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71.4%受访未成年人 期待所有短视频平台都有“青少年模式”

  

六一儿童节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是个重要节日，2021年的六一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
的日子，因为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开始施行。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最重要的变化是增加了网络保护专章。为了对未成年人更好地进行网络保护，“未
成年人短视频青少年模式使用研究”课题组于今年4月进行了小学四年级至高三学
生的问卷调查。

“青少年模式”指的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牵头、主要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平台试
点上线的“青少年防沉迷系统”，该系统会在使用时段、时长、功能和浏览内容等
方面对未成年人的上网行为进行规范。“未成年人短视频青少年模式使用研究”显
示，71.4%的受访未成年人认为短视频平台都应配有“青少年模式”，但仅有53.3
%的未成年人使用过“青少年模式”，77%的未成年人认为“青少年模式”最有用
的功能是限制使用时长和登录时间。

72.5%

愿意主动使用“青少年模式”

“青少年模式”不仅用于防沉迷，更是对青少年的网络行为和接触的网络内容进行
管理，如禁止使用平台的打赏、充值、提现、直播、发布观点等功能。内容方面，
会给青少年用户提供更适合观看的学习课程、科普知识等。

调查发现，大多数未成年人认可青少年模式的必要性。71.4%的受访未成年人赞同
“每一个软件都应配有‘青少年模式’。”同时，72.5%的受访未成年人表示“我
愿意主动使用‘青少年模式’。”

调查还发现，大多数未成年人认为“青少年模式”需要改进，比例达到81.8%。也
有42.4%的受访未成年人担心“青少年模式”影响上网体验，表示“开启‘青少年
模式’会使上网不开心。”

今年6月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1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
当通过在智能终端产品上安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选择适合未成年人的服务模
式和管理功能等方式，避免未成年人接触危害或者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
，合理安排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时间，有效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第74条规定
：“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
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为更好地实
现未成年人保护责任，各短视频平台均需上线“青少年模式”。迄今为止，绝大部
分短视频平台已经设立了“青少年模式”，且通过系统弹窗等方式提醒和引导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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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使用。但是，据《南方都市报》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在被测试的20款App中
，仍有15%尚未上线“青少年模式”。建议各平台严格履行社会责任，主动上线“
青少年模式”。各平台要发挥企业的技术优势，不断完善“青少年模式”的各项保
护功能，使“青少年模式”不流于形式，更好地发挥作用。

半数

使用过“青少年模式”

本次调查发现，仅有53.3%的未成年人使用过“青少年模式”，46.7%没有使用过
。这说明，“青少年模式”在未成年人中尚未得到广泛使用。

性别比较发现，女生使用过“青少年模式”的比例比男生高3个多百分点。初中生
使用过“青少年模式”的比例最高，比高中生和小学生分别高1.4%和4.8%。

对未成年人使用“青少年模式”的情况进行调查发现，有64.8%的受访未成年人是
自觉使用“青少年模式”，33.3%是被家长、老师要求而使用，21.6%由软件强制
使用，还有9.3%是因为同学或朋友推荐。可以看出，未成年人选择“青少年模式”
的自主性不足，这可能是因为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青少年模式”对未
成年人的吸引力不够大。另外，未成年人被要求使用的占比仅三成，也说明家长或
其他监护人对孩子使用网络的管理还做得不够。

“青少年模式”是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使用行为、保障未成年人安全用网的重要手段
。但是，仅半数多的未成年人使用过“青少年模式”，说明“青少年模式”尚需大
力普及。家长和教师应积极引导，提升未成年人网络自我保护的认知，自觉选择“
青少年模式”。家长也要担负起监护责任，积极鼓励、协助、监督孩子在上网时选
择“青少年模式”。另外，各网络平台也应加大创新力度、优化产品功能，在内容
生态建设上加大投入，提升未成年人专属内容池的丰富度，提高未成年人使用“青
少年模式”的意愿。

77%

认为有两个最有用功能

对“青少年模式”的功能进行调查发现，在使用过“青少年模式”的未成年人中，
77.0%的受访未成年人认为“青少年模式”“限制使用时长和登录时间”的功能有
用，46.5%的受访未成年人认为“限制充值、打赏等消费行为”的功能有用，39.6
%的受访未成年人认为“限制搜索某些内容”的功能有用，33.5%的受访未成年人
认为 “限制浏览内容、评论等”的功能有用，13.0%认为“限制发布某些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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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有用，6.3%认为“青少年模式”“限制收发私信”的功能有用。

性别比较发现，男生认为“青少年模式”“限制使用时长和登录时间”“限制充值
、打赏等消费行为”的功能有用的比例更高，女生认为“青少年模式”“限制发布
某些内容”“限制收发私信”的功能有用的比例更高。

可见，男生更关注“青少年模式”在时间管理与消费方面的限制约束作用，女生更
关注“青少年模式”对内容、功能的保护过滤作用。

学段比较发现，高中生中认为“限制浏览内容、评论等”功能有用的比例更高，小
学生中认为“限制充值、打赏等消费行为”“限制搜索某些内容”的功能有用的比
例更高。说明在充值、打赏、搜索内容方面，小学生对“青少年模式”的限制功能
更认可、依赖；而对限制浏览内容、评论的功能，高中生更加关注、认可。

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都在积极完善其“青少年模式”。对某一短视频平台的“青
少年模式”进行研究发现，在这一模式下，系统默认直播、打赏、私信聊天等功能
无法使用，时间锁默认设定为40分钟，且在每晚10时至次日早6时，系统默认无法
使用。

为了避免单一推送导致未成年人只能被动观看的情形，“青少年模式”还开发了“
发现”频道、安全搜索、年龄分级功能，青少年可以在这一模式下根据自己的兴趣
、需求等进行自主选择。然而，也有一些小的短视频平台在“青少年模式”上存在
漏洞，如诱导打赏、允许13岁以下未成年人直播等，有的平台在执行“青少年模式
”上还大“打折扣”。建议国家尽快建立统一的行业标准，使“青少年模式”更好
地发挥保护作用。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孙宏艳北京林业大学马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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