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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脚丫和香脚丫你要抱哪一个？”

  只见动画短视频里的主人公小雪毫不犹豫地选择

了臭脚丫，还说自己喜欢臭脚丫。小雪抱了臭脚丫一分

钟，被奖励了100万金币。这让旁边的小贝羡慕不已，有

样学样地抱起了臭脚丫。女孩们拿到金币，欢呼“太棒

了，抱臭脚丫竟然可以拿到这么多钱！”

  最近，北京市民刘女士的孩子迷上了这样一部动

画片，放学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投影仪。本以为让孩

子看看动画片也挺好，直至她看到上述场景——— 这不

就是拜金主义嘛，教孩子们只要给钱什么都可以做。她

跟着看了几集，发现后面的桥段更离谱：“尿床200次，可

以获得尿床大王奖状；爸爸妈妈可以被我随便打……”

  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动画产业迎来了春天，但由

于观看群体大多是未成年人，一些动画片的不良问题

也逐渐显露出来，许多家长反映自己的孩子在生活中

经常模仿动画片中的主人公，说些脏话和做出不合时

宜的言语举止。此前，因存在“暴力失度、语言粗俗”等

现象，《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曾被要求进行内容

整改，引发舆论关注。

  《法治日报》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被下架、停播

或是要求进行整改的动画片数不胜数，主要涉及暴力、

血腥、剧情不适宜、成人化、低俗化等问题。对于此类现

象，有受访家长和业内专家呼吁出台国产动画片内容

标准，对暴力、低俗、危险情节和不文明语言作出严格

限制。同时不妨借鉴一些国家实行“分级制”的做法，有

关部门照此进行严格管理，平台照此严格执行，创作者

也可分类创作，保障不同年龄、不同层次观众的需求。

暴力失度语言粗俗

无脑动画危害甚巨

  “孩子经常会看一些动画短视频，里面充斥着打打

杀杀的词语，有的人物穿着暴露，还故意摆出奇怪的姿

势或说一些粗俗的脏话，比如臭狗屎、变态、脑袋进水

了、去死、全家死光光等。”北京海淀区的周先生告诉记

者，他11岁的儿子平常喜欢用平板电脑在一些App上看

动画短视频，由于担心有不良镜头，他会先在网上查一

下或自己快速浏览一下，看看是否适合孩子观看。

  来自山东济南的张女士和周先生有着同样的困

扰。她的女儿今年10岁，因为平常工作忙没时间陪孩子，

所以就由着孩子用家里的网络电视观看自己喜欢的动

画片。有一次二人发生矛盾时，孩子喊她“坏妈妈”，还

对她“拳打脚踢”，有时还会威胁她说“你不给我买玩

具，我就……”。张女士这才重视起来，她去查看女儿经

常观看的动画片发现，里面有不少暴力内容，比如“我

要揍扁你”“我要消灭你”等，一些短视频中的女性角色

着装也十分暴露。“一想到娃以前天天看这种无脑动

画，我气得高血压都上来了。”

  记者在某第三方投诉平台搜索发现，关于“动画片

成人化、低俗化、暴力”的投诉多达数千条。早在2021年4

月，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曾发布《动画领域侵

害未成年人成长安全消费调查报告》，从21部流行动画

片中梳理出1465处问题，集中于粗俗用语、暴力镜头、危

险行为等方面。报告显示，八成接受调查的家长支持严

格把控放映尺度。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副所长张晓

冰指出，未成年人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三观仍在

确立之中，辨别能力、判断能力不高，从动画片中看到

暴力镜头、危险行为，可能会引发或者诱导其持续关注

不良信息、模仿不安全行为。

  张晓冰团队开展的青少年法治教育调查显示，面

对网络不良信息，青少年模仿的占比为0.9%，继续关注、

持续了解的占比为4.1%，转发给同学或朋友的占比为

2.8%。尤其是粗俗用语方面，部分未成年人会使用网络

语言的梗、粗口，甚至出现一些不文明用语，不利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承。

  周先生对此深有同感，“动画片中一些畸形的男女

关系，会让孩子形成错误的价值观；暴力内容也会慢慢

影响孩子行为，比如他在生活中常常会说脏话，对长辈

出言不逊，我对此非常苦恼”。

家长作用不可或缺

引导孩子积极向上

  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

宁看来，包含暴力血腥、暗黑恐怖、教唆犯罪等内容，以

及存在着装暴露、情节色情低俗、场面血腥恐怖等问题

的动画片，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安全法、《互联网

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于一些明显违法的

动画片，相关监管部门应该予以打击；平台也应自觉地

采取措施，不让含有这些内容的动画片上架，或进行修

改后再上架。

  关于此类乱象频现的原因，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

业管理学院教授李丹林分析，如果未成年人的教育核

心不是努力培养其健全的人格、良好的伦理素养、身心

健康，而偏执于功利性的目标，以至于忽略前者，那么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进入传播领域，可能也难

以秉持媒体伦理和应有的责任感，为传播秩序的良好

营造发挥作用。

  张晓冰则认为，认知不清是重要原因之一，比如有一

些观点认为色情低俗、拜金主义等情节只是内容创作上

的侧重，并不属于触法问题。她和团队成员曾经开展儿童

网络软色情的调研，发现一部分人认为儿童网络软色情

既不违法，也不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受访专家建议，家长在发现孩子观看不合适的节

目时应当积极制止，并引导孩子观看积极向上的节目，

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观看习惯。鼓励社会对包含暴力

血腥、暗黑恐怖、教唆犯罪等内容的动画片进行投诉举

报。相关平台应加强监管，设置青少年模式，对青少年

所能观看的内容进行合理限制，从观看渠道方面对该

问题进行调整。

  郑宁同样认为，家长有权进行举报，但是否下架还

要依照法律的规定，符合相关程序，不能一有举报就下

架，毕竟动画片投资方、制作方和作者的合法权益也应

受到保护，对动画片的处置应当符合比例原则。

逐步落实分级制度

从业者素质待提高

  采访中，也有业内人士提出我国动画产业目前没

有明确的分级制度规范，动画公司为了让产品有更广

泛的市场，在制作上越来越多地融入成人化的元素，导

致动画市场乱象频出。

  “现在短视频内容包罗万象，不同视频适用的人群

不同，但现在不管什么人拿起手机就可以任意浏览内

容。如果有

可能，我希望

对视频内容进行

分级，让孩子们接触

不到这些不良内容。”

张女士说。

  一位不愿具名的动画产

业从业者告诉记者，影视评级制

度在一些国家是一种参考制度，而非强制规章，它更类似

于行业自律，或是供消费者参考。理论上，各种级别的作

品都会在市场上出现，但是评级会影响监护人的消费决

策，通过消费者本人的市场行为来保护未成年人。

  2021年3月16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公开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法（征求意见稿）》的通知，

明确广播电视节目集成播放机构应当通过设立未成年

人专门时段等措施，建立完善未成年人节目评估委员

会等机制，防止未成年人节目出现商业化、成人化和过

度娱乐化，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该征求意见稿曾引

发社会热议，不少人将这条规定当作即将实行影视分

级制度的讯号。

  但时至今日，该制度仍未落地。在李丹林看来，背

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分级制的核心考量与整体传播政

策和规制理念存在聚焦点上的不重合性。分级制的问

题，有对于其认识的理念问题，也有在新的传播环境下

如何确立分级标准，以及如何建构分级标准被执行和

适用的机制问题。

  张晓冰则认为，分级制度的落实难度较大，“比如分

级的标准是什么？2022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突破1.93

亿，是以年龄、年级为分级标准？还是以影视视频的内容、

领域为分级标准？由谁来制定分级标准？不同层级的审查

机制如何建构？一个影视视频，根据哪些要素来判断属于

哪个层级？进入某个层级后，是固定不变，还是能够自由

流动到其

他层级，具体的进

入和退出程序是怎样的？

这些问题都很难判断。”

  为此，她建议，首先要明确分级标

准；其次是建立一个分级委员会，由相关部门人

员、专家、教师、家长、互联网企业从业人员等构成；第

三要明确分级程序，对于每个影视视频的分级有具体

的进入和退出程序。

  受访专家建议，按照不同年龄段的可接受程度和

需求进行分级，避免动画片尺度超出儿童可接受的范

围。比如日本的动画片分为四个等级，其中G级动画表

示老少皆宜，PG12动画表示未满12周岁需要成年人陪

同观看，R15动画表示未满15周岁禁止观看，R18动画表

示未满18周岁禁止观看。日本动画片的分级制度使得其

动画产业发展迅猛，我国可以适当借鉴。

  还有业内人士提出，影视分级系统应由未成年人

保护相关单位联合影视部门、心理学和社会学专业人

士共同建立。即便国家层面的分级制度尚未出台，但当

前互联网放映平台市场集中度较高，几家平台从技术

上自发建立分级标准，也具有可操作性。但自发建立的

制度不能替代监管，如果建立了自发的分级制度，会不

会对创作者造成一些困扰，这些都需要考虑到。目前，

设立分级制度的主动权仍应归于监管部门。

  “另外，国内影视从业者的素质也有待提高。目前

影视行业内容创作者关于未成年人教育方面的理念是

否科学，是否受到过相关学科以及伦理教育都是影响

作品分级的因素。对于大多数影视制作者来说，他们所

关注的焦点仍停留在作品本身，还没有意识或能力去

兼顾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技术问题。”前述动画产业从

业者建议，加强对动画人才的文化、价值观教育，为未

成年人营造清朗的观影空间。

   粗俗用语暴力镜头危险行为充斥 孩子有样学样飙脏话威胁家长

 动画短视频成人化低俗化何解
调查动机

  近日，山东济南的张女士来电反映称，她在辅

导女儿写作业时，因双方意见不合，女儿对她竖起

中指称“傻波一”。气坏了的张女士严厉批评了女

儿，并从其口中得知这些脏话和侮辱人的手势是从

动画短视频中学来的。她查看女儿常看的动画短视

频，发现里面不乏粗俗用语、成人化和暴力镜头。

  “这不是害人嘛，小孩子看动画视频时并不能完

全理解意思，就直接模仿使用，养成许多坏习惯。”张

女士说，相关部门应该好好治理这个问题了。

  目前动画短视频成人化、低俗化、暴力失度等

现象是否普遍？有何治理之策？记者对此进行了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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