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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疫情：解析虚假新冠疫情信息的应对措施

本政策简报评估了在表达自由遭受挑战的背景下，针对虚假新冠疫情信息的
大量传播而采取的应对措施。本简报的姊妹篇《信息疫情：解密虚假新冠疫
情信息》描述了针对世界卫生组织（WHO）所说的“大规模信息疫情”所采取
的应对措施的主题、方式和类型。
 
本研究采用了“信息疫情”一词来描述助长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虚假信息及
其影响。虚假信息由于其巨大的“病毒载量”而具有潜在的致命性，因此联
合国秘书长将其描述为毒药，并称其为这场危机中人类的另一个“敌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本政策简报，旨在说明压平信息疫情曲线的迫切需
要，以及与之相关的挑战和机遇，并提供可选的行动方案。

背景
本政策简报的姊妹篇     提供了两种理解信息疫情的方式。

• 第一种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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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感染、死亡率到病
症和治疗方法，还包括欺诈性内容、对记者的政治性攻击以及将可信的独
立新闻称为“假新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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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的网站、数据
集和数据来源；以及虚假信息的渗透和精心策划的传播活动。

• 第二种方式列出了应对信息疫情的十种方式，这些应对方式可归为四大
类：

 » 通过监测、事实核查及调查等手段来识别、揭穿和曝光虚假疫情信息

 » 政府治理层面的应对措施，包括法律、政策，及国家对信息疫情的抗击

 » 针对媒体机构的政策和做法，采取引导、技术手段和经济对策

 » 针对虚假信息的目标受众，尤其是公民和记者，采取的措施包括规范和伦
理、教育、赋能和可信度标签。

本政策简报更详细地分析了第二种理解疫情的方式，并提出了一系列可供国际
组织、互联网通信公司、政府、公民社会组织、学术界和新闻媒体考虑选择的
行动方案。

https://en.unesco.org/covid19/disinfodemic
https://en.unesco.org/covid19/disinfodemic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202-sitrep-13-ncov-v3.pdf
https://www.un.org/en/un-coronavirus-communications-team/time-science-and-solidarity
https://apnews.com/e829eddc01457c700d5541f2dc2beebc
https://en.unesco.org/covid19/disinfodemic
https://en.unesco.org/covid19/disinfo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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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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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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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政策简报深入分析了（其姊妹篇中列举的）十种应
对虚假新冠疫情信息的方式。这一分析的依据是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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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正为该报告将虚假信息的
应对措施进行分级分类。两者对应对措施的分类依据
都是其目的，而不是与其相关的行为主体 (例如：社
交媒体平台、政府、新闻媒体、公民等)。

此外，本简报还评估了各类应对措施所依据的假设及
其总体优势和劣势，研究了每种应对措施与表达自由
的相关性。表达自由既是一项基本权利，也是抗击信
息疫情的关键武器。

虚假信息的传播可以从其生产、传输、接收/消费等三
个环节评估。 还有第四个环节：内容在首轮传播后，
通过不断分享和夸大的方式被复制。

应对措施在这四个环节的目的分别是：减少虚假内容
的供应和产生；限制其传播；使接收者免受其影响；
并防止其再传播。

例如，可信度标签这个措施，针对的是虚假信息的接
收和消费环节。该措施，如同“媒介和信息素养”措
施一样，也可能在虚假信息的“复制”和持续分享环
节有效。相比之下，封杀虚假信息是互联网公司在信
息传输环节进行信息过滤时采取的自我调控措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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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份关于信息疫
情的政策简报的目的是：分享知识以帮助政
府、公司、社区和个人：

• 了解虚假信息的全貌，并深入了解正在
推出的应对措施

• 应对这些措施中的挑战与机遇

• 考虑本评估提出的可选行动方案

提供更多反击虚假信息的内容（进行信息打假）以
及支持独立新闻报道等举措皆针对的是虚假信息传
播的开始环节。

在这份政策简报及其姊妹篇的分析中，对这些应对
措施的评估依据是它们对虚假信息传播四个环节的
影响模式。因此，对应对措施的分类，既非根据措
施的执行者（如政府、教育工作者等），也不是根
据措施针对的对象（如骗子或潜在的信息消费者
等），而是根据应对方式，并注意到这些应对方式
与不同的群体交叉相关。

另外，大多数应对方式与虚假信息传播中的生产、
传输、接收/消费和复制这四个环节直接相关，并
且还关联虚假信息背后的各种动机。例如，一个人
可能因为想好心帮忙而分享看似有用的伪疗法。

应对措施可以在虚假信息的复制环节以非惩罚性
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例如提高个人的媒介和信
息素养。但如果其动机是通过兜售疗效未经证实
的药物来牟取金钱收益，则要采取针对整个虚假
信息“生态系统”的方法（如法律和监管措施）。

研究应对措施的方式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不同的行为
主体、其目标和动机、以及虚假信息传播过程中需
施加干预的四个不同环节。

整体情况

https://en.unesco.org/covid19/disinfodemic
https://en.unesco.org/covid19/disinfodemic
https://en.unesco.org/covid19/disinfo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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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的分析涵盖以下四个方面：

1.1.所依据的主要假设
1.2.关键挑战  
1.3.主要机会 2.1.所依据的主要假设

2.2.关键挑战  
2.3.主要机会

1. 识别虚假信息 2.  虚假信息的炮
制者和传播者

3. 虚假信息的产生和传播 4. 为虚假信息的目标
受众提供支持

3.1.所依据的主要假设
3.2.关键挑战  
3.3.主要机会

4.1.所依据的主要假设
4.2.关键挑战  
4.3.主要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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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对措施一：识别虚假
新冠疫情信息

这类应对措施涉及监测快速传播的信息、检查其
正确性、确定发布者及发布原因。这些都是发现
信息疫情的关键，对于任何其他应对措施（无论
是法律手段、技术手段、伦理手段、教育或其他
类型的干预）也至关重要。

针对性的信息打假。

1.2 关键挑战

虚假疫情信息的数量和范围巨大，导致事实核查
小组、新闻工作者和其他人员难以监测、报告
和让公众注意到所有的虚假信息。此外，深入调
查的规模，以及对识别虚假信息等各种措施的预
期效果和意外效果的评估，使得情况更加复杂。

然而，进行这种分析对于制定和修改对策至关重
要。

事实核查面临的挑战是要在所有国家和各种语言
环境下成规模地有效进行并要具有影响力。事实
核查必不可少，它使社会得以获取所需信息，来
确保各种应对措施既能有效抗击信息疫情又符合
表达自由和其他人权（例如隐私）的国际标准。

作为虚假信息的主要调查人员，记者在新冠疫
情期间压力尤其巨大。这些压力来源于报道任
务的规模和复杂性、新闻单位收入日益减少导
致的薪金支付困难和调查资金不足，以及与报
道有关的安全风险等。关键挑战是，如果新闻
业的发展不可持续，那我们将失去识别和揭

1.1 所依据的主要假设

识别虚假疫情信息让人们得以对信息疫情有深入的了
解，这也是当下非常需要的，信息疫情也是其他应对
虚假信息的措施所依据的证据基础。例如，通过事实
核查，互联网公司可以识别虚假疫情信息并采取行
动，政府和国际组织则可以决定是否需要制定政策或
采取实际行动，以及何时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例如有

露虚假信息的主力军，信息疫情会因之更加泛滥。

1.3  主要机会

当前的危机为独立地监测和识别虚假疫情信息提供了契
机，并重申了事实和科学的价值。这也是鼓励公众思考
和判断哪些内容是可信和值得分享的契机。识别虚假疫
情信息并对应对措施进行持续调查，还能持续评估互联
网通信公司在遏制信息疫情扩散方面的能力。对于监测
妇女、儿童、老人、少数群体、移民、其他弱势公民和
社区所受虚假信息的影响，识别虚假信息也是关键。

信息疫情也是为识别虚假信息措施争取更多资源的契
机。虽然WhatsApp，脸书，谷歌和推特等互联网公司已
承诺向事实核查组织和地方新闻业提供一些资金，在疫
情期间和之后仍需要持续提供支持。

尽管新闻业的经济基础需解决，但在知识技能层面上，
新闻工作者也在不断提高其数字化信息的调查技能，以
协助发现和揭露虚假信息及其产生、传播的网络。 一
些记者也正在深入研究有关这场信息疫情的不同应对措
施，并推动相关问题的政策讨论。由此可见，危机为记
者提供了一个可以提高其职业能力和公信力的契机，也
让他们在紧急关头对社会作出的不可或缺的贡献更具能
见度。

必须承认事实核查在社交媒体上所吸引的用户往往少
于其所揭露的病毒式传播的虚假信息的受众。也有人
担心，此举反而会使虚假信息得到更多关注，导致其
影响进一步扩散。尽管如此，核查和揭穿虚假信息仍
然至关重要，因为这是还原真相的手段，也是对个
人、公众人物、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不准确言论进行追
责的手段。

信息疫情：
解密虚假新冠疫情信息

https://academic.oup.com/joc/article-abstract/67/2/233/4082394?redirectedFrom=PDF
https://www.disinfo.eu/resources/covid-19/platforms-responses-to-covid-19-mis-and-disinformation
https://www.disinfo.eu/resources/covid-19/platforms-responses-to-covid-19-mis-and-dis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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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policy.com/2020/04/13/governments-coronavirus-pandemic-civil-liberties/
https://en.unesco.org/covid19/disinfodemic
https://en.unesco.org/covid19/disinfodemic
https://en.unesco.org/covid19/disinfodemic
https://fullfact.org/blog/2020/mar/long-game-impact-fact-checkers/
https://fullfact.org/blog/2020/mar/long-game-impact-fact-checkers/
https://en.unesco.org/covid19/disinfodemic
https://en.unesco.org/covid19/disinfo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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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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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应对措施包括使用政治力量广泛影响信息疫情的
信息生态，通常针对虚假信息的产生和传播（尽管有
时也会涉及到虚假信息的消费）。这些干预措施包括
将错误的疫情信息入罪、纠正虚假的健康信息，以及
间或对独立媒体的支持。

2.1 所依据的主要假设

这类应对措施通过限制或奖励参与信息内容的生产、
传播和消费的人员和机构的行为来干预信息-虚假信
息生态系统。同时，有时也会制作官方内容以期其具
有权威性。总之，此类应对措施的共同目的是直接
影响公众可获得的信息中虚假信息的比例和分量。

潜在的期望是，以集中的方式改变信息交流环境，以
削弱虚假信息的传播力，或至少减轻其影响，从而使
社会能够以科学的方式应对新冠疫情。这类应对举措
能否与表达自由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保持一致，取决
于那些推动信息生态治理者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公共
利益的考量，能否在措施选择和成本效益方面摈弃政
治因素，同时尊重人权。

2.2 主要挑战 

一个重大风险是，为遏制虚假疫情信息而采取的限制
性应对措施也可能损害自由和优质的新闻业抗击信息
疫情的能力。此类应对措施，如所谓的“假新闻”
法，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将批评性新闻定罪，常常违反
对限制表达自由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进行评估的国际标
准。

在这方面，虽然某些法律和政策措施被作为“疗法”
推出，但实际上可能会损害合法的新闻报道、言论和
政策讨论，而这些都是揭示真相并确保真相战胜谎言
的关键。 因打击虚假信息而限制表达自由的严厉措
施，如“假新闻”法等，实际上会阻碍记者和其他从
事重要的疫情研究、调查和记录的人员的工作，从而
加速信息疫情的蔓延。核查和揭露虚假信息，对于制
定有充分依据的政策以及对疫情政策的执行和评审都
至关重要。

另一个相关的风险是，针对信息疫情而仓促制定的法
律法规可能会通过大范围地阻碍人们的信息交流从而

破坏互联网的广泛使用。

此外，那些甚至本非针对信息和虚假信息的限制性措
施也可能造成附带损害。因此，原本旨在保护公众健
康的必要的信息封锁会产生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后果，
包括可能对全球越来越多的独立新闻机构造成毁灭
性的打击。遭到自动拦截的广告和新冠疫情的相关内
容，致使新闻媒体苟延残喘。本已很脆弱的、依赖
于广告的传统媒体商业模式如今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崩
溃，导致一些新闻出版机构关门停业，这进一步减少
了获得可靠公益信息的渠道，并增加了人们遭遇信息
疫情侵袭的风险。这些在当下被描述为“媒体灭绝事
件”。如果听之任之，这一挑战可能会扼杀媒体企
业，给社会带来短期和长期的严重后果。

另一挑战是，利用政治权力和政策通过激励和赋能措
施进行信息监管，本可增强包括新闻媒体在内的各种
行为主体对抗虚假信息的作用，但限制性和惩罚性的
信息疫情应对措施会给此蒙上阴影。

https://www.cjr.org/analysis/coronavirus-press-freedom-crackdown.php?utm_source=Daily+Lab+email+list&utm_campaign=c64ffaee17-dailylabemail3&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d68264fd5e-c64ffaee17-396039981
https://ijnet.org/en/story/key-quotes-media-freedom-threats-and-covid-19-un-special-rapporteur-david-kaye-and-cpj’s
https://www.niemanlab.org/2020/03/newsonomics-tomorrows-life-or-death-decisions-for-newspapers-are-suddenly-todays-thanks-to-coronavirus/
https://www.niemanlab.org/2020/03/newsonomics-tomorrows-life-or-death-decisions-for-newspapers-are-suddenly-todays-thanks-to-coronavirus/
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craigsilverman/coronavirus-news-industry-layoffs
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craigsilverman/coronavirus-news-industry-layof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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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主要机会

这一类型的政策和其他应对措施，作为信息疫情的解毒
剂，在支持信息的提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正如一些政府、公司和国际电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宽
带委员会正做的那样，可利用这个机会推动能负担得起
的宽带连接。还可借此机会解除或暂时中止对互联网的
关闭，取消对言论的任意限制，并推进媒介和信息素养
计划。

还可以此为契机，让人们认识到新闻媒体机构有助于抗
击信息疫情，并促使国家和企业应对危机的措施对公众
透明。这也是对独立新闻机构的“刺激”和“救援”计
划进行及时投资的关键窗口期。新冠疫情给媒体机构造
成了进一步的伤害，因此这种对独立新闻（包括可靠
的公共服务媒体）的支持，对于确保新闻作为一项公益
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重要的是尽早采取政策行
动，确保新闻作为在公共领域发布的可证实信息（不同
于私人信息），成为一项可持续获得的基本公益服务。

权力机构可借此契机，通过积极提高透明度来打击虚假
信息，从而促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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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包括公

                 
3.3  应对措施三：针对虚假
疫情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环节

这类应对措施针对传播领域的主要机构（如新闻媒
体、社交媒体、社交信息和搜索服务商）内部采取的
举措，大多与信息内容的综合处理有关（如：编辑、管
理和调控等），影响到虚假信息的存在和比重。在某
些情况下，这些应对措施意在弱化利用虚假疫情信息

牟利的经济动机，从而影响虚假信息的产生；在另一
些情况下，应对措施的重点是减少此类内容的传播。

3.1 所依据的主要假设

这类应对措施的依据是互联网通信公司和媒体机构对经
由其传输的信息（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虚假信息）有很
大的处理自由度。这些应对措施的效果取决于公司的商
业模式在本质上不利于虚假信息的程度，以及其领导者
是否愿意花钱并采取措施来避免被虚假疫情信息的生产
者利用。

这些应对措施还依赖于这些行为主体是否愿意利用其经

布开放数据源(例如在充分尊重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公布
感染率、死亡率、康复率和设备短缺情况等)，并在与
疫情及其影响相关的公共支出上保持透明。这些数据可
以帮助事实核查人员（包括记者）核实有关此疫情危机
的多方面信息。这种透明度也是建立公众对官方公共卫
生信息的信任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有助于打击虚假统
计数据信息。

互联网通信公司（与政府和捐助组织一样）可以发挥
作用，利用其自身的权力，通过为媒体（或事实核查工
作）提供核心资金来支持信息生态系统。这些资源充
足的公司实体也可资助那专注于调查虚假疫情信息的主
题及其网络的独立新闻项目，以此发挥影响力。互联网
公司还可以设计延伸方案，补偿新闻发布者从其新闻内
容中获得的收入。脸书为两个国家提供支持就是一个开
端。这些公司可提供无附加条件的资金（以免干扰新闻
自由和出现公关动机），来资助那些开放付费墙向公众
免费提供新冠疫情信息的新闻单位。

对互联网接入服务商来说，信息疫情也是一个契机，可
通过为可信新闻站点提供免费的互联网连接服务来做出
积极贡献。其应用商店可以降低替新闻机构出售订阅服
务的收费费率。

https://www.niemanlab.org/2019/10/what-if-scale-breaks-community-how-to-reboot-audience-engagement-amid-political-attacks-and-platform-capture/
https://www.niemanlab.org/2019/10/what-if-scale-breaks-community-how-to-reboot-audience-engagement-amid-political-attacks-and-platform-capture/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20/apr/14/australian-government-plans-to-bring-in-mobile-phone-app-to-track-people-with-coronavirus
https://www.localmedia.org/announcing-a-total-of-1-million-in-grants-to-support-coronavirus-news-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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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实力阻止滥用信息传输中的“点击诱饵”来扩散关
于疫情的谎言。

这些应对措施成功与否还取决于这些公司的所有者、
雇员、用户和受众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伦理意识和内
容能力。这些应对措施越来越多地依靠技术手段来准
确执行对信息内容的处理，但自动化的信息处理在实
践中仍不够精准，其在疫情期间得到推广但还缺乏足
够措施来补救被自动误删的内容。

另外，这些公司的所有者最有资格决定公司内部与
信息疫情有关的政策和做法，但代价是可能牺牲其
与各利益相关方的协商惯例，以及其标准和执行的
透明度。

3.2 主要挑战 

处理互联网通信公司和媒体公司内部出现的信息疫
情意义重大。然而，由于大多数的管理、技术和经
济手段掌握在私人手中，因此做出的决策往往缺乏
一致性和透明度。其中一个例子是互联网通信公司
提供的新冠疫情广告透明度信息不足，从而阻碍了
记者和研究人员的独立核查。目前还不清楚他们如

何监测更高程度的自动化信息处理对虚假疫情信息和
真实疫情信息的影响。

不同的互联网公司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措施，这体现了
多样性，然而也阻碍了全行业整体有效应对虚假疫情
信息的措施。另外，此举事关个人隐私和信息删除，
可能会掩盖企业和国家对隐私权和表达自由权带来的
直接风险和长期风险。

传媒机构作为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传统“把关人”，信
息疫情之下所面临的挑战尤其巨大。媒体的多样化对
于社会是个重大贡献，然而某些新闻出版机构受某些
势力的影响，将此次危机过度政治化，几近于炮制虚
假信息。一些记者轻信谎言，追求轰动效应，有违职
业伦理地将“伪均衡”法误作客观，视不实信源和真
实信源息同等重要。这些现象导致新闻中的虚假疫情
信息被“合理化”。 这些系统性错误与记者抗击信
息疫情的角色相悖，减少了媒体上关于信息疫情应对
措施的公开讨论和关于新冠疫情的社会政策及影响的
基于事实的讨论。

3.3 主要机会

此次疫情促使互联网通信企业重视透明公开、问责机
制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体现了其本分之外的善意和
面对虚假疫情信息时完善政策和措施、支持优质信息
的诚意，这包括升级可信的新闻渠道和其他公认的权
威的内容提供渠道，减少或删除虚假内容和与之相关
的广告。

这次疫情对于新闻出版机构和记者来说也是个契机，
他们可以通过加强社评独立性、严守最高标准的的职
业规范和伦理操守，以及有力的自我管理来增强对公
众的服务，展现新闻界坚持标准的责任感，以区别于
在不断扩张的私人和即时通讯领域（例如WhatsApp）
里避开公众审查、肆意传播的虚假信息。新闻出版机

构也可藉此疫情之机塑造一个值得信任的、实事求是的
信息源和观点来源的形象，并通过曝光信息疫情的策划
组织者来强化此形象。

同样地，新闻机构也可强调自己在确保有关各方对信息
疫情和新冠疫情采取透明的、对公众负责的应对措施方
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新闻媒体还可帮助监督新冠疫情的
干预措施是否考虑到国际法和规范性人权框架，采取的
限制措施是否符合关于限制权利的国际标准。

https://www.zdnet.com/article/was-your-facebook-post-on-the-coronavirus-deleted-this-is-why/
https://www.cima.ned.org/publication/media-capture-in-the-service-of-power/
https://www.article19.org/wp-content/uploads/2020/03/Coronavirus-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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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对措施四：支持虚
假疫情信息的目标受众

这类措施包含了多种干预手段，直接针对虚假信息
的目标和接收者，包括网络社群、新闻媒体及其受
众。干预手段包括以下几种：（i）规范性干预，
例如制定决议和发布声明；（ii）提升媒介和信息
素养；（iii）标注内容可信度。这些措施意在提
升公民的信息交流能力，包括批判思考能力和核实
数字信息的能力，还包括新闻教育和培训计划，因
为记者既是虚假信息的处理者，也是其目标群体。

4.2  主要挑战 

新冠疫情的严重程度和应对信息疫情的紧急程度，
都可能导致我们所接受的常态发生改变，例如对
人权的保护可能会遭到削弱甚至中止。许多针对信
息疫情的措施都可能被确立为新常态，不管是好是
坏。 因此，确保所有的干预措施立足于人权的法
律和规范的框架之内是十足的挑战，例如保护表达
自由（包括信息获取）和隐私。许多有关方都关注
和讨论了这些问题。为了应对人权标准遭到降低的
挑战，他们试图让公众（及其在政府中的代表）认
识到应对新冠疫情和信息疫情的措施，其必要性、
合理性和时间期限必须符合国际标准。然而，此举
效果如何取决于究竟能否说服掌权者严格遵守这些
标准。

另一挑战是，针对信息疫情的教育措施的关注点可

能会狭隘而短视，忽视了长期的、基于机构的赋能项
目，也忽视了制定政策培养公众（包括儿童）处理虚
假信息的媒介和信息素养。

 

4.3 主要机会

主要的机会不仅在于重申并提醒民众关于信息获取和
表达自由的标准，提供相关的教育来帮助他们，还在
于在一个复杂和急速变化的环境中，加深巩固他们的
相关知识和技能。

在迅速采取规范、教育和可信度标签等手段对抗信息
疫情的同时，还要依据国际人权标准，促进应对措施
长久的规范性和体制性影响力。就确立规范和伦理手
段的潜在重要意义而言，这点也同样适用于媒介和信
息素养措施。

4.1  所依据的主要假设

这一系列措施并非为虚假信息的受众提供“外部”保
护，而是让人们能主动地抵御信息疫情。

由于受众的行为受规范、伦理、知识和技能的影响，
所以针对虚假信息的干预措施会加强这些方面的工
作，以期民众能有伦理、理智，并以开放的态度学习
如何给自己“打预防针”，而不是沦为信息疫情的受
害者。一些证据表明，许多人更乐于选择加深自己偏
见的错误信息，而不是接受正确可信但可能会挑战并
改变自己观点的内容。

采取此类应对措施还基于这样的假设，即受众将按照
信息标注者的意图对内容的标注做出反应，例如会认
为标注为“错误”的信息是错的，并停止分享它，尽
管有时情况并非如此。给内容标注可信度被认为是个
直截了当、毫无争议的做法，且可以与内容消费者的
关键的媒体与信息素养共存。

这类措施还有赖于记者能够且愿意遵守职业伦理标准
的程度，还有面对虚假信息的挑战时，是否愿意改进
其对2019冠状病毒病的报道。

https://ethicaljournalismnetwork.org/media-ethics-safety-and-mental-health-reporting-in-the-time-of-covid-19
https://ethicaljournalismnetwork.org/media-ethics-safety-and-mental-health-reporting-in-the-time-of-covid-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20/mar/22/the-coronavirus-story-is-unfathomably-large-we-must-get-the-reporting-right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20/mar/22/the-coronavirus-story-is-unfathomably-large-we-must-get-the-reporting-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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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国际人权标准的指导下，可信度标签，即
一方面用标注虚假疫情信息的可信度，另一方面指
定某些媒介机构为可信的消息源。此举有助于遏制
言论审查，维护表达自由，同时避免行为可疑、散
布虚假信息的媒介机构被误认为可靠信源。

这场新冠危机使得公众以此为契机，学习用理性质疑而
非盲目怀疑的态度来对待信息，并对信息疫情及其应对
举措做出有依据的判断。

小结
背景概述 

本政策简报的姊妹篇    阐述了信息疫情的九个
关键主题和四种主要传播方式。虚假疫情信息的九
个关键主题包括新冠病毒的起源、传播、感染、死
亡率、治疗方法，还包括欺诈的内容，对新闻工作
者的政治攻击以及某些政治领袖将具有公信力的独
立新闻称为“假新闻”的这种危险的错误做法。信
息疫情的四种主要传播方式包括捏造的或断章取义
的图片和视频；高度情绪化的叙事结构和模因（通
常在封闭的通信应用程序上病毒式传播）；虚假网
站；以及精心策划的虚假信息活动。

为厘清针对上述虚假信息的一系列应对措施，本简
报在其姊妹篇的基础上，将把信息疫情的应对措施

划分为十个子类，这十个子类又如前所述，可归为四大
类：

• 监测和调查核实（有助于识别、拆穿和揭露虚假
疫情信息）;

• 法律、政策以及国家主导的抗击信息疫情举措（
旨在治理信息的生态系统）;

• 引导、技术手段和经济对策（针对媒体机构内部
的政策和做法）;

• 规范和伦理、教育、赋能和可信度标签（特别针
对虚假信息的目标受众）。

此第二份政策简报进一步讨论以上四个类别之下的十种
应对方式所依据的基本假设，以及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此基础上进行讨论、总结，才能对常见和交叉问题展
开分析。

交叉评估

所依据的假设：本政策简报所评估的应对措施均基
于基本假设，其中一些假设可能会受到质疑并需要
检查。它们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缺失，而在另一些情
况下，可能会破坏干预措施的预期结果。

此处介绍的所有应对方式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它
们都试图增强和提高真实的公益信息的能见度（例
如独立新闻和合法的公共卫生信息），同时消灭（
或至少减少）虚假信息。 因此这些举措都暗示着“
变革理论”。即使这点通常不会详细说明，但干预
措施所依据的理论的优缺点对于干预措施的有效性
而言至关重要。

一般认为新冠疫情爆发前，那些针对与政治运动、气候
变化和疫苗接种等议题相关的虚假信息而实施的策略，
已足以作为制定信息疫情干预措施的直接或间接依据。
但是这些策略在规模、影响力和条件上，都不足以应对
当前的信息疫情危机。

虚假信息（故意炮制和传播不实信息）和错误信息（出
于无知甚至善意而传播不实信息）之间的比例因议题而
异。例如，选举期间前者多于后者；而在反对疫苗接种
上，情况则可能截然相反。就信息疫情而言，其构成和
实际结果可能因国家和社区而异，但仍是动态变化和相
对未知的。

许多新冠疫情的应对计划所依据的是直觉需要做什么和

https://en.unesco.org/covid19/disinfodemic
https://en.unesco.org/covid19/disinfo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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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机遇与挑战

时间框架：某些应对措施（如新法规）旨在取得
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另一些应对措施（如用户
赋能）着眼于中期效果；还有些举措，例如培
养关键的媒介和信息素养，要费时很久才有成
效，但其效力持久。其他应对措施（如支持疫
情相关的新闻报道）则更具时效性。值得注意的
是，不同的挑战和机遇有着不同的时间框架。

互补性：这两个政策简报中列出的十种应对虚假疫
情信息的措施在许多方面都是互补的。它们可以被
看作是一套整体性的干预措施。例如，在许多情况
下，记者揭露了网上的虚假信息，而传输此虚假信
息的互联网通信公司还尚未察觉。从更宏观的角度
来看，互联网公司的应对措施须被重视，因为其
对权力和政策的使用以及对信息受众的关注，可
以解决行业应对措施未能覆盖的虚假信息问题。

矛盾：在某些情况下，一种应对措施可能与另一措
施相冲突。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过分强调自上而下的
监管而忽视了自下而上的赋能所造成的不平衡。另
一个矛盾在于，一方面需要新闻工作者对抗信息疫
情，另一方面，由于发表或散布虚假疫情信息被定
为刑事犯罪，新闻记者有可能误入专为虚假信息
而设的“罗网”，因言获罪。此外，还应指出的

是，信息打假与独立新闻应该共存，而不是互相
竞争或以牺牲独立新闻为代价。因此，我们需要
使不同的干预措施协同作战，而不是各自为战。

性别盲点：针对信息疫情的许多措施都存在性别盲
点，忽视了虚假信息确立目标受众时细微的性别差
异，以及人们在应对相关信息时的性别差异。此
外，还应注意虚假信息传播者的行为模式包括性别
化的在线攻击（攻击范围从辱骂到威胁数字安全和
侵犯隐私）。还存在妇女和女童信息获取的问题，
她们在某些情况下的信息获取常常受到限制，并
受到家庭暴力的威胁。还有一个问题，即新冠疫
情期间亮相和发声的权威人士多为男性，显然需
要让更多的女性参与应对信息疫情和新冠疫情。

年龄分布：许多应对措施并未充分考虑人群的年龄分
布，特别是儿童和老年人的情况。

该如何干预，究其原因是缺乏实证支持。这个可
以理解，考虑到这些应对措施都是快速出炉的，
检验其基本假设的实际效果还为时过早。然而，
对于持续而独立地监管或评估措施的效果，包括
监测和评估预期之外的影响（例如对表达自由、
信息获取和隐私的长期损害），似乎鲜有行为主
体做好了准备。

问责制：在与新冠疫情争分夺秒的斗争中，为了
应对这个对社会和经济带来巨大后果的、空前的
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以及加剧其恶化的信息疫

情，大多数应对措施不仅是迅速构想出来，而且是紧
急推出的。

然而，另一个问题在于，针对某些应对措施的问责制
并不总是清晰明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许多应对
措施并未考虑限制表达自由（尤其是其必要性和合理
性）的国际标准。这种过度干预侵犯了表达自由这一
合法权利，尤其是媒体自由，而后者是提供信息、帮
助战胜虚假信息的挑战的前提。 

https://en.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module_7.pdf
https://en.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module_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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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概述

在缺乏可证实、可信赖信息的情况下，虚假信息便会
趁虚而入野蛮生长。 同样，当人们发现大量信息真
假难辨时，虚假信息也会泛滥成灾。虚假信息的传播
利用了人们对理解复杂情况的需求以及他们的恐惧、
希望和认同感。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超越信息交流领域
和争议性内容，多管齐下，包括采取诸如社会团结等
实际举措，以及在发生巨变和重大风险时为弱势群体
提供有效的医疗支持和物质保障。

新冠疫情是一场事关全人类的危机，需要各方面采取
一致的对策，所有人为了全球共同利益而协作。 任
何抗击信息疫情的协调一致的战略都要认识到采用整
体法和分析法对于解决问题和落实应对措施的价值。
在更大的背景下，很显然，开放且可负担的互联网所
支持的表达自由、信息获取和独立新闻不仅是基本人

可选方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以：
• 增加对会员国的技术援助，根据表达自由和隐私

的国际标准来开发、完善监管框架和政策，以应
对虚假疫情信息。

• 对监测虚假疫情信息提供资金支持，并在人权框
架内衡量和评估干预措施的影响。

• 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媒介机构的支持，包括通过国
际传播发展计划（IPDC）实现。

• 考虑召开远程会议，进行知识分享及培养公众应
对信息疫情的媒介和信息素养。

• 作为保护表达自由的一个方面，与联合国其他组
织以及抗击信息疫情的各种行为主体合作，在整
体上加强应对虚假信息的工作。

• 加强对公众媒介和信息素养的培养以及对新闻工

作者的培训，作为应对信息疫情的重要措施。

• 对新冠疫情和信息疫情采取具有性别敏感性的应
对措施。

其他国际组织可以：

• 鼓励根据国际人权标准，加强针对信息疫情的一
系列多样化的应对措施。

• 鼓励捐助者资助利于提高媒介和信息素养、促进
表达自由、独立新闻和传媒业发展的信息疫情对
策略

政府部门可以：
• 根据国际人权标准（特别是表达自由，包括信息

获取和隐私权），审查、调整其应对信息疫情的
措施，并为监测和评估工作做好准备。

权，也是抗击信息疫情必不可少的武器。

应该指出的是，与信息疫情作斗争既不是在压制信息
和舆论的多元化，也不是在压制活跃的政策讨论。这
是为事实真相而战，因为如果无法获取以事实为依据
的信息，就不可能取得抗击新冠疫情斗争的共同胜
利。一旦我们成功战胜新冠疫情及信息疫情，那么其
中的许多方法和策略可被借鉴用来应对其他领域的虚
假信息问题，例如气候变化、选举以及其他重要公益
议题。

https://en.unesco.org/fightfakenews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48054/PDF/248054eng.pdf.mul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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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透明度，主动披露官方信息和数据，尤其是
与新冠疫情相关的信息和数据，并根据知情权和
可持续发展指标16.10.2进行监测，评估为公众获
取信息所提供的宪法、法律和/或政策保障和执行
情况。

•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互联网普遍性”
和ROAM四原则（权利、开放、可获取、多方利益
相关者参与），促进可负担的互联网信息连接。

• 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冲击威胁着全球新闻业的可
持续发展。因此，应支持加强对独立媒体和公共
服务媒体的投资。

• 为抗击信息疫情的媒介和信息素养措施（尤其是

针对儿童、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教育干预措施）提
供专项资金和支持。

• 在领导力和应对新冠疫情和信息疫情的公共措施
上，确保性别敏感度。

执法机构和司法机关可以：
• 确保执法人员知晓新闻工作者及其他可证实的公

益信息发布者享有隐私和表达自由，以防在疫情
期间出现任意逮捕或拘禁行为。

• 司法人员，特别是法官，在审查与信息疫情应对
措施相关的案件时，应格外留心，确保这些措施
充分尊重表达自由和隐私权相关的国际标准。

互联网公司可以：
• 加强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及其应对措施的透明

度，并为事实核查网络、独立新闻（尤其是调查
虚假信息及其网络的独立新闻，以及疫情期间特
别脆弱的地方性新闻机构）以及提高媒介和信息
素养的活动和教育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 确保上述投资 “无附带条件”且透明，以避免
干预措施服务于投资者的公关目的。

• 着眼于引导，以确保信息用户获取的新闻是出于
公共利益而分享的经过证实的信息，尤其在疫情
期间，也包括疫情之后。

• 努力提高可信新闻的能见度，并为本可通过内容
分享获得收益的新闻机构提供经济补偿，尤其是
很多新闻机构在疫情期间取消了付费阅读和开放
了内容获取。

• 避免过分依赖自动化信息处理，尤其是在内容管
理方面，需要增扩人工审核流程，并对由疫情引
发的人手短缺的后果进行透明的监测，以解决问
题。

• 将应对新冠疫情的紧急措施中的经验教训应用于
处理危及国际社会民主的虚假政治信息。

媒介机构可以：
• 作为面对信息疫情的一线专业人员，应加倍努

力，加强事实查核、揭穿谎言、调查虚假信息，
加强对新冠疫情和信息疫情应对措施的质询，强
化政治人物、政府、机构和公司的问责制、提升
透明度。

• 报告信息疫情应对措施对人权状况的影响，包括
对表达自由、信息获取和隐私权的影响。

• 就虚假疫情信息的调查和打假，与其他新闻机构
和新闻受众进行合作，包括国际合作。与会员制
的新闻受众建立伙伴关系也会有成效。

• 在很多新闻机构关闭和新闻工作者短缺的情况
下，开拓创新，产出获取范围更广、参与度更高
的公共卫生信息，例如使用信息图表、播客、医
学专家主持的在线论坛，增强对经过严格事实查
核的用户生成内容（UGC）的依赖程度。

• 确保在有关信息疫情的报道中，发展中国家的经
验不被忽视。

• 确保新闻工作者对信息疫情报道中的安全风险做
好准备（例如越来越多的安全威胁、网络辱骂、
和人身攻击）并注意强调性别敏感度。

https://en.unesco.org/internet-universality-indicators/background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20/apr/14/dozens-of-australian-newspapers-stop-printing-as-coronavirus-crisis-hits-advertising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2019-04/Posetti_Lessons_in_Innovation_FINAL.pdf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2019-04/Posetti_Lessons_in_Innovation_FINAL.pdf
https://www.icfj.org/covering-covid-19-webinars-experts
https://www.icfj.org/covering-covid-19-webinars-experts
https://cpj.org/2020/02/cpj-safety-advisory-covering-the-coronavirus-outbr.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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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团体可以：
• 进一步呼吁信息疫情的应对措施要符合国际人权

标准。

• 与记者和新闻机构合作，调查和监测与虚假疫情
信息及其应对措施相关的项目。

• 推进媒介和信息素养项目以及支持独立新闻的项
目。

• 彼此合作，以确保政府间组织正确应对信息疫情
及其影响。

• 考虑针对儿童和老年人的项目，他们因所受的媒
介和信息素养教育不足而更易被虚假信息传播者
利用。

研究者可以：
• 重新调整研究重点，关注信息疫情及其应对措施

和影响。

• 研究缺少足够关注的领域，例如交互式游戏，其
中的虚假信息及打假措施对年轻人可能更易产生
效果。

• 开展参与式行动研究项目，应对与信息疫情相关
的重要事件，并提供紧急的实际支持。

• 与记者、新闻机构和公民社会团体进行合作，共
同揭露和打击虚假信息，监测和评估信息疫情的
应对措施。

• 研究跨平台的虚假信息活动，以更全面、整体地
了解信息疫情。

• 进行独立的定量和定性评估，并持续监测互联网
通信公司实施的疫情应对措施。

• 确保女性专业意见的能见度，解决信息疫情的国
际讨论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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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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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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依据与知情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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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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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对涉事者进行追责。2020年5月3日的世界新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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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A M C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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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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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 O O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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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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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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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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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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和联合国驻华机构于2020年4月共同发起“终止
2019冠状病毒病相关的排外现象：发出我们的声音”社交媒体倡导活动，旨在呼
吁公众共同发声反对与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相关的任何形式的歧视、种族主义
和排外心理。截至5月底，该项倡导活动使用的三个社交媒体标签——#你我同
为人类#、#我不是病毒#、#反对排外#，在新浪微博平台，阅读量已近两千万。

为 更 好 地 了 解 残 障 群 体 疫 情 期 间 的 信 息 获 取 可 及 性 和 公 共 服 务 需 求 的
满 足 状 况 ，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驻 华 代 表 处 还 与 中 国 国 内 的 残 障 人 自 组
织 有 人 基 金 会 合 作 开 展 了 一 项 网 络 调 查 ， 收 集 整 理 了 来 自 残 障 者 及 其
亲 友 的 2 0 0 0 余 份 有 效 数 据 ， 为 进 一 步 研 究 和 分 析 疫 情 对 残 障 群 体 的 影
响 ， 以 及 疫 情 之 后 残 障 权 利 保 护 工 作 的 发 展 方 向 提 供 了 实 证 基 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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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infodemic: Dissecting responses to COVID-19 disinformation

17

阅读政策简报 #1

信息疫情：
解密虚假新冠疫情信息

朱莉·波塞蒂（Julie Posetti）是国际记者中心
(ICFJ)全球研究总监，谢菲尔德大学媒介自由中
心（CFOM）和牛津大学路透社新闻研究学院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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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 F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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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