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多起造谣案件被查处，造谣、传
谣的行为边界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那么，

“卖惨”行为是否属于网络谣言？传播谣言的
红线在哪里？又该如何从法律角度辨别谣言
并规制这一现象呢？

网络谣言的社会破坏力惊人网络谣言的社会破坏力惊人

“我自幼被亲生父母抛弃，之后被养母捡
回家养大。一场火灾中，养母的亲生女儿不
幸去世，养母精神失常后被养父抛弃，如今我
带着养母艰难度日……”这是网络主播“小小
努力生活”肖某在直播中的“悲情自述”。在
某次直播中，肖某及 3 名同伙被公安机关当
场抓获。

表面上，这种“卖惨”行为是吸引流量的营
销手段，实质上是通过传播虚假信息非法获
利，属于网络谣言的变种形式。网络谣言，指
通过互联网传播未经证实或虚假的信息。依
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散布
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
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
五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该条以
列举的形式规定了谣言的几种类型。现实中，
网络谣言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式：

社会热点类谣言。发生热点事件时，经
常有人趁机编造谣言，利用公众的广泛关注
进行传播，以达到蹭流量的目的。如今年 2
月，杨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某网络平
台用“小学生寒假作业遗落巴黎厕所”短视频
造谣学校，并以“失主”舅舅身份摆拍、直播到
书店购买新作业送给外甥，对相关学校造成
不良影响，扰乱公共秩序。杨某随后已被公
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

突发事件类谣言。该类谣言较为广泛，
包括但不限于校园安全、自然灾害等，行为人
可能借助 AI 工具生成相关谣言并在多个账
号投放，其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关注度
高，且极易引发群众恐慌情绪。如网民齐某
为博取关注，下载了往年外地发生水灾的视
频，编造嫁接出“暴雨导致水灾”谣言在网络
平台发布，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被公安机关予
以行政处罚。

名人八卦类谣言。这些谣言往往涉及个
人隐私、情感纠葛等敏感话题，不仅侵犯了名
人的合法权益，也影响了公众的价值判断。
如某演员“移民并转移资产”的谣言在网络转
发引起了广泛关注，对名人生活造成了不良
影响。

政治阴谋类谣言。该类谣言往往涉及国
家安全、社会稳定等敏感话题，具有极强的破
坏性和煽动性。如今年1月，孙某、李某等人
为达到博取关注和提高楼盘销量等目的，编
造传播“义务教育改革缩短学制”“高中纳入
义务教育，南京在玄武区试点”等谣言信息，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扰乱公共秩序。

健康养生类谣言。造谣者打着“科学养
生”的旗号，传播未经证实的健康知识或治疗
方法，从“神奇食物治愈百病”到“独家偏方包
治包好”，不仅误导了公众健康观念，还可能
让人错失治疗良机。

谣言的破坏力主要源于其传播性与隐蔽
性。通过社交媒体迅速扩散的谣言，不仅会
误导个体认知，还对社会整体产生影响，严重
损害法治秩序和社会信任。

传谣面临多种法律惩治传谣面临多种法律惩治

我国法律对谣言传播者设立了多层次责
任，从民事责任、行政处罚，再到刑事追责，构
成了全方位的法律规制体系。

传谣者传播虚假信息，可能侵害当事人的
名誉权。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规定，民事
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
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不实信息
可能涉及受害人的私人生活、工作关系等，通
过夸大、扭曲或编造事实，使公众对受害人产
生错误的认知和评价，对受害人身心健康造成
不良影响。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于因传播谣言导致的
财产损失或精神伤害，受害者有权通过法律途
径提起赔偿。赔偿范围不仅包括直接经济损
失，还涵盖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一些造谣行为形成规模后还可能引发网
暴，《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
意见》中明确规定：实施网络暴力行为，侵犯
他人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受害人请求行

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
持。

除名誉侵权外，一些博主通过谣言圈粉
并借此推销劣质商品，从而获取高额利润。
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
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
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
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
元的，为 500 元。经营者一旦被认定存在欺
诈，消费者有权向商家提出“退一赔三”的赔
偿请求。

除了承担民事责任外，造谣者还可能承
担行政责任。根据《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
决定》第六条规定，利用互联网实施违法行
为，违反社会治安管理，尚不构成犯罪的，由
公安机关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在

我国，谣言传播行为若扰乱社会秩序，将直接
引发行政责任，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散布谣言
的行政处罚方式包括拘留、罚款等。此外，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
法》《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
也强调，不得散布网络谣言，否则将面临行政
处罚。

网络谣言构成犯罪将追刑责网络谣言构成犯罪将追刑责

当谣言的传播超出一般扰乱秩序的程
度，影响范围扩大并引发严重后果时，行为人
还将面临更加严厉的刑事责任。

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规定，编造虚假的
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
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
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
社会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这不仅是对谣言行为本身的规
制，也是对网络空间秩序的强有力保护。

针对侮辱、诽谤造谣的行为，刑法第二百
四十六条也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
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
夺政治权利。

此外，网络谣言还可能构成寻衅滋事
罪。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有追逐、拦
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在公共场所
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等寻
衅滋事行为的，构成寻衅滋事罪，处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关于办理利用信
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五条也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辱
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以
及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
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
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
严重混乱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网络平台止谣不利也要担责网络平台止谣不利也要担责

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平台应当为用户
提供良好的服务，并保证所提供的信息内容
合法。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互联
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
播含有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
定以及侮辱、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等
内容的信息。一旦发现违法内容，平台应立
即停止传输、保存记录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该规定赋予平台对信息内容的审查和处理责
任，要求其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违法信
息进一步传播。如果平台未能履行这一义
务，将可能对扩大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我
国网络安全法同样要求网络运营者应当对用
户发布的信息内容进行监督和管理，若平台
未能有效监督用户发布的信息内容，甚至放
任不实信息传播，将与谣言传播者共同承担
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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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丰台公安分局和义派出所三级反诈
中心数据显示，该中心经手的案例中，约八
成受骗者的年龄在18岁至55岁之间。中青
年为何成为受骗的“重灾区”？因为，骗子为
每个年龄段都量身定制了骗术！

案例案例❶❶
网恋男友交账户诱导上钩网恋男友交账户诱导上钩

34岁的单亲妈妈小吴独自带着孩子生
活，因为孤单寂寞，在网络空间寻找慰藉，于
是，她在一个微信群里遇到了自己的“真命
天子”老李。

老李通过群聊添加了小吴的微信好友
“搭讪”，两个人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所以
越聊越投机，随后发发照片、打视频电话、嘘
寒问暖，身在异地的老李还频频给小吴点外
卖、订鲜花，短短一个月，小吴就陷入了热
恋。

让小吴感到踏实的是，老李竟然把他的
理财账户交给自己打理，账号密码一点儿没
藏私，还把“内线”也介绍给了小吴。不到两
周，跟着“内幕消息”操作，老李的账户就从
50万元涨到了70万元。如此高额的收益，
让小吴也心动了。

“你要是有闲钱，也开个账户，咱们一起
赚钱，等我们攒够了钱，你换个大房子，我就
去北京找你。”老李说。对未来满是憧憬的
小吴，在“男朋友”老李的帮助下开设了账
号，将16万元转了进去……

揭秘揭秘 落入落入““温柔温柔””杀猪盘杀猪盘

接到预警信息，苗智媗他们立即拨打
了小吴的电话，可小吴并不相信自己被诈
骗了。苗智媗三次上门，小吴都拒绝配
合，还理直气壮地说“我的钱我爱给谁给
谁，你管不着”。又经过几次三番沟通后，
小吴才同意走进派出所，和警察坐下来聊
聊。

骗子对小吴的洗脑到了什么程度呢？

她竟然找了个朋友和她一起“演戏”骗民警，
说那16万元是借给对方买房了。苗智媗找
到这个“买房的朋友”核实，一问细节，全露
馅了。苗智媗回忆，当时小吴坚信自己投资
的钱能连本带利取出来。为了“叫醒”小吴，
苗智媗用激将法说：“你能提现出来我就请
你吃饭！”小吴信心满满地回答：“等我提出
钱请警官吃饭。”

苗智媗意识到小吴并没有彻底清醒，在
接下来的日子里，她不停地通过微信和小吴
聊天，提醒她不要再转钱给那个理财账户。

两周后，苗智媗收到小吴发来的信息，
上面写着：“苗警官，我知道我被骗了，但还
好我没有继续投钱，不然损失更大！我很想
跟你说声谢谢，谢谢你这么长时间没有放弃
我。”

原来，账号里的钱一直提不出来，老李
也没了信儿，直到这时小吴才认清了自己被
骗的事实。

案例案例❷❷
上上““官网官网””取消校园贷损失惨重取消校园贷损失惨重

一个电话，扰乱了90后小李的生活——
客服说，央行调整贷款利率，提醒他及时调整
名下校园贷的利率。

“我没有办理过校园贷啊！”小李很肯定
自己没有办理过这种贷款，他赶紧和客服反
映。“客服”体贴地询问他：“是不是别人用您
的身份证办过校园贷？您得赶紧处理，避免
影响您的征信，如果征信出了问题，会影响
您后续的生活。”

在“客服”耐心地一步步引导下，小李通
过手机登录了“官网”，一通操作之后，终于
顺利地关闭了自己的校园贷。

结果，这通操作让小李损失惨重，共被
诈骗了21万元。

揭秘揭秘 掉进掉进““征信征信””的陷阱的陷阱

苗智媗介绍，许多事主都中招了“虚假

征信类”诈骗，比如办理过校园贷的，诈骗分
子会为你准备一套调息的诈骗套路，没有办
理过校园贷的，诈骗分子会为你准备一套关
闭校园贷的套路。为什么像小李这样的年
轻人频频中招？是因为他们更注重个人的
征信问题，犯罪分子就是抓住这一点，专门
设计了征信诈骗的手段。

关于“征信”问题的诈骗案例屡见不鲜，
有的说你有贷款逾期，有的说你在境外有消
费记录，还有的说你的信用支付类工具存在
异常，而这些也正是不少中青年人日常生活
中经常使用的工具。

苗智媗提醒，个人征信由中国人民银行
征信中心统一管理，任何单位与个人都无权
删除修改。一旦对方和您提到征信问题，就
要提高警惕，可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查询自己
的征信问题。

支招支招
不点链接不扫码不点链接不扫码 客服来电要警惕客服来电要警惕

1.加强对反诈信息的关注
诸如ETC、新能源汽车系统升级、退税

这类骗术，有明显的时效性。反诈部门会在
骗术发生后以最快的速度发布骗术解密，及
时关注相关信息，可以为自己保驾护航。

2.不要随便点击链接
通过网络方式进行操作的时候，一定要

谨记，不要随便点击链接、弹窗和扫描二维
码，要通过官方的应用商店，避免遭遇“李
鬼”网站和“李鬼”APP。

3.避免现金往来
诈骗分子会通过多种方式骗取钱财，比

如采取线上骗人、线下取钱的方式，当对方
提出要现金或将钱换成贵金属邮寄到指定
地址时，一定要提高警惕。

4.及时接听96110来电
如果接到 96110 来电，一定要接听，这

说明你已经或正在被诈骗分子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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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造谣传谣触及哪些红线

电诈“剧本杀”围猎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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