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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游戏企业和平台暂停租号交易
登录时需人脸识别
专家：向用户提供租售游戏账号违法
完善身份识别是防沉迷系统落地执行关键

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有关负责人会同中央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
等部门，9月8日对腾讯、网易等重点网络游戏企业和游戏账号租售平台、游戏直
播平台进行约谈，强调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账号租售交易
服务。相关部门将加大监督力度，开展专项检查，严肃处理违规行为。

平台被约谈后部分商家暂停租号交易

记者9日联系了电商平台
的多名商家，商家均表示，因
为政策原因，已暂停租号服
务。“目前还不知道何时恢
复。”一名店铺客服说。

某租号平台则打出公告
称，平台将加强自检，针对相
关诱导未成年人标题描述货
架进行处理，强化平台监督工

作，“上号器”增加人脸识别功
能，严禁18岁以下用户产生交
易行为，请平台各名号主积极
配合平台及时调整货架信息。

一名出租账号的玩家告
诉记者，目前苹果系统的某些
游戏账号已无法出租，因为租
号进游戏的过程中需要进行
人脸识别。

游戏平台将在用户登录时采取人脸识别技术

对于租号一事，腾讯游戏
相关负责人表示，腾讯游戏将
根据租买账号会在多个设备
使用等特点，强化游戏登录环
节的人脸识别策略，阻止未成
年人租买账号玩游戏的行为。

据介绍，腾讯游戏自
2017年起就针对违规从事账
号租卖的第三方平台展开了
持续的维权工作。截至目前，
已向超过20家账号交易平台
和多个电商平台起诉或发函，

要求停止相关服务。
上海社科院绿色数字化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易说，此
次约谈可以被视为通知落地
后的过程监管，监管部门对于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采取
及时措施，但相关工作并未到
此结束，未来可能还会有人

“钻空子”，比如现在已经有了
所谓的“代过人脸”服务，监管
应及时发现、及时出手。

“防沉迷”也误伤成年玩家

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在
这场关于“防沉迷”的对抗中，
人脸验证不仅挡住了未成年
玩家，也让不少成年玩家怨声
载道。

根据腾讯官方说法，人脸
识别主要是针对“身份信息为
成年人，但游戏内行为特征疑
似未成年人的用户”，但在网
络上，很多成年玩家表示，自
己最近在游戏中遇到高频率
的人脸识别，影响了游戏
体验。

“一次弹出时因为网卡
了，没有验证成功，之后就被
系统认为‘疑似未成年’，总是
弹出人脸验证。”“每次上游戏
都要验证，哪怕两次登录中间
只隔几分钟也要验证。”一些
成年玩家抱怨。

一名成年玩家告诉记者，
自己玩《王者荣耀》时基本不
会弹出人脸验证，但在玩《和
平精英》时，几分钟就会弹出
一次。该玩家在这两款腾讯
游戏中用的是同样的账号和
实名信息。“虽然能理解现在
管控未成年人和代扫脸（行
为），但正常玩家也被干扰
了。”她说。

那么，人脸验证的弹出机
制到底是怎样的？记者询问
了多名玩家，他们都表示不清
楚，网上的各种猜测也未被
证实。

#过半学生可解开游戏防
沉迷系统#的热搜引来不少对

系统有效性的质疑，但据记者
调查，人脸验证确实在一定程
度上实现了它的初衷。

一名刚满18岁的玩家告
诉记者，自己上中学时，也试
过用家长的身份证注册，但时
常因为人脸识别而被迫中断
游戏。后来，他索性将实名认
证换成了自己，每天只能玩一
个半小时。“不管用谁的身份
证，都会有限制。后来就不太
想玩，退游了。”

从调查采访结果来看，在
实现“防未成年人沉迷”初衷
的同时，乱象正在发生。一方
面，利用防沉迷的黑产、骗局
滋生和泛滥，另一方面，成年
玩家也因被防沉迷系统“误
伤”而有怨言。该如何看待这
种现象？防沉迷下一步又将
往何处去？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段伟
文认为，政策刚刚开始实行，
乱象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
对于滋生的黑产，国家相关部
门要加大打击力度，让违法行
为付出高代价。

“理想的情况是治理目标
达到了，扭转了青少年网络沉
迷的现状。但如果在当前的
政策下，治理目标没有达到，
那么整个游戏产业可能将受
到更强的监管。因此，防沉迷
措施不光是对未成年人，而且
对整个游戏产业的健康发展
至关重要，这是科技企业需要
重视的。”段伟文说。

专家表示，不管用户是不
是未成年人，凡是向用户提供
租售游戏账号的行为，都属违
法行为，相关部门将予以严厉
打击。

我国《网络安全法》第24条
规定，网络运营者在与用户签
订协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时，
用户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
网络运营者不得为其提供相关
服务。而将于10月1日起实施
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包
括游戏账号、个人密码、验证码
在内的信息都属于敏感和隐私

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专
家表示，即便有些电商平台在
页面声明，不向未成年人提供
网游账号交易服务，但从法律
层面讲，这属于无效免责和无
效抗辩。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
中心副主任朱巍表示，这些商
业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因为
即便是成年人把账号卖给成年
人，也是一种违法行为。因为
这里涉及个人信息的问题，涉
及网络行为的实名认证的问
题。你用A的人注册，用B的方

式去登录，很多的电信诈骗就
是通过互联网上虚假账号登录
的方式去完成的。所有的游戏
平台包括互联网平台，其中涉
及账号的问题，在网民协议中
都有明确的规定，绝对不允许
用任何方式转让租借的。所以
这一个行为，既违反了民事法
律规定也违反了行政法律规
定，如果大批量出售账号的话，
还可能涉及刑法中的罪名，就
是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所
以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违法
行为。

游戏账号租售违法应严厉打击

正是因为现有的网络游戏
在实名注册和登录的时候，没
有完全落实身份识别，才让商
家利用这个漏洞绕开了防沉迷
系统，对个人信息保护，尤其使
得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失效。所
以，归根结底，完善身份识别，
是游戏防沉迷系统落地执行的
关键。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网络安
全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黄道丽表
示，企业要摆正态度，实名必须
落实到“实人”。否则实名就是
流于形式了，比如说要加入人
脸识别，或者你要加入这种生
物特征，确保人跟名确实是对
应的。

朱巍表示，现在登录的身
份验证的方式是很多的，成本
实际也并不高，今年6月1日
《未成年人保护法》刚刚修改一
遍，就特别强调了互联网平台，
都要安装青少年保护系统，或
者叫家长监护系统，通过技术
对技术的方式，来解决未成年
人绕开监护系统。这个是平台
应当尽到的责任，最核心的
责任。

即将实施的《个人信息保
护法》第62条，明确要求有关部
门研究开发、推广应用安全方
便的电子身份技术，推进网络
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建设。黄道
丽表示，那其实就是公安部门

想要做的，在《网络安全法》的
基础之上，去建一个用于身份
认证的公共服务平台。这个公
共平台是免费的，企业你可以
依托这个平台去做认证。这个
能从源头上减少个人身份信息
滥采和滥用，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要从实名走向“实人”，是完
全可以做好的。

据了解，相关部门将于近
期上线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游戏举报平台，及时受理和处
置问题线索，对落实不到名的
企业，发现一起严处一起，确保
防沉迷工作落到实处、取得
实效。

完善身份识别 让“实人”认证落地

防沉迷系统需上“技术+法律”双保险

防游戏沉迷是系统工程，
也是场持久战，需要面对人性
的缺点，更要解决暴利的诱惑。
打赢这场未成年人保卫战的基
本配置是，以技术为先导，以法
律为后盾。一味地唯技术论或
唯法律论，都可能使防沉迷系
统成为烂尾工程。

“以技术为先导”是要求游
戏企业不断优化综合治理技
术，最大程度减少未成年人的
作弊行为。一方面，我们必须
明确“生产者就是治理者”的基
本前提。按照基本的法律逻
辑——— 谁污染谁治理，游戏企
业应当负有最大的治理责任。
尽管不法分子总能找到破解防
沉迷系统的办法，但这不是游
戏企业推卸责任的理由。另一
方面，必须明确“安全技术没有
尽头”的思路，防沉迷技术必须
随着破解技术而同步提升。互
联网黑灰产本身就是个攻防不
断升级的过程，攻击者可能是
各色人等，而防守者主要就是

企业。为此企业应当不断研发
新技术，不断消除违法者作恶
的空间。简言之，解铃还须系
铃人，面对破解技术的升级，游
戏企业必须不断优化技术手
段、强化防沉迷系统。

当然，我们不能对游戏企
业吹毛求疵，不应苛求游戏企
业建立完美的、百分之百有效
的防沉迷系统，但如果网络上
有大量的破解办法，那就说明
游戏企业必须升级甚至需要研
发新的防沉迷系统。游戏企业
作为游戏的开发者和获益者，
理应责无旁贷地成为治理账号
交易黑灰产的第一责任人。

“以法律为后盾”则要求法
律刚性化，成为防沉迷系统的
基石。长期以来，我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等法律沦为象征性立
法，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刚性不
足。对未成年人保护，我国更
多是采用家庭制，主要由父母
履行保护责任。然而，随着网
络社会的到来，父母监管未成

年人的能力逐渐被削弱，大部
分当代未成年人的电脑技术都
远超父辈。一旦进入网络空
间，孩子很容易脱离父母掌控
的范围，进入鱼龙混杂的信息
海洋。此时，既需要提升父母
的网络素养，更需要发挥“国家
亲权”的作用，由国家出面，建
章立制，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
的社会环境。在未成年人保护
上，我国法律还有很多功课要
做。在游戏领域，在明确游戏
企业的治理责任之后，还需要
对不履行治理责任的情形设立
罚则；对向未成年人提供账号
的牟利行为，设置行政处罚
等等。

企业的眼里不能只有经济
利益，还要有社会责任。防游
戏沉迷没有捷径可行，只有“技
术先行、法律加持”才能够为未
成年人创建一个健康的网络
空间。

据《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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