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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守护““腕上安全腕上安全”，”，儿童智能手表前路在哪儿儿童智能手表前路在哪儿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一面方便联络，一面存在
安全性等隐忧，儿童智能手表
发展站在“岔路口”。

近日，北京市教委官方微
信公众号“首都教育”发文称，
近年来，儿童智能手表在发展
中伴随的隐患备受关注。回
答问题离谱、播放不适宜未成
年人观看的内容、诱导学生充
值游戏……在学生中越来越
普及的儿童智能手表，频频爆
出问题，令家长担忧。对此，
北京市教委呼吁，要多方合力
守护儿童“腕上安全”。

就当下的技术而言，儿童
智能手表是否真正“智能”仍
被画上了问号，守护儿童“腕
上安全”刻不容缓。

儿童智能手表几乎成刚需

临近一年一度的电商促
销大节“双11”，儿童智能手表
销售火爆。中国城市报记者
发现，政府补贴家电范围内，
可以覆盖部分儿童智能手表，
再加上平台满减与品牌折扣，
消费者比平常购买要划算很
多，价格在 300 多元到 2000
多元不等。

据介绍，不同价位的手表
在软件系统上差异不大，主要
是在硬件上有所区别，配置好
的手表可以导航、刷公交、门
禁等，在定位上还可以精确到
楼层。

中国产业研究院发布的
《2022—2027 年中国儿童智
能手表行业深度调研及投资
前景预测研究报告》显示，我
国5岁至12岁儿童的人口规
模达到1.7亿。在这一年龄段
的儿童中，智能手表的普及率

已经达到30%，这意味着平均
每3个孩子中就有1个佩戴智
能手表。

在部分家长看来，给孩子
配备一块儿童智能手表已是
刚需。“考虑到确实需要掌握
孩子的位置，又不想给他带手
机，我就给孩子买了一块儿童
手表。”北京家长吴涧告诉中
国城市报记者，自己孩子今年
上小学二年级，班上的同学们
几乎人手一块智能手表。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
副秘书长袁帅在接受中国城
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类
产品不仅具备实时定位、通话
沟通等安全监护功能，还融入
了学习辅导、娱乐互动等多元
化应用，满足了家长与孩子间
的即时通讯需求，同时也丰富
了孩子的课余生活，因此广受
欢迎。”

儿童智能手表产品力上升
却屡屡“翻车”

激烈的市场竞争倒逼儿
童智能手表不断迭代更新，商
家对儿童智能手表的功能进
行过度开发，以高端化和差异
化提高产品力，以至于大大超
出需要，将其发展成“腕上手
机”。儿童智能手表的功能越
来越复杂，这也令其社交和娱
乐属性被不断放大。随之而
来的问题日益显现，比如诱导
游戏消费、“涉黄涉暴”、泄漏
定位、孩子视力下降、沉迷虚
拟社交等。

黑猫投诉平台上，有投诉
者称，儿童智能手表上一款游
戏诱导孩子在未经家长允许
的情况下充值了 299元的会
员。还有家长提出，儿童智能
手表功能过度开发易造成学

生沉迷，比如红包积分设置，
让不少学生热衷于赚积分、抢
红包，极易上瘾。

此前，“360儿童手表智能
回答毁三观”话题曾冲上微博
热搜榜。有网友发布视频称，
向360智能儿童手表提问“中
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吗”
时，手表的回答中包含了“所
有高科技都是西方人发明的”
和“历史是可以捏造的”等不
当内容。

此外，孩子的地理位置、
图片视频、通话录音等隐私也
面临泄露风险。

智能儿童手表迭代升级，
本应更智能、更安全，为何却
屡屡“翻车”？

中国金融智库特邀研究
院余丰慧在接受中国城市报
记者采访时分析：“一方面，市
场上部分产品的质量参差不
齐，一些厂商为了降低成本，
在软件开发和内容审核上投
入不足，导致产品容易出现错
误回答或显示不当内容；另一
方面，监管不够严格，对于儿
童使用的产品，特别是涉及隐
私保护的，如果没有严格的法
律法规约束，很容易被不良商
家钻空子，利用孩子的天真无
邪进行不当操作或诱导消
费。”

360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周鸿祎也在视频上热搜的当
晚在微博发文就 360儿童手
表答疑时出现错误争议言论
道歉。周鸿祎称，经过快速检
查，出现问题的这款手表是
2022年5月份的一个旧版本，
其中没有装入公司的大模型。
它回答问题不是通过人工智
能，而是通过抓取互联网公开
网站上的信息来回答问题。
目前公司已经快速完成了整

改，删除了上述所有的有害信
息，并正在将软件升级到人工
智能版本。

“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幻觉
是每个产品都会存在的，只能
不停地训练和改进。”另有技
术人员透露，现阶段各家做的
安全措施都差不多，只能通过
人工校对，设置一些预警的关
键词等。

也有教育领域专业学者
表示，部分儿童手表频频出现

“毁三观”的答案，背后的原因
更值得深思，折射出一些企业
缺乏社会责任感，在研发产品
时没有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
呵护未成年人成长的角度去
设计产品，导致产品在使用中
出现各种问题。

谁来守护儿童“腕上安全”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与应用，AI与智能手表的结
合带给产品更多信息交互功
能，对于儿童智能手机的信息
内容安全提出更大挑战。孩
子是祖国未来的花朵，与其相
关的问题不容忽视。

北京市教委官方微信公
众号“首都教育”在近日的发
文中呼吁，要多方合力守护孩
子的“腕上安全”。对于学校
和家长而言，让儿童形成正确
的技术观、良好的媒介使用习
惯也尤为重要。

“真正落实多方合力守护
儿童‘腕上安全’，需要政府、
企业、学校、家长等各方共同
努力。”袁帅认为，政府应加强
对儿童智能手表市场的监管，
制定和完善相关技术安全标
准，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
罚力度，而企业应增强责任意
识，提升产品安全性和内容审

核能力，确保智能手表的合法
合规运营。

其实，儿童智能手表市场
乱象已引起相关部门高度关
注。今年3月起实施的《儿童
智能手表个人信息和权益保
护指南》对于网络信息内容安
全提出明确要求，包括发布和
传播安全、内容安全管理等，
明确建立网络信息内容监测
和阻断机制，营造有利于儿童
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等。

今年7月，中央网信办启
动“清朗·2024年暑期未成年
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
明确要求重点整治儿童智能
设备。其中指出，儿童智能设
备存在自带APP包含可能影
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以及以积分排行、功能解锁、
背景更新等为名，诱导未成年
人过度消费等问题。

科方得智库研究负责人
张新原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
者采访时建议，学校和社区可
以组织家长，举行座谈会、教
育讲座等活动，帮助家长了解
儿童智能手表的使用注意事
项，合理引导孩子使用。同
时，儿童智能手表厂商应该加
强对用户数据的保护，确保用
户隐私不被泄露或滥用。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消费
者需求的不断提升，未来，儿
童智能手表将会更加注重安
全性、实用性和教育性。”在余
丰慧看来，真正好的儿童智能
手表应该具备强大的定位功
能，确保孩子的安全，同时，还
有良好的通信质量，保障孩子
与家人之间的顺畅交流，更要
有严格的内容过滤机制，避免
不适宜的信息对孩子造成负
面影响，并提供一定的学习辅
助功能，帮助孩子健康成长。

【案情】江某及其妻徐某
携家属一行多人至某景区溯
溪郊游，但未购买门票。活
动中，徐某坠崖身亡，坠亡
地点不在景区游览线路范围
内 。 江 某、徐 某 的 亲 属 认
为，二人在某旅游公司开发
经营的景区开展户外活动，
景区管理不善、设施常年失
修、警示标识缺失，导致意
外事故发生，且无法得到及
时救治，向人民法院起诉，
请求判令旅游公司承担赔偿

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徐某

一行未购票私自进入景区，
未与经营、管理事发景区的
旅游公司形成旅游服务合同
关系。从公安机关勘验记录
以及现场查勘情况看，徐某
的坠亡地点位于险要的人迹
罕至之处，无可通行道路，
远离景区正常游览范围。旅
游公司不存在景区设施维护
不到位、未设立禁止区域情
形。溯溪是风险性较高的户

外活动，活动参与者自身应
当充分认识、预判并妥善管
控风险，故判决驳回原告的
诉讼请求。

【说 法】民法典规定，未

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

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

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能够

证明已经采取足够安全措

施并尽到充分警示义务的，

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

本案中，游客未经许可擅自

进入非旅游区域，且该区域

并未列入景区游览范围，景

区管理方没有过错，游客应

当自担风险，景区不承担赔

偿责任。

法官表示 ，近年来 ，溯

溪、跳潭、瀑降、漂流等野外

运动热度飙升，但由于活动

区域、形式的特殊性，此类

户外活动往往具有较高风

险，如果在没有充分准备、

缺乏安全保护的情况下盲目

“打卡”所谓“网红线路”尤

其是高风险线路，容易酿成

险情。个人是自身安全注意

义务的第一责任人，户外活

动参与者要强化自我保护意

识，外出游玩时做好充分准

备，并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

措施；同时，景区也要加强

管理，明晰安全保障责任边

界，当发生突发事件或旅游

安全事故时，应立即采取必

要的救助和处置措施，并依

法履行报告义务。（案 例 来
源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人 民 日
报记者亓玉昆整理）

擅入非旅游区域游玩遇险擅入非旅游区域游玩遇险，，谁担责谁担责
以案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