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某些机构何以披着法律“外衣”，游走于灰色地带———

揭开游戏代退费骗局
“没想到游戏充值几千块

没要回来，还被游戏代退费的
机构套路，骗走三百块。”近
日，19岁的成都游戏玩家林林
向记者反映，有人在网上向其
推荐专业机构帮助游戏退费。
信以为真的他，按要求向其支
付费用。之后，对方却屡次拖
延时间，甚至直接将退费群解
散，再也不回林林的消息。

林林的遭遇并非孤例，不
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被

游戏代退费公司骗钱的经历。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机构披着
法律咨询机构的“外衣”，活跃
在短视频、社交和电商平台，
声称可帮助游戏玩家退费。路
径主要有两种：一种声称是法
律服务团队，表示自己有“专
业”渠道可帮助游戏玩家退
费；另一种是让成年人假借未
成年人身份申请游戏退费。两
者的目的均是骗取游戏玩家
的服务费。

受访专家表示，这些针对
成年游戏玩家的骗局，呈现诈
骗手段专业化、目标群体扩大
化、反侦察意识增强的特点，
消费者需加强警惕。

事实上，按照相关法律规
定，成年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其所进行的游戏充值一般
属于自愿行为，单纯因后悔或
过度消费而希望退款，通常不
会被支持。而成年人冒充未成
年人退费，属于欺诈行为。

游走在灰色地带的代退
费运营机构，也给游戏公司带
来困扰。一家游戏公司相关负
责人向记者直言，有大量来寻
求退费的用户此前已经通过
人脸识别认证为成年人，“这
确实对我们的甄别工作造成
非常大的困扰”。
（文中涉及采访对象林林

为化名）
□樊瑞 刘家怡

央广网 10月 17日

万元起，不出国也能拿证

“注水”博士 水有多深？
一名“95后”研究员因有 4

个博士学位、2 段博士后经历，
引发人们对“注水”博士的关注。
记者调查发现，争议屡现之下，
仍有机构表示可依据个人预算
和出国时间“量身推荐”免联考、
免语言要求的博士项目，甚至根
本不用出国在线学习。一些东南
亚国家高校的博士学位，从申请
到录取再到论文，都可花钱“助
力”。据中介机构人员透露，博士
申请人以外企、民企中高层管理
人员和高校教师居多。

前不久，山西太原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一份博士研究生
引进人员公示名单中，10 位进
入政审考察、体检人员的毕业院
校多数为东南亚的大学，被质疑
为“水博”。2022年 7月，湖南邵
阳学院“花费 1800多万元引进
23 名菲律宾亚当森大学博士”
也引发关注。

在线上多个平台，记者以
“泰国博士”“马来西亚博士”“菲
律宾博士”等为关键词进行搜
索，很快就弹出不少招生广告。
这些广告，大多打着“在职博士”
“免费申请”“合作招生 100%录
取”等宣传噱头。有的机构更是
盯紧了目标人群需要提升学历
却时间安排不够灵活等现实痛
点，宣传“寒暑假博士”“评职称、
晋升必选项目”“在职人士的天

堂”……为了提升成交率，有机
构还表示可“全程服务”“可考公
考编，可留服认证（通过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国（境）外学历学
位认证）”。

调查发现，东南亚国家一些
高校的“免联考”博士学位，以三
年学制为主。不同国家的高校博
士项目，学费不尽相同。只要学
生按照相关要求上课、学习和考
核合格，最低花费约 12万元就
可获得一个学位。

为什么会出现东南亚“水
博”？“外部看，一些用人机构过
于看重学历，不看重人本身的能
力。内部看，体系内部的专业评
价标准没建立起来。”中国教育
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
这种反差导致一方面对博士有
非常强的需求；另一方面又没有
严格的考核评估程序与标准，所
谓“水博”就大行其道。

□李松林
北京日报客户端 10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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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丈夫给女主播打赏了
1600多万元后，小欧看了 3个月
的心理医生。她的丈夫小陈一直
都是“别人家的孩子”，从小当班
长到大学毕业，目前担任一家上
市公司高管。小欧无法理解，丈
夫怎么就变成了现在这样。

生完孩子 1年后，小欧发现
了丈夫的异常，“经常对着手机
发笑，让他看孩子，他不看。有一
次孩子骨折了要去医院，他也不
愿意出门，还在对着手机笑”。

以前，小欧从来不查看丈夫
的手机。这件事后，她检查了丈
夫的聊天记录，当时就崩溃了。
仅通过微信充值，丈夫就在抖音
上花了 400多万元，成为了直播
间里的“榜一大哥”。小欧通过律
师申请调查令，向抖音调查取
证。抖音提供的数据显示，小陈
的充值金额达到 1600 多万
元———他不仅花光了家里的积
蓄，还把婚房也抵押了。

小欧试图挽回婚姻，又带丈
夫看了心理医生。丈夫短暂戒了
打赏，但 1个月后再度打赏，而
且更加疯狂。小欧对这段婚姻彻
底绝望。2024年 2月，她与小陈
离婚，陈家父母给了她一笔赔偿
金。她还是很憋屈，想要回那部
分本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钱。

2022年年底，小欧在福建省福州
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起诉主播丽
丽和小陈。她的案件在法院经历
了一审、二审，都以败诉告终。

一审、二审法官驳回小欧诉
讼请求的理由是，小欧主张小陈
侵犯其财产处理权没有法律依
据，且不能证明小陈与主播丽丽
之间存在不正当关系。

二审判决书的结尾有这样
一段话：“陈某某迷恋异性主播，
不惜打赏巨额财物，而某某丽及
其工作的抖音平台，获赠巨额财
物后无视对欧某某夫妻关系的

伤害、拒不退还，对此陈某某应
予以警醒，正确处理婚姻家庭
及异性交往关系，避免对家人的
伤害。”

9月底，小欧收到了福建省
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裁定书，她
依旧败诉。三审过后，法律救济
途径基本走到头了。

小欧对判决结果很绝望：为
什么丈夫巨额打赏主播，主播
和平台赚钱，她却成为受害者？
为什么法院已经认定丈夫和主
播的行为超越普通粉丝的情
感，但因为二人是网络上的虚
拟交往，就不违背公序良俗，不
用受到惩罚？

小欧的经历并非孤例。最近
两年，在一线的法官和律师专家
发现了一个现象：因夫妻一方巨
额直播打赏行为，另一方诉诸法
庭的案件数量逐渐增多，但另一
方多以败诉告终。直播打赏人有
男性，也有女性，其中男性占绝
大多数。

今年 4月，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二）（征求意见稿）》（下称“《征
求意见稿》”）第五条第二项提
到：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
明显超出家庭一般消费水平打

赏，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
益，另一方以对方存在挥霍夫妻
共同财产为由，请求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分割共同财产的，或者
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
打赏一方少分或者不分的，人民
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征求意见稿》并未直接针

对平台或主播在类似案件纠纷
中的角色进行阐释，但表明了法
律对夫妻双方过错认定的态度。
小欧觉得，《征求意见稿》对夫妻
一方中的受害人保护力度仍然
不够。她给最高人民法院写意
见：这一项解释的初衷是好的，
但在打离婚官司时，小陈已经把
家庭所有的钱都打赏给了主播，
即使法院想以小陈有过错的理
由，把家庭资产多判给自己，也
没有资产可分了。

小欧觉得，直播打赏这条产
业链能存在，是因为总有人在
背后承担恶果。“榜一大哥”在
直播间风光无限，有的恶果由
父母承担，有的由子女承担。前
夫的行为导致了她的家庭破
裂，主播和平台都赚到了钱，恶
果却由她和儿子承担，“这个世
界太魔幻了”。

□任晓宁
《经济观察报》10月 18日

“榜一大嫂”眼里的直播间

冒名登记时有发生

检察机关打响“姓名保卫战”

现实中，借用、冒用他人姓名
和身份证的情形时有发生。这些
人被偷走的不只是名字，还有人
生。究竟是谁盗用了他们的“名
字”又该如何证明“我”不是我

2023年，江西修水人朱任
华和女友去民政局登记结婚，
却被告知其在 2005 年就和一
名叫郑雪梅的女子结婚了。原
来，他早年与相亲对象“郑雪梅”
结婚，但很快发现她是骗婚，且
真名叫方一美，遂报了警，警方
很快将方一美抓获。后因证据不
足，方一美被释放，但婚姻登记
未作相应处理。而被冒名登记
的郑雪梅远在千里之外的四
川，得知后更觉冤枉：“我不认
识朱任华，而且 2005 年 9 月时
我已身怀六甲，怎么可能到修水
再次结婚呢？”

家住江苏泰州的田妮有智
力残疾，一家人长期依靠低保和
残疾人补贴维持生活。因田妮父
亲癌症晚期需要支付高昂医疗

费用，村委会干部代田妮向民政
局递交了一户多残补贴申请，工
作人员却发现田妮名下有一家
服饰公司，不符合申领补贴的条
件，本该每月照常发放的残疾人
补贴也被标记为异常。

周长福和妻子刘桂芳居住
在湖北郧西一栋楼里。2014年
11月，老两口准备用自家房屋和
门面办理抵押贷款为儿子创业
提供资金支持。然而，经查他们
的房子早在 2010年就被他人办
理了抵押担保贷款。苦于找不到
证人、无法调取当年办理抵押登
记的相关资料，这对夫妇的维权
之路一走就是 10年。

虽然 3 起案件的当事人坚
称“我没结婚”“我没办公司”“我
没抵押”，但白纸黑字明确显示，

不管是婚姻登记、工商登记还是
抵押登记，都有相应的文件，并
经过了法定程序，该如何证明结
婚的、开公司的、办抵押的“我”
不是我？

在法律上，证明被冒名的手
段相对单一，通常只能通过法院
的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认证程序来实现。然
而，实际操作中，许多当事人没
有能力或精力去申请这类认证。

在冒名登记类案件中，相关
行政机关间存在信息壁垒，监管
合力不强，从而引发一系列案件
线索发现难、行政机关自我纠错
难、当事人权益救济难等问题，
导致为受害者“正名”存在不少
困难。

近年来，针对侵犯公民姓名

权、冒名登记等行为，检察机关
充分发挥行政检察职能，以“检
察护企”“检护民生”专项行动为
有力抓手，持续开展冒名婚姻登
记、“空壳公司”治理专项监督活
动，推动行政机关主动撤销冒名
登记。同时，检察机关依法督促
行政机关完善智能化设施配套，
以信息技术手段解决婚姻登记、
市场主体注册登记行业治理漏
洞，通过与行政机关建立长效协
作机制、构建大数据法律监督模
型，在打通司法与行政执法堵
点、破解“程序空转”中实现减存
量、遏增量，以高质效检察履职
护航民生民利。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刘亚
正义网 10月 17日

公诸于世

井喷的女性脱口秀，你被戳中没？

最近，随着《脱口秀和 ta的
朋友们》和《喜剧之王单口季》
两档喜剧脱口秀竞演节目的热
播，脱口秀表演回归荧屏也呈
现新气象，扎堆上演的女性脱
口秀表现亮眼，其中的女性视
角和女性议题也给喜剧综艺赛
道带来新变化。

今年 9月，沉寂近一年的
脱口秀重回荧屏，女性脱口秀
呈现井喷，细数其中令人印象
深刻的段子还真不少。女性脱
口秀演员从不同维度大胆表
达，从大家熟悉的职场、相亲、
婚姻，到刻板印象中略带羞耻
的月经、生育话题，还有此前脱
口秀涉猎不多的原生家庭问
题。前所未有地开拓了脱口秀
中的女性议题，揭开以各种面
目出现的男女不平等，以及给
女性带来的各种焦虑，既辛辣
带劲，又笑中带泪，一吐生活中
的困境和痛点。

挑起性别对立曾被认为是
女性脱口秀的“原罪”，杨笠的
性别脱口秀就曾引爆一场激烈
碰撞。从“普信男”到“男人还有
底线？”再到因代言英特尔引发
的“下架风波”，杨笠一度成为
性别对立情绪的集中发泄口。
有人觉得说得好，有人感觉被
“冒犯”，脱口秀这门“冒犯艺
术”在性别议题上的边界，引发
人们深入探讨。

这其中有熟面孔杨笠、小
鹿、晓卉、步惊云、唐香玉、颜怡
颜悦，也有山河、史妍、Echo、菜
菜、张慧、鸭绒、漆漆等在荧屏
横空出世的新面孔。许多观众
对她们的金句印象深刻：唐香
玉犀利吐槽“婆家会笑话”是纯
纯催婚 PUA话术，张慧怒怼性
别双标、质问怎么没人夸强势
女人“好 woman”；“东北慢性
子”史妍分享中年感悟，为啥老
公爱蹲厕所，“那里到底有谁”；
漆漆与大码身材和解，分享“恋
爱脑”经历。

穿着婚纱上场吐槽澳大利
亚老公的 90后小鹿赢麻了，从
婚礼彩排没开始伴郎团就喝

醉，讲到老公听不懂司仪说的中
文，以及爸爸中途接诈骗电话。
其他作品素材更为广泛，瞄准家
里的社交达人老妈，“啥事都爱
打电话”，讲现代人的电话恐惧
症，她还跟自己对话，如今打着
“爱自己”的旗号为自己花钱，成
了“财富密码”。之前就惊艳脱口
秀赛道的 60 岁长沙黄大妈，直
接和 64岁的山山大爷叫板：“我
们这个赛道，拼的是谁好笑吗？
我们是拼命的。”“我们也不是一
个赛道的，我是广场舞赛道的，
他是撞树那边的。”

很多女脱口秀演员在线下
讲了好几年，她们缺少的不是能
力，而是一个被看见的机会。面
对所谓并不友好的女性脱口秀
“职场”，已经在线下开展各种演
出的女演员们保有一份倔强，以
及努力向上生长的姿态。来自陕
西可乐喜剧的飒爽步惊云在舞
台上用浓重的“陕普”吐槽自己
的老公，接地气的表达让人笑得
前仰后合。在她看来，她和老公
日常相处就是如此。就是用幽默
的方式，去解读生活。她说：“那
些说我在舞台上不讨喜、女演员
要在舞台上收敛一点、可爱一点
的，以后不用再说了，我就永远
不会改。市场会接受强势泼辣的
女人。”

受访中 Echo说，脱口秀不
只是一个喜剧的舞台，它还代表
一种说话的权力。女脱口秀演员
依旧是喜剧界的“第二性”，好笑
的标准很大程度上对于女性的
表达有天然的排斥。“大家始终
会觉得，一个女的在台上搞笑，
她大多是一个丑女孩，或者是一
个模仿男人的角色。”她非常珍
惜这份表达的机会，还会继续进
行性别创作。“你想，拿话筒在台
上表演 5分钟，让所有人听你说
话，就问生活中哪个场景里可以
做到全体安静地听一个女性说
话？”在她看来，单口喜剧的核心
是，不以单一的标签定义一个
人，不要假装一切都好。

□张楠
《扬子晚报》10月 18日

情理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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