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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协会日前发布《未成年人网络游戏
服务消费管理要求》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以下
简称《标准》，这是游戏行业首个完整的消费管理规
范，可为未成年人游戏消费退费纠纷解决提供相关
参考。

其中，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对未成年人的消费
管理是该标准的重点，详细规定了投诉与退费处
置。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和申请退费的监护人需
要按照各自过错的情形承担责任，最终体现在退费
比例上。

《标准》明确，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监护人等
过错方应当根据各自过错情况分别承担相应的责
任，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经济
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监护人、网络游戏服务提供
者应承担各自的责任。

比如，若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未接入国家建立
的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导
致未成年人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网络游戏服务并
充值，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承担100%责任。

若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已依法配置防沉迷措
施，但存在监护人帮助未成年人绕过防沉迷限制等
监护人过错情形的，就相关未成年人超额充值部
分，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根据相关消费过程中防

沉迷措施的有效性等情况承担对应责任，建议一般
责任比例为30%—70%，存在特殊情形可在此基础
上相应调整，监护人承担剩余责任。

若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已依法配置防沉迷措
施，但存在监护人未充分履行监护人责任等过错情
形的，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根据相关消费过程中
防沉迷措施的有效性等情况承担对应责任，建议一
般责任比例为30%—70%，存在特殊情形可在此基
础上相应调整，监护人承担剩余责任。

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黄澄清表示，《标准》
是在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下，秉承最有利于未
成年人的原则，规定了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在提供
服务的过程中，对未成年人用户消费行为的管理要
求，主要包括未成年人消费管理的制度和流程、监
护人对未成年人在网络游戏中的消费管理及司法
调解与诉讼等。为了推动《标准》在解决实际纠纷
中的应用，列举了一些实践中的典型过错情形，比
如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如果没有按照国家规定接
入统一实名认证，没有按照国家规定对未成年人实
名的用户进行限充，将承担100%责任；比如监护人
通过多种或多次情形破坏防沉迷成果的（如主动帮
助未成年人人脸识别，放任未成年人长期消费，一
个家庭多次申请退费等）将加重责任，甚至承担

100%的责任等。
近年来，我国网络游戏产业在快速发展的同

时，出现了未成年人沉迷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
注。黄澄清认为，从媒体报道、相关消费者权益保
护委员会接到的投诉或司法机关干预的纠纷、诉讼
来看，存在个别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对推动网络游
戏防沉迷工作心存侥幸、搞变通的问题，还有大量
监护人对个人身份信息保管不善，甚至主动为未成
年人提供成年人身份信息等破坏网络游戏防沉迷
系统的情况。这些问题最终把矛盾集中在未成年
人网络游戏消费管理上，又以退费最为突出，而目
前网络游戏缺少统一的退费标准。围绕是否退费、
退费金额、责任归属等问题，各主体意见不一，导致
矛盾升级、激化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保障未成年
人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巩固防沉迷成果，急需
建立一套完整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消费管理规范。

据介绍，《标准》中专门约定申请人和网络游戏
服务提供者无法达成一致的，双方协商后，可将相
关退费申请移交中国互联网协会调解工作委员会
或平台设立的调解委员会进行处理。中国互联网
协会调解工作委员会针对成年人冒用未成年人名
义骗取退费等恶意退费行为，将建立黑名单机制，
并及时与相关方共享数据。 来源：经济日报

未成年人网络游戏退费有标准了

□ 中国互联网协会日前发布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服务消费
管理要求》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是游戏行业首个完整的消费管
理规范。

□ 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对未成年人的消费管理是该标准的
重点，详细规定了投诉与退费处置。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和申请
退费的监护人，需要按照各自过错的情形承担责任。

科技巨头亚马逊近日宣布，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已批准该公
司送货无人机的超视距飞行（BVLOS），亚马逊飞行员现在可以远程操作
无人机，不像以前只局限于视野范围内，这意味着送货无人机将飞行更
远的距离，业务覆盖范围将扩大。亚马逊认为，此次监管机构的批准为
其业务扩展到更多地区奠定了基础。

除了亚马逊之外，沃尔玛、谷歌母公司字母表（Alphabet）等企业都推
出了无人机送货业务。2019年，Alphabet旗下的无人机送货子公司Wing
成为第一家获得 FAA 批准在美国进行商业交付的无人机运输公司。
2023年8月，沃尔玛与Wing达成合作，拓展了原有的无人机送货业务。
今年年初，沃尔玛又宣布再度扩大无人机送货的覆盖范围。在我国，也
有不少即时零售企业开始探索使用无人机进行交付。例如，2017年，美
团启动了对无人机配送的探索，致力于为用户提供3公里、15分钟的标
准配送服务。截至2024年3月，美团无人机已在深圳、上海等城市的11
个商圈落地了28条航线，累计完成用户订单约25万单。

物流建设对电商平台和零售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长期以
来，相关企业不断完善自己的物流网络，并提升物流配送水平，在地面物
流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当下，打造空中物流成为各家企业寻找突破的发力
点。无人机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快的送货选择，沃尔玛的无人机送货服务
可以在30分钟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将物品送到消费者手中，最快送货时间
仅需10分钟；美团无人机在2023年的平均配送时长约为20分钟，较传统
配送模式提效近四成。无人机送货还可以提高空间利用率，开拓城市低
空领域的发展潜力。

出于隐私、技术和安全方面的担忧，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对无人机送
货一直持谨慎态度，导致其发展速度远不如预期。目前，无人机送货技
术的发展仍有待完善，安全性能需进一步加强。 来源：经济日报

无人机送货前景可期

品牌和企业生态壁垒的存在，让智能家居产品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
直接影响消费者购买选择，影响行业长远健康发展。加快智能家居产品
互联互通至关重要。

首先，智能家居企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对外开放接口，或者有条
件开放接口，为互联互通设置了障碍。据了解，某些智能家居APP用户活
跃度较高，借助APP可以收集用户个人信息、行为偏好等，同时通过增强
用户黏性，可以向自家其他产品进行引流，进一步完善品牌生态闭环。如
此有价值，企业怎舍得放开。

其次，行业还缺少统一标准，无法直接兼容，最终难以形成产业效
应。目前来看，即使一些企业愿意放开接口，但因为智能家居系统中的设
备发现、配网、接入认证等流程和技术标准未得到统一，不同品牌间的通
信协议和接口规范还有不少差异，依然难以有效互通，限制了智能家居产
业发展。

加快智能家居产品互联互通至关重要。目前，互联互通已经被视为
智能家居入口争夺战的关键词。包括阿里巴巴、百度、华为、小米等，都已
开始搭建自己的智能家居平台，智能家居设备也开始“试水”支持多个智
能家居平台系统。

这还不够。对于智能家居企业而言，如果要接入不同的协议，成本
将大大提高，而单独选择某一个生态，则会面临失去一部分消费者的风
险。显然，这需要更多头部企业和行业组织致力于搭建物联网统一连接
标准，真正实现智能家居设备跨平台、跨品牌、跨品类的互联互通。

近日，工信部发布公告，批准了《移动互联网+智能家居系统 跨平台
接入认证技术要求》，并将于7月1日正式实施。该标准规定了智能家居
系统中统一的设备发现、配网、接入认证的流程及技术要求，是国内应对
智能家居互联互通难的标准化成果，值得进一步关注。 来源：新华网

破解智能家居联通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