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懶理巴西澳洲刪片要求 外媒批決定欠透明度

馬斯克鋪路建廠
獨跪印度允刪文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年輕人普遍對美
國總統拜登政府實施TikTok禁令感到不
滿，據路透社4月底進行的民調，美國
半數35歲以下的年輕人反對封殺Tik-
Tok。美聯社的調查則發現，在2020年
總統大選時，拜登贏得61%的30歲以下
選民和 55%的 30 至 44 歲選民支持。
《華爾街日報》指出，拜登若要成功連

任，年輕選民的取態非常關鍵，政府一
意孤行封殺TikTok，只會令年輕人感到
被疏遠和被政客背叛，拜登在今年11月
的大選料會流失不少年輕人選票，為這
項禁令付上政治代價。

團隊開設賬號被轟虛偽
美國多達三分之一的30歲以下選民透

過TikTok獲取信息，TikTok的支持者
表示，他們需要尋找發洩途徑，針對拜
登的怒火勢必對選舉結果造成影響。許
多TikTok帖文也抨擊政客面對國家仍有
許多問題未解決，卻花時間剝奪年輕人
喜愛的自我表達方式，既荒謬又侮辱。
28歲的民主黨政策數碼通訊策略師亨

利表示，封殺TikTok法案與援助以色列

法案一併綑綁通過，但許多年輕人同時
反對這兩項法案。亨利指出，許多年輕
人感覺到「當我們有用時，你們便利用我
們，但根本不關心我們的聲音或生計。」
拜登競選團隊今年入駐TikTok，但關

注者不多，且留言充斥對拜登的憤怒。
競選團隊使用他們認為對美國「有害」
的應用程式的舉動，被民眾炮轟虛偽。

美媒：TikTok封殺令背叛年輕選民 拜登料賠上政治代價

澳洲悉尼一名東正教主教上月在主
持彌撒期間，遭一名少年持刀襲

擊，片段在社媒廣泛流傳。澳洲聯邦法
院批准電子安全委員辦公室申請的禁
令，要求X在全球範圍內隱藏相關影
片。然而X認為澳洲政府無權干預全球
用戶可以觀看的內容，僅屏蔽了澳洲用
戶，馬斯克稱將就禁令提出上訴。澳洲
總理阿爾巴尼斯指責馬斯克為「自以為
凌駕法律之上的傲慢億萬富豪」。

巴西列調查對象作連串指控
另一方面，巴西最高法院上月下
令，要求X平台必須封鎖部分賬號，
以打擊網絡虛假新聞和仇恨言論。馬
斯克拒絕接受該命令，並質疑其違反
巴西憲法，要求大法官莫萊斯辭職或
立刻被彈劾。目前馬斯克被巴西當局
列為調查對象，面對妨礙司法、煽動
網民及有組織犯罪等指控。
X全球政府事務負責人皮克爾斯認
為，澳洲政府的行為開了「危險的先
例」，將危害全球互聯網及新聞自
由。部分關注數碼權利的專家和學者

均支持馬斯克對此提出訴訟，然而批
評者認為馬斯克只是選擇性行動。
《金融時報》指出，X平台在印度遵
守當局命令，在大選期間封鎖一些含
敏感政治言論的帖文，原因可能是馬
斯克目前正尋求在印度興建Tesla電動
車生產廠房。

「這國家會買我們電動車嗎」
公關和傳播服務公司 Four Corners
Public Affairs合夥人韋克斯勒認為，馬
斯克遵守政府命令的標準並不清晰，
「如果政府想要取消某個東西，X現
在要考慮的是，這個國家會從我們這
裏購買電動車嗎？」
科技媒體Rest of World引用哈佛大
學Lumen數據庫發表的報告顯示，在
馬斯克接手X的頭6個月內，公司遵守
了80%的政府刪除要求，而在他接管
前只有50%。科企Mozilla全球產品政
策負責人迪瓦里分析稱，有跡象顯示
在馬斯克領導下的X，相信只會對刪
除帖文的要求採取公開抨擊方式回
應，未必會真正採取法律行動對抗。

香港文匯報訊 歐洲議會選舉將於
6月舉行，由於擔憂虛假信息傳播影
響選舉，歐盟根據其網絡監管新規
《數字服務法》進一步對X平台進行
調查，對該平台減少內容審核資源發
出《信息索取書》，要求平台作出解
釋。
X於 4月發布的透明度報告中顯
示，其內容審核團隊相比去年10月

報告中的人數減少近20%。此外，X
將歐盟內的內容審核語言覆蓋範圍，
從11種官方語言減少至7種。歐盟委
員會要求X就相關變動，提供全面的
內部文件及資訊。歐盟同時要求該平
台就生成式人工智能（AI）工具在歐
盟內應用的風險評估，以及尋求更多
有關減輕生成式AI對選舉程序、違
法內容傳播和權力保護方面影響的細

節。
歐盟對X的調查始於去年12月，
旨在打擊網絡違法內容，調查有關風
險管理、操縱性設計、廣告透明度及
研究人員獲取數據方面是否存在違法
的可能。《信息索取書》指出，X必
須於5月17日前回覆委員會有關內容
審核資源和生成式AI的問題，並在
27日前提交委員會要求的其他信息。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非牟利組織
「對抗網絡仇恨中心」去年研究發
現，自馬斯克接手以來，X平台上的
錯誤信息和仇恨言論激增。X入稟加
州法院提訴該組織，但被法官駁回。
X指控「對抗網絡仇恨中心」進行有
缺陷的研究，刻意挑出一些「具爭議」
的帖文，進行「恫嚇行動」嚇怕廣告

商，導致X損失數千萬美元收入。
加州法院今年3月表示，X提出訴
訟顯然為「懲罰」該中心發布批評X的
研究結果，以及嚇阻其他希望這樣做
的人。法院在長達52頁的裁決書中
表示，「讀了起訴書後，不得不作出
這樣的結論：X更關心的是對抗網絡
仇恨中心的言論，而不是其資料收集

方法」，認為該中心只是行使言論自
由，不應受到懲罰。
「對抗網絡仇恨中心」創辦人兼行政
總裁阿邁德表示，「我們希望這項具
里程碑意義的裁決，能鼓勵各地的公
共利益研究人員繼續甚至加強他們的
重要工作，讓社媒公司對其傳播的仇
恨和虛假信息及其造成的傷害負責。」

香港文匯報訊 馬斯克近日發文，表
示「考慮到非法移民大量湧入美國，
2024年可能是最後一次實際由美國公
民決定的選舉」，暗批美國總統拜登
和民主黨讓大量非法移民湧美，言論
引發外界關注。
據「今日俄羅斯」（RT）報道，馬
斯克這一言論是對共和黨議員早前在
眾議院通過《平等代表法》的回應，
該法案要求美國人口普查局在每10年
的普查中，詢問受訪者公民身份，共
和黨人希望在確定每個州份的國會席
位時，只計算美國公民數量。這項法

案也在兩黨間引起爭議。
馬斯克5月9日在X平台對此發表評
論稱，「民主黨一致反對按照公民身
份，來分配眾院席位和選舉人團票，
這說明了一切，民主黨目的是通過盡
可能引進更多非法移民，來剝奪美國
公民的選舉權。考慮到來自地球上各
個國家非法移民的大量湧入，2024年
可能是最後一次實際由美國公民決定
的選舉。」
馬斯克素來與拜登意見不合，他早
前已在X平台上表明將不再支持民主
黨。

香港文匯報訊 澳洲網絡安全監管
機構電子安全委員辦公室（eSafety）今
年較早時發布的報告顯示，馬斯克在
收購社媒 Twitter 並將其更名為 X
後，解僱了80%從事信任和安全的工
程師，同時還解僱三分之一的非工程

類信任和安全員工。
該部門引用澳洲《網絡安全法》要
求X回答有關其如何保護用戶安全的
問題， X表示，在馬斯克於2022年
10月收購前，該公司在全球擁有279
名專注信任和安全的工程師，到2023
年5月底已減少至55人，原本4,062
人的信任和安全團隊被削減至2,849
人，而其全職內容審核團隊被削減一
半，從107人減至51人，現在X的大
部分內容審核員都是合約工。
據eSafety稱，X的裁員行動已產生

影響，處理仇恨直接信息的速度下降
了70%。X則表示，在解散向公司提

供外部建議的信託及安全委員會後，
他們並沒有尋求成立替代機構，同時
公司也沒有專門負責全球仇恨行為問
題的全職員工。
澳洲網絡安全專員格蘭特曾於2014

年至2016年負責Twitter的信任和安
全事務，她表示決定調查X，是因馬
斯克上任後，X報告的網絡仇恨事件
激增。她還發現先前因暴力和仇恨行
為違規而被標記的賬戶，又被允許重
返平台，「馬斯克製造了一場完美風
暴，如同讓成千上萬的『危險司機』
在沒有任何審查、限制或監督下重新
上路。」

馬斯克批民主黨「引進」非法移民
剝奪美公民選舉權

澳報告：X處理仇恨信息速度降七成

美研究指仇恨言論激增 X控告非牟利組織敗訴

憂假信息影響歐議會選舉 歐盟要求解釋審查資源減少

◆拜登或將流失不少
年輕人選票。 路透社

◆澳要求X隱藏
主教被襲擊影片
不果。 網上圖片

◆印度總理
莫 迪 （ 箭 嘴
示）曾到訪Tesla
在加州的車廠，與
馬斯克（右）會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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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克

◆馬斯克將Tesla等旗下
企業納入X平台決策的

做法令人擔憂。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大型社交

平台X在全球各地面對愈來愈多

有關其內容審查的糾紛，最近

數周，巴西、澳洲和印度等國

家均要求X平台移除被認為有害

或非法的內容。擁有X平台的美

國富豪馬斯克對巴西和澳洲發

出的命令拒絕遵守，並指責巴

西最高法院法官莫萊斯為「獨

裁者」，以及批評澳洲網絡安

全監管機構「電子安全委員辦

公室」負責人格蘭特為「審查

專員」。然而面對印度，馬斯

克卻遵守相關命令。《金融時

報》指出，批評者質疑馬斯克

的決定欠缺透明度且具有選擇

性，將旗下其他企業納入X平台

決策的做法令人擔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