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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食品安全网络谣言的影响及治理思路 

贾栋丽, 张清安* 
(陕西师范大学, 食品工程与营养科学学院, 西安  710119) 

摘  要: 随着自媒体在我国的快速发展, 大量的网络信息不断地冲击着人们的认知。面对互联网上很多良莠

不齐的信息, 大部分人无法辨别其真伪, 更难以用理性的思维去探究其背后的含义, 这为网络中的食品安全

谣言问题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本文主要分析了自媒体环境下食品安全网络谣言的现象及其对食品企业、行

业, 社会, 政府的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企业自觉生产, 行业积极自净, 政府创新治理, 消费者理性传谣

等相应的治理对策, 以期营造一个积极向上的食品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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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and governance strategy of the food safety network rumors under the 
we-media circum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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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Food Engineering and Nutrition Scienc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we-media in China, a large amount of network information constantly 

impacts people's cognition. Faced with a lot of good and bad information online, most people cannot identify its 

authenticity, and it is even more difficult to use rational thinking to explore the meaning behind it, which provides a 

huge possibility for the problems of food safety rumors online.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d the phenomenon of food 

safety network rumor and its influence on food enterprises, industry, society and government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we-media,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conscious production of enterprises, active 

self-cleaning of industry, innovative governance of government, rational rumors of consumers, etc. on this basis, in 

order to create a positive food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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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2003 年, 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两位美国人明确

提出了“we-media”这一概念, 自媒体一词由此进入人们的

视野[1]。我国研究人员对自媒体的定义有很多不同的见解, 
其中申金霞[2]认为“所谓自媒体是指传播者通过互联网这

一信息技术平台,以点对点或点对面的形式,将自主采集或

把关过滤的内容传递给他人的个性化传播渠道”。随着科技

的不断发展, 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 加之自媒体本身具有

广泛性、个性化、交互性强、及时性、传播迅速等优势[3], 
使传统媒体的地位“一落千丈”, 自媒体成了人们获取信息

的主要途径之一。但是由于自媒体的双重性, 人们在享受

便利的同时, 大量充满迷惑性、误导性的谣言也随之而来。

其中, 关于食品安全的网络谣言占绝大多数, 这一现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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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对国内食品市场的信任度逐渐下降, 影响了我国食品

行业的发展、降低了人们对社会和政府的信任度。因此, 对
食品安全网络谣言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本文就自媒

体食品安全网络谣言的影响和治理思路做出简要分析, 为
食品企业、行业, 社会, 政府等关于食品安全谣言问题提

供可行的建议。 

2  自媒体食品安全网络谣言现象及其影响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4]显示, 截止 2019 年 6 月份, 我国网民数

已达 8.54 亿, 其中手机用户占 99.1%。与此同时, 自媒体

行业迅速发展, 微信、微博、抖音、快手、全民小视频等

手机 APP 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成为了人们生活娱乐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这些自媒体信息的广泛传播, 加速了信息

化社会的形成, 使人们在第一时间便可以便捷地获取到

想要的信息。但由于自媒体数量过于庞大, 监管体系过于

复杂, 使许多“不法之徒”趁机利用自媒体进行谣言传播

并获取非法利益, 食品谣言的传播就是其中较为常见的

一种。 
由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指导, 中山

大学和腾讯公司联合出品的《2018 年网络谣言治理报告》
[5]显示, 2018年微信平台累计拦截了 8.4万多条谣言, 其中, 
食品安全类谣言数量位居前三甲, 表明我国食品安全谣言

现象较为严重, 不容忽视。戈晶晶[6]指出我国食品安全网

络谣言多以违背事实依据、偷换食品安全概念、原有谣言

事件翻炒、有意戏谑嘲讽 4 种形式进行传播。下文将就食

品谣言的传播对食品企业、行业、社会以及政府的影响进

行逐一概述。 

2.1  对食品企业、行业的影响 

面对自媒体网络涌现出的大量信息, 大多数消费者

无法对食品安全事件的真伪而做出正确的判断。胡立彪[7]

研究表明: 人们在面对关系到自身利益的问题时, 往往会

以感性的姿态对待。所以在面对自媒体输出的各种食品安

全谣言轰炸时, 为了使自身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状况, 消
费者宁可相信这些虚假谣言的真实性, 也不愿去“以身犯

险”, 而这种处理方式往往会给相应的食品企业及行业带

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如 2018 年的“星巴克致癌” [8]和“茶叶

农残”事件[9]、“食盐中的亚铁氰化钾有毒”[10], 2019 年的“柿
子牛奶不能同时食用”事件[11], 在当时都对食品企业和行

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严重打击了食品企业生产的积

极性, 使相应食品产业在很长时间内一蹶不振。2017 发生

的“塑料紫菜”事件, 正是由于“不法分子”的恶意污蔑加之

自媒体平台的非理性传播, 使晋江 65 家紫菜公司产品积

压, 无法销售, 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同时也大大降

低了群众我国对食品行业的信任[12]。 

2.2  对社会的影响 

田慧凤[13]指出网络谣言给社会造成的影响主要表现

在: 造成社会不必要的恐慌, 危害社会和谐发展、降低公

众对网络的信任度、增加了谣言的解决难度、损害个人和

集体名誉等 4 个方面。随着大量自媒体食品安全谣言的肆

意传播 , 如果社会无法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 , 消费者

会出现恐慌情绪 , 进而对社会产生不满 , 易引发大规模

游行示威活动或故意破坏社会秩序等一系列危害, 如“速
成鸡”事件的发生, 使民众对鸡肉生产产生怀疑, 造成社

会恐慌[14]。 

2.3  对政府的影响 

首先, 自媒体食品安全谣言的大量传播不利于政府

政策的实施 , 很多自媒体平台往往为博取眼球 , 有意散

播一些违犯国家政策的不法言论。其次, 谣言的长期存在

会使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 引起公众对政府执法部

门能力的怀疑。久而久之, 政府很难在公众面前建立威信, 
其做法、言论也会受到质疑和否定, 增加其对社会治理的

难度。 

3  自媒体食品安全网络谣言的治理策略 

3.1  提高门槛严格考核, 自媒体自净需加强 

根据艾媒咨询 (iiMedia Research)数据显示, 大多数

自媒体从业者学历为专科和本科 , 其中专科学历占到

17.2%, 本科学历占到 57.5%[15]。学历水平普遍不高, 且超

过半数自媒体人所在的行业领域与其专业背景不相符。这

使得大多数自媒体从业者缺乏相关的职业素养和责任担

当。作为自媒体平台, 应该建立相应的行业标准进行行业

自净。 
2017 年 12 月 1 日,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实施

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内容管理从业人员管理办法》
[16](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规定应对专门从事互联网工

作的单位人员进行教育培训, 并建立健全从业人员准入、

奖惩、考评、退出等制度, 但并没有对自媒体人员进行相

应的规定。首先, 作为自媒体平台应紧跟国家政策, 提高

自媒体从业者准入门槛, 将专业背景和从业领域一致化。

其次, 对已经进入自媒体行业的从业者应进行从业资格的

评定以及职业教育, 同时, 定期对其进行测试、考核, 最后

根据考核成绩对其进行分级, 根据其分级情况进行不同层

次自媒体经营。 
2017 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还发布了《互联网用

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17]并对自媒体注册账号数

上限及违法违规情况进行了一定说明, 但没有提出具体的

措施。自媒体平台作为自媒体最为集中的场所, 应对自媒

体账号进行严格管理。平台应丰富其评判标准, 坚决杜绝

“流量至上”的不良风气, 点击量不应作为自媒体账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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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评判的唯一标准。自媒体平台可以根据各自媒体发布内

容的真实性、影响力等因素综合考查, 并根据其考察成绩

对自媒体账号进行分级。平台可以根据不同的自媒体等级

来限制各自媒体不同的粉丝上限, 严格把控其粉丝数量。

该考查可以按照月或季度进行, 考察成绩优异者进行升级; 
考察成绩不符者, 对其进行相应的降级; 若有严格违背行

业准则者, 永久取消其从业资格。通过星级评判制可以使

整个自媒体行业处于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 使自媒体平台

成为传播正能量的“圣地”。 

3.2  智能追溯网络科普, 政府治理需创新 

首先, 政府可以应用 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型

技术建立相应的食品谣言鉴定、控制、追溯体系。根据在

食品信息中是否存在一些譬如 “中毒” “致癌” “致死”等敏

感词汇, 以及该信息传播的速度是否符合常理等因素综合

考虑, 鉴别该信息是否属于谣言。若确定其谣言性质, 政
府应及时对其进行阻拦及控制, 并根据已有的追溯体系追

根溯源, 将谣言的制造者“连根拔起”。若谣言已经在网络

中大范围传播开 , 政府应及时组织专家进行舆情风险分

析、风险交流, 对谣言进行剖析解读、全面辟谣, 进而稳

定民众情绪、恢复健康的网络局面。 
其次, 政府应顺应自媒体时代潮流, 建立自媒体账号

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辟谣。目前, 中国食品安全网抖音官

方账号已正式上线, 仅仅靠 135 个作品就赢得 103.6 万粉

丝, 其中单个视频点赞量最高达 113.1万次, 可见公众对自

媒体传播形式的认可。全国各省、市、区、县也应紧跟时

代步伐建立自己的自媒体宣传账号, 积极鼓励市民加入, 
以视频化、音频化、动画化等新形式吸引更多人关注食品

安全问题, 使食品谣言不攻自破。 
再次, 政府应对民众进行科普宣传教育。一般来说, 

食品安全谣言的受害者大部分集中在中老年群体。因此, 
政府机构可以通过在老年社区、老年公园和广场等老年人

较为集中的地方进行线下食品安全知识的普及与宣讲。同

时, 也可以通过中老年人喜欢看的一些养生节目进行线上

科普, 如养生有道、健康之路、养生宝典等节目, 通过领

域内知名权威专家进行科普宣讲的方式会使中老年人更容

易接受。 
最后, 政府应建立专门针对自媒体的法律制度。以严

厉的惩罚机制和丰厚的奖励机制, 积极鼓励社会各界反驳

谣言、举报谣言, 形成一种全民打击谣言的风潮, 使食品

安全谣言无处可逃。 

3.3  规范生产公开透明, 企业生产需自觉 

首先, 食品企业应严格遵循食品生产规范, 保证其食

品品质。在此基础上, 食品企业在面对食品安全谣言问题

时也应敢于发声, 拿起法律武器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如

2017 年 5 月 24 日, 中国食品辟谣联盟和金龙鱼公司首次

提出了“亮剑网络食品谣言”的倡议, 呼吁各食品企业严厉

打击食品谣言事件, 营造良好的食品舆论环境[18]。 
其次, 食品企业也可以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及泄

露企业机密的前提下, 将部分生产工艺流程向民众开放, 
将生产线透明化, 让民众亲自体验产品的整个生产流程, 
使其对食品生产的安全性有一定的直观感受, 形成一定的

理性认识。在经济实力允许的情况下, 食品企业还可以设

立专门的公益性科普基地, 向消费者进行食品安全知识科

普宣讲。 

3.4  传经解惑勇于担当, 行业辟谣需客观 

首先, 食品行业应严格自律, 并定期举办行业协会座

谈会, 针对企业出现的技术性问题进行探讨及解答。其次, 
在面对食品谣言事件时, 食品行业协会应以客观的态度对

待, 不可为维护行业利益而对真相进行搪塞和掩盖, 也不

可因“惧担责”、“惧舆论”而保持沉默。行业协会应起到企

业、政府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作用, 科学地还原真相。 

3.5  科学分析综合判断, 消费者传谣需理性 

消费者应该理性看待自媒体平台发布的有关食品安

全的各种谣言。增强对基本食品安全问题的认知能力、提

高理性判断和分析能力, 让谣言止于智者。其次, 消费者

还应充当食品安全谣言的卫士, 在发现食品安全谣言传播

问题时及时向有关部门进行反映。 

4  结  语 

自媒体是把双刃剑, 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 也引

起了谣言的滋生与弥漫 , 这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

响。本文通过分析, 发现网络中的食品安全谣言问题对我

们的社会、政府、食品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危害。同时提出

应积极从自媒体平台、政府、食品企业、行业和消费者等

这几个方面同步发力的治理策略, 为能够降低自媒体食品

安全谣言带来的消极影响, 肃清网络环境提供参考意义, 
同时为“健康中国”的实施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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