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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言论自由与网络谣言风险的关系研究
□ 吕晓红  李永平

【摘  要】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人们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自由地在网络空间中表达自己的意

愿，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以某种表现方式进行自由地言说。本文把网络谣言看作一种社会现象，一种值得进行社

会研究的事实，通过认识理解网络谣言的传播机理，分析网络言论自由的内涵及其特征，探讨两者之间存在的潜在

关系，为规避网络谣言泛滥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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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常言道：谣言无处不在，每则谣

言都有听众。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

展，网络一方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

大便利，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

也给一些人在网络上散布谣言提供了渠

道，谣言变得俯拾皆是。源于此，互联

网则成为了谣言的滋生土壤之一。换言

之，我们正生活在谣言泛滥的时代。任

何关于虚假的、具有误导性的谣言都会

很容易被造谣者所散布。面对散布虚假

信息的造谣者我们是否能够采取一些行

之有效的方法来抑制网络谣言的繁衍、

传播和生根，这对现在规避其肆虐则具

有重要意义。

一、谣言在互联网中的传播机理

谣言之所以能够兴起并被传播，是

因为谣言与相信谣言的人的已有信念相

吻合，并且能够被这些人所接受。正如

谚语所说：想听的话，再聋也能听到。

众多学者对谣言的研究表明：尽管不同

时期的谣言所产生的背景不同，但是其

传播的基本要素是一致的，即重要性和

模糊性，并且还与个人的差异即谣言受

众的批判能力以及时间的反常性和环境

因素有关。①在谣言形成与传播中，谣

言的传播一般是谣言的传播者/制谣者

将谣言传送给环境中介，继而通过环境

中介传送给接受者。而接受者在接受到

谣言后，经过自身的加工、处理后，自

己又变成谣言的传播者/制谣者，再又

将谣言信息传送到环境中介中，这样循

环往复。然而，谣言在互联网传播中却

将其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传播机理即：

谣言产生——通过一定方式传播——传

播过程中变异扭曲——群体效果——控

制方式的仓促或误差——恶性循环。

在互联网时代，谣言仍然无时不

在。由于网络虚拟的空间充当着谣言传

播过程中的环境中介，而互联网在一定

程度上又让人们生活在信息的“蚕茧”

中或人们自行设计的回音室里。因此，

不同的谣言会在不同的网络社会群体中

生根发芽。在互联网上，信息流瀑每天

都在发生，即使它们涉及的是完全没有

根据的谣言。但是，这些信息流瀑在很

大程度上还是影响着我们的信念和行

为。面对这些谣言的传播，一些人立即

就会相信，另一些人则会加以摒弃。然

而，最关键的则是要把握好谣言的“门

槛”和“临界点”，坚持自己的信念或

信仰。

二、网络言论自由的内涵及特征

“言论”在《辞海》中意为：言

谈、谈论之意。②在《现代汉语字典》

中意为：关于政治和一般公共事务的讨

论。③何为“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核

心内涵是人人享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

发表言论及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但

随着现代社会科技手段日新月异，网络

这一新兴媒体的发展，更使得言论自由

的范围逐渐扩大，人们对言论自由的理

解更加趋向于自我表述的自由，互联网

为言论自由的实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

台。所谓网络言论自由，就是公民享有

的，由法律规定、认可和保障的，通过

互联网公开发表言论、传递思想、表达

意见、主张、观点、情感等而不受他人

干涉、约束或惩罚的自由。④然而，由于

网络言论自由的载体区别于传统媒介，

其具有匿名性、即时性、互动性、广阔

性、自由性、平等性等特征，这不由得

为网络谣言泛滥提供了温床。

三、网络言论自由与网络谣言泛滥

对于网络言论自由是否会直接影响

网络谣言泛滥这一问题研究的必要性，

借用法国学者卡普费雷在《谣言》一书

中的一句话来说明：“当一个虚假的信

息流入社会时，它就像一个真的消息一

样被传播。这一过程完全遵循着构成社

会生活的规则，而并非由于集体发疯或

集体幻觉。”⑤

网络言论自由可能为网络谣言泛滥

提供一定滋生平台。探究其因，主要是

由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首先，网络的匿名性让人们

更愿意参与网络空间的言语互动，但是

这样隐去了身份识别的同时也会隐去了

更多的责任。用户可以随时自由进入和

退出互联网平台，并且也可以自由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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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言论。同时，在发表其言论时，

由于可以采取匿名的方式，也就意味着

用户在网络这一虚拟世界中的身份可以

与现实世界中的身份不同，进而为本应

该履行的特定责任作了保护伞。此时，

假设某个用户的言论确实触及法律，但

是又因为该用户借用虚拟网络的匿名性

隐匿了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真实身份，

结果就导致执法者很难查找到该言论的

负责人。而这类社会现象反映出的不仅

是法律易失去其管制的空间，而且也包

庇了该用户本应履行的相应责任。

（二）其次，网络的即时性与互动

性让信息更能有效地在人们之间快速传

递，让互动交流更加没有障碍。与传统

媒介相比，如今网络中的信息传播已达

到一种人类几乎无法想象的速度。信息

的发布和反馈在网络这个虚拟空间中的

运行速度可以忽视，但是其传播结果和

影响却令人震惊。它的表达方式已经不

同于以往传统媒介信息表达过程。再加

之，其即时性与互动性使得信息发布者

和接受者也可以双向或多向同时交流，

使得信息在互动过程中交流得更加方便

和迅速。通过网络这一平台，一个事件

可以在几秒钟迅速传播到身边每个信息

角落，为众人所知；那些不断涌出的每

条言论，在瞬间也可以形成燎原之势，

比其他媒介快了百倍。

（三）再次，网络的无中心性和无

比开放性让网民更加充分随意发表其言

论。相比传统媒介而言，可能在发表之前

会受到一定时间和一定数量等方面的限

制，网络的无中心性和无比开放性却为每

个人提供了一个充分不受限制、可以任意

发布言论的自由空间。并且，在这个空间

中，每个网络用户之间都是平等的，其言

论的发表权都是自由的，并且所发表的信

息资源是共享的，这一切不仅促使网民的

数量急剧上升，而且也为网络谣言的泛滥

提供了广阔的滋生平台。

总而言之，以上这些特征虽然都

是网络言论自由蓬勃发展的生机，但

是在这样一片蓬勃生机的背后，我们也

应当看到网络言论自由带来的危机。正

因为这些潜在危机的存在，网络言论缺

少了身份的限制，也失去了承担责任的

限制，从而使得互联网上虚假信息疯狂

蔓延，更加促使了网络谣言的泛滥，同

时使其繁衍的几率增加几百倍甚至几万

倍，也增加了网络谣言风险的出现。

四、网络谣言风险及其诱因

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网络谣

言也是把双刃剑，既能起到监督和推动

司法公正，促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同时

也可能会给其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而

且，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时期，社

会风险无处不在。网络的匿名性以及谣

言的“群体效应”和“瀑流效应”结合

在一起，社会风险就会因网络谣言随即

增加，这就是本文中给“网络谣言风

险”的定义。（如图1）

图1  网络谣言对社会风险的放大

网络谣言风险的诱因主要来自于三

大方面：一是网络放大，网络匿名效应与

污名化；二是网络谣言，恶意散播与信息

不明；三是群体极化。谣言正是通过“社

会流瀑”现象和“群体极化效应”两个部

分重叠进行传播的。因此，这些都是网络

谣言风险发生的直接性原因。

（一）网络放大——匿名效应与污

名化。由于网络传播具有匿名性、开放

性等特点，使用的准入门槛较低，发表

言论随意轻松，再加之，如今个性化表

达盛行，称得上是一种言论自由利器。

然而，在“匿名心理”和“法不责众心

态”的作用下，这种自由很容易被一些

人滥用：言论偏激，揭人隐私，散布谣

言，煽动闹事等等，都成为直接导致

网络谣言产生、发展、失控、泛滥的原

因，尤其是匿名散布、传播谣言造成网

络谣言风险急剧放大。

（二）网络谣言——恶意散播与信

息不明。这是直接导致网络谣言产生的

根本性导火索。谣言，是未经证实的异

化信息。网络谣言，即是通过互联网传

播的未经证实的异化信息。网络传播因

其即时性、互动性和传播快等特点，为

谣言提供了良好的滋生地。值得强调的

是，网络谣言的背后不同于传统谣言，

它的背后潜在着隐秘性、宣泄性、诱惑

性等危险性特征。⑥

（三）群体极化。“群体极化”这

一概念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

凯斯·桑斯坦提出的。与传统传播模式

相比，网络传播更易出现“群体极化”现

象。在网络下聚集的群体很容易形成高群

内同质化、群际间异质化倾向，这样就极

其容易导致群体认同的出现。⑦

结  语

虽然互联网这一全新平台，提

供给了人们言论自由的另一个崭新的

广阔空间。然而由于互联网的特殊

性，致使网络言论自由区别于传统传

播模型。同时，这一大改变也促使网

络谣言风险的增加，造成网络谣言的

泛滥。因此，针对近年来网络谣言泛

滥这一情形，我们应该根据其传播机

理，控制或规避谣言的泛滥，营造一

个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卡斯·R·桑

斯坦认为，将谣言的传播机制和法律规

定有机结合起来，既保证言论自由，同

时又遏制谣言，使规避谣言措施在最大

程度上达到平衡。⑧一方面，人们会因

畏惧承担法律责任而减少散布谣言的行

为；另一方面，由于网络言论自由的开

放性，人们可以自由发布与公众议题相

关的正确言论，为政府和公民之间和谐

关系架起一座沟通桥梁。虽然这过程中

可能存在大量的谣言，谣言也可能会带

来明显的副作用，但如果这能避免给公

共利益带来更大的损失，一切都是值得

的。但是直到如今，人们对付谣言仍旧

集中在辟谣的阶段，并没有特别适合的

行之有效的方法，只能采取互联网管理

与法律手段相结合的方式，遏制网络谣

言的泛滥传播，维护社会安定。
▲ 本文是陕西省社科基金网络谣言舆

情分析与风险防控研究（编号12R011）的

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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