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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保护
外划底线内强免疫
孩子使用的手机应当安装保护

软件；参与网络直播、网络社交，时

间要有限制、付费要有监管；网络游
戏产品要按年龄分类……新修订的

未保法正式施行，其中新增的“网络
保护”引人关注。有专家表示，“限玩

令”为青少年接触网络世界撑起了

法律保护伞，但法条落实还需网络
服务商、家庭、学校共同遵法守法。

督促网络服务商严格落实未
保法，不能纵容游戏经营商过度逐

利，诱惑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是此
次新修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未经

学校允许，未成年学生不得将手机
等智能终端产品带入课堂，带入学

校的应当统一管理。”“未成年人的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通过在

智能终端产品上安装未成年人网
络保护软件、选择适合未成年人的

服务模式和管理功能等方式，避免
未成年人接触危害或者可能影响

其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合理安排
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时间，有效预

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国家建立
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

份认证系统。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
应当要求未成年人以真实身份信

息注册并登录网络游戏。”……
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

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
会长姚建龙认为，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的基本立场是“外划底线，内强

免疫”，确立底线规则意识，以负面
清单方式划出严禁行为与严禁传

播的资讯，除此之外则应充分尊重
未成年人的网络权利，注重通过引

导、教育的方式增强未成年人对网
络不良资讯的免疫力。

2019年 5月，全国 14家短视
频平台和 4 家网络视频平台统一

上线“青少年防沉迷系统”，近日，
各主要视频、直播、游戏等网络平

台纷纷升级青少年防沉迷系统，优
化“青少年模式”内容池。今年 6月

1日前，所有上线运营的游戏须全
部接入国家层面的实名验证系统。

家庭保护
乘车须配安全座椅
新修订的未保法第 18条明确

规定监护人应“采取配备儿童安全

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
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

故的伤害”。这是“儿童安全座椅”

首次被写进全国性立法条款。

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全球道

路安全现状报告》显示，全球每年
有 18.63 万儿童死于道路交通伤

害，其中 1/3死于乘车过程中。据
《中国道路交通事故统计年报》

（2017年度），我国当年有 2954名
儿童死于道路交通事故，13938名

儿童在道路交通事故中受伤。儿童
道路交通伤害已成为我国 1—14

?儿童第二大伤害死因，15 至 19

?青少年第一大伤害死因。

2014年 3月 1日，上海市将儿

童安全座椅使用规范写入《上海市
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成为中国首

个儿童安全座椅入法的城市。随
后，深圳、南京、济南、合肥等近 20

个省市，都在地方交通法规或未成
年人保护法中提到儿童乘客需要

配备儿童安全座椅。

“儿童安全座椅之所以越来越
受到重视，并得到法律上的约束，

是因为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等
约束装置是目前保护儿童乘车安

全的最有效手段，是减少儿童道路
交通伤害的重要途径。”全球儿童

安全组织（中国）首席代表崔民彦

是推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写入

上海未保条例的牵头人之一。他
说：“相比疾病，道路交通伤害可以

更好地预防。”研究证明，有效的工
具使用，比如“一盔一带”，可以大

大降低儿童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率，
而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以在

交通事故的碰撞中，降低婴儿 70%

的死亡率、幼儿 54%—80%的死亡

率。近年来，一二线城市儿童安全

座椅家庭拥有率不断提高，可使用

率仍处于较低水平。据不完全统

计，上海有 0-6?孩子的家庭中，
有 70%已配备儿童安全座椅，可能

够坚持使用的仅 30%。
“问题不能仅靠一部法律解

决，未保法确定了一个规则的必要
性和正当性，那么道路交通安全法

的跟进，或许能从立法延伸到执

法，达到共治的效果。预防儿童交
通伤害要多管齐下，家长监护、学

校教育、交管部门对道路交通设施
的管理、道路的设计、驾驶员的教

育和引导，以及事故急救系统和应
急处置等都至关重要。”崔民彦说。

学校保护
积极配合家庭监护
“近些年，尽管教育行政部门

在减负、减压方面下了多剂猛药，

但教育焦虑并未得到缓解，家长最
关注的仍然是孩子的学业。‘鸡娃’

这个具有时代特征的词，一直出现
在人们口中，其实就代表着一种育

儿的焦虑。”静安区家庭教育指导

中心主任陈小文告诉记者，他曾遇
到过一位高二学生的“超级妈妈”，

不仅买了大量练习题给孩子做，还
自己出卷、批改，孩子叫苦不迭，甚

至不愿回家。
在未保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

意见过程中，近两万名未成年人提
出两万多条意见，绝大多数都是希

望减轻学业负担。“这是孩子们的
心声。”陈小文说。新修订的未保法

从校内和校外两方面对“过度鸡
娃”作出规定，要求学校不得占用

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

期，组织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学

生集体补课；幼儿园、校外培训机
构不得对学龄前未成年人开展小

学课程教育。在“学校保护”一章
中，还明确规定“学校应当与未成

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互
相配合，合理安排未成年学生的学

习时间，保障其休息、娱乐和体育

锻炼的时间”。
修订案中有一条立法修改意

见，出自上海华东政法大学附属中
学学生之手，最终被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立法采纳。
去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征求
意见，暑假期间，华政附中学生事

务中心的学生立即行动起来投入
修法调研。他们共提出 17条修改

意见，通过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
点转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这17条修改意见中的第11条
写道：“关于第116条提出的‘公安

机关发现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对未
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等行为的，应

当予以训诫、责令其缴纳保证金并
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对于拒不接受

家庭教育指导的，可以没收保证
金’的内容，鉴于每个未成年人家

庭经济条件不一样，建议修改为对
发生此类情况的监护人予以教育

为主。”最终发布的未保法采纳了
这条意见。2020届华政附中高三毕

业生李骏豪正是这条意见的提交

者，他说，能以自己的视角和方式
对草案提出修改意见，亲身体验了

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进程。
本报记者 马丹 王蔚

“限玩令”筑牢网络安全防火墙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今起施行

    新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未成
年人保护法》今起

施行，其中增设的
“网络保护”专章，

对互联网平台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提出

了更高要求，也将

进一步指导企业、
社会、家庭参与共

建，带动更多关乎
未成年人网络安全

方面的积极变化。
“六一”前夕，

抖音宣布升级未成

年人保护措施，14
?以下实名认证用

户将直接进入青少
年模式。这是国内

首家推出类似“最
严格”青少年保护

措施的短视频平

台，也说明了一个
问题：在青少年保

护这件事情上，责
任心、重视程度比

技术能力更重要，
要让“青少年模式”

成为“真模式”“有
用的模式”，而不仅仅是一种“形

式”，各短视频平台可探索的空间还
很大，可想的办法也还有很多。

截至 2020年底，我国 9.89亿
网民中，学生最多，占比为 21.0%。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问题长期被关
注，而短视频平台的“青少年模式”

首先要解决的是“青少年在短视频

平台上‘不能’干什么”的问题，比如
“不能刷太长时间”“不能观看不健

康的内容”“不能观看直播和充值、
打赏”等等。

早在 2019年 3月，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就组织多家短视频平台

上线“青少年防沉迷系统”，在使用
时段、时长、功能和浏览内容等方面

规范未成年人的上网行为。抖音、快
手、哔哩哔哩、火山小视频等短视频

平台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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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将弹窗提示，引导家长
及青少年选择“青少年模式”。

虽然可以“选择”，但不少人并
不愿意选择“青少年模式”。鉴于此，

抖音将采取“升级措施”，对 14?以
下实名用户，在告知后即开启无法

退出的青少年模式。在青少年模式
下，无法观看直播或充值、打赏。对

14-18?实名用户，抖音将在内容
推荐、社交、搜索等方面提供更多安

全保护，如禁止对陌生人显示除头
像和昵称以外的个人公开信息。

保护未成年人，“禁”绝对有必
要，但也不能“一禁了之”“只禁不

导”。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互联网

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方禹认为，“适

合未成年人观看的内容，只有建立
在未成年人喜欢看的前提下，才能

更好地发挥作用。”一个真正好的
“青少年模式”，在解决了“不能”的

问题后，也应在“能”上面着力。在
“青少年模式”下，如果青少年觉得

“没兴趣”“没意思”，一来他们可能

会想方设法“突破”限制，二来也无
法真正从互联网上获取信息、认识

世界和休闲娱乐。
本报记者 金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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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点一：学校过度增加学生的

学业负担，家长是不是束手无策或
干脆一味迎合？

家庭保护历来是未成年人保护
的重中之重。因为，未成年人权益受

损，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家庭。即使是
遭遇学校、社会、网络侵权，如果家

庭能成为孩子幸福、安全的港湾，那
么，他们受到的伤害也会小很多，甚

至可能化解掉许多伤害。

以学校加重学生负担为例，如
果孩子在家庭里能够得到充分的

心理照护，通俗地说，家长不再一

味地“鸡娃”，那么，孩子就可以减

轻一些在学校里受到的过重压
力。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

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
会长姚建龙说，未保法的立法思

路还宜进一步拓宽，不应仅仅限
于规定“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之

上，而是应将重心放在“家庭”保

护之上，即为未成年人营造良好
的家庭成长环境。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
的监护职责，其他家庭成员负有协

助的义务。

难点二：一些学校在学生欺凌

问题上“捂盖子”“和稀泥”怎么办？

未保法规定，对严重的欺凌行

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公
安机关和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

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姚建龙认
为，对风险人群、风险空间和风险

时间的管理存在薄弱环节，负责维

护校园安全的人员存在懈怠等问
题，是发生校园恶性事件的重要因

素。未成年人保护法应当针对上述
问题，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包括风险识

别、评估、预警、防范、处置、转移等一

体化的校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

难点三：离异家庭子女往往存
在“探视难”问题，怎么解决？ 谁来

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亲子关系？

姚建龙说，探望监督人制度是

地方人民法院在实践中探索创设

的制度。探望监督人并未对探望权
案件作出强制规定，而是巧妙地从

侧面切入，通过增设一个双方均认
可的“中立第三人”，为存在不可调

和矛盾的双方提供缓冲地带，手段
和缓，更有利于矛盾化解。探望监

督人制度对长期存在于探望权案
件中的“调解难”“调查难”“执行

难”，可以起到较好的缓解作用。

首席记者 王蔚

化解三大难点 确保依法维权

    细化儿童的第一责任人即监护
人的职责、严格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
相关行业人员的准入制度、筑牢网络
安全的防火墙……今天起，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下简称“未保法”)?式施行。其中
既有很多立法亮点，也有不少执法难
点，更对家庭、学校和社会的齐抓共
管，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
法治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