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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互联网的深入发展，
为网络视频、文娱直播提供了
良好的土壤环境。据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12月，我国网络视频（含短视
频）用户规模达 9.27 亿，较
2020 年 3 月增长 7633 万，占
网民整体的93.7%；其中，短视
频用户规模达8.73亿，占网民
整体的 88.3%。值得注意的
是，截至2020年12月，我国初
中、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
网民群体占比分别为40.3%、
20.6%；小学及以下网民群体
占比由 2020 年 3 月的 17.2%
提升至19.3%。

除了线上学习、社交活
动、手机游戏外，未成年人手
机上网主要活动还包括看短
视频、直播等。相关媒体抽样
调查发现，我国小学生网民在
工作日日均收看短视频超过
2小时的比例为6.3％，初中、高
中生网民在工作日日均收看短
视频超过 2 小时的比例则为
10％和13.8％。

在此背景下，各方应如何
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短
视频平台防沉迷系统应如何
完善？

国家出台相关规定预防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视频

近年来，网民年龄结构变
化、未成年人手机网络端在线
时间的普遍递增等现象，引起
学校、家长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家住北京的王女士在孩子
尚小的时候，就经常通过网络
短视频予以情绪安抚。“特别是
我们在外吃饭、参加聚会时，给
孩子放短视频可以让其保持安
静。”王女士说，时间一长，孩子
却发展成随时随地都闹着要刷
短视频。后来，王女士干脆把
手机上所有的视频软件都删
除，让孩子无法接触。

对于一些家长尝试杜绝孩
子观看网络视频、接触网络世
界的想法和行为，部分教育界
人士并不认同。湖南省耒阳市
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师杨玉芳
告诉记者，在互联网时代，未成
年人完全不接触网络、不观看
短视频并不现实。“只要家长把
孩子上网的时间规划好，如周
内作业完成后可观看课外兴趣
的相关视频，周末短时间观看
轻松娱乐的节目也未尝不可。”
她说。

杨玉芳认为，只要内容积
极健康，一些短视频有助于提
高孩子对某项文体特长的兴
趣，减轻学习压力，值得推广。

但为了防止孩子沉迷，老师和
家长应首先作好表率，因为若
成年人天天用手机刷视频，孩
子必然会效仿。

记者了解到，国家相关部
门近年来也推出政策、采取措
施，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及
短视频产品。自2019年 3月
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
织多家短视频平台上线“青少
年防沉迷系统”，该系统在使用
时段、时长、功能和浏览内容等
方面对未成年人的上网行为进
行规范；近期，最高人民检察院
决定于2021年5月至2022年
12月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未
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专项行
动，对于“儿童、青少年模式”流
于形式问题，将加大对网络平
台企业的监管力度，促进提高
对青少年用户的识别精准
度。此外，该专项行动还将监
督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履
行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
义务，解决实名认证、适龄提
醒、产品或服务本身不能故意
含有诱导沉迷的设计、不得提
供不适合未成年人接触的内
容、对用户在线时段和时长进
行限制等问题。

多平台更新系统
但仍有企业滞后

在国家关于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和防沉迷等相关管理办法
出台后，一段时间内，不少互联
网企业相应展开行动，调整和
更新了监管系统。

目前，抖音、快手、哔哩哔
哩、火山小视频等平台已将“青
少年防沉迷系统”内置于短视
频应用中，用户每日首次启动
应用时，系统将进行弹窗提示，
引导家长及青少年选择“青少
年模式”。

某短视频平台从业者向记
者表示，现在的主流互联网平
台都会在软件开启时，提示“青
少年模式”入口，既响应国家要
求，又体现企业担当。

记者发现，在快手、抖音、
哔哩哔哩等平台开启“青少年
模式”，需设置独立的4位数密
码。记者尝试将抖音卸载重装
后，发现“青少年模式”依然能
够自动开启。

此外，快手和哔哩哔哩的
未成年人用户每天使用时长不
能超过40分钟，晚上10点至
早上6点无法使用。而抖音则
有“青少年模式、时间锁和亲
子平台”三种防沉迷管理功
能。开通“青少年模式”，未成
年人只能在固定时间段（每日
早6时至晚10时）内观看由抖
音运营方筛选的短视频内容，
每日最多允许使用40分钟；时
间锁指未成年人每日使用抖
音的时间限额可以由家长设
置，从 40 分钟到 120 分钟不
等；亲子平台则可根据需要远
程开启“青少年模式”或时间
锁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平台
在推动“青少年模式”落地中还
存在多层面的问题，如微信视
频号的“青少年模式”不会主动

弹窗，且入口难找，卸载重装后
用户可通过手机验证码重新设
置新密码，进而绕过“青少年模
式”；皮皮虾软件首次打开出现

“青少年模式”提示，关闭后再
次打开则无提示……

可见，虽然大多数视频服
务端都上线了“青少年模式”，
但用户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面
临部分漏洞和潜在隐患。

对此，在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2021年 5月初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副主任盛荣华谈到未成年
人网络环境问题时表示，今年
国家网信办将计划用3个月时
间集中开展“清朗·未成年人网
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内容主
要包括未成年人使用较多、使
用频率较高的视频直播等重点
环节。

针对部分平台漏洞和薄弱
环节，国家网信办提出要坚持
规范管理和鼓励创新并重，进
一步引导和支持网站平台提
供适合青少年使用模式的产
品和服务；同时，在现有“青少
年模式”的基础上优化功能设
置，提高未成年人身份识别的
准确性，增强未成年人保护的
有效性。

律师进行公益诉讼，呼吁平台
重视“青少年模式”设置必要性

对于微信视频号等平台
没有独立设置“青少年模式”，
且无任何关于设置“青少年模
式”的弹窗提示等问题，北京

福和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陈
楠于2021年5月21日向北京
市互联网法院正式提交诉状，
请求法院判令腾讯在微信视
频号中独立设置“青少年模
式”；同时，在用户每日首次启
动微信视频号时进行弹窗提
示，引导家长及青少年选择

“青少年模式”。
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

时，陈楠表示，视频平台若存有
漏洞，极易导致部分意识淡薄
的家长忽略对孩子的网络保
护，“一旦‘青少年模式’流于形
式，则很难发挥防沉迷系统的
真正作用。”

陈楠解释，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
十九条规定，智能终端产品的
制造者、销售者应当在产品上
安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
或者以显著方式告知用户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软件的安装渠道
和方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网络
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
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
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
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
消费管理等功能。“所以微信视
频号应该做出相应的改进。”陈
楠说。

“在网络生活越来越普及
的今天，更好地呵护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是每一位公民应该
重视的事情。”陈楠律师认为，
与抖音、快手等网络视频平台
一样，微信视频号影响力广泛
而深远，如果该类平台的防
沉迷系统存在问题，将对许
多未成年人造成直接的不良
影响。

借此次公益诉讼，陈楠希
望能推动微信视频号及其他网
络短视频、手机游戏平台更加
重视“青少年模式”设置的必要
性，并不断完善该系统。

此外，记者注意到，即将于
今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
护法》中还提到，新闻出版、教
育、卫生健康、文化和旅游、网
信等部门应当定期开展预防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宣传教
育，监督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
者履行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
络的义务，指导家庭、学校、社
会组织互相配合，采取科学、
合理的方式对未成年人沉迷
网络进行预防和干预。任何
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侵害未成
年人身心健康的方式对未成
年人沉迷网络进行干预……
学校发现未成年学生沉迷网
络的，应当及时告知其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共同对未成年
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帮助其
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

怎样防止未成年网民怎样防止未成年网民““逐浪逐浪””短视频短视频

2019年3月，国家网信办指导抖音、快手、火山小视频等短视频平台试点上线青少年防沉迷系

统，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新华社发 徐 骏作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