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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制造了微信朋友圈里的“关怀式”谣言？

近年来，带有“别再吃了”“别再
喝了”“别再用了”等字样的“关怀式”

提醒类谣言在微博、 微信中频繁出
现。据了解，仅去年以来，微信辟谣工
具就已对超过

１００

万条谣言进行辟
谣。 到底谁在“好心”制作这些谣言？

背后有何利益链？

你“抵制”过长辈转发的谣言吗？

微信已辟谣超百万条
“别再喝了！ 桶装水开封

３

天后细
菌增加

２２７

倍”，这是微信“辟谣”工具
１２

月份最新揭秘的谣言之一。 这个谣
言中有所谓媒体试验、权威机构观点，

如此“专业”的“科普”文章，可能会迷
惑许多读者，进而“温馨提示”转发给
身边的亲戚朋友。

济南市民罗女士说， 她的母亲经
常会给她发一些这样的文章， 并不时
提醒“最近鸡爪不能吃”“豆皮不能吃”

等，一开始她还跟母亲争辩，后来就干
脆“呵呵”了事。 还有的采访对象说，

现在在亲友群里辟谣成了一件“不道
德的事”，会被人认为“当面打脸”，或
“没礼貌”，很是苦恼。 “有一次母亲就
严肃地对我说，顶撞群里的长辈，真是
不懂事。”有着研究生学历的济南市民
陈乔说。

“关怀式” 谣言不仅给读者带来
一些生活上的困扰，有时还会产生严
重后果。如有的读者看到朋友圈文章
说，阿司匹林在心脏病发作时是“救
命药”， 而不知道部分类型的心脏病
患者服用阿司匹林反而会“夺命”，最
终酿成恶果。类似的报道也不时见于
报端。

到底有多少类似的“关怀式”谣
言？ 朋友圈到底有多少谣言？ 记者了
解到， 仅微信安全中心从

２０１５

年开
始，就发布了几十期当时的“十大谣
言”，其中“关怀式”谣言占有很大比
例，例如，

２０１６

年及今年上半年两次
发布的十大谣言里，食品安全、养生
急救、儿童安全等提醒类谣言均超过
半数。

据《微信生态安全报告（

２０１６

）》，

微信去年已处罚造谣传谣账号约
１０

万个， 朋友圈处理谣言链接数超过
１２０

万条。 同时，微信专门开发的“微
信辟谣助手”显示，至今年

１２

月已辟
谣的文章数已超过

１００

万条。

谁在制造“高质量”谣言？ 背后利益链复杂
当被告知所转发过的一些

文章是谣言时，许多读者不免要
问，他们为什么要“好心”制造这
些谣言？ 这些读者并不知道，其
不经意的阅读和转发所带来的
点击量和公号关注量，将会给幕
后操作者带来直接收益。

记者采访了诸多微信从业
者及专家， 并经多方调查后发
现，微信谣言背后有故意打击对
手、 诱导用户泄露个人信息、引
导用户打吸费电话等多重图谋，

但最为重要的还是其背后的“圈
粉”、转发广告等利益链。

记者在一家大型公众号广
告对接平台上了解到，一万名粉
丝数以下的公众号广告标价费
用为

２００－４００

元，而
５

万名粉丝
数的则上升十几倍至

３０００

元左
右，有的甚至上万元。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济
南微信公众号运营者说，阅读量

和公众号粉丝数是广告价格的
主要依据，因此许多公众号为迅
速增加粉丝，不惜违法制造“关
怀式”“事件类”等谣言。

同时，业内人士介绍，许多
谣言页面上， 特别最上端与下
端， 附有大量的推广二维码及
广告内容， 读者在阅读及转发
的过程中也会使转发者获得一
定的收益。 记者根据这位人士
的介绍，下载了几款

ＡＰＰ

，发现
上面有大量带有广告的文章可
以转发， 价格一般为每条

０．１

元
－０．１２

元。

记者注册成功并将部分文
章分享给朋友或发至朋友圈后，

随着朋友圈点击量上升，

ＡＰＰ

“账户”上显示的收益不时增加。

达到最低提现门槛
５

元时，记者
尝试提现，几个小时后记者绑定
的微信零钱账号中便收到相应
转账。

此外， 在多个类似平台上，

还有“徒弟”制度，已注册用户介
绍进来新注册用户即“徒弟”后，

老用户不仅可以立即得到几元
钱的返现， 还可永久获得以后
“徒弟”

２０％

的收益分成和“徒
孙”

１０％

的收益分成， 形成类似
“传销”的利益结构。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
教授倪万分析认为，谣言制作者
往往会利用人们关心食品安全、

同情弱者等心理，获取较大的传
播效果，这也是为什么“某某地
孩子又被抢了”“一定别再吃了”

等不断出现的原因。有的还剪辑
视频“移花接木”、配上其他报道
的图片等，增强欺骗性。 还有的
业内人士指出，“关怀式”谣言还
抓住老人“宁可信其有”以及渴
望和子女沟通的心理，使其自愿
转发，并且养生健康类谣言不易
受到公安部门打击。

谣言止于智者更应止于“治者”

近年来， 谣言屡辟不止，花
样翻新，虽然许多只是造成人们
的生活困惑或是“安全焦虑”，但
不少还产生了巨大危害。

例如此前“打针西瓜”“塑料
紫菜”等谣言给相关种植户和企
业带来巨大经济损失，类似“塑
料大米”等谣言更是引发强烈关
注，甚至影响到行业形象。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
授匡文波说，谣言传播遵循这样
一个公式： 谣言杀伤力

＝

信息重
要程度

×

信息模糊程度。 要减少
谣言危害，需要相关部门、单位、

个人等及时回应，提高信息透明
度，降低模糊性。

倪万建议，许多看似正能量
的谣言，辟谣需要寻证、分析，成
本相对较高，可以选取同一类谣
言中最有代表性、传播最广的一
条予以回应， 进而让读者产生
“既然这条信息是假的， 类似的
信息是不是都不一定是真的”的
思考。

据了解， 近年来为打击谣
言，微信等平台也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 例如，微信官方不仅不定
期发布谣言榜，还开发了“微信

辟谣助手”小程序。 据微信相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这一平台已有
超

８００

个第三方权威机构加入，

包括网警、 国家食药监系统、中
央媒体等。 近半年来就处罚公众
号约

４．５

万个。

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王大鹏建议，政府相关部门不
仅要对“事件性”谣言加大打击
力度， 还要着重对其他如养生、

健康等类别谣言加大关注，特别
是对有组织、有利益动机的谣言
制造者加大处罚力度，揪出背后
的利益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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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