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单靠立法不足够 应对假信息还需各方出力协作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孙婉婷博士认为，政府成立特选会所释放

的信号是，“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牵涉整个社会，因此需要听取不同利益相关者

的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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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的蓄意散播假信息行为，意在利用现有断层线对社会造成危害。受访专家认为，政府成

立特选委员会，显示课题复杂，无法仅靠立法或单一机构来解决，须仰赖各利益相关者的整体

协作。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将在下周三（10日）向国会提呈动议，要求成立10人特选委员会，

研究蓄意散播网络假信息的问题，从而建议合适的应对方案。 

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卓越国家安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洪正君受访时，赞扬这是项积极举措。 

他说：“特选委员会可听取许多不同领域专家的建议，包括心理学、传播学、教育界、新闻界

、科技界、国际关系和军事战略。这表明，政府认识到课题过于复杂，任何单一机构都无法独

自处理，更不该贸然进行。” 

他也指出，许多国家已意识到，有组织的蓄意散播假信息行为，属于国家安全课题，而就这点

上，“新加坡同其他高科技、开放型、民主国家一样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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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政府此举释放的信号是，“这

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牵涉整个社会，因此需要听取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意见”。 

至于成立特选委员会的时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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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英、法、德等国都在探讨如何抵制假信息的散播。我国此时开展讨论，可借鉴上述国家所推

行的措施和成效，不失为恰当时机。 

林珊珊说，前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脱欧公投中，都可见网络假信息对舆论形成的干扰，我

国日后的选举也“相当可能”出现类似局面。“新加坡是个高度连接的社会，越来越多国民高

度依赖网络资源，甚至以网络为获取新闻的唯一渠道。不仅如此，制作假新闻的科技也越来越

复杂，媒体受众将越来越难区分假新闻和真新闻。” 

制造假信息 手法技术不断演变 

洪正君指出，制造假信息者的手法和技术不断演变，也对起草相关法律形成困难。 

他说，若要立法打击假信息，不仅要对“网络假信息”下定义，还得避免法律过于宽泛或具有

压迫性，并且为不同程度的伤害制定不同应对机制等。 

孙婉婷则强调，制造假信息者一般会利用社会现有断层线（例如美国的党派政治）来挑拨离间

，故在立法过程中须考虑我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断层线是什么。 



受访专家也一致同意，打击假信息不能单靠立法，而须多管齐下。孙婉婷举例，在一些国家，

行内业者和独立机构就自发建立了“事实核对（fact checking）”机制来打破迷思。 

林珊珊则认为，公共教育是重要的一环。“人们须了解，制造假信息者的动机何在，以及个人

和企业是如何从假信息中牟利的。” 

动议也将涵盖由国会副议长张有福担任特选委员会主席的条款。《联合早报》昨日尝试联络他

，但他至截稿前未回应。 

特选委员会组织与职能 

特选委员会由国会议员组成，历来涉及的课题相当广泛。 

比如遵循国会议事常规常设的特委会包括公共账目委员会、预算委员会、议事常规委员会和公

众陈情委员会等。 

任何法案经过二读后，也可设立特委会负责审查，例如教育部长（学校）兼交通部第二部长黄

志明去年11月在跨境铁路法案提出二读后，将法案交由特委会审查。国会也邀请公众针对该法

案向特委会提出书面陈情，以完善法案的条文，过后才在国会提出三读。 

此外，国会曾设立特委会检讨政策，如在1989年，国会就针对陆路交通政策设立特委会，让成

员提出改进建议。 

特选委员会一般只有执政党和反对党的代表，以反映政府与反对党在国会中的比例。至于官委

议员，除非国会特别允许，否则他们不会参与特委会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