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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短视频领域尚未形成明确的分级制度。在我国电影分级制度尚未确立、游戏分级制度也并不完备的

情况下，短视频分级制度的施行对于短视频生产者、监管者和受众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但出

于对短视频乱象整治和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需要，建立健全短视频分级制度应当成为相关工作推进和相关

制度建立完善的着力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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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no clear classification system in China’s short video field, but due to the need to rectify the 
chaos in short video industry and protect minor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short video 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it should also be the focus of efforts to advance relevant 
work and establish and improve relevant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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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谈及短视频的分级，不得不提到的便是电影分级制度。因为短视频分级制度和电影分级制度在本质

上是相似的，都旨在通过内容分级来指导不同年龄和层次的观众选择合适的视听内容，保护特定群体免

受不适宜内容的影响。目前，我国的短视频领域尚未形成明确的分级制度，而电影分级制度在西方已经

形成了相对完备的体系，因此我国短视频分级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可以借鉴电影分级制度的成功经验，如

分级标准的制定、监管机制的实施等。 

1.1. 电影分级制度概述 

电影分级制度起源于美国，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管理电影的一种方式[1]。具体而言，电影分级

制度指把发行的电影根据包括性爱、暴力、毒品、粗俗语言等在内的成人内容将其划分成特定级别，并

给每一级别规定其允许面对的群众范围，以便区分其面向的观众，起到指导未成年人观赏影片的作用。

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都设立了电影分级制度，其中美国的电影分级制度相对完备。 
美国的电影分级制度于 1968 年开始实行[2]。在美国电影协会的负责组织下，由未成年人家长组成委

员会，根据电影的具体内容对电影进行评价。美国电影协会将电影分为“G 级”(普通级，所有年龄均可

观看)、“PG 级”(普通级，建议在父母陪同下观看)、“PG-13 级”(普通级，13 岁以下儿童须有父母陪

同观看)、“R 级”(限制级，17 岁以下必须由父母或监护人陪同才能观看)、“NC-17 级”(17 岁以下禁止

观看)五个等级。 
历史上，我国曾试验过电影分级[3]。1989 年，原广播电影电视部颁布了《关于对部分影片实行审查、

放映分级制度的通知》，但未得到全面实施，便于 2003 年被废止。长年来，学界和民间关于实施电影分

级制度的呼声从未停止，也是我国电影治理中一个难以回避的命题。但是，我国大陆地区却并没有实行

电影分级制度，而采用审查制度。电影经省级广电部门审查通过后，可领取《电影片公映许可证》片头

(即龙标)并在中国大陆地区公映。 

1.2. 我国的短视频分级 

所谓短视频分级，其实就是借鉴了电影分级制度的内涵，即按照短视频内容的危险程度、适宜人群，

进行相应的级别划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短视频领域尚未形成明确的分级制度，目前还只是停留

在提议的阶段。 
2022 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孔令智就提出了关于整治直播和短视频乱象的提议。面对我国近些

年直播和短视频领域出现的问题，他建议尝试对直播和短视频进行分级管理与时段管理，并对直播人员

进行基本的准入门槛设置。对于非正向价值内容的直播和短视频应予禁止，而对于允许的直播也应规范

打赏。同时，强化平台责任，重视直播和短视频的危害与影响，建立相应治理制度。 
陈小平委员同样指出短视频分级制度的建立健全迫在眉睫。他表示建立完善分级制度的关键，在于

短视频平台实行强制性实名认证、健全内容审核机制，对青少年适合观看的知识性视频进行相应扶持等。 
由此可见，新兴的短视频领域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面对该领域出现的种种乱象和问题，

站在未成年人保护的角度，我国也应当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在短视频领域实行分级制度以便于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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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短视频分级的必要性 

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 10.67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97.7% [4]。其中短视频用

户规模达 10.53 亿人，较 2022 年 12 月增长 4145 万人，占网民整体的 96.4%。短视频因其与用户碎片化

浏览模式高度契合的优势，获得各阶层网民的喜爱和追捧，成为一种泛文化现象，以势不可挡之势占据

了信息传播主流阵地。但是，在短视频不断繁盛发展，丰富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因其自身准入门槛

低和外部监管不力等因素，导致该领域乱象频发，对主流价值观的引导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也侵害

了人们的精神健康，特别是对于价值观尚未成型的未成年人来说。 

2.1. 对短视频乱象的整治 

2022 年 4 月以来，中央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清朗整治网络直播、短视频领域乱

象”专项行动。人民网提供的数据显示，16 家短视频平台共清理违规短视频 235.1 万条，关闭违规用户

账号 12 万个，处置处罚违规短视频账号 21.86 万个。总体来看，这些短视频的乱象集中在以下三个领域。 

2.1.1. 侵权现象普遍 
从短视频侵权案例分析，可以分为制作者侵权和平台侵权两类，目前短视频著作权侵权诉讼案例也

多集中在这两方面。 
一般情况下，常见的制作者侵权包括直接盗用和二改二创[5]。所谓直接盗用，就是未经授权，直接

照搬拷贝他人的原创短视频作品或者进行简单剪辑后播发，这类侵权行为很容易通过技术手段甄别，平

台出于合规考虑，一般会进行拦截或者封号。而二改和二创，即是对原创视频进行二次改动或二次创作，

因为二改或二创边界比较模糊，所以很难对这类视频进行界定，也是其备受争议的原因所在。在这方面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长短剧之争”，短视频制作者将长篇影视剧剪辑浓缩成若干短视频，择其最具情节

张力的部分制作成视频合集，通过画外解说将剧情串联，给用户带来“快餐”般的观感体验。这类视频

制作者在各大短视频平台随处可见，而至于这种做法侵权与否却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加以界定。 
平台侵权则分为主动侵权和管理失当两种情况。主动侵权行为往往发生在平台初创期。平台滥用“避

风港原则”，利用自身技术优势，以第三方公司、自媒体账号和个人账号的身份制作大量侵权的短视频

产品，再通过算法推荐给终端受众，以此实现内容的“自产自销”。而侵权行为中的管理失位则更为普

遍。平台出于流量考虑，在未被举报发现或者法律后果不那么严重的情况下，不去肃清那些在法律边缘

试探的“擦边球”，而是采取一种默许的态度，导致短视频创作者和平台“心照不宣”，甚至沆瀣一气。

这样一来，劣质甚至违法的视频作品飞速增长，严重危害了受众的身心健康。 
有法律学者认为，判断短视频是否侵权，有两个标准，一是看是否征得著作方同意，二是有没有支

付合理的报酬，但这两点，目前尚未建立起普遍性的多方沟通平台和版权合作通道。 

2.1.2. 隐私安全受到侵犯 
伴随着短视频的不断发展，短视频平台非法获取用户个人信息，侵犯隐私权的情况屡见不鲜。中国

消费者协会发布的《APP 个人信息泄露情况调查报告》显示：超八成受访者曾遭遇个人信息泄露问题，

其中常见情形为推销电话、短信骚扰、诈骗电话、垃圾邮件；近七成受访者认为手机 APP 在自身功能不

必要的情况下获取用户隐私权限。另外，从短视频自身的内容选择来看，短视频素材大多取材于身边的

人、事、物，那么视频生产者在拍摄或上传视频时，就很容易侵犯他人肖像权和隐私权，这是由短视频

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2.1.3. 虚假信息层出不穷 
从类型划分来看，短视频虚假信息繁多，其中虚假新闻一马当先。2020 年 7 月 26 日起，多个抖音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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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短视频，声称“高考结束第二天现离婚潮”、“高考结束多地民政局迎来离婚潮”、“高考出分后

民政局又排起了等着离婚的长队”等新闻信息。然而经过核查，这些视频所用到的画面素材，都截取自

其它媒体曾经发布过的视频片段，而这些片段与高考并无关系。 
短视频带来的信息鱼龙混杂，诸如此类的若干虚假新闻掺杂在信息洪流之中，受众很难在第一时间

辨别其真伪。新闻发布之初，信息指数般飞速传播，在认知偏差效应的影响下，受众在面对虚假新闻时

首先关注的并非其内容真实与否，而是它与自己既有认知结构的接近程度。目前，我国相关部门已出台

短视频审核的相关规定，完全编造或虚构的假新闻很容易被审核人员识别，进而被过滤于用户视野之外。

然而，具有一定新闻事实根据，但却没有全面、正确地报道新闻事实的“失实新闻”仍然活跃在大众传

播平台上，给受众的信息甄别造成了极大压力。 
从主体上来讲，短视频的虚假信息主要由自媒体进行传播。那些自媒体创作者为了“博眼球、抢流

量”，往往模仿官方新闻的视觉性元素，在标题制作和内容选取上也采用夸张的、戏剧性强的方式，让

不少人误解为他们是有合格资质的媒体。互联网的匿名性赋予了他们造谣零成本的可能，即便短视频平

台实名制的步伐从未停止，信息的真实底线却还是屡被突破。 
短视频乱象频发，反映出短视频网络生态的治理体系还不完善，治理水平还有待提高。对此，健全

法律法规，建立短视频分级制度，并在其框架的指导下严控审核关口是十分必要的。 

2.2. 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第 5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6 月，我国新增网民 742 万

人，以 10~19 岁青少年和“银发族”为主；其中，青少年占新增网民的 49.0%；在该群体首次使用的互

联网应用中，短视频应用占比达 37.3%。此外，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牵头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

20%的青少年表示几乎总是在看短视频，每天看几次的比例接近 10%。 
通过上述数据不难看出，未成年人网络低龄化加剧，观看短视频的时间长、频率高，这些都充分说

明短视频已经成为未成年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甚至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在短视

频领域，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需要更加重视，因为该群体的价值观尚未成型，极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

不良的网络短视频会让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受到巨大冲击，甚至迷失方向、误入歧途。 
笔者认为，建立健全短视频分级制度可以对未成年人进行有效保护，也可以成为推动《未成年人保

护法》实施的有力保障。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2.2.1. 防止未成年人沉迷 
此前关于防止短视频领域的未成年人的沉迷问题已经有不少学者做过相关研究[6]，《未成年人保护

法》对此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第 68 条、第 70 条和第 71 条分别规定了政府、学校和监护人在预防未成

年人沉迷网络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第 74 条也明确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

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2019 年，国家网信办成功在多个短视频平台上线了“青少年防沉迷系统”。 
但是，CNNIC 发布的《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经常看短视频的未成年网民

比例从 2018 年的 40.5%增长至 2022 年的 54.1%，5 年内增长了 13.6 个百分点，未成年人用户规模超过 1
亿人，32.9%的未成年网民表示过去一年曾使用抖音、快手、微信等拍摄并发布短视频。也就是说，直至

目前，未成年人短视频沉迷问题尚未得到有效治理。 
那么，对短视频进行分级，根据内容进行层级划分，分别甄选出适宜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观看的短

视频内容，再进行针对性投放。这样一来，便可以从源头上阻绝未成年人不当信息的获取，成为治理未

成年人短视频沉迷问题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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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未成年人在短视频中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沉迷。根据 CNNIC 发布的《2020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

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20 年，19.5%的未成年网民在网上遭到谩骂或讽刺；7.2%的未成年网

民本人或亲友在网上遭到恶意骚扰；个人信息未经允许就在网上被公开的比例也有 4.9%。其中，遭遇这

些问题的场景包括社交软件、网络社区、短视频和新闻评论区等。必须承认的是，短视频也已经成为侵

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重要场所，而未成年人遭受网络语言暴力和隐私泄露问题更是不容忽视。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3 条规定，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意味

着在网络生活中，我们也应当建立起相应的权利体系和保障机制，在网络空间内全方位、立体地加强对

未成年人权益的保障工作。而建立健全短视频分级制度，便能够成为此项工作推进的重要抓手。具体而

言，通过对短视频进行分级，为不同层级的视频后续流量和流向的监测提供便利，从而及时发现问题，

阻断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信息的传播链条。 

3. 存在的问题 

然而，建立短视频的分级制度并非一日之功，特别是在我国电影分级制度尚未确立、游戏分级制度

也并不完备的情况下。首先，除去那些“老少皆宜”的短视频作品，对于多数短视频生产和创作者来说，

分级制度一经施行，势必会影响其视频内容的曝光量(即所谓流量)，打击短视频生产者创作的积极性。诚

然，分级制度在带来这些问题的同时，也在倒逼短视频创作者从事多样化、高质量的短视频内容生产。

其次，对于短视频的监管者来说，分级制度的存在也在无形之中增加了其工作的难度，分级的结构下与

之相配套标准和流程也尚需时日进行摸索和确立。最后，对于受众，特别是未成年人而言，分级制度也

会加重“信息茧房”效应，缩小人们的信息接收范围，固化人们的视野，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4. 结语 

短视频这一领域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关于建立健全短视频分级制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而对

短视频进行分级，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帮助推进我国短视频乱象的治理工作，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也起着

十分积极的意义。另外，不可否认的是，短视频分级制度与电影、游戏等领域的分级制度相辅相成，倘

若短视频分级制度一马当先，想必也能够牵头其他领域分级制度的制定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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