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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付款流程的同时，不少网络平台暗藏“套路”消费者的手段

免密支付虽“丝滑”谨防便捷变“踩坑”
“在家里大人不知道的情况

下，孩子拿大人手机充值玩游戏，
跟网游公司多次沟通，他们不愿
意退钱。”随着网游市场规模的扩
大，这些涉及未成年人网游退费
的争议时有发生。近日，中国互联
网协会发布《未成年人网络游戏
服务消费管理要求(征求意见稿)》
团体标准(以下简称“团标”)。这是
国内首个针对未成年人游戏退费
的团体标准，上述争议解决或有
章可循。有专家指出，这可在一定
程度上减少各方在协商过程中的
争议，有利于切实保护未成年人
的合法权益。

争议点：“三七”担责

记者注意到，此次“团标”提出
一个市场上长久以来备受争议的
问题：监护人帮助未成年人绕过
防沉迷限制，就相关充值消费，该
如何退费？

“团标”对此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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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有大量
相关投诉显示，都是孩子在大人
不知情的情况下，产生的网游充
值消费，然后遭遇退款难的问题。

帮助未成年人绕过防沉迷
限制都有哪些情形呢？“团标”
指出，监护人提供本人或其他
成年人的身份信息用于实名认
证、提供已完成实名认证的本
人或其他成年人的账号、帮助
未成年人通过人脸识别等身份
核验机制等。

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姚
志伟对记者表示，在退费时考虑
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和家长过错
是很合理的，可以避免把义务和
责任全部配置给一方所产生的道
德风险，近期的司法判决也是这
样的趋势。

一个游戏每月最多充400元

除了针对市场上的争议点，
“团标”对一些未成年人玩游戏及
消费问题也作了界定。例如，网络

游戏服务提供者不应向未成年人
提供与其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付
费产品和服务，且不应向未满8周
岁的用户提供付费服务。

针对8周岁以上未满16周岁
的用户，“团标”指出，同一网络游
戏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游戏付费
服务，单次充值金额不得超过50
元，每月充值金额累计不得超过
200元。针对16周岁以上未满18周
岁的用户，在上述情况下，每月充
值金额累计不得超过400元。

“团标”指出，针对消费者
的充值及消费等信息记录，网
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保存不少
于180天。对未成年人充值及消
费，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宜提
供查询途径。

“团标”还指出，为及时响应
未成年人和监护人的需求，网络
游戏服务提供者应设立未成年人
服务专线等未成年人投诉和退费
申请处置专用服务渠道。

退费纠纷有望
走上规范路径

据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最新
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中国游
戏市场收入224.32亿元。

2023年12月份发布的《2023
中国游戏产业未成年人保护进
展报告》显示，在未成年用户游
戏退款环节，有七成以上申请
得到响应，其中38 . 42%得到全
额退款，29 . 38%因难以提供有
效证据而退款失败。

姚志伟认为，此次“团标”使
企业在面对退费纠纷时有章可
循，处理更为规范化、合理化，有
利于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
益，为未成年人及家长主张权益
提供了规范路径。

姚志伟还表示，处理流程的
规范化、统一化，也有助于纠纷各
方对纠纷处置结果具备一定预
期，能够减少各方在协商过程中
的争议，从而消弭分歧，形成诉源
治理的良好效果。

不过有孩子家长接受中新财
经采访时认为，如果家长有监管
不到位的情况，可以接受部分退
还；但如果有证据显示，游戏服务
提供者诱导未成年人消费，那么
游戏厂商应该全部退回。

据中新网

免密支付“被消费”

近期，消费者李女士在查看支付宝收
支明细时，发现一笔来路不明的自动扣
款，与客服沟通后得知，是因为点击了某
购物平台上的抽奖链接，跳转至第三方支
付平台后被自动扣款。未购买任何服务却
因免密支付“被消费”，李女士气不过，投
诉到中消协，追回了扣款。

李女士的遭遇不是个案。5月，中国消
费者协会发布了《2024年第一季度全国消
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免密支付、
自动扣款已成为诱导消费的主要元凶。
一些网络保险销售广告以低价或免费
为诱饵，诱导消费者购买或体验后连续
自动扣款；有的短视频平台推送离奇浮
夸的“微短剧”，以极低价格诱导观众观
看并默认开通免密支付，自动播放下一集
并按集扣费。

截至5月末，在网络投诉平台“黑猫投
诉”的案例中，有近5万条投诉中包含搜索
词“免密支付”，涉及众多网络平台和应
用。大量投诉反映，用户在不知情或未经
同意的情况下被“私自”开通免密支付，也
有用户在不知情时被免密扣款、盗刷。

江苏省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北
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孙韬认
为，免密支付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提升用户
体验，减少支付过程中的繁琐操作。然而，
不少消费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免
密”，甚至因此遭受经济损失。

平台“挖坑”手段花样百出

为推广免密支付、自动续费，不少网
站和商家花样百出，消费者要留心这些套
路，避免“踩坑”。

警惕默认勾选开通，以防扣款“悄无
声息”———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魏先生
最近查了一下支付宝，意外发现自己居然
与打车平台、共享单车租车平台、停车服
务平台、电商平台等十多家机构，签约了
免密支付或自动扣款的服务。

专家提醒，一些网站或应用在支付页
面，常常自动勾选开通免密支付选项，并
用“0元下单”“极速付款”等模糊表述误导
客户，而相关免密支付提示字体小、颜色
浅，用户稍不留神就会“被同意”。

小心“价格刺客”，远离首月低价、次
月高价———

免密支付通常和自动续费绑定开通，
支付渠道可不验证会员账户密码、支付密

码、短信校验等信息，从用户绑定的账户
中直接扣划下一个周期的费用。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的留言中发
现，有网友用0 . 88元购买了某音乐类App
首月会员，并默认自动续费，次月被自动
扣款时才发现会员价格变成每月15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
示，相较于显眼的首月开通价格，自动续
费说明和次月价格往往不明显，稍不注意
极有可能忽视。不少消费者次月按高价自
动扣费时，才发现价格相差较大。

切记逐个端口关闭，解除免密支付莫
嫌烦———

与简单几步便开通相比，免密支付的
解约相对复杂。个别平台或应用中，消费
者要想取消免密支付，还会被以询问关闭
理由、承诺持续改进等一再“挽留”，自动
续费更是一键开通、N键取消。

北京的庄女士告诉记者，她曾开通某
网盘包月会员，并立刻通过App关闭了自
动续费，可次月仍收到了扣费消息。联系
客服后得知，除了在App上取消续费，如
果通过苹果订阅渠道开通的，还需要在苹
果账号中退订；如果通过支付宝或微信购
买，则要到相应App中进行取消操作。

看好钱袋子，还需睁大眼

“是否使用免密支付、自动续费的决
定权在消费者，默认或诱导开通、设置小
字条款等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知情权、自
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刘俊海说，将
于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重点细化了
经营者义务，对自动续费等新领域新问题
作出了专门的规定，也有助于引导经营者
合法合规提供免密支付服务。

根据条例，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
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
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
前，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

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柳军近日表示，
将会同相关部门，针对网络消费可能会不
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持续优化网络
消费环境，更好地维护广大网络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

消费者提高警惕和加强自我保护也
很重要。专家表示，目前支持免密支付的
网站可设定单笔支付限额，银行和第三方
支付机构也能设置单笔、单日免密支付限
额，消费者可根据自身情况设置额度。

刘俊海说，消费者要仔细阅读相关服
务条款、定期检查账户交易记录等，看好
自己的钱袋子。 据新华社

当前，我国网购用户已超9亿人，越来越便捷的支付手段让网络消费体验更加“丝
滑”。但免密支付、自动续费等方式在简化付款流程的同时，也成为一些平台“套路”消费
者的手段，暗藏诱导消费陷阱。如何避免支付“便捷”变“踩坑”？怎样才能织牢消费者权
益保护网？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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