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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言是指未被证实的具有传播属性的信

息或言论。在科学传播的理论视域中，科学

泛指广义的科学，涵盖了科学、技术、工程、

医学等领域 [1]。“科学”流言是内容事涉广义

科学的流言。近年来，随着微博、微信等社

会化媒体的勃兴，“科学”流言呈快速传播之

势。一个显著的反证就是基于社会化媒体的

“科学”流言辟谣平台的不断建设和辟谣内容

的持续发布。辟谣平台如果壳网 “谣言粉碎

机”微博、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每月“科学”

流言榜、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年度十大“科学”

流言终结榜等。“科学”流言的传播不仅是理

解科学的阻力和认知障碍，不利于全民科学

素养的提升，而且容易造成舆情的波动，流

言与日常行动的结合极易形成抗争性行为，

增加社会治理的难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以来，在社会治理已成为全社会共识的背景

下，认知和掌握“科学”流言的生成规律是

进行社会治理的题中要义之一。

1 相关研究
根 据 戴 维 • 奈 特（David Knight） 的 研

究，科学内容和传播结合的形态可追溯到 19
世纪中期的欧洲。科学家伊拉兹马斯 • 达尔文

（Erasmus Darwin）用诗歌普及植物知识，得

到了其他科学家的效仿 [2]。这一时期，科学知

识开始从狭小的科学家圈子向社会大众传播。

流言进入现代研究的语境始于美国心理学家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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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他提出了著

名的流言传播公式：R=I×a（流言流通量 = 问

题的重要性 × 证据的模糊性），揭示了流言

产生和传播的两大因素，即事件对相关者的重

要性和事实被某种程度遮蔽的模糊性 [3]。诺伊

鲍尔（Hans-Joachim Neubauer）在此基础上进

行了补充研究，认为流言传播于社交网络环境

中，听传参与人的批判能力反向作用于流言的

传播 [4]。陈力丹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加以整理，

提出了流言产生受好奇、不安、不确定性、相

关程度以及个体的批判能力五因素的影响 [5]。

目前，“科学”流言研究集中在两个方

面。一是基于量化分析的“科学”流言内容

研究。王井以 2004 — 2014 年的科学热点事

件为内容总结了“科学”流言容易发生的五

类内容领域 [6]；黄婧等以果壳网 515 条“科

学”流言为对象，分析了流言议题与受众参

与度之间的关系 [7]。二是以辟谣类网站为对

象进行的“科学”流言治理研究。杨鹏等以

“谣言粉碎机”微博为对象，分析微博作为

辟谣平台的内容、风格和效果 [8]；王国华等

对国内三类“科学”流言辟谣平台（如商业

微博、政务联合平台、民间专业性平台）进

行类型化研究，总结不同类型辟谣平台的辟

谣方式、路径和效果 [9]；金兼斌等以重庆大

巴坠江事件为个案，探讨传统媒体、网络平

台、科学共同体、非营利组织、普通网民等

行动者联合的社会化协同辟谣理念 [10]。

相较于流言研究，“科学”流言研究领域

更加集中、流言治理对策更具系统思维和针

对性，是流言研究的细化。同时，亦能发现

“科学”流言研究倾向于对具象的流言内容进

行特征总结，存在平面化的问题；流言规律

研究亦是对流言文本的内容分析，并未深入

流言传播的动态过程进行观察，研究局限于

静态。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成果，以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发布的 2019 年度十大“科学”流言

为样本和切入点，以这些流言在新浪微博平

台传播、转发期间（2019 — 2020 年）的所有

微博文本为研究对象，着力分析“科学”流

言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从无到有的生成过程和

生成规律，并思考“科学”流言的治理思路。

2 “科学”流言的生成分析
2.1 事件关联性分析  

根据奥尔波特的流言传播公式，流言产生

均有一个明确的源头事件作为起点。本文追溯

2019 年十大“科学”流言的微博传播路径，将

这十大流言的源头事件分为三类：直接事件、

间接事件和关联事件。直接事件是指事件（A）

与流言（R）产生之间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即

A → R；间接事件是指事件（A）引发了事件

（B）的产生，事件（B）与流言（R）产生之间

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即 A → B → R；直接事件

和间接事件与流言之间属于强联结关系。关联

事件是指事件（A）与流言（R）产生之间存在

相关性，事件与流言之间经由中介因素（X）产

生关联，促进了流言的产生，即 A → X → R。

关联性事件与流言之间属于弱联结关系。2019
年十大“科学”流言的关联性分析见表 1。

表 1  2019 年十大“科学”流言关联性分析表

序号 流言（R） 事件（A） 事件（B） 中介因素（X） 事件关系类型

1
5G 基 站 辐 射 对
人体会产生很大
影响

搜狐总裁张朝阳 2019 年
5 月 17 日发表“5G 基站
辐射影响人的健康”的
相关言论

直接事件关系

2
中国高铁辐射严
重，“ 坐 高 铁 =
照 X 光”

网文《高铁确实辐射严
重，未婚女性少坐》

直接事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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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

从 上 述 来 看， 这 十 条 流 言 与 源 头 事 件

（A）的关系中有 6 条属于直接事件关系，2 条

属于间接事件关系，2 条属于关联事件关系。

也就是说，8 条“科学”流言均能准确定位源

头事件。对于流言源头事件的定位以及流言

引发因素的廓清，有助于快速进行辟谣，从

而从源头上控制“科学”流言的传播；而关

联事件关系的流言则与源头事件的关联性较

弱，对于此类流言就不能以简单的辟谣思路

进行消除。

2.2 重复性分析  

重复性是指同类“科学”流言在单位时

间内多次出现的现象。一般流言生成的源头

事件以新闻事件、社会事件为主，事件的孤

立性和偶发性决定了流言的孤立性，一般较

少出现重复传播，而“科学”流言则存在重

复性的特征。2019 年十大“科学”流言的重

复性分析见表 2。

序号 流言（R） 事件（A） 事件（B） 中介因素（X） 事件关系类型

3
长期服用降压药
致死

网文《每天吃降压药的
人，就是在消极中等待
死亡！》

直接事件关系

4
电子烟无毒无害，
是戒烟的利器

5 月 4 日， G8075 次列车
乘务员在车厢内抽电子烟
被曝光

网文《乘务员高铁上吸
电子烟被罚 1000 元，网
友的疑惑却来了……》

间接事件关系

5
饥饿能够“饿死”
肿瘤，延缓衰老

10 月，2019 年 诺 贝 尔 生
理学或医学奖公布

“饿死肿瘤”被误读 关联事件关系

6
孕妇不可接种流
感疫苗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发 布 的《 中 国 流 感 疫
苗 预 防 接 种 技 术 指 南
2019—2020》

疫苗说明书标注“孕
妇慎用”，造成地方
社区不予接种

关联事件关系

7
抑郁症不是病，
就是太矫情

青岛女孩微博发文“我
生了一场很久的病，这
是最后一次自杀！”

直接事件关系

8 低盐饮食不健康
“任何建议低盐饮食的
人， 都 应 该 被 送 进 监
狱！”的视频

直接事件关系

9 近视能治愈
暑期网络商家的不实广
告宣传

直接事件关系

10
液化气钢瓶着火
一定要先灭火再
关阀门

10 月，江苏无锡市一小
吃店发生液化气爆炸事件

关于液化气钢瓶着火
是先关火还是先关阀
门的视频

间接事件关系

续表 1

序号 流言（R） 重复类型 诱发事件 重复频次

1
5G 基站辐射对人体会
产生很大影响

孤立流言

2
中 国 高 铁 辐 射 严 重，
“坐高铁 = 照 X 光”

事件诱发型重复
型流言

2013 年、2014 年网文《当心！高铁的危
害，未成年人少坐》；2016 年《高铁确
实辐射严重，未婚女性少坐！》

诱发事件按年度出现，
流言按年度重复

3 长期服用降压药致死
事件诱发型重复
型流言

网文《每天吃降压药的人，就是在消极
中等待死亡！》2015 年、2016 年已出现
并传播

诱发事件按年度出现，
流言按年度重复

4
电 子 烟 无 毒 无 害， 是
戒烟的利器

孤立流言

表 2  2019 年十大“科学”流言重复性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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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以看出，其中仅有 4 条属于孤

立流言，6 条“科学”流言属于重复型流言。

重复性传播是“科学”流言区别于一般流言

的一大特征。“科学”流言的重复性分为年

度重复和事件诱发型重复两类。年度重复是

指同类型流言在不同年度重复出现；事件诱

发型重复是指同类型诱发事件多次出现造成

“科学”流言的多次重复出现。事件诱发型重

复基于诱发事件的出现频次而重复，年度重

复型流言按照年度周期性出现。传播周期的

时间性特征是认知“科学”流言传播规律的

重要途径。

2.3 生成方向分析  

基于社会化媒体中“科学”流言源头事

件的渠道属性，可以将“科学”流言的生成

方向分为线下→线上和线上→线上两种类型。

线下→线上类型是指源头事件是发生在现实

生 活 中 的 社 会 事 件 或 言

论，引发了流言在社会化

媒体中进行线上传播；线

上→线上类型是指源头事

件是出现于互联网媒体中

的 网 生 事 件、 言 论 或 文

章，流言从起点到传播均

在互联网场域当中。2019
年十大“科学”流言的生

成方向见表 3。

2019 年十大“科学”流言中，6 条流言

由线下事件引起，4 条流言由线上事件引起。

“科学”流言传播显现出较明显的线上线下相

互作用、线下事件影响线上流言传播的特征。

追溯“科学”流言源头事件的渠道和传播方

向，找准“科学”流言从线上或者线下形成

传播链条的初始环节，方能找到“科学”流

言应对的“七寸”位置。 

3 “科学”流言生成的原因
3.1“后真相”社会语境  

“后真相”概念在 2016 年形成，源自西

方社会政治领域。后真相社会的核心特征是

情感战胜了事实成为公众进行认知判断和行

动选择的标准。在社会重归部落化的趋势中，

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一定程度上也具备了后真

相社会的特点。汪行福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

续表 2

序号 流言（R） 源头事件渠道类型 生成方向

1 5G 基站辐射对人体会产生很大影响 线下事件 线下→线上

2 中国高铁辐射严重，“坐高铁 = 照 X 光” 线上文章 线上→线上

3 长期服用降压药致死 线上文章 线上→线上

4 电子烟无毒无害，是戒烟的利器 线下事件 线下→线上

5 饥饿能够“饿死”肿瘤，延缓衰老 线下事件 线下→线上

6 孕妇不可接种流感疫苗 线下事件 线下→线上

7 抑郁症不是病，就是太矫情 线下事件 线下→线上

8 低盐饮食不健康 线上视频 线上→线上

9 近视能治愈 线下事件 线下→线上

10 液化气钢瓶着火一定要先灭火再关阀门 线上视频 线上→线上

表 3  2019 年十大“科学”流言生成方向分析表

序号 流言（R） 重复类型 诱发事件 重复频次

5
饥饿能够“饿死”肿瘤，
延缓衰老

年度重复型流言 节食“饿死肿瘤” 2012 年起按年度重复

6 孕妇不可接种流感疫苗 年度重复型流言 流感高发季节社区医院不给孕妇注射疫苗 2017 年起按年度重复

7
抑郁症不是病，就是太
矫情

事件诱发型重复
型流言

明星患抑郁症新闻以及抑郁症相关新闻
（2019 年某大学毕业生自杀、韩国明星
崔雪莉曝抑郁症、韩国明星金美善自杀）

按新闻出现次数在一
年内多次重复

8 低盐饮食不健康 孤立流言

9 近视能治愈 年度重复型流言 近视治疗产品暑期不实宣传 年度重复

10
液化气钢瓶着火一定
要先灭火再关阀门

孤立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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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秦就存在的怀疑论和相对主义理念中就

有“后真相”的意涵。另外，他认为，社会秩

序能够生产出多数人接受的普遍后果，能够满

足人们的公平感，才能形成社会共识，脱离后

真相。而中国当下社会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财

富、阶层差距是后真相形成的原因 [11]。张庆

园指出了后真相与社会化媒体的关系，后真

相是自媒体时代的产物。在社会化媒体的语

境中，“真相在情绪流动中被遮蔽，在故事叙

述修辞里被改写，在意见传递中被扭曲”。阶

层差异、认知分化和社会化媒体的普及造成

了后真相的流行 [12]。

后真相社会语境促进了“科学”流言的

产生和传播。“科学”流言生成于线上、线下

两个方向。一方面，作为“科学”流言源头

事件的网文具有后真相特征。李彪研究后真

相时代网络谣言的标题修辞和内容建构，指

出权威加持、恐惧诉求为惯常话语修辞；大

量使用感叹号和问号进行情绪唤起；用视频

和图片等视觉传播方式扩大传播影响力等特

点 [13]。2019 年十大“科学”流言生成的关联

网文，内容完全匹配后真相时代谣言传播的

话语建构策略。高铁流言中的网文《当心！

高铁的危害，未成年人少坐》《高铁确实辐

射严重，未婚女性少坐！》，高血压流言中的

网文《每天吃降压药的人，就是在消极中等

待死亡！》，电子烟流言中的网文《乘务员高

铁上吸电子烟被罚 1000 元，网友的疑惑却

来了……》等标题中的标点使用、内容中的

情绪唤起方式等均是后真相网文的写作特征；

低盐饮食、液化气着火流言等则以视频传播

为流言起点；从 5G 辐射、饿死肿瘤、低盐饮

食等流言中亦能看到权威和专家的作用加持。

另一方面，造成“科学”流言传播的线

下事件背后具有后真相逻辑。5G 辐射流言中，

公众将 5G 基站建设和 5G 商用网络的推广理

解为政府推动与商业利益的合谋，假想了其

间被忽略的公众利益和健康问题。因此，5G
基站辐射流言以抗争的形态出现，并与线下公

众的抗争实践相结合。湖南长沙、山东菏泽等

地的小区在流言传播期间接连发生了阻挠通信

基站建设的群体性活动。抗争源于共识的消

亡，而缺乏共识正是后真相的特征。汪行福指

出“后真相的本质是后共识。当一个社会失去

对基本价值和社会秩序的基本共识，观念传达

与接受之间就会短路，其结果是，人们只能根

据自己的立场有选择地相信事实，或者拒绝真

相，或者相信‘另类事实’” [11]。

3.2 易感人群的圈层传播  

“易感人群”的概念源自医学健康领域，

心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援引这一概念描述面

对突发事件和非习惯状态时，相较于他人更

容易引发心理应激反应和联动行为的人群。

在“科学”流言的传播过程中，易感人群是

指对于某些“科学”流言容易产生信任并可

能产生传播行动的人群。形成“科学”流言

易感人群的因素有两点：一是流言内容与相

关人群的利害关系高度正相关；二是相关人

群的科学素养较低。

从 2019 年十大“科学”流言的内容来

看，“科学”流言主要集中在健康领域，如高

血压、肿瘤、近视、抑郁症等医学健康问题，

电子辐射、低盐饮食等生活安全问题，孕妇

等特定人群的健康问题等。不同于一般流言

以横向辐射的方式向不同人群大面积扩散的

情况，“科学”流言往往在特定的圈层人群中

以纵向方式深度传播。以“抑郁症不是病，

就是太矫情”流言在微博当中的传播为例，

其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流言传播和流言聚

集的节点均与抑郁症相关新闻的产生节点正

相关；二是内容转发和流言传播主要集中在

抑郁症患者群体当中，这说明微博内容与发

布者身份有紧密的利害相关性。

从流言传播者的科学素质水平分析。米

社会化媒体场域中“科学”流言生成规律与治理逻辑分析 <<< 郭学文 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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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Jon D. Miller）提出了著名的科学素质内

涵三维度：一是对科学规范和科学方法的理

解；二是对科学概念和科学术语的理解；三

是认识并理解科学对生活的影响 [14]。由于科

学素质水平不高，传播者在科学概念和术语

的转译过程中出现了误读，造成了流言。例

如，在“饥饿疗法饿死肿瘤”流言中，流言

传播者将医疗领域切断癌细胞供血血管的治

疗方法谬传为通过节食断食治疗癌症；“坐高

铁 = 照 X 光”流言中混淆了“电磁辐射”和

“电离辐射”的概念等。与圈层人群的利害相

关性、科学素养的不足特征证实了科学流言

传播群体的易感人群特征。面对“科学”流

言，易感人群更容易做出传播的行动。

3.3 科学共同体为主体的单一辟谣方式和自为科

普手段

社会化媒体场域中的“科学”流言应对

主体是由科学家群体构成的科学共同体。流

言应对的方式是“流言传播—科学共同体辟

谣—主流媒体转发”线性逻辑。科学家对流

言内容证伪的结论性内容是社会化媒体中主

要的辟谣文本，用来对抗“科学”流言的传

播。从前文对“科学”流言的生成分析可以

看出它的两大特征：重复性传播和线上线下

互动。流言的重复出现，说明之前的辟谣方

式失效。“科学”流言在易感人群中长期活

动，点状的辟谣结论并不能发挥长效，而线

上线下互动的特征说明“科学”流言与现实

生活紧密关联，大量线上传播的流言有线下

的诱因。辟谣动作仅存在于互联网空间，并

不能消弭线下诱因的继续作用。

社会化媒体中科学家对于“科学”流言

的辟谣和相关科学知识的科普，往往又是科

学家自为的个体行为。在专门的科学普及类

网站、“科学”辟谣网站中，科学家以契约

方式提供持续的知识生产。而微博、微信平

台的“科学”流言辟谣则是科学家在遇到本

领域流言后自发地证伪、辟谣和知识传播。

这种科普方式存在偶然性，同时基于科学家

的个性、社会化媒体使用习惯以及对科普的

积极性不同，并不是所有“科学”流言都能

在第一时间得到科学家的回应，这样就给

“科学”流言传播形成了空间。

4 “科学”流言治理的逻辑及对策
4.1 以治理观取代辟谣观，更新“科学”流言

治理理念

“科学”流言的治理观，即是以社会治理

的内涵应对流言的传播，而非流行话术层面

的“辟谣”。流言的辟谣逻辑，体现为一种自

上而下的、刚性的事后处置，是以风险应对的

态度做出的“维稳”行动。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以来，“社会治理”成为新的社会管理理

念，旨在改变“政府—社会”二元关系中“强

政府—弱社会”的弊端，实现全社会“共建共

治共享”的目的。流言“辟谣”的逻辑主体单

一、方式刚性、目标静态、内容窄化，不符合

社会治理和舆情治理的内涵。用“治理观”取

代“辟谣观”，是流言治理的当务之急。

“科学”流言的治理理念内涵包括三点：

多元协同、长期对话、柔性处置。一是多元

协同，即将科学共同体单一主体面向社会发

声辟谣的模式改为政府、科学共同体、媒体

（包括主流媒体、科学自媒体、商业媒体）共

同建立横向联系和协作处置方式。多元协同

的目的，不仅仅是对线上“科学”流言的引

导和处置，还在于社会治理力量对于线下源

头事件的介入和解决。

二是长期对话，即改变传统“科学”流

言治理中的机械思维和短期治理的功利思维，

理解后真相语境与易感人群结合下“科学”

流言存在的长期性和频发性。长期对话的目

的在于以对话的形式实现对受众科学素养的

涵化培养，以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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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媒体建立对话沟通平台，实现科学传播主

体与公众沟通的长效化、常态化和制度化。

三是柔性处置，即识别“科学”流言的

生成领域事关民情民意，事关社会治理和科

学普及中的薄弱环节。因此，政府、科学共

同体等治理主体和大众传媒等表达主体宜以

柔性、协商的框架与流言传播主体建立“我

们”意识，消弭“科学”流言治理中民众惯

常出现的与科学共同体甚至政府的对立想象，

避免流言的极化，增加治理成本。

4.2 以场域观统筹线上线下协同，识别“科学”

流言的抗争性与重复性  

“ 场 域 ” 概 念 由 法 国 社 会 学 家 布 迪 厄

（Pierre Biurdieu）提出，他将场域定义为“位

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形构”[15]。

场域由客观的物质空间和人在其间的主观行

动共同作用而成，是社会行动者进行行动的

空间。基于布迪厄的界定，场域有如下特点：

一是关系性，不同的场域存在场域位置关系，

场域内行动者存在互动关系；二是竞争性，

场域内行动主体掌握不同的经济资本、社会

资本、文化资本、象征资本，资本是场域内

行动者进行竞争的目标和手段；三是行动者

惯习，惯习是行动者受社会现实影响后作用

于个体意识层面的稳定的行为和性格，是行

动者在场域内进行实践的依据。

第一，从场域治理出发，首先确定“科

学”流言场域内位置关系。一是厘清“科学”

流言生成的场域位置。明确流言生成于线下事

件或是线上事件，确定流言与事件的关系才能

找到流言治理的源头。二是厘清流言传播者之

间的关系。流言治理不仅是对于表象化的流言

内容的辟谣，更应找到流言背后的行动者及其

行动逻辑，将对“事”的处置转变为与“人”

的沟通，才是有的放矢的治理方式。

第二，基于场域内行动者的竞争性，理

解“科学”流言生成的抗争逻辑。“流言生成

背后的逻辑是公众对于自身权益的捍卫和对

可能（或已）造成己方权益减损的管理方的

抗争” [16]。流言是场域中资本对处于弱势的行

动者的竞争性行为。由此出发，识别流言诉

求，联动处理线上流言与线下问题，是“科

学”流言治理的方向。

第三，行动者惯习理论为“科学”流言

的重复传播提供了一个解释视角。惯习具有

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特征，“科学”流言易感人

群对于“科学”流言的认知和行为特征即为

惯习。基于惯习理论，摒弃“科学”流言治

理“毕其功于一役”的思维，以科普和对话

的持续性和针对性，不断消弭“科学”流言

对于易感人群的影响。

4.3 以技术观建立数字治理路径，实现流言治理

的科学性 

“科学”流言传播渠道涉及线上线下，内

容经过多级扩散，相关方涉及政府、科学共

同体、媒体等各个主体，对于“科学”流言

的治理就容易“九龙治水”，既不利于提升

“科学”流言治理的效率，更容易增加治理成

本、浪费社会资源。以社会化媒体场域中的

流言为对象，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可以统

一“科学”流言治理的思路，形成纲举目张

的治理秩序。

第一，依托大数据技术，可以追溯“科

学”流言在社会化媒体当中传播的全过程，

明确识别流言生成的源头事件。以对源头事

件的回应和处理作为“科学”流言治理的起

点，将“科学”流言治理的关口前置；分析

“科学”流言的规律性，对于易重复出现的

“科学”流言，在其生成的时间周期提前介

入，将“科学”流言治理的时间提前。

第二，易感人群的数字画像。社交化媒体

用户的实名特征、用户的社交化媒体使用生成

的数字足迹、用户对流言搜索、点阅、评论、

转发等行为数据等通过数据识别和计算，能够

社会化媒体场域中“科学”流言生成规律与治理逻辑分析 <<< 郭学文 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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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准确地找到“科学”流言对应的易感人群。

与易感人群针对性地对话及线下互动，将“科

学”流言与易感人群的科学素养教育相结合。

第三，建立“科学”流言辟谣的数据库

平台。当前，政府科普机构、科学共同体、

科学自媒体和商业媒体建立了大量的“科学”

流言辟谣平台，并进行周期性的“科学”流

言辟谣活动。问题在于这些平台场域区隔、

关注人群有限，且辟谣的短期效果明显。以

协同的方式建立整合的数据库平台，开放的

数据库平台能够成为各类科学传播主体与公

众进行对话的平台，打破不同场域的区隔。

同时能够发挥其对“科学”流言治理的长效

机制，将辟谣动作变成围绕科学素养提升的

知识普及，提升科学技术在公众生活中的作

用力，促进公众形成对科学更具亲和力的认

知评价。

4.4 以新时代科普观统筹治理结构，建立“科学”

流言治理的常态机制

政府、科学共同体、媒体应对“科学”

流言基于不同的立场。政府基于社会舆情稳

定，科学共同体基于知识生产，媒体基于流

言背后的新闻性。将不同立场的治理主体纳

入同一的治理结构中，是“科学”流言治理

的根本抓手和实践路径。在现阶段，应以新

时代科普观为指导，依托国家科普制度的权

威性、科普组织的体系化，建立政府—科学

共同体—媒体“三权合作”[17] 的科普结构，

以实现“科学”流言治理的常态化、制度化

和统一化。

新时代科普观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关于国家科

普工作的系列论述后逐步形成的。在以人民

为中心的科普理念下，强调科技创新与科学

普及为国家创新发展的“两翼”，促进以科

学精神为核心的科学内容传播，提升全民的

科学文化素质 [18]。在这一理念下，科学普及

的地位大幅跃升，提升到和科学创新同等重

要的位置。“两翼论”和“同等重要”的论

述，首先提升了科普体系在“科学”流言应

对中的话语地位，有助于实现以科普系统统

筹“科学”流言治理的国家体系；其次，赋

予科学家群体更多地参与科普和科学知识生

产、对话的责任，以及参与科普的身份合法

性。以科学精神统领公众科学知识、科学方

法、科学思想提升的论述，则指明了公众科

学素养提升的首要目标是提升科学精神。科

学精神的实证和理性特征就要求公众能够参

与到科学对话的过程中，而非单一地接受自

上而下的科学知识传播。建立科学传播的对

话平台，提升公众的科学精神，从根本上削

减“科学”流言生成和传播的空间。

在政府—科学共同体—媒体“三方合作”

的科普结构中，政府领导下的国家科普组织

承担科学传播的统筹领导和监督管理职责；

科学共同体承担科学知识的生产和解释职责；

媒体承担科学内容的分发、转译和二次传播

职责。在这一体系中，媒体基于舆情及时将

流言信息反馈给科学共同体，科学家将流言

内容的证伪知识传递给媒体，媒体将专业化

的证伪内容进行二次加工，提升内容的生动

性，促进内容与不同圈层的融合。在这一体

系中，科普组织统筹科学共同体的知识生产，

审核媒体二次生产内容的科学性，溯源“科

学”流言生成的源头事件，联动政府部门形

成治理思路，维护与公众长期对话的平台。

三方各自在权责要求的框架下合作运行，将

“科学”流言治理纳入制度化的体系之下。

5 结语  
本文以“科学”流言在社会化媒体中如

何生成为研究起点。社会化媒体中“科学”

流言生成的关联性分析、重复性分析、线上

线下的渠道关系分析旨在证实“科学”流言

2021，16（6）: 5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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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根植于社会现实的基本事实。后真相的

社 会 语 境、 易 感 人 群 的 长 期 存 在、 科 学 共

同体为主体的单一辟谣方式是社会化媒体

中“科学”流言广泛存在和传播的社会根源。

“科学”流言作为现代社会事实上的一种长期

存在，对其处置应以治理观、场域观和技术

观的系统逻辑进行，并以新时代科普观为指

导，建立政府—科学共同体—媒体“三方合

作”的常态治理结构。治理观促进政府、科

学共同体、媒体和大众建立四元一体的治理

系统；场域观旨在从科学流言生成的线上线

下关系角度建立治理链路；技术观是基于社

会化媒体的媒介特征提升治理的针对性和科

学性；政府—科学共同体—媒体“三方合作”

体系旨在实现流言治理的制度化和科学普及

的社会化。以此，促进大众科学素养的提升，

降低“科学”流言传播的负面作用，消弭科

学谣言存在的空间。

社会化媒体场域中“科学”流言生成规律与治理逻辑分析 <<< 郭学文 研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