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两年来， 随着 ChatGPT、 Sora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更新迭

代， 给未成年人网络运用带来哪些新情况新变化？ 日前， 由中国社会科

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组织编写的《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

运用报告（2024）》发布（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 对中国未成年人

网络交往情况、 网络玩法、 网络文化、 网络素养等议题分析阐释。

《报告》 指出， 未成年人

互联网运用中存在如下突出问

题：

AI 技术与设备逐步受未

成年人关注， 但其 AI 素养有

待提升； 未成年人网络跟风模

仿现象突出； “青少年模式”

实际使用率仍然较低等。

就此， 《报告》 建议： 要

充分研判新一代 AI 技术给未

成年人用网带来的机遇与挑

战， 注重提升未成年人的 AI

素养； 要强化低龄儿童的用网

教育， 重视朋辈示范作用； 要

鼓励网络平台探索运用 AI 技

术， 打造个性化、 陪伴式“未

成年人模式”。

（1） 手机仍是未成年人

上网主要设备。 《报告》 调查

数据显示， 城市地区未成年人

拥有的上网设备排名前三的

为： 手机 （55.2%）、 iPad/ 平

板电脑 （38.5%）、 智能手表

（23%）。 农村地区未成年人拥

有的上网设备排名前三的为：

手机 （74.2%）、 iPad/ 平板电

脑 （13.2%）、 电脑 （11.9%）。

手机仍是未成年人首要的上网

工具， 且农村地区未成年人使

用手机上网的比例尤其高。

AI 上网设备逐渐受未成

年人青睐， 城市地区未成年人

在 AI 上网设备的使用率上高

于农村地区。 随着技术的不断

革新， 除传统的手机、 电脑之

外， iPad/ 平板电脑、 智能手

表等上网设备纷纷问世， 丰富

了未成年人接入互联网的方

式。

（2） 未成年人 AI 素养有

待提升。 近年来， AI 技术逐

渐被广泛应用， 也在潜移默化

地影响未成年人的认知。 一方

面， 随着智能推荐算法的普

及， 未成年人更容易陷入信息

茧房、 刻板偏见； 另一方面，

ChatGPT、 Sora 等生成式人工

智能的逐步应用， 可能会加大

未成年人对事实信息的辨别难

度。 技术快速发展， 新型的网

络威胁和风险不断涌现， 而未

成年人受认知能力和信息获取

渠道的限制， 可能难以及时掌

握应对人工智能新风险的知识

和技能。

《报告》 2024 年调查数

据显示， 部分未成年人已经开

始逐步使用 AI 设备上网， 大

部分未成年网民对人工智能技

术的了解主要依靠上网和课外

实践， 未成年人 AI 素养亟待

提升。 更为突出的问题是， 目

前国内开展人工智能科技创新

活动的中小学校主要集中在一

线城市， AI 设备未能普及和

AI 教育的城乡差距， 可能导

致 AI 鸿沟进一步扩大， 加剧

城乡之间的教育和信息获取不

平等。

（3） 网络社交中， 隐私

信息保护意识不足。 《报告》

指出， 网络社交中， 未成年人

主动展示个人信息的比例较

高， 隐私信息保护意识不足。

调查数据显示， 在互联网平台

公布自己性别的未成年人最

多 ， 男生占 44.8% ， 女生占

47.9%。 未成年人公布的个人

信息前四位中， 男生为性别、

年龄、 学校、 姓名； 女生为性

别、 年龄、 姓名、 QQ/ 微信

号。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防护意

识不强， 对自己真实信息的公

布容易引发线上线下的风险隐

患。

（4） 加快推进我国互联

网人工智能立法进程。 和发达

国家相比较， 我国人工智能相

关法律尚不完善， 对互联网的

监管重心多放在互联网行业本

身， 法律法规多聚焦于产业、

内容和渠道等方面， 与未成年

人用网相关的专项法规相对较

少， 使得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应

用和管理等方面缺乏明确的法

律规范和指导。

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给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带来的新挑战，

我国要构建全面有效的保护体

系、 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 优

先完善现有的《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条例》， 确保条例内容与

时俱进， 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提供坚实的法律框架。 同时，

引导互联网行业充分发挥自我

监管的作用， 家长和学校共同

承担起教育引导未成年人的责

任， 培养他们正确的网络使用

习惯和安全意识， 为未成年人

网络空间的安全提供保障。

（整理自光明日报、 央广网等）

AI 素养亟待提升

青春动态

□ 通讯员 鲍雪梅 记者 徐荔

本报讯 近日，上海市静安

区人民检察院联合静安公安分

局、静安区教育局举行《关于教

育机构落实侵害未成年人案件

强制报告制度实施办法 （试

行）》（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签约仪式。这是继去年签订《关

于旅馆业落实侵害未成年人案

件强制报告制度实施办法 （试

行）》《关于医疗卫生机构落实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

度实施办法（试行）》后的再次

签约。《实施办法》从报告主体、

报告情形、联络员设置、激励措

施和责任追究等方面明确了教

育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应当如何

履行强制报告职责。

《实施办法》 在贯彻落实

2020 年九部委联合印发的《建

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

制度》所规定的“教育机构从业

人员范围”的基础上，同步设置

报告“联络员”，负责本教育机

构内的强制报告履行、 备案登

记以及日常沟通、宣传等工作。

同时，《实施办法》 明晰了强制

报告义务履行的流程， 从报告

面向的主体、流转进程、备案登

记、 法治副校长的链接等方面予

以细化， 并通过流程图的方式厘

清线索发现、 预判汇报、 帮扶救

助、履行报告等工作环节。

《实施办法》 规定在履行强

制报告后， 多方主体需要在各自

职责范围内履行好对涉案未成年

人的救助保护工作， 确保未成年

人的人身权、 隐私权等合法权益

得到保障。 此外， 《实施办法》

还以联席会议的方式对保护未成

年人权益遇到的新问题、 新情况

及时研商、 共论； 以“定期 +

不定期” 的巡查方式对教育机构

内涉未成年人安全管理事宜开展

监督； 以法治副校长为切入口，

常态化开展法治进校园等普法活

动， 实现对未成年人全方位、 多

维度的保护。

当天， 静安区检察院未成年

人检察办案团队检察官任文娟还

结合具体案例， 向到场的中小学

青保老师作相关自护教育主题宣

讲。 签约活动后， 来自公安、 检

察院、 法院、 妇联、 法律援助委

员会、 家庭教育指导中心、 心理

服务站、 教育机构等相关部门负

责同志以及专家学者、 教师、 家

长代表等围绕“预防对未成年人

性侵犯” 主题展开研讨。

静安检察院：

落实强制报告制度 呵护未成年人成长

未成年人AI素养有待提升
《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4）》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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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金玮菁

本报讯 近年来， 一种名

为依托咪酯的非法物质被不法

分子伪装成电子烟弹， 以“上

头电子烟” 的名义兜售。 日

前，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

办理了一起向未成年人售卖依

托咪酯电子烟的案件。

今年 3 月上旬， 民警根据

线索抓获涉嫌吸食依托咪酯毒

品的张某。 对于毒品的来源，

张某交代是从微信网友处购

买。 同月， 民警在外省市将张

某口中的“微信网友” 洪某抓

获， 并在洪某住处查获了一颗

依托咪酯电子烟烟弹。

洪某到案后交代， 今年 2

月下旬， 张某通过微信询问他

是否有购买依托咪酯电子烟的

渠道， 洪某便找朋友拿了两颗

依托咪酯电子烟烟弹， 通过

“顺风车” 送到了张某位于上

海的住处， 收取张某 870 元。

3 月下旬， 在洪某老家有四

名未成年人因吸食依托咪酯电子

烟被当地民警查获， 经调查发

现， 他们所吸食的电子烟也来源

于洪某。 经进一步讯问， 洪某承

认了两次将依托咪酯烟弹卖给未

成年人的事实。 而洪某本身也有

吸食依托咪酯毒品的恶习， 曾因

吸毒行为被行政拘留。

宝山区检察院以涉嫌贩卖毒

品罪对洪某提起公诉。经审理，法

院以洪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其有

期徒刑 5 年，并处罚金 2 万元。

检察官提醒， 长期吸食依托

咪酯电子烟， 会对青少年的大脑

和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 甚

至可能导致死亡。 社会各界要高

度警惕依托咪酯电子烟的危害，

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监护。

一旦发现有人向未成年人贩卖依

托咪酯电子烟， 应立即向公安机

关举报。 同时， 也呼吁广大青少

年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拒绝尝

试任何形式的毒品和非法物质。

男子贩卖“上头”电子烟
客户中竟有未成年人

《报告》 显示： 未成年人

首次上网年龄持续降低， 未成

年人触网时间的城乡差异较为

显著； 手机仍是未成年人上网

的主要设备， 各类 AI 上网设

备开始涌现； 休闲娱乐是未成

年人上网的主要目的， 城市地

区未成年人网络玩法更多元；

未成年人网络信息检索、 网络

内容创作等基本技能不断提

升， 且掌握网络技能的年龄不

断提前； 未成年人对网络负面

效应感知不断增强， 且受性

别、 地域、 家庭结构与住宿模

式等因素影响； 未成年人网络

素养课程普及率不高， 其网络

安全与权益保护值得进一步关

注； 网络流行语是最受未成年

人欢迎的玩法， 网络模仿现象

突出；游戏社交渐成风尚，且存

在一定男女性别差异； 网络文

学、二次元、国风国潮等网络文

化逐步影响未成年人价值观；

家长规范未成年人上网现象较

为普遍，家庭内存在“网络技能

互授”现象，家庭关系对未成年

人上网行为有显著影响。

蓝皮书指出， 随着互联网

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未成年人对

手机的更早接触， 网络交往成

为未成年人群体自我呈现、 表

达与需要满足的新形态。 然

而， 尽管网络交往助推了未成

年人情感交流与身份认同， 但

也带来了诸多问题， 例如， 过

度依赖网络导致上网成瘾和受

骗、 独立思考能力下降、 身体

健康受损等。 网络使用过程中

技术对交往双方乃至多方关系

的遮蔽、 各种网络应用对未成

年人社交欲望和个性需求的虚

假满足不断刺激未成年人沉浸

在“宅化” 的交往场域中， 使

未成年人现实生活被机械化、

受操纵的网络生活所替代。

首次上网年龄持续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