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仇恨到希望：
新冠疫情期间的仇恨
调查报告



授权调查内容

• 是什么导致了新冠（COVID-19）疫情期间卑诗省仇恨
事件的明显增多？

• 卑诗省民和社区在疫情期间经历了什么样的仇恨？这些
遭遇对他们有何影响？

• 在危机当下和危机过后，我们该如何应对、消除或防止
仇恨事件？

• 疫情期间公共和私人机构该如何有效回应仇恨？

• 我们的公共政策和法律在应对仇恨时的效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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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事件的定义

基于偏见的行为和言论，
在经历者或目击者看来：

• 因为其个人特征而针对
该人或群体，并且

• 意图或已严重伤害到该
人或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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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作方法4

• 在46场远程听证会中听取了100位与会者的意见，
其中包括52家组织

• 抽取了800位民众进行民意调查，样本足以代表
卑诗省的居民

• 超过2600名受访者参与了公众问卷调查

• 向46个公共机构提出获取资料的要求

• 20份书面意见



我们的工作方法5

• 向卑诗省内所有地方警察局和卑诗省皇家骑警提出
了两组获取资料的要求

• 向七家社交媒体公司提出了获取订单和资料的要求

• 五份与调查主题相关的外部研究报告

• 跨辖区研究

• 一场面对面长老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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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
关于仇恨，我们了解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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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发现：
疫情期间仇恨事件急剧增加

118%
总体仇恨事件
（2019-2021）

102% 
与种族或族裔有
关的仇恨事件
（2019-2021）

74%
与宗教信仰有
关的仇恨事件
（2019-2021）

47%
与性别或性取向
有关的仇恨事件
（2019-2021）



关键发现（续）10

• 边缘化群体不成比例地遭遇到仇恨

• 基于性别的暴力在疫情期间急剧增加

• 网络仇恨在疫情期间急剧增加

• 仇恨不是新鲜事。仇恨在卑诗省根深蒂固，植根于
权力和控制，反映了广泛的长期歧视和压迫



关键发现（续）11

• 缺乏全省不同领域和环境中仇恨事件的数
据妨碍了行动的深入

• 法律对仇恨的应对多半是无效的

• 政府对仇恨的应对多半是无效的

• 如果资金充足、集中协调，社区可以有效
应对仇恨



在审查完报告中的海量证据后，无法否认，我
们到了清算的时刻。在这个两极分化的社会中，
我们必须明确地表达感同身受，并创造性地设

计出对仇恨的非暴力回应。



建议：
政府整体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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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政府整体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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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诗省政府应该：

• 设立助理副厅长级或更高级别的职位，以协
调并领导仇恨的预防和应对工作

• 制定一套政府整体战略和行动方案来应对仇
恨问题



建议：
了解仇恨并承认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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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有人都有义务了解和对抗
仇恨，自我学习相关知识，尊重
彼此，维护他人的尊严，营造归

属感和认同感。



建议：
了解仇恨并承认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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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展整个K-12系统中的
反仇恨课程

• 在全省范围内建立由社
区主导的仇恨事件集中
报告系统

• 警察必须接受应对仇恨
犯罪的培训



建议：
营造安全与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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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营造安全与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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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并资助社区发展恢复和治疗计划以应对
仇恨

• 将基于人权的应对原则纳入现有的应急响应
程序



建议：
营造安全与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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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媒体平台应该：

•执行严格的服务条款以应对仇恨内容

•升级算法以减少激化对立、歧视和误导性内
容的传播，引导用户远离潜在的仇恨信息

•立即停止在仇恨内容中投放广告



建议：
营造安全与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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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媒体平台应该（续）：

•允许独立审计，以评估平台设计造成的仇恨放
大所带来的持续风险，并制定缓解持续风险的
策略。

•承诺发布及时、透明、准确的公开报告



建议：
促进问责制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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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促进问责制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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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公诉政策方针以强调起诉仇恨犯罪的重大公
共利益

• 制定应对警方报告仇恨事件的警务标准

• 采取措施使卑诗省人权审裁处能够更有效地应对
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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