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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文丽娟

　　

  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当他向

某品牌儿童手表询问“你认为南京大屠杀

这个事情是存在的吗”，得到的回答是“不

存在”。

  随后，该品牌官方客服回应，如果使用的

官方正品，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客服还表

示，手表上是不支持自定义回答的，如果发现

产品回答存在错误逻辑，可以申请由售后进

行检测。

  无独有偶，前不久另外两个品牌儿童

手表在AI问答时相继出现“毒答案”，如“所

有高科技都是西方人发明的”“历史是可以

捏造的”等。这样的“已读乱回”引人担忧，

有不少家长表示，儿童年龄尚小，无法独立

甄别网络信息的真实性，这些“毒答案”很

容易误导他们，让他们形成不正确的历史

观、价值观。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还有某知名品牌儿

童手表被曝“诱导未成年人消费”等。专为儿

童设计的电子产品，提供的却有不少“儿童不

宜”的内容。

  儿童手表接连翻车，给智能问答产品应

用敲响了警钟。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

专家指出，儿童手表乱象频发，会对青少年的

认知造成错误引导，亟须引起重视。在从业者

着力突破技术壁垒的同时，平台要监管儿童

手表AI问答内容，用户要警惕分辨AI生成的

内容，在低龄儿童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时，家长更要主动把关。

儿童手表已读乱回

数据污染“毁三观”

 　在有关儿童手表AI否认南京大屠杀历

史事件前几日，另外两个品牌儿童手表的“毁

三观”回答也引发了网友热议。

　 8月22日，一用户向儿童手表提问：中

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吗？结果手表语

音回答时出现了“中国人聪明的人是有，但

笨的我承认是世界上最笨的”“历史是可以

捏造的”“现在的手机、电脑、高楼大厦、公

路等等所有高科技都是西方人发明的”等

言论。

　 当晚，该品牌负责人在个人社交账号

发文道歉：经检查，出现问题的这款手表是

2022年5月的一个旧版本，其中没有装入我

们的大模型。它回答问题不是通过人工智

能，而是通过抓取互联网公开网站上的信

息。目前我们已经快速完成了整改，删除了

上述所有有害信息，并正在将软件升级到

人工智能版本。

　 风波还未平息，8月27日，又有一名家长

发布视频称，听见孩子向某品牌儿童手表提

问“中国人诚实吗”，结果得到“中国人是世界

上最不诚实的人，最虚伪的人，甚至连叫人都

玷污了人这个称呼”的回答。

　 8月30日，上述事件相关企业发布整改公

告回应称，针对用户反馈问题应用立即进行

下架处理。针对含有应用商店的全线产品进

行全面严格排查工作，进一步强化上架前的

第三方应用软件多重审核机制及上架应用巡

检机制。

  儿童手表为何会屡屡出现这样的“毒
答案”？

  有 业

内人士介绍，很多

儿童手表回复的内容，实际是根据关键

词进行网络检索，查找并呈现与关键词相关

的内容。由于只是搜索抓取第三方网页的回

答，得到的回复可能存在较大偏差。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杜秀军长期

关注AI大数据相关领域，在他看来，AI主要

基于大规模数据集训练出来的深度学习模型

来回答提问，如果AI问答的资料内容来源于

固定信息库，其控制相对容易，如果资料内容

来源于不特定网络，控制难度明显增加甚至

无法控制。

  “随着互联网进入UGC（用户生成内容）

时代，知识问答网站和社区的很多内容都是

网友提供的，这些资料的内容就很难控制。如

果儿童手表在设计AI问答功能时不注意这

些，就很可能遭遇数据污染，从而出现‘毒答

案’。”杜秀军说。

  青少年研究专家杨卓如认为，部分儿童

手表频频出现“毁三观”的答案，或许从技术

手段上分析可以得出各种结论，但技术背后

的原因更值得深思。一些企业缺乏社会责任

感，在研发产品时没有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

呵护未成年人成长的角度去设计产品，这才

导致产品在使用中出现各种问题。

多款游戏诱导消费

播放涉性网文小说

  除了AI问答内容质量堪忧外，记者在第

三方消费者投诉平台和社交平台检索发现，

儿童手表中部分游戏软件重复扣款、多次扣

款等问题也常被提及，不少家长表示孩子在

使用儿童手表时极易被广告推送或游戏内容

吸引，甚至进行充值消费。

  湖南长沙市民赵女士的儿子从9岁起开

始使用儿童手表。刚开始他还只会通过手表

和父母通话，不到1个月的时间，他就自行学

会了手表里各种应用程序的使用，现在路上

只要看到同龄人也戴着儿童手表，便会凑上

去嚷嚷着加好友。

  赵女士表示，问题还不止这些。“有天我

发现我的银行卡多了好几笔支出，每次支出

的金额都一样，看到儿子正在用儿童手表玩

一款益智类游戏，就问他是不是给游戏充值

了？他直摇头说不知道，结果我一查发现不需

要支付密码，儿童手表里的游戏软件就能直

接扣款。但我明明没有开通免密支付，这钱怎

么就被扣除了？”

  记者近日试玩某品牌儿童手表上的多

款“知识类游戏”，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有“金

币”机制以及“VIP模式”。比如，某款主打

“数学语文知识通关”的游戏，游戏中布满

“机关”。在滑动页面的过程中，如果一不小

心触碰到某个图标，就会立即弹出“石头剪

刀布”的小关卡，如果闯关失败，就要被倒

扣金币。金币不足时无法继续游戏。而每天

打卡只能获得少量免费金币，若要继续游

戏，往往只能选择充值一次性领取大量金

币。此外，在闯关失败时，游戏界面还会“适

时”弹出“六一大

礼包”，包括月会员、年会员、永久会员

3个等级，价格从39元至399元不等，充值会

员，就能获得大量金币、享有“学习特权”并

解锁各种人物角色。

  孩子进行充值的钱从何而来？记者注意

到，部分品牌手表要求绑定家长手机，并只能

通过家长的手机账号进行付款，也有部分品

牌只需使用任一手机账号扫码即可付款

购买。

  还有部分受访家长担心儿童手表里的内

容是否“适龄”，儿童隐私安全能否得到保障。

  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北京家长刘先生

说，一些版本和配置较低的儿童手表缺乏相

应的隐私设置，安装App无须用户授权便自

动开启多种权限，无须手表使用者同意就能

通过远程获得未成年人的人脸图像、位置和

对话等隐私信息。

  “如果有不怀好意的人入侵手表，那么这

款本来为了让家长省心的产品就变成一款

‘跟踪器’了，孩子的安全就难以保障了。”刘

先生担忧道。

  他还意外地发现，自己孩子手表中的智

能对话功能竟能播放涉性的成人网文小说。

“作为针对儿童的产品，手表内容难道不应该

经过严格的审核和过滤吗？”

  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此前发布

的儿童智能手表消费调查报告显示，17.11%

的消费者表示遇到过儿童智能手表泄露个人

信息的情况，32.89%的消费者表示希望可以

针对儿童智能手表采取措施，进一步提高手

表的信息安全性。

采取严格审核机制

增强信息识别能力

  根据中国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2—2027

年中国儿童智能手表行业深度调研及投资前

景预测研究报告》，目前智能儿童手表的市场

普及率约为30%。也就是说，大概每3个孩子

中，就有1个有儿童手表。

  受访专家认为，在儿童手表逐渐成为孩

子“标配”电子产品的背景下，应及时解决和

预防已经出现和将来可能产生的相关问题，

切实保护未成年人信息安全。

  实际上，针对儿童智能设备存在的隐患，

相关部门已经重视起来。

  中国网络安全产业联盟组织制定的《儿

童智能手表个人信息和权益保护指南》（以下

简称《指南》）今年3月起正式实施。《指南》提

出，儿童手表制造者需要考虑在监护人控制

应用程序中设置足够的功能，以确保监护人

能够对儿童智能手表的特定操作进行适当控

制，如交友功能、应用内付费、内容发送等

操作。

 　7月，中央网信办启动“清朗·2024年暑期

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明确要求

重点整治儿童智能设备。其中指出，儿童智能

设备存在自带App包含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的内容，以及以积分排行、功能解锁、

背景更新等为名，诱导未成年人过度消费的

问题。

  在杜秀军看来，儿童手表的消费群体主

要是未成年人，因此应当对其使用的App和

AI模型进行审查，避免“毒信息”危害未成年

人，即便资料内容来源不特定网络，也应要求

AI模型对“毒信息”采取一定的过滤措施或

作出提示。如若厂商违法，可根据未成年人保

护法等相关规定，由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等

处罚。

　 受访专家一致认为，儿童手表亟须明确

儿童产品的定位，具体制作管理可参照《指

南》。在儿童手表AI互动内容审核上，技术目

前只能起到协助作用，更多还需要人的参与，

确保回答的准确性和专业性。

  “严格的审核机制是对青少年负责。”在

杨卓如看来，AI确实强大，其内容生成能力

远超过人类，但人工智能在价值判断上可能

会存在紊乱的情况，它可能给人提供错误的

信息，误导、欺骗人类。这就需要人来把握好

价值判断的尺度。对于企业来说，在开发儿童

产品时，需认识到AI的局限性，牢记自身责

任，守住最基本的底线。

　 有业内人士说，从行业监管层面来看，应

推动儿童手表行业自律，加强行业审核与监

管，制定儿童智能手表行业安全标准，出台儿

童智能手表模式规范，鼓励行业定期发布相

关调查报告，披露行业发展趋势及未成年人

保护状况等相关问题。相关监管部门要对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的企业或平台，一律严格追

责，让全社会真正形成关爱儿童、尊重儿童的

社会氛围和社会理念。

  “在从业者着力突破技术壁垒的同时，

平台要监管AI问答内容，用户要警惕分辨

AI生成的内容，具体到分辨力不足的孩子，

是否要让低龄儿童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

具，怎么使用智能工具才恰当，家长也不能

缺位，需要对其把关。”杜秀军建议，定期开

展儿童智能产品危害和心理健康教育课，

举办学生和家长网络素养讲座，让学生增

强自身抵御“毒信息”的能力；家长和学校

应当正确引导孩子通过丰富业余爱好、提

升社交能力、增加趣味活动等，建立健康互

动的交往关系。

 　刘先生对此深有同感。他认为家长应该

筑牢第一道“防火墙”，多关注孩子的身心变

化，减少孩子对儿童智能产品的依赖。企业在

研发产品时也应该“做减法”，功能设计要符

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回归健康与安全核心

功能，满足儿童实际需要。

漫画/高岳  

儿童手表为何频现“毒答案”？
□ 本报记者 孙天骄

  “冲动是魔鬼，我当时太上

头了，没想到一拳打下去会发生

这么严重的后果……”

  广东省深圳市俩货车司机

在工地园区内因车辆通行问题

起了口角，继而大打出手，其中

一方受伤倒地，另一方也进了看

守所。经伤情鉴定，被害人胡某

某所受损伤为轻伤一级。愤怒的

情绪消退后，打人司机何某某对

此懊悔不已，可为时已晚，何某

某最终被判处其有期徒刑，缓期

执行。

  这并非个例。今年7月，上海

一男子驾车途中遇后车鸣笛，突

犯“路怒症”，超车后反复变道、

别车、急刹，故意阻挡甚至停车

堵住后车，斗气意味明显。

  近日，广东车主李先生好端

端地排队依次进入隧道，结果一

辆白色小车从右侧临近隧道口

位置压实线加塞进来，两次变道

别车，影响正常的行车安全。

  近段时间以来，多地因“路

怒症”导致的矛盾冲突时有发

生，再次将“路怒症”这一社会问

题推向了公众视野，引发了社会

对于道路安全、文明驾驶及法律

意识的深刻反思。

  据了解，所谓“路怒症”，是

指带着愤怒情绪驾驶机动车，通

常表现为强行变更车道、强行超

车、违法抢行等行为。对“路怒

症”行为，有网友如是说：“开斗

气车，宁愿违法也不愿控制下自

己的脾气吗？”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

的专家认为，“路怒症”害人害

己，不仅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带

来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涉事司

乘人员还可能因此承担相应的

行政甚至刑事责任。对此应加大

交通执法力度，运用技术手段规

制“路怒症”，还应加强对司机的交通驾驶素

质教育，让其更好遵守交通秩序。

开车情绪易上头

一遇事情就路怒

  “学开车之前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好好开

着车就骂骂咧咧的，等自己会开车之后，发

现有时候确实很难控制情绪。”

  今年26岁的北京女生王露露（化名）留

着披肩长直发，齐刘海，穿着白色的短袖，与

人聊天时轻声细语。很难想象，看上去这样

温柔的她开车时却完全换了个人，行为举止

十分彪悍：因前车车速过慢猛按喇叭；因旁

边车辆突然变道而在驾驶座骂出声……

  王露露回忆说，有一次在路口等待红灯

时，前面一辆车的司机在绿灯亮起后好几秒

都没发动汽车，她按了一下喇叭提醒，那辆

车的司机才慢悠悠地起步。王露露不想跟在

慢车后面，就直接变道到旁边车道，与那辆

车并驾行驶时才发现原来司机正把手机放

在腿上玩，看到她后还把车窗降下来瞪着

她，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王露露立马“怒”了，在接下来的行驶

中，她找机会故意挡在那辆车前面，不让对

方超车。对方司机也被激怒，开始不断地变

道试图超越。两车在马路上展开了一场

“追逐战”，王露露一心想着较劲，在下一个

路口险些从直行道驶进左转道；紧急变道

时，还险些与前车发生碰撞。直到双方一个

右转一个直行后，这场“战斗”才画上句号。

  像王露露一样开车时容易情绪“上头”

的司机不在少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曾

在北京、上海、广州3个城市随机抽取900位

司机开展问卷调查，约35%的司机承认自己

属于“路怒族”。

  今年30岁出头的楼先生在广东珠海工

作，他开车上路时常能碰到“路怒”司机。今

年1月的一个工作日，他开车上班时，因为正

值早高峰道路车辆比较多，于是刻意放慢了

车速，和前车保持了一定安全距离，但没想

到差点遭遇一场车祸。

  楼先生回忆称，正当他挂了低速挡，缓

慢向前移动时，一辆黑色轿车突然从右前方

斜插过来，擦着自己的车前灯加塞到自己前

方，如果不是刹车及时，很可能已经造成交

通事故了。

  楼先生随即下车查看，在敲了敲对方的

车窗玻璃正准备询问对方为何不事先示警

时，没想到对方反倒先发制人、怒气冲冲，一

直抱怨楼先生开车太慢，别车是为了给他个

教训。楼先生发现，对方车后座还坐着妇女

和小孩，小孩似乎也被吓着了，捏着衣角往

母亲怀里缩。

  楼先生感到无奈又不解：“开车留的安

全距离，不是让别人加塞用的。就算你自己

赶时间，但你不为小孩子想一想吗？如果真

的出了车祸，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害人害己引纠纷

车毁人亡酿悲剧

  今年7月，刘某驾驶小轿车在路上行驶

时，与相向而行的车主马某发生言语冲

突，双方互不相让，后冲突“升级”，马某出

手将刘某打伤。马某被行政拘留10日。刘某

起诉后，马某在调解过程中当场赔付医疗

费6900余元。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近期发布的

《轻罪治理白皮书》显示，因“路怒症”等问题

导致的矛盾冲突增多，驾驶员

乱停车、“强行加塞”等行为屡

治不绝，成为引发当事双方肢

体暴力的“导火索”。除此之外，

由于司机情绪上头造成交通事

故 人 员 伤 亡 的 悲 剧 亦 时 有

发生。

  2021年8月5日，G4京港澳高

速公路岳阳段北往南1411km

处，发生了一起恶意别车案件。

事后，恶意别车的驾驶人宋某

说，自己当时是怀疑后方车辆

想超车，自己气不过，就直接逼

停后方车辆，还下车指责了对

方两句。最终，该起恶意别车事

件造成3车追尾，2人当场死亡，

别车驾驶人宋某因涉嫌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批捕。

  受访专家认为，“路怒症”

表面上是一种心理问题，其本

质是对交通文明的漠视。

  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

员、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

郑翔认为，现在“路怒症”越来

越 普 遍 ，是 由 多 方 面 原 因 造

成的。

  “从社会整体来看，人们的

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压力变大，

很多人从上车前内心可能就憋

着一股‘怨气’；从交通外部环

境来看，城市建设发展城市空

间变大，而交通拥堵现象没有

得到完全治理，人们通勤时间

加长；从交通参与者来看，人们

的权利意识提高，一方面有些

人对交通规则理解不到位滥用

权利，另一方面，人们对不遵守

交通规则现象容忍度降低了，

一旦感觉自己的路权被侵犯，

就会通过不断鸣笛、别车等行

为去表达，严重的情况下还要

采取更为激烈的报复行为。”郑

翔说。

  在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运

输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黄海波

看来，路怒症产生最根本的原因，是“路怒”

司机交通及法治观念淡薄，是一种个人素质

低下的表现，其主要表现为因交通矛盾引发

个人情绪失控，继而产生攻击他人、拦车、别

车、开车撞击他人等具体违法犯罪形式。

严格执法和处罚

用技术手段规制

  记者梳理近年来发生的相关案例，发现

遭受处罚的“路怒症”司机，轻则扣驾驶分、

罚款，重则可能被行政拘留甚至刑事拘留。

  黄海波介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虽没有

直接针对“路怒症”作出专门规定，但对于

“路怒症”情绪下伴随产生的强行超车、胡乱

变线、追逐竞驶等行为都有相关规定及处罚

措施。

  黄海波说，对于“路怒症”在驾驶过程中

的一般交通违法行为，通常会依据交通安全

法进行警告、罚款、记分等处理。涉及扰乱交

通管理秩序的，则可能会被按照治安管理处

罚法的相关规定给予罚款和拘留等行政处

罚。如果造成了严重后果，例如触犯危险驾

驶、引发重大交通事故、导致人员伤亡或重

大财产损失等，则其行为即构成刑事犯罪，

会被依据刑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定罪处罚，涉

嫌具体罪名包括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罪、

故意伤害罪、故意损坏他人财物罪、寻衅滋

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杀

人罪等刑事犯罪。

  “路怒症”已成为不少司机的托词，开斗

气车、肆意鸣笛、辱骂甚至超车、别车等不文

明驾驶行为时有发生。马路上的“情绪杀手”

该怎么管？

  郑翔认为，现有法律法规对上述交通违

法的行为规定较为完善，对此应严格执法。

对于轻微违法，例如故意加塞、别车，如果没

有造成交通事故，路上也没有现场执法人员

进行处罚，其他驾驶员可以通过行车记录仪

记录视频向交通管理部门举报。减少违法逃

避处罚的可能性，同时加大处罚力度。

  她进一步提醒道，根据相关规定，一方

当事人故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他方无责

任。所以遇到“路怒症”故意造成事故的，其

他当事人要保持克制，不要“以眼还眼，以牙

还牙”，否则本来无责任的一方也可能会因

此承担法律责任。“如果是出租车司机、网约

车司机有‘路怒症’表现，乘客可以提醒司机

情绪稳定，也可以利用平台及时报警，还可

以进行投诉，交由平台去处理。”

  “从长期来看，可以考虑通过技术手段

来规制这些行为，例如充分利用道路监控，

对借道超车、占用对面车道等行为，自动触

发拍摄自动进行处罚。”郑翔说，“还可以大

力推行无人驾驶汽车的商业化运用，能很大

程度上减少‘路怒症’现象。”

  黄海波建议，应加强对司机交通驾驶素

质教育，从驾校开始就应当加强对司机遵守

交通规则的教育，用典型案例进行警示，让

其更加主动遵守交通秩序。

  他进一步提到，建议有关部门推动修订

道路交通安全法，尽快建立起专门针对“路

怒”司机的惩戒制度，将“路怒”视作交通违

法行为的加重情节，就像规范酒后驾车行为

一样，规定对因“路怒”被处以行政拘留以上

处罚的司机，由交通执法部门暂扣其一定期

限的驾照，对再次因路怒症被行政拘留以上

处罚的，可以考虑永久吊销其驾驶证。“通过

全方位的标本治理，遏制‘路怒症’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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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制定儿童智能手表行业安全标准加强内容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