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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女儿小
王（化名）是一名初二的学生，平
时，学习之余，自己和丈夫会让孩
子玩一下手机游戏，但都没有花
钱。“1月初，我在查看支付宝账单
时发现好几笔不知情的扣款，有的
一次扣600多元，有的一次扣100
多元，合计超2200元，且都集中在
2024年12月底。”

高女士询问孩子才知道，她女
儿在玩一款流行的手机游戏，充值

是用来购买游戏角色和皮肤的。
高女士说，她和丈夫平时都不玩手
游，这个手机是用她丈夫的信息注
册的，作为备用手机，平时给孩子
辅助学习用。平时，他们使用支付
宝时，孩子可能记下了支付密码，
所以才能顺利地使用支付宝。

高女士联系游戏开发公司提
出，孩子未成年，未经家长同意私自
充值，要求该公司退还相应的充值
金额。

未成年人背着家长给游戏充值未成年人背着家长给游戏充值！！

这钱能要回来吗？

日前，高女士在整理
支付宝账单时发现，有
2200 多元的扣款指向一
个知名的游戏开发公司。
询问孩子后，她才得知，
孩子背着她给游戏充值。
高女士联系了该游戏开发
公司，要求退还相应
的金额。这笔
钱，能退回
来吗？

高女士告诉记者，她按照公司客
服的要求，提供了家长的身份证、户口
本等原始证件，用来证明手机注册人
和孩子的亲属关系。而且，在和客服
的对话中，孩子也能顺利地回答有关
游戏角色、皮肤、技能等相关信息，确
认是孩子本人下载并使用游戏。孩子
也明确表示，在家长不知情的前提下，
利用之前记住的密码进行充值。

之后，高女士收到游戏商家短
信：关于您提交的未成年人不理性
消费问题，通过沟通了解和后台数

据比对，相关信息无法指向为未成
年人所为。本次您反馈的问题无法
受理，申诉工单将在稍后为您关闭。

高女士认为，游戏开发商的做法给
家长设置了太多障碍，即使明知游戏操
作者为未成年人的前提下，也无法完成
申诉。结果就是放任这种行为发生。

高女士已经再次提出申诉，希望
游戏开发商能够给出合理的处理方
案。据悉，双方通过进一步协商，商家
同意退款2118元。高女士将严格履
行监护责任，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近年来，未成年人大额游戏充值
引发的纠纷并不罕见。素豪律师事
务所程文韬律师表示，家长应妥善保
管自己的支付密码、银行卡信息等，
减少孩子知晓密码的可能性。向孩
子普及基本的金融知识，引导孩子树
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如果发现孩子在游戏中进行了
未经允许的充值，家长应第一时间收
集相关证据，包括充值记录（如支付
平台的交易明细，显示交易时间、金
额等）、孩子玩游戏的记录（如游戏登
录时间、游戏内消费记录等）；尝试获
取孩子承认未经允许进行充值的相
关证据，例如录音或者聊天记录等，
但要注意方式方法，避免给孩子造成
过大的心理压力。”程律师说，“家长

如果和游戏公司协商后被拒绝退款，
可以考虑向消费者协会或相关监管
部门投诉。在投诉时，应详细说明事
件经过，提供证据以及游戏公司的处
理态度等。”

中国互联网协会 2024 年 5 月 28
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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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定，针对未成年人设置符合相关法规
要求的消费管理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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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探索预
防未成年人绕过消费限制的合理技
术手段。根据各自过错情况，明确划
分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监护人等责
任方的担责比例。 记者 毛雷君

几经波折，游戏开发商退回大部分款项

关键在于证实
是孩子本人“未经允许的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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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时间，孩子给游戏充值2200多元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