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净化网络保障儿童网上安全
解读2009年5·17电信日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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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保障儿童网上安全

自从“世界电信日”和“世界信息社会日”双节合并以来，电
信业在信息社会建设中越来越发挥出主体和基础性作用。今年

“5·１7”的主题“保障儿童网上安全”，目的就是要呼吁各国重视
这一问题，联合起来消除滋生犯罪的因素，确保儿童能够安全上
网和使用网上的资源。 晚报记者 祁京

互联网在给人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给未
成年人带来了危险与伤害。现在社会各界已经
注意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方便和鼓励青少
年使用互联网的同时，也在积极采取措施净化网
络环境，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不安全因素的侵扰。

国际电联指出：十年前，全球使用互联网的
用户仅为1.82亿——几乎全部是发达国家的居
民。然而到2009年初，全球已有15亿多的互联
网用户（其中4亿多采用宽带技术上网）。互联
网是一种不断增长的共同资源——大大增加了

在线环境，特别是青少年在线环境的危险。
国际电联引用调查称，60%以上的少年儿

童每天去聊天室聊天，3/4的在线儿童愿意通过
分享其个人和家庭信息来换取物品和服务，每
年有 1/5的儿童会成为掠夺者或恋童癖追逐的
对象。今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WTISD）的
主题在于确保儿童可以安全地访问互联网、利
用其宝贵资源，而无需担心成为肆无忌惮的网
络掠夺者的受害对象。

据统计，截至2008年底，中国互联网用户量

已经达到了2.98亿，宽带网人数已经达到2.7亿，
稳居世界排名第一位。近年来，中国青少年因接
触互联网而产生的社会和家庭问题层出不穷。

业内人士认为，3G普及后，手机上网为青
少年带来的便捷性将使得学校和家长在监管上
产生更大的难度。为了避免出现“亡羊补牢”的
局面，中国3G在上马之初应当优先考虑青少年
安危，以运营商为龙头，联合设备厂商、服务提
供商、内容提供商、移动互联网企业、终端厂商，
打造绿色安全的3G上网环境。

互联网的发展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
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
网络产业的迅猛发展也带来了一些不良信息
和网络沉溺等危害，给一些青少年的成长发
展造成了身心伤害。尤其是一些不法内容供
应商惟利是图，在网上散布了很多不良信息，
严重扰乱了社会风气，毒害了青少年的健康
成长。

电信专家项立刚说：“国际电联确定电信
日的主题不是根据哪一个企业，而是从更高视
角去看问题。互联网是一个获得信息的平台，
越来越多的儿童加入其中，同时，互联网是个
开放的平台，不排除负面信息。儿童的自我防
护能力是比较弱的，国际电联从关注整个网络
的发展和安全方面提出了今年‘保障儿童网上
安全’的主题。而保护儿童上网安全，更多面

临的是父母对子女上网的指导问题。”
项立刚表示，现在保护儿童上网安全，更

多面临的是父母对子女上网的指导问题。在
中国，保护儿童上网安全、改善儿童上网环境
等方面的举措比较薄弱。而在美国，上网的网
民要出示身份证，中国目前的规定是不允许未
成年人进入网吧。国家对网络色情、暴力等方
面应出台相应的政策进行监管。

儿童网络环境备受关注

创造绿色安全网络空间

■
延
伸
阅
读

为
明
天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