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建议

04

2024 年 8 月 16 日 星期五 责编 王文渊 美编 但雯婷 图编 胡颖 校审 王志洪

调查

未设未成年人模式
推送内容“少儿不宜”

近日，湖北的于女士发现某浏览器App首页推荐的内容
中时常带有儿童不宜信息，对此她感到很苦恼。“我平时不怎
么用浏览器，下载该App主要是用来给孩子查资料，平时都
是孩子自己操作，可是一打开App就是这些画面，实在不适
合给孩子使用。”

于女士觉得，App推送的内容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
于是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有热心网友回复于女士，该平台
可以设置“伴学模式”，相当于其他App的青少年模式，可以
避免让孩子接收到一些不合适的信息。于女士按照网友的
提示进行了操作，却发现该App已取消了“伴学模式”，也无
法设置未成年人模式。

于女士怕孩子乱看App推荐的内容，只能在孩子查资料
时守在旁边，她感叹：“真是太不方便了，要是App能设置未
成年人模式就好了。”

四川的何女士有同样遭遇。她告诉记者，女儿涵涵经常
会用该浏览器搜索一些学习资料。有一段时间，何女士发现
女儿用手机的时间变长了，她觉得不对劲。

何女士询问女儿后得知，涵涵经常被该App首页推荐的
视频和小说吸引，看着看着就忘记了时间。最让何女士生气
的是，该App中有很多少儿不宜的内容，甚至还有黄色小
说。对于App提供的“伴学模式”，何女士直言：“以前是可以
切换成‘伴学模式’，但其实作用不大。退出App再重新进入
就会自动切换回平常模式，并且也不需要家长设置密码，孩
子直接点击退出就行。”

此后，何女士再也不敢让涵涵继续使用该App。

开启模式后内容受限
开或不开成了难题

记者调查发现，除部分App未设置未成年人模式外，还
有一些可选择未成年人模式的App在实际使用时，存在无法
满足未成年人使用需求的问题。

尤女士的儿子翔翔马上要上小学五年级了，平时会通过
某款有声阅读App听一些英语短文或历史讲解。但尤女士
发现，该App首页经常会出现一些儿童不宜的内容，有的是
一些氛围恐怖的背景，也有一些擦边直播。尤女士觉得这些
内容不适合孩子接触，就在App中打开了青少年模式，但在
青少年模式下，App中可收听的内容资源非常有限，且孩子
经常收听的“小学英语”“水浒传”等内容也无法收听了。

存在类似情况的还有某视频App，福建的丁女士在社交
平台中看到不少网友推荐了该App中的课程，于是下载了该
视频App并为孩子关注了不少老师，还收藏了一些课程视频
让孩子学习。但是当丁女士打开App的青少年模式后这些
内容都无法显示了，也不能使用搜索功能，只能看到一些平
台筛选的内容。

丁女士告诉记者，网友推荐的老师和课程视频她看过几
节，内容很好也适合孩子学习，但没想到在青少年模式下都

看不了。可如果不打开青少年模式，丁女士不放心让孩子使
用该App，一来视频App没有使用限制孩子很容易沉迷无
法好好学习，二来该平台中存在很多不适合让孩子接触的内
容。丁女士希望App可以调整一下青少年模式的功能，让孩
子可以看到已关注或已收藏的课程内容。

实名认证能轻易避开
充值消费不受限制

王先生家的孩子今年5岁多，喜欢在社交平台小程序玩
一款名为“××之星”的游戏。游戏账号是用孩子妈妈专门
给孩子申请的账号登录的，王先生和妻子专门把这个账号调
整为青少年模式。但是让王先生感到意外的是，他发现孩子
通过小程序玩游戏时，游戏时间和付款居然不受限制。

今年5月，王先生的妻子发现账号余额不对，一段时间内
少了好几百元，检查消费记录后才发现，是孩子进行了多次
游戏充值。

“哪怕社交平台没有禁止未成年人付款，游戏平台也应
对此作出限制，怎么能让孩子轻易就把钱转出去了呢？”王先
生感到十分不解，他认为社交平台在青少年模式下对消费渠
道把控不严格、不规范，对第三方应用未做审核和限制也存
在问题。

除了监管措施不完善外，不少受访家长告诉记者，一些
App虽然设置有青少年模式，但宽松的身份识别程序和防逃
逸措施使得青少年模式实际上形同虚设。

赵女士的孩子今年 16岁，今年 3月接触到一款名为
“逆××”的游戏，并在该游戏中陆续充值近5000元。赵女士
发现该游戏平台虽然需要实名认证，但是程序并不严格，只需
输入家长姓名和身份证号即可认证，无需进行人脸识别，这让
孩子能够轻易避开青少年模式的限制并进行高额充值。

近日，河北的林女士在第三方投诉平台反映，某社交平
台中未成年人使用自己的信息居然能通过平台的实名认证
审核，而且不用开青少年模式就能正常使用。“如果孩子的身
份信息能被审核通过，平台是否应识别到该身份信息属于未
成年人，并自动启动青少年模式？”林女士感到困惑。而在林
女士手动为孩子打开青少年模式后发现，该App竟然会在观
看40分钟视频后自动跳转回正常模式。

记者查找公开资料发现，还有不法商家在设置未成年人
模式时玩花样，甚至将逃避未成年人模式监管做成了生意。
例如，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的一起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中，
某“连麦”App虽然设置了未成年人模式，但模式开启后，一
直停留在设置界面，无返回、继续使用等其他选项，只有点击
关闭未成年人模式才能继续使用。法院认为该App未成年
人模式虚假设置，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形同虚设，某科技公司
应当为未尽到合理管理义务承担责任。

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不正当竞争纠
纷案中，某公司运营的“去广告利器”App，将“青少年模式弹
框自动关闭”功能作为“会员尊享特权”，以“限时免费”的方式
引导用户开启并使用该功能，导致用户无法通过首页弹出的显
著弹窗提示使用青少年模式。法院认为其上述行为构成不正
当竞争，判决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300万元。

受访专家表示，在各大App内设置未成年人模式已是大势所趋。
北京潞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黄艳律师认为，要求App提供未成年人模式

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及人身财产安全、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帮助未成年人网络道德意识形成、网络法治观念培养、网络使用能力建设。一
些平台未成年人模式形同虚设有悖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及该模式设立
初衷，一方面，相关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严格落实未成年人模式设置要求，堵
住未成年人不规范接触网络的技术漏洞；另一方面，相关职能部门需要重拳出
击、依法严惩。对于未成年人不规范接触网络的行为，家长作为监护人也需要
重视孩子用网安全，切实履行监护职责。

“有关部门要强化对各类App的监管，保持对于违法违规行为处罚的效率
及高压态势，同时也应强化内容审核制度，使平台即便在不设置未成年人模式
的情况下也无法对青少年产生负面影响。”中国传媒大学网络法与知识产权研
究中心主任王四新称，较为理想的未成年人模式首先应该有大量适合青少年
成长的内容可供选择，能够让青少年在使用时获取所需信息和知识，同时又能
对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产生一些直接的、正向的影响。由于目
前App种类较多，无法对所有App拟定具体的标准，所以在方案的落地上仍需
相关部门协同平台进行细化。

黄艳表示，App未成年人模式应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身心发展
特点，在使用时段、防绕过、使用时长、功能设定和信息或服务内容等方面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提供相应的服务。建立强制性更高的未成年人身份识别
机制、流程审查更严密的未成年人支付验证机制有助于推进各类App向理想
形态发展。黄艳还提到，要注意一些未成年人模式不符合青少年使用习惯和
需求的问题，网络平台应当向不同年龄段青少年提供符合其年龄和需求的内
容，各平台需遵守相关规定，丰富未成年人模式的呈现形式。 据法治日报

App未成年人模式
为何形同虚设？

“一些浏览器有
大量暴力信息，还不
能设置青少年模式”
“明明开了青少年模
式，孩子还是能进行
游戏充值”“App里有
不适合孩子看的内
容，但开了未成年人
模式，一些有用的内
容也看不了了”……

时值暑期，不少
家长在为孩子使用各
类手机App出现问题
而发愁。《未成年人网
络保护条例》要求，网
络游戏平台等网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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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模式是未成年
人模式的前身，是防
止未成年人网络沉
迷、接触不良网络信
息的“防火墙”。目前
大多数平台仍沿用
“青少年模式”叫法。

然而，记者近日
调查发现，一些未成
年人可能接触到的
App并未设置青少年
模式；有的平台虽设
置有青少年模式，但
实际操作中，未成年
人却能轻易绕过限制
进行游戏、充值；还有
部分网络产品和服务
提供者为获取经济利
益，想方设法架空青
少年模式。此外，一
些App打开青少年模
式后，画风过于低幼
也为不少家长所诟
病。

对此，专家建议
“加快制定实施互联
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
指南”。

转财、充值等功能对未成
年人全不设防

加快制定实施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