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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与疫情相关的谣言此起彼

伏，传播速度更是快于病毒［1- 2］。2020 年 2 月 13
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新冠肺炎疫情创新研究会上

将“信息疫情”列入了优先级清单中［3］，“信息疫

情”成为抗击疫情的“第二战场”。鉴于此，本文对

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谣言传播治理研究文献进行

梳理和总结，目的是了解当前研究现状，为今后研

究找明方向。

一、文献统计分析

（一）样本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

库，数据选择“北大核心”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期刊文章，检索日期为 2021年 11月 12日。

设置检索主题为“新冠”和“谣言+传言+流言+谎
言”，精确检索获得有效文献87篇；设置检索主题为

“新冠+舆情”，精确检索获得有效文献 82篇。去掉

重复文献，最终共获得 163篇文献。在阅读文献过

程中，对多次引用的经典文献进行了扩展阅读，以

便进一步提升综述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二）样本年度分布

将 163篇样本文献按照年度进行统计（表 1）。

可以看出，2020年和 2021年 1—11月关于新冠谣

言或舆情的文献量均已超过 60篇，累计下载量超

过 22万次，被引用达 781次，说明国内研究者对新

冠肺炎疫情引发的谣言和舆情比较重视，属于当前

比较热门的研究领域。

（三）样本期刊分布

从论文发表的期刊分布情况来看（表2），《青年

记者》是刊载研究成果最多的期刊，数量远超其他

期刊，《情报理论与实践》位列第二，《新闻爱好者》

《情报科学》紧随其后，《图书情报工作》《情报杂志》

《电子政务》等也是刊载文献数量排名靠前的期刊，

由此可以看出，新闻传播学和图书情报学对新冠肺

炎疫情谣言传播治理的研究比较显著。教育学、心

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的刊物也刊载了一定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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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反映出谣言传播治理的研究涉及多门学科，

是一个综合研究领域。

表1 样本文献统计表

时间

2020年
2021年1—11月

文献量

（篇）

103
060

总下载量

（次）

166 570
054 157

总被引量

（次）

689
092

表2 样本文献期刊分布表

序号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期刊名称

青年记者

情报理论与实践

新闻爱好者

情报科学

图书情报工作

情报杂志

电子政务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中国出版

医学与社会

新闻与写作

新闻界

新闻大学

现代情报

电视研究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

传媒观察

传媒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思想教育研究

山东社会科学

人民论坛

全球传媒学刊

情报学报

理论导刊

江海学刊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当代传播

文献量（篇）

27
07
06
06
05
05
05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四）样本标题词云

利用“词云文字”在线软件对样本文献的标题

进行词云分析，绘制出图 1。由图可知，样本标题

的核心关键词是“疫情”“新冠”“肺炎”“舆情”，频

次较高的有“谣言”“突发”“事件”“网络”“公共卫

生”“传播”“治理”，“辟谣”“媒体”“分析”“应对”

“信息”也出现较多。这些高频关键词都是在新冠

肺炎疫情背景下谣言传播治理研究的主要对象。

图1 样本文献标题词云图

二、文献研究内容述评

根据样本文献，近年来关于新冠肺炎疫情谣言

传播治理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谣言传

播基础理论、谣言传播模式及影响因素、谣言传播

治理策略。

（一）基础理论研究

对于新冠肺炎疫情谣言传播治理的研究，首先

要厘清谣言以及传言、流言、谎言等基本概念，然后

探讨其基本特征及类别。基础理论研究是谣言传

播治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谣言概念辨析

关于谣言、传言、流言与谎言的概念，王琦等［4］

从传播源头、传播对象、传播方式和传播模式等方

面进行辨析，详细列出四者的特征和区别。尽管四

者有差异，但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或重合部分，在实

际使用中一般难以区分［5］，吴世文［6］认为事后被证

实为非真的谣言、流言或传言都属于伪信息。因

此，众多研究者们并没有去详细辨别四者的区别，

而把它们等同于或者视为相同的概念［7］。关于谣言

的概念，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定

义。最为经典的是让·诺埃尔∙卡普费雷，他认为谣

言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

者已经被官方辟谣的信息［8］，这个观点获得了众多

学者的认可。部分中国学者认为谣言就是虚假消

息，周煜等［9］把谣言定义为：在危险或具有潜在危险

的模糊情境中，没有事实支撑或歪曲事实，通过某

种媒介渠道在公众之间传播并造成一定社会影响

的信息。靖鸣等［10］认为谣言是在民众信息获取渠

道有限、知情权一时无法满足的情况下，自发形成

的、与客观事实存在偏差甚至完全虚假的舆论。可

以看出，对于谣言的界定是有争论的，争论点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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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谣言是否是真实的［11］。

2. 谣言产生机制

关于谣言的产生，国外学者的研究较早，并产

生了重要影响。奥尔波特提出：谣言（rumor）=重要

性（important）×模糊性（ambiguity），模糊程度越高，

谣言产生的可能性越高［12］。克罗斯进一步提出公

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众

批判能力［13］。国内学者在国外研究成果基础上，结

合各学科理论，也对谣言产生的机制开展了广泛研

究。郑玄等［14］提出大数据时代的谣言传播模型：谣

言传播力=事件重要性×事件模糊性×信息载荷量×
传播扩散度÷公众自我评估能力。邢鹏飞等［15］采用

扎根理论对网络舆情的文本进行定性分析，发现舆

情的主体、客体、中介以及政府力量组成了此次疫

情网络舆情体系，舆情主要经历了潜伏、暴发、平稳

以及消散阶段。董洪哲［16］从理性情绪疗法视角探

析，认为由于政府公信力下降、政府危机公关失利、

社会问题突出以及个体发泄需要等原因，人民群众

产生非理性信念，从而产生不合理情绪和行为，进

而引起负面舆情。姚艾昕等［17］基于马斯洛需求层

次理论，认为随着疫情不断发展，人们的需求也在

不断改变，基本上符合满足低层次的需求后，才会

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谣言也随着需求而改变。

3. 谣言传播特点

在互联网技术和网络平台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谣言传播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

征。赵耀等［18］提出此次疫情中网络谣言共有五大

特点，分别表现为突发性形成、多主题参与、病毒式

扩散、复杂性内容、持续性影响。刘海明等［19］基于

微平台分析发现，疫情信息在速度、广度、深度三

个维度上具有节点传播加快疫情信息的传播速

度、终端优势拓宽疫情信息传播的受众面、用户原

创内容（UGC）助力疫情科普的浸入式传播等特

点。孙海荣等［20］认为如今的谣言借助互联网产生

了新的变化，闲话性、侵权性、恐慌性是其主要特

点，在微博中的表现形式是二次加工式、通稿式、演

绎式。还有研究者认为谣言传播具有匿名性、逼真

性、交互性、传播效率高、传播范围广、政治关注度

高等特点［21-22］。

4. 谣言传播类型

不同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将新冠肺炎舆情中的

谣言传播划分为不同的类别。聂静虹等［23］指出疫

情谣言传播具有一般叙事类型的特点，并且可以进

一步细化为旧谣新传型、假借权威型、断章取义型、

杜撰捏造型。蔡文玲等［24］也将谣言传播分为无中

生有型、夸大其词型、移花接木型、“集体记忆”型、

断章取义型等五种类型。陈登航等［25］为便于统计，

以与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性作为标准，把谣言分为

直接谣言和伴生谣言，并结合此次疫情进一步分为

科学类、民生类、传染类和特殊人群类谣言。党西

民［26］把谣言细分为健康保健类、公共安全类、恐怖

类、悲情类、阴谋论类、过分放大类、貌似善意类、

“具有正能量”类谣言。总体上看，谣言传播划分没

有统一的标准，研究者主要还是基于自身的研究情

境对谣言进行分类［27］。

（二）谣言传播模式及影响因素研究

相较于“非典”疫情，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谣言以

网络谣言传播为主，传播模式和传播机制发生了根

本性变化，社群传播、微传播、圈层传播成为主要传

播形式［28］。研究者们对谣言传播模式和影响因素

的研究为谣言的治理奠定了基础。

1. 谣言传播模式

由于互联网技术发展，普适性谣言传播模型越

来越不适用，且易发生分歧［29-30］。不少研究者通过

自主构建谣言传播模型，检验谣言传播的影响因

素，同时用于预测谣言的发展趋势。崔金栋等［31］利

用爬虫工具获取网络谣言数据，建立基于大数据的

网络谣言分析模型，研究探讨不同类别的谣言在无

策略、自净式以及组织式辟谣策略下的平息效果。

张洪忠等［32］通过“极术云”平台采集样本813份，建立

中介模型，发现接近性并不影响人们对谣言的信任

度，只有通过人际传播才能显著影响谣言信任度。张

晓飞等［33］采用问卷调查收集样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

对假设进行验证，结果发现焦虑和个人涉入促进形成

谣言信任，社交涉入阻碍形成谣言信任。

2. 谣言传播影响因素

谣言的传播透露出公众对各类疫情信息的需

求［34-35］。疫情发生后，各地政府为了减少人员流动

实行隔离政策，人们在现实环境中与他人隔绝，互

联网和媒体成为信息获取的唯一渠道。对于新冠

病毒认识不足，导致恐慌情绪在社会大众中蔓延，

转发信息成为人们提醒他人重视和寻求帮助的最

大动机［36］。孙海荣［37］强调在疫情发生后，地方政府

的错误应对、物资的保障不力、信息发布不及时滋

生了谣言的生产和传播。不少研究者认为新闻媒

体的失声和缺位，导致信息未能及时公开，给予了

谣言生存空间，表现在主流媒体故意掩盖负面信

息，新闻媒体失去预警功能；新闻媒体照搬照抄党

政文件、领导讲话稿，语言僵硬无感染力，降低了人

们对媒体的信任度，导致传播效果不佳；部分新媒

体为了获取曝光率，断章取义激化社会矛盾［35，38-41］。

（三）谣言传播治理策略研究

针对谣言传播治理策略的研究最为广泛，研究

者们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不同方向提出了不同

的治理策略，可谓众说纷纭。笔者按国家、政府、媒

体、公众四个层面进行归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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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层面策略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部分西方国家政客

和媒体就不断发布针对中国的谣言，严重影响中国

在国际上的形象。刘娜等［42］指出西方世界建构起

新冠病毒谣言的“无知”，在病毒溯源未真相大白的

情况下，就宣扬病毒来源于中国，诋毁中国机构。

杨博［43］进一步梳理了“中国制造新冠病毒”这一阴

谋论谣言的来源。高金萍等［44］针对西方媒体对中

国抗疫“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迂回态度，认

为中国必须调整对外传播策略，加强议程设置，积

极传播中国抗疫成果，显示中国优越的制度体系。

张志丹［45］则强调要加强与重要的国际组织、国家进

行沟通，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2. 政府层面策略

众多学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谣言传播的治

理离不开政府的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谣言传

播管控更是政府应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韩瑞

波等［46］强调面对此次疫情，政府必须以拓展治理空

间、整合治理工具、动员治理主体为导向，才能全面应

对谣言传播引发的舆情。而强化政府和公众之间的

沟通，满足群众知情权，被认为是控制谣言传播、粉碎

谣言生成的最有效手段［47-50］。法律保障也是治理谣

言传播必不可少的举措。向志强等［51］认为政府需要

完善立法和执法工作，严格惩戒网络平台和公众传播

谣言的行为。史蕾［52］从法治思维视角看待舆情，认为

中国舆论场是官方舆论和民间舆论的博弈，必须把法

治转化成公众内心的法治思维，依靠公众对法治的

信仰和自觉，推动法律的落实。还有不少学者建议

从建立辟谣处置机制［53-54］、增强干部处置能力［55］等

角度提升政府治理谣言传播的能力。

3. 媒体层面策略

治理谣言传播，媒体的力量不容忽视。研究者

对媒体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官方媒体

或主流媒体。陈坤等［56］认为，我国主流媒体在新冠

肺炎疫情传播中发挥了主阵地作用，形成了可复制

的制度实践经验。高嘉潞等［57-59］认为官方媒体必须

要借助专家，发布权威报道，及时公开疫情信息。

张旭等［60-61］提出地方主流媒体应正视公众的质疑和

回应，用权威信息及时破解谣言，阻断谣言传播，提

高地方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另一类是针对网

络新媒体。强月新等［62］基于微博辟谣文本分别构

建了“辟谣效果相关因素矩阵”和“辟谣效果指数”

（REI），认为政务微博辟谣需要多元联动，建立起可

互动沟通的辟谣方式。李宗敏等［63］更强调微博辟

谣要丰富呈现维度，注意名词、形容词数量以及情

感倾向。李勇图等［64-65］注意到微视频的力量，认为

视频的广泛传播为此次抗疫凝心聚力发挥了重要

作用。

4. 公众层面策略

谣言的生成和传播最终是靠公众的口口相传

或网络转载实现的，许多研究者也认识到公民素

质的参差不齐助推了谣言的传播。王珂［66］就指出

“旧谣新传”一部分是因为网友恶意传播，还有一

部分是因为公众缺乏基本的辨别能力。李小波等［67］、

陈安等［68］提出要鼓励学校、社区、行业机构开展知

识普及，提高民众的科学素养，以应对数字时代挑

战。孟云飞等［69］认为健康心理是疫情防控的重要

保障，因此要对民众进行心理疏导，让社会心理正

能量化，对谣言产生免疫作用。王兆鑫等［70］通过

乡村的田野研究，倡导关注农村地区的舆论场，拓

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方式，开展科学的防护知

识普及，减少乡村谣言传播，净化乡土社会舆论内

容。

三、总结与展望

目前，国内关于新冠肺炎疫情谣言传播的研究

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不管是在谣言传播基础理论

研究方面，还是在谣言传播机制和治理方面，都有

不小进展。尽管如此，我们也看到目前的研究还存

在不少问题。

（一）研究学科分布不均

谣言传播治理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领域，

涉及新闻传播学、图书情报学、公共管理学、社会

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但是从目前的文献分布上

看，主要集中在新闻传播学和图书情报学，公共管

理学等其他学科研究还较少，特别是以问题为导

向、跨学科创新性研究不多。

（二）谣言传播危害研究不足

针对谣言传播引发的危害，目前的研究普遍存

在泛泛而谈的现象，未有深入的定性或者定量研究

描述。且近年来谣言传播引发的网络暴力，不论是

研究者还是媒体的关注都明显不足，急需加强理论

研究。

（三）治理对策与现实相脱节

研究者们或通过综合论述，或基于网络谣言文

本分析阐明谣言传播存在的问题和治理对策，但是

在移动互联网高普及率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谣言快

速识别和传播阻断机制，谣言恣意传播将很快引发

次生危害。因此，一般的、传统的治理对策无法快

速进行应急处置。

展望未来的研究，首先，研究者们要以问题为

导向，争取多方合作，打破学科壁垒，综合运用多学

科多专业理论视角，全面系统分析在当前网络技术

背景下谣言传播治理面临的新难点、新痛点、新焦

点，全面认识谣言产生和传播的内在逻辑，为谣言

传播治理打牢理论基础。其次，深刻认识谣言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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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害，构建合适的理论框架，定量或者定性分析

谣言传播可能引发的各类危害，增强风险防范意

识。尤其是要探讨如何建立谣言传播对象的保护

机制，保护公民的隐私权，以免网络暴力发生。最

后，将提高谣言传播治理的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

作为研究的落脚点。当前，互联网是谣言传播的主

阵地，互联网技术发展为谣言传播治理带来了新挑

战，也提供了新契机。研究者们应顺应时代变革，

基于互联网新技术、新理论创造性开展研究工作，

积极为建立快速有效的谣言识别和传播治理机制，

推动多地区甚至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标准、上下联

动、左右协同的立体处置机制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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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n the governance of rumour spreading about COVID⁃19
ZANG Bing1，2，HE Xiaojing1，LU Xiang1

1. School of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ment，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anjing 211166；2. Office of the CPC Party Committee，
the Affiliated Suqian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uqian 223800，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CNKI journal database，163 articles related to“COVID⁃19”“hearsay”“gossip”
“rumor”“lie”and“public opinion”in 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 and the Overview of Chinese
Core Journals were screened. Research content and main viewpoints in the literature were sorted ou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omestic research on the management of rumor spreading about COVID⁃ 19 had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and research content mainly included the basic theory， mod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rumor spreading. However，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current research such as uneven
distribution of disciplines， insufficient research on propagation harm， and disconnection between
countermeasures and reality. In the next step，studies should adhere to the problem⁃oriented principle，use multi
⁃ disciplinary and multi ⁃ professional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and understand the internal logic of rumor
generation and dissemination comprehensively. It is suggested to deepen the study of the harm of rumor
spreading and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risk prevention. Based on the Internet technology，it is recommended to
establish a fast and effective rumor identification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 that has wide coverage and
coordinated lin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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