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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主持人!除了虚假信息会给社会带来伤

害!还有什么是需要我们警惕的吗" 微博要

如何增强正能量" 是要靠法律吗"

刘徐州!微博在传递温暖、舆论监督、促
进公益救助、打击腐败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正
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但对于微博产生的
负能量，我们也需多加关注。微博是用户生产
信息的媒体，是社会化的媒体，如果让过多的
负能量，或者让营销账号以及挑战社会主义
主流价值观的个别意见领袖占据主导的话，
微博将沦为一个变形扭曲、消极阴暗的拟态
世界，为此更多的建设性力量、进步力量、推
动的力量、平衡的力量需要进驻微博，将微博
上的声音向积极理性的方向引导，最终成为
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强大引擎。
微博今年还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部落化、

帮派化的情况。轰轰烈烈的“方韩大战”，就
是微博阵营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个事件
发展到后来，你会发现很多人只看立场不问
是非，非理智的对骂已成为部分网民的习
惯。此外，六月的约架事件，更是把原本是线
上的意见分歧，延展到线下肢体冲突，客观
上在现实中造成了不良影响。
最后一个是老生常谈，那就是微博上言

论自由的法律边界问题。轰动一时的邹恒甫
事件目前的进展是北大起诉，北京市海淀法
院受理。这将是个影响性诉讼。想必将来会

有更多的相关司法案例推动微博管理的科
学化、合理化和有效化。微博的治理和可持
续发展不能缺少法制的护航。

禹卫华! 在微博用户的个人层面要自
律。在公共事件的传播过程中，实名认证的
用户以及平时习惯于转发微博信息的中间
人，应形成自我把关机制，对信息进行主动
的筛选。转发微博时也要判断真假，不能核
实但又事关重大的事情不要轻易转发。某些
信息的真实性可以通过有信息核实能力又
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来论证。社会管理的部门
要拿出具体措施来。可以由专门机构负责微
博语义倾向与信息真实性的研究，并建立舆
情监管与虚假信息判别的联动机制，并鼓励
更多的用户参与到信息核实的过程中。

主持人!从法律层面来看!对于在微博

上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是否会有相应的法

律法规对其进行处罚"

王金妮!在我国没有一部法律专门来规
制微博上发布不实言论、虚假消息行为。微
博侵权如同其他侵权形态一样，不存在法律
适用的特殊性。有关微博侵权行为的规制在
宪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
刑法中有所体现。
通过发布、传播不实言论或虚假消息微

博，发布或传播者根据不同的情况将可能承
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从民事责任上来讲，司法实践中可以适
用《侵权责任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从一般
侵权行为和微博自身的特点中来总结判定
微博侵权的标准。在微博上，当言论自由与
他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应进行法益衡量，综
合考量发言人的具体身份、所发布言论的具
体内容、相关语境、受众的具体情况、言论所
引发或可能引发的具体后果加以判断。确实
构成侵权的，责任人需要承担停止侵权、赔
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责任。从行政
责任来讲，微博如果表述不当就可能会对国
家利益和社会利益造成侵害，适用的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规
定。从刑事责任来讲，若微博发布者或传播
者的行为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将受到
刑法的制裁。当然，法律的限制其实是一条
红线，更重要的还是广大网民的自律。

为
微
博
增
添
正
能
量

!

就
在
一
﹃
键
﹄
之
间

! !

主持人的话

当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通

过微博获取信息!分享心情"这

一植根于新技术的产物" 对社

会生活的影响已不仅仅停留在

虚拟的网络# 海量的信息在微

博上涌出"有的让人温暖"有的

引人深思"也有很多真假难辨$

此刻"在微博上围观的你"是怎

样的心情%

"主持人#

阿竹

! ! ! !嘉宾!!!

刘徐州 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副院长#政法宣传与舆情研究中心主任

禹卫华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

副教授

王金妮 远闻$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主持人! 刘教授在新浪微博上粉丝四万

多&腾讯微博上八万多!这意味着!您在微博

上的声音!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影响力'作为研

究传播学的学者!您怎么看微博"

刘徐州! 我微博的粉丝量比起真正的大
!相差甚远，不敢谈其影响力。不过因为一直
参与微博，可以谈谈我对微博的看法。微博采
用了互联网的最新技术、集纳了互联网的几
乎所有应用，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新
兴媒体，它最大程度地激发了网民的参与热
情、激活了网民信息生产的潜力，并以其文本
碎片化、交流私语化、发布快捷化、传受交互
强，使其往往成为舆论发布的集散地，舆论引
导的先发力量。近两年发生的很多国内外大
事，我们看到微博往往伴随着事件演进的过
程，成为舆论行程和传播的热地。可以说，在
微博上生长的舆论已成为影响现实的利器。
这种影响有时是正向的，比如对社会正面信
息的传播、对公益活动的推进、对贪腐及其他
不法行为的监督等等。同时，微博的负效应也
不容忽视。比如，微博上确实存在大量的谣
言、充斥着大量的不良内容。接触这些信息久
了，难免让人或冷漠麻木或悲观沮丧，微博负
能量的发酵结果常常让一些人对社会现实感
觉无望甚至恐惧。

主持人!有种说法!微博有(自我清洁)的

功能* 我们真的不必为微博谣言担心吗"

刘徐州! 中国人民大学的喻国明老师提
出过一个著名的观点：微博谣言是个伪命题。
其要点是：如果一起事件拥有多个目击证人，
大家同时借助微博发布信息，不同看法会形
成补充。当所有知情人的观点汇聚在一起，就
会形成一种互相补充、纠错的关系，实现真相
的再现。应该说，这一观点，理论是成立的，现
实中也不难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案例。但同
时我们也应看到，微博的“自我清洁”存在条
件性和时间性。比如，很多事件没有目击证
人，即使有证人也可能出现“罗生门”现象。前
不久发生的击毙周克华事件中，一些谣言在
微博上传播，说被击毙的不是周克华，碎片化
的、充满矛盾的信息一时间使真相扑朔迷离，
严重挑战了重庆公安的形象，危害显见。

禹卫华!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是，"#$$
年春节前后的微博“打拐”中出现的大量
虚假信息。其中，“%岁女孩周萌萌四川彭州
被拐”最具典型意义，这个所谓的“失踪女
孩周萌萌”其实是杭州网络红人“西子小小
徐湘涵”。我们会发现，打拐信息是多信源
的海量信息，受害者、关注者、同情者提供
了各类来源复杂、内容各异的信息，当海量
信息铺天盖地时，核实与辟谣的要求较高，
即使能够核实真假，核实后的发布过程也
较复杂。此外，虚假信息传播的惯性较强，
即使信息已经被证实为虚假信息，转发仍
在继续。在这次打拐虚假信息传播过程中，
微博“自我清洁”的机制几乎没有启动，“周
萌萌”的信息在被转发了几千次以后仍然
无人出来辟谣。而微博的议题转换很快，当
微博用户意识到这个虚假信息时，微博舆
论焦点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了，微博对打
拐虚假信息采取的辟谣措施实际上在舆论
焦点过后才出现。

刘徐州! 任何谣言被证伪都需要时间，在
信息源、社会语境、传播阻隔、微观舆论场域等
因素影响下，其行程演进需要在特定的时间路
线图中完成，有着特定的舆情发展规律和时间
规律。微博谣言自净的时间性决定了其危害
性。安徽官员“艳照门”事件，现在看来是一类
典型的谣言，但是，自其出现、泛滥、转折、证伪
历时近两周，当事人得承受多大的压力？

! ! ! !主持人!近两年!我们看到政府部门纷纷开

出了官方微博* 政务微博到底应该发些什么内

容" 如果只是报报天气预报+ 当天小菜场的菜

价!显然不是老百姓最期待的,

刘徐州! 有人将 "&$&年称为政务微博元
年，这一年，政务机构开始大举进驻微博。在近
乎两年的探索中，一些政务微博问政于民、问计
于民，走网上群众路线，实现了与网民的互动沟
通、建构了自身的形象，绩效显著可圈可点。但
由于对微博属性、微博传播规律把握不足，只顾
跟风作秀，有时甚至失误失当，频出“洋相”。
官微要想解决内容选择的困惑首先是搞准

定位。即开微博是为了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
要建构一个怎样的形象？这是个核心问题，是开
通政务微博的逻辑起点。
有些部门对自身官微的定位不清晰，致使

他们在信息的发布、语言的表达等方面存在和
自身形象严重不匹配的现象。比如，有的部门现
实中主要以严肃执法、公正权威的形象示人，但
是微博上却过于使用很萌的网络语言，结果引
起非议。我就曾观察到某地公安的微博，套用了
梁朝伟的“生活体”，“有时闲着闷了，会穿上警
服临时中午去机场，随便赶上哪班就搭上哪个
班机，比如飞到北京，独自跑到北京最堵的二环
路，不发一语疏导一下午车流，当晚再飞回，当
没事发生过，突然觉得这 '(才叫生活。”这样
的微博内容肯定不符合公安部门的形象，会引
来诸多质疑———公安人员怎么可以闷了就随便
去机场搭飞机？这是在利用特权吗？费用怎么解
决？又怎么可以跨省指挥交通？更何况北京的二
环根本不设岗亭，不需要民警指挥交通。原本，
政务微博活用网络词汇、流行语体，在一定程度
上能避免信息发布流于刻板，能让网友很快产
生认同，但不恰当的模仿俨然是东施效颦，不仅
会影响政务微博的公信力和美誉度，而且可能
会招致不必要的质疑和麻烦。
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微博是个正面的典

型，这是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公安部“打四黑除
四害”专项行动办公室的官方微博。据微博的负
责人介绍，其开办之初定位就非常明确，开微博

的首要目的就是“做事”，做什么事呢？那就是
"&$$年公安部针对在“大走访”开门评警活动
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治安问题，而部署的全
国公安机关集中开展“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
动，即严厉打击整治制售假劣食品药品的“黑作
坊”、制售假劣生产生活资料的“黑工厂”、收赃
销赃的“黑市场”和涉黄涉赌涉毒的“黑窝点”。
围绕这个明确的定位，微博发布与其相匹配的
信息内容，使用相匹配的语言，采用相匹配的风
格，做得比较好，一年的时间单新浪微博的粉丝
已达 )&&万。所以说，政务微博，明确自身的逻
辑起点非常重要。

主持人!明确了逻辑起点之后!接着就面临

怎么有效地发布信息的问题了,有时候!政务微

博在发声音!但大家似乎并不买账,政务微博要

怎么说才有效"

刘徐州! 微博时代的舆论引导是个时代的
课题。微博上特殊的舆论生态、格局和生成发酵
机制及相关规律值得深入研究。官微目前面临的
舆论引导形势严峻，在一些热点事件中，官微常
常处于“弱势”地位，往往是几个大 !几条调侃、
质疑和围观的帖子，就很快把地方官微置于舆论
的风暴之中，申辩无力，或三缄其口，或乱了方
寸。如安徽官员“艳照门”事件中，“庐江发布”作为
有限。政务微博亟需把握热点事件焦点事件的信
息第一定义权，最大程度地避免被误读、被质疑、
被围攻的被动局面，重新确立话语权的绝对优势。
具体到政务微博要怎么说，我个人觉得不

妨多观察学习微博大 !们的发文技巧。人民日
报微博也是个可以借鉴的例子。这个开博 )&多
天、新浪粉丝已超 $"&万的官微有着区别于很
多政务微博的气质，应学习其清新亲民的语言、
层次丰富的矩阵布局、灵活有效的疏导沟通方
式。据说，人民日报从一开始就决定绝不删除负
面评论哪怕是骂人的评论，这一做法甚至被人
讥为不懂微博。但人们发现，一开始还有一些人
在评论里面开骂，渐渐地，这样的声音就非常少
了。另外，对于敏感问题如何回应，怎样处置反
腐信息，怎样回应热点事件，人民日报都显得颇
有章法，拿捏有度，非常值得学习。

政务微博要明确自身逻辑起点发出有效声音

增加微博正能量需要法制护航

"结束语$

微博是用户生产信息的媒体! 是社会化

的媒体!这也意味着!让微博上多一些积极理

性的正能量!少一些假丑恶!要从每一个用户

自身做起,微博的诞生!意味着人们无论身在

何处! 都可以直接在网络上进行交流和发表

意见!不受时间&空间以及对象的限制, 在公

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得到了更加极致的发挥的

同时!请记得那份公民责任也一样重要,

微博启动“自我清洁”机制
需要一定条件

插
图

郑
辛
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