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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广泛渗透，未成年人在网络世界的活动愈发频繁且深入，这不可避免地凸

显了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保护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本文聚焦于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的独特构成与特性，

深入剖析了当前中国在此领域面临的核心法律挑战，包括法律体系不完善、监管机制薄弱、技术防护滞

后，还有家长及监护人责任界定不明，执行效果参差不齐。本文在最后提出了旨在加强未成年人网络隐

私权保护的策略建议，为我国相关立法工作与实践操作提供有益的参考与指导，期待有效提升未成年人

在网络空间中的隐私权保护水平，促进其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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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extensive penetr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minors’ activities in 
the online world have become more frequent and in-depth, which inevitably highlights the im-
portance and urgency of the protection of minors’ online privacy right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unique compos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inors’ online privacy rights,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core 
legal challenges facing China in this field, including imperfect legal system, weak supervision mecha-
nism, lagging technical protection, unclear definition of responsibility of parents and guardians, and 
uneven implementation effect. At the en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trategic suggestions to streng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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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tection of minors’ online privacy, which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relevant 
legislation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in China, and hope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rotection level of 
minors’ privacy in cyberspace and promote their healthy growth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Keywords 
Minors, Network Privacy, Legal Protection, Supervision Mechanism, Technic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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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未成年人是国家未来发展的新生力量和民族复兴强大的接续栋梁。信息时代下，网络环境已经成为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发展的关键平台，以及获取信息来源和学习知识的重要途径。但由于未成年人自身

面对事物好奇心较重，以及对于是非的分辨能力不足，还有网络隐私保护意识的缺失，很轻易会在网络

环境下泄露隐私并遭受网络侵犯。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网络发展权，本文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出台为背景，寻找网络平台在未成年人发展权和网络受保护权的平衡路径下的作用。 
在数字化浪潮的席卷之下，未成年人日益深入地融入网络空间，充分体验着互联网赋予的便捷与欢

乐。然而，鉴于其心智发育尚不健全，特别是在认知与判断力方面的不足，未成年人往往缺乏强有力的

隐私保护意识，这使他们在浩瀚的网络世界里更易成为隐私泄露的受害者。网络隐私权，作为一个多维

度的概念，涵盖了信息安全、个人数据的安全防护，以及个体行为免受非法窥探等多个层面，对于在网

络世界中遨游的未成年人而言，其保护屏障尤为脆弱，亟待加固。 

2. 网络隐私权的法律定义 

2.1. 网络隐私权的概念与界定深化 

网络隐私权，作为数字时代背景下的一项基本人权，其核心在于保障个人在虚拟空间中对其个人信

息拥有不被非法采集、滥用、泄露或篡改的权利。这一权利不仅承继了传统隐私权的精神内核，更因互

联网的广泛普及、全球互联的特性及一定程度的匿名性，而赋予了其更为丰富的内容和更为严峻的保护

挑战。 
从法律维度审视，网络隐私权构筑了一个多维度的保护框架，它不仅聚焦于个人数据的安全守护与

合理利用，还强调了信息传输过程中的安全保障，以及个体对自身信息流动轨迹的自主掌控权。随着信

息技术的日新月异，网络隐私权的保护范畴不断拓宽，从简单的通讯秘密保护，逐步延伸至复杂的数据

处理规则、数据主权确认等多个层面[1]。 
在我国，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为个人信息保护树立了坚实的法律基石，

明确了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边界与责任机制，但在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网络隐私权保护上，尚缺乏

针对性的专项立法。这既反映了当前法律体系在适应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也揭示了加强未成

年人网络隐私权保护的迫切需求与广阔空间。 

2.2. 网络隐私权的基本特征 

网络隐私权，根植于网络信息传输的独特环境，展现出跨界性、隐蔽性以及后果严重性的鲜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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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其跨界性体现在信息的无界流动上，得益于网络的即时性与全球性，个人信息能够迅速跨越地理

界限，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这无疑对法律保护的国际协调与合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其次，隐蔽性构成了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另一大挑战。在网络空间中，侵权者往往利用匿名性或伪造

身份作为掩护，借助高精尖技术手段实施数据窃取或滥用行为，使得侵权行为难以被及时发现与追踪，

防御难度显著提升。 
最后，网络隐私侵权的后果不容小觑，其严重性体现在多个维度。个人信息一旦泄露或遭滥用，个

人可能面临经济利益的直接损失，同时，心理压力的增大与社会信誉的损害也是不可忽视的严重后果。

因此，构建一套集法律、技术、社会政策于一体的综合防控体系，以全面而有效地保护个人的网络隐私

权，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2.3. 侵犯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的形式 

2.3.1. 网络隐私权侵害的严峻现状 
非法采集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已成为网络隐私权侵犯中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此类行为往往无视法

律与道德的底线，未经未成年人的合法监护人明确同意，便擅自收集其敏感信息，如真实姓名、家庭住

址、就读学校详情乃至地理位置数据等。在这一过程中，部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应用开发者由于未能

建立健全的年龄验证机制及监护人授权流程，直接违反了旨在保护儿童在线隐私的相关法律法规。更为

严重的是，某些在线游戏平台和社交网络通过精心设计的注册流程或活动参与环节，诱导未成年人主动

披露个人信息，无形中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非法收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行为，不仅是对其隐私权的直接侵犯，更将未成年人置于潜在的风险

之中。泄露的个人信息可能成为不法分子实施诈骗或身份盗用的工具，对未成年人的财产安全、心理健

康乃至人身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加强对此类行为的监管与打击，完善未成年人网络隐私保护的法

律框架与技术手段，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2.3.2. 电子时代对未成年人的隐形威胁 
网络欺凌与骚扰，作为电子通信技术阴暗面的产物，正日益成为威胁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严重问题。

这种行为通常表现为通过互联网平台发送恐吓、侮辱性信息，或是恶意散布关于未成年人的不实言论与

谣言。这些举动不仅是对未成年人个人隐私的侵犯，更是对其精神世界的直接冲击，造成了深远的负面

影响。 
网络欺凌与骚扰的匿名性和广泛性使得受害者难以逃离其阴影，长期的情感压力与社交孤立可能导

致严重的心理问题，如抑郁、焦虑甚至自我认知的扭曲。因此，社会各界应高度重视这一现象，采取有

效措施，包括加强网络监管、提升公众意识、建立快速响应机制等，以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健康的网络

环境，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免受侵害[2]。 

2.3.3. 不当内容曝光的隐患 
网络环境中，未成年人面临的一大挑战是易于接触到不适宜的内容，这些内容往往包含暴力、色情

及仇恨元素。未成年人的天然好奇心和探索欲，可能导致他们无意识地浏览到这类信息，或在未经充分

认知的情况下被诱导分享个人敏感资料。这种接触不仅威胁着他们的心理健康与情感发展轨迹，还可能

使他们的个人安全遭受潜在风险。因此，营造一个安全的网络环境，并加强对网络内容的严格监管，成

为了刻不容缓的任务。 

2.3.4. 数据泄露与网络安全危机 
由于网络安全防御体系的薄弱，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极易成为网络攻击的目标，遭受非法窃取与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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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黑客入侵、恶意软件的侵扰以及数据泄露事件频发，未成年人的姓名、家庭住址、就读学校等敏感

数据面临泄露风险。这类信息的外泄，不仅是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严重侵犯，还可能导致经济损失和心

理创伤。鉴于此，强化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教育，并不断提升技术防护水平，成为了保护其网络隐私权

不可或缺的关键措施[3]。 

3. 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的法律问题 

3.1. 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保护法律体系的缺失 

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中遭遇的风险显著加剧，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框架

内，尚缺乏专为保护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而量身定制的法规。2023 年 10 月，国务院颁行了《未成年人网

络保护条例》，首次专章规定了针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网络信息内容规范，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体系与网络不良信息法律规制体系进一步完善。但当前法律体系中，我国有近 40 部法律、30 多部法

规、以及近 200 部规章涉及到个人信息的保护，诸如《宪法》《民法总则》、三大诉讼法、《未成年人保

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但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内容对于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保护较为零

散，缺乏具体的法律依据和惩处规定，不能形成一个在内容上可以衔接的完整法律体系。 
进一步而言，法律条文中的模糊地带与概念界定的不清晰，更是加剧了执法难度。就我国现行法律

中，对于网络隐私权范围基本没有任何概念，仅仅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有相关规定，还只是一

种事后救济，对于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侵害无法得到有效制止和预防。《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针对未成

年人隐私权的保护仅是在信件、日记和电子邮件的小范围内，而且法律规定还简单局限为对未成年人监

护人权利的规范以及对第三人侵害的防止，并未具体规定。还有诸如“个人信息”、“敏感信息”等核心

概念，在不同法律文本间往往存在阐释差异，这直接导致了在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益时缺乏统一、明确

的执行标准。未成年人的网络活动特性，如更加活跃的社交媒体使用和深度参与的在线游戏，要求法律

条款必须具备更高的精准度和针对性，以提供有效指引和更为周密的保护措施。然而，现行法律的泛化

处理显然未能满足这一需求，使得未成年人的网络隐私权保护在实际操作中面临重重挑战[4]。 

3.2. 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保护面临严峻挑战 

在推进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保护的过程中，监管机构遭遇了显著的资源瓶颈，主要包括财政支持、

专业人才队伍以及先进技术设备的匮乏。这些资源的短缺直接制约了监管机构的运行效率与成果，导致

其在监测网络平台活动及查处违法侵权行为时显得力不从心。鉴于未成年人所接触的网络服务与应用种

类繁多且日新月异，监管机构亟需掌握全面的技术知识，并扩充人员编制，以更好地应对日益复杂的监

管挑战。 
此外，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保护法律体系中的一个显著问题是责任主体界定模糊。我国虽然推出了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但是里面的内容大部分是泛泛而谈，未起到实质的作

用，在对未成年人保护方面起不到关键实效。就现行法律来说，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39 条规定：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但该法缺乏对网络下亲发未成年人隐私的详细说明，

比如未成年人隐私的内容，以及其侵权如何救济、侵权责任等，并且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准确划分各参

与方在个案中的责任界限，以及如何确保法律制裁的有效实施，成为了亟待解决的法律执行难题。这不

仅考验着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也对执法者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群体及其监护人在网络隐私权法律知识方面的普遍匮乏，也严重削弱了法律的

实际保护效果。未成年人在不了解自身隐私权益保护相关法律的情况下，容易成为不法侵害的目标；而

监护人若缺乏相应的法律意识，则可能进一步忽视对未成年人网络隐私的保护。因此，加强法律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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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与教育，成为提升法律实施效率、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益的关键一环。 

3.3. 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的地域与群体差异 

在全球范围内，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状况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发达国家凭借其成熟的法律体系

和先进的技术资源，能够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加全面和严格的隐私权保护。然而，发展中国家往往受限于

资源不足和技术落后，难以达到相同的保护水平，这种保护的不均衡性不仅威胁着未成年人的全球网络

安全，也给国际间的合作与协调带来了挑战。 
此外，未成年人群体的内部差异也对隐私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其网

络使用习惯、认知能力和对风险的识别能力各不相同，但当前像《未成年人保护法》《宪法》等许多法律

政策并未充分考虑到这些差异，导致保护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足。特别是对于年龄较小的儿童，他

们更容易受到网络诱导和信息泄露的威胁，因此需要更加严密的保护机制来确保他们的安全。 
未成年人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也是影响隐私权保护的重要因素。来自经济条件较好家庭的孩子，其家

庭往往能够利用更多的法律资源和技术手段来保护其网络隐私；而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则可能因资源

匮乏和知识不足，难以给予孩子充分的保护。这种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了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的不均衡性。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像残疾未成年人这样的特殊群体，他们在网络隐私权保护方面面临着更加复杂

的挑战。由于社会、文化、经济和身体条件的限制，他们可能更加难以获得有效的保护，也更容易成为

网络攻击的目标。因此，在制定和实施保护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这些特殊群体的需求，确保他们能够

平等地享受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权利。 

4. 完善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的策略 

4.1. 强化法律和政策 

4.1.1. 加强法律与政策框架以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 
制定专项未成年人隐私保护法：鉴于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中所面临的特殊风险与挑战，亟需出台一

套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隐私保护法律。该法律应详尽阐述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收集、使用及共享的限制性

条款，明确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和开发者在产品开发与服务设计中，将未成年人的安全与隐私置于首要

地位。 
在现有的《侵权责任法》中关于隐私权的规定之上，应将未成年人作为特殊保护对象，在立法中独

立且明确地规定其隐私权为一项民事权利。这一规定需详尽阐述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内涵、范围、行使方

式，以及相应的救济途径，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框架，与现有的《未成年网络保护条例》实现有效

衔接，确保两者在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方面的协调一致。 
同时，法律应强化监护人在数据保护方面的法律责任与指导角色，并鼓励未成年人在适当年龄及具

备相应能力时，积极参与自身隐私保护的过程。通过这一立法举措，我们旨在构建一个既安全又富有支

持性的网络环境，为未成年人的数字探索之旅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4.1.2. 建立案例指导以统一执行标准 
为确保法律的有效实施与广泛遵从，首要任务是提升法律条款的明确性与可操作性。这要求我们对

“个人信息”、“敏感数据”等关键术语进行精准定义，并详尽规定具体的合规要求与操作流程。为实现

法律的公平执行，构建全国乃至全球统一的执行标准至关重要，它不仅能确保各地在不同背景下采取一

致的执行措施，还能显著提升法律的整体效能与公众信任度。 
为了消除法律执行中的任意性，我们应将司法案例作为重要的指导工具。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案

例，具体阐释法律条文的适用场景与解释路径，为法律实施提供直观的、可复制的操作指南。这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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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能有效解决法律文本可能存在的模糊性问题，还能通过实例加深公众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与认同，增

强法律的透明度与权威性[5]。 
因此，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将法律条款与具体案例相结合，不仅能够统一执行标准，提升法律执行

的公正性与一致性，还能促进法律知识的普及与法治文化的传播，为未成年人的网络隐私权保护提供更

加坚实的法律支撑。 

4.1.3. 深化跨国合作以强化未成年人隐私保护 
面对全球化背景下未成年人信息频繁跨国流动的现状，加强跨国合作成为保护其隐私的必然选择。

我们倡导通过签署国际未成年人网络隐私保护协议，构建一个跨国的法律合作框架与协同机制。该协议

应聚焦于数据保护标准的统一化，确保全球范围内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处理与存储均遵循高标准的安

全与隐私原则。 
协议内容还应涵盖跨国违法行为的联合调查与执法机制，促进各国在打击侵犯未成年人隐私的犯罪

行为上的无缝对接。通过共享最佳实践、强化能力建设与提供必要的技术及法律支持，我们可以共同提

升全球范围内未成年人隐私保护的水平。 
深化跨国合作不仅能够有效解决跨境数据处理中的难题，还能在全球层面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

共同应对全球化时代未成年人隐私保护所面临的新挑战。这种合作机制将为实现全球未成年人网络环境

的健康、安全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4.2. 强化法律实施与监管体系 

4.2.1. 完善法律实施与监管机制 
为确保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保护法律得到有效执行，必须构建并加强相应的实施与监管机制。这要

求法律条文不仅清晰明确，还需具备高度的可操作性，同时强调执行过程中的持续监督与高效执行。通

过定期的检查、评估与反馈机制，确保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网络服务提供者、用户及监护人等——

均能严格遵循法律要求[6]。 
监管机构在此过程中应扮演关键角色，它们需被授予足够权限以获取必要信息，并不断提升自身技

术能力，以便高效分析处理这些数据，及时发现并应对潜在风险。此外，监管机构应具备对违法行为的

迅速响应与严厉处罚能力，以此树立法律权威，形成有效的威慑效应。 
同时，加大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的法律宣传力度亦不可忽视。通过多渠道、多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

提升公众的法律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的良好氛围。 

4.2.2. 强化监管机构的资源配置与权限扩展 
为确保监管工作的有效性，监管机构必须得到充分的资源支持，并赋予其更为广泛的权限。在资源

方面，应加大对监管机构的人力、财力和技术投入，确保其能够跟上网络环境的快速变化，有效应对日

益复杂的法律挑战。具体而言，这意味着要增加专业人员的配置，提供充足的经费支持，并引入先进的

技术手段，以提升监管效率和精准度。 
在权限扩展方面，监管机构应被赋予更广泛的权力，包括但不限于对数据使用行为的深入调查权、

对相关场所的进入与检查权，以及对违法行为的快速响应与严厉处罚权。这些权限的扩展将有助于监管

机构更全面地掌握市场动态，及时发现并制止潜在的违法行为，从而更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的网络隐私

权。 
此外，政府部门还应积极与民间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推进法律教育活动。通过联合举办讲座、

研讨会、在线课程等形式，向公众普及网络隐私权保护知识，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特别是对于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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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群体，应设计更具针对性的教育方案，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网络使用观念，学会自我保护，从而在

更大范围内保护自身及他人的网络隐私权[7]。 

4.2.3. 界定责任主体与法律责任 
在网络环境中，明确界定各方责任主体及其法律责任，是强化法律执行与监管的基石。首先，需对

数据控制者、数据处理者及用户等关键角色的具体责任进行清晰划分。数据控制者应负责确保数据收集、

存储、处理、传输等各环节均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保障数据处理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数据处理者则需严

格遵守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技术标准，防止数据泄露与滥用；而用户，特别是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

则需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合理使用网络并妥善保管个人信息。 
同时，法律应明确规定隐私权侵犯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包括民事赔偿与刑事责任，以形成强

有力的法律威慑。对于恶意侵犯未成年人网络隐私的行为，应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让违法

者付出应有的代价。通过明确法律责任，提高各方在处理个人数据时的自觉性与法律遵从度，从而构建

更加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有效保护未成年人的网络隐私权。 

5. 结语 

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的保护，是信息时代下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它不仅关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与权益保障，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面对日益复杂的网络环境与技术挑战，我们需从法律、

技术、教育、社会监督等多个维度出发，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保护体系。未来，立法与政策制定应紧跟

技术发展的步伐，不断创新与完善相关法律框架，以更好地适应网络空间的新变化，为未成年人的网络

隐私权提供坚实保障。同时，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共同应对跨国数据流动带来的挑战，推动全球未成

年人网络隐私权保护事业的持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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