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仇恨到希望：
新冠疫情仇恨事件
調查報告



調查範圍

• 在新冠疫情期間，是甚麼導致了卑詩省內仇恨事件的明顯增
加？

• 卑詩省的個人和社區曾經歷過哪些類型的仇恨事件？這些事
件又如何影響了他們？

• 在危機期間與將來，我們如何可以處理、消除或阻止仇恨事
件？

• 公共和私營機構在疫情期間，應對仇恨事件方面是否行
之有效？

• 我們的公眾政策和法律在處理仇恨方便有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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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事件的定義

根據偏見作出的行動與言論，
在親歷或目擊者的眼光看來，
是：

• 因個人或一群人的個人特
徵令他們被針對，和

• 意圖或確有嚴重地傷害該
人或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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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調查的方式4

• 舉行 46 次網上公聽會，聆聽了來自包括 52 個團
體的 100 位人士的意見

• 進行了一次訪問了 800 人的公眾民意調查，調查
樣本代表了卑詩省的居民。

• 聆聽到 2,600 個回應者的公眾調查

• 向 46 個公共機構要求收集資料

• 20 份書面意見



進行調查的方式5

• 向卑詩省所有市政警察部門及卑詩皇家騎警提出
兩套資料要求

• 向七家社交媒體公司提出指令與資訊要求

• 與調查主題相關的五個外部研究部告

• 跨轄區研究

• 面對面的老者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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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所得：
我們對仇恨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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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發現：
仇恨事件在疫情期間急劇增加。

118%
仇恨事件總數
(2019-2021)

102% 
有關種族或族
裔的仇恨
(2019-2021)

74%
有關宗教的

仇恨
(2019-2021)

47%
有關性別或性
傾向的仇恨
(2019-2021)



調查所得（續）10

• 邊緣化社區所經受仇恨不成比例地高

• 基於性別的暴力在疫情期間急劇增加

• 網上仇恨在疫情期間急劇增加

• 仇恨並非新事。仇恨在卑詩省植根已久，是植根
於權力與控制，並反映出更廣泛的長期歧視和壓
迫的模式



調查所得（續）11

• 在省內各領域和地點發生的仇恨事件的數據不足
阻礙了行動

• 法律針對仇恨的應對在很大程度上無效

• 政府針對仇恨的應對在很大程度上無效

• 如有足夠的撥款和中央統籌，社區針對仇恨的應
對可以有效



在審查了本報告中提供的大量證據之後，無法
否認我們是面對著種下的結果。在我們兩極化
的社會中，我們必須果斷表達同情心，並在設

計非暴力回應仇恨時發揮創意。



建議：
政府以整體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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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政府以整體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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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詩省政府應該：

• 在助理廳長或更高級別設立一個職位，
以協調和領導對仇恨的預防和應對

• 制定一個政府的整體策略和行動計劃去
應對仇恨



建議：
理解仇恨並承認傷害

15



我們所有人都有責任去理解
和對抗仇恨，並自我教育以
尊重和尊嚴對待彼此，並創
造歸屬感和接納感。



建議：
理解仇恨並承認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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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整個 K-12 系統
擴充反仇恨課程

• 由社區主導的全省仇
恨事件中央報告系統

• 要求警察進行仇恨犯
罪應對的強制培訓



建議：
建立安全與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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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建立安全與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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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和資助社區發展恢復和療愈計劃以應
對仇恨

• 把基於人權的方法的原則納入現有的緊急
應對程序



建議：
建立安全與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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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媒體平台應該：

•執行嚴格的服務條款以解決仇恨內容

•改革演算法推送更少分裂、歧視和誤導
的內容，使讀者遠離潛在的仇恨信息

•立即停止發布仇恨內容的廣告



建議：
建立安全與歸屬感

21

• 社交媒體平台應該：（續）

•允許獨立審計評估平台設計放大仇恨的
持續風險，並制定持續風險的風險緩解
策略。

•致力於及時、透明和準確的公開報告



建議：
促進問責制和修復

22



建議：
促進問責制和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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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公共政策指令以強調起訴仇恨犯罪的強
烈公眾利益

• 制定應對向警方報告的仇恨事件的警務標準

• 採取措施允許卑詩人權法庭對仇恨作出更快
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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