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河北省清河县一名女子
网上发帖：“听说娄庄发生命案了，
有谁知道真相吗？”不料这一句疑
问竟然惹来了麻烦。当地警方经过
核实，认定该信息为网络谣言，然
后迅速确定发帖人身份，并对其
进行行政拘留。这个事件引起了
舆论争议，也引起相关部门的思
考，如何精确定位打击网络谣言
的重点。

近期，各地公安机关查处了一
批网络造谣案件，一批在网上恶意
造谣的人受到了法律制裁。这一连
串的行动证明，网络确实不是法外
之地，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应当遵纪
守法，所有恶意散布谣言的人都应

当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法律代价。同
时，我们也要看到，这次专项行动
的目的是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制
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像河北清
河县的这名女子，只是在网上询问
了一句，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是有
组织的制造传播谣言。当地警方在
网上看到信息之后只需及时核实
和答复，就可以使真相浮出水面，
消除疑问。当事人的帖子或许会引
起一部分人的担忧，但是“听说”在
前、问号在后的表述，足以证明发
帖人的目的是为了求证信息真伪。
对于个别人的“多嘴”或者“八卦”
行为，公安机关应当慎用警力，慎
用强制措施。

公安机关对谣言的打击，不是
泛泛的道德谴责，而是严肃的执法
行为。所以，任何打击行动都必须
有法可依。究竟哪些行为属于制造
和传播谣言，哪些后果属于扰乱社

会秩序，都应该有明确的条文进行
规范。如果在网上问一句就被认定
为制造和传播谣言，那网络言论的
边界就模糊难辨了；如果一千次点
击就构成了扰乱社会秩序，那么公
众的基本理性都被否定了。事实
上，一些被认定的谣言只是信息传
播中出现的失误。8月26日，安徽砀
山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10人死
亡，5人受伤。该事故发生后，一名不
在事故现场的网民，听到别人说

“事故造成16人死亡”，便在个人微
博上发布了与官方不一致的信息，
引起部分网民的跟帖和对官方信
息的质疑。随后，砀山县公安局对
发布不实信息的网民作出行政拘
留5日的处罚。此事持续发酵，引起
了公众关注，砀山警方研究后又认
为处罚偏重，很快就撤销了行政处
罚决定。由此可见，在打击网络谣
言的过程中，一些地方确实还在凭

主观感觉裁定罪与错，不能给公众
明确的司法解释，从而导致执法弹
性过大。

对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的行
为，确实需要保持严打态势，比如，
武汉警方近日查获了一个特大网
络造谣传谣团伙，该团伙以牟利为
目的参与炒作了“高压泵地下排
污”等十余起重大事件。对信息传
递中难以避免的失真，则需要相
关部门及时发布真相，避免谣言
的滋生。古人云，过犹不及。打击
网络谣言最终能取得什么成绩，
基层公安人员能否把握住分寸和
力度很重要。诚如人民网舆情监
测室在官方微博中写道：整治谣
言是一件利网利民的好事，要警
惕一些地方混淆概念、突破法律
边界造成“捕谣比赛”，防止谣言
定性的随意化与打击范围的扩大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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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名登记有利于

打击通讯犯罪

赵丽：“实名了能有啥好处”
是许多人关心的问题。应该说，
在严格实行实名制的情况下，犯
罪分子利用手机犯罪的风险会
变大，一旦被举报，很容易被查
出来。

张泰来：近些年来电信诈骗
案件频发，不光损害了公众的合
法利益，而且给社会诚信体系抹
了黑。电话实名制更有利于遏制
这类犯罪，不但方便取证、查处，
还能起到震慑作用。

赵丽：除公共领域打击违法
犯罪这个方面，实名制也可以给
个人生活提供一些便利。我想，
这是许多用户进行实名登记的
直接原因。

肖龙凤：现实生活和虚拟世
界是在逐渐融合的，实名登记符
合这种趋势，一个实名的手机号
其实是个人信用的一部分。比
如，新浪微博上将实名认证后的
用户(不一定是大V)列为可信用
户，里面有一项就是绑定手机号
码，可信用户的权限要大于“不可
信用户”。另外，现在很多个人业务
如网络平台账户(微博、邮箱、购物
网站)、银行业务等都与手机绑定，
这样可以增加安全系数。

李师胜：是的。未来手机刷
卡支付如果推广起来，那用户自
然会去营业厅办理实名登记，因
为非实名的用户是无法使用这
种便捷支付的。从这个意义说，
想要切实推动实名制，市场的引
导作用是最有效的。

保障个人信息安全

是推行的基础

许建立：有一点需要注意，
实名制不是万能药，只依靠“实
名登记”就能杜绝相应犯罪是不
现实的。比如，现在有些垃圾短
信的来源不是个人的通讯设备，
而是一些伪基站，通过压制一定
区域的通讯信号，强行将垃圾短
信发送至个人手机。

张泰来：确实是这样。此前，
我一个朋友的身份证下被人办理
了30多个手机号，对此运营商的解
释是：别人是拿证件来办的，他们
没法鉴别。这些也是实名制后必须
破解的问题。

赵丽：现在公众对实名制并
非一味叫好，不少人担心个人信
息泄露的问题。如果隐患不除，
公众的热情自然会受影响。

许建立：实名制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最终应落在如何保护手
机用户上，要真正推行，首先一
点是保障公民个人的通讯自由

权，即公民个人的通讯不被恶意
干扰。但现实情况并不理想，垃
圾短信让人不胜其烦。

肖龙凤：出现问题的环节也
很多，技术上的、监管上的，涉及
多个方面。根据统计，截至2013年
6月底，3家电信企业包括合作厅、
专营店、代理点在内的社会渠道
共有200多万家，如何把这么多渠
道管好是个大问题。此外，有的
运营企业自身也不干净，此前有
报道，不少垃圾短信就是运营商
和相关企业合谋的结果。

运营商加强自律

才能在竞争中取胜

张泰来：为了打击这些犯
罪，实名制推出的同时，相关部
门还发布了《电信和互联网用户
个人信息保护规定》。按照该规
定，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信
息服务提供者及其工作人员不
得泄露用户信息，不得出售和非
法向他人提供用户信息，违者将
面临最高3万元的罚金，构成犯罪
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李师胜：我感觉，这种物质
利益的惩处还是有点轻。不过，
如果真能发现一起公布一起，对
运营企业仍会起到不小的威慑
作用。当然，公众也希望监管部
门不要“护犊子”，要动真格的。

肖龙凤：相关部门、企业只
有提供切实的优惠、服务，才能
缓解人们对信息泄露的担忧。用
户信息是运营商掌握的最宝贵
的财富之一，未来他们和金融等
联合，开展多样化项目，这更是
非常重要的资源。所以，运营商
必须要善待这些资料，加强自
律。

许建立：如何保障用户信息
安全关系到运营商的未来。现在
微信取代短信的趋势，应该可以
给手机服务运营商们提个醒了：
随着技术进步，用户的选择面将
越来越广，自己在市场上的垄断
地位并非长久不变，为了在竞争
中取胜，必须得在防控垃圾短信
等方面有所作为。

李师胜：是的，运营商要加
强对信息安全技术的深研，弥补
技术漏洞，同时完善内部制度架
构与管理。另外，相关规章制度
也得跟上，推动落实网络信息安
全保护。

9月1日起，“史上最严格电话实名制”正式施行。全国用
户新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业务，必须进行实名登记，同
时，非实名老用户可免费补办登记手续。

对于电话实名制，公众抱有“既喜又忧”的态度：一方面
盼望这一政策落地后能有力遏制电信诈骗等犯罪，另一方面
也担心个人信息有被泄露的风险。要实现制度设计的愿景，
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电话实名”须防个人信息裸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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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网络谣言要避免执法弹性过大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对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的行为，确实需要保持严打态势。不过，古人云，过犹不及。打

击网络谣言最终能取得什么成绩，基层公安人员能否把握住分寸和力度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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