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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游陷阱·案例

手手游游吸吸金金，，1111岁岁娃娃55天天花花11 .. 66万万
家长称微信和银行都未发提示信息

本报记者 姬生辉

买“手游”虚拟币
俩月共花了2 . 8万多

12日上午，济宁市民周女
士看着从银行打印来的消费明
细单，怎么也不相信在短短5天
时间内储蓄卡竟支出了1 . 6万
多元。令她更没有想到的是，这
笔数额不小的款项竟然是11岁
的儿子在短短5天内消费完的。

周女士在济宁经营着一家
店铺，忙于生意的她和丈夫多
半时间无暇关注11岁的儿子小
虎（化名）。“儿子今年上五年级
了，放学后和周末做完作业，他
常会拿我的手机玩小游戏。”4
月中旬，周女士发现自己的手
机界面多出一个叫“火影忍者”
的游戏图标，并且常看到儿子
玩这款游戏。

4月29日，周女士到银行办
理业务，突然发现自己的储蓄
卡中莫名支出了16664 . 2元。
她立即打印出交易明细，竟发
现在4月16日至19日、4月23日
共计5天的时间内完成了28笔
交易记录。其中最大的一笔

2850元，最少的一笔17 . 1元。
因银行卡和手机微信是绑

定的，周女士立即仔细查找手
机中的微信支付交易记录，发
现也存在28笔名为“金币”的交
易，且时间和数额与打印出的
银行消费明细单完全吻合。问
过儿子后，周女士才明白，原来
小虎为了尽快升级，多次购买
了虚拟金币。

与周女士同样无奈的还有
济宁市民王先生（化名）。今年2
月、3月份，王先生的儿子小亮

（化名）迷上一款名为“雷霆战
机”的手机游戏，多次购买游戏
虚拟币，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就花
掉了关联微信支付的银行卡中
的2 . 8万多元。“孩子年龄这么
小，在游戏的诱导面前，哪有自
控能力？”近日，王先生一纸诉讼
状将该手机游戏运营商腾讯和
没有进行提醒服务的银行起诉
到任城区人民法院。同时，周女
士也在考虑通过法律手段来维
护自身权益。

充值图标10秒抖一下
不买装备难通关

12日下午，记者登录网页，

了解到小虎所玩的手机游戏
“火影忍者”是一款由腾讯自主
研发的忍术格斗手游。记者用
手机下载并打开该游戏界面
后，主页显示有游客模式、与微
信好友玩和与QQ好友玩三种
登录方式。当记者点击游客图
标后，系统提示“为了保证虚拟
财产安全，以及获得更完美的
游戏体验，建议您使用QQ或微
信登录进行游戏”。记者多次选
择继续游客登录，游戏界面均
显示“网络连接异常”。

无奈之下，记者只能选择
微信登录。进入游戏后，在页面
中的右上方，约每隔10秒，一个
青蛙图像的充值图标便会抖动
一次。打开该图标后，从6元到
648元的8个充值界面便跳出，界
面中还配有醒目的金币图案，并
提醒“首次双倍”。记者选定了一
个6月的充值项，再次点击屏幕
上的“确定”选项，系统提示输
入微信支付密码并支付。

26岁的小宇是一名资深手
游玩家。他告诉记者，腾讯开发
的“雷霆战机”、“火影忍者”等
均为通关升级游戏。“刚开始玩
的时候，游戏升级非常容易，但
玩到一定的级别后，不购买虚

拟币和装备根本无法升级。”以
“雷霆战机”为例，正常状态下
游戏运营商会设定玩家每天通
关的次数，用完所有次数后如
再想玩，便要使用虚拟币购买
特权。与之相同，“火影忍者”升
到一定级别后，只能用虚拟币
购买装备才能过关。

“有些特权和装备需要花
费大量虚拟币，考虑到资金问
题，多半我会选择放弃。”小宇
直言，一些年幼的孩子对金钱
并没有概念，加之在诱导内容
面前无自控能力，他们便会为
尽快升级不计后果地购买。

微信上28次消费
都没看到支付凭证

通过微信支付，手机中将
会收到支付凭证，同时银行也
应有告知短信，难道家长们都
没有发现？对此，周女士也颇为
纳闷：虽然儿子消费了28次，她
并没有收到任何微信支付凭证
信息。“我曾怀疑儿子删除了凭
证信息，但孩子非常认真地答
复没有。”同时，周女士也没有
收到任何银行短信提醒。对此，
王先生也坦言，虽然自己每天

都翻看手机，也没有注意到任
何微信支付凭证信息。对此，记
者拨打了腾讯人工客服电话，
一位工作人员告知记者，按照
规定，每完成一笔消费，微信都
会及时发送支付凭证信息，“不
排除孩子担心家长发现，自行
删除了信息。”

周女士告诉记者，5月上
旬，她曾到储蓄卡所属的银行
询问过为何没有发送费用支出
提醒短信，得到的解释是其没
有向手机运营商购买相关短信
业务。令周女士不解的是，为何
其在另一家银行办理了信用
卡，在开卡时只支付了一分钱，
之后便能收到告知短信。

“根据家长说的情况，以上
两个孩子与手游运营方形成了
消费合同关系。”山东宏易律师
事务所律师祝国平说，10岁以
下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10—18周岁为限制行为能
力人，《民法通则》规定，此两类
人群如独立完成了大额消费合
同，其法定监护人在一年内具
有可撤销合同权。但实际的取
证却存在很大的难度，“必须要
证明是孩子独立完成了误点造
成游戏消费。”

随着手机游戏迅猛发展，
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开始接触
甚至沉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些手机游戏的运营商中，
不乏有人设“吸费陷阱”，让身
为手游“大户”的低龄儿童频频
中招。如何让儿童不玩手游，这
个问题一时半会儿得不到解
决，如何遏制游戏行业的扣费
乱象，需要政府部门介入严格
监管。

济宁一11岁男童用母亲手机玩游戏，为尽快升级，大量购买虚拟游戏金币，短短5天内消费多达28笔，花费高达1 . 6万余元。另有一9岁
男孩更是在两个月内，投入手机游戏的费用多达近3万元。

随着手机的普及，不少商家敏锐地发现了手机游戏市场。因缺乏金钱概念和判断能力，不少未成年人在手机游戏面前难难以自持，不觉
中便陷入“游戏陷阱”。

■编者按

周女士的手机显示，有多笔购买游戏金币的交易记录。本报记者 姬生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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