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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手机网络游戏的发展可谓如火如荼，无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都会被吸引。日前，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 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针对未成年人过度使用甚至沉迷网络游戏问题，进一步严格管理措施，坚决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切实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通知》不仅明确网络游戏企业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也重申严格落实网络游戏账号实名注册等相关要求。通知要求各级出版管理部门要加强对防止未成年人沉

迷网络游戏有关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未严格落实的网络游戏企业，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通知提出，要积极引导家庭、学校等社会各方面共管共治，依法履行未成年人

监护责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我市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情况如何，《通知》到底讲了哪些“干货”？对未成年人上网娱乐将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管控？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调查。

  在网上很容易搜索到
出租游戏账号的 APP 。
     记者陈静 摄

  ▲一名初中生正在
街边玩游戏。
    记者陈静 摄

未成年人网游“沉迷”现象调查

  “ 80 后”韩敏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今年 16 岁，
虽不是所谓的“网瘾少年”，但也已经玩手游 6 年，
现在一所中职学校上学。在韩敏看来，孩子玩游戏多多
少少还是耽误了学业的。 7 岁的小儿子刚上小学，韩敏
约束着不让他玩网游。但对一个“ 10 后”的小孩来
说，游戏无处不在，从他出生起就接触智能手机，用
iPad 看动画片，中间会插播游戏广告， App 学习软件
也是通过做游戏的方式完成任务。最让韩敏无奈的是，
孩子爸爸经常在家玩《绝地求生》，小儿子能目不转睛
地站在旁边看半天，虽然从没上手玩过，却也知道什么
是八倍镜，什么叫空投。
  在采访中，不少家长跟韩敏有类似的情况。魏毅
（化名）自己是一名《王者荣耀》的玩家，儿子刚上小
学四年级。魏毅说，在疫情大家都“宅”家的那段时
间，他经常会给孩子讲解游戏的玩法。到了期末考试，
他发现孩子成绩从原来的中游掉到班级末尾了，这才发
现原来孩子已经打游戏一个多月了。“用的是家里给孩
子上网课配的平板电脑。”魏毅说，因为工作忙，他们
收缴了“平板”，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家里。可没想
到，孩子竟然晚上偷偷拿老人的手机玩游戏，第二天早
上起不来，白天上课没精神，时间长了，成绩直线下
降。 

  今年 8 月，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
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 2020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
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使用互联网的未成年人当
中，有 62.5% 会经常在网上玩游戏，其中玩手机游戏
的比例为 56.4% 。通过同龄人获取网络游戏信息已经
成了中小学生的日常，其占比有 83.8% 之多。他们非
常乐于通过游戏用语来表现自己的玩家身份和对网络游
戏文化的了解，并由此体验到群体归属感。
  随着未成年网民数量的增多与网民低龄化的加速，
未成年人沉迷游戏的现象也愈演愈烈。“ 14 岁少年为
游戏充值两万，花光姐姐积蓄”、“ 9 岁男孩玩游戏
充值超万元，犯错却不敢承认”……诸如此类未成年人
沉迷游戏，背着家人充值巨额钱款的新闻始终不绝于
耳。而在桂林，这样的新闻也屡见不鲜。
  2019 年 11 月，市民文先生的孩子假借做作业的名
义偷偷玩游戏，还用家长的手机给游戏账号充值了
6000 多元； 2020 年 7 月，市民黄先生的女儿因沉迷
于手机游戏，用父亲的手机偷偷给游戏充值了 62 笔费
用，共约 6300 元； 2020 年 10 月， 10 岁的萌萌猜中
密码，偷偷用父亲李先生的支付宝“花呗”账户多次给
游戏充值，共 8100 元，用于游戏内的抽奖和购买道
具； 2020 年 11 月，平乐阳安乡一 8 岁小孩用家长手
机给游戏充值 3万多元，这是他们一家全年的收入。
  《通知》出台后，网络上叫好声一片，不过也有一些网
友提出：“网络租号方式或许会让实名制形同虚设。”“有
人帮你上‘套’管住，也就有人帮你解‘套’。可以了解一
下。”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记者搜索发现，网游防沉迷系
统仍有大量“灰色”地带，在一些平台存在着大量贴吧和
视频教程以及商家专门做一件事——— 只要你给钱，我就
帮你摆脱“防沉迷”的监管。
  记者在一个二手平台上输入某款游戏账号，就出现
了大量相关信息。“实名注册，提供账号帮实名”“可
租账号，无限时”“防沉迷，时间无限”……记者随机
联系了一个售价为 5 元的商家，对方显得比较谨慎，
再三确认后给记者发了一个账号和密码。记者通过该账
号和密码可以在该游戏中玩两个小时。
  而在网上另一个租号 APP 上，虽然需要输入姓名
及身份证号以确定不是未成年玩家，但记者用一个成年
人的身份证号码就顺利通过验证并进入游戏界面，而且
依据支付金额的不同可以选择不同的游戏时长。
  “虽然有了政策上的监管，游戏公司也有所改变，
是对‘灰色’产业链进行了严惩，但是实际上还是存在
一些不可控的细节问题。”网友“云鹤”是一名有 20
年网游经历的资深玩家，他告诉记者，单从实名认证、
限制时间这些入手只能是从表面上对游戏企业进行监
管。对于有网友提出的用人脸识别方式进行监管，或者
游戏过程中动态识别码的方式，云鹤觉得这势必会影响
成人玩家的体验。在他看来如何建立有效的网游防沉迷
系统，需要时间去完善和落实。“而真正让孩子不沉迷
的办法，可能更多的还是家长的陪伴和指引。”

《通知》将对未成年人网游

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管控？

  记者在此次《通知》中发现，较之前的规定，此次
进一步对游戏企业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段
时长进行了限制，要求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
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的 20 时至 21 时向未成年人
提供 1 小时服务，其他时间一律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网
络游戏服务。
  “普大喜奔，国家终于出手了。”市民毛杰第一时
间在朋友圈转发并点赞了《通知》的相关链接。在接受
采访时，同为未成年人家长的毛杰对于时长限制这一点
连连点赞。毛杰说，《通知》针对未成年玩家的付费服
务内容也有明确要求，比如，同一网络游戏企业所提供
的游戏付费服务， 8 周岁以上未满 16 周岁的用户单次
充值金额不得超过 50 元人民币，每月充值金额累计不
得超过 200 元人民币。在毛杰看来，未成年人自控力
较弱，游戏能快速地带给孩子们成就感、存在感等一系
列正向反馈，这使得他们通常仅靠自己难以抵制游戏的
诱惑，从时间等方面有所约束虽然是被动的，但对孩子
的上网限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马老师是我市某职业中学的政教处负责人，他一直
很关注《通知》的内容。他告诉记者，在国家新闻出版
署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验证系统建成运行后，重申严格
落实网络游戏账号实名注册要求，明确所有网络游戏必
须接入该系统，所有网络游戏用户必须使用真实有效身
份信息进行游戏账号注册和登录，网络游戏企业不得以
任何形式（含游客体验模式）向未实名注册和登录的用
户提供，这意味着是从网络游戏的账号开始管控。
  马老师介绍，据他了解，目前市面上比较火爆的像
《王者荣耀》《和平精英》等超过 60 款游戏引入了一
款名为腾讯游戏健康系统的软件。该软件有个“零点巡
航”功能，对夜间游戏超过一定时长、实名为成年人的
账号进行人脸重点筛查。凡是拒绝或未通过人脸验证
的，将被当成未成年人纳入腾讯游戏健康系统的防沉迷
监管并踢下线。
  七星检察院未检办公室的检察官介绍，针对网络游
戏监管，今年 6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的新修订《未成年
人保护法》提出，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
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
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值
得一提的是新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国家建立
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按照规
定， 6 月 1 日前所有上线运营的游戏须全部接入这一
国家层面的实名验证系统。同时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于
7 月 28 日发布的一项公示显示，《网络游戏防沉迷实
名认证技术要求》拟列入新闻出版业 2021 年第一批行
业标准立项计划。这意味着，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认证
将迎来国家标准。

专家：让孩子从别处获得成就感

  长期从事心理健康咨询和心理健康教学的广西师范
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吴素梅表示，心理学家
凯瑟琳·斯坦纳曾说过，“孩子走进手机世界，是因为
家长在‘战斗中失了踪’”。她认为，相较于成年人，
孩子的自制力往往较弱，一些有趣的游戏很容易就能刺
激大脑分泌出多巴胺，使孩子从中获得快感，一旦上瘾
就很难走出来。
  “孩子在学校里，或者在家庭里，如果得不到老师
和家长的关注，迫切地需要换一个场所、换一种方式去
寻求关注，在游戏中成就‘英雄梦’。”吴素梅说。
  “给予孩子鼓励，给予孩子陪伴是每位家长都应该
学习的，当孩子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关爱，这种感觉是
虚拟的网络不能比拟的，所以与其一味地去管控孩子，
家长的教育也应该加强。”在采访中，乐群小学副校长
秦海燕表示，有些家长为了让孩子安静就把手机交给孩
子，缺席成长过程，却指责孩子为什么不好好学习？父
母作为未成年人的第一监护人，当孩子登录游戏时，应
该给予更多关注和监护，引导他们在青少年保护模式下
健康用网，堵不如疏。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也要陪伴他
们参加有益身心健康的娱乐活动，当孩子有了更多选项
后，才更有可能不沉迷于网络游戏。

史上最严“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游”措施出台

未成年人网游热背后的  思考
□本报记者陈静 蒋璇

  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
找到的出租游戏账号的信息。
      记者陈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