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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互联网普及时代下，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互联网 + 传统犯罪”的产物，其对未成年人造成

的危害不可忽视。对此国家也通过《未成年人保护法》、指导案例、司法解释等方式作出了有力回应。

但从实践来看，虽然我国有着多样化的预防手段，但仍缺乏系统化的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机制。

因此，本文将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在分析了我国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成因的基础上，

结合域外经验，从权责划分角度出发，提出建立一个权责明确，多元协同的长效预防，旨在为我国建立

健全的隔空猥亵未成年人长效预防机制提出有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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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Internet popularization, the crime of online indecency with minors is a product of 
“Internet + traditional crimes”, and the harm it causes to minors cannot be ignored. In this regard, 
the state has also made a strong response through the “Law on the Protection of Minors”, guiding 
cases,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and other means. However, from a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alth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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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has a variety of prevention methods,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a systematic mechanism for the 
prevention of online indecency with minors.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combine theory and prac-
tice,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auses of online indecency with minors in 
China, combined with foreign experience,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vision of powers and re-
sponsibilitie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establish a long-term prevention mechanism with clear pow-
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and multiple coordination, aiming to put forward effective sugges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und long-term prevention mechanism for minors in China. 

 
Keywords 
Online Indecency Crimes, Protection of Minors, Division of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Prevention Mechanism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分析 

在互联网深度融入社会生活的态势下，网络已然成为新的性犯罪活动空间。其中，隔空猥亵未成年

人犯罪频繁发生，成为我国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2018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十一批指导性案例【检

例第 43 号】骆某猥亵儿童案明确将隔空猥亵行为认定为猥亵犯罪行为。在该案中，一审法院认为：“认

定被告人骆某强迫被害女童拍摄裸照，并通过 QQ 软件获得裸照的行为不构成猥亵儿童罪。但被告人骆

某以公开裸照相威胁，要求与被害女童见面，准备对其实施猥亵，因被害人报案未能得逞，该行为构成

猥亵儿童罪，系犯罪未遂。”对此，检察机关以“被告人利用网络强迫儿童拍摄裸照并观看的行为构成

猥亵儿童罪(既遂)”为由提出抗诉。二审法院采纳抗诉意见，认为原审被告人骆某以寻求性刺激为目的，

通过网络聊天对不满 14 周岁的女童进行言语威胁，强迫被害人按照要求自拍裸照供其观看，已构成猥亵

儿童罪(既遂)，判处有期徒刑二年[1]。该案所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犯罪的内涵，是

指以满足性刺激为目的，利用 QQ、微信等网络社交软件，对未成年人进行诱骗、胁迫或以其他方式，要

求未成年人拍摄、传输裸露身体的不雅图片或者视频，严重侵害未成年人人格尊严和心理健康的社会危

害性行为。显然，通过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2)》《关于人民检察院开

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以及相关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当前我国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犯罪主要

呈现出以下特点： 

1.1. 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犯罪隐蔽性强 

网络空间本身所具有的虚拟性和隐蔽性，使得网络猥亵儿童犯罪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与传统猥

亵不同的是，网络隔空猥亵并不囿于同一物理空间，犯罪分子在线上就可以实施猥亵行为，且该行为原

则上不会对受害人造成物理伤害，使得其监护人也难以察觉。该隐蔽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犯

罪分子身份的匿名性与虚拟性。在实践中，犯罪分子往往会虚构一个虚假的身份来接近受害人，与其进

行“一对一”的即时通讯交流，由于我国网络实名制与青少年模式尚未健全，作为未成年人的受害人很

难辨别犯罪分子的真实身份，从而盲目相信他人，最终造成严重后果；二是取证难和证据易灭失。由于

网络聊天平台的特殊性，一些物证如受害人的隐私照片和视频等很容易被人为删除、篡改或隐藏，即使

保留下来，也难以证明这些视频的拍摄是由于犯罪分子的教唆所导致。同时一些犯罪分子为了不留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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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选择用视频聊天的方式来实施猥亵行为。更糟糕的是，在我国“谈性色变”社会观念的影响下，一

些受害者甚至是其监护人会出于性羞耻而将关键证据删除，这使得执法机构在取证过程中更加棘手。 

1.2. 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犯罪多发趋势明显 

以网络作为犯罪活动空间的隔空猥亵犯罪，其犯罪行为的实施势必与网络普及规模、网民数量有着

密切关系。据《第 5 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从 2018 至 2020 年，未成年人网

民规模持续增长，由 1.6 亿余人突破至 1.82 亿人。同期，隔空猥亵犯罪也呈现出增长趋势，2019 年与 2020
年的网络猥亵儿童判决书的数量激增，两年间达到 25 份[2]。并且根据相关数据统计，自 2018 年发布指

导性案例以来，累计起诉利用网络“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犯罪 3000 余人。值得注意的是，在网络隔空猥

亵未成年人案件注重未成年人隐私保护，被害人羞于言说，其家长“谈性色变”等因素的加持下，目前

掌握的数据仅是冰山一角。有学者就曾指出，世界公认儿童性侵案件很多都没有进入司法机关的视野，

从世界犯罪看属于没有被报道的案件中最多的一类。可见在现实中仍存在着众多隐性“隔空猥亵”犯罪

行为尚未被曝光。 

1.3. 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成效欠佳 

在严厉打击性侵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刑事政策导向之下，当前我国实施的治理手段所获成效与其预

期效果之间存在一定偏差。2018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隔空猥亵”指导案例和“一号检察建议”，

推动学校、社会、政府等未成年人保护主体共同发力、预防隔空猥亵。中央网信办也开展了定期的网络

“清朗”行动，深入清理网络低俗信息。“两高”更是于 2023 年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明确将隔空猥亵

未成年人行为定罪论处。但诸如此类的治理手段在践行、落实中却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对隔空猥亵犯罪

的治理未达到预期成效。网络“清朗”行动虽然有快速突出处理大量违法信息之效，但作为具有时效性

的运动式专项行动，难以保证长期稳定效果。并且，当前隔空猥亵犯罪量刑偏低，与严厉打击隔空猥亵

的理念并不一致。以网络猥亵儿童罪刑事一审刑期为例，如果没有伴有线下猥亵情节基本都为 3 年以下，

1~2 年占比 30.4%，判处 1 年以下的占 17.4%，与 2~3 年占比 17.4%基本持平，整体刑期相对较短，没有

线下猥亵等情节基本没有最高刑罚，网络隔空犯罪被低估[3]。 

2. 未成年人遭受隔空猥亵原因探究 

通过我国当前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以及隔空猥亵犯罪的特点来看，未成年人遭受隔空猥亵

侵害的原因主要包括三方面，即未成年人自身缺乏全面的性教育、网络平台信息管理手段的不足以及国

家相关治理措施的不完善。 

2.1. 国家机关治理措施不全 

国家机关作为治理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犯罪的首要主体，其目前的治理措施仍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实名注册监管不严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规定，网络运营者在为用户办理

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即时通讯等服务时，应当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目前，大

部分平台在为用户提供服务时都要求用户提供电话号码或身份证号，但仍有少部分平台对此法的执行并

不严格，用户在没有进行实名注册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服务。而且，有关部门也没有对违背实名登记规

定的行为进行及时的惩罚和制裁，这就导致了目前实名制度的执行趋于形式化，大部分的平台并不会对

用户提供的注册信息的真实性进行严格的审查。即使是当下主流的即时通讯类软件——QQ，其号码注册

也并不需要实名认证。《QQ 隐私保护指引》第 1.1 条规定注册 QQ 号码时需要的信息只有昵称、头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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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号码，至于真实姓名、身份证件信息与人脸影像信息等足以辨别身份的信息则用于“使用 QQ 号码

找回、解除冻结等账号安全相关功能”，因此在使用中即使不进行实名认证，也不影响加好友与聊天功

能的正常使用，这无疑给予了犯罪者伪造虚假身份接近未成年人的机会。 
其次，举报机制构建不完善。为了及时发现并处理隔空猥亵犯罪，我国已经建立互联网举报平台和

热线电话等举报渠道，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隔空猥亵行为的隐蔽性和虚拟性，其证据收集较为困难，

在没有充足证据的基础上，举报者很难证明被举报人的行为确实构成猥亵。此外，在缺乏义务基础、举

报人信息保护不强的情况下，举报者将面临信息泄露、遭受骚扰报复等风险，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举报者

的担忧。因此公众对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犯罪的大多仅保持一种道德谴责态度，对于主动举报该犯罪的意

愿并不强烈。 

2.2. 关键社会主体发力不足 

互联网平台作为预防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重要保护社会主体，其当前的信息审核制度的并不

完善，即互联网平台对用户所发布的内容审核不够严格，易发生色情内容被发布、被传播的情况。当前

我国主要的互联网平台都采用了“技术审核 + 人工审核”的信息内容审核模式。从理论上看，该审核模

式具备对违法违规信息全面过滤的功能，但在实践中审核细则的缺失、技术审核程序设置的僵化以及人

工审核效率低等因素导致了违法违规信息的审核遗漏，软色情信息更是信息审核遗漏的重灾区。软色情

信息的隐晦性使其在主流的审核模式下难以被完全过滤，但其内容所引发的性联想极易勾起未成年人对

性行为的好奇心，促使他们进行错误的性探索，使其成为犯罪者眼中完美的侵害对象。 

2.3. 未成年人性教育的缺失 

性教育在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全面的性教育能帮助未成年人建立正确、健

康的性观念，使其能够识别和预防性侵害、性虐待。一直以来，我国不论是在政策层面还是在教育层面

都明确了性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有学者研究发现有 54%的未成年人的父母并未教导过他们应该如

何防范性侵害，并且家庭对未成年人的性教育大多是在未成年人发育时期才开始。同样，也存在 53%的

未成年人未在学校接受过防性侵教育[4]，且学校的性教育多是以班会和讲座的方式进行，缺乏系统的课

程。可见，我国的性教育普及程度并未如政策预期那样全面深入，也就是说我国未成年人目前所接受的

性教育的不完整不全面。从全面普及性教育带来积极意义来看，性教育的缺失也将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

长产生负面影响，如未成年人对性认知歪曲，进行错误的性探索或者在遭受性侵害时无法识别、不敢反

映。如 2019 年在苏州市发生的一起以“招募童星”为借口实施的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被告人假借影

视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虚构了面试及身体检查等借口，要求被害人拍摄裸照发给他。有一名受害女童

在采访中表示，当时认为自己正在接受训练，并未发现受骗的事实[5]。 

3. 预防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模式的域外考察 

近年来随着各国隔空猥亵未成年人案件的曝光，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犯罪已然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

的焦点，为此，各国构建了不同的预防机制，以实现降低其犯罪率的目的。本文将从以德法两国为代表

的大陆法系国家以及以美韩两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中借鉴关于预防隔空猥亵犯罪的实效性经验，以

完善我国现行的预防措施。 

3.1. 德、法两国预防隔空猥亵犯罪的措施 

首先，我们将目光聚焦于与我国同属于大陆法系的德、法两国。在预防未成年人性侵方面，德、法

两国的立法更加细致与完善。《德国刑法典》第 176 条明确规定了性侵儿童罪，并将其分为有身体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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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性侵犯罪与无身体接触之性侵犯罪两种类型。该条第 4 款第 1 项规定了“在儿童面前实施性行为”的

情形，其中“在儿童面前”并不要求二者处于同一物理空间，即使是通过与儿童视频聊天的方式实施自

慰行为，也被认定为在儿童面前实施性行为。更为严格的是，即使只是通过语音通话的方式，使儿童对

于性行为的实施有所接收，法院亦判定属于在儿童面前实施性行为。同时，该条第 4 款第 2 项规定了“唆

使儿童实施性行为”的情形，经过 2008 年修改后，规定无论行为人是否与儿童有身体接触，只要其对儿

童发号施令，让其摆出各种具有性爱内涵的色情姿势，均可被认定为唆使儿童实施性行为[6]。《法国刑

法典》第 227-23 条不仅规定对拍摄、录制或传播未成年人具有色情性质的影像或表演的行为人处以监禁

和罚金，而且对浏览、购买和持有该影像或表演的行为人也处以相应的监禁与罚金，以此对儿童色情影

像的制作、传播、持有和观看进行全方位打击，最大限度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发展。 
除了细致的立法，德国政府还有着潜移默化的性教育方式。德国设立了名为“相信你自己”的网络

平台，以动画互动的形式向未成年人进行性侵犯和性暴力的知识解答，并邀请专业人士教授未成年人如

何保护自己、如何求助。并且德国政府还通过编纂防性侵儿歌的方式对未成年人进行潜移默化的性教育，

以激发未成年人对自己身体的保护意识。 

3.2. 美、韩两国预防隔空猥亵犯罪的措施 

美国和中国虽属于不同法系，其制度、体系方面存在着差别，但在同处于网络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

大背景之下，两国皆面临着治理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犯罪的这一社会热点问题，并且美国已率先通过多次

制定、修改法律，形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治理隔空猥亵犯罪体系。此外，我国与韩国同属亚洲国家，在

文化根基与司法变迁方面均有诸多的相似性和兼容性[7]，所以其预防机制对我国来说具有较大借鉴意义。

因此我国可以适当借鉴美、韩两国在此方面的经验教训来完善我国目前的治理措施。 
如今美国为治理网络性侵犯罪主要实施了三大措施：一是建立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报告制度，该制度以

电子通信服务提供者和远程计算服务提供者为约束主体，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知悉明显违法行为时，

应及时报告给有关部门；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知悉任何处于预备阶段的事实或情况时可以报告给有关部门，

故意违反前者报告义务将会面临一定数额的罚款。二是设立了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举报热线。在网络

服务提供者实际知悉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有关事实和情况时，应当向热线报告。美国国家失踪和受剥削儿

童中心应当将接收到的报告转发给适当的执法机构进行核查。美国国家失踪和受剥削儿童中心向网络服务

提供者提供与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相关数据元素，以敦促该提供者停止进一步的图像传输。三是成立了网

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特别工作组。为应对联邦体制下各州、各地区法律法规差异、执法协作不畅的问题，

美国通过《提供资源、官员和技术来消除对儿童的网络威胁法》规定各州至少要设立一个由调查人员、检

察官、法医专家和教育专家等人员组成的特别工作组以有效应对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8]。 
同时，韩国也制定了性侵儿童犯罪举报制度，但与美国不同的是，韩国的该举报制度所涉及的主体

更为广泛，而不局限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此制度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向相关部门举报性侵儿童犯罪的事实。

并且设立相应的奖励制度，一旦被举报人被检察院起诉，举报人即可获得最高 100 万韩元的奖金。其次，

为了防止性犯罪者再犯，韩国建立了就业限制制度和性犯罪者信息公开制度，前者规定以儿童、青少年

为对象的性犯罪者在刑满释放后的一定时间内，限制其在与儿童、青少年有关的机构就业，从而避免其

与儿童、青少年接触。后者通过专门网站和移动应用公开性犯罪者的个人信息，并通知性犯罪者居住地

中有儿童、青少年的家庭，提醒其提高警惕[9]。 

3.3. 域外预防措施对我国的经验启示 

在学习了不同法系国家相关经验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改善我国当前预防隔空

猥亵未成年人犯罪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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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增设举报奖励机制。我国现阶段仅在政策上明确公众有权向有关部门举报隔空猥亵未成年人

犯罪行为，但并未在实践中设立相关的举报奖励机制来激励公众举报。如前文所提及的我国公众对举报

该犯罪并无义务基础故此举报积极性不强的情况，本文认为增设举报奖励机制是缓解缺乏义务基础所带

来的消极影响的有效之举。 
第二，完善网络服务提供者强制报告制度。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犯罪发生于网络空间，网络服务提供

者对此有不可逃避的责任。我国虽然也规定了网络平台在发现隔空猥亵犯罪应当报告给相关部门，但违

反该报告义务的法律责任相对较轻，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网络平台对此义务采取消极应对的态度。但

如若能一定程度地加重网络平台不履行报告义务的处罚力度，不失为促使网络平台自觉遵守法律规定、

积极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有效手段。 
第三，完善性犯罪者信息公开制度。公开性犯罪者的信息存在一定争议和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

公开性犯罪者的信息加重了犯罪成本，是预防其再次犯罪的有效措施。并且本文认为在制定有关保护未

成年人的法律法规中，应始终贯彻落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给予其最大限度的保护。 
第四，加强建设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相较于上述国家，当前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缺乏法律工作者，

组成人员的多样性也有待提高。本文建议我国可通过效仿美、德两国的做法，加强建设线上、线下未成

年人保护中心，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隔空猥亵犯罪之害。 

4. 我国隔空猥亵未成年人长效预防机制的构建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考虑到该犯罪行为侵害对象的特殊性，损害结果的严重

性，治理该犯罪应避免“重打击、轻预防”的传统思路，而应坚持“惩、治、防”一体化的治理方式。

现阶段我国对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犯罪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大致可分为立法方面的措施、网络监管方面的措

施和社会保护方面的措施，通过对这些预防措施的分析来看，我国目前仍延续了“重打击、轻预防”的

思路，对预防措施的重视度不足。比如从立法层面来看，我国关于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的预防性立法只是

通过《解释》将隔空猥亵未成年人行为入罪，从刑罚处罚方面起到威慑、预防作用，除此之外尚未出台

其他全国性系统性的法律来预防隔空猥亵犯罪。有鉴于此，从权责划分角度出发，构建一个主体责任明

确、多元协同保护的隔空猥亵长效预防机制。 

4.1. 国家机关——打击职责 

国家机关打击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犯罪职责的落实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立法层面，加快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制度的推行进程。如前文所提到的，为了防止性

犯罪者的再次犯罪，韩国实施了性犯罪者信息公开制度。而在我国，只有在零星条文中有所涉及。虽然

有浙江慈溪试点性的引入了具有身份信息登记、告知制度性质的性犯罪记录制度，但也只是地区性的探

索，法律层级比较低且实施效果也有待进一步考察。并且就以往试点实践来看，从试点到全国性的推行

这样以点到面的方式所需时间成本较大。因此，我国需进一步加快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制

度的全国性推广速度。 
执法层面，加强对网络平台的监管力度。网络平台作为隔空猥亵犯罪的犯罪场所，网络平台的运营

是否合法合规是国家机关需要着重关注的问题。为此国家机关应积极展开专项行动，对网络平台、网络

环境进行整治，坚决严惩违法违规网络平台，进一步落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司法层面，进一步完善隔空猥亵犯罪的司法解释，建立受害者保护机制。虽然《解释》中明确将隔

空猥亵未成年人行为定罪论处，但该解释仍存在表述不清问题。例如《解释》的表述中，“行为人通过

网络使儿童‘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但是，“隐私部位”的范围是否包括性器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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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身体部位，拍摄身着贴身衣物但半裸性器官的照片是否属于“暴露隐私部位”，对此并不清晰[10]。
所以，司法机关需要对该《解释》中的一些模糊内涵进行明晰，以保证其准确适用。此外，司法部门还

应以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为建设对象，建立起以举报、法律援助、心理疏导为内容的受害者保护机制。目

前我国在各个地区设立了线上线下未成年人保护中心，这与德国“相信你自己”网络平台、美国的网络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特别工作组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在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所保护

的范围较大，工作难度大，人手不足等情况下难以关注到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所以，当前未

成年人保护中心仍应进一步优化其人员组成结构，设立专门处理此类犯罪的工作小组。受害者保护机制

的建立能够让隔空猥亵的受害人有便捷的渠道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且在该保护机制下，通过心理疏

导消解一部分隔空猥亵带来的消极影响，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4.2. 网络平台——管理职责 

网络平台作为现代社会中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在提供便捷、快速的信息交流方式的同时，也要尽

到相应的管理责任以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首先，网络平台要加强色情信息的过滤机制。一是要完善“技

术审核 + 人工审核”这一基础审核模式，强化关键词过滤系统、图像识别技术，对含有色情信息的内容

进行自动屏蔽和标记并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对用户发布的内容进行风险性评估，限制高风险用户的发言

权限。二是要弥补青少年模式的适用缺憾。为避免未成年人接触到色情信息，大多数网络平台在“技术

审核 + 人工审核”的基础上还增设了青少年模式。但由于青少年模式的被动开启性、适用范围有限性，

该模式对色情信息的过滤效果并不明显。有记者曾发现，设置这种模式后，仍可以搜索到大量纯文字“污

语言”表情包，在此前加入的 QQ 群中依然可以浏览涉黄信息[11]。因此，网络平台可以结合实名注册制

度判断用户年龄，对未成年人主动适用青少年模式，同时积极探索青少年模式的使用场景，尽可能地将

此模式应用到 QQ、微信等隔空猥亵犯罪高发平台。其次，网络平台要积极承担报告责任。在网络空间中，

网络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应该发挥其重要作用，及时发现并报告可能存在的隔空猥亵行为。

当网络平台在监控过程中发现用户实施隔空猥亵行为时，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积极向有关部门

报告，并如实提供犯罪者的个人信息、发送或接收的犯罪材料记录，帮助有关部门及时发现、制止隔空

猥亵犯罪，弥补司法机关在知悉案件、收集证据等方面的缺憾。此外，网络平台应当采取积极主动的态

度，认真核实相关信息，确保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4.3. 家校——教育职责 

父母是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责任人，学校则是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二者都应肩负起加强

未成年人性教育的责任、为预防隔空猥亵犯罪建立起第一道屏障。但在传统文化的长期影响下，性被视

为私人领域，不应该被公开谈论。这导致了公众对性的认知比较保守，也使得性教育难以在社会中被大

范围的普及。并且，中国的教育体制中，学校教育的关注点更倾向于对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对性教育

的普及则更多体现为一种以完成教学任务为目的的形式化教育。可见，在传统观念的潜移默化下，要想

改变大众对性的保守认知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加强未成年人的性教育刻不容缓，因此，目前要想加

强对未成年人的性教育，短期内通过制定强制规定来要求家长、学校切实履责，家校共同选出负责人定

期向有关部门汇报情况是现下阶段的最佳选择。在强制家校履责的基础上，家长和学校应对未成年人进

行适龄的性教育，包括性别意识教育、性启蒙教育、如何辨别性侵行为、遇到性侵时如何处理等等。但

值得注意的是家长与学校在性教育中角色不同，应各有侧重。家长对孩子进行性教育要更加注重教育的

方式，以平等、坦然的态度定期与子女交流，不要让孩子觉得性是一种羞于谈论的东西从而产生负担心

理。而学校开展的性教育则要注重其教育的内容。与家长相比，学校所提供的性教育更加专业、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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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应开展一定数量的课程来保障未成年人性教育的常态化。除此之外，家长和学校之间也要搭建性教

育桥梁，加强沟通联系。学校可邀请家长参加学校开设的性教育课程和讲座，提升家长的性教育知识、

态度和技能，从而达到家校共同育人的目标。 

5. 结语 

网络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既带来了便利和进步，也衍生了一系列问题和隐患，为隔空

猥亵未成年人提供了犯罪温床。就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犯罪的强隐蔽性、频发性以及当前的治理成效来看，

我国现有的预防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犯罪的措施仍有不足。本文通过分析该犯罪成因，考察域外不同国家

的有效预防经验，提出从权责划分角度出发，明确国家、网络平台及家校的权责。不仅要从国家层面对

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犯罪予以零容忍的打击，还要强化网络平台、家校的责任和义务，从而建立起属于我

国的预防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犯罪机制，守护好未成年人的成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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