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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成瘾患病率逾27%

今年 5 月，世界卫生大会通过 《国
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本，将“游戏
障碍”作为新增疾病，纳入“成瘾行为
所致障碍”疾病单元中。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
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截至 2018年 12月，中国网络游戏
用户规模达4.84亿。其中，12岁到16岁
的青少年是网络成瘾的高危人群。研究
表明，游戏成瘾的患病率约为27.5％。

对一些辨别力、自控力较差的青少
年来说，游戏成瘾正成为他们“成长的
烦恼”。一些家长则寄希望于医疗机构
为孩子“脱瘾”。

前不久，北京回龙观医院在建立成
瘾医学中心的基础上，扩展床位增设了
行为成瘾病房，这是国内公立医院首次

探索建立此类病房。其实，在世界范围
内，不少医疗机构都在积极探索如何预
防、治疗游戏障碍。

2018年，英国首家公立戒除网瘾诊
所——网络障碍中心在伦敦西部开设。
这家诊所是英国首家政府投资支持的解
除网瘾机构，旨在帮助成年人和青少年
儿童解决对暴力游戏等成瘾的问题；在
日本，很多游戏成瘾的患者都会选择去
精神心理科就诊，通常采取的治疗方式
是一对一心理咨询；美国医学界对游戏
成瘾的研究由来已久，成立于 2009 年 7
月的华盛顿秋城reSTART康复中心，是
美国第一家专门治疗各种科技产品成瘾
的机构。

“网瘾少年”因人而异

专业病房能帮助游戏障碍患者“脱
瘾”吗？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游戏障

碍”的认定。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
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表示，玩游戏不代
表就是游戏障碍或者精神心理问题。游
戏障碍有严格的定义和标准。

按照世卫组织的说明，游戏障碍
的 主 要 表 现 包 括 ： 对 游 戏 行 为 的 开
始、频率、时长、结束、场合等失去
控制；游戏优先于其他生活兴趣和日
常活动；尽管已经因游戏产生了负面
后果，但依然持续游戏甚至加大游戏
强度。上述 3 个基本特征需持续至少
12 个月以上。

此前，一些机构采取封闭、体罚
等 极 端 手 段 治 疗 “ 网 瘾 少 年 ” 的 案
例，曾引发巨大争议。中国艺术研究
院副研究员孙佳山表示，《国际疾病分
类》 第 11 次修订本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在此之前，“游戏障碍”
等概念仍处在开放性科学论证阶段，
绝不是以治疗青少年群体的“网瘾”
为名从中牟利的不正规甚至是非法组
织的“免死金牌”。

事实上，青少年游戏成瘾的原因因
人而异。陆林分析，户外活动时间减
少、没有其他兴趣爱好、和父母同学的
交流少等因素，导致手机成为孩子的重
要“陪伴”。专家指出，解决青少年游
戏成瘾问题，需要家庭、学校、政府等
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而不是以“游戏成
瘾”为借口，一味将孩子推给医疗机
构，推卸、逃避自身责任。

多方把控预防上瘾

世界卫生组织明确表示，希望不断
推进游戏障碍相关的治疗研究，并收集
患者人数等准确的统计数据，从而更好

地帮助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疾病治疗。目
前，探索出一套系统的游戏障碍治疗体
系，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
问题。

解决网络游戏成瘾问题，仅仅有
医学界的努力是不够的。近日，国务
院出台 《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其中，在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
方 面 ， 网 络 游 戏 相 关 内 容 被 专 门 提
及。文件中明确，要实施网络游戏总
量调控，控制新增网络游戏上网运营
数量，鼓励研发传播集知识性、教育
性、原创性、技能性、趣味性于一体
的优秀网络游戏作品，探索符合国情
的适龄提示制度，采取措施限制未成
年人使用时间。

业内人士指出，家庭是预防青少年
游戏成瘾的“第一道防线”。家长要以
身作则，不要沉迷于网络游戏；要注重
与孩子加强沟通交流，不能因工作忙碌
放任孩子与“电子保姆”为伴；还要尝
试与孩子建立规则，培养孩子理性的时
间管理能力。当孩子出现问题时，一定
要反思家庭教育中存在的缺陷，尽力去
了解孩子内心的缺失感，同情、理解并
耐心帮助他们。

此外，学校应通过多种方式，让
孩子认识到游戏成瘾对生活、学习的
危害，引导青少年正确、适度上网休
闲娱乐；游戏企业应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开发有益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游
戏，并通过技术手段设置游戏规则，
限制青少年游戏类型、时长等；政府
部门要发挥监管作用，净化网络游戏
空间。同时，针对一些打着“治疗网
瘾”幌子牟取利益的非法机构，予以
坚决打击和取缔。

网络募捐靠谱吗？这似乎成了
很多人的“灵魂拷问”。如今，翻
开微信朋友圈，随便刷几下就会看
到“水滴筹”“轻松筹”“无忧筹”
一类的网络慈善募捐平台。本来，
借助熟人传播的社交属性实现民间
的互助帮扶是一件好事，但近段时
间屡屡出现的网络诈捐事件却让广
大群众的爱心受了伤，也让网络慈
善的口碑打了折。

说起“诈捐”，其实在法律层
面早有明确规定。无论是 《合同
法》《慈善法》《侵权责任法》还是

《治安管理处罚法》 都有相关定义
和处罚条款。但随着互联网快速发
展，网络募捐作为慈善制度上的一
种创新和尝试，使社会公众更加便
捷地得知相关信息和捐助善款的同
时，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也挑战着既
有的法律框架。比如，如何界定网
络众筹、赠与、慈善和救助？怎样
平衡个人隐私权和必要的资产状况
披露？网络诈捐发生之后，平台与
用户都要承担什么责任？

尽管各类“网络诈捐”现象纷
繁复杂，但究其根本，还是在募捐
人与网友的善良之间缺少一个有效
的信息证实环节。传统的慈善组织
有一套严密的认定程序，并可以对
捐款的流向实现有效把控。到了网
络慈善时代，信息认定的主体责任
显然落在了平台肩上。但问题是，
很少有平台有资格、有意愿、有能
力承担这份责任。前段时间闹得沸
沸扬扬的某相声演员筹款 100 万元
事件，且不论众筹与募捐到底有多
大差别，单是平台方回应自身无权
利审核发起人的资产状况，这一点

就让人倒吸一口凉气：难道网络募捐的生态只能靠
发起人的道德自觉？

事实上，针对监管过程中的困境，有关部门也
在优化公共服务。7 月 29 日，民政部加强了慈善组
织公开募捐备案管理服务，指导进行网上备案。按
照 《慈善法》 规定，民政部先后公开遴选了两批共
20家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为所有慈
善组织发布募捐信息提供服务。与此同时，推动实
现慈善信息全国“一网可查”，通过慈善领域数据信
息的归集、交换、共享，实施大数据治理。服务与
管理双管齐下，不仅填补网络募捐的诚信空白，也
织牢了安全这张网。

决定人类命运方向的不是科技本身，而是科技所
承载的人性温度。把慈善事业做得周密周全，不只是
对广大爱心者负责，还可以激发更多人的善心。当前
网络慈善领域出现的一些乱象，只是发展进程中的小
插曲。如果网络平台不断利用技术手段和平台规则，
更好地连接筹款人和赠与人；个人资产审核的相关部
门有效配合，为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创造有利条件，就
能营造一个互信互助、健康向上的慈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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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瘾少年”亟需全社会共同关爱和帮助

游戏成瘾，这病能治好吗？
本报记者 李嘉宝

暑假期间，不少学生选择网络游戏作为休闲放松的一种方式。然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定义，长期沉

迷网络游戏造成的“游戏障碍”是一种疾病。不少资深游戏玩家戏言，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列出的病症，自己已经

“病入膏肓”。那么，专业病房能帮助游戏障碍患者“脱瘾”吗？

在印度科技实力高速提升的过程中，被称为“亚洲硅
谷”“软件之都”的班加罗尔市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印
度本土的信息技术企业也如春笋发芽般快速成长着，印孚瑟
斯 （Infosys） 即是其中最好的一例。作为印孚瑟斯的联合创始
人及前首席执行官，施布拉尔 （S.D.Shibulal） 走出了属于自己
的“互联网大咖之路”。

创办印孚瑟斯并非施布拉尔职业生涯的第一步。1979
年，施布拉尔以软件工程师身份加入印度最早的软件公司和
系统集成商帕特尼计算机系统公司。在那里，施布拉尔不仅
积累了信息技术产业的工作经验，更结识了与他共同创办印
孚瑟斯的其他6位同伴。

1981年，印孚瑟斯正式成立，革命性的 IT业“全球交付
模式”（GDM） 在这里诞生，即在低风险、低成本的前提下为
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咨询及信息技术服务，这一模式的成功
为世界外包IT服务的交付建立了新标准。时至今日，印孚瑟
斯在全球已拥有超过 22万名员工，足迹遍布全球，市值高达
477亿美元。

印孚瑟斯的建立源于对“全球交付模式”的设想，但
真正将之付诸实践的过程是困难且富有挑战的，施布拉尔
始终坚信只有完美落地才能真正实现好点子的价值，在上
世纪印度 IT 业没有风险投资、不鼓励办企业且实操极为困
难的创业环境下，没有人会为空谈埋单。在创始团队中，
施布拉尔扮演着关键角色，以一己之力承担起项目管理等
关键职责。值得注意的是，印孚瑟斯是首个在纳斯达克成
功上市的印度企业。

谈到印孚瑟斯的发展历程，施布拉尔感慨颇多。回忆起
自己的创业之路，施布拉尔认为成功的秘诀正在于“重执
行、强合作、有情怀”。在他看来，创办成功的IT企业就像是
完成一场马拉松比赛，每一位创始者都在其中牺牲着个人私
利，为共同目标的实现而奋勇向前。印孚瑟斯之所以能在软
件研发、客户连通、全球布局、人才培养等多方面成为印度
龙头企业，身为创始人、管理者的施布拉尔功不可没。

施布拉尔：

“印度微软”的关键缔造者
海外网 何怡宁

商海春作 新华社发

南京新街口公交站站牌上新发布的“南京公交线路
查询”微信小程序吸引着乘客。 王路宪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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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生活，用起来真方便

“补卡真的很麻烦。”家住广州的王女士在一个月
内丢了2张地铁卡。自从开通了乘车码小程序，王女士
感慨：“在地铁、公交刷一下二维码就可以过闸，每天
不用担心找不到地铁卡。”

如今，小程序已融入生活。打开支付宝的城市
服务小程序，人们可以轻松缴纳家中的水电费；微
信上各类餐厅的小程序，实现线上点单线下取餐，
省去了排队点餐的时间，也缓解了一些餐厅人手不
足的困扰；百度网盘上线“联想云打印”小程序，
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打印个人网盘资料，享受便捷的
移动打印服务。

这种新型的应用做到了“便民利民”。2019年，腾讯
开发的乘车码小程序用户破亿；支付宝推出的多款垃圾
分类查询小程序，让人们不再为“如何区别干湿垃圾”犯
愁。今年 7 月，QuestMobile发布的《2019 小程序半年洞
察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微信小程序用户总量达
到7亿，大众对小程序的使用习惯已经形成。

入口便捷，有大量用户群

多个互联网巨头赋能小程序，多端打通，用户可
在应用内自由跳转。“小程序兼具APP和微信公众号的
优点，无需下载注册，开发成本低、门槛低，页面体
验流畅，便于社交共享。”暨南大学媒体国家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梁美娜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采访时表示，入
口便捷、依托平台的庞大用户基数也是小程序发展最
大的优势。

小程序优势众多，它是如何帮助商家打通线上线
下服务的呢？以微信小程序为例，不用下载 APP，在
原来微信的基础上直接搜索就可以进入使用，这无疑
让实体商家直接可以接触用户。首先，小程序给用户
解决了“远客不进店，进店下单慢”的问题；其次，
它有微信各种功能助力，不用像淘宝、京东那样需要
流量推广；最后，去中心化让小程序相对于传统电商
来说更加多元化，让实体店铺把客户和流量都掌握在
了自己的手中。

此外，各大运营平台都根据用户的行为习惯和平
台优势，不同程度上对小程序的流量入口进行了分类
细化。如微信的小程序突出强社交关系，支付宝小程
序更注重商业和生活服务，百度小程序则以智能搜索
推荐作为特色。不同的小程序类型吸引着不同年龄段
的用户群体，且小程序用户群整体年轻化，“活力和动
力”是其未来发展的重要依靠。

加强监管，平台不手软

小 程 序 发 展 潜 力 巨 大 ， 但 问 题 也 不 少 。 前 不
久，就有媒体曝出，部分无资质、虚假宣传、刻意
误导、违反法律法规的信贷类公众号、小程序，对
用户权益带来损害。对此，各平台也不手软，纷纷
重拳处罚。自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7 月，微信公众平
台针对虚假、无资质的信贷类账号累计处罚了 2000
多个小程序，其中针对打卡诈骗类账号累计处罚了
小程序 253 个。

此外，各大平台建立各类规定和标准，加强对小
程序的监管。2018 年，微信法务团队详细介绍了小程
序运营过程中涉及的四大规则，即小程序平台服务条

款、运营规范、常见拒绝情形以及特殊行业建议资
质；支付宝也通过小程序审核规范、小程序平台服务
协议等，规范小程序的页面内容、数据收集，存储与
授权等问题。

“这些并不是小程序自身的问题，这和电信诈骗的
性质有些类似，因为小程序的受众群体量特别大，所
以问题的存在会显得比较突出。”有专家指出，平台方
应该做的是在规范条例的框架里加强监督，用户也要
多加防范。

“互联网的‘上半场’就是发展技术、平台，到了
‘下半场’应转向发展优质内容。”有专家称，小程序
在拥有了技术和平台上的优势后，未来要跟上互联网

“下半场”发展的浪潮，引入和挖掘更多优质的内容创
造者，在内容上占据发展高地，迈向更宽广的天地。

用户总量达7亿 新型应用便民利民

小程序，创业者的新商机
庞 晟 陈菲扬 叶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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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QuestMobile发布的《2019小程序半年洞察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微信小程序用户总

量达到7亿，大众对小程序的使用习惯已经形成。小程序的出现让互联网市场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也让很多

创业者找到了新的商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