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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未保法”实施2周年

片去散布谣言，或做不好的事情，后果不堪设想。”为此，她

严肃地批评了女儿，“女儿后来就再也没有发过自己的照片”。

但让金女士最纳闷的是，为什么平台可以让年仅 11 岁的女

儿在家长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注册账号？

“未保法”“网络保护”章节第七十二条规定，信息处理

者通过网络处理不满 14 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征得未

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除外。另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将不满

14 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纳入个人敏感信息的行列，同时针

对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制定专门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记者注意到，尽管“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明确写在

该软件社区规范中的内容，但实际操作中，一边是 App 注册不

需要有监护人参与；但另一边在其《儿童 / 青少年个人信息保

护规则》协议中注明，“监护人在使用社区、晒单及其他信息

发布功能时，如主动向我们提供儿童青少年的个人信息，表示

已经同意我们收集和按照本政策的内容使用未成年人的个人信

息”。此举无疑导致未成年人在该平台发布内容存在“监管真

空区”，并把责任“甩锅”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这也是造成

目前内容审核问题频发的主要原因。

近日，由于工作关系，金女士也需要注册该软件。她发现，

在整个注册的过程中，目前还是只要用手机号码验证就行，不

仅不需要实名认证，且年龄、性别等也可随意填写。“只有当

你自己申报是 14 周岁以下时，才需要进一步的实名认证和人脸

识别”。

金女士想到之前女儿独自注册的事情，于是又用女儿的手

机尝试注册一款短视频软件。在一开始填写信息时，金女士主

动选择了14周岁以下，接下来则需要进行家长的相关验证。“但

如果孩子能背出父母的身份证，或者能拿到大人的手机，就可

以绕开这些验证”。

更让金女士意外的是，当她退出家长验证这一步后发现，

孩子的手机号已经注册成功，可以浏览和发布视频，“那之前

的步骤不就成了摆设了！”她赶紧卸载了软件。

而王晓华注意到了另一个“极端”。在一款广告推送的游

戏下面，他看到 40% 的负面评价里，除了游戏制作本身，很多

人都在抱怨进入游戏一定要强制输入身份证和姓名，觉得这个

机制很烦。而游戏开发者的回复是：“因为国家相关法律规定。”

“首先，仅仅以身份证和姓名作为验证，是不是真的起到

了让未成年人不接触这款游戏或者防沉迷的作用？因为完全可

以输入其他人的。”王晓华分析道。

另一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里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不

得以个人不同意处理其个人信息或者撤回同意为由 , 拒绝提供

产品或者服务。“那网络运营商或游戏开发者以保护未成年人

的名义来收集信息，两者的边界在哪里？包括很多软件现在有

的青少年保护模式，如何确保真的是在家长的监护下开启的？”

在王晓华看来，目前防沉迷系统方面的设计存在比较浓厚的形

式主义的色彩，这就会导致保护效果不佳，或产生过度采集信

息的可能，“身份收集和个人信息保护之间如何进行平衡，这

可能是我们现在网络保护当中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2023 年 5 月 25 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未成年人网络

司法保护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白皮书显示，涉

未成年人人格权侵权现象持续滋长，近一年相关案件数量同比

增长 111%。当未成年人作为被侵权人时，对其人格权的侵害

主要以名誉权侵权为主，同时可能涉及肖像权、隐私权、个人

信息权益等。

王晓华表示，“未保法”对于未成年人使用网络不是一律

禁止，而是要通过引导教育让未成年人正确使用网络。“这一

代小孩都是出生在互联网时代，触网是他们的权利之一。因此，

网络保护中将网络素养教育放到了核心的位置，是实现网络

保护的根本和基石”。

至于个人信息保护，王晓华建议，能否将

身份识别与手机运营商的数据打通。“现在

手机都是实名认证的，一旦打通也降低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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