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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势尚好之时，获取准确、可
靠 的 信 息 已 然 至 关 重 要 。 而 在
危 机 四 伏 时 ， 正 如 在 目 前 蔓 延
全 球 的 新 冠 疫 情 期 间 ， 信 息 的
准 确 性 则 是 生 死 攸 关 的 大 事 。

信息疫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Disinfodemic: Deciphering COVID-19 dis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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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简报#1（共两份）使用了“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一词，广义上
指代任何不实且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信息内容。这些影响可能在疫情期间造成
致命后果。

“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和“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的区别
在于生产或分享不实信息的意图。前者指的是，出于个人盈利等目的故意炮制
不实信息的行为；而后者则指，出于帮助他人的目的，传播自认为真实、实则
不实的信息的行为。

在此次新冠疫情中，根据 “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传播者的不同动机，
应对措施也有所不同。例如，教育可以对错误信息起到一部分补救作用，而制
止欺诈牟利行为是减少虚假信息的方法之一。然而，无论传播不实信息的意图
如何，两者造成的潜在影响却不相上下。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因他人主动
传播虚假信息而受到伤害，由此产生严重后果。

本政策简报及其姊妹篇中使用“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一词的广义用
法，着眼于虚假和误导性信息的破坏性，而非生产和传播此类信息的动机。

虚假信息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便一直存在。从现代“地平说运动”的复兴到对
气候变化这一科学共识提出异议，这些旨在破坏科学有效性的不实信息，通常
是出于狭隘的政治或经济等目的。如今污染公共卫生信息的谣言依靠的也是传
统用于散播虚假信息的传播工具，只是主题和直接后果有所不同。

新冠疫情虚假信息使人们对医学产生困惑，并对整个社会及世界上每个人造成
即时影响，比与其他话题相关的虚假信息更为致命，更能毒害人心。也正因如
此，本政策简报提出了“信息疫情”这一概念。

在此框架下，本简报欲帮助大家理解这一新威胁，以及国际上对其发起的各类
应对措施。为达到此目的，简报剖析了虚假疫情信息的九个核心主题和四种
主要传播方式，并提供一种分类方法，将其应对措施分为十种。此项分析主
要依据即将发表的国际电联-国际教科文组织宽带委员会报告的编写者们所进
行的研究，此研究涉及有关虚假信息的更广泛的话题、类型以及应对措施。

用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的话来说，
新冠疫情期间，“不断传播的虚假信息也是我们的敌人”。世界卫生组
织（WHO）将疫情期间的虚假信息漩涡称作“大规模信息疫情”，这也
是加剧新冠疫情的一个主要驱动力。

1. 引言

 

有效信息赋能，
虚假信息伤人。

https://en.unesco.org/covid19/disinfodemic
https://en.unesco.org/fightfakenews
https://en.unesco.org/covid19/disinfodemic
https://www.icfj.org/news/short-guide-history-fake-news-and-disinformation-new-icfj-learning-module
https://edition.cnn.com/2019/11/16/us/flat-earth-conference-conspiracy-theories-scli-int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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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优质信息为何至关重要？

要理解信息疫情，我们不妨先思考一下与之相对立的作为知识基础的
真实信息。赋予表达自由权意义、并使其有益于社会的是真实信息，
而非虚假信息。可证实的可靠信息，如由科学和专业新闻媒体发布的
信息，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构建“知识社会”的关键所在。而信息疫
情作用的效果与此截然相反。

如今，互联网是虚假信息和真实信息散播机制的关键一环。它支撑着
信息流中的传输功能，通过该功能，虚假信息和真实信息的产生都可
以连接到该内容的接收方并与之互动。

实现信息传输的机构（如互联网公司和新闻媒体）并非纯粹的运营商
或信息平台，他们在内容流的把控和塑造上夹带着自身的特殊利益。
其传输作用变得越来越不仅仅限于对首轮传播内容的接收和消费，而
是形成一种难以把控的螺旋式进程，对信息不断进行再生产和细化。

在此背景下，宽带上网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高速数字连接通过以下手段帮助人们应对新冠疫情：
• 在疫情封锁期间，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学习、工作、保持社交联系；

• 是政府直接向民众传播公共卫生信息的载体；

• 使可靠的疫情报道得以传播至大众；

• 将医疗专家（以及新闻记者在内的中间人）实时连结起来。
 

与此同时，大众连接可能造成大量不实和误导性内容被肆意制造、
大肆传播：

• 信息疫情在越来越多的案例中都带来了致命的后果。许多公民受到
欺骗，无法理解并采取有科学依据的预防措施；许多人因为自满或
采取伪疗法而死去。

•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全球团结，而网络上的虚假疫情信息可能会
沦为政治化、种族主义、仇外心理、性别歧视的工具，从而煽动两
极分化，引发更深一层的仇恨；

• 揭露虚假信息的新闻记者和医护人员遭受虚假信息驱动的攻击；

• 互联网是实现正当表达自由的有利因素，正当的表达自由也是对抗
虚假信息的最佳方法之一，而针对信息疫情的某些应对措施则损害
了这一优势。

-

+

https://www.bbc.co.uk/news/health-52201077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apr/13/coronavirus-conspiracy-theories-targeting-muslims-spread-in-india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apr/13/coronavirus-conspiracy-theories-targeting-muslims-spread-in-india
https://www.indexoncensorship.org/disease-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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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寻求、接受并传递信息的权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合作伙
伴致力于保护和加强这一权利，并以多种方式建立“知识社会”，包括：

• 清除虚假信息的污染，

• 支持独立、优质的新闻报道，

• 加强全球公民的媒介和信息素养，并

• 协助会员国达到表达自由的国际标准。

这四项行动方针对于健康权必不可少，而健康权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经
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之一。如果人类要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6.10
：“确保公众获得各种信息，保障基本自由”，这些皆不可或缺。这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助于推动其他目标，特别是在此时显得至关重要
的目标3：“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所有人的福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这份政策简报的目的是：分享知识，帮助人们：

·了解虚假信息的全貌

·深入了解正在推出的应对措施的类型和方式。

为了进一步分析上述内容，教科文组织还出版了本简报的姊妹篇，评估了
信息疫情各种应对措施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信息疫情：
解析虚假新冠疫情信息的应对措施

人权背景

https://en.unesco.org/covid19/disinfodemic
https://en.unesco.org/covid19/disinfodemic
https://en.unesco.org/covid19/disinfo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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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新冠疫情信息已泛滥成灾，不仅威胁着个
人，还威胁着整个社会。它导致民众不顾科学
建议，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加剧了民众对
决策者和政府的不信任；使得新闻工作者不
得不将精力投入到信息打假的工作，而不是
主动报道新的咨询。每个人都因此陷入困境。

虚假信息的动机多种多样，可能出于赚钱、获得
政治利益、削弱民众信心、推卸责任、分化民众
以及破坏疫情应对措施等目的。其他原因可能
还包括无知、自负、好心帮助却弄巧成拙等。

2. 信息疫情是什么？如何发生？为何发生？

信息疫情的四种主要形式

新冠疫情虚假信息会通过多种形式，混淆公众视听，使公众对该流行病各方面特征及其影响产生误解。其中
很多形式已在反疫苗运动和政治造谣中被反复使用。它们频繁通过动之以情，而非晓之以理的方式，将不实
信息“偷渡”进人们的认知当中。它们的成功依赖于偏见、两极分化、身份政治、盲从、犬儒主义、以及个
体在复杂多变的处境中寻求简单解答的心态。这种信息污染通过文本、图像、视频和音频传播开来。信息疫
情的四种主要形式如下：

1.高度情绪化的叙事
结构和模因

常常将高度情绪化的语
言、谎言和/或不完整的信息、个人
观点和一些真实信息混杂在一起的
虚假言论和文本叙述。这种形式很
难在闭合式聊天应用程序上识破。

3. 欺诈性篡改、捏造、或
断章取义的图像和视频

这种形式使用时下流行的网络模
因或虚假故事引发公众困惑和普
遍不信任，并/或唤起强烈情感。

4.虚假信息的渗透和精心策划
的传播 

这种形式的目的是：离间网络社
区；推进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议

程；非法收集个人健康数据和网络钓鱼；发送
垃圾邮件、宣传错误治疗方法并从中牟利。此
外，还包括有组织的虚假信息活动，利用政治机
器人将虚假信息放大并在网络空间煽风点火。 

2.虚假网站和权威身份

这种方式包括虚假信源、
被 污 染 的 数 据 集 、 虚 假

的政府或公司网站，以及使用新闻
故事的语体发布看似合理信息的网
站，例如，报导伪造的新冠病例。

由此产生的虚假信息可能会被个人、组织团体、某
些新闻媒体、官方渠道等有意无意地传播开来。

信息疫情常常将虚假信息掺杂进真实信息之中，
并以熟悉的形式将其自身隐藏起来。它采用大众
熟知的方式，从虚假或带有误导性的模因和不实
信源，到诱使人们点击诈骗链接登陆钓鱼网站。
结果使虚假疫情信息渗透并影响全网内容，包
括有关病毒起源、传播、发病到病症和治疗方
法，以及政府和其他行为主体的应对措施等。

https://www.poynter.org/ifcn-covid-19-misinformation/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dig/article/PIIS2589-7500(19)30136-0/fulltext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0999922.2019.1626695?scroll=top&needAccess=true&journalCode=mpin20&
https://www.poynter.org/coronavirusfactsalliance/
https://ijnet.org/en/story/lessons-learned-fact-checking-brazilian-presidential-election
https://tellmamauk.org/no-the-muslims-praying-in-this-video-arent-ignoring-the-coronavirus-lockdown-its-far-right-fake-news/
https://tellmamauk.org/no-the-muslims-praying-in-this-video-arent-ignoring-the-coronavirus-lockdown-its-far-right-fake-news/
https://www.isdglobal.org/wp-content/uploads/2020/03/COVID-19-Briefing-Institute-for-Strategic-Dialogue-27th-March-2020.pdf
https://www.digitalshadows.com/blog-and-research/how-cybercriminals-are-taking-advantage-of-covid-19-scams-fraud-misinformation/
https://twitter.com/metpoliceuk/status/1242858786865348609
https://www.infosecurity-magazine.com/news/ban-hasnt-stopped-covid19/
https://www.trendmicro.com/vinfo/fr/security/news/cybercrime-and-digital-threats/coronavirus-used-in-spam-malware-file-names-and-malicious-domains
https://www.trendmicro.com/vinfo/fr/security/news/cybercrime-and-digital-threats/coronavirus-used-in-spam-malware-file-names-and-malicious-domains
https://leadstories.com/hoax-alert/2020/03/fact-check-tanzania-confirms-first-case-of-coronavirus---mc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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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疫情的九大核心主题

1.新冠病毒的起源和传播

尽管科学家首次发现新冠病毒感染病
例是在中国武汉市的一个海鲜市场，
但仍有很多阴谋论将起因归咎于其他
行为主体或其他原因。指责的对象从
5G网络到生化武器制造商。不仅没有
使用中性的措辞，反而用地名充当形
容词，给新冠病毒贴上“中国病毒”
的标签。这与历史上早先一些大规模
传染病的命名方式类似，给某一特
定的名词带上了一层偏见的含义。

5.医学：症状、诊断和治疗

该主题包括有关免疫、预防和治疗的危
险虚假信息。例如，很多“阴魂不散”
的网络模因声称喝牛尿、热水或盐水或
用这些东西漱口可以防止病毒感染扩散
到肺部。但这些方式实际并无作用。

2.错误且有误导性的数据

通常与报导疾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相关。

6.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

该信息疫情主题包括诱使人们恐慌性抢
购，疫情封锁相关的不实信息，还包括
所谓威尼斯运河重现海豚等。

3.经济影响

该主题包括散布与新冠疫情的经济和健
康影响相关的虚假信息，并且主张社交
隔离（因其经济影响）的不合理性，甚
至还有虚假信息声称新冠疫情在总体上
创造了就业机会。

4.诋毁新闻记者和可靠的新闻媒
体

这一主题常与政治谣言联系在一起。其
做法包括毫无根据地指责某些新闻媒
体“散布虚假信息”。这种行为包括公
开诋毁新闻记者，但也常被一些不显眼
的虚假信息活动利用，损害人们对已经
证实的公益信息的信任。疫情期间新闻
记者常因对政治人物和国家的批判性报
道而遭受攻击。

7.政治化

提供正向报导的片面信息，以否定针对
特定当权者不利事实的重要性。出于政
治目的误导大众的虚假信息还包括：将
新冠疫情等同于流感；对疫情持续时间
做出毫无根据的论断；以及有关医学检
测和设备充足与否的言论等。

8.以欺诈性财务收益为目的的内容

该主题包括为窃取个人数据而设计的骗局。

9.有关公众人物的虚假消息

这一主题包括公众人物确诊2019冠状病
毒病的虚假消息。

此项研究确立了信息疫情相关内容呈现的九大核心主题。这些主题常带有种族主义和仇外色彩。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k-factcheck-coronavirus-5g/false-claim-5g-networks-are-making-people-sick-not-coronavirus-idUSKBN2133TI
https://www.wired.com/story/coronavirus-covid-19-misinformation-campaigns/
https://www.npr.org/2020/03/23/820066211/an-unfinished-lesson-what-the-1918-flu-tells-us-about-human-nature
https://www.npr.org/2020/03/23/820066211/an-unfinished-lesson-what-the-1918-flu-tells-us-about-human-nature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advice-for-public/myth-busters?fbclid=IwAR0lZC3z65LXsX1Sfn7Yxan3WjLdUvqHa9Yam85NuUuurtSR11RIMFkQICk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advice-for-public/myth-busters?fbclid=IwAR0lZC3z65LXsX1Sfn7Yxan3WjLdUvqHa9Yam85NuUuurtSR11RIMFkQICk
https://www.bbc.co.uk/news/av/51952535/coronavirus-health-myths-you-should-ignore
https://www.poynter.org/?ifcn_misinformation=in-ecuador-maritza-frias-former-director-of-the-teofilo-davila-hospital-in-machala-and-mauro-calle-former-manager-of-this-health-center-concealed-official-figures-of-those-infected
https://www.poynter.org/?ifcn_misinformation=israel-applied-vertical-lockdown-younger-not-at-risk-people-are-allowed-to-carry-on-their-daily-routines-and-has-the-lowest-death-rate-for-covid-19-in-the-world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uk/animals/2020/03/fake-animal-news-abounds-social-media-coronavirus-upends-lif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joint-statement-on-safety-of-journalists-and-access-to-information-during-the-covid-19-crisis--2
https://www.digitalshadows.com/blog-and-research/how-cybercriminals-are-taking-advantage-of-covid-19-scams-fraud-misinformation/
https://www.poynter.org/?ifcn_misinformation=actor-daniel-radcliffe-tested-positive-for-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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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政策简报中对虚假信息应对措施的分类依据是其目
的，而不是其相关的行为主体（例如，互联网通信企
业，政府，新闻媒体，非政府组织）。一些行为主体
在多种应对措施中都有参与。

虚假信息的应对措施的分级分类是基于即将发表的国
际电联-国际教科文组织宽带委员会报告的编写者们
所进行的研究。
 

a.监测和事实核查对策
b.调查对策

a．综合管理对策
b．技术和算法对策
c．经济对策

a．伦理规范对策
b．教育对策
c．赋能和可信度标签

识别虚假新冠疫情信息3.1 虚假信息的炮制者和
传播者

3.2

虚假信息的产生和
传播

3.3

为虚假信息的目标
受众提供支持

3.4

3. 虚假疫情信息应对措施解析

本简报姊妹篇，对各类应对措施的总体优势和劣势进
行了综合评估，包括有关表达自由这项基本人权的讨
论。

以下列举了应对信息疫情的十种方式，并将其归为四
个大类：

a.立法措施、立法前措施以及政策
相关措施

b.国家性和国际性信息打假活动

https://en.unesco.org/covid19/disinfodemic


8

信息疫情：解密虚假新冠疫情信息

     
 
3.1 应对措施一：识别虚

假新冠疫情信息 
此类应对措施可以准确界定哪些内容属于虚假新
冠疫情信息。这需要对信息渠道（例如，社交媒
体，聊天应用程序，新闻媒体和网站等）进行监
测和分析。其中一些涉及事实核查，进而披露不
实信息。这意味着要识别出虚假或断章取义的图像
和不实言论，证明其失实，并将其公诸于众。此
外，还包括挖掘并披露秘密组织的虚假信息活动。
  

3.1.a.监测和事实核查对策

监督和事实核查对策通常由独立的事实核查机
构、新闻机构、平台、学术组织、民间社会组
织或者以上团体合作进行。通过国际事实核查
网络（IFCN）、世界卫生组织（WHO）、社交
媒体平台、非政府组织、政府机构、新闻媒体
等共同协调，全世界已有多达70多家国家级事
实核查机构采用这一对策。WhatsApp，脸书，
谷歌和推特近期也已宣布将为事实核查机构
和新闻组织捐助款项，为披露虚假信息助力。

社交媒体监测事实核查会揭露不断变化和蔓延的
虚假信息，对于评估和理解信息疫情至关重要。
例如，2020年1月至3月，国际事实核查网络在
70多个国家开展的一项行动对1500多个与新冠
疫情有关的网络谣言进行了事实核查和披露。

事实核查对策虽然会使用一些软件工具和自动化技
术，但仍然要依靠受雇于独立组织或新闻媒体的训
练有素的专业人员的人工判断。一般来说，这种做
法能够有效缓释偏见和侵犯表达自由权（这一权
利并不仅适用于真实信息的传播）等风险。事实核
查不适用于观点性的信息，也不应有悖于多元主
义，即在特定认知框架下调用和诠释事实的不同叙
述方式。然而，这项工作的难度正体现在对一些
较为复杂的论述进行事实核查的工作中，例如，
佩戴口罩对于公民们来说是否是有效的一般性防
护措施，一些事实核查人员将 反对意见标注为“
虚假信息”；但一些科学家则认为，这与香港的
情况相矛盾，因为香港在疫情初期就曾要求全民佩
戴口罩。还有其他人担心，戴口罩可能会使人产生
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从而弱化社交距离等其他防疫
措施。这一争议的另一层面是，对佩戴口罩相关说
法进行事实核查可能会降低公民对官方消息来源的
信赖，可能会加剧针对有明显亚裔特征、常与“佩
戴口罩”这一做法相关联的群体的种族主义攻击。

3.1.b.调查性对策

调查性对策往往不仅仅关乎某段内容是否为（或至
少部分是）虚假消息（事实核查）；某个信息源是
否可信且无偏见（可信度标签）；以及后续参与
披露谣言。此类对策可以对有组织的虚假信息活
动的作用展开深入挖掘，包括行为主体、传播方
式及其范围、投入资金以及收到影响的社群等。

由于这种对策调查深入且投入较大，加之疫情爆发
时间线较短，相较于更直接的事实核查方式，新冠
疫情期间发布的调查性对策则相对较少。尽管如
此，已经有专门从事调查性对策的机构开始发布首
轮调查分析，其中包括非政府组织、媒体机构、智
库、以及学术界和独立媒体进行的联合调查等。

调查的话题包括虚假疫情信息、国有媒体发起
的相关活动、极端主义运动、反移民内容以
及极右网络等。这类话题通过主流社交媒体
公司运作，如推特（公开发帖和私信）、脸
书（包括账户信息、群组、主页、Messenger
等）、油管（包括账户信息和发布的评论）
、Whatsapp和Instagram（公开发帖和私信）
， 尽 管 这 些 公 司 也 在 努 力 应 对 信 息 疫 情 。

https://www.poynter.org/fact-checking/2020/ifcn-receives-1-million-from-whatsapp-to-support-fact-checkers-on-the-coronavirus-battlefront/
https://thehill.com/policy/technology/488065-facebook-donating-1-million-to-local-newsrooms-covering-coronavirus-and
https://www.voanews.com/science-health/coronavirus-outbreak/google-boosts-support-checking-coronavirus-facts
https://blog.twitter.com/en_us/topics/company/2020/giving-back-covid-19.html
https://www.poynter.org/coronavirusfactsalliance/
https://www.poynter.org/coronavirusfactsalliance/
https://www.article19.org/wp-content/uploads/2020/03/Coronavirus-final.pdf
https://www.poynter.org/?ifcn_misinformation=face-masks-are-a-good-protection-system-against-coronavirus
https://www.poynter.org/?ifcn_misinformation=face-masks-are-a-good-protection-system-against-coronavirus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17/opinion/coronavirus-face-mask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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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对措施二：政府治理
层面控制虚假疫情信息的
产生和传播

此类对策聚焦于使用政治力量来应对  虚假疫情
信息，其目的是塑造更广泛的信息及内容生态。各
国都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其应对措施包括对

3.2.a．立法措施、立法前措施以及
政策相关措施

这一类对策涵盖了各国施行的监管和执法性
的干预措施。例如，有些地区已经采取一系
列措施来预防和惩戒虚假疫情信息。此类措
施包括，将生产或散播虚假、误导性和/或
与政府官方疫情信息相左的信息的行为定
罪。还包括指示互联网通信公司删除特定内
容。其他政策类对策还包括，为抵御虚假信
息的堡垒——新闻媒体提供实质性支持。

目前采取的措施包括实施紧急状态法，授予政治
领导人更大的权力，采取现有的应急措施应对虚
假信息，对相关犯罪实施逮捕、罚款和监禁。

在世界各地，世界各国已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允
许向虚假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提起诉讼，最高
可判处五年监禁。

这些举措也可能殃及合法的新闻报导。
在某些国家，政府当局以此类法条为
由，依据自身对虚假信息的理解，将一
些独立新闻制作人判定为制造或散播虚
假信息，继而对其实施逮捕、拘留甚至
驱逐出境。由于采取应急措施紧急应对
公共卫生和安全威胁仍存挑战，此类对
策可能更广泛地侵犯表达自由权。然而
国际规范和标准明确要求，即使在危机
之时也必须尊重人权，包括获取信息的
权利，并且所有限制都必须合理、合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任何
人可能犯下的最大的错
误就是散播错误信息。

——美国前总统巴拉
克·奥巴马

某些案件实施处罚或采取激励措施，也包括积极
开展信息打假活动。此类对策基本上都以虚假信
息的制造与散布为治理目标。其一方面采取干预
措施，将虚假疫情信息进行有罪化处理，另一方
面，增加公共卫生信息的供给量。也包括为独立
媒体提供支持（这一做法并不常见）。这种更具
限制性的应对措施对世界范围内的新闻和媒体自
由都有影响。

尽管这类对策声称其目的是处理虚假信息源头，
从而遏制谣言扩散，然而一些行为主体本身却正
是信息疫情产生的原因之一，而另一些行为主体
则以新冠疫情为由，打压表达自由，这种打压可
能会长久持续下去。

法、有根有据、有其必要性，且符合执法目的。

其他一些政策类应对措施还包括对新闻媒体提供
支持。例如：

• 鉴于疫情对媒体部门的负面影响，以及维护
新闻机构所带来的社会价值，许多国家开始
采取行动。例如，加拿大正对媒体实行快速
税收减免措施，并将为新闻媒体登出的广告
提供专项资金投入。世界报纸协会（WAN-
IFRA）已确认一些国家会提供国家救助包或
实行税收减免机制，丹麦、比利时、匈牙
利和意大利的媒体及媒体雇主会因此得到支
持。

• 越来越多的人呼吁采取此类政策性对策，但
前提条件是必须保证此类支持机制的透明

性、公正性和独立性。也有人提倡对公
共服务媒体进行援助。

• 还有案例显示，在国家的捐助
下，许多非政府组织为处于危险中的新
闻记者和疫情相关报道提供了专项资
金。

• 一些大型的互联网通信公司向一
些国家的媒体行业提供小额资金资助，
以帮助它们应对这场危机。

https://www.gov.za/sites/default/files/gcis_document/202003/43107gon318.pdf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joint-statement-on-safety-of-journalists-and-access-to-information-during-the-covid-19-crisis--2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10/business/media/news-media-coronavirus-jobs.html
https://www.canada.ca/en/canadian-heritage/news/2020/03/covid-19-the-government-of-canada-is-taking-action-to-support-the-publishing-and-news-sectors.html
https://www.canada.ca/en/canadian-heritage/news/2020/03/covid-19-the-government-of-canada-is-taking-action-to-support-the-publishing-and-news-sectors.html
https://blog.wan-ifra.org/2020/04/16/journalism-emergency-funds-around-the-world
https://www.uniglobalunion.org/sites/default/files/files/news/20_03_25_en_uni_mei_report_on_response_to_covid-19_in_the_media_enteratinment_sector.pdf
https://www.uniglobalunion.org/sites/default/files/files/news/20_03_25_en_uni_mei_report_on_response_to_covid-19_in_the_media_enteratinment_sector.pdf
https://www.cjr.org/analysis/journalism-stimulus.php
https://www.cjr.org/analysis/journalism-stimulus.php
https://www.cjr.org/analysis/journalism-stimulus.php
https://www.cjr.org/analysis/journalism-stimulus.php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30/business/facebook-media-coronaviru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30/business/facebook-media-coronaviru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30/business/facebook-media-coronavir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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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经核实的辟谣名单，
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相关虚假信息。

3.2.b 国家性和国际性信息打假活动

此类对策聚焦于生产用以挑战虚假疫情信息的反叙事
内容，并寻求动员网络社区帮助传播官方公共卫生信
息，披露不实信息。各互联网通信公司和有关部门已
结成伙伴关系，为官方内容提供互动渠道。此类措施
包括发起运动，以及设立特别机构专门负责生产打击
虚假信息的内容。

例如：

• 联合国秘书长发起了一项联合国信息传播应对举

                     
3. 应对措施三：针对虚假疫
情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环节
这些对策侧重于通信领域内主要机构的行动，例如
新闻媒体、社交媒体、社交聊天工具和搜索方面的
行动。这些机构非但不会对虚假信息免疫，反而很
容易成为传播虚假信息的媒介。意识到这一点后，
许多相关机构开始着手实施综合管理(即编辑和审
核)相关的。这改变了不同类型内容的占比和突出程
度，在许多情况下，技术被用来支持政策和实践。
其应对措施有时专门针对企图从虚假疫情信息中牟
利的人，此类措施可以减少对他们的经济诱因。

严格执行互联网通信公司政
策并采取紧急行动：
一些互联网公司(脸书、谷
歌、领英、微软、Reddit和
推特)已经开展合作，发表
行业联合声明，共同致力于
打击其网站上的欺诈行为和
虚假信息。一些互联网公
司(脸书、谷歌、领英、微
软、Reddit和推特)已经开展
合作，发表行业联合声明，
共同致力于打击其网站上的
欺诈行为和虚假信息。

措，旨在向互联网传递大量事实和科学知识，
同时打击日益严重的错误信息祸害——错误信
息是一剂毒药，会使更多人的生命陷入危险境
地。联合国呼吁创意部门制造有益内容以“打
击谣言”。

• 教科文组织在“虚假信息终结者”的板块下发
布使用当地语言产出的内容。

• 南非政府规定，所有在zaDNA顶级域名下运
营的网站必须在登陆页面设置明显链接www.
sacoronavirus.co.za （2019冠状病毒病国家官
方网站）。

• 英国政府的”打击虚假信息小组”由来自政府
和科技界的专家组成。其下设快速反应小组，
旨在遏止危害生命的谎言和谣言传播。

• 印度政府推出了WhatsApp聊天机器人，旨在打

击新冠疫情相关的虚假信息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advice-for-public/myth-busters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0/04/1061682
https://www.theverge.com/2020/3/16/21182726/coronavirus-covid-19-facebook-google-twitter-youtube-joint-effort-misinformation-fraud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0/04/1061682
https://www.talenthouse.com/i/united-nations-global-call-out-to-creatives-help-stop-the-spread-of-covid-19
https://en.unesco.org/news/faq-covid-19-and-misinformation-shredder
http://www.sacoronavirus.co.za/
http://www.sacoronavirus.co.za/
https://committees.parliament.uk/committee/438/subcommittee-on-online-harms-and-disinformation/news/145761/disinformation-and-misinformation-on-social-media-about-covid19-to-be-investigated/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tech/internet/govt-launches-chatbot-on-whatsapp-to-create-awareness-about-coronavirus-curb-misinformation/articleshow/74750648.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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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b.科技和算法对策
此类信息疫情对策采用自动化 (例如浏览器插
件、移动应用程序)和/或人工智能手段来监测和
限制虚假信息的传播，或为个别项目和帖子提供
背景知识和额外信息。社交媒体网站、搜索引擎
和第三方提供商（例如浏览器插件、移动应用程
序）都可采用这些对策。

某些新闻媒体和事实核查机构利用自动化工具加
快了2019冠状病毒病相关的事实核查和内容核查
的速度。

• 法新社（AFP）的InVID/WeVerify浏览器插件
就是这样一个工具，帮助多家事实核查机构（
如法新社、法国24电视台、印度The Quint网
站、Boom、今日印度、法国L Express、Canal 
1、人民网)披露了多个国家(美国、法国、印
度、葡萄牙、荷兰、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毛
里求斯)、多种语言(如英语、法语、西班牙
语、荷兰语和葡萄牙语)的虚假疫情信息。

• FirstDraft基本工具包列出了许多其他工具，
包括用于图像和视频验证工具、地理位置识别
工具、广告透明工具，以及2019冠状病毒病控
制面板。

新冠危机加上劳动力短缺，给需要对内容进行审查
的互联网公司带来了挑战。因此，对于2019冠状病
毒病的相关内容，这些公司更加依赖于自动化内容
审核机制，脸书就已经提请用户注意，说他们可能
会犯更多错误，内容被自动删除的用户在上诉时也
无法保证可以进行人工复检。谷歌、推特和油管也
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如果自动化审核出错（例如，
用户发布的新冠疫情相关的合法的新闻和网站链接
遭到删除），削弱上诉权利、缺乏健全的纠正机制
会损害用户的表达自由。这违反了联合国意见和言
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强调的一项关键的公司义
务。

题特别报告员的建议评估其内容管理，该建议呼吁

采取保障措施，避免以私人审查行为为由消除合法

内容。

孵化引导式对策也是新闻机构打击虚假信息策略的

重点之一，包括：

• 专题通讯，定期策划最佳报告、研究和谣言披露

的内容。

• 播客，整理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事实核查、访

谈、数据回顾以及可信的公共卫生信息，用以破

除谣言。

• 实时博客，定期更新的驳斥世界各地虚假信息的

列表和数据库。

• 在大流行期间策划专栏，集中整理以安全有效且

合乎伦理的方式从事新闻工作的相关资源、指导

方针和解释性报道。

3.3.a. 孵化引导式对策  
这类政策包括通过互联网公司的服务遏制虚假疫情
信息的传播，并向用户和受众提供公共卫生信息的

权威来源的链接。

此类措施的实例包括：

• 非政府组织First Draft 列出了11个主要互联网

平台针对2019新冠病毒大流行相关的错误信息和

虚假信息的应对措施。主要行动包括注销提供明

显虚假信息的账号，通过免费广告位和其他机制

支持可靠信源。

• WhatsApp在其加密平台上监控或审查消息仍然面

临困难，但他们仍在研究用户访问核查链接的可

能性。

• CrowdTangle是脸书旗下的一家社交分析公司，

该公司已向公众开放新冠疫情主题的控制面板，

同时适用于脸书和Instagram的内容，并有助于

信息疫情研究和报道。

互联网通信公司可以根据联合国意见和言论自由问

https://weverify.eu/news-and-events/weverify-technology-helps-fight-coronavirus-misinformation/
https://start.me/p/vjv80b/first-draft-basic-toolkit
https://www.wired.com/story/coronavirus-social-media-automated-content-moderation/
https://about.fb.com/news/2020/03/coronavirus/#limiting-misinfo
https://blog.google/inside-google/company-announcements/update-extended-workforce-covid-19
https://youtube-creators.googleblog.com/2020/03/protecting-our-extended-workforce-and.html
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cameronwilson/facebook-coronavirus-spam-news-posts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8/096/72/PDF/G1809672.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8/096/72/PDF/G1809672.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8/096/72/PDF/G1809672.pdf?OpenElement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FreedomOpinion/Pages/ContentRegulation.aspx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coronavirus/
https://edition.cnn.com/audio/podcasts/corona-virus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live/2020/mar/31/coronavirus-live-news-usa-confirmed-cases-double-china-update-uk-italy-spain-europe-latest-updates
https://ijnet.org/en/stories#story:7100
https://firstdraftnews.org/latest/how-social-media-platforms-are-responding-to-the-coronavirus-infod
https://techcrunch.com/2020/03/21/whatsapp-search-web-coronavirus/
https://techcrunch.com/2020/03/21/whatsapp-search-web-coronavirus/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FreedomOpinion/Pages/ContentRegulat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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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应对措施四：支持虚
假疫情信息的目标受众
此类针对信息疫情的应对措施包括建议、决议、
媒介和信息素养发展以及内容可信度标签。其目
的是帮助虚假信息的目标受众和接收者，包括网
络社区、新闻媒体及其受众。

印度新闻业的一份公开倡议如此强
调新闻媒体的使命：

“十多亿人期望我们在他们身边，观察、报道、
编辑、为子孙后代记录历史，检举不公，揭发政
府失职。”

3.4.a. 伦理规范对策
这类应对措施包括公开谴责虚假信息行为或旨在
反对虚假信息的建议和决议。其中包括联合国特
别报告员、世卫组织官员和政治人物的发言。此
外，还有人呼吁加强新闻业的伦理准则，并要求
互联网通信公司做出更多努力。

这些回应通常以公开声明、演讲或文章形式出
现，其目的是使公众不再分享虚假信息，加强危
机期间的表达自由规范，调整伦理标准以应对信
息疫情的新挑战。

3.3.c.经济对策
此类对策是阻止人们从虚假信息中获利、消除钓
鱼链接、假新闻网站和其他盈利性虚假信息的经
济诱因。

到目前为止，有两种主要的经济对策:广告禁令
和新冠疫情内容的去盈利化

• 虽然脸书没有禁止政治广告中的虚假信息，
但此次事件中(联合谷歌)，该公司已主动
出击，采取措施限制脸书和Instagram广
告中的虚假疫情信息，并着力减少利用新
冠病毒大流行牟利的情况。具体做法是剔
除高价的检测工具、消毒剂、口罩和药品
广告，这些广告通常通过虚假的点击诱饵
进行宣传推广。然而，由于广告筛选采用
自动化的方法，这些欺诈的广告商已经找
到应对办法，通过利用自动化工具、同义
词替换、盗用用户帐户等方式规避禁令。

• 谷歌和必应的反盈利工作也受到质疑，其搜
索技术有时仍会显示出售可疑的防疫产品的
页面。

• 谷歌和推特也全面禁止了所有提及新冠病
毒和2019冠状病毒病的广告，政府和其他
经授权的官方广告除外。这也导致了其他合
法机构无法通过广告发起有用信息的宣传活
动。因此，谷歌在4月初解除了禁令。但推
特并没有改变立场：依旧禁止所有涉及2019
冠状病毒病的推广内容。这条禁令不适用于
各国政府和超国家实体授权的公共服务公
告、持有政治内容豁免证明的新闻媒体，以
及一些与推特政策团队有合作关系的组织。

• 除广告外，YouTube已经采取措施，要求作
者对所有内容进行事实核查，遵循准则，确
保提及或突出2019冠状病毒病的视频内容
的盈利方式符合伦理准则。一旦发现违规，
该公司将删除与新冠疫情相关的违规内容，
并限制盈利或暂时关闭该频道的盈利功能。

https://theprint.in/national-interest/journalism-in-the-time-of-corona-this-is-the-biggest-story-of-our-lives/385057/?amp&__twitter_impression=true
https://ethicaljournalismnetwork.org/tackling-misinformation-during-covid-19-an-journalistic-and-ethical-imperative
https://blog.google/inside-google/company-announcements/covid-19-how-were-continuing-to-help/
https://about.fb.com/news/2020/03/coronavirus/#exploitative-tactics
https://about.fb.com/news/2020/03/coronavirus/#exploitative-tactics
https://www.infosecurity-magazine.com/news/ban-hasnt-stopped-covid19/
https://www.consumerreports.org/social-media/facebook-approved-ads-with-coronavirus-misinformation/
https://searchengineland.com/a-look-at-googles-recent-covid-19-related-policies-in-search-330992
https://searchengineland.com/a-look-at-googles-recent-covid-19-related-policies-in-search-330992
https://www.axios.com/google-coronavirus-advertising-6ff1f504-201c-435a-afe5-d89d741713ac.html
https://business.twitter.com/en/resources/crisis-communication-for-brands.html
https://support.google.com/youtube/answer/9777243?p=covid19_updates


13

信息疫情：解密虚假新冠疫情信息

• 资深编辑、记者和媒体学者呼吁停止直播政客
通过演讲和新闻发布会上传播虚假信息，因为
很难进行实时的事实核查和虚假信息披露。

• 互联网通信公司前所未有地决定更改或删除传
播虚假疫情信息的政客的录音录像。

国际记者中心（ICFJ）发起了全球卫生危机报道论坛，其中包括一个互动的多语言中心，
为全世界数以千计的新闻工作者提供信息，使他们能够直接获取可靠的科学和医学专业知
识来源，从而提供信息丰富、合乎伦理的新闻报道;促进新冠疫情相关的知识共享以及事实
核查和披露相关的合作。

3.4.b. 教育对策
此类对策旨在提升公民的媒介和信息素养，包括批
判性思维和数字核查技能。此外，也有针对新闻
教育和培训的应对措施，因为记者是虚假疫情信息
的目标受众，同时也是其关键的应对者。在信息疫
情的背景下，许多教育措施都是通过数字化手段进
行——通常是在虚假信息泛滥的网络环境中进行（
例如社交媒体）。世界各地的公共服务和信息素养
项目、媒体、以新闻为导向的公民社会组织和新闻
学院以及各国政府正在实施这些应对措施。

媒介和信息素养项目的例子包括：

• 巴基斯坦《黎明报》发布了一份简短的公民指
南，指导人们如何应对信息疫情，提升数字媒
介素养。

•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发布了一份指南，帮助
那些受新冠疫情影响不得不在家教育孩子的家
庭，帮助儿童应对虚假疫情信息。

针对记者的教育干预措施侧重于核实、事实核查和
符合伦理规范的健康报道，例如：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将其手册《新闻、假新闻
和虚假信息》众包翻译成多种语言，以应对信
息疫情的负面影响。

• 新冠病毒信息资源初稿页面包括辟谣数据库、
信息来源列表、新冠疫情报导相关的在线教育
研讨平台，以及帮助进行新冠疫情相关事实核
查和谣言披露的工具和指南。

• 非洲卓越媒体中心(ACME)整理出了一份新冠疫情
相关报导资源、工具、小贴士和信息来源的综合
清单，包括事实核查集。

• 阿富汗非政府组织NAI制作了新冠疫情期间新闻行
业行为准则。

• 数据与社会（The Data and Society）研究小组
发布了一份表单，为报道虚假信息的记者提供了
10则小贴士。

3.4.c. 赋能和可信度标签
赋能和可信度标签是对教育对策的补充。其中特别关
注内容核查工具和网络内容指标，使公民和记者有能
力避免成为虚假疫情信息的受害者。此外，还鼓励媒
体公司在发布信息时采取良好做法。设置“路标”是
一个广泛采用的应对措施，其中包括提供可靠信息来
源的链接。例如：

• 哈佛医学院识别出可靠信源的信号，并提供了识
别信号的方法。

网站可信度标签工作对此做以补充，旨在帮助人们快
速辨别出不可靠的网站。例如：

• NewsGuard公司建立了一个新冠病毒误报追踪中
心，其中标记了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
和德国发布过虚假疫情信息的新闻和信息网站。
该公司与英国电信和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合
作，在英国推广这一项目。

例子：

• 包括联合国意见和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戴
维·凯（David Kaye）在内的国际专家发表联
合声明；欧安组织（OSCE）媒体自由问题代表
哈莱姆·德西尔（Harlem Désir）和美洲人权
委员会（IACHR）表达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爱迪
生·兰扎（Edison Lanza）：“在新冠病毒大
流行期间，各国政府必须促进和保护信息的获
取和自由流动。”

https://www.icfj.org/our-work/covering-covid-19-resources-journalists
https://www.dawn.com/news/1544256/desi-totkas-and-fake-news-a-guide-to-surviving-the-covid-19-infodemic
https://www.dawn.com/news/1544256/desi-totkas-and-fake-news-a-guide-to-surviving-the-covid-19-infodemic
https://blogs.lse.ac.uk/medialse/2020/03/26/coronavirus-and-fakenews-what-should-families-do/
https://en.unesco.org/fightfakenews
https://en.unesco.org/fightfakenews
https://firstdraftnews.org/long-form-article/coronavirus-resources-for-reporters/
https://acme-ug.org/2020/03/26/resources-bank-for-journalists-covering-the-coronavirus-pandemic/
https://acme-ug.org/2020/03/26/resources-bank-for-journalists-covering-the-coronavirus-pandemic/
https://nai.org.af/law-and-legal-documents/
https://nai.org.af/law-and-legal-documents/
https://datasociety.net/wp-content/uploads/2020/04/10-Tips-pdf.pdf
https://www.health.harvard.edu/blog/be-careful-where-you-get-your-news-about-coronavirus-2020020118801
https://www.newsguardtech.com/coronavirus-misinformation-tracking-center/
https://www.newsguardtech.com/coronavirus-misinformation-tracking-center/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729&LangID=E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729&Lang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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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信 息 与 传 播
处 的 工 作 与 疫 情 的 关 系 日 益
密 切 ， 目 前 进 行 的 工 作 包 括 :

• 表达自由和记者安全——促进自
由、多元、独立且安全的高质量
新闻事业的发展，这是虚假信息
（以及对表达自由进行不合理
的过度限制）的“解毒剂”。

• 信息获取——提高政府信息的
透明度和信息披露的主动性，
这有助于生成官方来源的权威
信息，用以替代谣言和谎言。

• 数字创新和技术——研究技术如
何用来生产、排序处理、分享
和评估信息（和虚假信息）。

• 媒介发展与社会——提高公众的
媒介和信息素养，用媒体手段推
动媒体中的性别平等，发展对媒
体多元化至关重要的社区媒体。

 

4.结论
本政策简报提出了两种理解信息疫情的方式：

第一，确定了虚假新冠疫情信息及其影响的九个主
题和四种主要传播方式。虚假疫情信息的主题范围
从病毒的起源、发病情况、到病症和治疗方法，还
包括对记者的政治性攻击。传播虚假疫情信息的方
式包括：高度情绪化的叙事结构和模因；捏造、篡
改或断章取义的图片和视频；虚假信息渗透和精
心策划的传播活动，以及虚假的网站、数据集和数
据来源。

第二，为了理解信息疫情的应对措施，本简报将这
些干预措施分为十种，并归为四个大类:

 » 监测和调查对策(帮助识别虚假疫情信息并且
对其进行披露)

 » 法律和政策，以及国家针对”信息疫情”的应
对措施（体现政府对信息生态的治理）

 » 引导、技术手段和经济对策（与机构内容审查
政策和实践相关）

 » 规范和伦理；教育；赋能和可信度标签（特别
针对虚假信息目标受众）

本简报的目的在于为理解信息疫情及其应对措施提
供框架，突出推进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保
障医疗卫生权和表达自由权的相关实践。

教科文组织同期还编制了该份政策简报的姊妹篇，
对本文所列的各类虚假信息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和评估。

简报姊妹篇还为各国政府、新闻媒体、民间社会和
研究人员提供了行动建议。

这两份简报旨在协助政府间组织、各国政府、民间
社会、新闻媒体和其他机构，抗击助长新冠疫情和
社会混乱的信息疫情。

https://en.unesco.org/covid19/disinfo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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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信息疫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做
什么？

为应对这场信息疫情危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息与传播处针对信息的“供
应”、“需求”和“传播”三方面，加强了自身的工作。

针对虚假信息的“供应”，该部门指出，为反击谣言，政府可依据知情权相关
的法律政策来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和信息披露的主动性，增加开放性数据，因为
在这场危机中，获取官方来源的信息对于信息可信度和传播至关重要。

同时，官方信息的“供应”虽重要，但无法取代新闻媒体生产的信息。因此，
该部门致力于说服政府权力机关将独立、专业的新闻机构视作打击虚假信息的
盟友。其原因特别是因为新闻媒体在公共空间内开放运作，而大量虚假信息往
往出现在聊天程序中传播，难以对涉事方进行追责。2020年5月3日世界新闻自
由日活动让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在新冠疫情期间，无畏无私的新闻尤为重要。

作为该活动的一部分，教科文组织同联合国其他机构一样，敦促各国政府不要
对表达自由施加限制，以免损害独立新闻的重要作用。同时，鼓励各国承认新
闻媒体是抗击虚假信息的重要力量，即便其发布的可证实的信息或有依据的观
点可能激怒某些当权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息与传播处也在分享良好做法，
例如，官方承认媒体在疫情期间的作用不可或缺；媒体在保持独立和透明的前
提下，在经济动荡时期应得到国家的支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提高疫情相关新闻报道的专业性。一项通过国际媒介
与传播研究协会（IAMCR）进行的合作倡议已经启动了《新闻、“假新闻”和虚
假信息：新闻学教育和培训手册》20种语言版本的翻译工作。我们正与设在美
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播学教席共同开发一门有多
语言版本的慕课（MOOC）。

在传播虚假信息方面，教科文组织致力于促进互联网的普遍性，将数字发展与
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这也会推进以会员国通过的R.O.A.M原则为基础的规范，
即通过与互联网公司、政府、民间社会和其他各方合作，确保互联网尊重人
权、开放、人人可及，并通过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进行管理。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的《互联网自由》系列出版物为数字网络如何尊重言论自由和隐私权提
供了建议，同时避免了与虚假信息融合在一起的仇恨言论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激
进化。 

https://en.unesco.org/covid19/communicationinformationresponse/mediasupport
https://en.unesco.org/commemorations/worldpressfreedomday
https://en.unesco.org/commemorations/worldpressfreedomday
https://en.unesco.org/fightfakenews
https://en.unesco.org/fightfakenews


16

针对信息的“接受或需求”，教科文组织正与世卫组织等机构合作，发布重要的公
共卫生信息，用权威真实的信息反击虚假信息。这项活动正通过媒体网络（包括社
区广播电台和公共广播台）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有的社交媒体渠道开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在推动线上媒介和信息素养活动，帮助公众建立对虚假信息
的“免疫力”。这些措施有助于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谨慎传播信息的习惯。例
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通过合作伙伴加强对 #ThinkBeforeSharing(思考后再
分享),#ThinkBeforeClicking(思考后再点击)和 #ShareKnowledge(分享知识)等主
题标签的宣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IBM和SAP联合发起“编程战疫”（CodeTheCurve）国
际黑客马拉松大赛，吸引了全世界的年轻人提出技术解决方案，以帮助应
对疫情危机。此外，我们正在动员文献遗产保护机构分享过往流行病的解
决方案及相关经验教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传播发展计划已批准四个
特别项目，以支持记者对东非、南非、印度、以及加勒比地区新冠疫情的
报道。通过围绕#DontGoviral(去病毒化)和#ShareKnowledge(分享知识)
等标签开展活动，促进科学和教育资源的开放，以及数字技术的创新。

该部门还参与了宽带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工作，后者已认识到获取信息对于应对危
机的重要性，并且正在监督其下属的表达自由和虚假信息工作组的研究。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以多种方式宣传这一观点，即表达自由权和信息获取是针对虚假信息的危
害的强效”药方”。

表达自由权和信息获取使政府和公众能够基于事实来决定政策和做法，执行并监督
尊重科学和人权的疫情应对措施。以此为基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信息和传播方
面的工作可帮助人类以最佳的方式最终战胜当前的挑战。

https://en.unesco.org/news/unesco-support-media-developing-countries-face-coronavirus-challenge
https://en.unesco.org/news/unesco-support-media-developing-countries-face-coronavirus-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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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研究员。

卡莉娜·邦切娃（Kalina Bontcheva）是谢菲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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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政策简报得到了国际记者中心（ICFJ）的大力
支持，该中心正在协助在世界各地疫情一线的新
闻工作者，以确保准确、可信和可证实的公共卫
生信息能传至世界各地。

作者简介

研究方法

以上研究结论是本文作者基于案头研究的成果，以下
合作者均对本简报做出贡献：丹尼斯·特索（法新
社），克拉拉·海诺特（欧盟虚假信息研究所），特
丽莎·迈尔（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萨姆·格雷戈里
（见证人）和戴安娜·梅纳德（谢菲尔德大学）。

本研究结果所依据的数据集包括逾200篇文章、政策简
报和研究报告。研究人员系统地搜索了波因特学院国
际事实查核网络（IFCN）、审查制度索引（Index on 
Censorship）、国际新闻学会（IPI）、First Draft 
News等机构管理的公共数据库，以及媒体、政府、政
府间组织、医疗卫生专业人员、非政府组织、智库和
学术出版物的网站，从而确定了该数据集。所使用的

关键词包括“虚假信息”、“错误信息”、“2019
冠状病毒病”、“新冠病毒”、“疫情”和“大流
行病”。

该研究试图涵盖世界各大洲国家的相关资料，尽可
能（根据研究人员的外语水平）包括英语之外语种
的资料。这些收集到的资料现已被汇总至一个数据
库中，该数据库将在未来数月内不断更新，并公开
可用，可点此获取。由于信息疫情正在迅速蔓延
并且规模巨大，本政策简报的研究结果所基于的资
料是截至2020年4月10日的数据库中的资料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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