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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举行的延边大学女性研

究中心成立30周年、全国妇联－

延边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

地创建10周年纪念暨“新发展阶

段女性研究与培训新使命”学术

会议上，来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70余名专家学者及青年学子，围

绕“女性身心健康与生殖保育”

“女性社会发展与性别文化书写”

“女性文艺创作与婚恋文化解读”

“女性生活样态及其社会参与”进

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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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约会暴力：定义、现状与应对
■ 王曦影

手机、互联网、社交媒体成为青年人日常生活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调查》，截至2022年底，我国有10.67亿的网民，其
中97.2%人都在使用手机和即时通信。中国青年报
社会调查中心对18至35岁的青年人开展调查，发现
62.4%的单身青年都通过互联网和交友App来结识
朋友或寻求亲密伴侣。网络与科技无疑为青年人恋
爱交友开创了新的机会，拓展了新的社交网络，并为
青年人寻求、发展和维持亲密关系提供了顺畅的平
台，然而，便捷科技也引发了亲密关系的暗面，运用网
络监控、孤立、控制、威胁对方正在变得更加容易。一
种新型的亲密关系暴力正在悄然出现——网络约会
暴力。

新型的亲密关系暴力

网络约会暴力是约会暴力在网络时代的进阶版
本，也是正在浮现并逐渐受到关注的一种新型的亲密
关系暴力。这一概念中有三个核心词，一是约会，二
是网络，三是暴力。

在快速变迁的现代中国，约会是一种界
限比较模糊、具有动态性的关系，既充满不
确定性，且双方之间也不具有法律地位。约
会既可以指双方只是处于暧昧、追求过程
中，亦可指代相亲、网友见面等类似约会活
动，还可以指稳定持久的恋爱和同居关
系。简而言之，网络约会暴力既可能发生
在约会对象之间，也可能发生在恋爱伴侣
之间。

除去“网恋”等直接通过网络远程
展开的交往与约会行为，青年人的日
常恋爱和约会生活也离不开网络和社
交媒体。他们常常通过朋友圈、微
博、QQ空间、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分享

自己的情感生活中的甜蜜与痛苦。恋爱与约会等亲
密关系从隐秘的私人领域日益走向公开平台。约会
中的表白、官宣自然甜蜜，约会中的冲突、矛盾和暴力
也变得公开化，引发关注。与之相伴，约会暴力的形
式出现了新变化，网络约会暴力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
问题。

网络约会暴力定义

传统而言，约会暴力通常关注肢体暴力、心理暴
力、言语暴力、性暴力等暴力形式。网络约会暴力指的
是约会对象或恋爱伴侣通过网络平台、通信设备或社
交媒体监视、控制、骚扰、威胁或逼迫对方的行为。具
体而言，网络约会暴力可能包括、却又不仅仅局限于如
下行为：在未经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在网上分享约会对
象或恋爱伴侣的个人亲密信息；在未经对方同意的情
况下，在网上分享约会对象或恋爱伴侣的性照片或视
频；运用通信设备监控和跟踪对方所在位置；未经对方
允许，检查和监控对方社交媒体账号和微信、短信、QQ
信息；禁止、限制约会对象或恋爱伴侣使用特定的社交
平台；禁止、限制约会对象或恋爱伴侣在社交平台上的
发言；故意伪造自己信息欺骗约会对象或恋爱伴侣；在
网络散布有关对方的谣言；在网络上公开侮辱对方；在
网络上公开威胁要肢体伤害对方；在网络上恐吓、威
胁、勒索对方。

或许，你觉得上面列举的行为既熟悉又陌生。熟
悉是因为这些行为在网络上如此司空见惯，陌生是因
为，大多数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些是暴力行为，更没有
学会运用“网络约会暴力”去命名这些行为，最后带来
的现实就是：大家虽然耳闻目睹，但是见怪不怪。正
如家庭暴力的命名，把广泛存在的打老婆事件从“家
务事”转变成了公共议题。当今社会需要网络约会暴
力这个概念去定义这一系列行为，提升民众的意识，
关注这一网络平台上广泛存在的新型性别暴力。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区分网络约会暴力、网络欺凌
和网络性骚扰。这三种类型的网络暴力行为的表现

形式非常类似。区分的标准主要在于加害者的身份
以及与受害者的关系。网络约会暴力特指恋爱伴侣
和约会对象之间的网络暴力行为。网络欺凌和网络
性骚扰的加害者则可能是熟人或陌生人，他们与受害
者之间没有约会或恋爱的关系。

网络约会暴力的特点与性别差异

国际上不同的研究指出，网络约会暴力的发生率
在12%至56%之间浮动。

线下的约会暴力常常与网络约会暴力纠缠在一
起，这在恋爱对象之间的网络约会暴力中更为凸显。
约会暴力具有越亲密越暴力的特点，即随着亲密关系
的加深，同居阶段的恋爱伴侣有更高的概率发生约会
暴力。亲密关系暴力从来都呈现出多种类型暴力交织
的特点，当恋爱对象之间发生了严重的线下暴力，发生
网络约会暴力的概率也会大幅提升。

网络约会暴力部分延续了约会暴力的特点，呈现
出性别差异，表现为女性更容易遭受网络约会暴力。
一项对3745名青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当控制其他生活
因素变量时，女性更容易在网络上遭受约会暴力。其
他研究也发现，女性报告遭遇网络约会暴力的受害经
历是男性的两倍，会给妇女带来更为严重的健康损
害。针对妇女的网络约会暴力常常与对妇女的性羞辱
紧密相关，最为常用的手段就是未经允许散布对方的
性照片或视频。

网络约会暴力可能会给受害者带来更严重、更长
远的伤害。网络给施暴者提供了便利，使其可以突破
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对受害者施加暴力；网络的复制、保
存和共享能力使得个人信息公开化，会给受暴者带来
更大的伤害。国外有研究指出，网络信息存储有长期
可以追踪、难以彻底删除的特点，这往往会给受害者带
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很多受害者呈现出抑郁、焦虑的症
状，采取自伤和自杀的比例较高。

应对网络约会暴力

恋爱和约会关系中性别权力的不对等常常是引发
网络约会暴力的直接原因，这与全球性别平等的现状、
传统社会性别规范以及亲密关系内部的男强女弱的文
化密切相关。性别刻板印象、性别偏见和歧视以及性
的双重标准互相叠加，合理化甚至强化了亲密关系中
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从而导致权力与控制关系的形成
以及约会暴力的发生。网络约会暴力被一些男性用来
建构男子气概，合理化暴力行为，赢得男性群体中的地
位，并维系着男尊女卑的暴力文化。

为了更好地预防和应对网络约会暴力，首先要提
升青年人的性别平等意识，例如在高校和网络平台推
动开展“促进性别平等，预防约会暴力”的干预项目，帮
助青年人反思并认识到日常生活中与个人观念中的性
别不平等，讨论性别不平等如何与性别刻板印象、性别
偏见和歧视相勾连造成了性别暴力和网络约会暴力的
发生；其次，进一步对性别暴力进行知识普及和行动倡
导，帮助青年人认识并理解网络约会暴力，认识到这一
暴力形式的独特之处，也认识到它与其他亲密关系暴
力和性别暴力之间的共同之处；再次，推进国家规范网
络行为的法律法规建设。202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网络
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这一意见运用了网络暴
力的概念，虽然没有提及网络约会暴力，但是很多条款
都对网络约会暴力的具体行为的干预制裁有着直接的
指导意义。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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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常乐昕

网络性别暴力是指通过社交媒体等
网络平台对特定性别人群进行身体或心
理上的攻击和伤害的行为。这种暴力的
具体形式包括性骚扰、恶意评论、传播虚
假信息等。文章探讨网络性别暴力的成
因，认为刻板形象、身体规训和肥胖歧视
是诱发暴力的三大因素。刻板形象要求
女性的穿着打扮、言行举止符合社会认
为适合女性的方式；身体规训反映传统
性别模式中，男性掌握评判女性的话语
权，将女性变成男性审美标准或道德要
求所规训的对象；肥胖歧视背后是阶层
惯习和性别因素叠加影响的审美偏好。
为减少网络性别暴力的发生，文章建议
进一步开展对性别平等的教育和宣传，
推动网络平台运用技术手段建立更严格
的管理规则，并加强对受害者的救助保
护。此外，个体应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提
高媒介素养，学会理性使用网络平台，主
动参与网络言论监督和网络暴力维权。
研究结果对加深网络性别暴力的认识具
有一定意义，但也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研
究，深入探讨治理网络性别暴力的系统
性机制。

来源：《新闻研究导刊》
（实习生 李泓贝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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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春娟

我国民法典和新妇女权益保障
法明确规定夫妻共担未成年子女养
育等家务劳动，离婚时对家务劳动付
出较多的一方应当予以经济补偿。
这些规定回应了我国大多数女性身
负家庭与职业双重负担之现实，力图
在立法上矫正传统的家庭分工，实现
家庭内部的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对
于促进两性平等发展，保护女性平等
权益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相关法律
规定在具体司法实践方面，仍有待明
晰和完善。本文从社会性别平等理
论视角分析了女性获取家务劳动合
理补偿的法理依据，论证女性负担生
育照料子女等家务劳动具有社会再
生产之重要价值以及对其在离婚时
予以合理补偿的正当性，进而提出具
体的完善建议：扩展离婚后提出家务
劳动补偿请求权的期限，同时明确家
务劳动的估算办法，借鉴统计学公
式，计算出实然家务劳动承担数量与
应然承担部分之差，再结合家庭具体
情况作出合理补偿。

来源：《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作者：董小菲

生成式AI因其低门槛使用的
特质，可以迅速为广大草根用户所
用，赋能他们的性别平等实践。本
文作者采取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结
合的方法，通过对 Chatyuan 内测
群、微信公众号和小红书的经验文
本进行分析后发现，草根用户在生
成式AI的使用中，积极从事性别平
等实践，主要扮演了三种角色，分别
是低门槛的性别平等评估审查者、
志愿参与的性别平等数据投喂者和
专属性别气质虚拟伴侣养成者。生
成式AI在用户的性别平等实践中
实现了多面向的深度赋能：一是让
用户获得了突破专家垄断的强自我
效能；二是给用户提供了嵌入日常
场景的大规模可供性；三是使用户
的实践行为能够超越姐妹情谊圈成
为全人类的公共话题。同时总结了
草根用户在性别平等实践过程中的
问题，提出要在人机协同的新社会
交往逻辑上，在性别平等的实践中，
探索草根用户、专家、生成式AI以
及其他媒介平台之间更为复杂的互
动和协商关系。

来源：《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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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发展，手机、互联网、社交媒体成为青年人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网络与科技无

疑为青年人恋爱交友开创了新的机会，并为青年人寻求、发展和维持亲密关系提供了顺畅的平台。然而，

便捷科技也引发了亲密关系的暗面，运用网络监控、孤立、控制、威胁对方正在变得更加容易。一种新型

的亲密关系暴力正在悄然出现——网络约会暴力。网络约会暴力是约会暴力在网络时代的进阶版本，也

是正在浮现并逐渐受到关注的一种新型亲密关系暴力。

■ 倪卓卓 高朗初

近日，由延边大学女性研究中心、延边大学妇
女儿童健康中心、延边大学研究生院、全国妇联－
延边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共同主办的延
边大学女性研究中心成立30周年、全国妇联－延
边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创建10周年纪
念暨“新发展阶段女性研究与培训新使命”学术会
议在吉林省延边大学召开。来自中华女子学院、中
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云南大学、湖南师范
大学、湖南女子学院、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辽
宁师范大学、延边大学等全国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
的70余名专家学者及硕、博士研究生，以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共同参与大会，围绕“女性身心健康
与生殖保育”“女性社会发展与性别文化书写”等
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交流研讨。在开幕式上，
延边大学副校长张玉红，吉林省妇女学会副会长、
长春市妇联副主席吴莹，延边州妇联主席韩丽莲，
延边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崔昊震，湖南师范大学东
北亚研究中心主任、原延边大学女性研究中心主任
蔡美花分别致辞。

女性社会参与及生活样态

生理性别差异影响着女性社会参与，社会性别
扮演关联着女性生活样态。中华女子学院教授魏开
琼，基于对D市三个个案的考察解读了妇女社区参
与中的“情感”维度。吉林农业大学教授吴莹介绍了
家政学学科的由来以及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家政学的
现状与走向。湖南女子学院副教授罗海云指出了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非遗“女书”的创造性转化及其
创新性发展。湖南女子学院副教授曾海燕给出了数
字化转型背景下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路
径。延边大学讲师金香引入冲突与增益两个自变量
来说明边疆民族地区女性工作—家庭关系异质结构
的合成及催化衍变。延边大学讲师倪卓深层描述鄂
伦春族女性萨满人生历程并阐释了社会变迁影响下
鄂伦春族精英阶层及女性群体的社会身份与角色地
位转变。

女性身心健康与生殖保育

生殖保育质量直接影响着女性身心健康。南
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苏亦平
结合现代西方医学理论知识与丰富的临床医学实
践经验指出当今社会女性更年期妇科疾病的民众
认知基本状况以及相关疾病的发生与诊治。延边
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妇女儿童健康中心主任
医师金贞爱结合数十载从医经历分享了家庭叙事
生态与女性健康的内在关联。延边大学教授崔文
香从现代性技术革新出发探讨了当今时代护理行
业为改善女性生命质量、重塑女性美丽人生的应尽
之责。延边妇幼保健院副院长于延辉基于延边地
区的实际，探讨了吉林省边疆民族地区妇幼保健事
业的发展侧重。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内
科护理单元护士长朱春莲结合医疗护理实践给出
了在提升女性身心健康质量中重视地域特征、强化
人文关怀的经验与案例。

女性文艺创作与性别文化书写

不同时代的女性及性别文化主题文艺作品均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当时女性社会身份及社会公众
对于性别文化的认识。湖南女子学院讲师林翠云
解析了女性写作及其文学表现。辽宁师范大学讲
师朴哲希和硕士研究生张其潇以小说《太古和其他
的时间》为中心分析了女性作家在写作过程中的乌
托邦叙事及其自我主体性探索。中华女子学院硕

士研究生李奕霆用民族志的写作方式阐释了A区儿童福利院类家庭
母亲情感拉扯中的特殊母职实践及其对于所属身份意识的自我表
达。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肖鹏以小说《十二楼》为中心探讨了中
国古典婚恋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规约对于作者所处时代女性社会地位
的反映。延边大学硕士研究生杨杰基于阎连科在《她们》中对女性群
体困境的描述，指出文学作品对于“揭开”现实社会女性“被遮蔽的隐
痛”的积极功能。

女性研究青年力量的跨学科对话

会议还以跨学科对话打破学科局限，拓展妇女/性别研究“生力军”
的多元视野。吉林大学硕士生郭子宸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消费主义
视角下的婚姻商品化程度及其趋势。延边大学硕士研究生石家铭从公
共管理的角度归纳了边疆民族地区学习型女性社会组织的基本发展模
式。延边大学硕士研究生代芷珊从比较教育学的角度就西方女性教育
思想对我国女性教育的启示给予个案分析。延边大学硕士生王冬莉从
社会体育指导的角度论证了媒体形象对于女性运动员社会评价的导向
性功能。

在会议总结环节，延边大学女性研究中心金花善主任建议：第
一，新发展阶段的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事业应面向新时代、迎接新
发展、肩负新使命、迈向新征程。第二，“落地”研究，“落实”培训，提
升妇女/性别研究成果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性，将妇女/性别相关培
训落到细微实处。第三，以跨学科对话凝聚意识，多元协同推进妇
女/性别研究与培训事业，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进程中积极贡献来自妇女/性别研究专家学者及青年学子的智
慧和力量。

（作者单位：延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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