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网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网事>>

13位ISBN编号：9787500472643

10位ISBN编号：7500472641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时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张鸫、王刚 编著

页数：23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网事>>

内容概要

　　2008年，对中国人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一系列重大公共事件引发一连串网络大事件，愤激、呐喊与宽容、理性交织，鲜花、自由与匕首、挟
持共存。
互联网络深刻介入重大公共事件，影响和改变着事件发展，中国网民以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历史进程，
用网络力量推动中国发展，完成了从非主流到主流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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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鸫，男，32岁，助理研究员，在北京长期从事网络文化建设管理研究和网络舆情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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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馒头方圆：　　假新闻拷问网络公信力　　1月3日，一则“馒头标准须是圆形或椭圆形
”的消息在网上迅速流传，舆论一片哗然，随即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进行辟谣。
今年以来，前脚网上爆出新闻，后脚有关部门就辟谣澄清的事件越来越多，小到花边新闻，大到国家
要事，网上假新闻四处流窜，能把蚂蚁变为大象，把圆的说成方的。
网络业已成为假新闻的重灾区和放大器，片面追求点击率成为造假的作恶之源，辟谣批谣也成为一种
网络常态。
这促使人们不得不对网络的公信力，进行深刻检讨和反思，关注起假新闻背后的真问题。
　　事件回放　　馒头是圆还是方？
　　2008年1月3日，一则题为《国家发布馒头标准：应为圆形或椭圆形》的消息，在网上迅速扩散传
播。
该消息称，从2008年1月1日起，小麦粉馒头的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对馒头的形状、体积等都作了具体
要求，馒头必须是圆形或椭圆形，形态完整和美观⋯⋯一时间，网上舆论一片哗然，“挟国家标准以
令天下馒头整容”、“不给方馒头留生路”等讽刺之声纷纷而出，许多网友都表示了不解和困惑。
　　据不完全统计，当日约有120家网站转载该消息，在百度输入“馒头标准”一词，相关网页、评论
、跟帖竟然高达360万条。
许多传统媒体也纷纷加入大讨论。
许多网站还开展了网上调查，网友回应相当热烈。
腾讯网关于“馒头只能圆不能方”的调查显示，在5万多名投票网友中，66.55％的网友（约3.4万人）
认为这只是一个“大笑话”，“不知道制定者怎么想的”。
另有18.04％的网友选择“不用讨论了，肯定是假新闻”。
另一门户网站调查也显示，95％的网友对馒头新标准不予支持。
网上舆论基本上呈现“一边倒”。
“馒头统一外形，完全没必要！
老百姓更关心的是馒头质量和卫生”、“我喜欢吃馒头，从小到大吃的方馒头。
我都30多岁了，不是弱智，接受过国家高等教育，还认识馒头，知道好坏”⋯⋯网友们议论纷纷，有
的甚至还将批评的矛头直指制定标准的相关部门，认为这是在“玩标准化游戏”，是在为某些馒头企
业“代言”。
“今天是馒头标准，明天是不是还会有包子标准、油条标准、油饼标准、豆腐脑标准”，“如果那些
不符合标准的馒头改头换面，以馍馍、烙饼等化名出现，那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　　正当网友对“馒头方圆”激烈讨论得不亦乐乎之际，1月4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澄清说，
“规定了馒头形状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该委员会网站也刊出《国家标准（小麦粉馒头）有关情况介绍》进行澄清说，标准全文未对小麦粉馒
头产品的形状作任何具体规定。
馒头标准规定，小麦粉馒头要外观形态完整，色泽正常，无黄斑、灰斑、黑斑、白毛和粘斑等缺陷，
无异物，只是在产品感官质量基本要求方面提出限制性要求。
同时，网站上也登出该标准的全文。
这份编号GB／T21118-2007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小麦粉馒头》，于2007年10月16日发布
，2008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
“该标准为国家推荐性标准，只是一种指导性标准，不具有强制性”，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有关负
责人称，制定馒头标准，“旨在规范行业生产，提高馒头食品加工的质量与卫生水平，而不是单纯地
对馒头的形状大小做出限制，说馒头只能圆不能方，更是纯属无稽之谈”。
有位馒头生产企业人员说，“人们在市场上经常看到，有的馒头白似雪，有的馒头硬似石，还有的馒
头比面包还松软。
至于内在的质量到底如何，一般人是根本看不出来的，制定一整套标准还是很有必要的。
”　　各方声音　　网友“旺仔小馒头”：馒头国标，堪称2008年第一个经典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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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一个让卖馒头的都觉得可笑的国家标准，为何却骗倒了众多媒体和无数网民？
我想是因为他们对现在的互联网太依赖了。
要知道“三人成虎”，一篇假新闻你复制我粘贴，传来传去就让人信以为真了。
　　网友：对于假新闻，我们当然深恶痛绝，可从假新闻中引发的一连串的问题和焦虑，却更应该引
起我们的深思。
为何没有人说出这是“皇帝的新衣”，为何我们的神经如此的脆弱？
　　网友：我们为什么总被假新闻忽悠？
是网民太盲从还是网络太浮躁？
　　网友“草泽”：制造虚假新闻的人和媒体究竟在想什么，难道只是为了吸引眼球，还是为了商业
目的？
我想请问你的社会公德、法治观念何在，还有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和良心吗？
　　网友：假信息借助网络这种先进传播手段进行快速、广泛传播，已成为网络传播领域中的一大公
害。
　　网友“古柯”：最需要反省的就是作为网友，该以怎样的理性面对这种虚假新闻的恶意陷阱，媒
体该以怎样的公正给网友更客观的引导。
　　《新闻记者》杂志：网络传播的热度和网络媒体互相转贴现象助长了假新闻的蔓延。
有些假新闻本来出自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传统纸媒，一旦上网，各家网站互相转贴，之后再被其他传统
纸媒体摘编，甚至连一些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传统纸媒，一不小心也会成为假新闻的托儿。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庄鸿明：如果是一条假新闻出来，大家接着跟着编，如果没有节制
，就是捕风捉影，会滚雪球似的，使这条假新闻破坏力越来越大。
编造新闻内容来进行传播，违反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为了一个商业目的提高它的点击率编造事实，
就违反了社会责任或者是道德准则。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周泽：基于一般的经验常识和生活中的经验能够发现传播的信息不是一
个真实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之下，网站作为管理者来讲有义务删除这种可能对他人名誉、他人权利有
伤害的信息。
　　中国互联网协会秘书长黄澄清：国内的互联网因为没有实行总编辑负责制以及网民发布新闻的随
意性，致使网络假新闻泛滥。
　　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蔡名照：网络媒体要严格防范和杜绝虚假新闻，要建立和完善杜绝虚假新闻
、有偿新闻、低俗新闻和不良广告的制度保障，维护网络诚信。
　　深度解读　　网络成为假新闻的重灾区　　近几年来，网络假新闻可谓是越来越多。
据统计，每年由众多网友评选出来的“年度十大假新闻”，有三成多是由网络媒体首发的，其他的假
新闻虽然是由传统媒体首发的，但全部都被各大网站大量转载过。
至于那些没有入选“年度十大假新闻”的网络假新闻，则更是不胜枚举、数不胜数。
在Web2.0时代，网络发展十分迅猛，而假新闻也借机而动、趁势而上，传播面、影响力日益扩大，成
为一种社会公害。
比如，“比尔·盖茨遇刺身亡”、“北京市民可喝上贝加尔湖水”、“千年女木乃伊出土后怀孕”等
网络假新闻，都是无中生有、神乎其神、耸人听闻。
而且，这些网络假新闻通过手机短信、即时通讯等渠道传播，会进一步扩大信息负面影响，产生更大
社会危害。
2003年“SRAS”期间，有关药品、生活用品断货的网络传言，一度引起社会恐慌和抢购风潮。
可以说，自从假新闻跃上了信息高速公路这条“快行道”，传播就愈加广泛，显得更加肆无忌惮。
可以说，网络成了假新闻的重灾区，各种蓄意炮制的、虚假猎奇的新闻充斥着各类网站，遍布网上各
个角落。
《羊城晚报》刊发的一份世界各国公众对媒体信任度的全球调查显示，公众对网络博客的信任度最低
。
在来自全球10个国家的10230名受访者中，有82％的人认为国家电视台是他们最信任的新闻来源，75％
的人信任全国性报纸，69％的人信任地方性报纸，67％的人信任无线电广播，只有25％的人信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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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而有23％的人明确表示不信任网络博客。
我国发布的《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也显示，大部分网民倾向于认为网络内容
可信度一般，认为论坛、博客、个人空间内容可信度一般的网民比例达到64.5％。
　　那么，这些网络假新闻信息又是如何出笼的呢？
网络假信息_÷媒体假新闻网络转载，假新闻就这样被炮制出炉了。
网络新闻传播学学者指出，网络作为新型媒体，比传统媒体传播速度更高、覆盖范围更广、影响深度
更大，大大突破了以往固定的发送者与接受者的信息传递模式。
网站、假信息发布者和网友之间构成一个快速的信息传播链条，可以使假新闻迅速在网上传播蔓延。
一般来说，网络假新闻的信息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传统媒体自己采写的假新闻，二是个别网民或团
体组织（包括网站本身）在网上发布的假信息。
前者，网络处于信息传播链的下游，只是二次传播者。
而后者，网络则是假新闻信息产生者、散布者。
个体制造+小众追捧+网络传播+大众轻信+广泛传播，最终形成了假新闻的舆论场。
假新闻之所以能够在网上畅通无阻、大行其道，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某些网站编辑记者不顾职业道
德和制度规范，凭空编写稿子发布上网，使一些网站成了许多假新闻的策源地。
二是某些网络编辑记者轻信传统媒体刊载的新闻，把传统媒体登载的一些假新闻转发到网上，为假新
闻传播提供了广泛空间，使网站成了假新闻的中转站。
三是某些网站编辑记者从网上搜索信息时，使用自动搜索软件，对从网上扒下来的信息不经严格核实
，就照搬照抄，使某些网站成了假新闻的传声筒。
四是某些网站为了追求新闻亮点和点击率，迎合读者的猎奇心态，专门在网上寻找猎奇、花边、八卦
新闻予以转发，甚至蓄意制作和炒作假新闻，造成假新闻的恶性循环传播，使网站成了假新闻的自留
地。
　　随着网络假新闻日益增多，其对社会的危害性也越来越大，也使网络新闻的生命力、网络的公信
力大打折扣。
主要危害有：一是危害网络媒体自身的公信力。
传媒的力量源于公信力，公信力是媒体生命力所在。
无论是网络媒体还是传统大众媒体，都必须以新闻的真实性为第一准则。
近年来，媒体前脚刊登报道，相关部门后脚急匆匆出来澄清报道不实的例子不胜枚举。
捕风捉影、歪曲事实，甚至凭空捏造的假信息在网上也层出不穷，假新闻已经成为威胁网络新闻生命
力和网络媒体公信力的第一杀手。
因为，网络媒体的公信力一旦受到网友们的怀疑，将失去人们最起码的信任。
如果大家都在怀疑心态下阅读网络新闻，那么人们在心中不免总要先打上几个问号：“是真的？
抑或假的？
”二是危害社会安定。
真实的新闻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的重要武器，但假新闻可能就是制造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罪魁，
它会影响到公众对社会事务、公共事件的正确判断。
许多事实表明，每一次假新闻特别是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假新闻，都会在社会上产生恶劣影响，甚至
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经济秩序，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物质损失。
比如，一根香蕉致癌的网络假新闻，就让海南等地蕉农损失十分惨重。
韩国3家电视台报道“比尔·盖茨遇刺”的消息，使韩国股市下跌1.5％。
无论如何，网络假新闻首先危害的还是社会的安定和秩序。
　　关注网络假新闻背后的真问题　　随着互联网蓬勃发展，网络假新闻的生产主体从个人作坊演变
为团队制造，传播阵地从网站发展到博客、论坛、手机等自媒体，生产目的从自我炫耀到追求经济利
益。
受骗上当的人们不禁要问，网络假新闻为何如此猖獗？
为什么要炮制假新闻？
假新闻又为什么能够泛滥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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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曾经说过“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而在网上点击率背后的利益就是
作恶之源，成为许多网站的“指挥棒”。
2007年初，在中国版“别针换别墅”炫闹剧中，幕后的网络推手利用大量网络资源，从自建博客到网
络论坛，再到视频网站，甚至组织了一支网络策划团队，共同导演了一场“虚假的奇迹”。
事后，网络推手自曝内幕，承认在造假的背后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
在某种程度上讲，虚拟的网络世界也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名利之场。
在当今传媒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某些网络媒体为争独家新闻，不惜捕风捉影、凭空捏造、大肆夸
大，以博得受众关注，赢得大众眼球。
这是网络假新闻产生和传播的根本原因。
一些网站为追求轰动效应和巨大影响，就有可能放松警惕，把关不严，放纵假新闻传播。
因此，他们又不遗余力地不断往各种新闻中添加猛料、添油加醋，渲染夸大事实，以吸引更多眼球、
更多点击率。
有的网站还把编辑记者的收入、职位、职称等都与点击量挂钩。
一些编辑记者为了完成所谓硬指标，保持页面新闻的较高访问量，就想尽一切办法，千方百计吸引网
友眼球。
他们刊登未经核实的新闻并放到网站论坛的重要位置；或是利用网友好奇猎奇心理，把标题搞得耸人
听闻、千奇百怪，再配上处理修改过的图片，最后转贴到大型网站，制造声势和影响，让更多网站转
载、炒作；或是断章取义，只是截取新闻中非常吸引人、令人惊讶的某一两句话，而不顾其他；或是
把新闻事件中的一点内容作为新闻标题，曲解误读事件真相，而完全背离中心意思；或在原有事实基
础上渲染夸大，大大偏离事实真相。
在某些新闻网站，考核编辑记者能力有一个硬指标，就是时效性，于是只要有消息来源，只要网上有
消息，就不再去核对事实、考证真伪，通过CTRL+C（复制）加CTRL+V（粘贴），几秒钟就可以写
完一条新闻。
网站几秒钟就可以发布一条新闻，而一条短信新闻几秒钟内就能发送到千万手机上。
一些网站和个人为追求名利，就会不惜铤而走险，不顾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让假新闻破网而出，大
肆泛滥。
　　在Web2.0时代，网络新业务新运用层出不穷，网络信息交互性增强、个人页面影响力扩大、各类
新型网站迅速增长，一个“自媒体”时代逐渐发展起来，这客观上也为网络假新闻滋生泛滥提供了新
土壤。
虽然网络论坛帖文发布的信息，还不能算作新闻报道，但都属于新闻信息的范畴。
有专家称，数年后将有50％的新闻来自论坛、博客、播客等个人自媒体。
现在，这些个人自媒体已经数量庞大、影响巨大。
目前全国有6亿手机用户通过短信、彩信进行信息沟通；8000万人喜欢在论坛博客发帖灌水、发表评论
；5000多万人热衷自己报道时事、评论社会与表现自我。
这些“个人编发、公众阅读、大众评论、集体交流”的传播方式，使这些个人“自媒体”具有大众传
播特性。
作为个体的网友已不再只是作为接受者被动接受大众媒体提供的信息，而是可以更多地依靠网络互动
参与到新闻信息的传播、加工、再传播和再加工的信息传播链条中来，成为媒体新闻信息的提供者、
加工者和传播者。
当一个人可以借助网络互联、互通、互动、开放、自由、海量、简易等特征，把自己生产出来的新闻
信息迅速推向社会大众，通过发酵、放大、变形，实现几何级增长的循环传播效应时，新闻信息传播
的速度和广度，都将是空前规模的。
人们可以不必为新闻信息的正确性、准确性负责任，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个人意愿对信息内容进行加工
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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