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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初期爆发以来，针对亚洲人的种族歧视事件激增。澳大

利亚和其他西方国家，如美国，已报道过多起“亚裔”长相的人群遭受语言暴力和肢体暴

力的事件。英国的多项研究表明，人们对病毒的恐惧，新冠相关的公共卫生限制所产生的

消极情绪，以及对亚裔的敌对和憎恶情绪，存在着内在关联。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此类

事件可能会有所减少，但网络环境仍然充满敌意，这反映并造成了亚裔澳大利亚人在疫情

期间对种族歧视的不安与恐惧。

在2021年4月28日至2021年6月7日期间进行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调查中，我们探讨了413名

年轻澳大利亚亚裔在社交媒体上受到的反亚裔种族歧视的遭遇，以及他们应对辱骂和有害

内容的方式。我们发现，年轻澳大利亚亚裔感知到了反亚裔的情绪，而且他们已经学会利

用现有的平台功能和机制来保护自己以及亚裔群体。

调查结果使我们思考社交媒体平台应该且能够采取的实际行动，来解决网络种族歧视问题，

打造一个安全、包容且具有韧性的网络环境。

研究内容
大多数受访者居住在澳大利亚人口最多的新南威尔士州（42.5%）和人口第二多的维多利

亚州（25.4%）。37%的受访者持有学士学位，23%的受访者获得更高学历。

英语是受访者的主要使用语言(36.8%)，而使用尼泊尔语的受访者（22.7%）作为一个新兴

语言群体在澳大利亚亚裔人口中十分突出。这与2009年以来澳大利亚的尼泊尔移民人数激

增现象相一致，其中大部分居住在新南威尔士州。本次调查中的其他主要语言群体是普通

话群体（10.9%）和越南语群体（10.7%）。

虽然社交媒体是获得新冠疫情信息最常用/常见的途径「【平均值（M）=4.09，5分为满分，

标准差(SD)=0.94】」，但年轻澳大利亚亚裔也最不信任社交媒体(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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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 年轻澳大利亚亚裔对新冠疫情信息来源的信任程度

这一矛盾表明，年轻澳大利亚亚裔在对待社交媒体上与新冠疫情相关内容时，持谨慎和批

判的态度。与其他获取信息渠道的方式相比，该矛盾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对

新冠疫情相关新闻和信息的关注明显下降（见表2）。

表2 –年轻澳大利亚亚裔常用的五大社交媒体平台

年轻澳大利亚亚裔如何应对社交媒体上与新冠疫情
相关的种族歧视
我们在调查中询问了受访者——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接触到新冠疫情



相关的反亚裔内容的频率。根据调查结果显示：13.6%的受访者表示 “从未有过”，29.5%

表示  “几乎很少”，36.3%表示  “有时会有”，15.5%表示  “经常有”，还有5.1%表示

“一直有”。大部分调查对象并没有直接经历过种族歧视（平均值=1.96，标准差=1.18，

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但总体来说，明显感觉到种族歧视变严重了。我们邀请受访者讲

述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所遇到的种族歧视和反种族歧视的经历，一些受访者提到了美国的反

亚裔事件，比如以下这一事件：

“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的仇恨亚裔和种族歧视事件的相关视频，应起到提高社会意识的作用，

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

另一条评论也强调了他们的  “间接性”  经历：“每当我读到相关新闻和文章，看到反亚

裔的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时，感觉非常不好。这种仇恨让我感到不适”。

对于那些提及曾在社交媒体上接触过一些反亚裔内容的357位受访者，我们进一步询问他

们的应对方式（可多选）。 

表3 为受访者采取的应对方式。

表3 – 受访者在社交媒体上的应对方式

排在前两位的应对方式是直接使用社交媒体现有功能——向社交媒体服务平台举报

（32.8%）和取消关注或屏蔽内容发布者（21.3%）。这表明，一些年轻澳大利亚亚裔已经

采取行动，通过使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功能来保护自身免受网络种族歧视的影响。

然而，使用频率占比第三的应对方式是“不采取任何行动  ”(16.5%)，由此可见，许多年



轻澳大利亚亚裔在面对社交媒体上的种族歧视时，会有无力感或信心不足。此外，10.6%

的受访者表示会直接与内容发布者对峙，13.4%的受访者表示会发表评论来表达不满，但

总体来说，年轻澳大利亚亚裔不太愿意采取这两种方式。

韧性
在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有关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的公开话题，都侧重于政府回应、公民

意识和旁观者责任，以及对多元文化主义相关问题的整体反思。一位曾在Facebook工作

的员工透露，Facebook知道其平台在制造社会污名以及对年轻人造成伤害所产生的影响，

这更需要社交媒体公司在保护用户、保障其安全和幸福方面担起责任。然而，我们的受访

者也发现可以利用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现有机制来抵制恶言谩骂和有害内容。

这项调查邀请了那些对反亚裔内容采取了行动的受访者（表3）来说明他们这样做的原因，

其中109人提供了更详细的回答。图1显示了受访者回答这个问题时最常出现的50个词（最

低频率为5次）。显然，受访者对自己的亚裔身份有强烈的认同感，一些受访者的行为中

有多种情绪——愤怒、（感到）缓解、低落。

图1-受访者回应反亚裔内容的高频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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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还表示，他们有意更多地参与到种族歧视问题的解决中，并积极进行反击(“评

论”、“对抗”、“直接”、“举报”和“传播”)，而不是被动地等待第三方监管机构

介入。他们有明确的意识：（倡导要）“对抗”、“帮助”、“改变”、“回应”/“响

应” 和 “阻止”。

当我们问及如果他们遇到种族歧视内容会怎么做时（可多选），他们的选择（见表4）体

现了其积极性

表4：受访者在社交媒体上倾向使用的应对方式

正如表4前几项的应对方式所示，年轻澳大利亚亚裔表示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举报种

族歧视内容和屏蔽内容发布者，而不是消极地回避这个问题，这证明了他们的韧性。他们

也渴望在困难时期能有相互支持的网络环境（“向他人寻求安慰与理解”）。

社交媒体平台的角色——调节者和参与者

我们在调查中重点关注了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这三个平台是受访者使用最多

的社交媒体平台。根据调查结果，从理念层面来说，在平台、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

建立一种合作方式是有可能的，可以解决网络上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和歧视问题。



此 前 ， 关 于 这 个 话 题 的 学 术 研 究 聚 焦 于 将 社 交 媒 体 视 为 人 与 人 建 立 社 会 关 系 的 媒

介。Facebook在课堂学习和教育中的应用就是有说服力的例子。

然而，我们更倾向于社交平台是可以与用户、监管者等其他参与者开展合作的，以此减轻

网络仇恨和伤害并提升年轻用户的韧性。

我们意识到社交媒体空间是动态且高度不稳定的，因其内容是实时创作并传播的。然而，

我们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公司的力量来开展有效管理，通过连接个体、将个人经验发展为公

共利益、调解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活动，以及调动未被利用的资源。

目前，社交媒体平台管理的争议主要围绕科技公司和社交媒体运营商的自我监管与外部机

构监督的观念展开。这种两点论往往忽略了中间立场，也就是多个参与者之间的合作方式。

基于上述强调的年轻澳大利亚亚裔的行动和意图，社交媒体平台在对其用户负责的前提下，

可以做一些具有实际意义的事情。

首先，平台应积极向用户传达其社群准则。合理的监管制度应要求平台在各自主页上公开

其使用准则（所有主流社交媒体平台都要有）。但目前调查的三个社交媒体平台还没有做

到这一点。

从YouTube和Facebook的社群准则网址（见表5）可看出，这类信息无法在其主页和应用

程序内直接获取。用户必须通过在线搜索或平台内搜索才能找到这些信息。

表5–获取社群准则的途径

此外，在提醒用户遵守社群准则方面，这三个社交媒体平台在用户创作和发布内容(原创

内容或评论)的过程中没有做到位。我们建议各平台在用户发布内容之前，设置一个社群

准则弹窗提醒，并附上链接。

各平台可以做的另一点是通过开展合适的活动、积极提高用户的网络素养，以促进健康安

全的网络环境，培养负责任的社交媒体用户。社交媒体应在其平台上发布宣传材料，告知

并提醒用户社群准则、获取帮助以及选择保护自己免受辱骂和有害内容的功能。我们的调

查结果表明，虽然大多受访者有自己的应对方式（举报、屏蔽和更改账户隐私设置），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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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相当多的受访者不清楚可采取的应对方式及步骤，他们在遇到种族歧视或其他有害内

容时很容易受到伤害。

我们还注意到三个平台的举报功能并不显眼，导致用户不能举报原帖或其他用户的评论。

没有一个平台像许多电子邮件那样有标记功能，提醒用户举报或不再看到该内容和其发布者

（通过屏蔽或隐藏）。我们认为，提供标记功能对于提高社交媒体用户，特别是年轻用户

的责任和权利意识至关重要。

最后，政府等外部监管者应采取具有辩证的、监督的方式：

与平台运营商合作，落实上述两项措施；

开展公众数字扫盲和培训，特别是对较为弱势的用户，如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年

轻人。

网络素养教育和培训可以被纳入公立学校课程，并成为高等教育必修课程。政府不应直接

干预社交媒体的日常运作，而应采用监督的方式，确保平台和用户间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

有助于建立网络社群韧性和社会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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