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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时“刷一刷”、偶尔“看一看”、随手“拍一拍”……
未成年人是网络时代原住民，互联网在帮助其成长、
丰富其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之产生的网
络沉迷问题也引起人们担忧：痴迷上网，未成年人
浪费大量学习时间，还面临多重风险——一些应用

软件为牟取暴利，将不良信息向未成年人传播，诱导
沉迷。

为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网络平台纷纷上线
“青少年模式”或“防沉迷”系统。它们的实际效果如
何？怎样更好引导未成年人科学用网？

保护好“未成年”，让上网更安全
——“透视‘防沉迷’”系列报道（上）

本报记者 卢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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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张子旭） 由人民日
报海外网主办的第六届全球华人
生活短视频大赛日前启动。大赛
以“Hi，新 国 潮 ”为 主 题 ，面 向 全
球华侨华人及在华工作学习的外
国友人、留学生征集短视频作品，
聚焦文旅、科技、艺术、美食、生活
等领域的新国潮、新风尚，展现文化
魅力。

本届大赛以人民日报海外版客
户端为征集平台，哔哩哔哩、抖音、
快手、视觉中国、一点资讯、优酷等
作为支持平台，海外网美国、法国、
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融媒体中心
及海外网德国、马来西亚海外推广
中心作为海外分赛区，支持单位为
中国侨联信息传播部。

本届大赛作品征集时间为6月
20 日至 10 月 20 日，网友可通过人
民日报海外版客户端上传参赛作
品，也可在支持平台的征集入口上
传。作品要求时长不超过5分钟，文
件大小在200MB以内，格式为高清
MP4。

根据赛程设置，人民日报海外
网将于10月20日至11月10日对参
赛作品按照不同主题领域进行网友
投票和专家评审，最终产生各类奖
项，并拟于11月举行第六届全球华
人生活短视频大赛颁奖盛典。

“全球华人生活短视频大赛”
作为人民日报海外网国际传播的
一项品牌活动，自2019年以来已连
续举办五届，共有 4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网友参与投稿，总投稿量超
142.8 万 件 ，总 访 问 量 超 129.3 亿
次，国际影
响 力 持 续
提升。其中
第 五 届 大
赛 共 征 集
55.4 万 件
作品，综合
阅 读 量 达
50.5 亿，创
下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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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机器人装机量

占全球比重超过50%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张辛欣、王悦阳） 工业
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日前在国新办举行的“推
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中
国工业机器人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 50%，工业互
联网实现工业大类全覆盖，培育 421 家国家级智能
制造示范工厂。

辛国斌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联合相关部门，聚
焦重点企业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聚焦重点产业链
推进数字化协同改造，聚焦重点集群、重点园区建设
一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在重点产业链方面，制定重
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一链一策”开展制造
业重点产业链数字化协同改造，支持链主企业、龙头
企业开放数据接口，引导供应链企业接入，打造一批
数字化供应链。

中国人工智能企业

数量超过4500家

本报上海电 （记者王政）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
长单忠德日前在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表示，近年
来，中国以促进智能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
线，以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为契机，加快培育壮大人
工智能产业，截至目前，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
4500家。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和重要智
能装备，深化产学研用融合创新，智能芯片、算法框
架、大模型等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智能网联汽车、
人形机器人、低空装备等典型产品加速迭代，智能工
厂、智能车间等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目前，已创
建上海等11个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产业集
聚效应显著。推动制定48项智能制造相关国际标准，
推动完善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生态。人工智能应
用也加快落地，已培育 420余家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
工厂、万余家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推动制造
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第六届全球华人生活短视频大赛海报。
晏 梓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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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家长苦网络沉迷久
矣！有孩子长时间玩游戏打
乱了正常作息和饮食规律，有
孩子长期低头玩手机患上颈
椎 病 ，有 孩 子 终 日 网 上“ 冲
浪”，置学业于不顾，学习成绩
很糟糕……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过
去，他们在田野里玩、在院子
里玩、在 学 校 里 玩 ，现 在 ，互
联 网 提 供 了 一 个 兼 具 趣 味
性 、互 动 性 、沉 浸 性 的 虚 拟
空间，孩子们“玩”的形式自
然 发 生 变 化 。 问 题 的 关 键
是，如何让孩子健康地使用
网 络 。 未 成 年 人 还 处 在 身
心发育阶段，自控能力相对
较弱，容易沉迷网络，甚至深
陷其中，患上“网络依赖症”，
正常学习生活被扰乱，影响身

心健康。
如何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

络？这不仅是家长头疼的问
题，也是社会各界必须破解的
课题。近年来，从建立“防沉
迷”实名验证系统到指导网络
游戏平台上线“青少年模式”
等，国家有关部门持续发力，

“防沉迷”工作取得不少成效。
各大互联网平台也纷纷响应，
上线各类“防沉迷”系统，通过
技术手段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打
造一座防护栏。

但由于种种原因，未成年
人沉迷网络现象仍不同程度存
在。有互联网行业专事青少
年保护工作的人员向笔者诉
苦：“尽管我们采用了人脸识
别等技术，协助甄别冒用成
年人身份信息的未成年人用

户，但成年人协助未成年人绕过
‘防沉迷’系统成为最大难点之
一。”她向记者提供了一组内部
数据——在她收到的未成年人
消费申诉中，98%的实名信息
为成年人，其中有超过 70%账
号触发过人脸识别并通过验
证，这说明有成年人帮助孩子
绕过“防沉迷”措施。

研究机构的调查数据从
侧面印证了这个说法。据统
计，超过九成青少年使用手机
上网，青少年对手机的自主拥
有比例占 58.8%，这意味着有
41.2%的青少年用家长或他人
的手机上网。

这说明，仅仅依靠技术“防
沉迷”，是无法完全达到预期
的。网络沉迷是社会性问题，

“防沉迷”工作是系统性工程。

任何一个环节缺位，“防沉迷”
系统就容易被打破，各方面努
力就可能白费。我们在努力
完善“防沉迷”系统的同时，还
需要从教育、疏导以及提供健
康娱乐形式等方面加强“青少
年关怀”。父母应以身作则，自
己不要整日捧着手机，应多和
孩子一起运动、一起读书，营造
有爱有趣的家庭氛围。学校应
在强调学业之外，注重培养学
生的多方面爱好。网络平台既
要在使用时长上做“减法”，也
应在提供优质健康内容方面多
做“加法”。

在技术控制的基础上，如
果能够做到引导孩子亲近自
然、热爱运动、培养多样化兴
趣，让孩子健康地“玩”，才能更
好解开“防沉迷”难题。

图①：检察干警在贵州省黔
西市素朴镇红星小学给小学生
普及健康用网、安全用网知识。

周训超摄（人民视觉）
图②：江苏省海安市公安局

城南派出所民警在给该市教师
发展中心附属小学学生上网络
安全知识课。

翟慧勇摄（人民视觉）
图③：小学生在湖州市吴兴

区人民检察院参加暑期安全普
法小课堂。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图④：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

繁昌分局城关派出所民警给小
学生普及网络安全知识。

肖本祥摄（人民视觉）

手机成了手机成了““游戏专用游戏专用””

“刚放暑假，孩子就泡在网
上玩游戏，怎么拽都拽不出来。”
这些天，河北省石家庄市的黄先
生愁坏了。每天下班回家，都看
到孩子在电脑桌前打游戏。“我
们为孩子列了一个‘暑期户外活
动计划’，孩子没一丁点兴趣，只
想打游戏，我一气之下，把网线
拔了。”黄先生抱怨，孩子太难管
了，为拔网线这事儿，已跟他“冷
战”了一个星期。

北京市民李女士也很闹心。
她和丈夫一个在银行工作、一个
供职于证券公司，平日里忙得不
可开交，上小学的孩子主要交给
老人照看。为暑假在线学习方
便，夫妻俩给孩子买了一部手
机，屏幕上方还贴了 4 个字——

“学习专用”。
没想到，“学习专用”很快变

成了“游戏专用”。“老人不会用
智能手机，对孩子在网上做什么
不太了解。要不是问我们‘孩子
盯着手机一看就是仨小时，是
不是对眼睛不太好’，我们都没
发觉事情的严重性。”李女士
说，她和丈夫检查了一下孩子
的手机，发现已安装了十几款
游戏软件，有的账号注册人竟
然是孩子爷爷。原来，孩子偷偷
拿来爷爷的身份证，还以给爷
爷拍照的名义，进行人脸识别，
完成实名注册程序。

如今，互联网已成为未成年
人娱乐、休闲的重要工具，网络
沉迷问题日趋严峻。由共青团中
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和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第
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
况调查报告》显示，小学阶段的
未 成 年 人 互 联 网 普 及 率 已 达
95%以上，玩手机游戏的未成年
网民比例达到 62.8%。未成年网
民中认为自己非常依赖或比较
依赖互联网的比例为 20.2%。另
一项调查显示，33.4%的青少年
对“我不能忍受没有手机”表示
同意。

““防沉迷防沉迷””防不胜防防不胜防

为解决网络沉迷问题，各
类互联网平台都上线了“青少年
模式”或“防沉迷”系统。

据了解，这类系统发轫于
2019年由国家网信办牵头、在一
些网络平台试点上线的“青少年
防沉迷系统”。后来行业内出现
的“未成年人模式”“防沉迷模
式”，虽然叫法、形态各异，但有

着明显的共性特征，包括限制使
用时间、减少充值打赏等使用功
能、过滤不适合未成年人观看的
内容等。

记者下载了数十个应用较
为广泛的游戏及娱乐类软件，发
现全部都有“防沉迷”系统。比
如，在某直播平台，打开“设置”
菜单就可以直接开启“青少年模
式”，限制每天最长使用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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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不少家长表示，“防
沉迷”系统虽有一定效果，孩子
上网时间确实减少了，但对一
些不服管的“熊孩子”来说，仍
然防不胜防。

“孩子总能想方设法绕过限
制，单凭一个‘防沉迷’系统，很
难 彻 底 消 除 孩 子 对 网 络 的 依
赖。”北京市朝阳区居民张女士

说，“不知道孩子怎么偷看到我
设置的密码，直接把‘青少年模
式’关闭了，还有的平台尽管设
置了‘青少年模式’，但只要把
APP卸载重装，就能恢复原始模
式，轻松绕过限制。”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部分大
型网络平台建立了“防沉迷”系
统主动触发机制——可通过地
理位置判定、用户行为分析等技
术手段，甄别未成年用户，然后
自动切换到青少年模式，但多数
平台都还处于手动启用状态，无
法有效识别用户是否“未成年”。
有些应用软件甚至打着可绕过

“青少年模式”的旗号，诱导未成
年人充值，这些削减了“青少年
模式”的保护作用。

除了网络平台本身的漏洞，
部分监护人网络素养缺失，也是
未成年人绕过“防沉迷”系统的
原因之一。

有网络平台统计，未成年人
冒用成年人账户中，超六成账户
有家长帮助通过人脸识别的情
况。即人脸识别由账号实名人

（成年人）验证通过，这说明很多
家长是知道和一定程度上允许
孩子玩游戏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
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
春认为，家长是保护未成年人的
第一道防线，应主动了解未成年
人账号和使用模式中可以进行
的权限设置，根据孩子特点进行
选择和设置。

既需既需““堵堵”，”，也要也要““疏疏””

目前，未成年人用网低龄
化趋势愈发明显。有调查显示，

“A 世代”（2010 年后出生群体）

更早地接触互联网，生活的数
字化程度更高。大部分未成年
人在上小学前就开始使用互联
网，且出生时间越晚，该比例就
越高。

为了切实保护好未成年人，
针对“防沉迷”系统中的一些技
术漏洞，国家有关部门不断加
大监管力度，发布《关于防止未
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
等一系列文件，对未成年人游
戏时间和消费等方面提出明确
规定。

一些互联网企业也在探究
如何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改进措
施。如扩大人脸识别技术的应
用，解决“孩子冒用家长身份信
息绕过监管”的痛点。面对家长
苦恼的“退出卸载后重新进入
就会令模式失效”问题，有的平
台开始调整，当账号已在“青少
年模式”状态下，即使卸载重装
或 是 登 录 不 同 终 端 设 备 或 操
作系统，都会强制进入“青少
年模式”。

不久前，腾讯游戏升级上线
了“防沉迷四件套”管理工具，涵
盖“一键禁玩禁充”“自我账号管
理”“绿色手机上报”以及“一键
屏蔽陌生人”四大功能。这是腾
讯游戏在实名认证、限时限充、
人脸识别等“防沉迷”举措基础
上，推出的更为细化的“防沉迷”
功能。

不难发现，围绕“防沉迷”系
统的技术设置正在变得愈发精
细，但措施千万条，效果第一条。
专家认为，“堵疏结合”是未来

“防沉迷”需要努力的方向。首都
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
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郭媛媛提
出，针对未成年人“触网”方式多
样化的特点，应该保护与疏导
并举，实现网络把关的精准化，
同时大力开展“功能性游戏”研
发，推动游戏在教育、科普、职业
训练、文化素养培育等社会价值
领域的有效应用，实现人治机
治、协同共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