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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翔律师事务所主任、
律 师 安 翔 对 记 者 表 示 ，将 于
2024年1月1日生效的《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条例》，从社会、学
校、家庭三方面规定了对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应履行的具体职责。

“其中，网络服务商必须要
创造条件去核实未成年人的身
份，防范未成年人网络沉溺。从
法律角度来讲，不管是渠道服还
是非渠道服，总体上都是网络服
务的提供者，都因此而获益，因
此他们都要在法律的规范下去
开展活动，游戏商、渠道商都有
这个义务。”他说。

而针对家长举证难的问题，
安翔指出，由于法律法规已明确
游戏提供商对防范未成年人沉
迷网络具有的责任，因此在实践
中的举证责任也发生了变化。

“如果说国家没有法律规
定，两个民事行为主体签订的合
同如果一方发生异议，肯定是谁
主张谁举证。但由于法律法规
要求网络服务商必须具备防沉
迷功能，登录游戏时不允许跨过
未成年人识别系统，那么就应该
由网络服务商进行举证，如果网
络服务商不能举证用户确为成
年人，那就应该承担责任。”

安翔表示，在举证中，如果
游戏没有进行识别是否为未成
年人登录，当然就不能仅凭手机
注册备案者为成年人，直接认定

是成年人登录。“因为无法排除
是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的手机
进行登录，那网络服务商就应该
承担相应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给
未成年人充值进行退款。”

“未成年人绕过实名认证是
厂家在网络游戏实名认证上设
计的漏洞，不利于落实未成年人
网络游戏时间限制的国家规定，
也为未成年人大额充值留下了
隐患。”江苏省消保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相关厂商应该严肃对待
这一情况，填补漏洞，严格执行
实名认证流程，即使使用本机账
号“一键登录”，也要进行二次实
名认证。同时建议有关厂商在
实名认证和游戏充值中，加入人
脸识别的环节，降低未成年人冒
用家长身份的风险。

记者注意到，目前《王者荣
耀》《和平精英》《使命召唤》等多
款游戏已开启人脸识别功能。
登录环节拒绝或未通过验证的
用户，平时只能玩 1.5 小时/天，
充值环节拒绝或未通过验证，则
无法继续充值。

对游戏厂商和手机厂商来
说，渠道服游戏都是增添效益、合
作共赢的有效方式。然而，想要
从游戏中“分一杯羹”，不能只一
味分享利益，更需要分享其中的
责任。在防范未成年人沉迷游戏
的路上，手机厂商不应缺席。

据中国青年网

“吊”脖子切勿盲目自行操作
我们的颈椎周围被很多肌肉包

裹，低头的姿势会使颈椎后方的肌
肉被拉伸，就像一根橡皮筋被拉直，
处于紧绷的状态。如果长期处于低
头的姿势，肌肉很容易发生疲劳，导
致肌肉劳损，出现颈部疼痛。长此
以往会引起颈部肌肉力量下降，颈
椎受力的增加导致颈椎病的高发。

目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长时
间伏案工作，或者是长时间低头玩游
戏，导致肌肉劳损，网上也流传着各
种方法来缓解颈部的不适，比如说刚
刚提到的“吊”脖子。实际上这个方
法是错误的，因为“吊”脖子模拟的是
临床中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牵引，
并不适用于治疗肌肉劳损。进行牵
引治疗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明确诊

断，切不可盲目自行操作。

长时间仰头看手机照样得肌肉劳损
还有不少人认为，既然前面提

到了，颈椎出问题，是因为长时间低
头，那么我只要“反向操作”，仰头看
手机，是不是就可以保护颈椎了
呢？这种做法也是不科学的。长时
间保持一个姿势，不论是低头看手
机或者是仰头看手机，都可能会带
来肌肉劳损。

养护颈椎收好这份健康处方
在日常生活中，正确保护颈椎，

既要“治标”也要“治本”。来看看保
护颈椎的3点建议。

避免长时间低头 首先要避免
长时间低头，适当休息，比如低头工

作半小时，抬起头来放松一下，活动
一下颈椎，不要让颈椎长期处于高
压的姿势。

日常可以通过“米字操”的方式锻
炼颈部肌肉，让颈椎进行前、后、左、右
各个方向的活动，需要提醒的是，做颈
椎“米字操”速度不宜过快，以免对肌
肉造成损伤。可以帮助“治标”。

加强颈部肌肉力量 想要“治
本”，就必须从根源上通过锻炼，来
加强颈部的肌肉力量。推荐进行羽
毛球、蛙泳等仰头的运动，来增强颈
部的肌肉力量。

注意颈椎保暖 颈椎要注意保
暖，别总是忙着上网“织微博”，我们
还要给自己的脖子围脖，避免寒冷
等因素造成颈部肌肉劳损。

据《北京青年报》

游戏乱象调查：防沉迷为何仍失防？

“未成年渠道服退款申请不了。”“手机是大人的，实名认证当然也是成年人了，只因为这个就不能退款？”
在某消费者投诉平台上，挤满了因孩子偷玩充值游戏而焦虑无法退款的家长。其中，在面向低龄人群的

《蛋仔派对》多达1.3万余条的相关投诉中，多数都是渠道服拒绝退款的问题。

2021年8月，国家新闻出版
署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 切
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
通知》，这一规范性文件被视作为
未成年人筑起的“防护网”。

按照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文
件规定，所有网络游戏必须接入
国家新闻出版署网络游戏防沉
迷实名验证系统，所有网络游戏
用户必须使用真实有效身份信
息进行游戏账号注册并登录网
络游戏，网络游戏企业不得以任
何形式(含游客体验模式)向未实
名注册和登录的用户提供游戏

服务。
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如

今渠道服正在成为未成年人逃
避防沉迷措施的游戏天堂。

所谓“渠道服”，即游戏厂商
为实现游戏推广，与手机厂商或
平台合作运营推广的定制版本，
其游戏收益由游戏厂商与手机
厂商或平台按比例分成。

尽管在游戏内容方面没有
差别，但渠道服登录的并非是游
戏厂商的官方服务器，而是通过
平台账号登录的渠道服务器，用
户可以通过渠道实名的账号，一

键授权进入游戏。由于大多数
消费者在购买手机后都会实名
注册手机账号，这意味着，未成
年人可利用家长的成年信息“一
键登录”任何渠道服游戏，不需
要再进行任何身份验证。

在实测中，记者用多款手机
登录了不同的渠道服游戏，结果
显示，这些游戏在初始登录界面
都会读取手机账号信息，其中有
的品牌手机会询问是否使用当
前手机账号登录，有的品牌手机
则直接自动登录，并显示“使用
系统账号授权登录成功”。

那么，手机账号是否有安全
锁，来防止未成年人利用这一漏
洞呢？

记者注意到，虽然一些手机
厂商在游戏中设定了青少年模式，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十分复杂，苹
果手机需另行设置儿童账号，不少
国内品牌手机则是需要在系统自
带的游戏中心进行设置。

例如，某知名国产品牌手机
可在游戏中心开启儿童模式，但
开启后仍可自由游戏，只有在该

模式中选择“应用和服务限额”对
具体游戏软件设置使用时间，才
能真正限制游戏软件；还有某国
产品牌手机的游戏中心并无未成
年人模式，手机用户需要把用户
中心页面拉到最下面，从“帮助与
客服”中寻找消除手机实名认证
的方式，“实名管理”这一重要功
能也被归入客服服务而非更明显
快捷的设置列表，而一旦用户因
为某些需求再次实名认证，那么
依然可在所有渠道服游戏中畅通

无阻；而苹果手机虽然能设置儿
童账号，但不少用户反映实际操
作中存在设置困难、“下载软件没
有通知”等诸多问题。

诸多复杂操作，对于并不熟
悉游戏的家长来说，想不到，也
操作不明白。等到发现时，孩子
往往已沉迷游戏许久，并且进行
了大量消费。“谁手机不绑定自
己信息？谁能想到孩子能利用
手机账号直接登录？”不少家长
在消费者投诉平台上质疑。

记者注意到，渠道服的“自
动授权”不仅成为未成年人沉迷
游戏的漏洞，也成为相关方拒绝
退款的“免责声明”，并把责任推
给了家长。

以今年9月因防沉迷系统漏
洞再次被上海消保委三连问的

《蛋仔派对》为例，有不少消费者
表示，自己的孩子在渠道服游戏
被诱导消费并且退款难，渠道服
游戏客服形同虚设，这些渠道服
游戏涉及国内多家手机厂商、短
视频平台。此外，也有不少消费
者反映苹果手机同样存在退款
难的问题。

“退款联系不到渠道服客
服，没有人工客服。”“在与渠道
服客服沟通未成年人游戏充值

的退款问题时，工作人员表示只
能退最近两单，但游戏厂商客服
则表示可以退近一年，就因为是
渠道服，所以钱被吞了吗？”

而手机账号的“自动授权”，
也成为渠道服拒绝退款的理
由。“发现后与客服联系准备资
料，结果不能全面退款，并说不
能确保是孩子进行的充值，因为
使用是我的账号。”“渠道服客服
不给退，一直说什么实名是大人
的，还让我提供小孩充值的监
控，我上哪给？”有家长如是抱
怨。

同时，因为渠道服游戏的客
服工作由相关渠道方负责，游戏
官方也拒绝受理渠道服相关的
投诉。“下载的苹果官服，说我是

渠道服，一直不给未成年退款。”
一名消费者向记者表示，申

请退款的流程复杂，客服不会一
次性要求提交全部证明资料，而
是在后续流程中不断要求补交
各类资料。“一开始是比较基础
的游戏账号、银行流水、监护人
关系证明，后来会要求提交孩子
的出生证明，甚至能够证明是孩
子充值游戏的监控或照片。”

“达不到一定金额的不给
退，即使能退也只给退一部分，
退款比例最多是 50%-60%，打
了各种投诉电话都没用，一直扯
皮到心累身累，只能接受对方的
退款方案。”他告诉记者，自己的
孩子在游戏中充值了 4000 多
元，最后只退了2000元。

自动授权一键登录，渠道服成游戏防沉迷“漏网之鱼”

手机账号“上锁”操作复杂，家长往往后知后觉

“自动授权”，手机、游戏厂商就可推诿免责？

消保委、律师：相关厂商应填补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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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头看手机，就能保护颈椎了？

当今的工作和生活中，人们越来越离不开手机、电
脑。长时间伏案工作、闲暇时光刷剧、打游戏……很多人
已经“手机不离手”。时间一长难免会出现颈部不适，而
朋友圈中经常能看到一些缓解颈部不适的“偏方”，比如
“吊”脖子、仰头看手机，这样真的可以保护颈椎吗？请注
意这些方法反而可能对你的颈椎产生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