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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共推動網絡文明與網民生態觀察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暨電訊傳播研究所羅世宏教授主稿 

 

 「網絡文明大會」橫跨多部門和多議題，企引導娛樂明星的網路言

論，避免過度娛樂化和滋眾攻訐。 

 會後約談處罰豆瓣網、新浪微博，發布三項網路新規，包括禁暱稱

低俗，禁直播散布遭禁言論和擾亂社會秩序，及打擊網路水軍。 

 中共企圖掌控去政治化的新一代青少年，惟將面臨管控效益銳減，

或產生反效果。 

 

（一）前言 

  2021 年正逢中共建黨百年，又是「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第

三份歷史決議」的一年，按照中共官方設定的節奏，是放大主旋律、

鞏固權力於一人一黨的關鍵時刻，牢牢控制社會輿論、消弭社會雜音

必然是重中之重。然而就在疫情在中國大陸得到控制之際，2021 年

在網路空間卻不斷出現難以全面控制的輿情事件，特別是 6、7 月間

微博爆發娛樂明星吳亦凡的性侵醜聞，引起大批忠實粉絲（所謂「飯

圈」文化）聚眾騷動，以及 11 月初爆發中國大陸網球明星彭帥在微博

控訴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兼副總理張高麗性侵及兩人之間的特殊性關

係，引起中國大陸網民各種暗諷與國際關切等事件。 

  2021 年 11 月 19 日首次舉辦的「網絡文明大會」，可說是在「十

九屆六中全會」之後企圖重新掌控網路與論場的新一波網路政治動員

和整治行動的序幕，各種網路新規紛紛在會後公布，著重引導娛樂明

星的網路言論，避免過度娛樂化和滋眾攻訐。 

   

（二）會議概況與會後三項新規 

  在北京這場首度由中共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簡稱網信辦）、中

央文明辦和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共同主辦的「網絡文明大會」

上，向來親手緊抓網路控管最高決策權的習近平以賀信形式向大會表

示祝賀，信中強調：「網絡文明是新形勢下社會文明的重要內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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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網絡強國的重要領域」。習近平在賀信中表示，要堅持發展和治

理相統一、網上和網下相融合，廣泛匯聚向上向善力量。 

  這場召集跨部門（除網信辦之外，還包括中央統戰部、最高人民檢察院、

國家發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商務部、市場監管總局、中國科學院、國務

院未成年人保護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多議題（包括網路的內容建設、生態

治理挑戰與應對、法治、青少年網路文明素養、數據與演算法、網路公益慈善與

平臺經濟誠信建設）的「網絡文明大會」，以所謂「數字凝聚向善力量、

網絡公益文明發展」為主題，目標設定在「要讓中共的創新理論透過

網絡『飛入尋常百姓家』、加強網絡空間道德建設、加強網絡空間生

態治理」，並且延續強化此前推動的一系列包括「清朗」、「淨網」、「護

苗」等專項整治行動。 

  會後，網信辦旋即宣布若干有關網路整治的新規定，並且相繼約

談處罰豆瓣網、新浪微博，理由是這些平臺「屢次出現法律、法規禁

止發布或者傳輸的訊息，情節嚴重」，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

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律法規，責令其立即

整改，嚴肅處理相關責任人。從 2021 年 1 月至 11 月，新浪微博被除

以 44 次重罰（每次最高 50 萬元罰款），總共累計罰款人民幣 1430 萬元。

豆瓣網也遭嚴格整治，同一期間遭受 20 次重罰，共累計罰款人民幣

900 萬元。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網絡文明大會」會後至少還有三項網路

新規被雷厲風行地執行。首先是 12 月 1 日新浪微博在官方要求下發

布微博新規，禁止網民的暱稱使用帶有明顯低俗或侮辱性詞彙，例如

「二貨」、「SB」、「 癟三」、「 娘炮」等，並且要求用戶在一週內改

正，否則將遭受刪除帳號等處分；同日生效的「網際網絡直播服務管

理規定」對直播平臺、主播和觀看者都祭出前所未見的嚴厲要求，一

方面是道德規訓，禁止直播平臺傳播色情、暴力、謠言、詐騙等信息，

特別是給青少年身心健康帶來的不良影響，另一方面是出於政治管

控，要求「不得利用直播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破壞社會穩定、擾亂社

會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權益、傳播淫穢色情等法律法規禁止的活動，

不得利用網際網絡直播服務製作、複製、發布、傳播法律法規禁止的

信息內容」。根據新規，網路主播實行「實名制+黑名單」制度，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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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主播萬一因違規而被納入黑名單，或將被處以永遠禁止重新註冊

帳號的嚴厲處分。而為彌補直播主以快閃或打游擊方式傳播不良訊

息，新規也要求網路直播平臺應保存網路直播服務使用者發布的內容

和日誌訊息達 60 日。換言之，這將讓直播主將無法逃避事後的處分，

從而產生加強自我審查的寒蟬效應。除重新強化對青少年網路使用者

的規訓，禁止「娛樂至死」的網路亂象，第三項值得注意的網路控管

措施是 12 月 22 日起由中央網信辦啟動全國部署實施的「清朗·打擊

流量造假、黑公關、網絡水軍」專項行動。這也明顯是中共中央為奪

回「野蠻生長」的中國大陸網路生態的官方輿論主導權所祭出新一波

網路整治行動 

 

（三）中共企圖掌握去政治化的青少年 

  為什麼中共需要如此大費周章、接二連三地加大對網路空間的打

壓與整治？除前述正值中共建黨百年與「十九屆六中全會」的敏感政

治時機、想方設法牢牢控制網路輿論之外，中共也似乎意識到在少子

化時代、甚至已進入「獨生子女所生的獨生子女」的新一代青少年（當

前以所謂「95 後」「00 後」「05 後」為主體的中國大陸青少年粉絲群體），已經

逐漸開始發展出逃避傳統政治權威與規訓的傾向與能力，並為此而感

到焦慮和擔憂。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發佈的「中國統計年鑒 2021」

顯示，2020 年全國人口出生率為 8.52‰，首次跌破 10‰，創下自 1978

來的新低。在這個脈絡下出生與成長的年輕一代，或許沒有政治異議

的覺知與傾向，但也不像他們父母一代那麼在乎、那麼容易回應來自

政治權力的召喚或指使。 

  因此，雖然在「十八大」以來，中國大陸網路空間的政治異議性

言論與表達已經受到高度壓制，但新一代年輕網路使用者似乎也開始

以他們的方式「去政治化」，寧願把注意力放在電玩遊戲、「飯圈文

化」…等娛樂消費活動上，而非如過去那樣仰望聆聽來自中共的政治

律令，甚至時而表現出冷漠、逃避或興味索然的態度。這種青少年文

化傾向，可能是某種普遍的網路世代現象的一環，其實不一定值得大

驚小怪，但在一心一意想要打造習近平與毛澤東比肩地位的網路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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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卻為此感到不安，從而展開一連串針對青少年網路行為、消費與

娛樂的整治，可說是投射出家父長亟欲重新掌控網路新世代的焦慮。 

  不過，這種表面上看似短期有效的道德規訓與政治打壓，雖然能

讓網路管控部門降低網路失控的焦慮，但面對同時是網路原住民和

「獨生子女所生的獨生子女」的中國大陸青少年粉絲世代，恐怕此時

此刻高唱入雲的「網絡文明建設」或各種網路控管新規，很快就會面

臨管控效益銳減或甚至產生反效果的網路「新常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