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 刚过去的 2018 年对于

社交媒体来说是充满

动 荡 的 一 年 。 以 行 业 巨 头

Facebook 为例 ，不久前 ，美国

媒体 BuzzFeed 汇总了其一年

大事件 ，发现这家社交网络巨

头几乎每 12 天就曝出一个丑

闻 ： 泄露和贩卖用户隐私 、操

纵选举 、仇恨言论问题……今

天 ，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我

们的生活创造便利的同时 ，越

来越多 “行业内幕 ”被揭露 ，这

也加速了人们与社交媒体之

间“蜜月期”的结束。

在去年 Facebook 遭受的

众多 “指控 ”中 ，最严重的莫过

于有关缅甸种族清洗和罗新

亚人大屠杀事件引起的风波 。

去年 8 月 ，联合国尖锐地批评

了 Facebook 放任其平台被用

来煽动暴力和仇恨。 对 90%的

缅 甸 人 来 说 ， 互 联 网 和

Facebook 几 乎 是 同 义 词 ，

Facebook 是他们唯一的新闻

来源 ，他们自然无法鉴别假新

闻和可信报道。 极端分子的大

量虚假言论构成了缅甸人对

罗新亚人的认知 。 “他们要占

领和窃取我们的土地 、食物和

水 。 ”一位缅甸网友在采访中

说。 一个又一个极端用户的帖

子仿佛树枝和木柴 ，最终点燃

了现实中的熊熊火焰。

发 生 在 缅 甸 的 这 场 灾

难 ， 用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

桑斯坦的话来解释 ， 是一场

由互联网的 “回音室效应 ”所

导致的 “群体极化 ”现象 。 所

谓的 “回音室效应 ”，指的是

当新闻和信息经过算法的筛

选 ， 而非以完整原貌呈现在

人们面前时 ， 人们看到和听

到的只能是 “回音室 ”里不断

被印证和放大的一己之见 。

这让一些偏执狂和阴谋论者

意识到他们自己并不孤单 ，

“群体意见中某些既有的偏

向 ，经过商讨以后 ，群体成员

继续沿着偏向的路线前进 ，

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 ” （桑斯

坦 《网络共和国 》），这就为现

实生活中暴力和仇恨的滋长

提供了温床 。

除了假新闻和极端言论

的泛滥 ， 用户隐私问题也让

公众对包括 Facebook 在内的

许多社会媒体产生了深层次

的信任危机 。 自去年 3 月爆

出史上最大规模数据泄露事

件 、 扎克伯格因此出席国会

听证会接受 “审问 ”之后 ，一

连串关于安全漏洞和滥用隐

私 问 题 的 指 责 一 直 持 续 不

断 。 就在最近 ，又有 “实锤 ”指

控 Facebook 在用户不知情的

前提下与 Spotify、Netflix 和微

软等多家公司达成数据共享

协议 。

这一系列丑闻都在表明 ，

当我们免费享用互联网的资

源时 ，我们的个性和性格本身

就成了商家们 “待价而沽 ”的

商品。 通过搜集我们在网络上

留下的痕迹 ，算法技术可以轻

易地给用户贴上标签 ，这不仅

仅有利于企业把这些数据作

为商品进行贩卖 ，更能够精准

化地对用户进行 “投喂式 ”推

送。 无论是在今日头条浏览新

闻 ，在知乎提问 ，在网易云音

乐下载歌曲 ，还是在抖音刷小

视频……久而久之 ，这些社交

媒体主动推送的内容都变得

与我们自己之前的搜索记录

大同小异 。 从表面上看 ，这似

乎是一个搜索引擎们利用算

法技术为用户量身定制的信

息世界 ，但相伴随的往往是咄

咄逼人的营销广告。

这 些丑闻和来自社会各

界的压力也让各社交

媒体们意识到 “痛改前非 ”的

刻不容缓。 “为防止选举干扰，

我们已改进了识别虚假账号

的系统 ； 为组织有害信息传

播 ， 我们已建立人工智能系

统 ，能自动识别和删除与恐怖

主义 、 仇恨言论相关的内容 ；

为了确保用户控制自己的信

息 ，我们减少了广告系统中使

用的诸多第三方信息。 并开始

构建‘Clear History’工具，它将

使人们对自己的浏览历史有

更多控制权 ，并让人们从我们

的系统中清除它……”去年年

底 ，扎克伯格在个人账号上发

布 “ 年 度 总 结 ”， 提 及 了

Facebook 这一年来为净化网

络空间的各项努力 ，并称为公

司在 2018 年取得的进展感到

骄傲 。 但是 ，许多人对此并不

买账 ，国会认为 Facebook 的这

些举措并没有完全兑现 ，它需

要做的仍然更多。

媒体也在 “泼冷水 ”。 比

如 ，《纽约时报 》最近发表的一

篇报道就揭露了 Facebook 为

鉴别有害言论而制定的 “规制

手册 ”以及其使用过程中的混

乱和无序性 。 其导致的后果

是 ， “Facebook 成为全球言论

更强大的仲裁者 ，它对于人们

应该被允许发布什么的决定

不仅是武断的 ，而且是反复无

常的 、 自私自利的 ”。 对此 ，

一位传播学教授给 《纽约时

报》回信称：“像 Facebook 这样

能够掌控人们言论和民主表

达的媒介 ， 需要政府冷静 、系

统地进行监督和监管。 ”

可以看到 ，今天的社交媒

介通过掌控人们的话语权而

拥有巨大的权力。 但社交媒体

能进行有效的自我监督吗？ 恐

怕很难。 社交媒体始终在寻求

利润最大化和履行社会责任

之间存在一定张力。 无论是将

用户 “标签化 ”的行为 ，还是那

些为博眼球而缺乏中立的言

论和流言 ，往往能吸引流量和

资本 ，对这些问题的自我监督

不仅与企业的营利目标背道

而驰 ，还需要耗费更多的金钱

和人力成本。

因 此 ，要真正解决这些问

题不能全部寄希望于

企业 ，对社交网络 “阴暗面 ”的

监管亟待政府和法律的介入 。

算法和大数据技术不应成为

无法被问责的黑箱 ，用户在个

人信息的被使用问题上应享

有更多的知情权。 随着虚拟空

间与现实世界之间界限的日

益模糊 ，网络上的一点点 “恶 ”

很有可能被无限放大 ，造成严

重后果 ，因此 ，对网络空间的

治理 ，其主体和动力机制仍然

需要进一步探索。

而从个人的角度来说 ，保

持警惕 、保持开放 ，这样的态

度应重回网络社交的核心场

域———社交媒体让人与人的

关系变得前所未有地紧密 ，也

让人们更容易遇到志同道合

的人 ， 但同现实生活一样 ，并

非所有的链接都是好的链接 ，

在这个人人拥有话筒和镜头

的时代 ，更应该提高甄别信息

真伪的能力。

值得庆幸的是 ，社交媒体

们似乎已经意识到 ，用户已经

厌倦了自己被当作企业调研 、

采集数据的样本 。 在谈及对

2019 年社交媒体的展望时，社

交 媒 体 管 理 系 统 公 司

Hootsuite 的 CEO 瑞恩·霍尔

默斯的态度仍是乐观的 ： “用

户希望被视为真正的个体 ，而

不是人口统计学上的个体。 钟

摆正在回到社交的根源 ：真实

的 、个人的和可靠的 。 ”毕竟 ，

信任才是社交的根本 ，用户的

信任亦是社交媒体们安身立

命的根本。 回归用户真实的社

交需求 ，这是未来企业们破釜

沉舟的关键。

新的一年 ，全球的社交媒

体或许将迎来一个关键性的

转变，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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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

“蜜月期”过后，

社交媒体将何去何从
本报见习记者 陈瑜

社交媒体们似乎已经意识到，用户已经厌倦了自己被当作企业调

研、采集数据的样本。 “用户希望被视为真正的个体，而不是人口

统计学上的个体。 钟摆正在回到社交的根源：真实的、个人的和

可靠的。 ”毕竟，信任才是社交的根本，用户的信任亦是社交媒体

们安身立命的根本。 回归用户真实的社交需求，这是未来企业们

破釜沉舟的关键。

桑斯坦 《网络共和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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