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曲忠芳 北京报道

我国青少年互联网运用的基

本情况如何？未成年人上网时有

什么倾向爱好？家长应该规制未

成年人上网吗？家庭关系跟青少

年上网频率有关系吗？手机App

的青少年模式使用率高吗？……

针对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的这些

社会热点问题，最新出版的《青少

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

运用报告（2024）》（以下简称《青

少年蓝皮书》）给出了回答。

9 月 12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

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中国经营报社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

所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

心协办的《青少年蓝皮书》新书发

布会暨青少年科技创新发展优秀

案例发布仪式在北京举行。

《中国经营报》记者从现场了

解到，首部《青少年蓝皮书》最早于

2010年出版，是中国第一部关注未

成年人与互联网发展的蓝皮书，在

当时起到了填补学术空白的重要

作用。到今年正式出版第十部，已

成为社会各界人士观察未成年人

用网的独特窗口与权威平台。在

发布会现场，来自学术界、产业界

的专家学者就《青少年蓝皮书》以

及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的相关议

题进行了学术交流与思想碰撞。

《青少年蓝皮书》发布“陪伴式互联网”概念引发产学研界共鸣

牟成梅：家庭是青少年健康用网的第一道防线

本报记者 谭伦 北京报道

“如今不管是支付交易还是

获取信息，网络已经成为我们日

常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不应仍然用‘虚拟’的

方式看待网络空间，试图回避、拒

绝它的存在。”

9月12日，在《青少年蓝皮书：

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

（2024）》（以下简称《青少年蓝皮

书》）新书发布会上，众多专家学

者、教育工作者亲临现场并参与

了相关问题的讨论。其间，就青

少年如何健康使用互联网，中国

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网

络信息与智能媒体研究室副主

任、《青少年蓝皮书》执行主编牟

成梅首先对互联网的“虚拟”定位

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互联网早

已不是“虚拟世界”，而是融入了

人们的日常生活。

家庭是第一道防线

结合自己丰富的教育经验，

牟成梅首先探讨了青少年上网的

现状及家长在互联网使用中的引

导角色。

在谈到青少年从短视频平台

获取信息的现象时，牟成梅认为，

这其实是年轻人适应新媒体环境

的自然反应。她提到，家长和社

会往往会假设传统媒体如电视才

是获取新闻的正统渠道，但实际

上，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信息传播

的方式。年轻人通过抖音这些平

台获取新闻，是一种符合他们成

长环境的方式。

“他们从一出生就接触互联

网，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

要接受并且接纳。”牟成梅指出。

同时，许多新媒体平台在提供娱

乐内容的同时，逐渐承担起了社

会责任，官方机构和媒体也纷纷

入驻这些平台。这表明，互联网

信息平台正在朝着更加积极的方

向发展。

在讨论家长对青少年上网的规

范时，牟成梅指出，家长的学历与网

络素养并不总是成正比。她以自己

为例称，虽然并非成长在互联网时

代，但通过自我学习，她能够与孩子

在网络使用方面达成共识。

她强调，家庭是青少年健康

使用互联网的第一道防线。她呼

吁家长们不仅要提升自己的网络

素养，还要学会与孩子有效沟

通。牟成梅提到一个家庭教育成

功的案例：父亲负责控制孩子的

娱乐时间，母亲则引导孩子如何

保护隐私。这种良好的家庭教育

模式使得孩子能够健康、合理地

使用互联网。

牟成梅总结道，家庭教育在

青少年网络使用中有三大关键要

素：安全、协商和监管。首先，家

长要确保孩子的网络安全，尤其

是隐私保护。其次，家长应与孩

子协商互联网使用规则，而不是

采取强制措施。她特别提到，青

少年对自主权的渴望使得强制手

段往往适得其反。最后，适当的

监管必不可少，但这应该基于尊

重和信任的前提。

她还指出，很多家长在孩子

成绩下滑或出现问题时才采取极

端措施，切断网络连接，这会让孩

子感到不被尊重。因此，家长应

提前进行协商，制订合理的网络

使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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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上网的趋势与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

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青少

年蓝皮书》主编方勇介绍，《青少

年蓝皮书》以全国在校中小学生

为主要研究对象，抽样调查覆盖

全国10个省市地区百余所学校，

已经连续12年开展全国性问卷调

查，累计完成学生样本超过 9 万

人，出版了10部蓝皮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

研究所所长胡正荣用三个关键词概

括了《青少年蓝皮书》的特点及优

势，即监测、研究、对策。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纪委书记刘德顺表示，

未成年人与互联网之间的交互影响

是一个“不得不谈且常谈常新”的重

要议题，极具现实意义与社会意义。

《青少年蓝皮书》显示，未成年

人首次上网年龄呈持续降低趋势，

69.5%的城市地区的未成年人在10

岁及更早以前就开始上网，农村地

区这一数据为52.4%。除了手机作

为上网主要设备之外，平板电脑、

智能手表、机器人、学习机等开始

更多地被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

在 未 成 年 人 中 的 使 用 率 高 达

96.6%。未成年人能够使用音频及

视频工具进行内容创作的比例显

著提升，从2020年的30.9%上升到

今年的50.9%，这表明互联网成为

未成年人自我表达的重要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家长规制未

成年人上网现象比较普遍，家庭

关系对未成年人上网行为有显著

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

研究所网络信息与智能媒体研究

室副主任、《青少年蓝皮书》执行

主编杨斌艳在现场实时进行了一

场对四位青少年的访谈。通过真

实而坦诚的问答交流，让与会者

对于青少年对互联网的看法，及

其在用网方面的基本状况有了更

直接、更新的认识。

《青少年蓝皮书》指出，当前未

成年人使用互联网还存在问题与风

险。近两年AI技术的广泛应用对

未成年人的认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

响，他们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需要

认识及防范应对风险。数据显示，

上过专门的网络素养课的未成年人

比例只有19%，大部分人对人工智

能技术的了解，主要还是依靠网络

和课外实践，未成年人的AI素养亟

待提升。未成年人的网络跟风模仿

现象普遍，网络或者导致社交的焦

虑，价值观混乱等问题时有发生。

身心尚未完全健全的未成年人，纷

繁复杂的网络信息可能成为未成年

人真假难辨、盲目跟风的源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

播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

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经营

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青少年蓝皮

书》主编季为民表示，与往年有所

不同，《青少年蓝皮书》首次提出

了“以未成年人为本，与未成年人

友好，为未成年人赋能”的“陪伴

式互联网”核心概念。

呼吁共建AI赋能的“陪伴式互联网”

针对如何建设AI赋能的陪伴

式互联网，季为民从三个层面提出

了对策建议。第一，充分研判新一

代的AI技术对未成年人用网的机

遇和挑战，来注重提升未成年人的

AI素养；第二，强化低龄儿童的用

网教育，重视朋辈示范的作用，合

理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网络

价值观念；第三，鼓励平台探索运

用AI技术打造个性化陪伴式的未

成年人用网模式。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

部二级巡视员滕素芬回顾总结了

中国互联网发展30年对青少年群

体产生的深刻影响。互联网不仅

为青少年提供了获取信息、学习知

识、交流思想和社交互动的便捷平

台，还为他们带来了广泛的新兴就

业机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系

正在逐步完善。从立法到政策层

面，各级政府和社会力量初步构建

起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

研究所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青少年蓝皮书》副主

编叶俊在现场主持了“青少年如何

健康用网？”的圆桌论坛。杨斌艳

提出，不能一味地给青少年上网贴

上“负面标签”，她呼吁，社会应该

更加关注如何引导孩子们健康使

用互联网，而不是一味地强调互联

网的危险。

中国少年儿童发展中心媒介与

教育中心主任、《青少年蓝皮书》副

主编季琳持类似看法，她认为未成

年人数字素养的提升，关键在于家

长数字素养的提升。她指出，家长

要从一个孩子正常的交往需求、放

松的需求去正确地看待互联网的使

用。家长对孩子使用网络的指导能

力也要提高。此外，还需要全社会

的共同努力，包括使用青少年模式，

企业也要有社会责任，注重开发有

利于未成年人发展的一些功能。

“家庭是青少年健康使用互联

网的第一道防线。”中国社会科学

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网络信息与

智能媒体研究室副主任、《青少年

蓝皮书》执行主编牟成梅总结道，

家庭教育在青少年网络使用中有

三大关键要素，即安全、协商和监

管。首先，家长要确保孩子的网络

安全，尤其是隐私保护；其次，家长

应与孩子协商互联网使用规则，而

不是采取强制措施；最后，适当的

监管必不可少，但这应该基于尊重

和信任的前提。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

研究所视听新闻与传播研究室副

主任、副研究员曾昕提醒道，近年

来青少年群体用网络去获取知识

或者用网络辅助学习的情况越来

越多，他们对网络的使用能力甚至

已经超越了老师和家长，媒介反哺

的现象越来越强。随着青少年网

络使用频率增加，也对他们的线下

社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就社会关注较集中的如何应

对未成年网络沉迷问题，中国社会

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沈杰给出了自己的建

议和“解法”。他认为，青少年的自

主性是解决网络沉迷问题的关

键。通过教育和社会化过程，青少

年可以形成自主决策的能力，而这

种能力的提升将有助于他们更好

地控制自身的网络使用行为。“网

络成瘾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互联

网本身，而在于社会是否能为青少

年提供足够丰富和有意义的现实

生活内容。”沈杰说道。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各大

视频、游戏、直播等互联网平台早在

2019年开始就试点推广“青少年模

式”，但《青少年蓝皮书》调查显示，

“总是使用”未成年人模式的占比仅

6.6%，使用青少年模式的普及和实

际使用的效果显然并不理想，需要

进一步优化。在“携手共创适合青

少年成长的网络空间”的圆桌论坛

环节，来自抖音、途游游戏、斗鱼、世

纪华通等产业界企业的负责人共同

交流和探讨了平台的责任与实践探

索。其中，抖音青少年保护业务负

责人于海洋表示，对于引导未成年

人正确使用网络，企业能够做的就

是在青少年模式里也尽可能让用户

觉得跟正常模式的交互没太大区

别，不要让未成年人产生抵触感。

当未成年人在网络世界里遇到危险

时，平台能有相关的干预机制，家长

能够收到平台的反馈。

学校和社会应加强协作

除了家庭教育，牟成梅进一步

强调，学校也应在青少年网络素养

的培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她指

出，虽然现在学校开设了信息技术

课，但网络伦理和道德教育内容还

不够系统。她建议，学校应引入更

系统的课程，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

网络社会的道德规范。

同时，她认为，学校应通过更

适合青少年的方式来传授网络素

养。例如很多学生已经不再通过

电视观看新闻，而是通过“央视频”

等主流互联网平台获取信息，学校

应尊重并适应这种媒介使用习惯。

此外，牟成梅呼吁学校为学生

提供更多的社会实践机会，让他们

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学习。在其看

来，这种实践活动可以让学生在面

对网络时，拥有更加立体的认知，

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在谈到社会层面的责任时，牟

成梅表示，社会对青少年健康上网

的引导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

虽然创城工作中会检查学校周边

的网吧这类娱乐场所，但学校本身

并没有权力去干预这些场所的运

营，执法部门的介入也存在一定的

困难。

因此，她强调，社会各界应加强

协作，尤其是在网络治理和互联网

环境建设方面，应为青少年提供更

加健康的网络环境。牟成梅相信，

通过社会、家庭和学校的共同努力，

青少年能够在网络中健康成长。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机是十

年前，其次就是现在。”最后，牟成

梅引用了这句流传甚广的名言指

出，自2006年起，社会对青少年互

联网问题的关注和努力已经取得

了显著成效。展望未来，牟成梅相

信，今天的讨论和行动，将为未来

的青少年网络使用创造更好的环

境，并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互联网

时代。

曾昕：青少年用网扩散化
趋势明显

本报记者 李静 北京报道

9 月 12 日下午，《青少年蓝皮

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

（2024）》（以下简称《青少年蓝皮

书》）新书发布暨青少年科技创新发

展优秀案例发布仪式在北京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

研究所视听新闻与传播研究室副

主任、副研究员曾昕有多年参与

《青少年蓝皮书》的工作经验，多年

的观察下，曾昕发现青少年用网扩

散化的趋势明显。

青少年用网扩散化首先体现在

用户人群上，青少年用网的比例正

变得越来越大，并且从城市、城镇的

青少年扩散到乡村地区的青少年。

扩散化的同时也体现在青少

年用网的设备上。“早期我们做调

查时，很多青少年还是使用计算机

上网，甚至那个时候还有很多青少

年是在网吧上网。这几年青少年

用网设备越来越移动化，包括手

机、iPad、智能手表等。”曾昕说道，

另外，青少年用网时涉及的内容也

呈现扩散化趋势。

曾昕指出，扩散化的表象下面，

其实有越来越精准化和垂类的趋

势。比如在深度访谈时，以前的青

少年会经常说：“没有网，我的生活

就完了。”现在更多的青少年说的是

“如果没有芒果会员，我就over了”，

“如果没有B站，我的生活就会很平

淡”，他们对特定的内容和特定平台

的黏性趋势正在越来越强。

另外，曾昕还指出青少年呈现

出更多正向用网的表现。以前青

少年用网目的更多的是休闲或者

娱乐；当前青少年用网获取知识、

辅助学习的现象越来越多。“我们

调查接触的很多青少年上网的日

均时间是两到三个小时，大概有一

半的时间花在网上学习及解决学

习中遇到的问题方面，比如哪道题

不会，他们会通过网络去寻找答

案，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以前

的第一反应是找家长和老师，现在

则是先上网搜索一下答案。”

网络对青少年的正向功能除

了作为学校课堂的补充，对于生活

也有很大的益处。“去年我们在做

短视频类调查的时候发现，孩子在

自觉通过社交媒体，主动获取生活

的经验和技能，并且这个过程是非

常自发的，不是老师或者家长硬性

地要求我们的孩子们。”曾昕说道，

另外，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对网

络的使用能力已经超越了他们的

老师和家长，媒介反哺的现象会越

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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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尧：打击游戏黑产 守护未成年人成长
本报记者 许心怡 吴可仲 北京报道

“面对互联网，最重要的是我

们如何利用和使用它，让我们的工

作、生活变得更好，如何平衡我们

在网上冲浪时，用于工作和娱乐的

时间。”9 月 12 日，在《青少年蓝皮

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

（2024）》新书发布暨青少年科技创

新发展优秀案例发布仪式上，途游

游戏副总裁张尧谈及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时说道。

除了合理利用互联网，张尧

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开展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时，应该关注个人信

息的保护，如定期修改个人的重

要 平 台 密 码 ，以 及 懂 得 筛 选 信

息。“网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信

息。我们要有辨别真伪的能力，

不要人云亦云，不要轻易相信一

些虚假信息。”

“游戏企业和政府现在所做的

工作已经得到了超过九成家长的

认可，有八成以上的家长了解了一

些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政策。”张

尧说道，“我觉得这个价值是很大

的：越来越多的家长认识到未成年

人保护的核心责任在于家长本身，

企业、政府是辅助角色，关键是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如何能系统性地

做得更好。”

张尧还提到，游戏相关的黑

灰产业是防止未成年人沉迷游戏

的一大阻碍，应该引起重视。“这

种黑灰产业通过向未成年人租售

账号，兜售破解防沉迷机制的方

法，使未成年人可以绕开相关监

管限制。”

“其实，现在很多游戏大厂联

合执法部门打掉了一些黑产，还

主动升级各家的技术，比如通过

人脸识别和 AI 技术等，主动识别

一些账号，并关停它们。我觉得

这项工作的意义也很重大。”张尧

表示。 途游游戏副总裁

张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