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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因本人将移民国外，现将

泉州市中心赢利中、设备齐全的

医院转让（可多种转让方式）。

电话：15359592127蔡女士

转 让
王翔霖，杜颖，遗失儿子王铭瀚由

南安市中医院开具的出生证，出生

证号：0350424152，出生时间：2014
年4月6日，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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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未成年人在直播间多次下
单购买盲盒，该信息网络买卖合
同是否有效？监护人、销售方及
平台是否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三
方之间责任又该如何划分？

2024年10月20日至2024年
11月6日，13岁的赵某未经监护
人同意，使用其亲友支付宝账号，
在某网络平台“某经营部”开设的
直播间内，累计下单百余次，消费
数千元购买盲盒卡牌。2024 年
10月27日，赵某监护人发现其异
常消费行为后，第一时间通过平
台发起退货退款申请，并通过快
递多批次向某经营部退回部分盲
盒卡牌商品。之后该经营部以

“商品已拆封”“订单部分未退回”
等 理 由 ，拒 绝 退 还 剩 余 款 项
6329.5元。双方多次协商未果，
赵某监护人以该买卖行为违反

《民法典》中关于“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效
力”之规定为由，认为该买卖合同
无效，将网络平台及该经营部诉
至法院，要求其返还剩余款项。

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经
审理认为，原告的购买行为未能
得到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或追
认，且上述购买行为消费金额较
大，不属于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
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故原、被
告之间的信息网络买卖合同无
效，双方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
当予以返还，各方都有过错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案中，原告法定监护人未
能履行好监护第一责任人职责，
对原告长期使用移动支付进行
大额交易消费行为疏于监管，存
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
任。被告某经营部未能结合自
身售卖商品特性，借助平台实名
认证、交易信息等填补交易漏
洞，在交易过程中未尽到合理注
意义务，亦存在过错；根据双方
过错程度，法院酌定原告赵某监
护人承担30%责任，被告某经营
部承担70%责任，被告某平台不
是案涉交易的合同相对方，且已
履行善良管理义务，不承担责
任。 （登封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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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11点，某直播间弹幕飞滚：“求求了让我
欧皇（意为运气特别好）一次吧！”“吹口仙气再开一
包”……弹幕之下，“已下单”的提示闪烁不停。如
今，网上直播间已经从卖盲盒变为拆盲盒，并且将
未成年人当作重要的消费群体。从卡牌、文具到潮
玩，直播间拆的盲盒里几乎都是孩子们追捧的商
品。同时，主播还利用精心设计的玩法和话术，引
诱未成年人沉迷其间。

记者调查发现，为了诱导
孩子消费，直播间的主播都有
一套相似的话术。

用言语制造稀缺感，是直
播的第一步。6 月 11 日晚上
11点，在“布丁潮玩”直播间，
主播反复催促“库存不多，拆
完这波就下播，抓紧上车”。
半小时后，记者再次进入直播
间，主播还是重复着一样的
话，而直播仍在进行中。

当孩子们进入直播间下
单、屡次拆卡不中时，主播就
会暗示，福利在后面。

再试一手就能中吗？有
不少用户表示，在直播间购买
了主播承诺必含高稀有卡牌的
所谓“福利包”，结果开出的全
是普通卡。业内人士刘先生透
露，这很可能是“重塑包”——
商家提前拆包取走高价值卡牌
后重新封装，混入普通包售卖，
人为降低中奖概率。

“重塑包”的做法获利不
菲。市面上回收小马宝莉普

卡，一斤约 45 张仅需 13 元至
15元；专门售卖的空包装袋更
便宜，9.9 元就能买到 100 个

“品相完好、带自封口”的袋
子。记者算了笔账，主播只需
采购这些散装普通卡和空袋，
分装组合成所谓的“盲盒重塑
包”，一盒108张卡的成本价算
下来不超过50元。然而，同样
一盒108张卡在正规渠道的零
售价却高达 150 元至 180 元。
这意味着，主播用不到三分之
一的价格炮制出的“新盲盒”
依然能按原价销售。

此外，也有玩家告诉记者，
主播会在手速上玩猫腻。卡牌
玩家王先生向记者提供了一段

“抓猪潮玩”直播间录屏，慢放
后可以看到，过牌时，主播会用
拿牌的手刻意遮挡镜头，偷偷
丢弃一部分卡牌，并将可兑奖
的稀有卡牌藏于上一张牌下方
故意快速翻过。录屏中，这个
主播仅拆了 4包 20张卡，就刻
意忽略了3张稀有卡牌。

2023 年，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在《盲盒经营行为
规范指引（试行）》中规定：
盲盒经营者不得向未满 8
周岁未成年人销售盲盒；
向 8 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
销售，须依法取得监护人
同意，并采取有效措施防
止沉迷。然而，在记者的
调查过程中，直播间对未
成年人购买盲盒的审核机
制形同虚设。

在记者查看的直播间
中，超过95%的直播间在醒
目位置放出了“未成年禁止
购买”标识。但是，在实际
销售环节，商家既未核验购
买者年龄，也未确认监护人
同意情况，部分主播甚至使
用诱导性话术模糊规则边
界。比如：6月 8日，在“摆
摆爱拆盒”直播间，主播公
开宣称：“不管 3岁还是 30
岁的宝宝，下单都要扣‘已
成年，懂规则’字样。”

“目前来看，平台监管
仍有一定局限性，特别是未
成年人使用家长账号下单

时难以有效识别。”北京市
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副会
长朱巍表示，互联网平台应
通过设置账号注册最低年
龄限制、实施内容分级管理
等措施强化源头管控。同
时，建议家长要切实履行监
护责任，未成年人观看直播
时应有家长陪同引导。

也有多名家长质疑，
直播间拆盲盒鼓吹可以抽
到稀有卡牌，让孩子们不
停购买，此类玩法是否涉
赌？

对此，中国法学会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
秘书长陈音江表示，认定
涉赌的关键在于是否形成

“充值投注—概率玩法—
现金回兑”的闭环。如果
主播承诺将抽到的稀有卡
牌或物品可兑换现金，就
有可能被认定为赌博，值
得用户警惕。“事实上，更
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玩法
极易诱发赌博心理，让孩
子不知不觉被带上了‘赌
一把’的歪路。”陈音江说。

让孩子们欲罢不能的直播拆盲盒
到底如何玩？记者连续探访了数十个
直播间。

6月 11日凌晨 2点，拥有百万粉丝
的拆卡主播“烧鸡拆卡”的直播间仍有
近 2000 人在观看，下单后需排队半小
时方能拆卡。而在晚上 8点的黄金时
段，热度更高，观众逼近 8000人，排队
等待拆卡时间通常超过一小时。

记者观察到，在主播挂出的 54 个
商品链接里，销量最高的是《哪吒之魔
童闹海》斗天包的代拆链接，售出了
1199件。带拆卡玩法的链接销量也不
低，“抓猪”玩法链接售出435件。

“来！给豆宝拆 5个盲袋，第一个
是红龙果……”6月 12日晚上 7点，“暖
暖diy潮玩”直播间里，主播正热情地与
名为“豆宝”的买家互动，逐一拆开装有

不同塑料多肉玩具的粉色盲袋。记者
点开“豆宝”主页发现，简介显示其2012
年出生，年仅13岁。

一轮过后，19.99元8包的盲袋拆完
了，结果却没有一对颜色相同，这意味
着“豆宝”没有任何额外奖品赠送。

拆出同色的一对，正是时下直播间流行
的新玩法，名为“对对碰”：拆出两个同色物
品就算成功“碰中”一次，奖励再加拆一袋。
记者观察发现，主播极具煽动性的“碰”声刺
激，极易诱发冲动消费。

四年级同学依依告
诉记者，她点进直播间本
想“只玩一把”，但主播那
声“碰”就像有魔力，让她
心痒难耐，“想着再玩一
把听听”，结果常常连刷
三四单也停不下来。

N

北
京
晚
报

看直播拆盲盒
花掉七八千元

陈女士近来忧心忡忡，只因上四年
级的女儿圆圆迷上了看直播拆卡，甚至
偷偷使用家长账号下单。“小学生圈里流
行卡牌，哪吒、小马宝莉这些卡几乎成了

‘社交货币’。”陈女士说，起初，她对女儿
观看此类直播并未在意，直到有一天晚
上，她的银行卡被刷走了近2000元。

“一问才知道，为了抽中一种稀有
卡，孩子一口气在直播间拆了 200 多
包卡牌。”陈女士说，女儿曾炫耀“抓
猪”，用 20 包换来 60 多包卡，“原来，

‘抓猪’就是在直播间拆卡，抽中特定
图案卡牌，主播会送卡包。”短短数月，
圆圆就在直播间花费了七八千元。

时髦玩具、毛绒公仔、便签、签字
笔……直播间拆盲盒的对象并不局限
于卡牌。可以说，时下什么热卖就拆
什么，孩子追捧什么就拆什么。

“家里都快被塑料乌龟淹没了！
床底下、书桌上到处都是。”程女士抱
怨，8 岁的女儿最近看拆盲袋直播入
迷，每次至少下单 8 包，一个多月下
来，积攒的小乌龟玩具已达数百只。

现在，就连最火爆的潮玩LABU⁃
BU也被火速拿到直播间。石女士发现
女儿房间里突然堆满各种香片，细问才
知道都是在直播间买的，就是为了有机
会得到LABUBU挂件。这种玩法叫

“代拆猜数”，每个香片都有6位数独立
编号，孩子需要猜编号最后一位数字，
猜中就能以44.9元的“幸运价”获得原
价99元的LABUBU挂件。“孩子说班
上同学都在玩这个，猜中就像中彩票
一样兴奋。”石女士说，女儿为此先后
已经花掉1000多元。

孩子们为何痴迷主播代拆盲
盒？“直播间买 4包能变 10包，感
觉自己运气爆棚”“手气越‘黑’越
要连追，直到抽中稀有款才算
完”“就喜欢看拆出来的玩具越
来越多，最好能堆满整个屏
幕”……多名小朋友直言，喜欢
直播间现拆的刺激感。

拆卡竟需排队 诱发冲动消费探访

揭秘 饥饿营销作饵 拆盒暗藏猫腻

未成年人限售 审核形同虚设质疑

案例

未成年人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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