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冶握紧防沉迷的野遥控器冶

“使用高级装备，才能赢竞

技场！”14岁的初中生小杰无法
抵抗游戏的诱惑，偷偷使用妈妈

的手机在游戏中累计充值 4 万
余元。

小杰的妈妈发现这笔巨额

消费后，及时与游戏客服联系，

却被告知仅同意退还 1万元。无
奈之下，父母只好将游戏公司诉

至法院，要求全额退款。

近年来，未成年人网络充值

消费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引发

社会广泛关注。自 2021年 6月至
2024年 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共
受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 597
件。其中，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件

占比高达 68.2%，主要包括未成年
人非理性消费所引发的游戏充值

退款纠纷和直播打赏退款纠纷。

网络沉迷是未成年人“网游

氪金”“巨额打赏”的重要原因之

一。为了应对这一挑战，2019年
起，国家网信办试点推广平台

“青少年模式”，从使用时段、时

长、功能、内容和消费等方面规

范未成年人上网行为。在过去五

年间，该模式不断完善发展，为

未成年人安全“触网”保驾护航。

但是，“青少年模式”并非万

能钥匙。部分网络服务提供者未

严格履行法定义务，甚至为获取

经济利益做起了架空“青少年模

式”的生意。

2023年，天津市滨海新区人
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引发社

会关注：某 App将“青少年模式”
弹窗自动关闭功能作为“会员尊

享特权”之一，并以“限时免费”

为噱头，引导用户选择开启该功

能，一旦开启，用户再打开原告

某视频及某直播等网络音视频

软件时，则会自动跳过或屏蔽

“青少年模式”的入口弹窗。法院

判决被告构成不正当竞争。

这是我国首起屏蔽“青少年

模式”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法

院特别指出，该 App的跳过、屏
蔽“青少年模式”入口弹窗功能

覆盖了网络音视频领域多款第

三方应用软件，导致未成年用户

可以不受使用时段、时长限制进

入游戏系统，加剧未成年人沉迷

游戏的风险。

“不论是从媒体报道、各地

消委会接到的投诉还是司法机

关接手的纠纷和诉讼来看，都存

在个别网络游戏服务提供商对

网络‘防沉迷’工作心存侥幸、搞

变通，还有大量监护人对个人身

份信息保管不善，甚至主动为未

成年人提供成年人身份信息，破

坏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这些

问题最终集中反映在未成年人

网络游戏消费管理上。”中国互

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黄澄清说。

“防沉迷”系统不能形同虚

设。《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提

出，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不

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使用其服

务的特点，设置“未成年人模

式”。从“青少年模式”到“未成年

人模式”，这一变化明确了模式

对象为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保

护目标更加清晰。为不同年龄段

的未成年人设置特定模式，使

“未成年人模式”能够在更广泛

的场景下得以应用。

针对未成年人消费纠纷案

件，各地司法部门也有不少创新

做法。例如，广州互联网法院与

某互联网游戏公司共同建立未

成年人充值纠纷前端预防机制，

由法院委派固定的第三方调解

团队专责调处此类纠纷；南京市

玄武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在司

法部门的协助下与游戏平台沟

通联系，运用非诉方式化解矛盾

纠纷。这些建立快速响应机制、

优化退款流程的有益探索，也为

其他地方提供了借鉴。

让隐形网暴无处可藏

轻轻按下回车键，从“隐秘角

落”里射出一支支冷箭，悄无声息

地刺入受害者心上。现实中，未成

年人网络暴力发生原因复杂多

样，其治理工作仍面临较大挑战。

通常，未成年人网络暴力可追溯

到线下校园欺凌，部分未成年人

利用网络匿名性的特点避开学校

和家长的管理视线，扩大其欺凌

行为的影响范围与恶劣程度。小

兰的案件正是如此。

小兰是重庆市沙坪坝区检察

院支持起诉的一起网络暴力案件

中的未成年当事人。2021年 4月，
小兰与班级同学产生矛盾，同学

小敏向某网络平台的校园“表白

墙”匿名投稿，对小兰进行网络诽

谤，该“表白墙”的管理者青青未

经核实便予以公开。网络上的恶

意评论与日常生活中的流言蜚语

给小兰带来了沉重的心理负担，

导致小兰最终患上重度抑郁。尽

管家人报警，但因案件未达刑事

立案标准，而且超过治安案件追

诉时效，最终终止调查。

绝望之中，小兰一家向沙坪

坝区法律援助中心求助，案件被

转至该区检察院的“莎姐”青少

年维权岗。检察官认为小兰作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网络

诽谤致重度抑郁，维权能力较

弱，符合支持起诉条件。

2023年 12月，小兰在检察机
关的支持下，以名誉权遭受侵害

导致其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为

由，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今年 5

月，法院判决小敏、青青以书面形

式向小兰赔礼道歉，共同赔偿小

兰精神损害赔偿金 5000元。
2023年 9月，最高检联合最

高法、公安部发布《关于依法惩

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

见》。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

研究室主任高景峰表示：“对网

络暴力违法犯罪，应当体现从严

惩治精神，依法严肃追究，切实

矫正‘法不责众’的错误倾向，重

点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恶

意推波助澜者以及屡教不改者；

对具有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实

施网络暴力等严重情形的，依法

从重处罚。”

随着技术的迅速发展，侵害

未成年人网络犯罪手段复杂多

样，作案方式不断翻新、更加隐

蔽。如何防患于未然？

对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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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对于互联

网平台的要求，要从单纯的负面

信息消除模式，转向社区正面氛

围引导和塑造，通过平台规则、

社区公约等方式，对于明显存在

不良导向的社区氛围进行控制

和引导。

提升青少年网络素养

科普视频中，一位化学老师

在塑料瓶中依次加入小苏打、红

色食品色素和醋，瓶口喷发出绚

烂的泡沫；在信息技术教室里，同

学们解密小游戏的简单代码原

理，感受科技的独特魅力；在 VR
游戏中，学生们“穿越”至《清明上

河图》，置身于北宋的都城之中，

船只缓缓驶过河流，车马在街道

上穿梭，行人络绎不绝……

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当下，

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不应简

单地理解为“加上一把锁”。外在

的、正向的用网引导必不可少，

学生们内在的媒介素养培育也

至关重要。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要看到网络为未成年人自我发

展和教育提供的正向赋能价

值。”刘晓春表示，教会未成年人

更好地使用网络，帮助其培育正

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不同的

场景下培养未成年人内驱的素

养和能力，才是整个未成年人网

络保护的根本所在。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在“网络素养促进”专章中，明确

将网络素养教育纳入学校素质

教育内容，并且规定了政府、学

校、家庭、网络平台等各方的责

任义务。

“要强化家长互联网使用能

力的培训，通过社区培训、家长学

校等形式，让家长具备正确管理

未成年人上网的技能。”中国青少

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

孙宏艳认为，需要引导家长为子

女树立榜样并提升管理能力。

在全国各级司法部门开展

的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教育中，网

络素养培养也被列为重点之一。

“现在开庭，今天审理某网

络游戏平台放任未成年人充值

一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

带”，孩子们敲响法槌，沉浸式体

验法庭审判过程。不提供庭审内

容脚本，不预设案件正确裁判结

果，模拟法庭让学生根据基本案

情和证据材料，独立挖掘事实、

了解法律、作出判断。

法治教育进校园，不仅面向

学生，还讲给家长、教师听。在北

京一中院的“家长学校”“教职员

工大课堂”栏目中，很多内容都

旨在提高家长和教师对未成年

学生沉迷网络的识别、干预能

力，汇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

“家、校、院”三方强大合力。

类似的网络素养提升工作

在各地积极展开。法治副校长、

公开庭审观摩、校园法治微电

影、网络保护系列课程……一次

次探索、一项项机制，在广袤的

中华大地开花结果。

“深入开展网络素养教育，

需要重点加强农村地区、留守儿

童集中地区中小学校网络常识、

网络技能、网络规范、网络安全

等方面的教育，帮助农村未成年

人更好利用网络助力学习生

活。”全国政协委员王笃波建议，

偏远地区的未成年人更需关注，

更需引导提升网络自护能力。

渊本文涉案当事人均为化名冤
渊据叶光明日报曳冤

以司法力量守护青春野在线冶
民警向江苏省南京市南湖第一小学小学生们宣讲校园安全知识渊来源院新华社冤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为小学生们带来普法课渊来源院新华社冤

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袁网络走入千家万户遥 截至今年 6月袁我国网民规模近 11亿人袁其中 10岁
以下和 10岁至 19岁网民占比分别为 3.5%和 13.6%遥

网上购物尧电子游戏尧直播尧短视频尧AI虚拟社区噎噎随着网络服务类型的日益多元化袁网络在给未成
年人带来学习尧娱乐和社交便利的同时袁也带来了网络沉迷尧网络欺凌尧网络色情等一系列问题遥

从网络安全法对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作出规定袁到未成年人保护法增设野网络保护冶专章袁再到个人信
息保护法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特殊保护袁我国逐步在虚拟空间为未成年人构建起多元法治保障遥
今年 1月 1日袁我国第一部专门性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立法要要要叶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曳正式实施袁

在已有的经验基础上填补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的空白区袁为筑牢青少年网络保护防线贡献司法力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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