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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

要求实名制禁止未成年人打赏

此次国家广电总局下发《通

知》，要求网络秀场直播平台对

网络主播和“打赏”用户实行实

名制管理。未实名制注册的

用户不能打赏，未成年用户不

能打赏。平台不得采取鼓励

用 户 非 理 性“ 打 赏 ”的 运 营 策

略 。 对 发 现 相 关 主 播 及 其 经 纪

代理通过传播低俗内容、有组织

炒作、雇佣水军刷礼物等手段 ，

暗 示 、诱 惑 或 者 鼓 励 用 户 大 额

“打赏”，或引诱未成年用户以虚

假身份信息“打赏”的，平台须对

主播及其经纪代理进行处理，列

入关注名单，并向广播电视主管

部门书面报告。

在广电总局的《通知》出台之

前，我国《民法典》已经对未成年人

打赏行为作出明确规定，其中，8周

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行为能

力人，其行为需要根据其年龄、智

力状况来区别对待。

北京石景山法院法官杨洁认

为，禁止未成年人打赏是务实的选

择。《通知》的出台是倒逼网络直播

行业整治，加强管理，若想妥善解

决未成年人网络充值打赏纠纷，家

庭、网络平台、网络主播都应承担

起相应责任。若可证明参与网络

游戏充值和网络平台打赏的未成

年人不满 8 周岁，则属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其网络打赏和网络充值行

为是绝对无效的，一律应当退回，

监护人可要求网络平台返还，网络

平台也应予配合。

案例

讨回打赏钱起诉胜败皆有

近两年来，小刘使用父母用于

生意资金流转的银行卡，多次用于

打赏网络直播平台女主播，金额总

计高达近160万元。小刘父母得知

后，希望直播平台退还打赏金额，

但遭到拒绝，于是双方对簿公堂。

小刘及其代理人认为，小刘作为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进行的巨额打

赏行为与他的身份、年龄以及家庭

经济状况都不相适应，其行为应为

无效。直播平台认可是小刘本人

打赏主播的，但辩称16岁的小刘已

初中辍学独立生活，小刘应被视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直播平台不

应返还打赏金额。经过多番沟通

协调，近日双方最终达成了庭外和

解，小刘申请撤诉，直播平台自愿

返还全部近 160 万元的打赏款项，

目前已履行完毕。

该《通知》出台前，2 月底至 3

月初，男孩小戴在一网络平台充

值 7 万余元，用来购买平台礼物

打赏主播。小戴父母起诉平台认

为，小戴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其购

买行为与其年龄不相符，是无效

的。而该网络平台称，小戴使用

他母亲的银行账户充值消费，视

为经过其母授权同意；涉案账户

聊天内容中，有“明天还要照顾儿

子”“带小孩怎么多睡”的表述，明

显有成年人使用的痕迹，不能证

明是小戴使用。

因此，法院认为，不能认定相

关打赏行为系小戴作出，故判决驳

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提示

孩子打赏行为 家长需留证据

杨洁法官认为，按照上述《通

知》要求，相关平台要加强对“打

赏”用户的实名制管理，通过实名

验证、人脸识别、人工审核等措施，

确保实名制要求落到实处，封禁未

成年用户的打赏功能。平台要对

用户每次、每日、每月最高打赏金

额进行限制。若直播平台做不到

上述规定，除了可能会受到行业处

罚以外，亦因未按照《通知》的规定

尽到相应义务，在家长起诉要求返

还孩子打赏钱的诉讼中，还要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而网络主播亦应恪守规则，不

得引诱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的身

份打赏。

未成年人通过父母的银行账

号充值打赏，家长需要举证证明

自己并不知情，孩子未取得其允

许。若家长采取放任默许态度，

或 无 法 证 明 充 值 行 为 系 孩 子 所

为 ，那么 ，充值打赏行为就很难

以“ 未 成 年 人 系 限 制 行 为 能 力

人、法定代理人未予追认”而被

认定无效，监护人仍应在过错范

围内承担责任。

据《北京晚报》

“熊孩子”
打赏的钱能讨回吗？

“熊孩子”们在网络平台“一掷千金”，不少家长向平台申请退款遭
拒而起诉，而诉讼结果各有胜败。国家广电总局近日下发《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关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管理的通知》，要求网络秀场
直播平台要对网络主播和“打赏”用户实行实名制管理，未成年用户不能
打赏。《通知》一出，立即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今后再有“熊孩子”给网
络主播打赏，这钱能讨回来吗？

从事教育三十多年，经常碰到些熊孩子，一会

儿破坏公物，一会儿伤害他人；而这些孩子背后，往

往是深感无奈的父母，大多困惑于“孩子怎么就

是不听话”。我分析，这与缺乏规则教育有关。

社会是讲规则的，所以孩子从自然人成长

为社会人，需要规则教育。道德、法律、乡规民

约等规则，到了家里只有细化成家规，才可发挥

教育的影响。

用心，成效自然更好。如何做好家规？

1.明明白白

家规，要让孩子听懂是什么意思。比如，我家孩子

小学阶段上网的家规是“可以查资料、收发电邮、完成老

师布置的作业，可以看科学类网站、作文类网站、新闻类

网站，但不能看无关的内容；一般一次不能超过半小时；

单独一人不能上网”。特别是禁止之类的家规，不能含

糊其辞。比如，“每天18：00-18：30可以看电视，其它时

间未经父母同意都不能看”，这规则就很清楚。如果说

成“少看电视”，孩子就不清楚，怎么是“少”？

2 .动态生成

我家家规的约定，都是在生活中动态形成的。如我

孩子2岁多时的一天，分葡萄干时吵架了。我先从女儿这儿拿

一些吃掉，儿子的多了，女儿不肯；又从儿子那儿拿一些吃掉，

女儿的多了，儿子不肯；最后两人的葡萄干都被我吃光了，这下

都哭了。我借机教育他们，不相让的双方最终都会有损失，后

来就有了“吃零食要相让”的家规。

3.民主讨论

我家家规大多是民主协商而来。比如，好几次孩子在楼梯

上摔倒，我们就讨论了走楼梯时如何讲安全，后来有了“走楼梯

时要互相提醒讲安全”的家规。比如，孩子俩吵架了，我想这是

孩子的天性，吵吵哭哭没关系，经讨论后，有了“可以吵架、不能

打架”的家规。因为孩子参与讨论，相对好执行。

4.奖罚分明

有了家规，要讲究“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奖罚要跟上。孩

子毕竟是孩子，要表扬为主，表扬多了，对家规的执行力会更

强。违反家规了，该批评时就要批评。多次批评无效的，要么

是家规不合理，那就早点改；要么就要严厉批评，甚至进行必要

的惩罚。孩子幼儿期，我创新了“100 个好”评价，凡孩子表现

好，加几个“好”；违规了，减几个“好”；这个评价方法，作为对家

规的奖罚，效果很好。

家规，要一条条书面写下来吗？我觉得，书面约定，也行。

但口头约定比书面更方便。我怕麻烦，孩子小时的家规，基本

上都是口头约定。不管哪种形式，让孩子明明白白知晓家规就

行。

孩子俩对家规很自律。如对“可以吵架、不能打架”“走楼

梯时要互相提醒讲安全”的家规，好几次在楼下吵架，都哭了，

上楼时“弟弟小心”“姐姐小心”互相提醒，上了楼后继续吵架。

走楼梯互相提醒，这是义务；放心吵架，这是权利；这就是家规

的教育力量。

教育的艺术，在于通过他律最终形成为自律，使用家规的

目的也在于培养自律。当孩子慢慢形成好习惯，他律变自律

了，家规就要淡出。我的经验，最好在孩子的青春期来临之前，

家规就完成教育使命。如果在少儿期家规混乱、家规不严，等

到了青春期孩子出现问题了再定家规，那是亡羊补牢，需要付

出加倍的精力。

据铸基教育网

如何
让熊孩子听话？

家长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