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千加强网络文化市场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

近年来，网络表演、网络音乐、网络动漫、网络演出剧（节）

目、网络艺术品等网络文化市场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拉动了数字经济发展。同

时，在发展过程中，部分网络文化平台存在“儿童邪典“内容、

利用“网红儿童＂牟利等不良现象和问题，对未成年人价值观产

生错误影响，严重妨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为贯彻落实《中华人

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深入推进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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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保障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特制

定如下工作意见。

一、强化思想政治引领

1.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健全网络文化市场从业人员培训

培养机制，统筹线上线下教育资源，改进课程设置、优化教学内

容，强化党吏、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

引导从业人员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固树立未成年人

保护理念，主动提升网络文化产品社会效益，着力护航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

2. 加强法治观念教育。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

要求，在网络文化市场行业管理、执法的过程中开展未成年人保

护法治宣传，以案说法、以案释法，用管理实践、执法案例强化

教育警示效果，切实增强网络文化市场主体遵规守法、合法经营

的意识。

3. 加强网络素养教育。指导网络文化市场主体加强未成年人

及家长网络素养宣传教育，增强未成年人科学、文明、安全、合

理使用网络的意识和能力。监督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履行

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义务，指导相关企业、行业组织互相配

合，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对未成年人沉迷网络进行预防和于预。

二、压实市场主体责任

4. 切实强化用户识别。督促网络文化市场主体提高识别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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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认证未成年人用户账号能力，通过用户观看内容分析、行为特

征研判等方法，强化对未成年用户的识别、引导和管理。要求网

络文化服务提供者不得为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

发布者账号注册服务，对年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注册服务

应当依法认证身份信息并征得监护人同意。

5. 严格保护个人信息。指导网络文化市场主体建立健全未成

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机制，提高信息保护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

水平。通过网络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

必要和诚信原则，有效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处理、更正、删除未成

年人信息的要求。接到遭受网络欺凌的未成年人及其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的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制止网络欺凌行为，

防止信息扩散。

6. 坚决阻断有害内容。督促网络文化市场主体加强网络内容

建设，探索建立未成年人不适宜接触内容的审核判断标准，持续

提升违法违规内容模型识别能力，提高人工审核专业性和有效性，

及时有力屏蔽、清理涉邪典、色情、非法传教、危险行为、不良

价值观等有害内容。禁止直播间通过展示低俗图片、 “福利”、

“资料”等暗示性信息和电话号码、微信号、二维码等私密联系

方式诱导未成年前往获取有害内容。

7. 严禁借“网红儿童＂牟利。严管严控未成年人参与网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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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对出现未成年人单独出镜或者由成年人携带出镜超过一定时

长且经核定为借助未成年人积累人气、谋取利益的直播间或者短

视频账号，或者利用儿童模特摆出不雅姿势、做性暗示动作等吸

引流量、带货牟利的账号依法予以严肃处理。

8. 有效规范“金钱打赏＂。网络文化市场主体不得以打赏排

名、虚假宣传等方式炒作网络表演者收入，不得以虚假消费、带

头打赏等方式诱导未成年人用户消费。引导网络文化市场主体依

法对未成年人充值打赏权限进行规范，推动建立并优化未成年人

借助成年人账号充值打赏的识别认定机制，加大电子证据综合分

析采集力度，实现快处快赔。

9. 持续优化功能设置。指导网络文化市场主体依法建立“未

成年人保护模式”，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密码锁、时间

锁、消费限制、行为追踪以及卸载重装继承（防绕开）等保护机

制，及时防堵盗用、冒用、借用账号等漏洞。开发利用“监护人

独立授权”等功能，更好地支持家长和平台共同管理和保障未成

年人健康上网。

三、加大行业监管力度

10. 着力规范行政审批。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落实新

修订的《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审批业务手册》，进一步规范网

络文化单位经营许可审批，加强进口互联网文化产品内容审查。

落实《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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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演出经纪机构行政审批，进一步明确演出经纪机构在经纪行

为、演出内容安排、粉丝引导等方面的工作职责，提高经纪人员

业务能力和经纪服务质量。

11. 研究完善监管制度。加强网络文化市场调查研究，发挥

专家学者“外脑”作用，密切关注市场和技术发展变化，及时跟

踪研判相关产品和服务内容，监测行业动向和发展趋势，开展网

络文化市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前瞻性研究，制定可能影响未成年

人身心健康的信息的辨识要素、标准和尺度，提高有害内容识别

有效性，完善相关监管要求。

12. 切实畅通举报渠道。充分发挥全国文化市场举报平台作

用，加强网络文化市场举报受理。指导网络文化市场主体严格落

实实名认证，增加“包含不适内容”的快捷举报反馈按钮，进一

步增强违法违规内容的可追贵性。鼓励网络文化企业设置外部举

报奖励机制，开通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专项举报入口。

13. 持续强化巡查执法。强化网络文化市场事前事中监管，

加强对网络文化企业内容审核的指导和监督，持续开展网络巡查

和随机抽查。强化网络文化市场执法，落实《关于在文化市场执

法领域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贯彻实施工作的

通知》，及时查办案件，公开宣传典型案例，提高执法透明度和公

信力。不定期开展网络文化市场涉未成年人不良信息清理整治专

项行动，对举报较多的网络文化经营单位，要加强检查、重点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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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从严查处。

14. 加大信用监管力度。持续开展《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管

理规定》内容解读和宣贯。依法依规将符合条件的网络文化市场

主体及从业人员认定为文化市场失信主体，并实施信用管理。将

失信信息作为相关行政管理、公共服务等的参考依据。

四、优化网络内容建设

15. 增强正向价值引导。发挥榜样力量，加强正面典型宣传，

在坚决处置炫富拜金、奢靡享乐、卖惨＂审丑”等不良内容的基

础上，积极组织策划系列正能量传播项目，制作推广一批宣传功

勋人物、尊崇英雄模范的优秀作品，鼓励平台企业对积极弘扬正

能量的网络主播、从业人员给予更多机会和流量，引导未成年人

树立正确价值观。

16. 丰富优质内容供给。持续加大“未成年人模式”下内容

池的优质内容供给，搭建适龄化、多样化的内容体系，探索与高

校、科研机构、文博机构、艺术机构等合作打造适合未成年人年

龄阶段、满足未成年人成长需求的优质内容，充实未成年人的精

神生活。多措并举鼓励和引导未成年人用户消费有信息价值、探

索价值的网络文化内容。

五、指导加强行业自律

17. 积极开展道德评议。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制定网络

文化市场从业人员自律管理办法，加强行业职业道德委员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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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工作程序、积极开展道德评议，及时对违法失德人员及纵容

违法失德行为的行业企业、从业人员进行行业联合抵制。

18. 规范网络主播管理。指导有关行业协会依据《网络主播

警示和复出管理规范》建立跨平台联动处置机制，对发布含有严

重违法违规、违背公序良俗且社会影响恶劣音视频内容的网络主

播采取警示措施，从源头切断”问题主播“传播有害信息路径。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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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2021年1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