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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迈出坚实一步。今年1月1日起，我国第

一部专门性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立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

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原住民”，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与

网络息息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 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79亿人，未成年网民规模突破1.91亿人。

对广大未成年人来说，网络为他们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能帮他们更好地学习知识、开阔眼界。与此同时，网络也给未成

年人保护带来一些隐患。现实生活中，未成年人因沉迷网络而荒

废学业、出现打赏纠纷的新闻不时见诸媒体，更凸显加强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的重要性。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是目前全省

中院层面唯一拥有独立建制的未成年庭。近日，记者采访了宁波

中院和基层法院审理涉未成年人案件的法官，结合司法实践，就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这一话题进行深度解读。

今年1月1日起，《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正式实施——

如何为网络“小用户”做好“大保护”
记者 王佳 通讯员 钟法

近年来，在国家有关部门大力推
动下，各类短视频、游戏类平台都上
线 了 “ 青 少 年 模 式 ” 或 “ 防 沉 迷 系
统”。

记者打开某短视频平台发现，在
“设置”菜单中，可以开启“青少年模
式”，每天最长使用时间为 40 分钟，
且 无 法 进 行 打 赏 、 充 值 、 提 现 等 操
作。用户开通、关闭青少年模式，均
需输入密码。

不少家长表示，“防沉迷系统”有
一 定 效 果 ， 孩 子 上 网 时 间 确 实 减 少
了。但对一些不服管教的“熊孩子”
来说，该系统能发挥的作用仍然有限。

前段时间，鄞州法院受理了一起
案件，一名小学生使用父亲身份信息
注册并登录被告经营的游戏平台，在
游戏中充值会员、购买道具，8 天时
间花费 38516 元。

“未成年人在进行网络游戏时，短
时间内随意消费数万元，显然与其年
龄和智力水平不相适应，在未得到法
定代理人追认的情况下，其行为应当
是无效的。”鄞州法院法官卢宁说，案
件审理中，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原
告申请撤诉。

随着时代发展，“触网”低龄化趋
势明显，网络沉迷成为最受关注的问
题之一。《条例》 明确规定加强学校、

监护人对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预防和
干预，要求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建
立健全防沉迷制度、细化网络游戏实
名制规定等。针对未成年人在网络上
的非理性消费等问题，《条例》 限制未
成年人使用时间、消费金额、参与范
围等，意味着网络服务需要建立有效
的用户身份认证和年龄分级系统，实
施差异化的服务策略。

在这类纠纷中，法官发现，除了
网络平台的漏洞，部分监护人网络素
养的缺失，也是未成年人绕过防沉迷
措施的原因之一。“他们对个人电子设
备、身份信息、银行卡及支付密码保
管不当，甚至有成年人帮助孩子绕过
防沉迷措施，比如触发人脸识别并通
过验证。”卢宁说。

《2023 年中国游戏产业未成年人
保护进展报告》 显示，35.28%的家长
清 楚 孩 子 使 用 家 长 身 份 信 息 注 册 账
号，26.07%的家长会直接让孩子登录
家长游戏账号玩游戏。

“我们建议父母引导未成年子女安
全 合 理 使 用 网 络 ， 养 成 健 康 的 用 网
习惯，加强对子女的陪伴，预防其网
络沉迷。”宁波中院法官房伟说，互
联网平台也应主动加强防沉迷机制，
严格打击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
为。

“触网”低龄化趋势明显

“送皮肤、领礼包，进群诈骗没得
跑；收金币、卖账号，真假平台要记
牢⋯⋯”前不久，一堂“谨防新型网
络诈骗”的讲座刚结束，听讲的海曙
区致和学校学生就将“防骗口诀”牢
牢记在了心里。

网络素养，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问题的内核和第一重防御机制。《条
例》 专 章 明 确 促 进 未 成 年 人 网 络 素
养，增强他们科学、文明、安全、合
理使用网络的意识和能力。

为了助力未成年人建立起这样的
“内在屏障”，海曙法院法官张姝经常
参与线上、线下普法宣讲活动。“未成
年人社会经历不足，网络素养和上网
习 惯 处 于 形 成 阶 段 ， 世 界 观 、 人 生
观、价值观容易受到网络信息影响。”
张姝说，在“触网”低龄化不可避免
的情况下，如何帮助未成年人健康、
有效地使用网络，让网络成为他们成
长的助力，显得愈加重要而紧迫。

在司法实践中，张姝审理过这样
一个案件，有个小学生很喜欢一位明
星 ， 上 网 时 搜 到 这 位 明 星 的 QQ 号
码，添加并成为好友。结果，对方发
来信息说自己是一名律师，因这位明
星的 QQ 号码被人恶意泄露，需要 QQ

好友配合调查，不然起诉时会被当作
从犯处理。对方让其拿来父母手机，
就这样，一步步地，孩子落入了对方
设下的圈套，被诈骗 11960 元。

“全面提高网络素养，必须坚持学
校、家庭和社会育人的同向而行、同
频共振，要强化未成年人自我保护的
能力，使其免于遭受网络侵害，也要
培育未成年人的网络道德意识和网络
法治观念。”张姝说。

《条例》 进一步明确了制定未成年
人网络素养测评指标，明确了未成年
人的监护人应当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规定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
专门供未成年人使用的智能终端产品
应当具有的功能等。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生活在各种
App 上。未成年人除了通过手机、平
板 电 脑 等 上 网 ， 还 广 泛 使 用 智 能 手
表、手环等联网智能设备，使得未成
年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可能比成年
人更为严峻的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条例》 专章强调了保护未成年人

个人信息。“未成年人在甄别网络信
息、了解个人信息安全风险等方面处
于相对弱势地位。”余姚法院法官诸张
琳说，未成年人的关键个人信息一旦
泄露，可能会面临“人肉”威胁、网
络欺凌，更严重的还可能引发针对未
成年人的刑事犯罪。

有一起名誉权侵权纠纷案件，母
亲是一名微商，在微信团购群售卖儿
童服装，朋友圈会不时发布女儿的日
常 照 片 。 因 一 次 售 卖 纠 纷 ， 对 方 为
达 成 退 款 目 的 ， 下 载 孩 子 照 片 编 辑

“骗子的女儿”等文字后发布在交易
平 台 评 论 区 ， 后 因 受 害 人 报 警 删 除
了照片，但已造成一定范围内的不良
影响。

更让人痛心的是，法官发现现实
中存在利用网络平台结识未成年人对
其进行伤害的现象。“我们正通过司法
建议等方式督促平台尤其是婚恋交友
平台加强对准入身份的审核，尽可能
减少未成年人接触上述平台、泄露个
人信息的机会。”诸张琳说。

网络素养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本版照片和漫画由宁波中院提供

奉化法院邀请小学师生旁听有关“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案件庭审，并在庭后上了一堂“文明健康上网”的法治教育课。

日趋完备的制度体系，为未成年
人设置了“防护网”。如何让这张“防
护网”发挥最大效用？《条例》 更加强
调了多方协作、共同防治。

“作为信息网络时代的伴生现象，
网络欺凌对未成年人的身心伤害非常
大。”房伟说，随着普法力度的加大，
对 校 园 欺 凌 勇 敢 说 “ 不 ” 已 渐 入 人
心 。 网 络 欺 凌 与 传 统 欺 凌 本 质 上 相
同，又呈现出没有时空界限、受众更
广、后果更严重的特点。

“拍摄欺凌视频在网上售卖等网络
欺凌行为，可穿透受害人家庭或学校
围墙的保护，使受害人‘无处可逃’，
感觉自己在全世界面前被曝光，引发
的精神伤害更严重。”房伟说，《条
例》 特别作出了回应，明确不得通过
网 络 ， 以 文 字 、 图 片 、 音 视 频 等 形
式，对未成年人实施侮辱、诽谤、威
胁或者恶意损害形象等网络欺凌行为。

《条例》 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
者应当建立健全网络欺凌行为的预警

预防、识别监测和处置机制，设置便
利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保存遭受网络
欺凌记录、行使通知权利的功能、渠
道，并且应当提供便利未成年人设置
屏蔽陌生用户、本人发布信息可见范
围 、 禁 止 转 载 或 者 评 论 本 人 发 布 信
息、禁止向本人发送信息等网络欺凌
信息防护选项，帮助未成年人及时远
离各种网络欺凌。

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这项系统工
程中，《条例》 规定了有关政府部门和
学校、家庭、行业组织、新闻媒体等
各方主体的责任，明确了网络产品和
服务提供者、个人信息处理者、智能
终端产品制造者和销售者等的保护义
务。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关系国家未
来和民族希望，关系亿万家庭的幸福
安宁。期待全社会共同参与，营造一
个干净、健康的网络环境，为未成年
人的健康成长、人格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

社会共治净化网络空间

宁波中院未成年庭干警设立普法站为群众开展防范网络诈骗普法宣传。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