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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2月 22日，国家新闻
出版署就《网络游戏管理办法（草案
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提出
网络游戏出版经营单位应遵守“严
格控制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游戏时
段、时长”“对容易导致沉迷的、存在
不适合未成年人使用内容的游戏，
应禁止未成年人登录”“严格执行向
未成年人提供付费服务的限制性要
求，合理限制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
人在使用其服务中的消费数额，不
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与其民事行为能
力不符的付费服务”等规定。

这一消息将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游戏的问题再度抛至公众视野。最
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青少年网民
数量已接近2亿，未成年人“触网”低
龄化趋势明显，防范未成年人沉迷
网络游戏已经成为家庭、学校、社会
的共识。然而，一些网络游戏脱离、
规避“青少年模式”监管，且存在诱
导充值、涉黄涉暴问题，严重侵害青
少年特别是低龄儿童合法权益，亟
须引起重视。

“点这，和我一起探寻真相！”
“2023超解压小游戏，不用下载就能
玩！”“我试了464 次，仍然找不到所
有乌龟”……在社交平台、短视频平
台上，一些“不用下载轻松玩”的游
戏正在吸引玩家的注意力，尤其是
一些人物卡通、画面色彩艳丽、标题
夸张怪诞的游戏，吸引了很多低龄
儿童的目光。

近日，不少家长向《法治日报》
记者反映，自家孩子总喜欢抱着手
机玩游戏“不撒手”，甚至偷玩游戏、
藏匿手机，家长们对此苦恼不已。
这些网络小游戏通过链接或小程序
即可进入游戏界面，不需要下载、注
册，不需要密码、验证码，也不存在
每周游戏3小时的限制等。

低龄儿童沉迷于网络游戏已经
成为普遍现象。武汉大学中国乡村
治理研究中心实地调研发现，在农
村经常能看到四五岁的儿童熟练操
作手机游戏，甚至有中小学生玩游
戏到凌晨两三点；每天手机游戏时
间超过两小时的学生在不少班级能
占50%以上；学生通过游戏群、组队

“开黑”（游戏用语，指玩游戏时语音
或面对面交流）等形式形成同伴友
谊，而其他同学想要参与其中就必
须进入游戏世界，否则就会被排斥。

受访专家指出，小程序游戏往
往通过色彩艳丽的卡通人物或者夸
张怪诞的标题以及简单的赏罚机
制，诱导低龄儿童沉迷其中。建议
将小程序游戏纳入现有的网络游戏
防沉迷监管范围内，同时加强技术
监管，提升社交网络平台运营商的
责任意识，为未成年人营造一个更
加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

无需认证随时可玩
游戏广告中套广告

孩子们是通过什么渠道找到这
些游戏的？

“看视频的时候，有游戏广告或
者链接，我比较好奇，就点进去了。”

通过视频，王月的儿子向记者演示
——打开一款短视频软件，点击软
件左侧的三根横杠标志，“最近常
用”栏目出现各种小程序游戏，生活
动态部分也出现“玩游戏”一栏，“这
样可以反复玩一款小游戏”。

记者调查发现，在社交平台、短
视频平台上，存在大量“点击即可进
入”的游戏。多款小游戏人气很高，
有博主拍摄了游戏视频，评论区充
满“游戏链接在哪”“怎么才能玩”等
评论。

记者连续3天观察10多款此类
游戏发现，这些游戏普遍具有以下
特点：进入方式简单，从小程序即可
进入界面，不需要实名认证；界面设
计无“青少年模式”和防沉迷提醒，
无游戏时间限制；盈利方式主要是
广告，用户看广告后不需充值或单
次仅需小金额充值；存在过度广告
的情况，比如每日累计观看 5 个广
告；激励措施多，使用如建筑收益、
升级建筑奖励鼓励用户进行游戏，
用每日签到（可以领取礼品）、每日
在线时长（在线1分钟、5分钟、15分
钟、30 分钟有不同奖励）、特定日奖
励、本周累计登录天数等增加用户
黏性，用户完成每日所有任务可以
获得高级工具，连续登录到一定程
度可以获得稀有角色。

此外，记者注意到，小程序游戏
存在“广告套广告”现象，即在游戏
过程中利用赠送游戏币的方式诱使
用户观看其他游戏广告，让用户从
一个游戏被另一个游戏所吸引。

“我可以玩一下午，从一款游戏
链接到另一款游戏，永远不会重样，
也不会感到无聊。”山东济南六年级
学生李媛媛（化名）说，“软件还很

‘聪明’，我喜欢玩卡通图案的消除
类游戏，广告视频便会‘精准’地为
我推荐此类小游戏。”

缺乏分层思考设计
对儿童约束力不强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
姚金菊看来，此类小游戏的内容吸
引人、形式容易被低龄儿童获得，且
儿童对游戏存在群体认同心理，会
导致游戏“成瘾”现象。

对于此类小程序游戏未设置
“青少年模式”的现象，姚金菊分析
称 ，此 类 小 游 戏 并 非 独 立 软 件
（App），一般嵌套于网络社交平台、

短视频平台之中。以某社交软件为
例，接入的各类小程序往往是直接
以社交账号身份登录。因此，当儿
童通过家长的账号接触此类游戏
时，除非手动选择“青少年模式”，否
则系统无法有效判定使用小程序的
对象身份。

“此类小游戏虽然内容看似简
单无聊，但往往通过色彩艳丽的卡
通人物或者夸张、怪诞、引起孩子好
奇心的标题吸引低龄未成年人，然
后利用简单的赏罚机制，作为心理
控制手段，使得每一个操作都有奖
赏或者惩罚等即时后果。每一个操
作都能得到即时反馈，即使是成年
人，出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潜意
识都会对很多无聊、简单、重复的事
情上瘾。低龄儿童由于心智发育尚
未成熟，更易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姚金菊说。

姚金菊认为，小程序游戏开发
者也缺乏对用户群体的分层思考与
相应设计。小程序游戏作为新兴领
域，监管不如传统网络游戏完善。
而关于设置“青少年模式”或用户年
龄门槛等标准要求，小程序游戏仍
处于灰色地带。

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姚志
伟告诉记者，考虑到实名认证对个
人信息的收集程度、用户体验等因
素，有的大型公司会采取首次实名
认证的模式，即第一次实名认证后
用户无需再次认证。如果该社交账
号已经被家长实名认证过，那么根
据合理信赖，程序会默认使用手机
的是成年人。

“既要保护未成年人，又要考虑
未成年人个人敏感信息的收集使用
问题，也不能过多地打扰用户，这是
小程序游戏防沉迷的难点所在。”姚
志伟说。

强化平台责任意识
加强内部合规审查

那么，这类嵌套于网络社交平
台、短视频平台的小程序游戏是否
属于网络游戏？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董媛媛给出了肯定答案。她
告诉记者，目前出版国产网络游戏作
品审批程序把网络游戏分为两类，包
括电脑网络游戏和移动游戏。其中，
电脑网络游戏包括客户端、网页、网
络下载的单机游戏等类型，根据《关

于移动游戏出版服务管理的通知》，
移动游戏是指以手机等移动智能终
端为运行载体，通过信息网络供公众
下载或者在线交互使用的游戏作
品。该类小程序游戏符合当前新闻
出版署对网络游戏的定义。

据董媛媛介绍，目前一些网络
平台用户在玩小游戏过程中以“后
台实名”运行，即如果已在平台完成
实名认证，则登录游戏时无需再认
证，也往往没有使用时长的限制。

“部分开发运营者未按照游戏的标
准接入防沉迷实名认证系统，而是
隐藏了小程序的游戏功能以绕开游
戏防沉迷规定，对于此类情况，应当
加强小程序上线审核，核实小程序
是否存在实际功能与开发者提交审
核的内容不一致的情形，从而减少
小程序游戏避开防沉迷及实名认证
上线的情况。”

为了推动嵌套于社交平台、短视
频平台的小程序游戏朝着更加规范
化、标准化的健康方向发展，2023年8
月8日，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移动互
联网应用程序备案工作的通知》。

2023 年 9 月 20 日，国务院通过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条例》中单列“网络沉迷防治”
一章，规定了教育、卫生健康、市场
监督管理等行政机关、学校与教师、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网络产品和服
务提供者等多方主体对未成年人网
络沉迷的防治责任。

“建议以《条例》为依据，配合网
络游戏、互联网应用程序等相关法
规、政策，明确将小程序游戏纳入现
有的网络游戏防沉迷监管范围内。
加强技术监管。可通过身份验证、
短信验证等技术手段，加强对嵌套
型小程序游戏的标准监管；要求在
确认用户为青少年之后，开启防沉
迷系统，限制游戏时间。强化平台
监管。增强社交、短视频网络平台
运营商的责任意识，促进提供嵌套
服务的平台对接入的小程序游戏定
期进行内部合规审查。”姚金菊说。

同时，受访专家也提到，多角
度、全方位为未成年人营造清朗网
络空间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条
例》将进一步强化国家、社会、学校、
家庭等主体关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的责任，为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制度体系、构筑未成年人网络安全
屏障、切实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提供强有力
的法律武器。

北京联合大学网络素养教育研
究中心主任杭孝平呼吁，家长积极
履行家庭教育和监护职责，结合互
联网企业的技术防线和相关法律制
度，为未成年人营造一个更加健康、
安全的网络环境。杭孝平说，家庭
是未成年人上网的主要场所，家长
在防止未成年人网络沉迷上有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此外，网络平台、游
戏运营商等应建立健全未成年人防
沉迷系统，避免诱导沉迷的产品和
服务，同时实时监控并及时解决可
能导致沉迷的问题，定期向社会公
开防沉迷情况。 据法制日报

网络小游戏吸引低龄儿童沉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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