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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c

澳大利亚博彩业为澳大利亚重要经济产业，但其社会影响日益受到关注。

为减少问题博彩的负面影响，澳大利亚政府推行多层次负责任博彩政策，涵盖消费

限制、干预机制及博彩广告监管。然而，管监管框架不断完善，高风险群体（包括

文化与语言多样性群体、低收入者及年轻人）的保护仍然不足。文化与语言多样性

群体因语言障碍与文化适应性不足，在参与负责任博彩计划及获取支持服务方面

处於劣势。博彩企业透过社交媒体与精准行销策略扩大这些群体的博彩风险，使

其更易受到博彩相关危害影响。此外，瞃上博彩平台的普及与博彩?戏化（
1-5/7/



4-./%0

）现象推动澳大利亚年轻人的博彩参与，使其面临更高的财务与社会风险。

随著数位技术发展与博彩市场转型，未来负责任博彩政策的挑战将集中於如何因

应跨境瞃上博彩的扩张、平衡产业利益与社会风险，?提升监管机制的适应性与可

及性。不同州层级监管标准的不一致性、数位博彩监管技术的演进以及公众对博

彩风险的认知变化，将成为影响政策调整的重要因素。负责任博彩的未来发展方

向，或将涉及更精细化的广告与行销监管、数据监测技术的强化，以及针对高风险

群体的干预机制优化。这些变化将持续塑造澳大利亚博彩治理的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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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博彩业对澳大利亚经济贡献重大，然

而，其负面影响，特
'

是博彩成瘾对个人、家

庭与社会的击，引发关注。研究显示，博

彩行为与财务困境、心理健康问题及犯罪率

上升密切相关，低收入群体、少数族裔与年

轻人受影响尤甚
aR/;/01).%0#2 #. -'62 DEFO

；

8(-52 #. -'62 DEDE

；
_/012 #. -'62 DEDEb

。
DEDD

l DEDK

年澳大利亚博彩支出达
KDE

亿澳元，

其中电子博彩机（
+%=/#)

）?
DKE

亿澳元。

报告指出，澳大利亚人
DEDD

年人均博彩支

出约
F2JKN

澳元，居全球之首
aI-."-0-+-''*2

#. -'62 DEDOb

。

为减少博彩风险，澳大利亚政府自

FGGE

年代起推行负责任博彩政策，涵盖消

费限制、自愿排除计划、广告监管及成瘾治

疗支援。然而，政策对高风险群体的保护效

果仍存
7

议。少数族裔与低收入群体因资

讯可及性与文化适应性不足，问题博彩率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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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偏高
a8(-52 #. -'62 DEDE

；
U4U/''#0 B

Y%00#''*2 DEEQk X%$'-..2 #. -'62 DEDKb

。

本文探讨澳大利亚负责任博彩政策的

发展与监管框架，分析其对高风险群体的影

响与挑战，?提出政策优化建议，以促进更

公平与有效的博彩监管。本研究基於政府、

监管机构、生产力委员会
aC&%(,4./;/.* 3%5



5/))/%0b

、澳大利亚通讯与媒体管理局
a83



U8b

报告、学术论文及
W@[

与行业报告进

行分析。本文首先回顾澳大利亚负责任博

彩政策的发展与监管框架，接著探讨高风险

群体的挑战，最後总结政策特徵?展望未

来。

F

　澳大利亚负责任博彩政策的
发展历程和治理框架

　　
FGGE

年代末，澳大利亚政府逐步加强

博彩监管。
FGGG

年，生产力委员会首次提

出负责任博彩政策（
X#)+%0)/9'# @-59'/01

C%'/4/#)

）概念，建议政府限制博彩消费、自

愿排除机制，?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aC&%(,4./;/.* 3%55/))/%0

，
FGGG b

。受此影

响，各州政府陆续?取干预措施。然而，瞃

上博彩崛起加剧了监管挑战。

DEFE

年生产力委员会建议推行预承诺

系统（
+&#


4%55/.5#0. )*).#5

），允许玩家设

定投注上限，但因博彩业者反对及部分州政

府担忧
8

收下降，该措施未能强制推行

aR/;/01).%0# B X/0.%,'

，
DEDEb

。
DEFL

年，联

邦政府修订《互动博彩法》，加强对无牌瞃

上博彩运营商的监管，?要求瞃上博彩企业

提供自我排除机制
a@-/0)9,&*2 #. -'62 DEFNb

。

DEDF

年，澳大利亚主要银行禁止信用卡用

於博彩交易，以降低财务风险
a]0.#&0-./%0-'

8))%4/-./%0 %7 @-5/01 X#1,'-.%&)2 DEFGb

。

监管措施於
DEDE

年代进一步升级。维

多利亚州
DEDD

年成为首个强制推行预承诺

系统的州，要求电子博彩机用
9

使用玩家卡

设定消费上限，?调降充值与投注速度

a`%'%;%)

，
DEDOb

。该改革计划
DEDN

年试行，

DEDL

年前全面实施。
DEDK

年，联邦政府推

出全国性自我排除注册系统
a:#.I.%+b

，适

用於所有持牌瞃上和电话赌博服务，如体育

博彩与瞃上赌场，要求博彩运营商拒
/

向注

册者提供服务
aY#+-&.5#0. %7 ]07&-).&,4.,&#2

DEDOb

。

澳大利亚的负责任博彩政策呈现三大

关键转变：

监管模式：从过去依赖企业自律，转向

强制执行负责任博彩措施
aR/;/01).%0# B

X/0.%,'2 DEDEb

。

监管范围：由实体场所扩展至瞃上博彩

市场，强制企业设置投注时间限制与高风险

产品禁令
a@-/0)9,&*2 #. -'62 DEFNb

。

政策干预方式：从个人选择转向强制性

措施，如维多利亚州电子博彩机监管政策

a_#''5-02 DEDOb

。

此外，新南威尔士州於
DEDK

年承诺投

入
F2EEE

万澳元，加强博彩风险教育、谘询

服务及博彩行
&

研究
aWIV @%;#&05#0.

，

DEDOb

，显示各州政府在监管力度上的持续

变化。

２　负责任博彩监管面临的挑战

管澳大利亚政府持续强化博彩监管，

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博彩企业依然发挥重

要影响力，?与政府形成合作与博弈?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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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澳大利亚博彩业每年为政府贡献数

十亿澳元的
8

收，导致部分州政府在监管上

相对宽，尤其是在博彩业高度发达的地

区。表
F

展示了
DEDD l DEDK

年财政年度各

州博彩总收入、博彩总
8

收与州政府总
8

收

的比例，
(

明博彩业在各州财政收入中的重

要性，以及不同州对博彩
8

收的依赖程度。

此外，新南威尔士州拥有全澳最多的电子博

彩机，其博彩收入?州财政收入的比例较

高，因此在博彩机数量与营运时间限制上较

为保守，到目前尚未出台统一的要求，由各

场所自行
:

定。这种政府与博彩企业的经

济依存关，使得监管政策的制定往往受到

行业利益影响，而非完全基於公共健康与社

会责任考量
a:&%$0

，
DEFGb

。

表
F

　
DEDDl DEDK

年财政年度各州博彩状癋、州政府总
#

收及政府对博彩收入的依赖程度

州
S

领地

州政府

总
8

收

（百万澳元）

博彩机

数量

博彩机

8

收

（百万澳元）

博彩机
8

收

?州政府总

8

收比例（
M

）

博彩总

收入

（百万澳元）

博彩总

8

收

（百万澳元）

博彩总
8

收

?州政府总

8

收比例（
M

）

澳大利亚首都领

地
a83!b

D


NQL K


NQL FQQ6N L6KM F


FGE6O KFF6L FD6EM

新南威尔士州

aWIVb

OE


DDL QL


DGQ Q


FKF6N DE6DM F


GGG6L FE


EQF6G DN6FM

北领地
aW!b LFN F


JNG FOG6O DE6GM D


FKE6E KOE6F OL6JM

昆士兰州
afRYb DE


JEE DF


FDD K


DOF6L FN6LM F


OLE6E O


QFK6O DK6OM

南澳大利亚州

aI8b

J


EKD FF


JLD GFL6N FN6DM F


DDL6D F


KEN6F DF6JM

塔斯马尼亚州

a!8Ib

F


JDJ l FFO6N L6EM QGN6E KEK6E FQ6JM

维 多 利 亚 州

aZ]3b

KD


QDL DJ


KQE K


EDF6L G6DM F


OEF6K O


QFL6J FO6LM

西澳大利亚州

aV8b

FD


KDL l l WS8 QQQ6G F


EGE6Q Q6GM

全澳总计
FFJ


GOF LJ


NDN FN


LJO6L FK6NM F


NDL6N DK


EJK6J FG6LM

　　数据来源：本表相关数据来自 《澳大利亚博彩统计报告（
8,).&-'/-0 @-59'/01 I.-./)./4)

，
KG." ^(/./%0

，
DEDDl DK

）》；州政府

总
(

收数据来自澳大利亚统计局（
8:I

）的各州政府财政报告（
DEDDl DK

）

２．１　多层次治理与监管不一致性

澳大利亚博彩监管由联邦政府、州政府

与博彩企业共同参与，导致监管标准不统

一。州政府负责实体博彩监管，如维多利亚

州博彩与赛马委员会与新南威尔士州独立

博彩委员会分
'

制定本州政策，而联邦政府

则负责瞃上博彩与全国政策协调
a@'%9-'

R#1-' @&%,+

，
DEDNb

。然而，博彩市场受
JE

多项联邦与州立法、行业准则共同管辖，导

致执行标准分歧。例如，全国性自我排除盰

;

系统允许问题赌徒一次性排除所有瞃上

与电话博彩服务，但由於各州博彩
8

收依赖

度不同，执行效果仍存在落差
a@'%9-' R#1-'

@&%,+

，
DEDNb

。

２．２　执法不力与惩罚机制不足

监管机构执法能力有限，导致企业违规

成本低。例如，珀斯赌场皇家委员会（
C#&."

3-)/0% X%*-' 3%55/))/%0

）发现地方监管机

０２



构缺乏清晰的职责认知，而维多利亚皇家委

员会（
Z/4.%&/- X%*-' 3%55/))/%0

）则指出墨

尔本皇冠赌场（
3&%$0 U#'9%,&0#

）曾对监管

机构隐瞒信息，导致监管失灵
a!,&0#&

，

DEDD

；
3&%7.)

，
DEDKb

。即便业者违规被查处，

罚款通常过低，导致企业将其视为经营成

本。例如，《墨菲调查报告》（全称《有时赢，

输更多：瞃上赌博及其对赌博受害者的影

响》）指出：现有对瞃上博彩服务提供商

（
VIC)

）的处罚无法形成有效威慑力
aU,&



+"*

，
DEDKb

。因此，若不加强执法与提高处

罚力度，负责任博彩政策的有效性将大打折

扣。

２．３　博彩企业的政策影响力

博彩企业透过游
(

活动影响政策。例

如
FD

年联邦政府计划推行全国性预承诺系

统，要求博彩机用
9

设定投注上限，但因博

彩业者强烈反对，该政策未能落实
aR/;/01



).%0# B X/0.%,'

，
DEDEb

。同时，博彩企业是

政党的重要捐款机构。图
F

显示出博彩业

不仅是支持一家政党，意味著其影响政治决

策的战略性考量。确保无论谁执政，都能维

持政策影响力。透过长期政治资金投入，有

助於博彩企业塑造一个对自身有利的政策

环境。因
&

，政党捐款中相当大比重（
ONM

左右）是无法追踪来源的捐款，博彩业捐款

在政党捐款总量中的实际数额有可能比图

F

的数额更多。

图
F

　博彩业为政党的捐款

资料来源：
I-."-0-+-''*2 862 @&/77/.")2 `6 B :-'($/02 ^6 aDEDOb

　　例如，
DEFQ

年塔斯马尼亚州选举期间，

博彩业向自由党提供
KD6G

万澳元的捐款，

而工党仅获得
J


EEE

澳元，当时自由党的竞

选承诺是维持博彩机制度不变（
!/012 #. -'62

DEDF

）。但是多数情癋下，不一定有这
<

直

接相关的证据，
(

明捐款真正影响了政策。

但是也有一些在捐款後执政党决定放?原

本更为激进的监管建议的例子。例如，
DEDK

l DEDO

年间，
I+%&.)9#.

、
!-94%&+

和
R%..#&*

3%&+%&-./%0

向工党和联盟党提供了数十万

澳元的捐款，而联邦政府随後部分放?了原

计划实施的博彩广告禁令，改为部分限制措

施（
:,.'#& B :#'%.2 DEDO

）。不过，虽然博彩

企业长期透过捐款与游
(

影响政策，但在社

１２



会压力与政府监管趋严的情况下，部分业者

开始调整经营策略，以符合监管标准?降低

政策风险。部分博彩企业开始主动设置投

注上限、风险评估机制等合规措施，以降低

睶在监管风险
a@-/0)9,&*2 DEFGb

。

２．４　公民社会的角色与挑战

除了政府与博彩企业，公民社会与非营

利组织亦在推动负责任博彩政策方面发挥

关键作用。表
D

显示，澳大利亚拥有多个专

注博彩成瘾、干预与公共健康教育的机构，

如新南威尔士州的
@-59'#8$-&#

、维多利亚

州责任博彩基金会（
Z/4.%&/-0 X#)+%0)/9'#

@-59'/01 T%,0(-./%0

）及昆士兰州的博彩求

助热瞃（
@-59'/01 _#'+ f,##0)'-0(

）。这些

组织提供博彩风险教育、心理健康支持与成

瘾治疗服务。此外，一些社区组织与学术机

构积极参与博彩政策监督，透过数据分析评

估政策效果?倡导更严格的监管措施
aR/;



/01).%0# B X/0.%,'

，
DEDEb

。

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有限，原因有几

点。首先，博彩业为政府重要
8

收来源，部

分州政府对资助博彩改革的
W@[

持保留

态度，导致这些机构资源有限。其次，博彩

企业透过游
(

与政治献金影响政策，使

W@[

难以推动结构性变革。监管机构与

W@[

的合作亦存排斥现象，使其难以进入

决策机制。同时，由於博彩在澳大利亚具有

深厚文化基础，公众对加强监管支持度有

限，非政府组织的倡导面临额外挑战。然

而，随著社会对博彩风险关注度提升，非政

府组织的政策倡导逐渐获得更多重视。例

如，在社交媒体博彩广告监管方面，公民团

体压力促使政府於
DEDK

年考虑进一步限制

针对年轻人的博彩广告
a:#-..*

，
DEDOb

。

表
D

　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的负责任博彩服务列表

州
S

领地 机构名称 服务
,

容 网站

新南威尔士
@-59'#8$-&#

提供负责任博彩信息、支持和

资源
"..+)cSS$$$61-59'#-$-&#60)$61%;6-,

维多利亚
Z/4.%&/-0 X#)+%0)/9'# @-5



9'/01 T%,0(-./%0

提供教育、研究和支持服务，

旨在减少博彩相关危害
"..+)cSS&#)+%0)/9'#1-59'/016;/461%;6-,

昆士兰
@-59'/01 _#'+ f,##0)'-0(

提供免费、保密的谘询和支持

服务
"..+)cSS$$$61-59'/01"#'+<'(6%&16-,

南澳大利亚
@-59'/01 _#'+ I#&;/4#)

提供谘询、支持和教育服务
"..+)cSS$$$61-59'/01"#'+)-6%&16-,

西澳大利亚
@-59'/01 _#'+ V8

提供免费、保密的谘询和支持

服务

"..+)cSS$$$6 1-59'/01"#'+%0'/0#6 %&16 -,S).-.#


),+



+%&.S$-

塔斯马尼亚
@-59'/01 I,++%&. C&%1&-5

提供支持服务和资源，帮助个

人和家庭应对博彩问题
"..+)cSS$$$6("")6.-)61%;6-,S1-59'/01

北领地
85/.* 3%55,0/.* I#&;/4#)

提供博彩问题的谘询和支持

服务
"..+)cSS$$$6-5/.*6%&16-,

澳大利亚首都领

地

83! @-59'/01 3%,0)#''/01

-0( I,++%&. I#&;/4#

提供免费、保密的谘询和支持

服务
"..+)cSS$$$6&-4&6%&16-,S)#&;/4#)S1-59'/01


),++%&.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澳大利亚的负责任博彩监管仍面临多

重挑战，包括博彩企业的经济影响力、政府

监管标准不一、执法不力以及惩罚机制不

足。此外，博彩企业透过游
(

影响政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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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而监管机构的执法力度不足，导致部分

负责任博彩政策难以有效落实。管政府

逐步加强监管，部分企业也开始?取合规措

施，但博彩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仍然持续。

在此背景下，社会与非营利组织的参与日益

重要，未来监管的关键在於如何提高政策执

行的有效性，确保负责任博彩政策真正减少

社会危害。

K

　澳大利亚高风险群体的脆弱
性、政策和执行挑战

　　博彩行为在澳大利亚社会中普遍存在，

然而，文化与语言多样性群体（
38RY

）、低

收入群体与年轻人 面临更高的博彩伤害风

险。这些群体的脆弱性受到语言障碍、文化

因素、心理压力、博彩企业的市场营销策略

以及政府监管不力的影响。管政府在负

责任博彩政策方面做出了努力，执行上的挑

战仍然显著，特
'

是在如何有效保护这些高

风险群体方面仍存在缺陷。

３．１　文化与语言多样性群体的博彩风险

澳大利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少数族

裔群体的博彩参与率与问题博彩发生率往

往高於主流澳大利亚人群
aY/4=/0) B

!"%5-)

，
DEFJb

。生
3

力委员会（
C&%(,4./;/.*

3%55/))/%0

，
DEFE

）报告指出，在某些华人与

越南裔社区，博彩参与率超过
NEM

，远高於

全国平均水平（约
KGM

）。此外，东亚背景

的博彩者，特
'

是华人群体，在澳大利亚赌

场中的比重相对较高。例如，墨尔本皇冠赌

场（
3&%$0 U#'9%,&0#

）普通区域中，
JOM

的

顾客被认
&

是华人，贵宾区比例可能更高

aT/'(#)

，
DEDDb

。

虽然东亚群体整体博彩参与率未必高

於其他族群，但在特定博彩类型上的参与度

较高，问题博彩发生率亦显著偏高。在讲中

文的受访者中，问题博彩率达
FE6LM

，而澳

大利亚普通人口问题博彩率仅
FM P F


NM

aX%$'-..2 #. -'62 DEDKb

。此外，越南裔与柬埔

寨裔移民群体电子博彩机使用率比全国平

均水平高
KEM

，表明这些群体对高风险博

彩类型依赖程度较高
a!&


0 B I+/;-=%;)=*

，

DEDFb

。

除合法博彩市场外，地下博彩市场的存

在亦加剧少数族裔群体的博彩风险。澳大

利亚通讯与媒体管理局
DEDD

年的报告显

示，约
FQM

的华人与东南亚移民曾参与非

法博彩，包括海外博彩网站与社区
,

私人博

彩场所。这些地下市场缺乏监管，导致更高

经济风险与社会问题，使少数族裔群体更难

受到现有政策保护。

澳大利亚文化与语言多样性群体在博

彩中面临比其他群体更高的博彩伤害风险，

导致风险的主要因素包括：

文化因素：许多东亚与南亚文化视博彩

为社交活动，与家庭聚会、节庆、好运观念紧

密相关。例如，在华人社区，博彩常与风水、

运势等传统信仰结合，使人更易接受博彩而

忽视睶在危害。此外，部分文化与语言多样

性群体长辈将博彩视为维社交的重要方

式，进一步影响年轻一代态度
a

澳大利亚通

讯与媒体管理局，
DEDDb

。

移民心理因素：许多移民定居澳大利亚

後，面临语言障碍、社会隔离、经济压力与身

份认同困境，这些因素可能促使他们将博彩

作为逃避现实或缓解压力的手段。缺乏社

３２



交支持网络时，移民群体更易受博彩业吸

引，?可能发展成问题博彩。类似情况亦出

现在其他国家移民群体
aV-&('#2 #. -'62

DEFGb

。此外，部分移民对澳大利亚博彩危

害意识较低，难以及时识
'

博彩成瘾风险

aI4,'' B V%%'4%4=

，
DEENb

。

赌场针对性诱导：澳大利亚赌场长期针

对文化与语言多样性群体，特
'

是东亚背景

博彩者，进行市场推广。例如，赌场提供语

言服务、族裔美食、专属贵宾室、免费接送服

务，以吸引少数族裔博彩者
aU->9%,"



U%,))- B [".),=-

，
DEFL

；
X%$'-..2 #. -'62

DEDK

；
V-&('#2 #. -'62 DEFGb

。此外，赌场利用

文化认同感，在农新年等节庆期间推出特

'

促销活动，强化博彩行为吸引力
aT#'(



5-02 #. -'62 DEFO

；
_/012 #. -'62 DEFQb

。

３．２　低收入群体的博彩风险

低收入群体同样面临较高博彩风险，其

脆弱性主要来自经济压力、博彩企业市场营

销策略与博彩机密度影响。
DEDK

年数据显

示，澳大利亚最低收入中
DEM

家庭的博彩

支出?家庭收入比例超过
LM

，而最高收入

中
DEM

的家庭博彩支出比例仅
F6 NM

af,##0)'-0( @%;#&05#0. I.-./)./4/-0

’
) [7



7/4#

，
DEDKb

。此外，研究显示电子博彩机在

澳大利亚的分?与贫困程度高度相关，特
'

是在维多利亚州与新南威尔士州，低收入社

区的博彩机密度比富裕地区高五倍
aU-&=



"-52 #. -'62 DEFJb

。博彩企业亦透过广告将

博彩包装成“轻致富”方式，以吸引财务

状癋不稳定的消费者
a_/012 #. -'62 DEFNb

。

３．３　年轻人的博彩风险

随著数位科技发展，年轻人比以往更容

易接触博彩活动，特
'

是在瞃上博彩、体育

博彩与电子?戏化博彩推动下，这些形式已

深植於年轻人的数位生活。由於该群体高

度依赖科技，他们的博彩行为模式不同於传

统博彩者，更易受社交媒体、电竞博彩（
#I



+%&.) 9#../01

）与手机应用程式
,

博彩机制

影响。

澳大利亚通信与媒体管理局
DEDD

年的

数据显示，
FQ P DO

岁年轻人中，
OQM

曾参与

瞃上博彩，相较
DEFE

年的
DOM

显著增加，

反映年轻人逐渐成为博彩市场重要目标群

体。与传统赌场?戏不同，年轻人更倾向体

育博彩（
)+%&.) 9#../01

），?受电竞博彩（
#I



+%&.) 9#../01

）与应用程式
,

博彩机制（如战

利品箱
'%%. 9%?#)

）影响
a`/012 #. -'62 DEDEb

。

由於这些博彩类型多与电子?戏或体育活

动结合，年轻人容易低估博彩风险，?将其

视为
)

乐或?戏体验的一部分。此外，研究

显示，许多学生与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因财

务压力，将体育博彩视为“赚快钱”的方式，

最终却陷入财务困境
a_/012 #. -'62 DEFQb

。

然而，现行研究较少关注学校教育、家

庭环境与同伴影响在博彩风险中的作用。

澳大利亚
`l FD

教育体系尚未将博彩预防

纳入健康课程，相较之下，英国已在学校公

民教育中引入博彩识
'

与风险课程
a;-0

I4"-'=$*=2 #. -'62 DEDDb

。缺乏早期教育可

能导致年轻人低估博彩成瘾风险。此外，家

庭态度对博彩行为影响显著，来自博彩家庭

的年轻人更易接受博彩作为
)

乐方式
aI,%



5/2 #. -'62 DEDDb

。同伴群体影响在电子竞技

与体育博彩中尤为明显，许多年轻人因社交

压力尝试低额投注
a8d-*/2 #. -'62 DEDOb

。

博彩企业透过?戏化（
1-5/7/4-./%0

）策

４２



略吸引年轻人，这些策略不同於传统赌场行

销模式，而是利用数位科技与心理机制设计

更具吸引力的博彩体验。例如，许多瞃上博

彩平台设置等级
+

励（
'#;#'


,+ &#$-&()

），玩

家投注越多，“等级”越高，从而解锁更多
+

励。此外，部分平台提供每日登
%+

励

（
(-/'* '%1/0 &#$-&()

），让用
9

每日打开应用

程式即可获得免费筹码或折扣，这种设计强

化年轻人使用习惯，甚至可能发展成博彩成

瘾行
&

。此外，一些平台使用
1

拟货币投注

（
;/&.,-' 4,&&#04* 9#../01

），让玩家以?戏
,

货币进行博彩，而非直接使用现金，降低玩

家对财务损失的警觉性，进一步增加风险

a_/012 #. -'62 DEFQb

。

除了?戏化策略，社交媒体亦成为影响

年轻人博彩行为的重要因素。博彩公司利

用社交媒体广告演算法，针对年轻人投放个

人化博彩推广
,

容，例如在
e%,!,9#

、
]0).-



1&-5

和
!/=!%=

平台展示体育博彩获利机

会，以吸引年轻人参与
a@-/0)9,&*2 #. -'62

DEFNb

。此外，博彩公司与社交媒体网红（
/0



7',#04#&)

）合作，透过短片、直播与贴文推广

博彩应用，使博彩行为更具吸引力，进一步

降低年轻人对博彩风险的认识
aY#-0)2 #.

-'62 DEFLb

。特
'

是在体育赛事期间，许多博

彩公司透过社交媒体推送即时投注资讯，促

使年轻人参与即时投注（
/0


+'-* 9#../01

），这

种投注方式更具动性，极易导致过度博彩

a_/012 #. -'62 DEFJb

。

数据显示，年轻人的博彩行为带来多重

风险，其中最明显的是成瘾风险。由於年轻

人大脑决策区尚未完全发育，他们更容易做

出动决策，使其更易受高风险博彩行为影

响
a@,+.-2 #. -'62 DEFLb

。此外，许多年轻人

误以为可透过博彩快速赚钱，但最终因连续

亏损陷入债务累积，影响当前的经济状癋与

未来的财务稳定性
a_/012 #. -'62 DEFJb

。研

究还发现，长期参与博彩的年轻人更易出现

焦虑、抑郁与心理压力，这些心理健康问题

往往与经济损失与社交孤立相关
aY%$'/012

#. -'62 DEFLb

。

O

　针对高风险群体的政策与监
管挑战

　　澳大利亚政府针对博彩行业制定了一

系列负责任博彩政策，以降低博彩对高风险

群体的影响。这些政策涵盖语言与文化适

应性、多语言服务、自我排除计划、博彩机管

理、瞃上博彩监管等领域。然而，在执行层

面仍然存在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来自监

管政策的覆盖范围、执行力度以及博彩企业

的市场策略影响。管政府已经?取措施

应对高风险群体的博彩风险，但仍然存在监

管漏洞，使得部分政策难以发挥应有的效

果。

O6F

　文化与语言多样性群体的预措施与

挑战

为提高文化与语言多样性群体对博彩

风险的认识，政府推出多语言教育与支持计

划。例如，新南威尔士州与维多利亚州政府

提供多语言版本的负责任博彩指导，?与当

地华人、越南裔和阿拉伯裔社区合作推动针

对性宣导活动
aX%$'-..2 #. -'62 DEDKb

。此外，

一些博彩机构与政府合作，设立多语言客服

中心，以提供专门语言支援。然而，这些措

施仍面临几项挑战。首先，多语言翻译准确

性与文化适应性不足，导致博彩风险资讯难

以有效传达。例如，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的中

５２



文负责任博彩网站虽提供基本信息，但缺乏

针对华人社区特定博彩行为模式的教育
,

容，难以改变博彩习惯
a

澳大利亚通讯与媒

体管理局，
DEDDb

。其次，这些资讯大多依赖

瞃上平台发?，而部分文化与语言多样性群

体（尤其是老年移民）对数位资讯可及性较

低，难以获取相关支持。此外，非正式博彩

网络的存在削弱政府监管影响，如社区
,

私

人博彩活动，使政府推行的负责任博彩措施

难以触及这些群体
aU->9%,"


U%,))- B

[".),=-

，
DEFLb

。因此，未来政策需加强文化

适应性，提高对文化与语言多样性群体的监

管覆盖率。

４．２　低收入群体的预措施与挑战

针对低收入群体，澳大利亚政府在部分

州实施博彩机管理政策，包括博彩机数量限

制、预承诺系统（
+&#


4%55/.5#0. )*).#5

）与

消费上限。目前，澳大利亚政府已建立多种

自我排除（
)#'7


#?4',)/%0

）计划，允许博彩者

主动限制自身参与博彩活动。除全国性自

我排除注册系统外，亦有地方自我排除机制

及博彩企业与银行提供的自我排除措施，以

减少高风险群体的博彩行为
aY#+-&.5#0. %7

]07&-).&,4.,&#

，
DEDOb

。

然而，这些计划仍存诸多漏洞。首先，

自我排除系统依赖个人主动参与，但许多问

题博彩者未意识到自身风险，或缺乏足够动

力申请排除，导致参与率相对较低
a@-/0)



9,&*2 #. -'62 DEFNb

。博彩企业?不直接负责

监管自我排除名单的执行，部分玩家仍可透

过其他渠道参与博彩，如使用朋友帐
9

或转

向地下博彩市场，进一步削弱自我排除政策

的有效性
a@-/0)9,&*

，
DEFOb

。

地方自我排除计划适用范围有限，缺乏

统一性，也影响其有效性。部分计划仅适用

当地博彩场所，无法跨州执行；另一些仅涵

盖电子博彩机，不适用於赌场或瞃上博彩。

此外，自我排除机制的退出程序不严格，部

分玩家可在短时间
,

恢复博彩资格，增加监

管机构执法难度，使该政策难以有效限制高

风险博彩行为
a`&-,)2 #. -'62 DEDDb

。

为减少博彩机对低收入群体影响，澳大

利亚部分州政府实施博彩机数量限制与预

承诺制度。例如，维多利亚州於
DEDD

年成

&

澳大利亚首个强制推行预承诺系统的州，

要求电子博彩机用
9

设定个人消费上限，以

防止过度博彩
aZ/4.%&/-0 X#)+%0)/9'# @-5



9'/01 T%,0(-./%0

，
DEDDb

。此外，昆士兰州、

新南威尔士州与塔斯马尼亚州计划於
DEDN

年前陆续推出类似制度，以进一步降低博彩

机对弱势群体的影响
af,##0)'-0( @%;#&0



5#0. I.-./)./4/-0

’
) [77/4#

，
DEDKb

。

管如此，博彩机管理仍面临执行难

题。首先，各州博彩政策不一致，导致不同

州博彩机管理标准存在落差。例如，新南威

尔士州拥有全澳最多电子博彩机，但相较维

多利亚州，其对博彩机数量与营运时间限制

较宽，导致跨州博彩行为，削弱监管政策

整体效能
aR/;/01).%0# B V%%''#*

，
DEEL b

。

其次，博彩机仍高度集中於低收入社区，监

管机构在限制博彩机密度方面执行力不足，

影响政策效果
aU-&="-52 #. -'62 DEFJb

。

４．３　瞃上博彩的增长与数位监管挑战

随著数位技术发展，瞃上博彩已成为澳

大利亚博彩市场主要增长领域。政府透过

《互动博彩法》加强对无牌瞃上博彩运营商

６２



的监管，?要求合法博彩企业设置自愿排除

机制。此外，澳大利亚通信与媒体管理局对

博彩广告实施更严格监管，特
'

针对数字平

台与社交媒体广告
,

容，以减少博彩对年轻

人的影响
a@-/0)9,&* #. -'62 DEFNb

。

然而，瞃上博彩监管仍存漏洞。首先，

社交媒体博彩广告管控不足，使年轻人容易

接触博彩推广
,

容。例如，博彩公司利用

e%,!,9#

、
]0).-1&-5

和
!/=!%=

平台演算法

推送个性化博彩广告，?与网红合作推广体

育博彩与赛马投注
aY#-0)2 #. -'62 DEFLb

。由

於现行法规主要针对电视与广播广告，而对

社交媒体监管较宽，博彩公司得以透过数

位媒体影响年轻消费者
a_/012 #. -'62 DEFQb

。

其次，身份验证机制执行不足，未成年

人仍可透过简单年龄验证进入博彩网站或

应用程式
a`/012 #. -'62 DEDEb

。部分瞃上博

彩平台亦提供
1

拟货币投注与免费试玩模

式，这些机制可能使年轻人低估博彩风险，

进一步增加成瘾可能性
a@-/0)9,&*2 #. -'62

DEFNb

。

总体而言，澳大利亚负责任博彩政策在

语言可及性、自我排除计划、博彩机管理与

瞃上博彩监管方面仍面临重大挑战。政策

区域性差?、博彩企业行销策略、执行机制

漏洞等因素，使监管效果未能完全发挥。

５　结论与未来展望

澳大利亚的负责任博彩政策经历多层

次改革，涵盖监管标准、技术应用与社会干

预。然而，随著博彩市场变化与社会关注提

升，政策仍面临适应性与执行层面挑战。

博彩监管在各州与领地间仍存不一致

性，未来或将推动全国标准化改革，特
'

是

在博彩机管理、预承诺系统与广告规范方

面。技术监管进步亦成重要趋势，人工智慧

与大数据分析有助於加强身份验证与支付

监控，降低高风险博彩行为发生率。

目前监管框架主要从公共健康角度出

发，关注个体层面问题博彩，却对特定群体

结构性风险关注不足。对文化与语言多样

性群体而言，现行政策虽提供部分语言支

持，但文化适应性仍不足，影响预防措施效

果。低收入社区博彩机密度较高，广告策略

进一步加剧财务风险。年轻人受数位博彩

与社交媒体广告影响较深，但现行教育体系

尚未将博彩预防纳入主流课程，相较英国等

国仍有提升空间。

未来，政策方向或将从个体责任框架拓

展至更广泛的社会干预，特
'

是在文化与语

言多样性群体的博彩教育上，加强与社区组

织合作，以确保资讯可及性与文化适应性。

此外，青少年博彩风险管理亦将成重点，预

计将有更多针对未成年人与年轻博彩者的

风险识
'

与预防措施。

如何在博彩产业经济价值与社会风险

管理间取得平衡，仍是未来政策发展的关键

课题。随著监管框架不断调整，澳大利亚的

负责任博彩政策预计将朝标准化、技术化与

社会导向发展，以适应新挑战?提升政策长

期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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