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下，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 打赏主播、 网络欺凌事件时有发生， 严重
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成长。 为进一步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
络环境， 国务院制定了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 自
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那么， 这部专门性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立法主要有
哪些亮点呢？ 以下案例对此作出详细的法理剖析。

编辑同志：
一家公司在其办公楼前

举办大型招聘会时， 与我签
订了书面劳动合同。 事后公
司以合同只有现场负责人签
名而没有加盖公司印章、 现
场负责人不能代表公司签约
为由， 宣称合同无效。

请问： 公司的理由成立
吗？ 读者： 宁萍萍

宁萍萍读者：
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 ，

即劳动合同有效。
《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

典〉 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
解释》 第二十二条规定：“法
定代表人、 负责人或者工作
人员以法人、 非法人组织的
名义订立合同且未超越权
限，法人、非法人组织仅以合
同加盖的印章不是备案印章
或者系伪造的印章为由主张
该合同对其不发生效力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合同系
以法人、 非法人组织的名义
订立，但是仅有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签名或
者按指印而未加盖法人、非
法人组织的印章， 相对人能
够证明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或者工作人员在订立合同时
未超越权限的， 人民法院应
当认定合同对法人、 非法人
组织发生效力。但是，当事人
约定以加盖印章作为合同成
立条件的除外。 合同仅加盖
法人、 非法人组织的印章而
无人员签名或者按指印，相
对人能够证明合同系法定代
表人、 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
在其权限范围内订立的，人
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对法
人、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在
前三款规定的情形下， 法定
代表人、 负责人或者工作人
员在订立合同时虽然超越代
表或者代理权限， 但是依据
民法典第五百零四条的规定
构成表见代表， 或者依据民
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
构成表见代理的， 人民法院
应当认定合同对法人、 非法
人组织发生效力。”

而 《民法典》 第一百七
十二条、 第五百零四条分别
规定 ： “行为人没有代理
权、 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
终止后 ， 仍然实施代理行
为， 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
人有代理权的， 代理行为有
效。” “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超
越权限订立的合同， 除相对
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
权限外， 该代表行为有效，
订立的合同对法人或者非法
人组织发生效力。”

根据上述规定， 在合同
仅有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或
者工作人员签名， 没有加盖
公司印章时， 只有在相对人
能够证明法定代表人、 负责
人或者工作人员在订立合同
时未超越权限， 有理由相信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工作人
员有代理权， 不知道或者不
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 负责
人、 工作人员超越权限等三
种情形下，合同才能生效。本
案中， 公司由负责人在其办
公楼前举办大型招聘会，意
味着负责人存在有代理权的
外观， 而你并不知道负责人
签约时没有代理权且对此没
有过错。 颜东岳 法官

【案例1】
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和良

好网络生态

2022年1月 ， 17岁的唐某浏
览某网页时发现一则淫秽视频，
遂下载并通过利诱手段让邻居家
12岁的女孩晓涵与自己一起观
看。 在观看过程中， 唐某对晓涵
实施强行搂抱等。 此后案发， 法
院以猥亵儿童罪对唐某判处有期
徒刑二年。

【说法】
丰富多彩的网络世界， 为广

大青少年创造了无限可能 。 然
而， 网络上的一些违法和不良信
息， 如淫秽色情、 恐怖暴力、 赌
博、 谎言等信息， 既严重影响未
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也会诱发违
法犯罪。 因此， 《条例》 设置专
章对网络信息内容作了以下方面
的规范：

一是明确有利于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的网络信息。 国家鼓励和
支持制作、 复制、 发布、 传播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 革命文化、 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培养未成年人家国情怀
和良好品德， 引导未成年人养成
良好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等的网
络信息。

二是加强对危害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的网络信息的规范。 任何
组织和个人不得制作、 复制、 发
布、 传播含有宣扬淫秽、 色情、
暴力、 邪教、 迷信、 赌博、 引诱

自残自杀 、 恐怖主义 、 分裂主
义、 极端主义等危害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内容的网络信息。

三是加强对可能影响未成年
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的规范。
这类信息主要包括， 可能引发或
者诱导未成年人模仿不安全行
为、 实施违反社会公德行为、 产
生极端情绪、 养成不良嗜好等类
别的信息。 对于这类信息， 任何
组织和个人不得在专门以未成年
人为服务对象的网络产品和服务
中制作、 复制、 发布、 传播， 不
得在首页首屏、 弹窗、 热搜等重
点环节呈现。

【案例2】
明确防治未成年人网络

沉迷的措施和责任

少年徐某自认为是网络游戏
高手， 2023年暑假期间经常上网
玩游戏。 有一次， 徐某趁父母出
差 ， 竟然连续玩了3天的游戏 。
徐 某 在 与 另 一 位 游 戏 玩 家 对
决中， 竟然被对方杀死16次。 已
经分不清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的
徐某备受打击 ， 遂服药自杀未
果。

【说法】
由于未成年人自控能力差，

以致沉迷网络等问题较为突出。
在防治未成年人网络沉迷方

面， 学校、 监护人和经营者应当
齐抓共管 。 根据 《条例 》 的规
定， 各方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做
好网络沉迷防治工作：

一是学校应当提高教师对未

成年学生沉迷网络的早期识别和
干预能力。 对于有沉迷网络倾向
的未成年学生， 学校应当及时告
知其监护人， 共同进行教育和引
导。

二是监护人应当指导未成年
人安全合理使用网络， 防范未成
年人接触危害或者可能影响其身
心健康的网络信息， 合理安排未
成年人使用网络的时间。

三是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应当建立健全防沉迷制度， 不得
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
品和服务， 及时修改可能造成未
成年人沉迷的内容 、 功能和规
则。

四是网络游戏、 直播、 网络
音视频、 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
供者应当合理限制不同年龄阶段
未成年人在使用其服务中的单次
消费数额和单日累计消费数额，
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与其民事行
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 不得设
置以应援集资、 投票打榜、 刷量
控评等为主题的网络社区 、 群
组、 话题， 不得诱导未成年人参
与上述网络活动。

五是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
当通过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
电子身份认证系统等必要手段验
证未成年人用户真实身份信息，
建立、 完善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
络的游戏规则。

【案例3】
筑牢未成年人个人信息

“保护墙”

2022年4月至10月 ， 肖某与

邓某建立网络交易平台， 对外开
放注册。 邓某、 肖某通过获取用
户个人信息和购买未成年人身份
信息， 在平台上进行出售并允许
他人出售未成年人身份信息， 非
法买卖未成年人个人信息95万余
条。 法院以二人犯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说法】
《民法典》 《未成年人保护

法》 《网络安全法》 《个人信息
保护法》 等多部法律均明确规定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
《条例》 则以专章形式对未成年
人个人信息网络保护作出全面规
定。 《条例》 在重申既有规则适
用 于 未 成 年 人 个 人 信 息 网 络
保护领域的同时， 作出了诸多的
细化安排， 如明确规定个人信息
处理者拒绝未成年人或者其监护
人行使权利的请求的， 应当以书
面形式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发生个人信息安全事件时， 个人
信息处理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同
时告知受影响的未成年人及其监
护人； 工作人员访问未成年人个
人信息的， 应当经过相关负责人
或者其授权的管理人员审批等。

因此， 未成年人和家长上网
时， 不要随意点击网站并填写姓
名、 地址等信息， 不要随意在游
戏中和陌生人聊天， 不要在陌生
的QQ群、 微信群里发布个人信
息 ； 晒娃时应控制在熟人范围
内， 不能轻易泄露孩子的就读学
校 、 常去地点 、 兴趣爱好等信
息。

潘家永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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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鲁师傅等人在一家专做防水

工程的公司上班。 在2023年国庆
节前， 公司接了一个较大的楼面
防水工程 。 由于时间紧 ， 工期
短， 公司便安排他们10余人在国
庆节期间加班施工。 但国庆节过
后， 公司并没有按照规定向他们
支付300%的工资。

公司对此解释说， 等这个工
程竣工后， 在施工任务不是很紧
张的情况下再安排他们补休。 现
在已是冬季， 公司的施工任务越
来越少。 于是， 公司安排他们补
休。 由于他们不同意这样的补休
安排且坚持索要之前的加班工
资， 双方发生争执。 近日， 公司
又多次与他们商量， 这部分加班
工资到年末再予以结清。

他们想知道： 职工在法定休
假日加班， 是否可以用补休的方
式替代加班费？

法律分析
按照法律规定， 劳动者在法

定节假日加班后， 用人单位不能

以补休的方式替代加班费 。 因
此，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本案中，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
鲁师傅等人的要求是合理的。 公
司在法定休假日安排他们加班，
向其支付300%的加班报酬是法
律明确规定的。 既用不着商量，
也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国劳动法律法规规定， 劳
动者在不同的时间周期应当享有
相应的休息权利 ， 一般有休息
日、 法定休假日、 带薪年假等。
对于劳动者应当休息而不能休息
这种情况， 《劳动法》 第四十四
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
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
工资报酬： （一） 安排劳动者延
长工作时间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
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
（二） 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
不能安排补休的， 支付不低于工
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 ；
（三） 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
作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
三百的工资报酬。”

从法理上讲， 所谓的劳动者

的休息日， 是指在不违反 《劳动
法》 规定的情况下， 劳动者与用
人单位双方约定的休息日， 这也
是法律保障劳动者休息权利的强
制性要求。 按惯例， 休息日一般
是指周末双休， 但具体到劳动者
个人则与劳动合同具体约定有
关， 如果劳动合同约定员工享有
双休， 则双休日为休息日， 如果
因为工作岗位及工种性质不同约
定其他休息方式的， 只要不违背
劳动法律法规对劳动者休息时间
的最低保障规定， 都是合法的。
也就是说， 用人单位在休息日安
排劳动者工作， 能够安排职工补
休时， 职工应当服从。 这既保护
了劳动者的休息权， 又利于劳动
者的身体健康， 也能使劳动者及
时恢复体力投入新的工作， 有利
于安全生产。 当用人单位不能安
排劳动者补休时， 则需要支付不
低于工资200%的工资报酬。

在现实中， 元旦、 春节、 清
明、 劳动节、 端午节、 中秋节、
国庆节以及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
的其他休假节日 ， 为法定休假
日。 劳动者在法定休假日加班，

用人单位必须按照日工资基数的
300％支付加班工资 ， 这是用人
单位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的， 也
不能以补休替代加班费 。 本案
中， 鲁师傅等人所在公司既未及
时向他们支付加班工资， 在其提
出质疑后还想拖延至2023年年底
再结清， 这显然是错误的， 且为
法律所不允许 。 对此 ， 《劳动
法 》 第五十条已经作出明确规
定： “工资应以货币形式按月支
付给劳动者本人， 不得克扣或无
故拖欠劳动者工资。”

从本质上讲， 用人单位对于
在法定休假日向劳动者按时支付
300%的工资报酬 ， 不仅体现对
劳动者牺牲休息时间取得劳动成
果的肯定， 也是对劳动者辛勤劳
动和奉献精神的褒奖， 有利于增
强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更好
地调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 。 同
时， 这也体现了用人单位的遵纪
守法意识和诚信经营意识， 有利
于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提升企业
的美誉度。 因此， 鲁师傅所在公
司应当尽快纠正错误， 立即向其
支付加班工资。 程文华 律师

职工在法定节假日加班，单位不能以补休替代加班费 仅有签名未盖公章
劳动合同是否有效？

法律为未成年人撑起网络“保护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