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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播间里脑子一热就给主播刷了3万元，
怎么才能把钱要回来？”“一玩游戏就上头了，充完
钱就后悔了。”……不少成年人在游戏充值、直播
打赏时一掷千金，事后却很快后悔。随着游戏、短
视频直播行业纷纷对未成年人充值、打赏退费开
通绿色通道，一些成年人也萌生了钻空子的想法，
网络上随之出现相关协助成年人退费的灰色产业
链。但实际上，冒充未成年人退款，既属于侵权行
为，也构成违约，重则还会构成诈骗罪。 二手交易平台上的广告

[ 案例一 ]

自己充值却让儿子冒名顶替

时间露馅

一年多的时间里，张先生名
下的某游戏账户先后充值 683 笔
共计18万余元，其中，有200次充
值的时间在非节假日的8点至11
点、14 点至 17 点、凌晨（0 点至 6
点）。但张先生却说，充值的是他
还在上学的儿子，要求游戏公司
退款。这一退费请求被游戏公司
拒绝后，张先生又以儿子的名义，
将游戏公司告上法院。

在北京互联网法院近日通报
的这起案件中，法官审理发现，涉
案游戏账号的充值时间多为在校
时间，账户使用者曾私信他人称

“老婆孩子睡觉了，不太方便语
音”“你加我微信试试”“我42”“我
儿子今年都15岁啦”。此外，还在
聊天频道中发送“给孩子开家长
会差点忘了活动”“充值了将近20
万元人民币”“我工资并不高”等
内容。根据上述种种证据，法院
最终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 案例二 ]

谎称是5岁娃充值

要求返还

成年人以孩子的身份向游
戏、直播平台要求退费不成，又起
诉至法院要求退费的例子并不罕
见。一个月内充值次数超120笔，
累计充值金额达11000余元，充值
行为集中发生在凌晨 1 点至 4 点
之间……在上海的一起案件中，
当事人易先生称，年仅5岁的儿子
注册游戏并进行充值，要求游戏
公司返还。

法院发现，该游戏账户曾在
游戏内留言“其实我是农民”“家
里种树，搞养殖的”“有老板有意
向买吗？有的话我建个微信群”
等内容。上海嘉定法院审理后认
为，难以采信游戏账号注册人、使
用者、充值者是仅为 5 岁的原告，
驳回全部诉讼请求。

调查

一些平台兜售“伪装”教程

在网上，不少成年人提出了想要以未成年人身份退
充值款的需求。在小红书有关“未成年人退款”话题的
笔记下面，有网友留言表示“找一个未成年人退款，金额
一万八，退80%给1500，退50%给1000”，“找未成年人帮
退款，成功了转1千，急，可议价，先退后付。”相关留言
下，有网友积极回复称“我可以”“我没退过，可以帮退”。

为了迎合部分成年人的需求，网络上还出现了协助
成年人退款的“灰产”。“甚至存在为成年人提供虚假材
料申请退还充值的有偿服务。”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
赵瑞罡此前表示。

在二手交易网站“闲鱼”，有人以数元不等的价格贩
卖“成年人如何冒充未成年人”退费的教程。

记者购买后，商家发来视频教程，详细介绍了如何
通过未成年人退费渠道进行退款。要是身边没有未成
年人，也没有未成年人的身份信息怎么办？视频中称，
可以去网上发帖，找一个大人和一个小朋友辅助退款，
获取其身份证、出生证明和户口页照片，并支付一定的
佣金。此外，教程还对如何规避平台的审核进行了多方
面的提示。

打着帮助退费旗号招揽生意

在各大社交网站和二手交易网站，不少账号打着帮
助成年人进行游戏、直播平台退费的旗号招揽生意，其中
还有一些账号自称是“法律咨询机构”。“成年人退费额度
大概在90%”“无论什么游戏都可以退款，不分年纪……
已经有大量客户退款到账。”此类广告语随处可见。

“我退费成功啦！”“我的退回来了，可帮。”在充值打
赏相关话题的评论区里，不乏这样的留言。如果进一步
询问，对方便会向网友推荐所谓的“律师”“专业人士”来
代理退费。

记者自称想要退回上万元的直播打赏充值，并与其
中一个“专业人士”详细沟通。对方向记者表示，只要预
付2000元，便可以在4至15个工作日后成功获得退款。

追问

平台如何审核退费申请

抖音直播产品经理此前曾在公开场合披露，有超过
63.5%的退款申请，经抖音客服核实确认为成年人冒充。

记者了解到，为了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许多
游戏、直播类网络平台的未成年人退费通道都较为便捷
通畅。反馈问题、提交材料、线上审核、启动退款……未
成年人的监护人提交相关身份证明后，平台便会进行审
核，审核通过后再退款。

在人脸识别、电话核实等流程以外，网络平台判断
消费者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主要基于账号历史信
息、充值时间、留言内容、打赏行为偏好等。根据法院案
件审理的情况，记者发现，网络平台会因为涉案游戏账
号的使用主体在在校期间、凌晨充值等不符合未成年人
生活作息规律的行为，游戏角色名称不符合未成年人普

遍喜好，以及在游戏内发表不符合未成年人语言特点的
言论等特点，拒绝当事人的退款请求。而对于网络平台
的此类证据，法院通常也会采纳。

就当前成年人冒充未成年人退充值费的问题，抖音
集团某法务负责人曾在一次研讨会上表示，平台对行为
主体的识别存在一定局限性，究其原因主要是未成年人
与成年人存在账号混用或租借、购买现象，使得未成年
人使用账号的特征明显缺失，难以实现事前防范。这位
负责人建议，平台应在合法且技术可行范围内，强化平
台治理，丰富识别策略，尽力减少未成年人打赏事件；公
检法等执法、司法机关应主动强化打击利用未成年人退
款机制牟利的黑灰产团伙，探索可行、有力的法律规制
路径。

警示

超过一定数额涉嫌诈骗

“我打赏充值后再申请退款，只是为了拿回自己的
充值，如此‘薅羊毛’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很多尝试以
未成年人身份退费的成年人都抱有类似的想法，认为即
使不能退款成功，自己也没有额外损失。

北京韬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司斌斌从事游戏相关行
业法律工作多年，他认为，冒充未成年人退款，属于侵害
平台或主播财产权的侵权行为，同时会违反与平台的合
同约定及诚实信用原则，构成违约行为。

此类行为重则还会涉罪。司斌斌律师提醒相关群
体，在充值打赏后，相应钱款的所有权已经发生了转
移。成年人冒充未成年人退款，以伪造身份的手段骗取
的退款，是已经属于平台或主播的财产，如果获得的金
额超过3000元，即涉嫌构成诈骗罪。“尤其是多次利用
平台规则冒充未成年人退款，具有典型的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的特征，很容易构成诈骗罪，从而需承担相应的刑
事责任。”司斌斌说。

他建议相关互联网平台，一方面，对确实是未成年
人的大额充值消费要及时退费；另一方面，对于存疑的
大额充值行为，适当提高退费门槛，以免过于宽松的退
费机制导致出现更多的冒充退款，甚至被灰色产业的经
营者大肆利用。

恶意退费将进入黑名单

针对成年人充值后退费未果，又以未成年人监护人
的身份提起诉讼的现象，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王红霞提
示，如果成年人实施充值行为、享受相应服务后，又作为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合同无效、退还
充值款项的，不仅有违诚信诉讼的基本原则，也不利于
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更会引发不良的社会效果。

“若行为人构成虚假诉讼，还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王
红霞强调。

此外，中国互联网协会近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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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也
提出了对相关行为的惩戒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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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骗取退费等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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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网

后悔充值、打赏

冒充孩子索退款

一些成人钻空子瞄上未成年人退费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