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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三 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課題  H 科技發展與資訊素養 

標題  H04 網絡社交平台資訊真假 

  

當今社會，社交媒體興起及資訊科技迅速發展，每人都可以成為訊息的發放者和傳播者。正

因如此，只要「一機在手」，就算足不出戶也可以知曉天下事。可是這些資訊到底是真是假呢？ 

在資訊氾濫的時代，互聯網上出現了大量的「內容農場」。「內容農場」是指為了取得瀏覽量

或點擊率，並從中牟取廣告費，而張貼各式網絡文章的網站。「內容農場」的文章大多是未經

證實，以譁眾取寵的標題招徠網民，甚至散播不實謠言，對社會構成負面影響。 

而且隨着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所謂「有圖有真相」的想法早已過時。律政司在其網誌指出，

近年，不法之徒利用人工智能產生的「深偽技術」(deepfake)，合成名人的聲音和臉孔，再冒

充其身份進行詐騙或發布各種虛假資訊，令企業和個人蒙受損失。這些案例遍及全球，引起

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互聯網的世界並不是一個無法可依的虛擬世界。根據香港現行法例，大部分在現實世界用以

防止罪行的法例，原則上均適用於網絡世界。現有法律框架下有若干條文可處理散播不實或

不當資訊。例如《2021年刑事罪行（修訂）條例》就加入未經同意下發布或威脅發布私密影

像的罪行，該罪行也適用經修改或移花接木（包括使用人工智能技術）的私密影像。 

虛假資訊不只有礙資訊流通，更對公共安全、保安及其他社會議題帶來廣泛影響，甚至對國

家安全構成威脅。為遏止虛假資訊散播，我們應該時刻警惕。收到訊息時，應小心查看其發

布者、日期、訊息來源等關鍵要素，還要搜集多方資料，查證訊息真偽，最好再多瀏覽其他

角度和其他來源的訊息，以更全面地認識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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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遏止虛假資訊的散播，我們應該時刻警惕。收到訊息時，應小心查看其發布者、日期、

信息來源等關鍵要素，還要搜集多方資料，查證訊息真偽。（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