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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博主拍视频，擅发学生肖像牟利；
平台未尽审核义务，实名认证如虚设，未成
年人充值10万……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
经突破1.96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97.3%，但由于缺乏足够的网络安全意识和
自我保护能力，与未成年人网络行为相关的
案件多发。

涉未成年人网络权益民事纠纷数量逐
年增长，案件类型多样，面对新情况，如何以
司法裁判明确网络行为底线和权利边界，加
强未成年人全流程保护？

未成年人大额游戏充值问题，持续引发社会
关注。

北京的未成年人小张使用妈妈的手机，在一
游戏公司开发的游戏平台中下载游戏，并充值10
万余元。该游戏公司在识别玩家为未成年人后，
未对小张的身份信息进行锁定，同时在进入游戏
界面、未提示验证家长监护的情况下，提示小张
可以通过“编辑身份信息”的方式，修改实名认证
信息，从而消除未成年人的身份信息。

为此，小张父母代为诉至法院，主张该网络
服务合同无效，并要求该游戏公司全额退还涉案
游戏充值费用。

网络中恶意曝光他人个人信息，致使他人遭受网
络暴力的事件也不鲜见。

未成年人小周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了辱骂某演
艺人员的言论，引起该演艺人员粉丝群体的强烈不
满。其中，刚满 18周岁的粉丝汪某在社交媒体账号上
公开了小周的个人照片、全部社交媒体账号及小周辱
骂某演艺人员的网络言论截图，并配以侮辱性的言论，
引发网友进入小周的账号发布辱骂言论，导致小周精
神压力增大、学业受到影响。

为此，小周父母代为诉至法院，要求汪某停止侵
权、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诉讼中，经过法院释法说理，汪某深刻认识到自己
公开他人个人信息、肖像等行为违法，侵犯了小周的人
格权，对小周造成伤害，并主动删除了侵权内容，向小
周出具书面道歉信并给予赔偿。针对小周网上辱骂他
人的行为和泄露个人隐私等风险，以及小周父母的监
管缺失问题，法院依据我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四十九
条的规定，针对性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督促小周父母加
强对小周网络素养方面的培育和引导，及时批评教育、
制止小周的网络失范行为。

未成年人刘小某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某网络
科技公司运营的漫画阅读平台进行付费阅读，累计阅读
漫画书目百余篇，充值支付款项1400余元。涉案账号阅
读过的漫画书目中含有行政规章禁止内容的互联网文
化产品以及大量不健康内容。为此，刘小某父母代为诉
至法院，主张该网络服务合同无效，并要求该网络科技
公司全额退还充值款项。

网上互骂辱及人格
监护缺失家长有责

诱导孩子编假身份
游戏平台充值10万

博主拍视频
擅发学生肖像牟利

法院审理后认为，从游戏内容、充值打赏时
间段、操作行为特征等事实，可以认定小张实施
了充值行为。小张作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其大额
充值行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其监护人未
予追认，所以网络服务合同无效。

对于该游戏平台，法院认为，该平台采取了
实名认证机制，并统一代替平台内游戏的实名认
证机制，因此负有落实未成年人用户实名注册、
登录的义务，但平台对此并未严格落实，存在较
大过错。据此，法院判决认定涉案网络服务合同
无效，游戏公司须退还部分充值款。

法官提醒，当前很多未成年人通过冒用家长
身份等方式，规避未成年人实名认证机制，进而
引发网络沉迷、大额游戏充值等问题，家长要加
强对未成年人用网活动的关注，主动使用上网保
护软件、未成年人模式等，妥善保管各类网络平
台、支付手段的账号密码，切实防范未成年人网
络沉迷。

平台付费阅读
漫画画面露骨

案例二：

违背良俗合同无效

大额充值与其年龄、
智力不相适应
网络服务合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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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王小某是一名重点名校初中
生，而李某是教育类博主。

一天王小某放学时，误以为李某是学
校老师，便在校门口接受了李某关于其学
习情况、学校氛围的采访。后李某未经王
小某本人及其父母同意，将采访视频发布
于其个人的社交账号中，该账号挂有商品
橱窗，销售奥数、英语等教辅图书。

视频中，王小某的脸部没有进行遮盖
处理，视频标题为《在某市重点中学全靠

学生自学？放养式教学？》，配文“你所
不了解的某市重点中学学生上课
状态……”，该视频点赞、转发、评
论量均过万。视频播出后，引发
网络热议和大量负面评价，导致
王小某精神压力较大，学习状态

也受到了影响。王小某父母代为
诉至法院，要求李某赔礼道歉并赔偿
精神损害抚慰金。

属故意明显侵权
须公开道歉并赔偿说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作
为教育类博主，其明显知晓王小

某为重点名校的在校学生，属于未成
年人，但其仍擅自将王小某的采访视频发

布于具有商业营销性质的社交账号中，且未对
王小某肖像进行模糊、隐匿处理，属于故意明显
侵权，目的不当。据此，法院判决认定李某侵犯
了王小某的肖像权，判令李某公开赔礼道歉并
赔偿王小某一定数额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自媒体时代，网络准入门槛降低，为吸
引眼球、炒作话题，在网络中不当
使用未成年人肖像的情形
频发。”北京高院未审庭庭
长李洛云表示，孩子的身
心发育尚不成熟，其自我
保护能力与社会认知水平
相对薄弱，易受到外界
评价影响，也因此依法
享有法律赋予的特殊、
优先保护地位。未成年
人要增强自身的网络安全
意识和自我保护能
力，避免权益遭
受不当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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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认为，涉及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在判断行
为效力时，应注重对行为是否违背公序良俗的审查，并
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某网络科技公司作为
网络服务提供者，向未成年人提供的漫画内容中，既包
括行政规章规定的互联网文化单位不得提供的文化产
品，也包括大量刺激性、挑逗性语言、裸露的画面以及大

量不健康的内容，且某网络科技公司对此亦缺
乏显著有效的提示。

漫画内容会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
康造成损害，对未成年人价值观养
成产生错误引导，诱发未成年人对
漫画内容进行模仿。据此，涉案合
同内容违背公序良俗应属无效，法
院最终判决某网络科技公司向刘

小某全额返还充值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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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你骨骼清奇
改个身份好不好？

这好像是
我家的孩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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