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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多样化，随之而来的带来了

负面效应——谣言泛滥。谣言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模糊了主流的价值观，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

危害公共安全，无论是从法律的层面，还是从伦理的层面，谣言都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对谣言

治理进行了伦理学角度的探讨，首先，从谣言的产生和治理现状分析当前谣言的来源以及谣言治理的成

果；其次，从伦理学角度对于谣言产生的根源问题进行深刻剖析，最后，对谣言治理进行了伦理反思，

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措施，从而促进谣言治理得到正确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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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echnological 
level,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ople has become more diverse, which has brought negative ef-
fects-rampant rumors. Rumors have brought enormous harm to society, blurring mainstream 
values, disrupting normal social order, and endangering public safety. Whether from a legal or 
ethical perspective, rumors have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This article expl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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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mor governance from an ethical perspective. Firstly, it analyzes the origin of rumors and the 
achievements of rumor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mor generation and governance 
status. Secon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s, the root causes of rumors are deeply analyzed. Fi-
nally, the ethical reflection on rumor governance is carried out,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
measures and measures are further proposed, so as to promote the correct implementation of 
rumor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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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QQ、博客、微博和微信等新型网络沟通工具的不断涌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更为便捷，

信息的传播也更加迅速。与此同时，也带来许多负面效应，其中之一就是谣言的泛滥。谣言给社会带来

了巨大的危害，模糊了主流的价值观，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对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甚至引发社会震荡、危害公共安全。因此，必须要对谣言进行伦理学视角下的分析与探讨，从根源上阐

明谣言的产生与危害，遏制谣言的蔓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伦理对策，以期遏制谣言的传播，净

化社会环境。 

2. 谣言的产生与治理现状 

(一) 谣言的产生 
从谣言的内容来看，当下的谣言都是比较受人们关注的，这些谣言中一部分是关于公共事件的，也

有一部分是关于公共人物的。然而不管是什么谣言，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大量的社会成员

都在关注着谣言事件的相关对象，在这种情况下，谣言的流传也越来越广。谣言的传播是有计划的，是

经过精心策划的，谣言的开始也许会带有某种“真相”，不管它是如何模糊地提供了旁证，谣言可以是

“善意的谎言”或者“半真半假”的信息。 
近年来，我国谣言频发，首先，是对于民生的谣言，曲解了民生领域的公共政策，制造了一些不实

新闻，这些流言在某种程度上会引发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从而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其次，是对商业的

谣言，扭曲了金融政策，制造了一些虚假的消息，这些谣言一方面会对相关行业销售产生不良影响，另

一方面会引发社会群体对社会安全的恐慌。再次，是与灾害有关的谣言，自然灾害、疫情等信息或由于

公众安全事故而造成的不实信息，极易造成社会恐慌，扰乱市场经济与生活秩序。同时，围绕社会热点

进行主观臆测、捏造、歪曲、歪曲事实等的谣言。最后，对历史事件、人物等进行扭曲解读的谣言，这

种谣言会误导人民对历史发展的理解，从而损害国家的形象。 
(二) 谣言的治理现状 
1. 谣言治理机构得以丰富 
在谣言治理中，具有法定监管职能的是由公安机关及其所属的网信系统。公安系统以打击谣言违法

行为为重点，对谣言的处理方法有治安处罚、刑事强制措施、训诫、批评教育、辟谣等，主要以行政拘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1136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赵忆萌，王纪波 
 

 

DOI: 10.12677/acpp.2023.1211365 2224 哲学进展 
 

留和训诫为主，并定期开展“清网”和“净网”等专项整治，重点打击谣言等违法犯罪活动。网信系统

的职责是对谣言进行监测、预警和辟谣，对其所涉及的信息进行及时披露，并按照相关规定对其进行删

除或关闭有关帐号，消除谣言信息。 
2. 全国联合辟谣机制得以完善 
政府机构的官方权威辟谣和民社会辟谣力量，在疫情期间充分发挥了合作优势，不仅具备辟谣的能

力，还为其他机制提供信息资源、传播效力的补充，协同处理了疫情期间的大量谣言[1]。随着全国网络

辟谣联动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网络谣言治理效果日益彰显，我国谣言治理已经实现了对谣言的主动发现、

联动查证、权威辟谣、聚合传播，同时有力削弱了谣言的不良影响，为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

定、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发挥了积极作用。 
3. 法律法规保障逐步健全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谣言对抗体系，涉及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和司法解释，

通过专门法与单行法并行的方式，形成了以《网络安全法》为基本法、其他单行法为补充的法律体系[2]。
针对故意捏造、肆意传播的谣言，从民事、行政、刑事三个层面进行了明确的规制，这对规范互联网的

信息传播具有重大意义。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相继出台，使得谣言的治理逐步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3. 谣言产生的伦理性根源 

(一) 谣言散布者缺乏道德意识 
谣言的传播既有个人也有群体，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传播谣言都是由于其缺乏道德意识和观念。

道德意识是指我们在做任何事时，总是把自己的思想与道德联系在一起，思考道德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规

范和制约。而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道德意识的缺失是造成谣言传播的根源，因此，无论传播谣言的动

机是有意的、或是无意的，归根结底，都是人们在思想上缺乏道德意识的体现。如果社会上的谣言是有

意的，那就是明知故犯，缺乏道德观念。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追求利润的社会，人们很容易受到它的

影响而产生一些错误的思想，加之西方的多元文化特别是功利主义思潮的冲击，使我们原本的道德意识

发生了动摇，从而使整个社会的道德丧失。社会的道德意识的缺失主要体现在：随意泼脏水、煽动谣言、

编织谎言等。如果社会上的谣言是无意的，那就可以说他们的道德观念不够健全。在现实生活中，人们

的行为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他们的行动也会受到舆论、习俗、习惯等的制约，而在虚拟的网络世界

里，人们的道德观念比较薄弱，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需要太多的舆论、习俗和习惯，这就给了网络上的

流言蜚语的滋生创造了条件。 
谣言散布者也包括社会的管理机构，这些机构原本应充当“守门人”的角色，但由于其管理人员的

道德观念不健全，忽略了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可传递性，导致“不守门”、不作为现象普遍存在，

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参与到了散布谣言的行列中。 
(二) 谣言传播者缺乏责任意识 
在谣言传播中，个体作为一种特殊的转播主体，它既可以作为受众群体，也可以作为信息的提供者。

不同的是，组织既要提供服务，又要提供内容，但要更多的受到政府管制、调控和准入限制。个体与群

体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传播学理论上的单纯的受众，而是具有受众的特性，同时也是传播者、批评者，他

们可以用自己的言语和行动去影响他人或彼此影响，因此，个体与群体的道德责任不容忽视。在社会上，

个体的道德意识的缺失是造成谣言泛滥的一个主要因素，而社会上的责任意识模糊是造成谣言得以迅速

蔓延的主要因素。个体的责任意识模糊、淡化，容易偏离自己的行为规范以及应遵循的准则，最终成为

谣言的传播者。网络社会中，网民的道德观念缺失是导致网络谣言迅速蔓延的一个主要因素。 
在实际工作中，社会公德、法律、法规对每一位公民的权利、义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即对每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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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都负有一定的责任。但在互联网时代，不同国家、不同阶层的人都有参与，没有明显的区域划分，

IP 地址是唯一的，也不能被认定为真实的流言的发放者和传播者，因此，要用一种统一的社会道德和法

律来规范网络中的人的行为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在网络社会中，责任意识分散，责任划分模糊，没有

清晰的定义。这种模糊的责任意识，直接导致了人们在网上的各种行为放纵，从而使网络上的流言得以

流传。 
(三) 民众缺乏道德约束力 
个人与群体的道德意识的缺失以及伦理道德责任的弱化，也是因为社会对个人和群体的道德制约缺

失。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受到了道德和法律的制约，然而，与法律的强制的“刚性”相比，道德

约束具有“柔性”，换句话来说则是以自律性为主与以他律性为主的不同。例如在互联网中，人们的道

德意识普遍缺失，谣言散布更是猛烈，伦理规范的滞后性主要是由于在互联网中的言论自由引起的，“许

多人认为网络是虚拟的，不是现实的，在网络中言论是自由的，无拘无束的，行为可以为所欲为，而又

不需要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1]。然而法律手段往往只能针对情况比较严重的谣言，对于大部分谣言而

言，一般采用的都是社区规章制度，惩处方式也基本都是删除发布内容、限制账户使用等，但是对于微

信这种平台而言，删除发布内容产生的惩处效果有限，由于其本身是即时性的新媒体平台，即使内容被

删除，也不会有太大影响[3]。所以，提高民众的道德约束力刻不容缓。 
在互联网时代，道德伦理规范的“柔性”表现得更为突出，其最大的问题就是对网民的网络行为进

行及时、有效的控制。伦理道德本身并不像法律一样对行为有硬性的制约，在互联网中，道德的约束力

就会显得更加柔弱。在互联网时代，道德对人的行为的约束常常发生在不良现象发生后，而道德约束能

力不足，没能充分发挥伦理约束力，这就使得道德在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中的作用愈发减弱，使得网络谣

言的传播成本降低，从而传播得更加广泛迅速。 

4. 谣言治理的伦理对策 

(一) 大力惩戒谣言散布者 
在相互同意的伦理关系下，平等是尤为重要的一点[2]。而对于新媒体而言，应该是对使用者权利的

维护。新媒体帐号既不是新媒体，也不能完全保护自己的权益。在对流言行为进行处罚时，要注意采取

更为合理的手段，以保证其与惩罚目标的一致性，避免其越界，保证其效果。比如，直接关闭帐号，是

不可能达到管理目的的。 
在对散布谣言行为进行处罚时，要注意采取更为合理的方式，以保证惩戒行为与惩罚目标的一致性，

避免惩罚措施出现逾越情况，并且保证惩戒措施的效果。比如，采用直接关闭帐号的方式不能完全达到

谣言治理目的。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手段，惩戒自身也必然是具有公开性的。平台在处罚时，要清楚地说

明处罚理由，并对有代表性的现象予以公示。这样做，一方面保证了施政本身的公正性，让人信服；另

一方面，它能使人们对谣言的危害有更深刻的认识，并能自觉地培养辨别是非的意识。在对谣言进行治

理的过程中，要注重对受罚者的权利保护，比如提出申诉方式、救济措施等，以体现平台的社会责任感。 
(二) 构建谣言治理的责任 
责任在谣言治理中居于首位，因为从治理谣言的角度来看，它本身就是在强调对社会责任的具体落

实和实现。增进网民网络行为责任意识，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造谣可耻、信谣可悲”的共识，每一个

公民都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3]。增强网民的责任意识，有助于网民勇于辟谣，与造谣者对抗，

防止造谣者制造谣言、蛊惑人心。这里的网友有一般网友和舆论领袖，也就是所谓的“大 V”。网络时

代，传统的门禁方式遭到了挑战，事实上，要对网络用户的信息传播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关键在于将

“自然”网络用户的个人意愿教育变成具有社会责任、以社会意志为核心、具有社会责任的社会网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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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从而自觉地按照社会生活的一般规范行使自己的发言权，再由“社会”的网络用户按照社会生活的

一般标准对“自然”用户的信息行为进行严格的监督。当然，在网络世界里，舆论导向者的道德标准要

比一般的网民高得多。对于不明确的言论，一般的网友应该采取不听、不信、不问、不传的态度，逐渐

提升自己的信息接收能力；而舆论引导者则必须持续地进行伦理教育，培养他们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对

人类的责任意识，从而真正地担负起网络时代的政治与政治使命。道德观念高尚、道德修养较好的人，

在行使自己的网络自由时，能够充分地尊重他人的存在和权利，使其在现实世界中既能恪守社会公德，

也能遵循网络规范，有效地防止了“现实人”和“网络人”的二元分化，以及现实与网络的严重脱节，

实现了虚拟与现实的良性互动。同时，还应注意到传媒平台对用户的责任。同时，谣言的传播也反映了

用户及个人在某种程度上的道德责任的缺失，所以，对其责任意识的提高也有助于对谣言的治理。社会

应该为传播谣言的各方建立责任，使各方都对其承担责任，从而为谣言的治理提供了合理的依据。也只

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发挥谣言治理应有的作用。 
(三) 加强道德伦理的教育 
在充分利用现代技术的便利条件下，个体和群体必须自觉遵守伦理规范，建立起道德观念，在全社

会范围内形成“造谣可耻，信谣可悲”的共识，每个公民都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提高个人

和团体的道德责任意识，有助于减少谣言发生的几率[4]。要把以个人意志为中心的自然公民教育培养成

为以公众意志为中心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社会公民，让他们自觉地按照社会生活的一般规范行使自己

的话语权，再由社会公民按照社会生活的一般标准对自然公民的信息活动进行监督。只有不断完善网络

道德规范，不断拓展网络道德的内涵，才能促使人们重拾对自身行为的束缚，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网络

人格。网络人格的形成对提高我国公民总体素质、规范网络行为具有重要意义。而健全的道德规范则可

以促使人们在网络社会中自觉地遵循某些法律、法规，从而确保其在现实生活中的执行。 
(四) 营造健康的社会环境 
通过构建和谐社会，以优良的伦理道德观念来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进而将其应用于实践，

通过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来帮助人们做出正确的道德抉择[5]。在现实生活中，社会舆论具有很强的导向

作用，人们往往会随着外界环境的改变和别人的行为而改变自己的行为。要创造一个以诚实为荣、以讹

传讹为耻的现实社会。现实生活与网络社会紧密相连，现实生活能够反映出网络社会的状况，而现实的

社会环境则是其产生的根源。要在现实生活中大力弘扬优良的传统美德，树立正确的网络荣辱观，营造

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使整个社会都充满了正能量，才能推动网络环境的健康发展。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舆论起到了很大的引导作用，人们往往会随着外界环境的改变和别人的反应而

改变自己的行为[6]。通过构建和谐社会，以优良的传统道德观念来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进而将

其应用到网络社会中，即通过良好的外在环境来帮助人们做出正确的道德抉择。对网络社会来说，就是

要创造一个人人以诚实为荣、以讹传讹为耻的现实社会，让网民在网上说真话、诚实守信，不相信谣传，

让网上的流言蜚语无处滋生。 

5. 结语 

谣言造成的危害甚大，然而公众健康素养的提升是一个非常隐性而缓慢的过程，并且谣言的破解也

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事实上，在自媒体时代，新媒体的态度与作风是重要的风向标，且因其广泛的群众

基础，通俗易懂的语言和便捷的交流方式在谣言破解方面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新媒体人加入到对谣言的破解和治理中来，这些科普性微博基于其主体的科学性和大数据优势，定期

或不定期地发布近期具有代表性的谣言，既彰显了新媒体治理谣言的开放态度与决心，又扮演了重要的

说明者和解释者，对缓解谣言风潮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治理谣言，就是要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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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治理的时候，也要考虑到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之间的关联性，只有提高公民个人和群体的伦理道德

意识和社会的责任感，谣言治理才能够真正的得以实现。要根除谣言这个毒瘤，消除它所造成的负面影

响，仅仅依靠伦理道德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相关的法规，需要政府部门、运营企业和人民群众的

共同努力，这是我们的共同职责，也是我们的共同理想。遏制谣言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文明上网、文明

办网、净化网络、打击弄虚作假，创造一个没有谣言的美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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