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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
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于2021
年7月发布的《2020年全国未成年
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
示，玩游戏仍是未成年网民的主要
网上休闲娱乐活动之一。

针对网游游戏监管，今年6月
1日起正式施行的新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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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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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识别是网游防沉迷系统
在落地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受访时
说。

除了国家立法、行业守法外，
刘晓春认为，家长也应该加强引
导，在日常生活陪伴孩子参加有益
身心健康的娱乐活动，当他们有了
更多选项后，才更有可能不再沉迷
网络游戏。

（文中张伟为化名）（新京）

未成年网游“防沉迷”调查

成人实名账号买卖
成规避“防沉迷”灰产

进入暑假，家长张伟发现，16岁的儿子一直在打游戏，每
天十几个小时。“防沉迷系统也防不住，他有各种办法。”张伟
感慨，所谓“办法”，其实就是租号和买号。

记者调查发现，为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游戏公司
多年前就已推出防沉迷系统，我国法律也明令禁止向未成年
人出售网游类商品，但在一些电商购物平台和社交软件上的
成人实名制网游账号买卖，成了规避“防沉迷”的灰色地带。

三年前，张伟发现上初一的儿子
经常往一款名叫《王者荣耀》的游戏
里充值，“一睁眼就开始玩游戏了，一
直玩到凌晨三四点才睡觉。”

张伟在《王者荣耀》的防沉迷系
统中绑定了儿子的游戏账号，并启用

“家长模式”。如果儿子的在线时长
超过规定时间，系统就会阻止登录，
但张伟发现，孩子还能玩。

张伟曾困惑好久，后来才知道，
在未成年网游玩家群体中，购买和冒
用成年人实名认证账号早已是公开
的秘密，即便很多游戏运营商规定账
号不可给他人使用。

在二手交易平台转转上，不仅有
个人出让闲置账号，更有工作室、团
队进行账号买卖。至于账号来源，一
名号商讳莫如深，“自己生产的一手
货。”

在某电商平台首页输入某个网
络游戏的名称，页面也会弹出大量租
号、卖号的店铺，“自产自销，无时间
限制，数十万账号可选”的广告语充
斥其间。在这里，腾讯旗下的《王者
荣耀》《英雄联盟》《和平精英》等热门
游戏账号都能轻易买到，而且针对微
信区和QQ区，苹果和安卓操作系统
的手机，都有专属账号。其中，销量
超过十万件的时之沙官方旗舰店，

“安卓一小时，至尊宝+其他皮肤”的

套餐仅标价1.6元。
曾从事游戏行业的小欧透露，电

商平台上的账号交易只是冰山一角，
更多买卖会通过游戏交易网站进行，

“大型账号批发商手中存有上百万个
游戏账号，他们通过游戏交易网站出
售给小型代理商牟取暴利，一些电商
平台上的小号商也会向他们批量买
号，一次性买三五千个账号。”

8月5日，记者在时之沙店铺花9
元租了一个《王者荣耀》账号试用，这
是一个苹果手机3小时的“爆款V8号
200-360皮肤号”。尽管这账号“限
时”3小时，但已经超过了目前《王者
荣耀》对12周岁以上未成年人非节假
日每天在线时长不超过1个小时的限
制。整个购买过程中，商家也没有核
实记者的真实年龄。

“现在都涨价了，供不应求。”上
述某电商平台上另一个卖家利铭网
络游戏专营店表示，未成年人需求量
大。

根据小欧的观察，尽管游戏公司
明令禁止，但买卖账号的乱象在游戏
圈一直存在。以前，游戏交易平台上
的大部分账号都销往了游戏工作室，
其次才是未成年人。近些年，游戏公
司加大了对账号交易的打击力度，但
账号买卖仍然以“游击战”形式存在。

部分游戏运营商，很早之前就推
出了未成年人健康上网保护措施，打
击账号交易和租赁，但规避的新方法
也层出不穷。很多号商利用其他软
件，来为账号登录游戏“保驾”。

记者在时之沙店铺下单租号后，
商家立即发来一个“上号器”软件的下
载链接，并提供了一个专属“解锁码”。

商家叮嘱，“近期为了避免出现设
备锁、卡验证码，必须使用上号器上
号。”店铺的《租号须知》还提到，上号
期间，如出现人脸识别与防沉迷，请联
系客服处理。

下载完成后，记者手动输入“解锁
码”。此时，不需要手动打开该游戏的
官方登录通道，“上号器”就会自动登
录所租赁的游戏账号及其密码，直接
跳转进入游戏界面。

记者在上述某电商平台上还观察
了多家租赁“已认证”网游账号的店
铺，租号流程大同小异——只要通过
一款“上号器”软件解锁，未成年玩家
就能轻松绕开“实名制”关卡。

但租号只能解一时之渴。16岁
的高中生小杰是《王者荣耀》的多年玩
家，他直言，身边很多同学都用父母的
身份证号进行了实名认证，但他的父
母不同意，一年前，他花几块钱，干脆
买了一个“永久账号”。

小杰所说的“永久账号”，是指该
账号的身份认证信息为成年用户，在
游戏中不会受到针对未成年用户的限
制和监管。“相当于我们借成人的号在
玩。”小杰说。或许正是像小杰这样的
玩家一直存在，商家们在店铺内赫然
打出“秒换绑”“稳定防封”“永久账号”

“支持改密”的广告语揽客，至于这些
“永久账号”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帮他
们躲过防沉迷系统的监管，商家们其
实心知肚明。

卖家利铭网游透露，“（本店卖的）
成年人账号都通过了实名认证，说是
不限时长玩，但是真要一直玩，玩个不
停，时间长了，系统肯定就会让验证人
脸，这规避不了的，全靠自己控制时
间。”

这条产业链上，账号买卖只是
冰山一角，在利益驱使下，更有黑
产人士为未成年网游玩家提供“过
脸”服务。

这些黑产人士并不难找。在
知乎上搜索“××游戏人脸识别”，
一条“打游戏的时候出现人脸弹窗
怎么办？”的帖子跃然而出，并附有
其QQ号。添加好友后，对方信誓
旦旦地说，只要给人脸二维码，不
用上号，其就能帮过人脸。

聊天中，这名黑产人士还提
到，买别人的二手号，换绑了手机
号，基本上都容易弹人脸（识别），
时间上并无规律，即使再次过了人
脸也会重复弹，只是概率不一样，

“但重复识别几次就稳定了。”
在转转平台上，卖家讯讯网游

则表示，如果被系统抽中进行人脸
识别，到时候随便找个满18岁的人
刷脸即可。这番话，实际上也从某
种程度上折射出部分网游“实名
制”存在一定漏洞——只认身份证
号，不认人。

“实名制”流于形式，社交平台
上由此催生出大量黑产人士。“35
（元）出明天毕业”“40（元）帮过，给
料子，接精修，出精修教程”……最
近半个月，在一个聚集了众多“人
脸”黑产的微信群组里，每天都有
人发布这样的“人脸”买卖消息。

外人很难读懂“人脸”黑产圈
的“语言系统”。据知情人士介绍，

“料子”就是用大头照制作出成品
视频，“毕业”则是指年满18岁。“他
们专找那种快要成年的人来过人
脸，收料子、修图等环节都有专人
来做，还通过代理一级级往下发
展。”

该群的黑产人士小明称，他收
的“料子”一般都用来过游戏人脸，
自己卖渠道，首次收费80元，后续
服务20元。“我自己做一单赚60多
（元），没头的时候就收别人的，一
单（赚）30多（元）。”

除了卖渠道牟利，小明还出
“技术”。“588元包一套，一部三色
手机，自动卡色软件，一天上手。”
为展示实力，小明推荐记者加入他
的“千人客户群”。按照他在群里
的说法，过脸当天显示未成年，第
二天八点自动成年，或者凌晨改
密，点链接刷新成年，成年后无限
制玩。

为了维持客源，小明需要不断
寻找即将成年的“人头”。当记者
对此表现出兴趣后，他开出条件
——每个人头给予200元酬金，“发
名字和身份证号，到时候配合扫脸
就行。”当问及更多过脸细节时，小
明变得谨慎起来，“这个你别管，你
还没到这一步。”

网店批发“无限制”网游账号

“一键解锁”官方登录通道

“人脸识别”黑产钻实名制空子

身份识别成“防沉迷”关键

电商购物平台上，充斥着大量租售成人网
游账号的店铺。

有黑产人士在微信群
组里演示如何用手机代过
人脸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