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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机器人对政治传播的影响与纠偏

张爱军!严晓青
!西北政法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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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社交机器人在社交媒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社交机器人具有自动性%社交性%功能性和中介性等

特点#可通过干预政治事件对政治传播产生影响#既服务于政治传播速度和广度也破坏了政治传播环境$社交

机器人具有激发民众参与政治事件#加快政治传播的互动和加速信息传播速度等正面影响#也具有监视规训民

众%塑造个体威权人格%滋生民粹主义%破坏政治认同等负面影响$但对技术进行管控能够加强对社交机器人行

为的治理#机器人自身对信息的筛查作用可以应用到敏感信息的智能把关#预防信息二次传播造成影响的不断扩

大$平台对算法技术的管控能预防机器人抓取用户态度和意见#国家自身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底蕴能够加强制度自

信和政治自信#从技术上切断外部的舆论侵略%从意识形态上加强巩固#能够从根源防止机器人煽动民众极化$未

来可通过强化算法管制%升级政治传播把关%加强意识形态治理%提升全球治理水平等规避社交机器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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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嵌入在社交媒体平台中能够自动运行的虚拟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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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大量新

兴的社交平台中&除了个人自主经营的账号之外&还有大量机器人运营管理的账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

会的一项报告揭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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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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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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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的活跃账户实际上是
.'93+,S'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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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最早定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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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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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给出*!指一种在线社交网络中自主运行社交账号并且有能力进行自动发

送信息-发送链接请求的智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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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交机器人依存于社交平台&模仿用户参与信息发布-评论和转发(

由此&现在的社交网络正呈现出!人
`

社交机器人"共生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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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社交媒体作为信息发布和传播的网络流

通渠道&是了解国内外新闻的主要平台&也是进行政治传播和引导群众的重要载体(社交机器人在媒体平台

中通过信息生产-转发-评论&嵌入到人类日常生活之中&成为网络公共空间中的节点&链接进真实用户的社

会关系网络(其不仅影响用户对信息的解读和接收&在政治传播中也能发挥引导作用和干预功能(

社交机器人具有广泛的应用场景&涉足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医疗-心理等领域(根据应用领域的

不同&可以分为经济机器人-政治机器人-文化机器人-教育机器人-医疗机器人等(政治机器人在传播政

治信息-政治舆论-影响政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具有正负向效应(师文等将西方社交机器人传播

分为一级传播和二级传播'在一级传播中的机器人高频发帖&但具有影响力的用户极少来自机器人群体'

在二级传播中&机器人转发的数量与人类用户之间的转发相比频率较低&其尚不能成为促进专业媒体信

息扩散的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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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洪杰文等分析发现&社交机器人在网络空间中具有滥权行为&表现在传播虚假新

闻-误导网络舆论和降低公众认知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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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相关研究还发现&社交机器人通过驱动网络动态结构形成

新的社会传播机制&信息的传播从社会传染进展到社会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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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机器人主要有政治选举-社会动员-

政治干扰三类主要应用场景&其可通过营造虚假人气-推送大量政治消息-传播虚假或垃圾政治信息-制

造烟雾遮蔽效应混淆公众视听-塑造高度人格化形象的虚拟意见领袖影响舆论等策略&对舆论生态进行

干扰和破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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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发现社交机器人具有两面性&应摆脱社交机器人的二元工具论视角&突出社交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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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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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社交机器人对政治传播的分析侧重于消极影响&缺少对社交机

器人特点的概括&以及社交机器人对政治传播所具有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的全面分析&本文对此尝试

做进一步推进(

一%社交机器人特性与政治传播新样态

在社交媒体中&社交机器人的特点是自动化-社交性-功能性和中介性&其特性源自在平台中承担劳

动生产力&模仿用户进行社交&以及其自身的功能属性(

#一$社交机器人基本特性

社交机器人具有自动化生产传播-搭建社交关系-服务人类-中介性嵌入等特征&这些特征具有互动

性与叠加性(

第一&自动化生产传播(随着技术的发展&社交机器人已经不再等同于以往一台电脑控制许多账号

的!水军机器人"(!水军机器人"能够同时发布大量同质化的信息&容易被系统识别&而社交机器人是以

媒体平台为载体&以技术作为中介手段&通过自动化模仿用户生成信息照片-访问用户空间-点赞关注-参与

话题&并对持相同意见的信息进行转发来参与信息活动(社交机器人是!水军机器人"在网络空间中的升级

和延伸&难以被系统!封杀"&且代替用户进行情感劳动&自动进行流量生产工作&扩大信息的传播范围(

在信息生产方面&社交机器人的劳动不是保持绝对的中立性&而是在科技巨头的控制下有目的-有偏

向地进行自动化生产和传播&在政治传播方面&这种偏向更加明显(用户参与传播的前因性因素主要与

自身的社会认知-国家宣传-经济地位-知识存积等相关&而社交机器人缺乏社会认知&不具有思想性&生

产何种信息-建立何种用户关系网均是在科技巨头公司控制下(在传播效果层面&社交机器人比真实用

户在社交平台中的活跃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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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够在自动化生产信息过程中搭建社交网络&并在算法的加持下进行

个性化推荐&实现精准传播&使持相同兴趣及意见的用户浏览同一信息的几率增加&针对有影响的用户账

号加强信息传播&提高信息重合度&扩大建立用户联系的可能性(在此过程中&机器人能够锁定其预想的

特定用户&并进行互动&获取用户的信任&不断转发评论增加用户黏性&逐渐成为资本科技巨头预设的网

络节点&进而在节点中发布信息&形成拟态环境改变用户对政治现状的认知(

第二&社交性搭建关系(社交机器人与美国
]\.

系统的
.3)3

和中国小米旗下的小爱系列不同&从人

际关系来看&后者属于聊天类机器人&通过提前预设的问题设计答案服务用户&在语义理解和智能化沟通

中还存在局限&建立的联系也只依存于单一的交往对象(但社交机器人在网络中与用户处于相同等级&

社交平台账号与线下用户信息身份的脱离&使得每个账号在社交平台中都是平等的存在&社交机器人所

控制的账号以及身份也就合法化了&可以利用网络同时与多用户进行信息交流(

社交机器人基于网络中的信息发表意见&参与网络热门话题进入用户现实中的社交网络&其!真实

性"往往难以判断(这是因为社交机器人能通过!情感计算"提高共情能力和信息沟通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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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被

用户认为是平等的沟通者&是网络中的真实用户(社交机器人之间还存在类似人类的社交关系网络&相

互联动&真实度更高(且社交机器人之间更容易产生信息互动&长时间网络在线和更优传播效果&使得它

在社交媒体中的地位逐渐上升&成为分支较多的网络节点&可编织以社交机器人为中心节点的社会关系

网络&进行信息意见的流动(

第三&功能性服务人类(现阶段&互联网介入人类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各个层面&移动终端成为用户获

取信息的重要载体&社交媒体成为用户信息交流的主要平台(平台本身并不具备生产信息的效用&而仅

仅是提供一个信息自由流通的渠道&主要由用户在其中进行内容生产-浏览-沟通和反馈&创造个人数据

和流量&不断充实并扩大平台规模&但用户数据自身并不存在意义&有意义的是个人数据中所包含的兴趣

爱好及隐私信息(看似用户在信息生产与信息获知中达到平衡&实际上社交媒体平台作为资本&谋利是

其本质需求&平台表面上赋予用户自由生产和创作的权利&以及实际利用数据抓取获得潜在的利益&但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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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处于不平等状态&用户在参与话题时所生产和创造的流量均被异化为资本的劳动产品(社交机器人

作为!劳工"的一部分&在信息传播中成为与资本进行对抗的一份子(

斯麦兹认为&!绝大多数人&

!%

小时都是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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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交机器人
!%

小时社交账号在线&不断进行

信息生产-转发-搜索&此过程产生的流量均属于网络空间中的!数字劳工"(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为例&

在疫情期间&社交机器人不间断进行信息撒播&并可运用机器人之间建立的信息网络传输系统提升信息

传播速度(除社交机器人以外&还有调查机器人&负责疫情期间的防疫信息-人员调动-信息分类等工作'

编辑机器人&进行新闻写作-网页设计-信息汇总再编等工作'聊天机器人&通过既定的信息输入进行对

话&帮助用户解决既定问题等(

第四&中介性嵌入社会系统(社交机器人与人类用户发生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

.9/(9/+)0

等的研究发现&虽然社交机器人只占在线社交网络用户总数的
#<!Bg

&但其在对话中占据了显

著的中心地位&在脸书中的渗透率达到
B#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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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交机器人通过嵌入用户与社会系统&参与人们普遍关

注的信息和话题&在利益驱使下主动生成带有偏向性的意见&资本将因为逐利而进一步助推其内容不断

获得曝光并扩大影响力(不仅如此&社交机器人涉足的领域逐渐泛化&政治议题-疫苗问题-药物使用等

公共讨论中均发现了社交机器人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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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机器人与用户的信息交流范围和深度都在不断延伸(

郭小安认为&社交机器人与用户直接进行交互&共同建构-营造意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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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用户和社交机器人共同

参与数字公共空间&社交平台融入了政治-金融-医疗-教育等信息&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参与社会公共事

务&其结果反馈于社会&改变社会的基本系统&社交机器人作为潜在用户&也参与进了社会治理工作中(

#二$社交机器人与政治传播新形式

社交机器人与政治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政治运行过程是政治传播过程&政治传播影响着政治思想

运行过程的性质-程度-速度-趋势和频率(社交机器人通过传播虚假信息-参与热点话题-传播政治信息

来进行政治传播&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基于这三种方式开展(

社交机器人传播虚假信息是其进行政治传播的基本路径(互联网公司
X,'S+,I'76

公布的+

!#@B

年机

器人流量报告,显示&机器人占流量生产的
$BfE#g

&恶意社交机器人占
!#f%#g

(恶意机器人主要用来

传播虚假消息&干扰政治-金融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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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国传播学者布莱恩)麦克奈尔认为政治传播是!关于政治有

目的的传播"&政治传播是指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包括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环节&传播渠道可以

是多样化的&传播内容是涉及政治问题的所有形式的语言符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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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虚假信息被大量广泛的传播时&虚

假信息自身所附带的负面性-破坏性和高流通性及高曝光度都会对现实社会环境和传播造成不可逆的影

响(格伯纳的涵化理论表明&长期传播信息会对受众的态度有持续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么&虚假信息

的蔓延和扩散就会给用户造成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正是机器人进行政治传播的基本路径(

社交机器人参与热点议题是其进行政治传播的基础策略(社交机器人在参与政治话题的过程中&或

在话题下方引用标签发布无关内容&分享垃圾新闻'或扩散有关政治话题的谣言&弱化政治中的信息&搅

扰政治正常的局面'或运用大量异见信息传播干扰政治事件的影响力&降低话题的敏感度和话题热度&分

散用户的注意力(更为严重的是&社交机器人可在社交媒体中创建大量的虚拟账号参与政治事件&能够

依赖新技术创造虚拟数据(事实上&当下很多技术都可以结合社交机器人共同进行(例如&运用爬虫技

术时机器人接受的设定是诋毁竞争者&则爬虫技术能够不断地刷新网页&将竞争者与不良词汇融合进行

频繁点击&系统就会自动按照浏览量或搜索量进行排序(民众在点击某位人物时&平台就会自动推送点

击量最高的相关词汇或话语&进而影响民众对该人物的第一印象&改变人们对政治人物的社会认知&这也

是社交机器人进行政治传播的策略(

社交机器人传播政治信息是其进行政治传播的基本内容(社交机器人可联结算法技术对特定的信

息进行推送&例如&为那些寻求政治新闻的用户提供相关政治新闻资讯&并面向潜在选民群体定期推送投

票请求与进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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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信息传播中&用户对信息的获知大部分是属于单向的点击-浏览-阅读-评论或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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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动&但是机器人却能够对用户行为不断地重复筛选并转发拥有相同意见用户的信息&几倍数增加信

息的发送遍数以扩大影响范围(为了达到政治传播的目的&社交机器人可通过传播政治信息来进行干

预&政治信息能够直接锁定用户并建立彼此之间的联系(综合而言&社交机器人通过传播虚假信息-参与

政治话题和传播政治信息等方式来建立干预政治传播的方式和渠道(

二%社交机器人对政治传播的影响

社交机器人在参与用户议题的过程中&具有内容聚焦性与负面性-形象理性化与中立化-社交活跃性

与广泛性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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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由于其内容发布的负面性和形象设立的中立性之间存在冲突&呈现出态度上是中立

的&发布信息是看似!客观"!真实"且!权威"的表象&但实际内容多偏向负面&目的是挑起!争议"!矛盾"

!冲突"(此种矛盾使得社交机器人发布的信息更容易获得关注&也更容易树立意见领袖的特质(若从民

众参与政治事务治理这一角度考虑&社交机器人对矛盾的制造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众政治参与度&

强化了政治信息的快速传播并加速信息渗透(但若从信息真实性和态度正向性来看&社交机器人也给政

治传播带来了负面影响(政治机器人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政治传播的一个重要参与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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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其在网络空间

中&一方面&对信息进行精准化和破坏化传播&导致公共空间中用户的部分话语权被机器人占有&机器人

代表的意见与民意进行争夺&破坏公共空间的稳定性和平衡性'另一方面&社交机器人与算法技术联合规

训民众&使其具有威权人格&威权人格群体相互影响并感染进而转化为群体行动&导致民粹主义滋生并不

断扩大&阻隔民众形成政治认同(

#一$对政治传播的正面影响

社交机器人在提高民众参与-加速政治信息传播-政治信息渗透三个方面具有直接影响(

第一&提高民众政治参与度(社交机器人不断增强影响力&发布信息干扰和引导舆论&其目的就是达

到预期设定的政治影响效果&转变民众对于政治人物的看法或转变舆论(但机器人只能影响用户&并不

能直接代表用户参与政治活动&机器人要想达到预期效果&改变公众对政治人物的态度&前提即必须让公

众关注政治-参与政治事务(仅就社会信息传播速度和广度而言&它事实上促进了民众对政治的参与(

在对机器人的研究中表明&社交机器人在促进政治对话-扩大!电子民主"版图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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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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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有利于政府部门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也有利于民众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充

分运用自身权利&为两者良性互动-相互促进-推动社会进步提供了机会和可能性(如今网络化社会中&

用户更关注私人领域内的个体生活&对政治事务表现出一种漠视和消极的态度&民主的稳定受到破坏&变

得更脆弱和非公正性(社交机器人则可通过转发联动-利用大数据搜索引擎热度排名等提高事件曝光

度&使技术与社交媒体发挥双重作用&鼓励和刺激人民参与投票-发表意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公共讨

论的可能性和民众参与政治的主动性(这也意味着&想要发挥社交机器人在政治传播中的正面性&应加强对

社交机器人的改进和利用&使社交机器人更加理解民众&继而开发多重渠道促进民众参与政治活动(

第二&助力政治信息的快速传播(用户在社交媒体中的互动打破了时间和地域界限&建立了一种新

的陌生人社交网络&社交机器人则可利用该技术将拥有相同兴趣-持有相同观点的人建立!趣缘社群"(

基于同一社群的用户将因为持有相同的集体观念&更能建立起相应的信任机制&

0

@D

1在!趣缘社群"基础上

建立的组织就更具稳定性和紧密性(即社交机器人能够发挥用户关系资源的最大潜力&减少信任成本&

形成稳固的趣缘社交网络(不仅如此&社交机器人还可通过!按需"来高效地改变社交网络的动态结构&

继而相应控制社会扩散的范围和速率(这得益于社交机器人所具有的双层网络动态系统&一层是社交机

器人本身所固有的机器人联结系统&能够在同一时间开始信息的传播&达到同一平面内多点化信息爆发'

另一层是社交机器人与用户间形成的虚拟社区系统&基于社群黏性和精准性进行传播&达到垂直层面的

深度化传播&两者共同构成从社会传染到社会扩散的高效驱动传播机制(

0

C

1

!@基于趣缘社交网络和双层网

络动态系统&共同展现出社交机器人对信息传播的强大推动力(这也使得社交机器人不仅可以简单的传

)

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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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扩散信息&还可以将接触的用户进行分类&更具针对性地投放不同类型的信息内容&实现更为理想的传

播效果(例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期间&社交机器人就大量转发关于疫情的科普解说&在短时间内发挥了

巨大的传播效果(在健康传播中&社交机器人也曾被应用于进行疫情新闻速报&大量发布世界各地的疫

情发展动态&客观上起到了推动信息传播的作用(

第三&以互动加速信息渗透(社交机器人能够打通深入民众的!最后一公里"(它既能够作为中介技

术调控用户所接收的信息&还能将自身作为生产者嵌入社会交流系统中(

0

@C

1机器人在社交空间虽然存在

传播虚假信息-煽动舆论等负面行为&但其与用户的互动以及参与公共话题等行为也加速了政治信息的

渗透(一是&促动政治传播由单向言说到网络节点化传播(机器人利用社交平台对国内外政治事件进行

传播&用户和机器人能够相互交流沟通&这扩大了用户对政治事件的获知度(政治信息不再是传统媒体

中的单向传播&而是面对面交流-及时回应&提高了用户参与政治信息的兴趣(这种圈层化的内部交流&

正在逐渐消融政治与人民之间的隔膜&参与政治传播有望成为媒介用户的日常化操作(二是&政治信息

的渗透有利于政治环境更为稳定(机器人通过社交媒体进行政治信息传播&媒体平台自身也随之深入渗

透社会公共事务&社交媒体的娱乐-消遣以及维系等功能不断扩展外延&逐渐过渡成为凝聚民意-舆论引

导和政治宣传的最大平台&用户在使用平台时更容易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

#二$对政治传播的负面影响

社交机器人对政治传播具有正向影响的同时也具有负面影响&这包括使民众行为扭曲-造成威权人

格-民粹主义泛滥和阻隔政治认同等(

第一&监视规训民众(早期的社交平台是用户驱动机制运行&但随着算法技术的发展&驱动主体发生

倒置&转变为技术驱动用户进行社交&用户处于被动社交状态&主动权和选择权逐渐让位于算法(即算法

的出现导致机器人与用户建立社交关系是计算后的结果&使之沦为!全景监狱"

!规训下的被动社交(更

为细致地说&民众被社交机器人传播的虚假信息以及制造的拟态环境"所捆绑&用户对信息的选择-接收

乃至隐私都难以规避算法和技术的掌控(用户仿佛处于福柯所说的!全景监狱"&无法脱离算法推荐以及

机器人推送的信息&所拥有的思想以及参与政治传播事件均是被规训后的结果(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

界限逐渐消解&用户的个人隐私和数据成为可以被技术掌握的数字代码&最终民众成为网络中的!透明

人"&无时无刻地被监视和规训(社交机器人还可通过不同叙事方法刺激用户情感&激发用户对目标对象

的情感发生变化&并让这种情绪参与到网络评判之中&影响其下一步行动&操控民众情感和社会关系(研

究表明&机器人的数量仅需占特定议题讨论参与者的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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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改变意见气候&从而使其传播的观

点最终成为主导观点#持有超过
!

3

$

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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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个人所处的环境中群体意见出现变化时&很容易引发

!沉默的螺旋"

#现象&民众对事件引发的真实想法也会随着优势意见变化而变化&从而产生!计算宣传"&

导致民众的情感被操控(

第二&加速威权人格塑造(桑斯坦在+谣言,一书中提出!信息流瀑"概念&认为谣言存在信息流瀑的

现象&即最起初的人相信虚假信息的真实性相当于是瀑布最顶端的水流&会冲刷下面许多不相信谣言的

人&造成少数人相信谣言就会出现群体相信谣言的信息流瀑现象(这种情景中&民众失去了对信息的辨

别能力&对意见处于随波逐流状态(机器人早期通过单一片面抓取信息&并大量转发带有意见倾向的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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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监狱由法国哲学家福柯提出&是指狱卒在高处对不同牢房中的囚犯进行监视&囚犯看不到监视人且彼此之间缺乏有效的沟

通(本文是指社交机器人在技术控制下进行信息传播&用户将难以发现且不能脱离(

拟态环境由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提出&指信息环境但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

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供的环境(

沉默的螺旋由诺依曼在+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一书中提出&指人为了避免孤立&从周围环境中寻求支持&当发现

自己属于!多数"和!优势"意见时&倾向于大胆表明自己的观点&反之则迫于环境压力转向沉默和附和(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

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使!优势"意见更加强大&这反过来又迫使更多的持不同意见者转向!沉

默"(如此循环形成!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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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机器人对政治传播的影响与纠偏

息传递虚假消息&会激发网络中的信息流瀑现象&使网民产生对社会政治事件的偏见&进而积累情绪(例

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期间&部分社交机器人被用来宣传中国威胁论'在香港暴力风波中&社交机器人被

用来转发+纽约时报,中对中国的负面消息&操纵舆论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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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机器人对虚假信息和煽情信息的传播&还

将加速网民的情绪和意见在匿名化环境中形成威权人格(威权人格是指一种迷信-刻板-守旧-反智的心

理人格&这种人格会影响到用户的政治态度和对信息的解读&加重对于客观信息的误判并强化自我认知&

加深偏见和歧视(社交机器人嵌入网络平台中&单一的传递或打压某政治理念可加强政治参与者的威权

人格&一旦拥有威权人格的用户参与政治则容易对事件形成非黑即白的判断&不存在中间过渡地带&在其

所树立的鲜明态度界限下&将加剧意见的两极化并极力打压异己意见持有者(

第三&刺激民粹主义思潮滋生(民众情绪一旦从言论向行动转化&将更具破坏性和煽动性&这主要在

于民众情绪和舆论掩盖事件本身并进化为情绪和网络暴力来主导事件走向&导致精英阶层不再掌控引导

力而使民粹主义思潮滋生&且两极对立明显(社交机器人的信息扩散机制打破了媒体的单一垂直传播体

系并代之以多点化同频共振式传播&实时对话式的互动传播将加深传播效果&即社交机器人可将设定的

政治理念直接传达给用户&这种平民化视角传播相对于上下级的政治传播更容易获取用户支持和信赖(

所以&当社交机器人传播负面消息时&会加深用户与执政者间的政治间隙&引起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对

立(网民对精英阶层的无条件反对-抨击和宣泄&随之而来的就是非理性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理性话语声

音越来越小&!沉默的螺旋"应运而生&盲目随从者不断扩大&这种极端宣泄和!为了反对而反对"的跟风行

为螺旋式上升会形成强大的社会流瀑(道德评判标准坍塌&情绪占据理性&同质化话语形成!回音室"效

应&舆论主导者将实施话语霸权&异样声音被抵制&网络民粹主义即走向狂热化和极端化(在社交机器人

不断被技术赋权和话语赋权的过程中&将使民粹主义在网络传播中呈现出恶性循环样态&形成!话语强

占%沉默的螺旋%社会流瀑%话语专制%群体极化%网络暴力%再到话语强占"的循环道路&不断扩大

民粹主义的传播(民粹主义沿着上述恶性循环样态在网络传播中发酵-扩大-升级直至溢出&最终形成现

实中的社会行动(

第四&阻隔政治认同(政治参与者是政治认同的主体&具有利益追求性-意义追求性-理性和非理性

相统一的特征&是能够形成政治认同的基础(社交机器人作为网络中的政治参与者之一&其可变性使得

政治认同的基础变得不稳定(这主要在于机器人传播的虚假信息完全不符合现实&会遮蔽现实的社会环

境并危害网络公共领域&且技术巨头利用社交机器人进行计算宣传可过渡民意给技术持有者&使技术巨

头取代民众主张要求政府进行变革和决策(民意的变异致使政策决策偏差&将加速社会环境逆向倒退进

而社会稳定性失衡(真实民意与政策背道相驰&资本取代民意&政治执政权向资本偏移&将最终破坏政治

和社会的稳定(从社会关系层面来看&社交机器人渗入民众生活也容易干预民众思想&进行情绪感染刺

激群体极化&批判现实社会&否定政治制度&不断解构官方话语体系&进而阻隔形成政治认同(

三%对社交机器人的政治传播纠偏

社交机器人本身并不具备偏向性&而是由技术持有者为其设定先天立场&控制机器人达成既有目的(

由此也说明技术具有双面性&社交机器人的程序设定决定了机器人在网络空间是促成还是抵制政治认

同(对技术进行管控将能够加强对社交机器人行为的治理&对算法进行管控则能预防机器人抓取用户态

度和意见&切断外部的舆论侵略(这也就需要加强巩固国家自身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底蕴&形成制度自信

和政治自信&继而从根源防止机器人煽动民众极化(

#一$智能检测遏制群体极化

智能防止群体极化主要包括节点化缩减认知区隔-检测敏感信息和网络赋权三个方面(

第一&节点化缩减认知区隔(社交机器人作为网络节点可利用网络传递信息连接用户&若机器人设

定为加速执政当局的政治传播&则机器人应利用算法推送进行精准传播&凝聚闭环受众群体&塑造区域内

)

@#@

)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年第
!

期

高强度的政治认同&共同构建集体记忆而减小认知隔阂&塑造民主共同体意识&提高国家政治合法性和合

理性(社交机器人身份的特殊性和技术联结性&使其优于一般民众和专业媒体(具体而言&机器人身份

的特殊性源于技术所设定的立场&这就要求国家着重把握技术和算法的偏向以及思考如何向正面扭转'

技术的联结性在于信息的精准化传播和建立信息传播节点&这就应该加强对社交机器人的技术控制和意

识形态输入设置&进行信息控制和过筛&将政治认同从阻隔向推进转变(

第二&智能检测敏感信息(信息一经发布&在网络空间中的传播将不再受控制&敏感错误信息的无序流

通可能造成群体极化进而发展成为群体线下活动&社会治理将变得难以控制(为减少错误-敏感信息传播&

就需要加强社交机器人对关键词的管制&将违规信息的来源和
]T

地址进行锁定&减少负面信息的产生和传

播(且机器人在网络空间中对信息的转发活动具有二次检测功能&能够遏制信息的再次流通&可对信息传播

过程中段进行处理&建立举报机制&避免扩大影响范围&防止群体感染和群体暗示造成的极化现象(

第三&网络赋权治理集体行动(网络给用户和机器人发表意见的权力&应借力机器人在社交环境中

所固有的机器人联结系统&使每个机器人都成为安插在网络政治板块中的节点&时刻监控不同领域-阶层

的政治行动(此时&社会机器人就等同于每个圈层中的安保系统&既可实时掌控群体行为&也可对失当言

论和失控行为进行控制(

#二$政治传播把关的迭代升级

网络政治传播构成的网络板块形成了类似于蜂巢状的六边体组合板块&对于政治事件抱有相似态度

和相同意见的群体构成了一个整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具有沟通壁垒&且由于受众聚合量不同&六边形封闭

群体的大小也不同(在每个群体内部除了受到政治精英和意见领袖的影响&成员间也存在相互影响(把

关
@f#

是媒体编辑对即将发布的信息按照媒体的标准和立场进行监管&

!f#

是事前把关向事后把关过渡

中广大网民对已经发布的信息把关&政治把关
$f#

则是对意见领袖进行把关(意见领袖对事件的态度会

引起首因效应&影响到受众对于事件的直接看法(网络意见领袖能代表舆论的风向标&代表多数人民的

意见和要求&对其进行把关能够在网民混乱的骂战中缕清民众诉求&对公共言说进行整合和规范能够构

建和平的公共领域(社交机器人自身作为意见领袖能自我检测&这就应提升其对传播信息正向-正确性

的把关&通过合乎规范的信息传播而修正群体间对政治信息的异见看法&这也能同时连接其他政治意见

领袖进行取向-态度管理(

#三$基于意识形态的高效治理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存在明显差异(西方以自由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但也不断受到民族主

义-民粹主义-族群主义-女权主义的侵蚀&既具有去中心化倾向&又具有回归中心化倾向&各种不同的意

识形态还具有极化性特征(我国的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防范社交机

器人的西方意识形态介入与渗透&加强社交机器人的账号管理和内容管理极为重要(

师文等人在研究中发现我国社交机器人的运用尚不普遍&而美国在国际层面的政治机器人信息战中

更多属于攻方而非守方&

0

"

1

@B其会为了抵制中国正向言论而对真实用户账号进行封号(后续中国应该将

对社交机器人的规制应用到抵御其他国家对我国民众的干扰和舆论操纵之中(

0

@E

1应依托社交媒体平台-

算法技术助推社交机器人更精准的进行信息投放&平台应建立起对算法技术的合理规范使用&对敏感信

息进行挖掘&重点关注经常发布政治类信息的账号&并采取技术分析与人工筛查双向结合的方式减少恶

意社交机器人渗入社交系统(

#四$从单方治理跨越到全球治理

社交机器人在政治传播领域的染指给民主的公正性造成了重大影响(扩大社交机器人在政治传播

中的积极作用需要多方合力&各个国家应坚持反对机器人参与政治领域的恶意竞争&给予民众参与政治

更多的自我意识而不是被控制和影响&还需要国际层面上合力实现政府和技术的改进与督促&公众则需

要提高数字媒介素养&辨别信息的真实度并把控自身情感(

)

!#@

)



张爱军!严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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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机器人对政治传播的影响与纠偏

无论是社交机器人的特点&还是社交机器人的正负向功能&都使政治传播形态发生了量与质的重大

变化&形成了以社交机器人为中心的政治传播新形态&政治传播新形态又导致了!后真相"的
=

次方(这

使得政治信息的生成-传播-舆论造势&不但为传统的传播模式带来严峻挑战&也给网络技术本身的政治

传播带来挑战&迎接这一挑战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社交机器人在干预政治传播过程中的负面效

应是在平台发表政治言论并渗入公共空间&正面效应是加速了信息的流动和政治传播渗入社交平台&加强

民众与政治的互动&缩小两者间隙&提高民众与政治沟通的效率&成为民主政治发展的推动者之一&并且能够

联结多方主体进行沟通&在公共性上延伸并发挥作用(为消解其负面效应并扩大正面效应&未来应着重消解

社交机器人在威胁国家安全和跨国传播以及煽动人民情绪上的不良影响&防范和抵御他国利用机器人破坏

我国的政治安全(社交平台应加强对技术的管制&切断机器人与民众的连接'民众也应增强对信息的辨别能

力&信息交流过程中掌控自身情绪'国家应将社交机器人纳入国家安全领域进行管控和监督(

四%结语

社交机器人介入政治传播使得资本理念扩散到政治领域&机器人网络背后展现的则是资本介入下社会

形态的不公性以及对政治稳定的破坏性(加强社交机器人在技术层面-意识形态层面和全球治理方面的改

进&扭转社交机器人的负面作用&正向促进政治认同和提高政治合法性&需要各方的不断努力(如何加强机

器人的全球治理是一个需要持续深入思考的问题&意识形态如何嵌入算法技术将是进一步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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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

#

57+,<F'763**576

,

aQ

?

3)39+,9'Q

?

+)+7345+*+,

8

636'-S'754305*953*

6'93+,*57[')K6

)

V

*

"

>]aJJ\JP

#

VMaY]̂]V

#

VMaY]̂]M

#

57+,<V'Q

?

,5b*57[')K6+*07/53)+

??

,39+73'*6;]]<V/+Q

,

.

?

)3*

1

5)

#

!#@B<%!%A%$D<

)

@$

*张志勇#荆军昌#李斐#等
<

人工智能视角下的在线社交网络虚假信息检测%传播与控制研究综述)

&

*

<

计算机学报#

!#!@

!

@@

",

@@DA@$C<

)

@%

*李元书
<

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

P

*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

$E<

)

@"

*陈昌凤#袁雨晴
<

社交机器人的'计算宣传(特征和模式研究---以中国新冠疫苗的议题参与为例)

&

*

<

新闻与写作#

!#!@

!

@@

",

CCABB<

)

@D

*林品
<

青年亚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双向破壁(---'二次元民族主义(的兴起)

&

*

<

探索与争鸣#

!#@D

!

!

",

DEAC!<

)

$#@

)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年第
!

期

)

@C

*王夏韵
<

社交机器人,互联网水军治理的新挑战)

&

*

<

新闻论坛#

!#!@

!

"

",

@BA@E<

)

@B

*

VMa=XV

#

J2\L

#

L2VF<I

8

*+Q39Q59/+*36Q'-6'93+,S'763*75)-5)3*

1

[37/

?

(S,39'

?

3*3'*3**57[')K

)

&

*

<T/

8

639+>

,

.7+736739+,Q59/+*396+*0376+

??

,39+73'*6

#

!#!#

#

""@

,

D%AB!<

)

@E

*李晟
<

国家安全视角下社交机器人的法律规制)

&

*

<

中外法学#

!#!!

!

!

",

%!"A%%%<

7-4)A1-'1(-.B3661'$&3-34I3'&()G3$+3-@3)&$&'()B322A-&'($&3-

GM>=X>3

O

(*

&

L>=H3+'

U

3*

1

#

!"#$$%$

&

;$9)/(%+,-(/6.$--9/+"(3+$/

&

G$)3#B2,30/+12),+3

4

$

&

J$%+3+"(%!"+2/"2(/6A(B

&

8+

/

(/C@#@!!

&

.#+/(

$

5<+$6('$

*

.'93+,S'76

&

[/39/+)5+(7'Q+739

&

6'93+,

&

-(*973'*+,+*0Q503+73*

1

&

?

,+

8

+*3Q

?

')7+*7)',53*6'93+,Q503+<:/5

8

3*-,(5*95

?

',3739+,9'QQ(*39+73'*S

8

3*75)45*3*

1

3*

?

',3739+,545*76

&

[/39/*'7'*,

8

65)456

?

',3739+,9'QQ(*39+73'*S(7+,6'0567)'

8

67/5

5*43)'*Q5*7'-

?

',3739+,9'QQ(*39+73'*<.'93+,S'76/+45S'7/

?

'6373455--5976

&

6(9/+63*6

?

3)3*

1?

5'

?

,57'

?

+)7393

?

+753*

?

',3739+,

545*76

&

+995,5)+73*

1

7/53*75)+973'*'-

?

',3739+,9'QQ(*39+73'*+*0+995,5)+73*

1

7/56

?

550'-3*-')Q+73'*7)+*6Q3663'*

&

+*0*5

1

+7345

5--5976

&

6(9/+6+,35*+73*

1?

5'

?

,5

&

9)5+73*

1?

5'

?

,5[37/+*+(7/')37+)3+*

?

5)6'*+,37

8

&

S)5503*

1?

'

?

(,36Q+*00567)'

8

3*

1?

',3739+,

305*737

8

<M'[545)

&

7/59'*7)','-759/*','

18

9+*

1

'45)*7/5S5/+43')6'-6'93+,S'76<]*-')Q+73'*69)55*3*

1

-(*973'*'-7/5S'76

7/5Q65,4569+*S5+

??

,3507'69)55*65*6373453*-')Q+73'*7'

?

)545*77/5659'*0+)

8

03665Q3*+73'*<P')5'45)

&

7/5

?

,+7-')Q

/

69'*7)',

'-+,

1

')37/Q759/*','

18

9+*

?

)545*7S'76-)'QQ36(63*

1

(65)6

/

+7737(056+*0'

?

3*3'*6<\()'[*305','

18

+*09(,7()+,05

?

'63769+*

67)5*

1

7/5*'()3*6737(73'*+,+*0

?

',3739+,9'*-305*95

&

9(7'--7/53*4+63'*'-5b75)*+,

?

(S,39'

?

3*3'*

&

+*0

?

)545*7S'76-)'Q673))3*

1

(

?

?

(S,39

?

',+)3Z+73'*<]*+*(76/5,,

&

7/5)36K6'-6'93+,S'769+*S5+4'3050S

8

67)5*

1

7/5*3*

1

+,

1

')37/Q9'*7)',

&

1

343*

1

-(,,

?

,+

8

7'7/5

?

'637345)',5'-'

?

3*3'*,5+05)6+*067)5*

1

7/5*3*

1

305','

1

39+,

1

'45)*+*95+*0

1

,'S+,

1

'45)*+*95<

=1

;

>36.+

*

6'93+,S'76

'

?

',3739+,9'QQ(*39+73'*

'

9'Q

?

(7+73'*+,9'QQ(*39+73'*

'

.'93+,Q503+

#责任编辑"魏
!

霄$

#上接第
TR

页$

:1'%-3)3

8

&'()I$6A'$A61(-.#'3-32&'01V1)3

9

21-$

*

W

A()&$

;

#441'$36I'()1#441'$

2

5@16+

9

1'$&V1347-.A+$6&()I$6A'$A61X

98

6(.&-

8

GM>\F3*S3*

#

!"#$$%$

&

J9D%+"J$%+"

4

(/6'(/(

5

2-2/3

&

>/#9+;+(/:#90/+12),+3

4

&

=2

&

2+!$##!!

&

.#+/(

$

5<+$6('$

*

F+650'*7/5

?

5)6

?

597345'-3*0(67)3+,67)(97()5(

?1

)+03*

1

&

7/36

?

+

?

5)+*+,

8

Z567/55--597'-7/50(+,+77)3S(756'-759/*'A

,'

1

39+,67)(97()5'*59'*'Q390545,'

?

Q5*7S

8

(63*

1

)5

1

3'*+,

?

+75*70+7++*059'*'Q390545,'

?

Q5*70+7+-)'Q!##C7'!#!#<:/5

)56(,76)545+,7/+7759/*','

1

39+,6

?

593+,3Z+73'*+*00345)637

8

5b5)7

!

69+,55--597

"

+*0

!

U

(+,37

8

5--597

"

'*59'*'Q390545,'

?

Q5*7)5A

6

?

597345,

8

&

+*0

U

(+,37

8

5--59736+*59566+)

8

9'*0373'*-')69+,55--5977'3Q

?

)'4559'*'Q390545,'

?

Q5*7<̂()7/5)+*+,

8

6366/'[67/+7

7/5(

?1

)+03*

1

'-3*0(67)3+,67)(97()536+*5--597345+

??

)'+9/7'7/5

?

)'Q'73'*'-759/*','

1

39+,6

?

593+,3Z+73'*+*00345)637

8

+*059'A

*'Q390545,'

?

Q5*7<]*+00373'*

&

7/53Q

?

+97'-759/*','

1

39+,67)(97()5'*59'*'Q390545,'

?

Q5*74+)3563*03--5)5*7)5

1

3'*6<]*7/5

-(7()5

&

7')5+,3Z5/3

1

/A

U

(+,37

8

59'*'Q390545,'

?

Q5*7

&

[56/'(,0+S+*0'*7/55b956634505

?

5*05*95'*759/*','

1

39+,69+,55--597+*0

Q5+6()57/50545,'

?

Q5*7

?

+7/'-759/*','

1

39+,67)(97()5S

8

3*75

1

)+73*

1

7/50(+,+77)3S(756'-69+,5+*0

U

(+,37

8

<>77/56+Q573Q5

&

[56/'(,0'

?

73Q3Z5759/*','

1

39+,67)(97()5+*0/+*0,5

?

)'

?

5),

8

7/5)5,+73'*6/3

?

S57[55*3*0(67)3+,67)(97()5(

?1

)+03*

1

+*0)5

1

3'*+,

9'')03*+7500545,'

?

Q5*7

&

6'+67')5+,3Z57/59'')03*+73'*S57[55*

!

67)(97()+,+0

O

(67Q5*7

"

+*0

!

675+0

81

)'[7/

"

3*7/5)5+,65*65<

]*7/5

?

)'9566'-9'*73*('(6'

?

73Q3Z+73'*'-759/*','

1

39+,67)(97()5

&

7/5)5,+73'*6/3

?

S57[55*

?

)'0(973'*-+97')6+*0

?

)'0(973'*

9'*0373'*66/'(,0S5-()7/5)+0

O

(67507'+4'305b95663459'*95*7)+73'*'-)56'()956')S,3*09'Q

?

57373'*<

=1

;

>36.+

*

759/*','

1

39+,67)(97()5

'

59'*'Q390545,'

?

Q5*7

'

3*0(67)3+,67)(97()5(

?1

)+03*

1

'

U

(+,37

8

5--597

'

69+,55--597

#责任编辑"魏
!

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