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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特选委员会邀请本地学者提呈建议，部分受邀学者透露，他们将围绕国人的媒体素养、网

络假信息传播者的动机，以及假信息所带来的社会成本，阐释自己的观点。 

其中一名受邀学者是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主任林珊珊教授。 

她受访时指出，如今，越来越多国人几乎完全依靠网络来获取资讯。因此，我国有必要遏制网

络假信息，以营造一个更开放和包容的网络空间。 

“唯有如此，在辩论社会课题时，国人才能获取较为可靠的资讯、更好地掌握局面，提升整个

公共舆论的质量。” 

林珊珊透露，她有意在陈情书中举出我国在一个日益复杂的媒体环境中所面对的挑战，包括如

何提升公众的媒体素养、灌输他们有关网络假信息背后的政治经济学等。 

“我认为，有必要向公众传递这方面的讯息，让他们明白人们是基于怎样的动机，故意制造或

散播网络假信息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孙婉婷博士也受邀向特委会提呈建

议。 

她受访时说：“政府选择成立特委会来研究该课题，而不是直接立法，表明它已意识到蓄意散

播网络假信息的问题非常复杂，并且牵涉许多利益相关者。” 

孙婉婷也认为，成立特委会显示政府愿意聆听不同的声音，因此接受了邀请。 

“我认为这是个好机会，让我能尽一份绵力，探讨如何最好地应对新加坡的网络假信息问题。

” 

此外，特委会有意邀请海外专家出席公开陈述会，孙婉婷对于此举也表示赞同。 

她认为，广泛且多样的观点和建议对特委会的工作有帮助，因此除了本地学者以外，特委会也

应向其他处理过类似问题的国家取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