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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消息泛濫

在網絡時代，任何人只要能夠上網，
都可以隨時隨地發放和接收訊息。

所謂「假新聞」問題，是大量在網
絡上傳播的消息內容不實或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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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消息 vs  假新聞

要指出的是，很多「有問題」的消息，並非來自新聞機構。

新聞應該是指由專業的、以報道時事為主業的新聞媒體發送的報道。這
些媒體包括有規模的報章、電視台、電台、新聞網站等。

較爲準確的説法是，我們面對的是「假消息」問題，這些假消息有部分
是有問題的新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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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訊息和惡訊息

學者專家大致將有問題的資訊分爲兩大類：

 錯訊息（Misinformation） - 在無意造成傷害的情況下分享的錯誤訊息。

 惡訊息（Disinformation）- 「故意」製造和發放對他人造成危害的錯誤訊
息

 惡訊息對社會造成的傷害較大。爲了政治或商業利益，有人通過有組織的
「內容農場」大規模杜撰和發放假消息，試圖影響群衆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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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假消息 後果可以非常嚴重

揮之不去的陰謀論

2016年前後，在美國右翼團體圈子流傳一個陰謀
論，指某些民主黨官員和一些餐廳串通進行人口
販賣和兒童賣淫活動，其中一家是在首都華盛頓
的Comet Ping Pong 義大利薄餅餐廳。雖然主流媒
體和執法部門都曾徹底調查過這個稱爲Pizzagate
的指控，證實毫無根據，但很多右翼激進份子仍
然深信這個陰謀論。

2016年12月6日，一名右翼份子持槍到餐廳調查
指控，在餐廳內開了一槍，幸而無人傷亡。2019
年，這餐廳又被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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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假消息 後果可以非常嚴重

枉死的「拐子佬」

◦ 2018年6月，在印度東北的Assam邦，小
童被拐帶的謠言甚囂塵上，主要通過

WhatsApp 傳播。

◦兩名男子開車路過當地停車問路，被誤
認為拐子佬，被群衆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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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假消息 後果可以非常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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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單靠媒體做「守門人」

在未有互聯網的年代，群衆主要通過報章、電視、電台等大衆
傳媒獲取資訊，而這些主流媒體大多以肩負「守門人」角色爲
己任，不會發送未經核實的謠言。

但這個「從一點到多點的單向傳播模式」，已經隨著互聯網的
普及而終結，變爲「多點到多點的雙向互動傳播模式」，群衆
再不能靠主流媒體做訊息的「守門人」，因爲只要有手機或電
腦能夠上網，每個人都可以隨意發送或接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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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止假消息傳播 人人要做「守門人」

要遏止不實消息的傳播，除了執法之外，最重要是大家自己懂得怎樣過濾資訊，
辨別真假，去蕪存菁，不人云亦云，不轉發不實的訊息。懷著存疑的態度，核查
資訊的真僞。

大家最起碼應該對可疑資訊做一個簡單的 REAL 測試：

1. Real （真的嗎？）- 這條消息看來是真的嗎？還是假的？

2. Evidence （有證據嗎？）– 有證據證明消息是真的嗎？消息的來源是誰？

3. Ask （問問其他人？）– 問問其他人和相關消息來源，印證消息真僞。

4.  Look （看看其他媒體？）– 看看有沒有其他可靠媒體報道同一件事。

資料來源： BBC Fake news teaching resources 9



深度查證

看似像樣的網上消息，怎樣核實它的真僞和可信度？

1. 留意網站的網址和URL有無異樣。有規模和廣爲人知的媒體通常擁有自
己的專屬名稱，網站地址標準化。

2. 細閲網站「有關我們」部分，了解運作這個網站的機構是誰和有什麽背
景。

3. 報道裏引用的資料來源，包括人或機構，他們有相關領域的專業知識嗎？
有利益衝突嗎？最好是搜一搜他們的背景，看看有沒有不對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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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查證

4. 很多假消息以「螢幕擷取畫面」方式流傳，看似來自可靠來源，但其實
是僞造的。如有懷疑，應該瀏覽相關消息來源的官方網站。

5. 對於來歷不明的疑似假消息，應該瀏覽相關政府部門、專業機構、可信
度高的媒體等網站，印證報道內容是否正確。

6. 報道內的照片和視頻，可以用「反向圖像」搜索，看看是否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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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假消息分類

其實，虛假消息古已有之，只是傳播的方式不同而已。大家熟識
的成語，早已將各種失實和誤導的傳聞概括分類：

1. 移花接木
2. 似是而非
3. 以偏概全
4. 斷章取義
5. 不盡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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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移花接木

在數碼世界，以假亂真很容易。

經常有人拿來一張舊照片，再
杜撰一個圖片説明，達到他們
擾亂視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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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似是而非

實情是，樂山大佛從
來都「全露」，腳趾
或身體其他部分被淹
不是常態。

中國新聞網 2022年8月 BBC 中文網 2020年8月 14



3. 以偏概全

15



4. 斷章取義

某人在某時某地就某事發表的
言論，跟當時的語境有重大關
係。如果不顧語境，將言論獨
立來看，言論的意思就改變了。

以新聞報道而言，最常出現的
錯誤，是在報道某人就一個議
題發表的言論時，有意或無意
地做出不適當的刪節，如漏報
相關觀點的前設或引發相關觀
點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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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盡不實

一件事情發生的背景，
對理解涉事者在相關
時間和地點做出的行
動和發表的言論非常
重要。

評價一則消息的真僞
和可信性，要看它提
供的背景是否全面。

17



查核事實容易 澄清觀點困難

「移花接木」和「似是而非」的假消息比較容易查證，因爲對錯分明。

較難處理的是「以偏概全」、「斷章取義」和「不盡不實」的假消息，
因爲查證涉及判斷，查證結果不容易得到所有人信服。

瞎子摸象的故事雖然耳熟能詳，事實上，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盲點，
傾向收聽收看跟自己想法相近的觀點和「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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謊言變「事實」

謊言只説一次，仍是謊言；
重複一千次，就會變成真理。

德國納粹黨宣傳部長戈培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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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音壁」效應

網絡時代，社交媒體根據用家瀏覽
偏好，運用演算法推送用家認同的
內容，令人只收到和自己「同聲同
氣」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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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回音壁效應令人更加堅信自
己的看法，不願意接觸或接受和自己認
知不一樣的意見和事實。

「回音壁」效應

「我不喜歡這個電視台，它報道我不能接受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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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聽則聞 謠言止於智者

要遏止假消息，有賴大家提高警覺：

不輕信傳言

盡一己之力核實有懷疑的信息

不隨便轉發可疑的信息

保持開放的態度，走出思想的舒適圈，接觸不同的觀點，
主動看從未看過的媒體，減少回音壁對自己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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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新聞教學資源

香港：

浸大事實查核 https://factcheck.hkbu.edu.hk/home/
Annie lab@HKU https://annielab.org/
事實查核實驗室 https://www.factchecklab.org/

外地：
AFP Fact Check https://factcheck.afp.com/
UNESCO https://www.unesco.org/en/communication-information/media-

information-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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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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