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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网络时代下，如何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成为立法工作

的重点。在《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配套法律法规的保障下，我国未成年人

网络保护法治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比较法视野下，英国《在线安全法案》法案针
对社交媒体平台、政府和未成年人自身制定了严格的监管标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为我国立法实践提供

了经验借鉴。在既有法律框架下，须进一步借鉴域外立法的经验，强化国际间的合作，提升校园与家庭

对于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和技能的培训力度。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方能更好地营造出有利于未成年

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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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information network, how to create a network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the phys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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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ental health,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inors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legislative work. Under the guarantee of suppor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such as the Law on the 
Protection of Minors and the Regulations on the Online Protection of Minors, the legal construc-
tion of the online protection of minors in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with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aw, the British Online Security Bill sets strict 
regulatory standards for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he government and minors themselves, the ex-
isting problems also provide experience for China’s legislative practice. Under the existing legal 
framework,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draw on the experience of legislation outside the region,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nhance the training of minors’ self-protection awareness 
and skills in campus and families.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all parties, we can better create a net-
work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minors and protect the legiti-
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inors fully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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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其健康成长关系亿万家庭幸福安宁，亦关乎国家前途和民族

命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摆在突出位置，对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未成年人与互联网可谓相伴相生，共同发展。

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79 亿人，其中 10
岁以下网民和 10~19 岁网民占比分列 3.8%和 13.9%，未成年人网民数量已近 2 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

率已近饱和。由于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自控力较弱，在网络空间失范特质影响下，互联网中良莠不

齐的信息不仅会影响未成年人人格的发展，还会阻碍其社会化进程，影响正确价值观的形成。 
针对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提升未成年人的即时福祉，亦能有计划地培养未成

年人养成良好的网络使用习惯，锻炼其信息筛选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对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推

动作用。而英国《在线安全法案》恰是一项旨在保护网络用户，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免受网络危害的专

门性法律，通过系统梳理其出台背景及主要内容，可进一步了解英国规范网络安全的具体举措，将其中

先进做法借鉴至本国的法律体系当中，发掘本国法律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方面存在的不足，为制定完善

相关法律政策、构建健康的网络环境、培养未成年人成为合格的数字公民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2. 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的现状与问题 

2.1. 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体系概况 

2.1.1. 法律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逐步构建起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

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为核心的未成年人权益法律体系。法案自 1991 年颁布以来，历经

两次修订，形成了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六位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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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保护框架[1]。2021 年，《未成年人保护法》增设“网络保护”专章，围绕网络信息管理、个人网

络信息保护、网络沉迷防治等方面做了全面规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等法律为未成年人

网络保护提供坚实有力的法律屏障。 

2.1.2. 法规及部门规章 
为进一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国务院于 2023 年 10 月公布《未

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在细化原有法律制度基础上，聚焦未成年人保护突出问题，

就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网络信息内容规范、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网络沉迷防治、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2]。《条例》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正式形成第一部专门性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立

法，与《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等法规结合，为未

成年人在网络空间的健康成长提供了法理依据。 

2.1.3. 国家标准 
在《未成年人保护法》、《条例》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出新要求的背景下，标准化在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中的技术支撑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有学者指出，要提出基于国家层面的标准化总体规划，强化标

准化技术组织建设，充分发挥标准技术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过程中的支撑作用。2019 年，国家密码管理

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发布《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 2.0 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旨在构

建建立完善的网络安全防护和管理体系[3]。2022 年，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协调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

落实网络安全保护重点措施深入实施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指导意见》，其中强调要结合《标准》，

深化实施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2023 年，《未成年人互联网不健康内容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

(GB/T41575-2022)正式实施，该标准关注未成年人健康上网的内容服务平台，并提出了“青少年模式”，

可自动识别、分类未成年人互联网不健康内容，为未成年人互联网内容监管提供规范依据。 

2.2. 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立法的机遇与挑战 

在数字化转型大背景下，中国立法机构和监管部门充分发挥法治保障作用，持续健全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立法工作。《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等多部法律

及政策性文件均强调了网络空间对未成年人成长成才的重要影响，明确了家庭、社会等多元主体在未成

年人立法保护方面应尽的责任和义务[4]。伴随社会对网络安全的日趋重视，各主体围绕深化未成年人网

络保护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探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治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 
由于国际经济、政治等格局持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当前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立法尚存改进之处。从信

息安全角度考虑，我国尚未形成民刑一体的未成年人信息保护机制，未能全面贯彻儿童利益最大化的立法

理念；在监护同意领域，未成年人用户识别、同意年龄界定、监护保护范围等方面制度方案仍不健全[5]。
司法实践方面，诸如“隔空猥亵”、“平台打赏”等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逐年攀升，未成年人人格侵权、

未成年人涉网犯罪比例也在持续增长，网络空间险象丛生，维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亦任重而道远。 

3. 英国《在线安全法案》的概述与分析 

3.1. 英国《在线安全法案》的出台背景 

论通过立法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是各国采用的首要治理方式，英国是分散性立法的代表性国家之

一。虽然先前并未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但英国在《1978 年青少年保护法》、《黄色出版

物法》、《录像制品法》、《禁止滥用电脑法》、《2003 年性侵犯法》、《刑事司法与公正秩序修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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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部法律中均涉及到对未成年人上网进行保护的相关条款。 
近十年来，未成年人在网络受侵害的现象与日俱增，如在线虐待未成年人等网络犯罪呈现飞跃式增

长，这也促使英国政府开始尝试制定专门性法案。2020 年，英国推行《儿童适龄设计规范》，旨在为未

成年人寻求安全的网络环境，这也是第一部同时兼顾未成年人上网信息和未成年人信息自决权的法律文

件，明确了未成年人上网服务的是十五项准则，对未成年人“知情同意”的年龄做出“符合其受教育程

度和身心发展”的分级标准[6]。随后，英国执法人员开始利用数字技术收集信息，通过人工智能等高新

技术打击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犯罪。新冠疫情发生后，未成年人的用户偏见和数据隐私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泄露高风险，英国政府表示，要在捍卫公民言论自由的同时，将英国打造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在线国家。

经过一年面向社会公众的咨询，英国于 2021 年发布了《在线安全法案(草案)》，法案于 2022 年经议会审

查通过，2023 年 10 月 26 日，英国皇室御准通过了《在线安全法案》，使之正式成为法律。英国政府宣

称，法案的核心在于保护未成年人，将采取零容忍态度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络伤害。 

3.2. 英国《在线安全法案》涉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规定的主要内容 

3.2.1. 明确相关责任方的责任和义务 
主法案第三部分第二章第 10 条、第 11 条专门规定了儿童可能访问的用户对用户服务商应负有对儿

童风险评估义务和保护儿童的安全义务。第 10 条明确规定监管平台方负责对儿童的风险评估职责，其中

明确了特定种类的“儿童风险评估”的风险状况，要求服务商应按照时间或规定要求，适时和充分地进

行风险指标更新。第 11 条则列明了保护儿童在线安全的义务，规定服务商有责任采取相应措施，合理进

行程序运营，充分保障儿童安全。 
在此基础上，法案在还增加了关于内容报告和投诉程序的义务，认为只有达到大众普遍认同的标准，

方能得出儿童不可能访问的结论。法案还明确了可能被儿童访问的搜索服务商也应承担上述关联性义务。 

3.2.2. 儿童准入评估 
在第三部分第四章第 31 条中，法案提出了儿童准入评估的评价体系，通过考虑人数指标、受众对象

测试等手段，以确定儿童是否可能获得服务商提供的在线服务。第 32、33 条则对准入评估的义务以及“可

能被儿童获取的”内容进行了严格规定，32 条明确了服务提供者必须定期进行儿童访问评估和儿童通道

评估，儿童准入评估须每项单独进行。33 条则规定了由服务提供者自身、条款本身、由英国通讯管理局

(OFCOM)确定可能被儿童获取服务的三种情形。 

3.2.3. 对儿童有害内容的管控 
法案在第三部分第七章第 52 条“非法内容”中明确规定了“儿童性剥削和虐待内容”的范围，并将

之视为“优先处理的非法内容”。第 53 条详细阐述了“对儿童有害的内容”，对之进行明确的级别划分。

第 55 条规定了英国国务大臣在受监管用户生成内容存在对多数儿童造成重大损害的风险时，应负有对规

定内容进行具体说明和解释的权利。第 56 条则赋予 OFCOM 享有对儿童有害内容以及其发生频率和影响

程度的审查和监管权能。法案第四部分第二章规定了供应商负有向英国国家打击犯罪局(NCA)报告儿童

性剥削和虐待内容的具体要求和相关规定，其中第 67 条明确了受监管内容的提供者有责任确保儿童在正

常情况下不会浏览到色情内容 1。 

3.3. 对法案的评价 

《在线安全法案》出台后，批评与质疑大过夸赞与支持。有学者指出，法案虽提出了对未成年人的

 

 

1the Online Safety Bil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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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但很明显与当前的教育体系脱钩，因为整本法案中只“两次”提及了教育问题[7]。亦有学者认为，

法案的出台，为英国政府提供了广泛干预私权利的潜在可能性。尽管互联网中的危险言论普遍存在，但

法案并没有制定明确、清晰的政府监管范围，极易导致政府滥用监管权限，威胁公民自由和个人私权。

法案通过委托授权，将大量的监管权能赋予 OFCOM 和英国国务大臣，使之可以绕过议会，在不经集体

讨论的情况下制定更新现有的互联网监管规则，由此带来民主赤字等政治性问题。此外，法案在一定程

度上也扩大了服务商的注意义务，不仅使平台开发者承担过多的责任，也会带来一系列的执法问题[8]。 

4. 完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立法探讨 

4.1. 立法溯源 

与我国持续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立法工作不同，在专门法案出台前，英国主要采取政府主导、合

作监管和企业自律机制来保障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早在 1996 年，英国网络服务提供商就自发成立了互联

网监视基金会(IWF)，致力于解决网络儿童色情问题。2006 年，英国依托国家犯罪局成立未成年人剥削

和在线保护中心(CEOP)，旨在将参与在线制作、分销、观看的儿童性犯罪者送上法庭[9]。2008 年，英国

成立未成年人互联网安全理事会(UKCCIS)，通过整合行为规范，提供建议，开展面向未成年人父母和未

成年人自身的教育，保障未成年人网络安全。2013 年，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发表讲话，要求网络服务提

供商为家庭用户安装色情内容过滤系统，以保护青少年上网安全。 

4.2. 立法关注的重点 

因《条例》与《在线安全法案》在同一时期先后出台，将二者进行对比后不难发现明确政府和网络

平台服务提供方的权责范围均是两部法案关注的重点。 
就政府部门而言，必须明确各部门对网络服务的监管权能，通过国家强制力手段，改善未成年人的

上网条件。《条例》中明确了要建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协同共治体系，由国家网信部门统筹、公安、新

闻出版、教育、广播电视等部门协同开展管理工作。《在线安全法案》也将 OFCOM 确立为英国网络安

全监管机构，允许其代表政府打击网络非法内容[10]。 
对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而言，必须制定专门性的平台规则，定期开展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影响

评估，为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认知能力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条例》从智能终

端产品制造、网络平台服务、网络信息处置、网络欺凌预警、个人信息保护、网络沉迷防治多角度出发，

明晰了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在线安全法案》也要求平台方一旦查实可能被未成年人浏览到有害内容，

必须采取合理方式迅速删除，未遵守相关规定的平台方将被处以最高 1800 万英镑或企业年收入 6%的高

额罚款[11]。 
此外，两部法案还围绕如何增强法律威慑力进行了探讨。《条例》通过将强制性法律手段与教育、

引导等非强制性手段紧密结合，大幅提升法规政策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在线安全法案》也进一步强化

了暴力侵害女童行为的规定，提出未经同意分享未成年人私密照片、利用私密照片威胁、恐吓、羞辱和

胁迫未成年人的行为，可能将面临长达两年的监禁。 

5.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的改进与完善建议 

5.1. 学习域外立法经验，加强国际协同合作 

完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关注视角的转变，从传统的线下领域扩展到线上领域。

以美国为例，自其颁布《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已逾 20 年，立法的滞后性难以满足当前互联网监管的实

际需求[12]因此，2019 年美国国会提出了《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 2.0》法案，扩大了未成年人隐私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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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并在收集个人信息方面设立了新的限制，从而增强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力度。 
与美国不同，欧盟将隐私权视为一项基本人权，并将其延伸至对未成年人数据的保护。为明确隐私

权的保护规则，欧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网上隐私保护的法令，为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

商提供了清晰的隐私权保护准则。1998 年欧盟出台的《保护未成年人和人权尊严建议》及 2004 年制定

的《儿童色情框架决定》中，均明确要求各成员国在制定相应法律法规时，须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

权益。这些举措为未成年人在网络环境中的权益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13]。 
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颁布针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专门性立法。基于互联网自身特性，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早已突破国家范畴，呈现全球化特质，国际社会须作出一致努力，通过多边对话等方式加

强国际合作，以期制定具有公法性质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法律。2022 年，多国在自愿的基础上签署

了《互联网未来宣言》，旨在共同保护数字化社会中的未成年人。此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也对其关于保护数字环境中的儿童合法权益的建议进行了修订，呼吁各国在立法时应在减轻对儿童的在

线伤害和保护言论自由和访问互联网的权利之间取得平衡，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在进行立法磋商，力争就

信息访问、自由表达和跨国家隐私等方面达成一致标准，从而更好保护未成年人的用网安全。 

5.2. 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构建法制生态校园 

随着在线学习的普及，学校系统存储了大量的教职员工和学生的个人信息，网络攻击可能导致敏感

信息泄露，给个人隐私带来威胁。此外，校园中有大量未成年人使用网络资源进行学习和娱乐，他们对

网络安全风险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防范措施，极易成为网络犯罪的攻击目标。校园环境中的网络欺凌同样

不可忽视。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需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来保障校园网络安全。 
作为未成年人的主要学习场所，学校应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承担起培养学生网络素养的主要责任。

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使师生充分认识到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自觉遵守网络安全

法规，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在日常的教学管理活动中，学校需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制定网络

安全管理规定、建立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定期进行网络安全漏洞检测和修复。此外，学校应时

刻加强对校园网络设备的保护、用户账户的安全管理以及网络流量的监控。通过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

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共同应对网络安全挑战，以期构建安全、和谐的法制生态校园环境。 

5.3. 发挥家庭引领作用，完善网络教育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全球信息化时代，

网络已成为青少年学习和生活的一部分，而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愈发重要。父母不仅需监督孩子的

用网行为，还应积极参与到孩子的网络世界中，与孩子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网络

观念。 
在此基础上，社会各界也应发挥各自作用，形成多元协作的网络教育体系。政府部门应加强立法和

监管，确保网络环境的清朗；教育部门应将网络素养教育纳入课程体系，使之成为学生必备能力的一部

分。网络平台企业应提供安全的产品设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络风险的侵害。此

外，媒体和公益组织也可以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进一步提高社会公众对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认识，共

同为青少年营造一个健康、积极、安全的网络成长环境，维护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促进其健康成长。 

6. 结语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立法思考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英国《在线安全法案》提供了一个具有借鉴意义

的案例，通过确立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明确了网络平台和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平衡保护未成年

人的安全和尊重用户隐私之间的关系，能够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加安全的网络环境。在借鉴他国经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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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进一步构建全面、细致的法律框架，通过立法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此外，立法还应起到

对教育和公众意识的提升的正面引导作用，促进形成家庭、学校和社会各界的联合体，提高未成年人自

我保护的能力和网络素养。基于网络的无国界特质，适当的跨国合作也有助于形成统一的网络保护标准，

对共同打击跨境网络犯罪，保护全球未成年网民起到指引作用。简言之，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络危害需

立法、技术、教育和国际合作多方面的共同努力，通过借鉴英国等国家的经验，可为完善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的立法和实践提供指导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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