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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网络强国战略指引下，近年来我国网信事业持续发展，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当

前，互联网全方位渗透进人们的生活，深刻改变着社会运行的机理，也影响着人们价值体系的形

成。网络资源建构起人们的认知空间、体验空间和秩序空间，源源不断的信息供给为每个个体提供

了更多可能。在万物互联时代，如何建设一个友好的互联网世界是保证青少年健康成长必然要面对

的重要课题。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未成年人的互联

网运用是关系网络强国和未成年人成长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全社会关心、关注的重要问题。

纵向上看，社会各界对于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的态度处于动态发展之中，老师和家长等与未成年人

紧密相关的群体对于未成年人用网的态度随时代发展有了新变化。同时，受疫情因素影响，社会信

息传递和社会交往的方式被极大改变，网络空间承载起更多的沟通功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更

加依赖于互联网。在此背景下，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络产品和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如何保证未成年

人健康上网、安全上网、快乐上网、文明上网，成为每个家庭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这也是本文试

图深入破解的问题域所在。

自 2006 年起至 2022 年，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状况调查项目已完成 11 次全国大调查，通

过一手数据的持续搜集，从网络认知与态度、网络运用行为以及家庭社会背景环境等维度进行监

测，积累了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的基础数据和资料。基于“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状况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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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对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状况的调查，对我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

的基本状况和主要问题进行了概述，总结提出了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存在的问题：未

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的城乡差距和信息差异明显、网络素养和风险应对能力尚需提升、

网络沉迷问题持续危害未成年人成长、家长和教师等监管者在态度开放的同时缺乏同

步管教引导、未成年人用网政策规制推进的效果不理想，建设未成年人友好型网络任

重道远，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多方共建有益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友好互联网世界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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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历年数据，结合其他相关研究，本文对我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的最新特点进行概述，全面总

结当前我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状况和发展趋势。

二、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的总体状况和基本特征

（一）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的总体特征

1.上网普及率几乎饱和，触网低龄化趋势明显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 2022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10.67 亿，其中 10 岁以下网民和 10—19 岁网民占比分别为

4.4% 和 14.3%，青少年网民数量近 2 亿 1①。根据 2022 年“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状况调查”，受

调查的未成年人全部在近半年内有过上网行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几乎饱和，显著高于全国互

联网普及率（75.6%）。

未成年人触网低龄化趋势明显。据调查，在 10 岁以前首次“触网”的未成年人占比达 52%，

较上年提高 7.4 个百分点，其中有 6.9% 的未成年人在 4 岁及以前首次上网；10 岁以后开始触网的未

成年人比例为 30.9%，较上年降低 7.4 个百分点 2②。未成年人触网时间的城乡差异较为显著，城市未

成年人触网年龄整体早于乡村，乡村未成年人有 39.2% 在 10 岁以后首次上网，而这一数值在城市

未成年人中为 26.6%。总体上看，未成年人首次触网的年龄越来越小了。
2.上网设备多样化，手机是未成年人上网的主要设备

未成年人上网的设备多种多样，移动终端极大地为未成年人上网提供了便利，手机、电脑、

iPad/ 平板电脑、小度音箱 / 天猫精灵 /Alpha 蛋等机器人和智能手表都是未成年人的选择。其中，

手机是未成年人上网的最主要设备，九成未成年人会使用手机进行网络活动。区域对比来看，城市

未成年人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 89.1%，略低于乡镇（93.2%）和农村（96.6%），说明城市未成年

人上网的设备更为多样。据《2021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农村未成年网民拥

有属于自己的手机的比例为 69.2%，比城镇未成年网民（58.3%）高 10.9 个百分点，拥有其他上网

设备的比例均明显低于城镇 3③。另外，未成年人对智能机器人和智能手表的使用热情有所下降，不

论是生活在城市还是在乡镇的未成年人占比均低于往年，然而城市未成年人的机器人（6.2%）和智

能手表（6.7%）使用比例依然明显高于乡镇（4.8%，4.9%）。
3.未成年人上网目的以娱乐为主，短视频类平台最受欢迎

未成年人用网形式多样，对于互联网的使用集中在娱乐和学习上。在关于上网目的的调查中，

选择“看视频”和“听音乐”的未成年人占比最大，分别达到 47.5% 和 40.1%，其次为“写作业 / 查

资料”（36.4%），“聊天”也是未成年人上网的主要目的之一（31.3%）。在具体的应用程序中，短视

频类 App 和其他视频网站最受未成年人欢迎。调查数据显示，在各类图文视频 App 中，未成年人更

倾向于视频垂类，其后依次为文学类、论坛类、直播类。在视频垂类中，36.11% 的未成年人经常浏

①	 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https : / /www.cnn ic . cn /

NMediaFile/2023/0322/MAIN16794576367190GBA2HA1KQ.pdf，访问日期：2023年5月21日。

②	 方勇、季为民、沈杰：《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4页。

③	 《2021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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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短视频类图文视频 App，23.11% 的未成年人倾向于浏览长视频网站，17.25% 的未成年人倾向于浏

览具有特定属性（二次元）的视频网站。未成年人使用 App 的倾向也在不同年龄阶段表现不同，相

比小学生，在上网时选择网络论坛类平台和二次元类 App 的初中生和高中生比例明显更高。

（二）未成年人的网络认知、网络素养和网络时代择业取向

1.未成年人“数字触角”极大延展，普遍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

互联网是未成年人获知和体验外部世界的主要途径，随着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投入网络世界的

怀抱，网络作为“数字触角”给未成年人带来了更多维度的输入。在对网络带来的好处的主观评价

中，全国未成年人将以下几项排在前列：“获得知识变得容易了”（52.2%）；“随时知道社会上正在

发生的事情”（39.6%）；“与人交往变得方便了”（36.8%）；“学习方便了，很多课程 / 作业可以在网

上进行”（34.3%）；“有了很多新的游戏和娱乐方式”（31.9%）。

据 2021 年青少年互联网使用与科学素养调查数据，未成年人科学素养水平为 44.5%，即有超

过四成的被调查者的科学素养达到合格水平，未成年人普遍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其中，小学、初

中、高中学生的科学素养水平分别为 33.5%、37.4% 和 55.8%。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年龄上涨，网

络游戏对未成年人科学素养水平的负面影响渐弱。调查显示，小学至初中阶段，玩游戏的频次越

高，未成年人的科学素养越低，而在初中至高中阶段，经常玩网络游戏的未成年人反而科学素养水

平较高。未成年人的科学素养水平也受互联网偏好内容的影响，与浏览科普内容的频次呈正相关。

数据显示，平时总是看科普内容的未成年人科学素养最高（71%），远超于从不看科普内容的未成

年人（18.5%），这说明应重视互联网内容对未成年人认知水平和思维素养的影响。
2.未成年网民的职业理想取向集中，职业选择存在性别差异和认知固化

互联网构建起未成年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影响着未成年人自身的路径规划，从未成年网民的

职业取向可以洞见互联网对其成长的影响。调查显示，教师是未成年人最为偏好的职业，有 31% 的

未成年人选择其为理想职业，其次为医生（19.8%）、企业家（19.5%）和艺术家（19.3%）。游戏玩

家、网红、AI 高手等互联网职业早已进入未成年人的选择视野，但这三种新兴职业受追捧程度均

有所下降，减少幅度分别为 6 个百分点、3.9 个百分点、2 个百分点。可见未成年人的职业理想选择

较为集中，拥有稳定收入的传统行业仍旧最受未成年人青睐。同时，农民职业选项是未成年人的末

选，只有 1.6% 的未成年人选择，远远低于其他职业选项所选人数比例，这体现出了未成年人的认

知受限和社会普遍的职业认知固化现象。以性别因素为变量考虑，未成年女性职业理想选择排行前

三的是教师、艺术家和医生，而未成年男性倾向选择军人、科学家和企业家。未成年女性选择文职

类工作的比例要远高于未成年男性，未成年男性选择技术类职业的比例高于女性。
3.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呈现城乡差异，职业规划折射出区域信息鸿沟

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的城乡差异体现在网络素养方面。以江苏省张家港市为例，市属学校学

生的网络素养在网络意识与认知素养、网络安全与隐私素养、网络自主学习素养、网络自我管理素

养、网络互动素养、网络知识与技能素养等各个维度均明显高于非市属学校。在职业规划层面，城

市未成年人在职业选择时更为多元，而乡村未成年人则较为集中。根据调查结果，职业理想选择教

师的乡村未成年人占比约为 12%，而城市未成年人占比不到 10%。城市未成年人选择新兴行业的倾

向更加明显，选择明星、艺术家、科学家、作家和电脑高手的比例超过农村，而农村未成年人更加

倾向选择军人、技术工人和医生作为职业理想。受信息不对称影响，青少年的就业选择会受到很大

限制。城乡未成年人的职业选择偏好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未成年人用网环境和网络认知水平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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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其背后折射出的信息鸿沟值得关注。

（三）未成年人的网络交往和网络参与

1.未成年人网络社交的“战场”从QQ转向微信，熟人社交模式持续

数据显示，未成年人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从 QQ 逐渐转移至微信。主要通过 QQ 平台进行社会

交往的未成年人在 2018 年有近六成，2020 年这一数据下降到 33.2%，两年后再次下降到 30.3%。

而微信平台在未成年人社会交往平台中所占份额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从 2018 年的 30.4% 持续上升

到 2022 年的 65.6%，微信已成为未成年人网络交往的主战场。未成年人在网络中交流的好友以现

实生活中认识的人占绝对多数（82.3%），通过网络结交新朋友的情况有限。未成年人的网络交往依

旧是熟人社交模式，基于个人现实社会关系。网络时代，社交媒体平台成为主要信息获取渠道，在

学习知识、提高素养等方面提供助力，未成年网民在社交媒体平台的使用上表现出很强的自主选择

性。同时，各类网络平台功能多样、信息广杂，互联网运用考验着未成年人使用数据、驾驭数据的

能力，体现出未成年网民的“数商”。
2.未成年人的网络自我呈现意愿下降，网络参与以浅参与方式为主

根据调查结果，未成年人在网络交往中的自我呈现意愿逐渐下降。选择“每天都发布很多状

态”的未成年人从 2014 年的 7.4% 下降到了 2018 年的 4.4%，到 2022 年只占 3.8%。而选择“只关

注别人，不发自己的状态”的未成年人从 2014 年的 31%，持续上升到 2018 年的 34.3% 和 2022 年

的 51.6%，未成年人越来越不愿意在网络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状态。在网络热点事件交往上，选择

“对事件的报道进行转发分享”和“进行跟帖讨论”的未成年人分别从 2014 年的 33.0% 和 15.1%，

下降到 2022 年的 12.5% 和 8.6%，更多的未成年人倾向于“浏览大家的评论”或是“只是随便看看

相关消息”。这表明未成年人的网络参与以浅参与方式为主，多是兴趣导向，随性而看，对于社会

公共议题缺乏参与热情。未成年人在网络交往过程中，相比在网络上呈现自我，更愿意通过网络去

了解别人，同时对于网络热点话题的了解往往并不深入，这提示我们未成年人对更广泛的社会面向

的感性活动认知不足，影响青少年向主流价值观靠拢。
3.未成年人运用互联网保持同辈和代际联系，数字“互哺”特征明显

网络交往助力现实沟通，相当一部分的未成年人通过网络交往加强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关系。根

据调查结果，有 36.8% 的未成年人赞同是网络让“与人交往变得方便了”，30.4% 未成年人将“能

与好友保持联系”视为网络交往最大的好处。在代际关系层面，相比往年，未成年人与家长的双向

沟通有了明显增强，出现两代人数字互哺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家长放下“架子”，遇到上网不会操

作的问题会主动与孩子沟通，“经常请教”和“有时请教”孩子的家长比例从往年的 75.8% 提高到

88.3%，“从不请教”的家长占比显著降低，从 20% 降为 8.5%。另一方面，也有越来越多的孩子信

任家长，当未成年人在网上被人威胁或收到不良图片 / 视频时，从来不会跟父母说的比例显著下降，

从 8.9% 降低至 6.5%。网络亲子社交是亲子关系中重要的一部分，数字“互哺”现象表明代际关系

在网络空间的向好发展。

（四）未成年人的网络表达和网络消费等网络文化现象

1.网络流行文化盛行，网络模仿现象突出，网络流行语被广泛使用

未成年时期是人的高速成长期，未成年人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极大地受所处环境影响。如今

的未成年人出生在 2004 年以后，其成长路径被互联网文化浸染，对网络文化的跟风模仿现象突出。

调查发现，未成年人主要模仿领域依次为“学唱网上的流行歌曲”（44.7%）、“模仿网络说话的方式”

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的特征、问题及其治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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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网上流行的东西，会去买”（16.4%）、“模仿穿衣打扮”（15.1%）。未成年人认同建构的

需求强盛，通过网络平台上的表达与模仿，未成年人主动将线上与线下的场景勾连。另外，未成年

人在生活中使用网络流行语的人数大约占到七成（经常使用、较多使用、有时使用共占比 67.7%）。

从不同年龄段看，有 77.1% 的高中生会使用网络流行语，这一数据在初中和小学分别为 67.1% 和

55.3%，整体上高中生对网络流行语的使用多于初中生和小学生。从模仿到创造，近年来网络流行

语丰富度提升，展现出未成年人网络表达的热情不减。
2.未成年人流行文化消费依托平台发展，呈现社交化、圈层化特点

当代未成年人的文化消费是青年亚文化的一个重要面向。社交平台是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的重要

阵地，各类平台全方位整合了购物、展示、交流、借贷等功能，创造出以即时满足为目标的消费新

场景。微信（31.5%）、QQ（52.9%）是未成年人使用率最高的社交媒体，部分未成年人也使用小

红书、B 站、豆瓣、微博等。在消费方面，最受欢迎的是视频网站和短视频类消费，占比 60%。其

中最常消费的是二次元类（A 站、B 站、腾讯动漫）和短视频类（抖音、快手、西瓜视频）。紧随其

后的是直播平台，如企鹅直播与斗鱼直播。依托各类社交平台，未成年人通过网络在兴趣圈层中找

到自己的细分定位，基于趣缘的垂直圈层成为未成年人显著消费文化特色。未成年人流行文化消费

的模式正在逐步由原先的精英生产、用户消费转变成自我生产、自我消费，推动了圈层分化和不同

圈层之间审美裂变，冲击主流话语体系，影响未成年人价值观的形成。

（五）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状况新冠病毒暴发前后比较

1.未成年人更加融入数字生活，小学生长时间上网比例激增

2020 年新冠病毒暴发后，全国各地中小学落实“停课不停学”精神，开始推进线上教学工

作，使得未成年人触网、用网频率大幅上升。对比新冠病毒暴发前后的调查数据，城市未成年人

手机使用率从 80.1% 提高到 89.1%，乡镇未成年人这一数值提高了 10 个百分点，从 83.2% 变化为

93.2%，使用手机作为上网设备的未成年人比例显著提升，新冠病毒暴发加速了未成年人向网络世

界转移。在上网目的方面，新冠病毒暴发前，超过四成的未成年人上网最经常做的事是“听音乐”

（45.7%）和“打游戏”（41.8%）。新冠病毒暴发期间，网络视频变成孩子们最热衷使用的功能，

上网看视频的未成年人比例从 26.2% 上升到 47.5%。在上网时长方面，各年龄层的未成年人上网时

长整体上涨，小学生长时间上网比例增幅最大。新冠病毒暴发后，高中生中每日上网三个小时或

三小时以上的比例明显提升（3.1%、7.7%），从不上网的比例从 58.3% 下降为 27.9%。小学生群体

在新冠病毒暴发期间长时间上网（超过三个小时）的比例激增，从 1% 上升到 5.8%，增幅显著高

于初中生和高中生。
2.云端沟通加强，推动以未成年人为中心的良性社会关系建构

新冠病毒暴发之后，未成年人借助社交网络在“云端漂浮”、保持链接的机会增多了，从亲

子关系到网络交友都有了新的进展。大多数未成年人能处理好与父母的关系，86.2% 的孩子认为

自己与父母的感情“很好”或“较好”，近五成的未成年人“没有”或“极少”因为上网的问题与

父母发生过争执（48.3%），仅有 8.7% 的未成年人“经常”和父母吵架。在朋辈关系中，新冠病毒

暴发期间青少年云端沟通更加开放，未成年人在网络中吐露自我的热情远比新冠病毒暴发前高涨。

据调查，许多未成年人发现自己在网络交往过程中逐渐卸下了心理防备，愿意披露更多的个人信

息，比如真实姓名（31.2%）、性别（66.9%）、年龄（40.5%）、学校（12.6%）、照片（15%）、手机

号（11.4%）、QQ/ 微信号（32.9%）等。网络空间成为未成年人展现自我、获取反馈的重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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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未成年人主动建构社会关系，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指向了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
3.未成年人更加关注社会热点，社会参与度提高

对比新冠病毒暴发前后的调查数据，未成年人对于社会事件的关注度上升，并且以不同的方式

参与到对网络热点话题的探索中，社会参与度有所提高。据调查，对于网络热点话题，有 39.3% 的

未成年人会“在现实生活中与人讨论”，12.5% 会“对事件的报道进行转发分享”，8.6% 会“进行跟

帖讨论”，未成年人更加积极地在网络舆论场中发表个人看法。另外，新冠病毒暴发后，新增超两

成（20.2 个百分点）的未成年人开始认真“浏览大家的评论”，而对外界重大事件“从不关心”的

未成年人大幅减少，从 27% 降低至 9.5%。由此可见，新冠病毒暴发期间，互联网成为青少年深度

参与、体验和介入社会的平台，未成年人对于公共讨论的整体关注度有所上涨，更加重视个人网络

话语权。

三、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仍存在城乡差距，信息差异明显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的城乡差距不断弥合，城乡网络接入差距极度收缩，城乡未

成年人互联网运用差异更大程度上表现为信息差异，体现在不同区域间未成年人正确使用数据、获

取有效信息的能力和素养上。据调查，乡村未成年人在打游戏、看网络视频或直播等休闲娱乐方面

用网明显更多，这也从侧面表明乡村未成年人普遍缺乏科学用网的指导，进一步导致了区域之间未

成年人获取科学知识和社会信息的差异。由互联网使用“知识沟”带来的信息差异不仅影响未成年

人的科学知识输入，还限制着未成年人对更广阔的外部世界的认知，影响着未成年人的人生规划和

择业取向。当前，我们处于全民上网的时代，移动终端成为每个人的“新器官”。因此，帮助乡镇

未成年人使用好信息、受益于网络的问题不容忽视。

（二）未成年人用网的风险意识普遍不足，网络素养需要进一步提升

网络素养不仅仅是应对网络问题、保护未成年人的知识，更是引导未成年人在数字化时代成

长和发展的知识，是积极从网络世界中收获信息和价值的知识 1①。调查显示，仅有 24.2% 的未成年

人总是设置较高安全性的密码，另外 29.3% 的小学生从没想过或是偶尔才会想到保护个人隐私，说

明小学生的隐私保护意识较为薄弱。同时，尽管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频繁，但在使用过程中风险意

识淡薄，有 21.2% 的未成年人由于炫耀财富、家庭背景等导致个人信息的暴露。在未成年人网民全

民化和触网低龄化的趋势下，我国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水平仍需要进一步增强，而网络素养教育往

往滞后于未成年人用网的现实需求，普遍存在脱节、滞后情况。网络素养教育是提升未成年人媒介

素养的关键，但在未成年人基础教育中仍然存在“低洼带”甚至空白区。数据显示，观看影像内容

已成为未成年人上网的最主要目的，有 47.5% 的未成年人表示自己上网主要做的事情是“看视频”。

然而，视听时代未成年人影像素养提升渠道尚未打通，相关培养和评估机制需要完善。

（三）部分未成年人网络沉迷问题持续，影响其身心健康和价值观形成

随着时代发展，触网低龄化趋势明显，越来越多的教师将网络沉迷列为最为关注的学生用网

①	 左灿：《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提升路径》，中国社会科学报，https://epaper.csstoday.net/epaper/read.do?m=i&iid=6527&eid=46312

&sid=214385&idate=12_2023-03-23，访问日期：2023年6月2日。

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的特征、问题及其治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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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青少年阶段是大脑的神经发育和认知发育的关键期，如果沉迷于网络虚拟空间，会造成未成

年人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偏差，从而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未成年人愈发

沉浸在智能化移动设备使用、视频观看中，超三成表示自己“更爱玩手机、玩游戏了，难以自己控

制”（32.3%），每天用网时长超过三小时的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比例较往年显著增长，而且有

10.6% 的孩子察觉到自己“更孤独了，与人面对面接触减少了”。青少年时期也是人体身体素质发

育的“黄金期”，然而，超五成未成年人清楚地认识到是上网让自己“比以前更爱待在家里了，运

动减少了”（52.2%），近四成认识到“用电脑和手机太多导致视力下降很快”（36.7%）。网络沉迷

极大影响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可能导致焦虑、抑郁、孤独等不良情绪滋长，此外，长时间坐着使用

电子产品不利于鼓励未成年人开展户外活动，据调查，有 61.3% 的未成年人表示自己眼睛近视。综

合来看，在全社会互联网普及率持续走高的背景下，未成年人网络沉迷风险只增不减，对未成年人

身心造成的不良冲击必须引起各方重视。

（四）家长和教师对未成年人上网的态度趋向开放，但保护和引导工作尚需更多配合

家庭和学校是未成年人上网的主要场所，家长和教师是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的两类重要监管

者。第 10、11 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调查数据显示，近年来家长对未成年人用网的监管尺度

呈现“宽松”趋势，“时间和内容都没规定”的家长比例提高了 12 个百分点。教师对未成年人互联

网运用的态度同样体现出松动态势，2007 年认为高中阶段上网合适的教师占比最大（31.4%），到

2014 年，近半数的教师认为小学、初中、高中阶段上网都合适（40.4%），另外越来越多的教师

可以接受低年龄段的孩子上网，认为未成年人适合在小学阶段上网的教师比重从 24.2% 提升到了

53.5%。总体来看，家长和教师对于未成年人上网的态度越来越开放了。然而，家长和教师作为未

成年人成长的“把关人”，在态度开放的同时缺乏管制措施的升级改良，任由孩子“我行我素”地

“畅游网络”，长期下来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安全用网。

调查发现，多数教师对于自身在管理和指导未成年人上网方面有着非常明确的定位，有 77.6%

的教师认为应当以家长指导管理为主，老师指导为辅。多数教师都认为，在管理和指导未成年人上

网的问题上，家庭是第一责任人，教师则主要辅助家长对未成年人上网进行指导教育。在未成年人

互联网运用这一话题上，家庭教育通常更加注重孩子的个性发展和兴趣培养，而学校更注重学科知

识的传授和考试成绩的评估，体现在用网教育方面，则是家庭往往更注重孩子的自主学习和发展，

而学校更注重教师的指导。在对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渐趋开放的社会环境下，如何整合家庭和学校

教育生态、在保护和引导未成年人用网中取得新成效将是下一阶段的关键。

（五）有关未成年人用网相关政策得到进一步完善，但已有规制手段效果尚不理想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已经施行近两年，其中进一步明确了未成年人享有的权利、保

护未成年人的责任主体和原则，为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全面的法律依据。然

而，在极速更迭的网络环境生态下，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推行往往滞后于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的现实

情况。

为应对未成年人网络沉迷问题、筑牢未成年人健康用网防线，国家网信办等相关部门已牵头推

出一系列规制举措。针对未成年人用网的青少年模式自上线以来，在引导未成年人信息获取和降低

未成年人网络依赖程度上发挥了一定的效用，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例如，未成年人

使用其家庭成员的身份信息可以轻易绕过青少年模式的限制，根据调查结果，经常或总是使用儿童

模式、青少年模式的未成年人只占 20.1%，约八成的青少年并没有在“青少年模式”的保护下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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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使用 App，“青少年模式”的社会认可度较低。另外，现有青少年模式的使用体验感欠佳，大大

缩减了平台的服务功能和应用体验，也会隐形地使未成年人将青少年模式拒之门外，导致规制手段

在实际应用中效果不理想。

四、未成年人用网保护与互联网治理策略

针对未成年人互联网治理，要构建起多主体良性互动的格局，国家相关部门积极干预完善政策

规制、平台积极担责落实技术治理、学校推进网络素养课堂教育、家庭内部保持沟通与监管并行、

社会全民共建友好互联网世界，多方共建有益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友好互联网世界。

（一）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的政策规制

针对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这一议题，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始终高度重视，积极发声，提出一系

列重要举措。接下来，要继续发挥政策规制的指导作用，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多方力量，优化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工作的具体措施。首先，要敏感于时代变化，持续推进未成年人互联网专项治理，严

查诱导应援消费、侵犯隐私数据、网络游戏弹窗等网络乱象，统合多部门力量整治未成年人网络环

境。其次，应加强对已有举措或产品的质量评估，通过青少年及其家长了解一线使用者的真实想

法，完善研发、应用、测试、反馈等环节的评价指标体系，彻底摸清现阶段我国未成年人用网需求

和相关规制手段的不平衡点，确保未成年人的网络使用规范化干预落到实处、产生实效。最后，可

以推进部署网络产品通用的行为规范准则，深化细化国家智能终端和网络运营商的共同技术标准，

探索能够指导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的普适化标准。

（二）推进技术保护，互联网平台落实未成年人用网服务细节

前沿技术的迅速发展给互联网产品带来更多可能，给未成年人用网监管提出更多挑战，也为未

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的保护与引导提供了更多路径。从“青少年模式”等举措的细化、落地，到《网

络安全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具体实行，背后都离不开强大的技术支持。推

动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的技术治理，需要互联网企业和平台加强自律，推动技术向善。具体可以采

取以下措施：一是优化内容推送机制，善用算法机制进行网络内容治理，分级分类丰富内容供给，

满足未成年人的信息需求；二是健全青少年模式的身份识别机制，探索人脸识别验证等新型验证模

式，堵住青少年模式现存的应用疏漏，使相关规制推行更有实效；三是推动内容监测和治理平台建

设，完善不良信息识别和预警系统，打造属于未成年人的互联网生态环境。网络平台要担当社会责

任，加强技术保护，用好技术手段为未成年人用网保驾护航。

（三）开展网络素养教育活动，加强区域校际交流和教育资源互通

网络素养教育活动有助于提升地方未成年人信息获取与运用的能力，不仅对未成年人个体提

供帮助，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科普资源和教育资源均等化，补足区域信息差异，弥合城乡数字鸿

沟。根据本次调查，以张家港市未成年人为例，就读于非市属学校且开展过班级网络文明活动的未

成年人其网络素养水平已经略微超过就读于市属学校但未开展过班级网络文明活动的未成年人，说

明班级网络文明活动能有效弥补张家港市青少年网络素养水平的城乡差异。应发挥学校的育人效

能，全方位、多层次开展网络素养教育课程，进一步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具体来看，在培训内容

上，选择贴合未成年人现实网络活动的知识和场景带入网络素养课堂，避免老生常谈或泛泛而谈，

切实为未成年人提供用网信息和基本技能；在教育方式上，除去传统的课堂宣讲，还可以策划同辈

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的特征、问题及其治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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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体验式学习等教学活动，从效果导向出发创新教育理念；在人员分配上，传统教育体系下基

层教师普遍压力较大，学生素质教育常见人手不足的情况，对此可以鼓励志愿组织在学校间流动宣

讲，增进区域间交流互通，也有助于创新课堂体验、延展课堂空间。

（四）宣扬包容开放的家庭教育观念，倡导代际沟通与监管并行

随着“儿童”概念的产生，现代家庭的形式和观念得以形成。“家长的期望和责任变得越来越

重大，而且含义也越来越丰富，因为父母演变成了监护人、看管者、保护者、养育者、惩罚者、品

德和品味的仲裁者”1①。对于未成年人的网络教育和用网监管，家庭的首要责任不言而喻。应继续

倡导包容有爱的家庭教育观念，构建和谐开放的代际关系，避免家庭教育缺位。

网络中的代际连结是亲子关系中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对于留守儿童、住校学生等与父母分开

的未成年人而言，借助互联网与父母保持良好的亲子关系，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既可

以满足孩子基本心理需要，也是父母监管未成年人上网的重要途径。调查显示，有 13.4% 的未成年

人表示“几乎没有”通过网络与父母进行互动过，同时仍有 5.5% 的家长不会上网，这可能导致其

在子女上网管理与引导方面简单粗暴或有心无力。因此，应将网络素养教育拓展至家庭层面，鼓励

家长参与社区培训、学校等活动，纠正其对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的错误认知，让更多家长具备科学

管理和引导子女正确上网的能力。

（五）促进全民网络素养提升，建设未成年人用网友好社会

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实践的重要工具，未成年人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无法被刨除在互

联网环境之外。对于未成年人用网的引导，需明确其目的不是防止未成年人接触互联网，而是帮助

他们学会科学地使用互联网。做好未成年人用网的保护和引导工作，要尊重未成年人作为网民的主

体性，重视人文关怀，走近青少年生活，深入了解他们的想法和兴趣。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未成年

人触网时间越来越早，超过 50% 的未成年人在 10 岁以前就开始上网。这警示我们要重视提高未成

年人的隐私保护意识、培养未成年人对于网络不良信息的敏感度，从个体层面增强其在网络空间中

预防风险的能力，在每位未成年人手中放好“保护盾”。同时，也应将网络素养要求拓宽至泛年龄

层的网民群体中，引导各界共建和谐友好的网络空间，建设未成年人用网友好社会。未成年人处于

身体和心理逐步走向成熟的发展期，其成长路径极易受周边环境影响。培养未成年人良好的上网习

惯、提升未成年人的综合用网能力，还需要关照更大范围的上网群体，从整体上提高社会成员的网

络素养，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五、结语：建设有益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友好互联网世界

从印刷传播到电子传播，再到网络传播，儿童所能享用的“信息的种类、信息的质量和数量、

信息的先后顺序以及体验信息的环境” 
2②随着技术迭代而不断改变。信息环境的变化，乃至信息控

制权的变化，使得互联网治理的要求愈发突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文明是新形势下社会文

明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网络强国的重要领域。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互联网内容建设，弘扬新风正

气，深化网络生态治理，网络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要坚持发展和治理相统一、网上和网下相融

①	 [美]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吴燕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②	 [美]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吴燕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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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广泛汇聚向上向善力量”1①。良好的网络生态是网络强国战略的目标，是网络时代每个社会个

体的期待，也是当下推进未成年人用网保护的必然要求。

建设有益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友好互联网世界，首先要避免成人“权威”主导的童年想象，

明确未成年人的主体地位。我们所处的互联网时代发展变化日新月异，每一代青少年都成长在不同

于他们前辈的文化背景之中。正如玛格丽特·米德所说，“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任何一代

将能经历我们已经经历的一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后代，正如我们的子女没有先辈一

样。”2②互联网时代后喻文化盛行，面对互联网运用的全新问题，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与未成年人的关

系，以更加平等的姿态进行交流，引导和教育未成年人。

在数字化时代，未成年人用网保护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化工程，需要社会各方积极参与，携手共

进。无论是互联网的发展、国际传播的开拓和国家软实力的提升，抑或网络治理的现代化、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构建，都需要从未成年人抓起，培养新一代高素质的“数字公民”。这要求我们科学研

判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的现状、困境和需求，线上和线下结合、课上与课下共治，加强网络教育，

政府、平台、学校、家庭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织就未成年人网络运用的保护网，以网育人、以网

化人，建设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生态文明。

Characteristics, Problems and Governance Strategies for 
Internet Use of Minors

JI Weimin　WANG Huiro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ernet Use by Minors in China Survey, this article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basic situation and main issues of internet use by minors in China. It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of Internet 
use of minors: The urban-rural gap and information disparity in Internet use by minors continues to exist. 
Internet literacy and risk coping ability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Internet addiction continues to harm 
the growth of some minors. Parents and teachers, as supervisors, lack simultaneous control and guidance 
while having an open attitud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existing policies to regulate Internet use by minors is 
not ideal enough. Building a minor-friendly network has a long way to go. And in response to the problems, 
we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a friendly Internet world beneficial to the healthy 
growth of minors by many parties. 

[Key words] Minors, Internet Use, Internet Literacy, Internet Protection, Friendly Internet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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