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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智能锁认准德施曼
专业的更安心，连续13年销量领先！

公安部电子防盗锁行业
新标准主要起草者，太平洋
保险承保。
电话（微信）：18713077691

“一些浏览器有大量暴力色
情信息，还不能设置青少年模
式”“明明开了青少年模式，孩子
还是能进行游戏充值”“APP里
有不适合孩子看的内容，但开了
未成年人模式，一些有用的内容
也看不了了”……

时值暑期，不少家长都在为
孩子使用各类手机APP出现问
题而发愁。《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条例》要求，网络游戏平台等网
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不同年
龄阶段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的
特点，设置未成年人模式。青少
年模式是未成年人模式的前身，
是防止未成年人网络沉迷、接触
不良网络信息的“防火墙”。目前
大多数平台仍沿用“青少年模
式”叫法。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一些未
成年人可能接触到的APP并未
设置青少年模式；有的平台虽设
置有青少年模式，但实际操作
中，未成年人却能轻易绕过限制
进行游戏、充值；还有部分网络
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为获取经济
利益，想方设法架空青少年模
式。此外，一些APP打开青少年
模式后，画风过于低幼也为不少
家长所诟病。

在受访专家看来，网络服务
提供者，尤其是未成年人容易接
触的平台，设置未成年人模式是
很有必要的，但现阶段对于未成
年人模式的监管惩治体系还须
完善。针对未成年人模式实践中
存在的问题，一方面亟须加快

《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
指南》的制定实施，明确网络平
台应当向不同年龄段青少年提
供怎样的内容；另一方面，职能

部门也需进一步加强对重点领
域的监管，加大对违规企业的惩
治力度，以倒逼平台优化和落实
未成年人模式。

平台未设青少年模式
推送内容“少儿不宜”

近日，湖北的于女士发现某
浏览器APP首页推荐的内容中时
常带有暴力色情信息，对此她感
到很苦恼。“我平时不怎么用浏览
器，下载该APP主要是用来给孩
子查资料，平时都是孩子自己操
作，可是一打开APP就是这些画
面，实在不适合给孩子使用。”

于女士觉得APP推送给用
户的内容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
康，于是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
有热心网友回复于女士，该平台
可以设置“伴学模式”，相当于其
他APP的青少年模式，可以避免
让孩子接收到一些不合适的信
息。于女士按照网友的提示进行
了操作，却发现该APP目前已经
取消了“伴学模式”，也无法设置
未成年人模式。

于女士怕孩子乱看APP推
荐的内容，只能在孩子查资料时
守在旁边进行引导，她感叹：“这
样真是太不方便了，要是APP能
设置未成年人模式就好了。”

四川的何女士有同样遭遇。
她告诉记者，女儿涵涵经常会用
该浏览器搜索一些学习上的内
容。有一段时间，何女士发现女
儿用手机的时间较之前明显变
长了，她觉得不对劲：“什么学习
上的问题要查那么久？”

何女士询问女儿后得知，涵

涵经常被该APP首页推荐的视
频和小说吸引，看着看着就忘记
了时间。最让何女士生气的是，
该APP中有很多少儿不宜的内
容，甚至还有黄色小说。对于
APP提供的“伴学模式”，何女士
直言：“以前是可以切换成‘伴学
模式’，但其实作用不大。退出
APP再重新进入就会自动切换
回平常的模式，并且也不需要家
长提前设置密码，孩子直接点击
退出就行。”

何女士告诉记者，大概去
年，她发现该 APP 直接取消了

“伴学模式”，首页又出现了很多
不适合孩子看的内容，导致她再
也不敢让涵涵继续使用该APP。

开启模式后内容受限
“开还是不开”成难题

记者调查发现，除部分APP
未设置未成年人模式外，还有一
些可选择未成年人模式的APP，
在实际使用时存在无法满足未
成年人使用需求的问题。

天津市民尤女士的儿子翔
翔马上要上小学五年级了，平时
会通过某款有声阅读APP听一
些英语短文或历史相关的讲解
内容。但尤女士发现该APP首页
的直播板块总是会出现一些不
适宜儿童看的内容，有的是一些
恐怖氛围的背景，也有一些以

“夜色撩人”命名的擦边直播。尤
女士觉得这些内容不适合让孩
子接触，就在APP中打开了青少
年模式。但在青少年模式下，
APP中可收听的内容资源非常
有限，并且账号历史记录中的

“小学英语”“水浒传”等内容也
都无法收听了。

记者根据尤女士提供的信
息下载了该有声阅读APP，在该
APP中有儿童模式和青少年模
式两种为未成年人提供的模式，
其中点击儿童模式需另外下载
一个新 APP。而在青少年模式
下，平台提供的大多是一些历险
故事、睡前童话等适合幼儿收听
的内容，知识性内容非常少见，
不少使用过的家长都表示这类
内容更适合低幼儿童，很难满足
小学高年级乃至初高中生获取
知识的需求。

实名认证能轻易避开
充值消费未受到限制

天津市民王先生家孩子今
年 5岁多，喜欢在社交平台小程
序玩一款名为“××之星”的游戏。
游戏账号是用孩子妈妈专门给
孩子申请的账号登录的，王先生
和妻子专门把这个账号调整为
青少年模式。但是让王先生感到
意外的是，他发现孩子通过小程
序玩游戏时，游戏时间和付款居
然都不受限制。

王先生告诉记者，今年 5
月，孩子妈妈发现账号余额不
对，一段时间内少了好几百元，
检查消费记录后才发现，是孩子
进行了游戏充值。王先生的孩子
于 4月 16日在该游戏进行了第
一次充值，其间陆续有多笔小额
充值，由于前期充值数额不大，
家长一直未能察觉。直到 5月 4
日，孩子一次性充值 648元，才
被发现。

“哪怕社交平台没有禁止未
成年人付款，游戏平台也应对此
作出限制，怎么能让孩子轻易就
把钱转出去了呢？”王先生感到
十分不解，他还认为社交平台在
青少年模式下对消费渠道把控
不严格、不规范，对第三方应用
未做审核和限制也存在问题。

除了监管措施不完善外，不
少受访家长告诉记者，一些APP
虽然设置有青少年模式，但宽松
的身份识别程序和防逃逸措施使
得青少年模式实际上形同虚设。

记者查找公开资料发现，还
有不法商家在设置未成年人模
式时玩花样，甚至将逃避未成年
人模式监管做成了生意。例如，
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的一起网
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中，某“连麦”
APP虽然设置了未成年人模式，
但模式开启后，一直停留在设置
界面，无返回、继续使用等其他
选项，只有点击关闭未成年人模
式才能继续使用。法院认为该
APP未成年人模式虚假设置，对
未成年人的保护形同虚设，某科
技公司应当为未尽到合理管理
义务承担责任。

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
法院审结的一起不正当竞争纠
纷案中，某公司运营的“去广告
利器”APP，将“青少年模式弹框
自动关闭”功能作为“会员尊享
特权”，以“限时免费”的方式引
导用户开启并使用该功能，导致
用户无法通过首页弹出的显著
弹窗提示使用青少年模式。法院
认为其上述行为构成不正当竞
争，判决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
费用共计300万元。

据《法治日报》

安徽合肥一栋评估价为1.3
亿元的厂房，被北京西城区人民
法院以 1元钱底价拍卖，最终成
交价仅1.8万元。

8月 5日，有媒体报道了当
日在京东拍卖平台的这次拍卖。
成交价与评估价的巨大反差引
起广泛关注和批评。

8月 7日，拍卖平台删除了
关于本次变卖的全部内容。公开
信息显示，西城区人民法院表
示，法院对这一事件特别重视，
正对组织人员认真核查，肯定会
给公众一个满意答案。

8月 8日，记者前往合肥市
高新区云飞路。涉案建筑高 6
层，占地约 5亩，目前为安徽日
竞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日竞
公司）租用的生产、办公场地。

此前厂房被拍卖，如今又撤
销，到底发生了什么？

评估价是成交价
的7158倍

7月 7日起，北京市西城区
人民法院在京东资产交易平
台发布公告。公告显示：北京
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4
年 8月 2日 10时起在北京市西
城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变卖

活动。该房屋总层数为 6层，评
估对象所在楼层为 1层—6层，
总建筑面积为 9550.64平方米，
房屋结构为钢筋混凝土，规划
用途为工业。

建筑总面积 9550.64 平方
米、市场价为1.3亿元的厂房，被
1元钱变卖，最终变卖成交价仅
有 1.8万元，每平方米房价不足
2元。

公告显示，拍卖房产系刑事
案件涉案财物，该房产经最后一
次拍卖未能成交，故本院进行无
保 留 价 拍 卖 。参 考 价 为

13057.6350 万 元 ，变 卖 价 为 1
元，变卖预缴款为 1元，保证金
为0.2元，增加幅度为0.01元。

据报道，8 月 2 日 10 时，拍
卖开始，很快便有人出 1元钱竞
买。8 月 5 日 6:10:13 时，拍卖结
束，该标的最终应价为18161.97
元，本次竞买者是一个名叫刘涛
的自然人。

相比 18161.97 元成交价，
13057.6350 万元的评估参考价
是前者的7158倍。

记者了解到，若本次拍卖最
终顺利完成，涉案厂房的债权人

刘某将成为最大受害者，多年前
刘某将这栋厂房卖给本案的被
执行人。

一名知情者称，大约 10 年
前，刘某以股权转让方式变卖了
厂房，仅收到部分资金。这笔债
权本来被合肥当地法院冻结。

“谁能想到买主因非吸（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落网，涉案金额十
几亿元，案件在北京审理，按照
先刑后民原则，案件就被移交到
北京。”

该说法未经法院系统确认。
公开报道显示，刘某说：“如

果这栋大楼被 1.8万元变卖了，
这栋楼主人欠我的 3000多万元
的债，也就彻底烂了。8 月 5 日
早晨，当我看到这次变卖 1.8万
元竞价结束时，气得差一点晕
倒了。当天就带着全家人向北
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反映情况
了。”

优先购买权人并
未收到通知？

8月 8日上午，记者前往合
肥市高新区云飞路。

公开资料显示，合肥高新区
区域面积 194平方公里，是合肥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区、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大硅谷

核心区，是合肥建设科技城的主
要载体。

这里是合肥高新区的核心
区域，距离科大讯飞语音产业基
地不过数百米。

涉案建筑高 6层，占地约 5
亩，目前为日竞公司的生产、办
公场地。一名工作人员称，这是
公司租来的。

日竞公司是本次变卖的一
个优先购买权人。

公开报道显示，在整个竞拍
过程中，没有发现标有“优先购
买权人”的竞拍者出价。该公司
办公室周女士说，法院没有通知
该公司拍卖开始的具体时间，当
公司领导发现本次变卖已经结
束时，都感到特别吃惊。

8月 5日结束、随后又被撤
销的那次拍卖没有影响到这里。

市场价1.3亿元的这栋厂房
为何 1元变卖？每次加价的幅度
为何仅限定为0.01元？其法律依
据是什么？

拍卖成交确认书显示，本次
竞买者是一个名叫刘涛的自然
人。如果拍卖程序合规合法，成
交后又撤销了拍卖结果，法院是
否需要向成功购买者补偿？撤销
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就上述问题，法院尚未回
复。

据澎湃新闻

限制能被轻易绕开？

部分APP未成年人模式形同虚设

史上最大拍卖“捡漏”？

估价1.3亿元的厂房竟1.8万元成交？

估价为1.3亿元的厂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