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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暴力正在迅速蔓延，并随着新技术的出现而不断变化，实施者包括国家、恶意团体和个人，等
等。数字暴力也可以在匿名和相对不受惩罚的情况下实施。法律和政策还没有跟上这一新趋势。
但做好报道就可以提高公众对数字暴力的认识，并迫使政府立即采取行动。本提示单为报道不断
变化的网络暴力世界的记者提供了一份快速指南。

什么是数字暴力？

有很多术语描述这类虐待行为，但最具包容性的定义是“技术促成的性别暴力”。其定义为：
由一人或多人实施的暴力行为，其根源在于性别不平等和性别规范，部分或全部通过使用
信息和通信技术或数字媒体，基于性别对一个人实施，而信息和通信技术或数字媒体的使
用部分或全部地助长、加剧和放大了这种暴力行为。

它包括许多形式的虐待，从在线骚扰、仇恨言论、人肉搜索、网络跟踪和基于图像的虐待，到性
别化的虚假信息、敲诈勒索、剥削和虐待儿童的材料。它是由个人和国家行为者实施的，因此，领

导人必须采取行动实施政策，以完全终止数字暴力。[白皮书链接]

数字暴力的代价是什么？

数字暴力会产生严重的心理后果，并可能导致现实世界的暴力，例如街头骚扰、身体攻击和性侵
犯，甚至杀害妇女和暗杀。数字暴力的幸存者失去了工作、职业声誉和领导角色。数字暴力的肇
事者试图将个人——通常是妇女——排除在公共领域和政治生活之外，并且可能会取得成功。当
这种情况发生时，整个社会都会遭受损失，性别平等也会受到破坏。

为什么这是一个性别问题？

数字暴力既受性别规范驱动，又具有性别化的影响。

妇女和女童比男子和男童更有可能遭受数字暴力，而且这种暴力更有可能是性和威胁性质的。除
了妇女和女童，肇事者更有可能针对有色人种、LGBTQI人士（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性
别奇异者和间性者）和其他少数群体。*对于那些具有多种交叉的边缘化身份的人来说，虐待率**
会增加。数字暴力往往源于厌女症、种族主义和恐同症，因此可能构成仇恨犯罪。

数字暴力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往往涉及遭受耻辱、名誉受损、生产力下降、对精神健康和心理健
康造成负面影响、线上线下孤立等等。这导致妇女和女童在工作场所、学校和领导职位上的参与
减少。

在报道数字暴力时，记者应该：

- 不要指责幸存者，也不要把数字暴力仅仅当作“网络喷子”或“欺凌”。请记住，数字暴力会影
响生活的方方面面，并经常导致现实世界的暴力。

- 追究权势者的责任。不要让幸存者承担结束虐待的责任，如通过阻止和举报。科技公司可以
做更多的工作，政府应该执法来保护所有人的在线参与。各国政府，特别是专制国家，不应鼓励或
助长针对著名批评家、记者和人权维护者的网络暴力。

https://www.nytimes.com/2021/06/03/us/disinformation-online-attacks-female-politicians.html
https://www.amnesty.org.uk/online-violence-women-mps
https://www.unodc.org/e4j/en/cybercrime/module-12/key-issues/gender-based-interpersonal-cybercrime.html
https://en.unesco.org/publications/thechilling


- 将数字暴力作为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报道。针对妇女、女童和LGBTQI人士的数字暴力的根
本原因是基于父权制、厌女症和仇恨的性别不平等和权力差异。厌女症和仇恨犯罪是政治问题，
因为它们试图剥夺幸存者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并以最极端的形式彻底结束生命。

- 使用尊重幸存者经历的措辞。幸存者以不同的方式定义他们的经历，许多人认为某些术语有
辱人格或具有误导性。例如，一些人反对“报复性色情”这个术语，因为它使主体性化，暗示同意并
指责幸存者。考虑使用这样的短语：未经同意分享私密图像、基于图像的性虐待和儿童性虐待材
料，而不是“报复性色情”和“儿童色情”。在提到幸存者时，请区分“幸存者”和“受害者”这两个词。
“受害者”通常在法庭诉讼中使用，或者在幸存者已经去世的情况下使用。“幸存者”在克服暴力方面
具有能动性。

- 使用强调肇事者能动性的措辞。不要说某人的私密图片被“泄露”了。将这些图像称为“泄露”，
可能表明部分肇事者是被动的，或代表目标的粗心大意。未经同意发布私密图像可能是黑客攻击
的结果。这些图像可能被虐待者恶意张贴、传播或出售。

- 确保幸存者在接受任何采访时提供知情同意，并尊重他们的匿名要求。请参考妇女全球领导
力中心手册《沉默和疏忽：报道性别暴力的媒体指南 》。

- 不要要求幸存者交出被滥用的图像、视频、消息或重温可能使他们再次受到创伤的时刻。请
参考世界卫生组织关于预防自杀的指导方针。不要进行耸人听闻的报道或转载自杀遗言。

- 强调数字暴力的解决方案，例如，试图结束数字暴力的应用程序和平台。

- 不要放大仇恨。对社交媒体“趋势”的报道可能会使虐待者获得不成比例的知名度，臭名昭著
并传播错误信息。这可能会激活模仿虐待者，甚至使虐待行为和做法正常化。

- 考虑更广泛的背景。在没有仔细考虑更广泛的背景，包括对虐待对象的影响以及虐待是否代
表更广泛的公众舆论的情况下，不要报道社交媒体上的虐待性帖子。

*记者也特别容易受到数字暴力的影响，女性记者、有色人种记者和LGBTQI记者面临着更大的风险。所有记
者，包括身份被边缘化的记者的工作，都必须受到保护。新研究表明，面对日益增多的网络虐待，记者之间的同
伴支持是保持幸福感的关键。支持网络，即使是非正式的，也正在成为宝贵的资源。

**在一些国家，调查表明，技术促成的性别暴力的经历率是少女所经历的亲密伴侣暴力的两倍多。最近的一项
研究表明，超过58%的年轻妇女和女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经历过骚扰，其中最常见的网络伤害类型是辱骂和侮
辱性语言、故意制造尴尬以及身体羞辱和性暴力威胁。这比全球估计的每4名少女中就有1名遭受亲密伴侣或
丈夫的身体和/或性暴力的比例高出一倍多。

其他资源

在疫情期间恶化

教科文组织关于网络暴力侵害女记者的全球趋势的报告

联合国关于记者安全和有罪不罚问题的行动计划

性别化虚假信息是国家安全问题

罗格斯大学妇女全球领导力中心关于性别暴力的新闻倡议

https://sites.rutgers.edu/gbv-journalism/
https://sites.rutgers.edu/gbv-journalism/
https://www.who.int/mental_health/media/en/426.pdf
http://www.counterhate.com/
https://glitchcharity.co.uk/wp-content/uploads/2021/04/Glitch-The-Ripple-Effect-Report-COVID-19-online-abuse.pdf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7223
https://en.unesco.org/un-plan-action-safety-journalists
https://www.brookings.edu/techstream/gendered-disinformation-is-a-national-security-problem/
https://sites.rutgers.edu/gbv-jour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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