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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时代遭遇“传言危机”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李柯勇 徐 博

近几个月来
，

因网络
、

短
信传言引发的公共事件多次发
生

，

在导致全球经济减速的国
际金融危机中

，

不实传言也成
了

“

金融海啸
”

的推手之一
。

在今天这个信息化时代
，

面对海量信息
，

人们每天都被
难辨真伪的各种传言包围

，

传
言的杀伤力往往远远超过事件
本身

。

我们应如何重树信心
？

传言恶化危机

“

告诉家人和同事
、

朋
友

，

暂时不要吃橘子
，

今年广
元的橘子在剥了皮后的橘络上
发现小蛆状的病虫

。”

对这条手机短信
，

尽管四
川省农业厅后来澄清说

，

这种
大实蝇幼虫对人体无害

，

仅发
生在广元的几个乡镇

，

并得到
了有效处理

，

但事实显然没有
朝着当地政府希望的方向发
展

。

在其他地区也发现蛆橘
后

，

许多人至今仍
“

谈橘色
变

”，

柑橘市场的冷清状况迟
迟得不到缓解

，

橘农损失惨
重

。

“

无风不起浪
”，

传言的
突出效果正在于推波助澜

。

９

月
１３

日
，

在一个贴吧里
，

有
人以

“

比三鹿牛奶更恐怖的是
剧毒花生

”

为题发帖子
。

９

月
２３

日
，

另一个传言出现在网
上

： “

继蒙牛
、

伊利
、

光明液
态奶被查出含三聚氰胺后

，

日
前国家质检总局抽查酒类产
品

，

在部分酒类中发现了致癌
物质亚硝酸钠

。”

尽管有关部门声明
，

这两

个情况根本是子虚乌有
，

但是
网络传言却客观上放大了三鹿
奶粉事件的阴影

，

在某些局部
引起了人们的恐慌

。

２３

日
，

酒
类股票几乎全线跌停

。

在当前云谲波诡的全球金
融危机中

，

传言的杀伤力也无
法忽视

。

１０

月
２７

日
，

美国
《

新闻周刊
》

以
“

互联网时代
的第一次灾难

”

为题发表文章
认为

，

信贷危机发生的部分原
因是

“

互联网的数据迷雾让普
通消费者不知所措

”。

有些金融机构本质上并没
有想象的那么糟糕

，

但由于市
场传言

“

某某机构不行了
” ，

客户和投资者在不明真相的情
况下

，

纷纷回避被传言击中的
金融机构

，

撤出资金
，

抛售股
票

，

或者不再跟它们交易
。

结
果

，

传言变成现实
，

似乎又佐
证了传言的可信度

，

进而引起
“

多米诺骨牌
”

效应
。

９

月
２３

日
，

有手机短信称
“

东亚银行因持雷曼债券产生
严重财务危机

”。

从
２３

日下午
至

２４

日
，

东亚银行在香港和
新加坡分行出现挤兑

，

同时
，

澳门国际银行
、

永亨银行也发
生挤兑事件

。

随后
，

香港金管
局及财政司出面辟谣

，

并拨款
支持东亚银行

。

中国传媒大学网络口碑研
究所副所长杨飞说

，

次贷危机
是美国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

，

但在危机爆发和处理过程中
，

全球金融市场虚假信息泛滥
，

引起大众心理极度恐慌
，

加速
了世界金融大堤的溃决

。

传播手段突变， 增强传言

杀伤力

在信息化程度日益提高的
今天

，

传言成了经济社会生活
中另一只令人生畏的

“

看不见
的手

”。

当危机来临时
，

人们的信
心通常十分脆弱

，

对无从核实
的传言总是

“

宁信其有
，

不信
其无

”。

美国
《

新闻周刊
》

的
文章说

： “

大多数人在面对令
人眼花缭乱的数据时

，

唯一理
性的选择只能是放弃

。”

多位传播学专家分析
，

进
入现代社会以来

，

随着生活范
围的扩大

，

人们与大多数重要
的

“

实物
”

不可能保持实际接
触

，

要了解它们
，

只能依靠传
媒提供的第二手信息

。

在这种
“

间接化
”

的社会生活中
，

传
言成了影响人们判断和行为的
重要因素

，

而其中那些具有数
据分析的

“

半专业谣言
”，

杀
伤力最大

。

杨飞认为
，

当前左右虚拟
经济的两大要素

，

一个是资本
流

，

一个是信息流
，

信息可以
对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影响

。

如
果金融市场不能及时得到正确
信息

，

必然导致资本脱离内在
价值

，

无规律变动
。

事实上
，

就传言形态本身
来说

，

今天的传言与以往的传
言并无区别

。

１０

月
２

日
，

韩国
女影星崔真实自杀身亡

。

韩国
警方发现

，

她的主要心理压力
来自于一条网络谣言

，

说她借
高利贷给好友安在焕

，

导致了
安的自杀

。

在中国
，

上世纪
３０

年代一代影后
、

２５

岁便自杀结
束生命的阮玲玉

，

也曾留遗书
一封

： “

我何罪之有
？

然则人
言可畏

。”

“

传言还是传言
，

关键在
于传播手段发生了质的突变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媒
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崔保
国教授说

，

网络
、

手机等便捷
通信手段

，

使传言具备了前所
未有的传播速度和广度

，

因而
也来得更加迅猛

。

现代信息技术带来的另一
大变化是彻底改变了信息渠道
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局面

，

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成为信息
发布者

。

信息来源的多元化
，

在拓展了公众自由度的同时
，

也大大增加了传言监管的难
度

。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
，

一些
善于投机的机构

，

利用散布传
言或谣言打击竞争对手

。

一些
金融机构正是在

“

恶意中伤
”

下被不明真相的投资者抛弃
，

最终走向破产的
。

据中国传媒
大学网络口碑研究所统计

，

６６％

的企业危机都起源于谣言
。

应对传言， 关键是公开透

明， 提高权威部门的公信力

不久前
，

香港有人涉嫌造
谣

，

称美国国际集团有意出售
其香港子公司友邦保险的亚洲
业务

。

为此
，

上月末香港警方
重拳出击

，

拘捕了包括美国万
通亚洲保险有限公司高层在内
的

１１

名保险从业人员
，

而万
通是友邦的竞争对手

。

杨飞认为
，

在当前全球金
融危机不断蔓延的特殊时期

，

我国有必要采取措施规范信息
流通

，

过滤失真信息
，

尤其是
加强对网络媒体的监控

，

防止
金融谣言借助网络大肆传播

、

扩散
。

专家指出
，

对社会危害严
重的传言

，

在加大监管和惩治
力度的同时

，

也不能一味地
“

堵
”，

更重要的是公开透明
，

加强舆论引导
。

“

与其去管那些无聊的网
站

，

不如培育权威的金融平
台

。” 《

投资者报
》

执行总编
辑何刚说

， “

对抗噪音最好的
办法

，

就是我的声音比他的还
大

。”

危机来临时
，

百姓最希望
尽快听到权威

、

专业的声音
。

汶川大地震时
，

我国政府信息

的及时
、

公开
、

透明受到世界
赞誉

，

而目前在一些地方
，

信
息发布的快速反应机制仍未建
立起来

。

当突发事件发生时
，

有关部门常常失语
，

导致谣言
泛滥失控

。

新浪论坛一位网友发帖
说

：

在这次
“

四川蛆橘
”

事件
中

，

当地政府的信息发布时短
信已经广泛流传了

。

如果政府
的信息在刚出现虫害的时候就
发布

，

就不会出现短信
；

如果
在刚出现短信的时候政府就澄
清

、

引导
，

就不会出现短信广
泛流传的现象

。

另一位网友说
，

以往某些
地方和部门对突发事件首先矢
口否认

，

而不久
，

现实情况的
进展却印证了传言

。

为此
，

必
须提高权威部门的公信力

。

专家指出
，

在信息化时代
应对

“

传言危机
”，

必须学会
运用信息化的策略

。

归根结
底

，

这是一个能否与时俱进地
改进执政方式

、

提高执政能力
的问题

。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8 日

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