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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遭遇“群扰症”：

网络群组成恶意营销聚集地
“微信群、QQ群、贴吧群……加的群越多，为何越烦？”

翻看被群聊信息占据的聊天列表，不少网友抱怨自己正遭遇“群扰症”：“这种食物不能

再吃了！”醒目标题让人真假难辨，不少聊天群甚至成为谣言传播的温床；有的群组由于缺

乏平台监管，有意无意地成为违法犯罪行为的“帮凶”；有的群聊看似信息满满实则杂糅，从

花式营销信息到拉票寒暄，令人烦恼不已。

破解群组困扰，规矩必不可少。日前，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印发《互联网群组信息服

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不仅明确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提供者落实信息内容安全管

理主体责任，也对群组建立者、管理者包括群组成员列明规矩、画出红线。

封面

“输了就想赢回来，后来下注越来越大。”

今年9月，广西南宁一名中学生收到家人的学

费及生活费转账后，却参与了某QQ群赌局，

两天内被骗走了1.6万元学费。据了解，在当

事人加入该QQ群时，群中人数已超1200人。

今年9月，天津市首例利用微信赌博案开

庭。去年底，3名犯罪嫌疑人通过组建网络群

组，组织群内成员以发红包金额的尾数大小为

“押注”，谎称猜中者可获得倍数不等的奖励，

先后召集百余人参与这场“虚拟赌局”。截至

案发时，群组内所发赌资累计已超过30万元。

不仅是层出不穷的在线赌博骗局，如今

不少违法分子屡屡借助网络群组私密性强、

扩展迅速的特性“掩护”其违法行为。有的利

用网络群组寻找交易公民个人信息的买家，

甚至有的还在群组中公然售卖公民个人信

息；有的通过收款入群等手段传播、售卖色情

淫秽视频；还有的则盯上了网络群组背后的

熟人关系和圈子特点，打着各类旗号从事非

法传销行为。

“大胆跟着干，月收入上万。”“动动手，张

张嘴，收入就像自来水。”今年以来，成都市公

安经侦部门已先后侦办“1040工程”“五行币”

“众善行”等系列组织领导传销案件，这些传销

案件多利用网络群组进行宣讲洗脑和上下线

联系。报告显示，这些微传销参与人员保守估

计在千万人以上，参与金额可达数千亿。

“在一些不法分子眼中，网络群组已成为

其进行犯罪预备、犯罪联络甚至销赃的重要方

式。”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

巍指出，这些群主建群的目的就在于组织犯

罪，同时也存在群主明知某成员利用群工具进

行犯罪却放任不管的情况，进而造成违法行为

的二次传播。

群主有意为之，平台不能放任。姜奇平

认为，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发挥平

台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对恶意从事违法违

规行为的群组采取警示整改、暂停发布、关闭

群组等处置措施，直至报有关部门处理。同

时也应与网络监管部门等形成良性互动，明

确权责界定，改变诸如“技术可行却无权处

理”的管理困局。

“你吃的肉松蛋糕竟是棉花做的！”今年5

月，不少微信群、QQ群中开始流传这样一则

令人瞠目的视频。该视频通过水洗、火烧等所

谓实验手段，试图证明部分肉松系棉花制成。

很快，食品监管部门辟谣：“可燃并不能证明肉

松是棉花做的。”

随着各类手机即时通信软件的应用和普

及，“群生活”已成为很多网友的日常必需。然

而，一些网络群组却被人利用，成为谣言散布

和传播的“始发站”。从闻所未闻的健康养生

信息到骇人听闻的治安事件，从煞有介事的文

字描述到“有图有真相”“视频为证”的推波助

澜，起源于群聊的谣言内容花招迭出。群成员

稍有不慎便会中招轻信，甚至在无意中参与了

谣言的扩散传播。

网络群组缘何成为谣言“重灾区”？清华

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常江分析，区别

于新闻报道和自媒体，源自网络群组的信息

在生产和流通上缺乏把关机制，再加上网络

平台本身的传播特质，使得这些群内聊天能

被便捷地二次传播，导致群聊中谣言易发多

发。

破除群聊谣言，群主应负责任。《规定》明

确“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的责任体

系，同时要求群主“依据法律法规、用户协议和

平台公约，规范群组网络行为和信息发布，构

建文明有序的网络群体空间”。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所谓的内部资

料、历史秘闻等猎奇微信，不发！”去年11月，

山西日报理论评论部创设了“晋理轩·好好学

习”微信群，创立之初就通过制定详细群规，对

微信群聊内容加以规范，同时安排管理员值

班，对谣言等不良信息予以警告提醒，拒不听

劝者则将被“请”出群组。

群主有权，但也并非独大。“群成员能做

的，不仅仅是单纯被动地遵守群规。”中国社科

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建议，借助高

效的协同合作模式，群成员不仅可以协助群主

及时发现和处理谣言及造谣者，还能对不作为

的群主加以监督。

第四十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显

示，截至 2017 年 6 月，我国手机即时通信用户达 6.68 亿，较

2016 年底增长 2981 万，占手机网民的 92.3%。“一人多群”的

“群生活”成为常态，然而随之而来的“群骚扰”却令人不胜其

烦。

打开聊天软件，点开一看却发现多为各类营销广告，“有

时候怕错过了重要信息，还不得不点开看看。”冗余满溢的营

销信息或许无用，恶意营销却实属有害。教师节前夕，辽宁沈

阳不少市民所在的聊天群出现了一条名为“教师节红包收取

中”的链接，点击打开后用户需要先将相关页面分享至其他群

才能获得所谓的“现金红包”，甚至点击退出后还会被强制跳

转至某购物页面。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黄河建议，群成员作为潜

在消费者，不仅需要自主学习，提高媒介素养尤其是分辨恶意

营销信息和虚假违法广告的能力；还应当积极行动，抵制虚假

营销信息的骚扰。

“求帮忙！我正在参加一项比赛，请为我投票！”从才艺比

拼到作品评选，各种商业或非商业的微信投票，如今已成为

“搅和”一些微信群的主要原因，甚至有网友直言“只是为了投

票而存在的群，不加也罢。”

越来越多的网友吐槽，网络群组已沦为商品恶意营销、网

络投票和低质杂糅信息的“聚集地”，严重影响了正常交流和

使用体验；而群聊中的跟风附和与动辄而来的语言攻击，更让

不少人苦恼。“人们在网络社交群组中的一切言论和行为，都

不应当有和线下不同的标准。”常江建议，在一些有专门主题

或功能的群组中，以成员共识的方式确保沟通有效性，是消除

“群骚扰”的办法之一。

“健康良性的群组状态，离不开平台、群主和群成员三方

的共同努力。”朱巍表示，对于不涉及违法违规行为的群聊烦

恼，需要群成员自觉承担虚拟空间的社会责任，“群主和平台

保证的是底线，而关键更在于每一个群成员的公民意识和责

任意识，要能跟上虚拟空间和网络技术发展的速度。”

花样迭出 肆意传播 群聊天滋生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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