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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与网络暴力是一个密不可分共同体，互联网的发展与网络暴力之间涉及技术、社会文化以及心理

等多方面的因素。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社交平台的广泛发展带来了信息传播的大范围性，同时因为互联

网的匿名性降低了行为人的心理门槛，使得一些在现实生活中不会发生的攻击行为在网络上变得常见。

本文通过识别“胖猫事件”相关发展脉络，进一步分析其中各方责任，并提出要通过完善相关法律规范、

严格平台取证溯回规则已经建立预警报告体系来完善网络暴力事件的防止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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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et and network violence is an inseparable communit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network violence involves many factors such as technology, social culture and psycholog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he extensiv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latforms has brought about 
a wide range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of the anonymity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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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the psychological threshold of perpetrators has been lowered, making some attacks that 
do not happen in real life become common on the Internet. By identifying the relevant development 
context of the “fat cat incident” and further analyz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all parties,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n early warning and reporting system to improve the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of 
cyber violence incidents by improving relevant legal norms and strict platform forensics retroac-
tive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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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网络匿名性使得施暴者可以轻易逃避责任，增加了网络暴力的隐蔽性和持续性，即使某些平台已经

开发出实名认证系统，但是还是不可避免地给了许多用户发泄情绪的平台。然而网络暴力的迅速发展还

是和网络所涉及的地域的广泛性有关，地域的广泛性带来的一些列后果就包括取证难、执行难等，且因

为对现已有的网络行为定性标准不统一，对有关行为性质的认定就较为困难。本文就以网络热点事件—

—“胖猫事件”当中当事人相关信息为切入点，分析网络暴力事件当中网络语言、相关当事人以及传播

信息者责任来进行分析，试图厘清网络热点事件当中涉及到网络暴力的发展模式，为司法实践认定网络

暴力提供参考。 

2. 语言暴力模式解析 

2.1. 传统言语暴力模式 

传统言语暴力通常指在日常人际交往中，个体或团体使用侮辱性、贬低性或威胁性的语言对他人进

行心理上的伤害。这种暴力形式可能发生在任何关系中，包括家庭、工作场所、学校或朋友之间。这种

语言暴力往往是直接、即时且情绪可见。首先，从加害—被害的关系来看，传统的言语暴力几乎总是发

生在存在特定关系熟人之间，表现为个人对个人的侵害；同时，加害与被害双方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大

致相当，并不存在一方明显处于弱势而需要一般性地给予特殊保护的问题。其次，从传播范围来看，由

于传播媒介与方式限制，传统的言语暴力传播范围较为有限，通常局限在特定的时空之中[1]。传统的语

言暴力受制于传播的时间、空间等限制，往往无法传播到过大的范围，这也就意味着语言暴力的施暴者

范围单一，范围比较集中，且受害者有较多的救济渠道，受害者的心理活动变化较易察觉，事后对受害

者心理的救济能及时且有效，受害者能够通过自诉或者其他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2]。 

2.2. 网络暴力模式 

互联网的出现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随着时间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已经发展到全球性，与

此同时，大众在网络上的连接也变得容易起来。与传统社会空间以身体的在场性为前提不同，互联网时

代的社会空间分化为现实物理空间与虚拟网络空间。虚拟网络空间并不因身体的物理缺场而处于社会空

间之外。相反，网络缺场空间本身的内容现实性及其对在场空间的参与引导性，都说明它不是在现实的

社会空间中分化出一个外在于社会生活的非社会空间，而是一个形式上缺场、但内容却与实际生活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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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连的社会空间。网络暴力并非是独立于社会活动之外的其他活动，仅仅是传统语言暴力模式的新形式，

其传统言语暴力模式的实质上都是一方加诸于另一方的压力心理活动，其不同于网络暴力模式的加害方

由一人扩展到多人，是群体性的语言暴力行为，其压力后果呈几何倍数增加，且网络语言暴力模式涉及

到的主体所在范围很广，按照我国传统诉讼法的原则，想搜集到相关主体的证据变得异常困难[3]。 

3. “胖猫事件”的发展路径研究 

3.1. 网络故事的出现，大众的狂欢 

胖猫事件最初在 2024 年 4 月中旬开始在网络上引起关注，涉及一位网名为“胖猫”的 21 岁男子在

重庆长江大桥跳江身亡的悲剧。同时在网上开始流传一些聊天截图，显示为胖猫女友与胖猫的聊天记录、

转账记录等，随后网络上就开始辱骂、嘲讽胖猫女友谭某，指责其为“捞女 + 骗子”，随后谭某的工作

地点、身份证件照以及家庭住址等都被人人肉搜索出来，对谭某的正常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相关

平台上，有大量用户发表未经查证的偏激言论导致封号，例如微博平台就清理了违规内容 2569 条，并且

封禁了 235 个相关账号，但是该事件广泛传播于抖音、快手等大用户量短视频平台，其造成的后果更甚。

与此同时网上发生了极其荒谬的一幕，有人冒充胖猫女友公开道歉并且进行直播，事后经过查明是她人

假冒，其目的是为了敛财。在这场事件当中都是为了流量而毫无底线[4]。 
随后在网民自发纪念胖猫的活动中，又发生了商家为了单量发空包的事件，且不在少数，这无疑又

对该事件进行推波助澜，甚至发展为地域歧视，衍生为对某个地区的无差别攻击，这件事的性质产生了

变化。2024 年五月十九日，重庆某公安局发表了对该事件的调查，该事件的发展是胖猫姐姐幕后请写手

对该事件进行推波助澜，同时将谭某与其弟弟的聊天记录断章取义的发表在互联网上，侵犯了谭某的相

关权益，也给网络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当网民得知真相后便开始掉头在胖猫姐姐的评论区进行人身

攻击，开始了新的一轮网络暴力。 

3.2. 网络暴力的相关刑事、民事规制 

网上肆意侮辱他人、随意捏造事实传播谣言网络暴力最常见的一种形式，是对他人名誉权和荣誉权

的侵害。《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了侮辱罪和诽谤罪，这是网上最常见、也是最能对应相关行为的

暴力行为，网络暴力往往采取歪曲事实、编造不实言论的方式来进行网络暴力，所以该罪是能规制大部

分的相关行为的。同时传播公民个人信息会造成他人的信息泄露，无异于将个人曝光在大众的目光之下，

侵犯了相关公众的隐私权利，这不仅同时触犯了民法规定的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等，还有可能触犯刑

法典当中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相关法条 1。 
在网络上对他人进行恐吓或者辱骂，严重破坏网络空间秩序，或者制作 AI 换脸视频或者进行敲诈、

勒索的，其实质上与传统的寻衅滋事或者敲诈勒索并未本质的区别，只是形式上的不同而已，因此对上

述行为往往使用传统的罪名条款进行规制就可以了。胖猫事件当中的大众当中有极大一部分人在对已知

信息的情况下进行进一步的加工、编造，对该事件的影响造成了极大的扩散的不良影响，这些情况可以

使用侮辱、诽谤条款进行规制，其本质是随意侮辱他人、随意捏造事实传播谣言。但是大部分人是在已

有的信息的情况下对该信息进行转发，继而在转发的评论区造成了该事件的不断发展，造成该事件的进

一步扩散，转发的当事人在发现该情况的前提下，应当及时对该视频进行解释或者删除该视频，否则引

起的不利后果将由该用户进行责任的承担[5]。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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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网络暴力规制路径 

在网络暴力事件当中，往往有着几方人员的加入，出来受害者本人之外，还有编造、捏造事实的一

方、传播的一方、平台方、对受害者本人进行网络暴力的一方，这几方人员在该事件当中扮演者不同的

角色，在胖猫事件当中，编造、捏造事实的一方是胖猫姐姐，传播的一方除了胖猫姐姐之外还有一些为

博流量进行转发的视频号等，平台方发现了相关事情扩散的趋势后没有采取相关措施的时候也被规制进

入这一方当中，最后就是进行网络暴力的一方，这一方的群体数量较大，言论驳杂，要对这些言论进行

区分没有相应的标准，无法通过机器识别准确识别，因此只能通过在源头上进行相关治理。 

4.1. 设置相关的法律规范 

为了应对网络暴力，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法律规定和指导意见。《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

自 2024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该规定设置了全方位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明确了受到网络暴

力后的救济措施。根据规定，违反该规定的行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

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出台新的司法解释，对于是否属于网络语言暴力进行指定相关的认定标准，以便于在司法实践

当中进行适用，防止因为出现对网络暴力语言认定不一导致法院的判决出现差错。由于全国各地的经济

发展标准不一，而网络暴力犯罪的补救措施往往是采取经济赔偿的方式进行惩罚，所以有必要根据不同

省份的经济发展情况，分档位制定处罚标准，对于收到刑事处罚的，也要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设置好相

应的裁判标准[6]。 

4.2. 严密平台取证溯回规则 

平台作为网络暴力事件的发生地、传播地，同时也是受害者的受害地，平台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除了上述已经阐述的“通知–删除规则”义务之外，平台还负有提供他人提起侵权诉讼时候相应的提供

取证规则，平台作为侵权行为发生最为密切的地方，存储着相应侵权行为的数据资料，在已有的法律法

规当中已经明确平台负有提供数据资料的义务，但是对于平台应该保存哪些数据以及保存多久并没有与

证据规则相对应的体系，因此必须尽快完善电子数据的区块链保存规则，同时引入第三方公证平台用以

加强对有关数据保存、使用的监督和管理，以此提高现有数据的公证力与可信度，以便于数据的取证使

用。 

4.3. 规定报告义务与透明规则 

作为数据的生成方、保管方，有关平台不能被动的去履行相应的义务，在涉及到对社会秩序有重大

影响的事件时，平台方必须迅速对相关言论进行审核、查证，同时启动预警报告制度，将有关事件迅速

上报到有关部门，在胖猫事件当中，有关话题迅速冲上热搜，同时大量不知情用户大量转发未经查证的

信息，对社会秩序造成重大影响，平台此时未尽到审查义务，任由相关不实言论的传播、扩散。因此平

台必须完善言论核查制度，并且将可公布数据整理并且及时向公众发布，并且对于捏造事实的言论平台

官方需要做出回应，同时对于相关言论涉及的信息进行敏感识别，判断是否属于行政范围还是刑事范围，

建立及时预警报告制度。 

4.4. 民法典：网络语言行为的新型规制 

4.4.1. “知道或应知规则”对网络侵权行为的抑制 
民法典中的“应知或知道规则”通常指的是法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应当具备的知识水平和注意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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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特定情况下应当知晓的法律事实 2。这些规则要求法律主体在进行民事行为时，不仅要基于自身的

知识，还要根据合理的注意程度来避免对他人权益的侵害。 
网络服务提供者应道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尽力去防止相关不实言论的扩散，涉及到个人的应当及

时联系相关平台用户核查实施，以及联系传播言论者要求提供相关事实证明，以此证明履行了相应的义

务，否则对有关事实造成扩散的不利后果平台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4.4.2. 通知与删除规则 
由“知道或应知”规则可知，虽然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对所有信息承担普遍审查义务，但判定其对用

户发布的特定侵权信息是否“知道或应知”，仍是一个难题。在平台核实相关言论是否正确之后，都要

及时的通知到相关责任人提供事实证明或者进行删除，并且防止该不实言论的扩散，采用降低流量供给、

或者在相关视频当中做好提醒义务，防止不当言论的进一步加剧，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7]。 

5. 结语 

网络暴力这一“空间 + 行为”的描述性词汇，只是侵权行为的现象描述，容易以现象混淆概念，使

网络暴力概念泛化，降低治理敏感度。同时网络暴力事件中明确侵权主体是重要问题之一。我国相关法

律虽然规定了网络暴力案件中的侵权人包括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商，但对网民的责任认定却出现了

阻碍，难以收集证据，因为网民普遍是匿名的，且数量庞大。虽然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采用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加强对网络暴力信息的识别监测，但实际操作中仍存在技术瓶颈和短板。平台方

作为事件的发生地与传播地，数据的生成方等，负有的举证以及相关的报告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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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法典》第 1197 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

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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