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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才: 手机撒谎软件引发的诚信问题探讨

手机撒谎软件引发的诚信问题探讨 
 

杨 志 才（重庆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2006级研究生 ，重庆 400047） 
 

摘要：近来，随着“手机撒谎软件”的泛滥，社会上掀起了关于手机撒谎软件是否引发诚信危机大讨

论。如何正确看待手机撒谎软件背后的诚信问题及手机撒谎软件所带来的诚信困境，解决手机撒谎软件

问题的“出路何方”，是一个亟需从理论和实践上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关键词：手机撒谎软件；诚信问

题；探讨 近来，一款名为“手机撒谎”的软件在互联网上被人们疯狂下载，只因其具有“能通过改变背景

环境、信息内容等帮助手机用户撒谎”的超强功能。与此同时，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关于手机撒谎软件是

否引发诚信危机的大讨论，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如何正确看待手机撒谎软件背后的诚信问题及其所带来

的诚信困境，手机撒谎软件的“出路何方”，是一个亟需从理论和实践上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            手机撒谎软件引发诚信危机 
 

对手机撒谎软件，追捧者有之，抨击者亦有之。“新浪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手机撒谎软件“挺

好，能满足需要”的投票者占总数近49%，而持反对态度者却只占37%”。[1]赞成者主要认为，手机的普

及压缩了人们的个人空间，各种“骚扰电话”、“垃圾短信”等使人苦不堪言，手机撒谎软件是一种保护个

人隐私的有效“自卫术”。而反对者则质疑手机撒谎软件与构建诚信社会背道而驰，极易成为引发全社会

诚信危机的“导火索。”应当看到，手机撒谎软件的确引发一系列诚信问题。  
一是对传统诚信观念的挑战。自古以来，诚信一直被国人视作道德的基石。孔子曰：“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论语 •为政》），这曾是古人重视诚信最具代表性观点。但现在手机撒谎软件却公开

鼓励人们撒谎，甚至还专门开辟网站为人们的撒谎提供各种“借口”和技术支持。这明显与诚实守信等传

统诚信观念是相悖的。 
二是冲击现实生活中诚信底线。首先，对社会诚信的巨大冲击。该软件可随意修改短信内容，指定

发送人，连通话背景都能随意改变，甚至有些网站为各种“借口”贴上“善意”的标签后标价叫卖，只要花

钱就能雇人替你圆谎。应该说，如果凭借这种“高科技“的手段屡屡得手的话，久而久之，不诚信就会成

为个人的必然选择，诚信将最终被驱逐出“市场”。其次，有违商业诚信。手机撒谎软件强大的“撒谎”功

能很容易沦落为不法商家非法套取商业机密的牟利武器，事后则用“手机撒谎软件”作护盾为自己的不诚

信开责，这势必会引起企业间相互猜疑、彼此戒备，最终导致整个商业信任系统的瘫痪。再次，影响人

际关系的和谐。中央将“诚信友爱”作为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之一，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

荣辱观中也明确提出“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这都从不同侧面强调了诚实守信是维系人际

关系和谐的最基本要求，可如今手机撒谎软件却割裂诚信这一维系人与人正常交往的纽带，既不要求说

谎者“内诚于心”，也不要求“外信于人”，却反而充当推波助澜的“帮凶”，其结果只能是导致人与人之间

的信任危机（“丈夫手机装撒谎软件，妻子识破要离婚”[2]的典型事例就充分证明了其后果的严重性），

只会是助长不诚信之风的肆意蔓延，使构建诚信社会雪上加霜。最后，挑战法律的权威性。尽管目前我

国还没有相关的法律适用于手机“撒谎”这种情形。但如果使用过度同样可能带来法律问题，如利用手机

撒谎软件进行商业欺骗、敲诈，利用手机对别人进行恶意的语言攻击或中伤诽谤，就有可能触犯法律，

使用者甚至因此承担相应民事和刑事的责任。 
 

二、            手机撒谎软件产生诚信困境 
 



在伦理学上有“囚徒困境”这样一个术语，从经济伦理的角度表明市场经济的前提假设不只是经济

的，还必须是道德的。比如说，包括诚信在内的公共伦理信念和道德规范，也是市场经济普遍可能和持

久进行的前提条件之一。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手机撒谎软件的“受惠者”为实现其逐利行为却将诚信抛在

一边，反而用“凡是存在就是合理的”，“有需要才有市场”等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但追求经济利

益可不可以不要诚信，由此引发的诚信问题的责任在谁？在谎言的性质上，有人用善意的谎言作为自己

的借口，谎言究竟有没有底线？同时有人用娱乐作为撒谎的挡箭牌，那么在娱乐和伤害之间的度在哪

里？在惩戒失信行为上，作为内心的道德自律和作为外在规范的道德他律的作用又何在？ 
在这些方面上，手机撒谎软件在“撒谎”和诚信之间也陷入了“囚徒困境”。一是责任者的界定。由不

诚信造成的后果应由谁来买单？有人主张由手机撒谎软件的开发商和制造商负责，理由是如果没人了手

机撒谎软件这个载体，人们也许就不会选择肆无忌惮撒谎这个行为。有人主张是由传播的网络运行商负

责。因为毕竟是网络才传播了信息的实际内容，撒谎之风的蔓延与网络的监管不利有直接原因。还有人

主张由撒谎者本人负责。因为不是手机撒谎软件在撒谎，而是撒谎者自身在撒谎，造成后果理应由本人

负责。二是白色谎言和恶意谎言的划分。谎言中有一类叫“白色谎言”，英文叫做“White Lies ”，原指医学

中为了促进病人病情的好转而不得不编造的善意的谎言。但是在手机撒谎软件的实际操作中，人们很难

分清哪些是善意的谎言，哪些是恶意的中伤，单从动机和效果上人们都无法简单加以判断，也无明确的

标准可以参考。三是娱乐和伤害的厘定。应该肯定如果手机撒谎软件仅仅限于朋友之间的玩笑的话无可

厚非，但是什么是恶作剧的度，到什么样的程度才是达到对别人的伤害，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尺

度去衡量和把握。四是“自律“和“他律”作用的判断。手机撒谎软件用户匿名性和手机网络的虚拟性、跨

时空、网络与现实分离等特点，一方面使得使用者自我诚信意识和道德责任感下降，造成“自律”道德弱

化，另一方面也导致现实中的一些外在规范如法律、社会舆论、制度等约束力减弱，以至外在他律也难

以形成。“自律”和“他律”作用的相互抵消，从而造成手机撒谎软件的“诚信空白带”失控状态。[3]  
 

三、            手机撒谎软件“出路何方”  
 

关于手机撒谎软件的前景，一方面，市场需求巨大，个别下载网站的日下载量逾三百次， “跪求手

机撒谎软件”的贴子随处可见。但另一方面，谴责声也不绝于耳，一些专家学者将“手机撒谎软件”称

作“流氓软件”，他们认为“在我们这个诚信普遍缺失的年代，诚信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资源。手机撒谎

软件的现身则无疑助长了社会诚信的流失与荒芜，它挑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诚信，甚至危及整个社会的

诚信基础”。[4]对此，我们必须正视问题的客观存在并加以解决，笔者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

手：一是加强立法和责任管理。应该看到，手机撒谎软件只所以大行其道，钻的是法律的空子，因为目

前在这方面适用法律还是个空白，故加强立法势在必行。首先，应该从法律的角度对手机撒谎软件的合

法性进行论证，以防止手机撒谎软件的泛滥化倾向，不至于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其泛化为“手机骗

子软件”、“手机卧底软件”、 “手机暴力软件”等非法牟利或侵犯他人利益的工具。其次，要分清责任，

依法管理。 
其一，实行软件开发准入制度，对软件开发进行“健康性”评估，以规范软件开发商的开发与生产行

为，对软件开发与生产渠道进行有效控制，从源头上杜绝不良软件的生产。其二，网站和通信公司等运

行商也要负起责任，充分发挥监管职能，从而切断色情、暴力、欺诈等信息的传播渠道。其三，加强手

机实名制建设，并从法律强制性的“他律”角度使撒谎者明白撒谎也有底线。如果利用手机撒谎软件来侮

辱、诲傍他人，就触犯了法律。只要取证确凿，就会被依法追究民事甚至刑事责任。二是借助传统诚信

观重塑人们的诚信信仰，培养自主诚信意识。如前所述，诚信信仰的缺失是手机撒谎软件横行的一个深

层次的原因，因为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使得一些人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什么都不顾，以至于不诚信之风在

社会上各行各业都普遍存在。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借助中国传统的诚信文化重塑人们的诚信观，认识到网

络社会和现实社会一样不存在“诚信真空”，市场经济是效益经济也是信用经济，其逐利原则并不能将诚

信原则驱逐。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诚信，需要诚信。而对于个人来说，就是要在内心深处将诚

信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准则，加强道德自律，认识到手机撒谎软件只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电话骗

子”，自觉抵制和拒绝使用手机撒谎软件，手机撒谎软件也就无立足之地了。三是凭借技术手段加以解

决。手机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其安全性上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应该看到，正是因为手机的防御体系

存在问题才给一些不良软件以可乘之机。故手机自身的安全建设一定要走在技术的前面，如手机技术研

发部门开发和研制出诸如具有手机不良信息稽查控制和过滤功能的“反诚信”软件，有效地阻止“不良信

息”侵入，就能从技术的手段上对手机撒谎软件的猖獗势头加以遏制，筑起一道坚固的防止不诚信之风

继续蔓延的马其诺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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