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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大疫，
數位性別暴力

2020 年初以來，我們每天都在抗疫。抗的是新冠肺炎 COVID-19 的疫情。
這一年多來，很多人好像已經習慣了在每天下午 2 點，不自覺的滑開手機或打開電視電

腦，關注疫情指揮中心的最新動態。

可是，你知道嗎？除此之外，這些年還有個疫情，在你我周遭，不知不覺間，蔓延著。
但似乎截至目前，無人可治，無法可管 1   ─那就是，數位 / 網路世界裡的性別暴力。

根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2020 年 10 月會議後發布的文件，並參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CEDAW) 一般性建議第 19 號意旨，數位 / 網路性別暴力的定義係指「透過網路或
數位方式，基於性別之暴力行為。即針對性別而施加他人之暴力或不成比例地影響他人，包括身
體、心理或性之傷害、痛苦、施加威脅、壓制和剝奪其他行動自由等」；其類型包括網路跟蹤、
惡意或未經同意散布與性 / 性別有關個人私密資料、網路性騷擾……等 10 項。這定義和類型，
大家一定都不陌生。你可能在新聞裡看過，或是聽周遭的人談起過類似的案例：像是韓國媒
體揭露的「N 號房事件」，美國紐約時報報導「被 Pornhub 毀掉的孩子」的未成年兒少的性
剝削事件；亦或者是臺灣媒體前不久才揭露的色情論壇「創意私房」的惡劣行徑，以及像是
未成年兒少被誘囚或是不雅照散播、甚或被偷拍傳覽等報導。數位 / 網路的便利及普及，雖
然是時代進步的象徵，但也像是個怪獸般的，給未成年的兒少帶來許多的危險。各種網路廣
告的引誘陷阱鋪天蓋地的朝他們而去。

性、色情暴力和性剝削在網路時代無所不在

在擬定這一期的專題前，我在一堂研究所在職專班的課聊到廣告、網路行銷、監控的議
題，提到現在網路資訊的氾濫，可能會讓青少年無所適從，常一不小心就會踏進情色陷阱。
我舉了幾個例子，包括國中生利用手機在網路上看免費小說，網頁夾帶的廣告常帶有色情意
涵，而要點下一頁時，常會跳出無關閱讀資訊的畫面，甚或性交漫畫，試圖導引使用者去瀏
覽情色網站；或者是青少年常常下載並使用各種網路交友軟體，人際交往圈可能無國界等。
其中一個學生 ( 國中老師 ) 馬上接著我的話說，國中生都知道一些「代碼」，只要在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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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截至目前為止，相關數位 / 網路性別暴力的處罰散布在刑法的各章節，以及《兒童及少年性剝
削防治條例》中，但刑度不高。至於性隱私影像侵害犯罪防治條例則還處於草案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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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引擎輸入，還可以無碼觀看色情影片。這個話題馬上引起這些在白天是國中小教師的
熱烈討論─他們笑著說，當長者用 Line 與 Facebook 連結彼此時，年輕世代則開始在
Instagram、抖音、17 直播、Clubhouse 等平臺，拓展自己的交友圈，認識網路上各式各樣
的人。現代兒少對於人際關係的好奇，情感及交往狀態的呈現，很有可能都超乎我們的想像。
性議題、色情暴力早就充斥在他們的周遭。

當我們要結束話題時，有個老師緩緩舉起手，說要告訴我們一個真實的案例，有個小六
學生因為在網路上交到了一個鄰近國中的「男朋友」，男朋友叫她寄裸照給他，說這樣才能
顯示她愛他，於是她寄了，再三叮嚀不可以給別人看。後來又陸續寄了幾次，直到國小畢業，
她很高興自己終於可以跟男朋友在同一個國中。上了國中，她發現學校裡常會有些男生對著
她看的眼神很奇怪，女同學也不待見她。後來，是老師發現她的照片在群組裡傳遞著，告訴
了她……。她，不久就從學校消失了。可能是轉學，也可能是輟學了。

去年 (2020)，方念萱在《報導者》寫了一個評論，網路性霸凌―那些受害於數位性別
暴力裡的人們，尤其是女人談到了她的觀察，受到數位性別暴力的女人常會被認定「無人加
害、純粹活該」而沈默無聲，而且多半是女人。她舉 2015 年《對婦女與女孩的網路暴力：給
世界的警訊》(Cyb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A World-wide Wake-up Call ) 報告
為例，說網路世界裡的暴力是衝著女性而來，而且是不分種族、文化、社經背景。新興的數
位暴力不僅影響女性身心，同時造成女性經濟上莫大壓力。也就是隨著 internet 的範圍不斷
擴大，網路訊息的迅速傳播以及社交媒體的廣泛使用，再加上現有的「暴力侵害婦女和女童
行為」(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簡稱 VAWG)，導致網絡 VAWG 的出現日益成為
全球性問題，具有潛在的重大經濟和社會後果。

網路上的色情陷阱，如影隨形。常使用網路搜索資訊的我們便知，一條看似平凡的連
結，或是一顆不起眼的廣告按鈕，常將我們連到藏著色情訊息的頁面。那一叢又一叢的誘
惑，有時背後是不為人知的「未經同意散布私密影像」(Non-consensual pornography，簡
稱 NCP)，也就是沒有經過當事人同意，卻故意散布、播送、張貼，讓其他人觀覽的影像 ( 過
去被稱之為「復仇式色情」[Revenge Pornography])。這些影像的來源不明，而影像中的孩
子不論是自願或被逼迫，它的散播，已然帶給孩子傷害。

拒絕上車很困難，性教育，很重要！

防治數位性別暴力要持續不斷的宣導。教育部從 2020 年友善校園週開始宣導「網路旅
程，不留傷痕──防制數位性別暴力」開始，到 11 月宣導「我們一起下車」的概念，以及性
別平等教育資源網 (www.gender.edu.tw) 持續宣導的「五不四要」就可以看出其重要性。如
何在瀏覽網路時，不留傷痕？對兒少而言，是需要被教育的。如何在網路交友時判斷網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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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其實不軌？有哪些時刻，該說不，否則為時已晚？還有，如果我傳了連自己都害羞或後悔
的照片，該怎麼辦？這些問題，在許多成人眼裡，或許有點啼笑皆非，「你如果不要交網友、
不要上傳這些東西，不就沒有問題了？」這是我們心底常有的回應。然而，這些問題，或許
是每位兒少「早知道就好了」的飲恨。拒絕上車，很困難。尤其在這種誘因充斥的網路 / 數
位時代。下車時，往往已經傷痕累累。

或許，焦慮的家長們曾嘗試監視孩子的網路使用情形，極盡各種方法確保孩子的網路旅
程是純淨無險的。然而，我們必須理解，家長只能看見「眼前」，無法確保「眼外」。若家長
期待了解孩子平時使用網路的習慣，或是在遇到難以啟齒的困難或傷害時，能放心不懼怕地
適時提問和求助，必須建立親子彼此間的信任。不過，《親子天下》在今年 (2021) 中有關兒
少心理安全的調查，卻有著令人警惕的發現：孩子越是到了高年級，越不願意與家長談心，
而是優先選擇向朋友傾訴。有網路交友經驗的孩子中，近半數孩子的知心好友，包含素未謀
面的網友 ( 張益勤，2021)。親子間關係的疏離，有時來自家長對孩子時不時的負面評價，有
時源自對孩子生活的過度設限，但不論緣由為何，諷刺的事實已攤在眼前⸺滿腹的愛所疊
成的焦慮，僅是逐步拆解保護孩子的網。

性教育，很重要。我們需要轉換思維，談談孩子應該具備怎樣的能力來應對 21 世紀的
網路世界。我們不可能限制孩子使用網路，但能夠教他們如何安全使用？如何辨識周遭的色
情陷阱？如何能在獨身探勘網路世界時，不致身陷險境？如此，孩子不僅能滿足使用網路的
需要，不論是為了探索資訊，還是拓展人際網絡，我們更能期待，孩子能在獨身使用網路時，
平實踏穩每一腳步。這當是教育該看見的趨勢，該擔起的責任。

做家長、老師的，我們需要去思考，該如何成為被孩子信任的大人。
我們繼續抗疫，無論是 COVID-19，還是數位性別暴力。
一起、一起、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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