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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白阳 王思北

国务院近日公布《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条例》，该条例自 2024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这是我国出台的第一部专门
性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立法，重
点就规范网络信息内容、保护个人信
息、防治网络沉迷等作出规定。

在10月27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
行吹风会上，国家网信办、司法部、最
高检、教育部及共青团中央五部门有
关负责人对条例进行了解读。

聚焦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
突出问题

统计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
网民规模已达10.79亿，未成年网民规
模突破1.91亿。

“未成年人在通过网络便利和丰
富学习与生活的同时，也面临着违法
和不良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泄露、网络
沉迷、网络欺凌等诸多风险。保障未
成年人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成为
网络空间治理的一项重点任务。”国家
网信办副主任王崧表示，条例回应了
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关
切，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
治建设进入新阶段。

司法部立法一局局长张耀明介
绍，条例聚焦突出问题，结合未成年人
身心健康发展和网络空间的规律特
点，细化未成年人保护法、个人信息保
护法、网络安全法的已有制度，提高了
法律制度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比如，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条例
规定了监护人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增强
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和能力、指导未
成年人行使相关权利等义务；提出个
人信息处理者严格设定未成年人个人
信息访问权限、开展个人信息合规审
计的要求等。

在防治网络沉迷方面，条例要求
提高教师对未成年学生沉迷网络的早
期识别和干预能力，加强监护人对未
成年人安全合理使用网络的指导；网
络服务提供者要合理限制未成年人网
络消费数额，防范和抵制流量至上等

不良价值取向；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
要建立完善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
游戏规则。

加强对涉及青少年身心健康
内容的规范

丰富多彩的网络世界，为广大青
少年创造了无限可能。然而，网络上
的一些违法和不良信息，也给其健康
成长带来严重影响。

王崧表示，条例设置专章规范网
络信息内容，明确有利于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的网络信息，进一步加强对网
络信息的规范。

条例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制作、
复制、发布、传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培养未成年人家国情怀和
良好品德，引导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生
活习惯和行为习惯等的网络信息；任
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制作、复制、发布、
传播含有宣扬淫秽、色情、暴力、邪教、
迷信、赌博、引诱自残自杀、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危害未成年人
身心健康内容的网络信息。

王崧说，国家网信办将积极协同
各有关方面，深化专项行动工作，集中
整治编造传播违法和不良信息、利用
新技术新应用生成低俗内容等突出问
题，持续净化网络环境；加大网络执法
力度，重拳整治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的突出问题等。

推进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司法
保护

条例的一大亮点，是与治安管理
处罚条例、刑法等相衔接，明确违反条
例规定、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
的法律责任。

“我们积极参与司法保护的全过
程，综合运用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
讼‘四大检察’职能，维护未成年人的
合法权益，依法推进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治理。”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长缐杰
说。

据悉，2020 年 1 月到今年 9 月，检
察机关已起诉成年人涉嫌利用电信网
络侵害未成年人犯罪1.16万人。最高
检还针对通过网络聊天胁迫女童自拍
裸照等问题发布指导性案例，确立了
无身体接触猥亵行为等同于线下犯罪
的追诉原则，目前已累计追诉犯罪
3000余人。针对通过网络侵害未成年
人身心健康等现象，最高检制发了“六
号检察建议”，督促相关部门推进综合
治理；聚焦网络发展新业态，促推相关
部门出台禁止电竞酒店违规接待未成
年人等工作规范。

缐杰表示，检察机关将以条例的
贯彻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检察司法保
护，为未成年人营造清朗安全的网络
环境。

形成社会共治 汇聚保护合力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是一项系统性
工程，需要汇聚各方合力。

条例将坚持社会共治作为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的重要要求，规定了有关
政府部门和学校、家庭、行业组织、新
闻媒体等各方主体的责任，明确了网
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个人信息处理

者、智能终端产品制造者和销售者等
的保护义务。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游森表
示，教育部将根据条例要求，进一步加
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将网络素
养教育纳入学校素质教育内容；立足
课堂育人主渠道，落实中小学思政（道
德与法治）、信息技术等课程要求，推
动网络素养与相关课程有机融合。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部
长岳伟说，各级团组织将依托创建“维
护青少年权益岗”的工作品牌，着力保
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大力实施网上
共青团工程，推出高质量的网络文化
产品，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青少年网
络保护工作体系。

国家网信办网络法治局局长李长
喜表示，条例针对未成年人用户数量
巨大或者对未成年人群体具有显著影
响的平台，提出了开展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影响评估、提供未成年人模式或
者设置未成年人专区、建立健全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合规制度体系等特殊义
务要求。

“这些措施有利于进一步压紧压
实大型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守护未成
年人健康发展。”李长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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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张博宇

参加杭州亚残运会的这几天，亚残
运村里的一个地方让印度射击运动员悉
达多·巴布流连忘返。这是一处专门为
运动员设置的轮椅等辅助器具维修中
心，里面不仅提供轮椅、假肢等辅助器具
的免费维修服务，还陈列了许多有着满
满“黑科技”的中国制造助残产品。

巴布看中了陈列的一台全碳纤维电
动轮椅，反复几次前来了解、试乘。10月
27日上午，他又一次来看这辆让他爱不
释手的轮椅，终于鼓起勇气向现场的工
作人员表达了想要购买一台带走的想
法。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成功与产
品生产商取得了联系。

进入这个轮椅等辅助器具维修中
心，仿佛推开了未来科技的大门。全碳

纤维电动轮椅只是其中之一。杭州亚残
运会开幕式上，最后一棒火炬手徐佳玲
佩戴的智能仿生手产品也陈列在这里，
供人们体验。

据维修中心负责人介绍，这款产品
可以通过手臂神经和肌肉信号来识别使
用者的运动意图，并转化成仿生动作，具
备 10 个活动关节和 6 个驱动自由度，能
够实现5根手指的独立运动和手指间的
协同操作。“简单来说，佩戴这款智能仿
生手后，可以实现弹钢琴、写毛笔字的效
果。”

此外，这里还展示了融合人工智能
算法控制等最新技术的新型智能膝关节
假肢；根据人体踝足的生物学结构设计，
能够在多种步态和复杂地形运动中自主
识别人体运动意图的智能动力碳纤小腿
假肢；运用 3D 打印技术，更精准适配佩

戴者的脊柱侧弯矫形器等高科技辅具产
品。

来自中国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技术
服务处的朱思维告诉记者，科技赋能带
来的好处不仅体现在运动辅助装备的发
展上，一些运动康复设备更加受到残疾
人的关注。

近两日，一则阿富汗轮椅篮球运动
员在亚残运村借助运动康复设备体验

“站起来”的短视频风靡网络，得到了许
多网友的关注和点赞。“这才是科技进步
的意义。”有网友评论说。

朱思维介绍，这款名为外骨骼康复
机器人的装置也陈列在维修中心里，其
主要用途就是截瘫和偏瘫患者的康复治
疗。

与之相似的还有单下肢偏瘫康复机
器人，可以通过采集患者健侧主动运动

的步态信息研判患者运动意图、学习其
步态特征，再应用到患侧肢体恢复方面；
踝关节康复训练机器人则可以通过“踢
足球”等康复训练游戏，帮助踝关节功能
障碍者恢复……

“这里的许多设备在临床领域已经
有所应用，正在帮助残障人士进行康复
训练。”朱思维说。

“2016 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加快发
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干意见》，各地
都积极推动这方面的产业发展。短短7
年的时间，可以看到科技创新的步伐越
来越快，涌现出一批科技企业，研发出更
多高科技辅助产品。”维修中心负责人
说，“科技赋能的力量，能够让更多残障
人士享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

新华社杭州10月28日电

亚残运会“黑科技”，中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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