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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 纷繁复杂的海量
信息在自媒体空间大量涌现。 一方面，自媒体激发了
社会公众的表达欲望，拓展了社会公众的表达空间，
丰富了人们的信息来源。 另一方面，由于自媒体缺少
专业化或组织化的内容把关机制， 其传播不良信息
而造成的乱象日益成为网络社会治理的一大难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这也为自媒体发展提
出了明确的方向。 只有提升自媒体良好的舆论引导
功能，才能体现自媒体的积极社会价值。 优化自媒体
传播空间的舆论生态， 根本之策在于提升自媒体从
业人员的法律素养。

一、目前自媒体乱象的表现

各类自媒体从业人员表现出来的专业素养参差
不齐。 了解新闻传播机制，具有良好专业素养的自媒
体从业人员，体现出正能量作用。 例如，传统媒体机
构衍生出的自媒体业务， 就因为自有的传统把关机
制与良好的职业素养， 扩大延伸了传统媒体机构的
社会影响力。 一些专业背景的机构与个人，因在专业
领域深耕细作，具有责任意识，其自媒体体现出专业
优势。例如一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大 V，因积极、专业
而负责任的言论对其广大粉丝群形成较大的正面影
响。 这些是自媒体正能量的体现。 同时，游走于灰色
地带的自媒体更是不容小觑。 各类形形色色的此类
自媒体， 由于缺乏制度化的把关机制， 或者动机不
纯，或者缺乏专业素养等原因，传播的一些信息产生
了不良社会效果，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吸引眼球的“标题党”行为。 例如，经典童话
故事《灰姑娘》被“标题党”改造为《勾男宝典，身份卑
微的我是这样勾引到王子的》； 普通的军演新闻，标

题被“标题党”改造为耸人听闻的《中俄军演意外发
生，解放军深夜遇袭，双方激烈交火，死伤数人!》。“标
题党”的特点不是从新闻信息主旨出发，而是为了吸
睛而扭曲的率性发挥。

二是新闻事件不断“反转”。 自媒体因传播虚假
信息，干扰正常的舆论走向，导致后期传播过程中不
断“反转”，甚至使传统媒体卷入其中。 例如，2018 年
10 月 28 日，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因为媒体报
道的刻板成见，在事实尚未核实的情况下，想当然地
将责任归咎到另一车道正常行驶的女司机身上，自
媒体“自我幻想的真相”扑面而来，这种不负责任的
报道议程设置满足了普通大众对于事件的简单化认
知，形成非理性的舆论洪流。 [1]但是随着报道深入，真
相细节的陆续披露，新闻事件发生“反转”。 在事件尘
埃落定之后，自媒体与传统媒体均显得尴尬难堪。

三是歪曲事实的信息传播行为。 自媒体传播的
许多不实信息，有的是出于无知、狭隘，有的是刻意
为之，别有用心。 例如，当下某些以公共知识分子精
英面目出现的大 V,在自媒体上通过某些具体社会事
件，以偏概全，冷嘲热讽，以春秋笔法丑化我们的党
和政府。 有的自媒体以阴暗的心态，传播丑化革命领
袖和英雄人物的信息。 民国时期是军阀混战、内忧外
患、民不聊生的年代，被有的自媒体美化，认为 20 世
纪二三十年代是国内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 大师辈
出、文化教育如何优秀等。 上述历史虚无主义行径的
刻意裁剪，扭曲了历史的真相。

四是违规非法的信息传播行为。 例如，网红直播
行为，有的举止夸张，有的涉黄，有的自媒体游走于
公序良俗的边缘灰色地带，吸引青少年参与。

五是炒作热点的行为。 针对社会热点事件，有的
自媒体并不接近信源，为了蹭热度，随意截取报道素
材，有的武断表态，有的捕风捉影，脱离了客观真实
的基本要求，导致舆情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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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媒体在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因其传播海量信息的良莠不齐，增加
了舆论生成的复杂性。 分析当下自媒体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乱象表现及其成因，很大程度上
归因于自媒体专业素养不足、把关机制缺失、伦理道德滑坡以及谋取不正当利益等因素。
自媒体治理的路径在于加强制度建设，探索建立自媒体管理的长效机制，切实提升自媒体
从业者的专业素养和法律素养，使自媒体成为我国舆论构建的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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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媒体乱象的成因分析

一是哗众取宠动机作祟。 根据人们的猎奇心理，
自媒体从业者采取哗众取宠、标新立异、断章取义、
歪曲事实、偷换概念等手法，制作背离事实的标题。
或者截取戏剧性的事件部分予以传播，骗取点击率，
误导读者，体现出低俗化的传播倾向。

二是盲目抢时效。 在社会事件发生后，有的自媒
体即使仅获取部分信息，有的尚真伪难辨，或者事件
还在进行之中，根据主观臆断确立主题，仓促加工，
省略或弱化审核环节，或者就没有审核意识，利用互
联网的传播优势，抢在传统媒体之前发布。 传播的信
息常存在不真实的隐患。

三是缺乏专业素养。 传统媒体往往具有良好的
专业素养，正确的价值观，规范的稿件审查机制，新
闻信息的公信力强， 长期以来发挥出稳定的舆论引
导功能。 但是对于许多自媒体来说，由于专业知识素
养匮乏、视野局限，即使许多是出于真诚动机的自媒
体传播活动，也常偏离客观真实的传播内在要求。 一
些突发事件信息因抢时效而疏于甄别， 或者出于低
俗兴趣点所致或者出于偏见， 会选择性报道传播信
息，传播的主题偏离了事件的整体真实。 事实上，客
观、真实、公正等新闻的基本要求常常被许多自媒体
置若罔闻。

四是缺乏把关机制。 核实新闻信息来源，确保报
道素材的全面、客观，报道立意的正确价值取向，媒
体需要通过报道流程不同环节的纠错机制得以实
现，进而以正确的方式引导舆论。 面对社会突发性新
闻事件，报道全面信息事实需要大量的采访与调查，
并核实多方信息，才会有比较完整的呈现，给读者提
供真实准确的新闻信息。 这也是传统媒体保障新闻
真实性的制度基础。 而自媒体传播平台的弥散化致
使“把关人”缺位，导致其监督审核功能丧失。 [2]生活
中无处不在的自媒体，为了满足人们“猎奇”的心理
需求，多重视具有吸引力的素材表达，通常会弱化像
传统媒体一样担负的核实职责。

五是为了谋取不当利益。 有的是企业虚假产品
信息传播，有的是危机公关行为，有的是扰乱视线行
为。 例如，某些网络大 V、网络红人，出于个人好恶或
者私利，罔顾新闻事实，甚至逾越法律底线，恶意诋
毁、污蔑、丑化、攻击当事人一方。 例如，前一段时间，
网络大 V 陈杰人， 通过在自媒体上扩大丑化报道某
基层政府工作中存在的瑕疵行为，要挟基层政府“私
了”，以谋取不当利益。

六是伦理道德滑坡。 当下，许多“网红”以及想成

为“网红”的年轻人，为了牟利，通过自媒体平台，直
播低俗的肢体行为，谋取“打赏”获利。 甚至违背伦理
道德底线，直播大尺度的肢体表演。

三、自媒体乱象造成的后果

一是不利于提升自媒体公信力。 公信力作为新
闻媒体的一种“软实力”，愈加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3]

与大众关系密切的自媒体更是如此。 现实生活中，鱼
龙混杂的海量自媒体信息可谓冰火两重天。 一方面，
许多自媒体具有提升公信力的追求， 其秉承专业精
神，遵守新闻传播规律，表现出良好的行业自律，能
够守住不传播虚假信息的道德底线， 也因此逐渐形
成了个体一定的公信力， 正面大 V 的形成过程就具
备这样的特点。 另一方面，有些自媒体也在丧失自身
有待提升的公信力，它们责任意识淡薄，为赢得关注
不择手段，靠“噱头”炒作，甚至传播虚假信息等，这
只会带来消极影响。 “新闻媒体的公信力缺失日益影
响着人们对新闻媒体的信任程度， 腐蚀着新闻媒体
的客户群。 ”[4]自媒体的不规范、违规违法传播行为，
直接伤害了自媒体整体的形象与公信力。

二是不利于媒体融合发展。 当前许多热点事件
都是因自媒体第一时间快速披露， 并经传统媒体二
次传播，扩大了影响力；同时传统媒体所报道的新闻
事件，经过自媒体的二次加工传播，社会影响力也会
进一步发酵。 尤其是对于负面新闻，当地媒体往往难
以主动报道。 自媒体在这方面常发挥出独特优势，主
动披露，传统媒体跟进，形成舆论声势。 但自媒体是
一把双刃剑，乱象则只会带来负面影响，不仅有损自
媒体形象，而且连累了参与互动的传统媒体的形象，
不利于媒体的融合发展。

三是加大舆论引导难度。 自媒体传播活动既让
社会大众发声，又影响着社会大众的价值判断。 自媒
体发挥优势，与传统媒体形成的良性互动，促进新闻
事件良性发展的案例比比皆是。 两者的优势互补，构
成当下舆论引导的新态势。 现实生活中，一些自媒体
表现出来的乱象违背了行业的基本规则，为抢时效，
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 形成误导误判的观点， 诸如
“反转”一类的行为造成的报道混乱，都加大了社会
舆论引导的难度。

四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 媒体讲
求客观、真实、全面，不作价值判断。 而为了抢发新闻
或达到某种目的，片面、扭曲甚至错误的海量自媒体
信息，扰乱了受众的视线。 有的在后续发酵的传播中
造成偏离事实的歪曲行为； 有的对新闻事件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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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了不应有的伤害；有的在新闻事件几经“翻转”
之后，形成对“吃瓜群众”的误导、利用以及欺骗。自媒
体乱象的“三俗”表现，对社会大众遵循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造成了负面的解构，应引起高度重视。

四、自媒体乱象治理路径

一是完善互联网新闻传播的法律规范。 国家网
信办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新闻
信息服务许可管理实施细则》《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
动员能力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安全评估规定》 等法规
文件，是治理自媒体乱象的法规文件。 依据自媒体的
发展态势，还要及时出台具体可行的法规措施，使自
媒体治理有法遵循，监管部门执法有法可依，逐步完
善互联网媒体的管理制度。

二是积极探索建立自媒体管理的长效机制。互联
网的去中心性、平等性、无界性无限地延伸了信息传
播的广度， 真实新闻传播速度并不会快于虚假新闻，
失实新闻传播速度与范围已完全超出传播者的控制
能力。 [5]探索自媒体的管理机制显得尤为迫切。目前出
台的有关自媒体管理规定侧重于平台管控，对于运营
者群体缺乏制约措施。 为此，首先尽快建立行业管理
组织， 构建起政府管理部门与自媒体群体的链条，弥
合政策管理与自媒体行业间的空白地带，贯彻相关政
策，搭建业务指导、培训平台。 其次建立自媒体公约，
在国家法律框架内自我约束、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再
次提升技术监管服务水平。管理部门要运用成熟的大
数据技术体系，采集获取数据，进行语义分析，构建模
型，预测研判。 [6]网络技术管理部门应根据法律法规，
强化对自媒体的失范行为的监管，促使自媒体提升遵
守职业道德规范，遵守传播的法律法规，净化网络环
境，[7]切实促进自媒体行业自治自律的良性发展。最后
调动社会网民参与治理的约束力量。在惩戒机制中明
确网民监督的激励措施，提升网民受众的自媒体信息
识别水平，主动抵制，拒绝转发，适时举报自媒体乱
象。 [8]

三是明确自媒体从业者的法律底线。 “舆论混杂
着理智与非理智。 ”[9]自媒体从业者只有将遵守法律
底线的意识内化于心，扎实提升自身法律素养，自媒
体才能赢得社会信任并提升社会影响力。 为此，自媒
体要在享受技术大众化赋予的人人皆可发言的同
时，也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自觉提升法律素养，传
播真善美，以传播正能量来扩大影响力。 为了提升自
媒体的法律素养，从顶层设计角度出发，网络管理部
门为自媒体从业者提供了行之有效、 简约的专业法

律法规指引，包括行业用语规范、报道的典型法律案
例等，有效促进了自媒体的学习，规范了传播报道行
为。 定期通报自媒体重大典型违法违规事件案例，同
时评选正面典型，从而改善、净化自媒体传播生态。
法律约束是外在的要求， 法律素养是内在追求的体
现。 以制度化建设培养自媒体的社会责任感。

四是提升自媒体从业者的专业素养。 只有强调
新闻信息的客观性、真实性，增强专业素养，自媒体
才能逐渐提升公信力， 成为社会舆论引导中的重要
力量。 为此，自媒体要借鉴传统媒体的机制与经验，
在媒体融合发展的时代， 要紧抓机遇， 提升专业精
神。 要解决好“本领恐慌”问题，真正成为运用现代传
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 [10]提升新闻传播理论素
养、把关意识、责任意识，使之成为自媒体从业者自
觉的内在要求，并在有关制度化建设中有所体现。

五是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互联网为依托
的自媒体传播活动，主要体现的就是通过传播信息，发
表个人见解，以影响舆论。提升自媒体从业者的专业素
质仅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自媒体必须坚持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立场鲜明，法律意识清晰，鞭挞丑恶、歌颂
真善美。在此过程中，法律素养建构起报道的真实性基
础与传播的影响力，有助于衍生出公信力。放眼历史长
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体现的尊重、仁爱、友善、公
平、正义，无不与法制精神相统一。因此，通过学习优秀
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对法律法规
的认知与表达，对自媒体的传播报道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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