实名制的达摩克利斯剑下，传播主体出于对个人身份、地位、名



誉等方面的考虑，其行为更加审慎，其言语更接近于真实，减少了虚假信息的任意传播。但实

名制也不能确保传播内容的绝对真实，在文明、道德、法律允许的规定范围内，BBS用户的人

际沟通都是匿名的，所以并不排除人际传播中善意“谎言”的存在。 

网络与现实世界形成交集，网络人际传播内容本身也是真实与虚假、诚实与谎言的交织，只是

匿名的情境放大了虚假和谎言，而实名的人际传播则减少了虚假放大了真实，任何一种人际传

播情境的传播内容都并非单一纯粹的。 

传播效果嬗变    优化or减弱 

人们进行人际传播的首要动机和目的是获得与生产、生活和社会生活有关的信息，从而进行环

境适应和决策，基本动机是建立与他人的社会协作关系，其次是实现自我认知和相互认知，满

足人的精神和心理需求（2）。网络人际传播的动机也大致相同，只有满足了传播主体的需求

和动机，才能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 

在匿名的网络人际传播中获取的信息，存在虚假的风险，传播主体的匿名特点，会导致BBS上

假新闻假消息的流传，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际传播的正常交流与沟通，而实名制下网络人际传

播行为所提供信息则较为真实可靠，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引导人们做出准确的决

策，从而影响行为，达到优化的传播目的。 

通过网络人际传播与他人建立社会协作关系，“避免了现实世界的危机和压力，缓解了各种矛

盾引发的面对面的冲突”，匿名使网民不用担心个人真实身份的暴露，可以采取更直白更随意

的方式，在网络上进行自我表露和人际传播，缓解压力、排解情绪，起到“减压阀”的作用。

在BBS上很容易看到对现实表示不满的牢骚帖，袒露心声的真话帖，以及附和的跟帖和留言。

可是一旦传播主体以实名的方式进行人际传播，人们便会刻意掩饰身份、注意言行，这样的发

贴和跟帖就会减少，网络的“减压阀”作用被削弱，互动的人际协作关系也会受到影响，不能

达到最优的人际传播效果。 

通过BBS的发贴、跟贴等人际互动行为，传播主体不仅能进行自我认识，也能了解他人，形成

相互认知的网络互动。网络中的自我认知在匿名的情境下较容易展开，面对吸毒、虐待、艾滋

等敏感话题时，实名制会减弱当事人的倾诉动机和救助效果，不能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但

是，优化的网络人际传播效果必然建立在网络人际信任的基础上，匿名使网络中交往的人们可

以采用虚假和虚拟的身份进行传播，而不必担心说谎造假带来的风险，不必理会因失信而带来

的信任危机，当其谎言暴露、名声败坏时，完全可以采取退出逃避、另换“马甲”的方式重新

开始新的网络人际传播，这给传播主体深入的自我认知和相互认知带来一定难度。 

 

结    论 

互联网实验室董事长，博客中国创始人方兴东曾说，其实互联网一开始就是要实行网络实名制

的，而现在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在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网络的时候，让人们以一种匿名的身份

去感受互联网。但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越来越融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网络最吸引人的地方

已不是“匿名”，而更多地需要坦诚和快捷的沟通方式（3）。诚然，“网络实名制”能为网

络人际传播环境的净化带来好处，但它对网络人际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效果的影响绝不

仅仅是单方面的，公开和隐秘并存、真实与虚假同在、优化与弱化均有可能。网络世界与现实

世界相互交融，实名制下进行网络人际交往的人们都处在“圆形监狱”之中，即使实名所能提

供的真实信息有限，但人们要时时提防可能存在的监视与惩戒，在日复一日的网络人际传播行

为的矫正过程中，必然会使习惯成自然，内化为传播主体的本能，达到净化网络传播环境的最

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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