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册虚拟货币app用实名认证吗

前两天写了运营商处罚违规玩家，最后因证据不足而败诉的案例，今天看看玩家未
获法院支持的例子。

账号与真实身份

2006年6月18日，刘某注册了EVEOnline游戏账号并创建角色“大猪头”。2012年
游戏运营权从光通转移至邮通公司后，刘某把老EVE账号和在“世纪天成”（邮通
公司官网）注册的新账户A进行绑定，通过账户A登录游戏。

2013年10月18日，刘某账号被邮通公司永久封停，协商无果后，2014年1月，刘
某诉至法院，要求运营商解封账号A并赔礼道歉，但未获法院支持。

如果运营商处罚依据（法院认为属于“主观推测”）、举证方式（无法形成证据链
证明玩家存在所指违规行为）和我们前两天写的案例一样，刘某的第一项诉求应该
是会得到法院支持的，但是本案并没有，原因是刘某无法证明他与账号A的关联性
。

运营商与用户的《服务协议》第五条第一款是实名注册相关的规定。

该条款要求用户应当以真实身份注册成为会员，并保证所提供的个人身份
资料信息真实、完整；
提供不实信息的，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不利后果。

所谓“不利后果”，就包含本案这种情况——用户因无法证明自己是账号权利人而
无法有效维权。

被告邮通公司举证证明账号A的注册人真实姓名为“胡某某”、证件号码为
“XXX”、角色为“大猪头”，不是原告刘某。
刘某不认可被告证据的真实性，但也承认自己确实没有用真实姓名注册，
也记不清具体的注册信息。
法院认为被告提出涉案账号由案外人注册并能提供相应信息，原告虽然否
认，但也确认未使用真实姓名注册，基于双方服务协议，原告应当承担举
证不利的后果，最终驳回刘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网络游戏与实名制

刘某介绍时提到“用符合一定规律的身份证号和名称就能在被告系统注册账号”。
这里说的应该是2012年“世纪天成”网站上的实名注册流程，因为2006年还没有
网络游戏实名制的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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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1日年生效的《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首次将实名制要求写入法规，
但主要是针对“实名注册”，其中：

第二十条第（三）项规定了网游虚拟货币交易服务企业的实名注册管理义务，要求
该类企业“提供服务时，应保证用户使用有效身份证件进行注册，并绑定与该用户
注册信息相一致的银行账户”。

违规者，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
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30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一条，规定了网络游戏运营企业的实名注册管理义务，要求该类企业“应当
要求网络游戏用户使用有效身份证件进行实名注册，并保存用户注册信息”。

违规者，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
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20000元以下罚款。

我们知道“实名制”不是单指注册，还包括查询与认证。游戏厂商就算在注册环节
要求用户提交真实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但如果没有（或者没有动力有）有效的认
证手段（比如与公安系统配合认证），就会发生本案中刘某所说的这类情况。

不过由于国家机构改革，主管部门职能调整，《暂行规定
》已于2019年7月10日废止。废止之后，网络游戏相关的
专项法律法规还未出台，和网络游戏实名制直接相关的主
要规则包括：

2017年5月1日生效的《文化部关于规范网络游戏运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
知》，对实名制的要求仍然聚焦在注册环节与配合取证。

2019年10月25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
》，同样聚焦注册环节，但在2010《暂行规定》基础上作出进一步完善：

要求所有网络游戏用户均须使用有效身份信息方可进行游戏账号注册；
要求网络游戏企业自本通知施行之日起，建立并实施用户实名注册系统，
不得以任何形式为未实名注册的新增用户提供游戏服务；
要求网络游戏企业自本通知施行之日起2个月内，须要求已有用户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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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名注册，对未完成实名注册的用户停止提供游戏服务；
厂商可以设置不超过1小时的游客体验模式。在游客体验模式下，用户无须
实名注册，不能充值和付费消费。对使用同一硬件设备的用户，网络游戏
企业在15天内不得重复提供游客体验模式。

《通知》规定的处罚措施相比《暂行规定》要更为严格，除了纳入网游出
版运营的必要条件，监管部门从原来的“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
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变为“各地出版管理部门”、“各地出版管理部门协
调有关执法机构……”，处罚措施也从原来的“责令限期改正”、罚款，扩
展至“依法依规处理，直至吊销相关许可”。

2021年6月1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互联网专章针对未成年人实名制要
求作出规定。

第五章网络保护的第75条规定，“……国家建立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
子身份认证系统。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要求未成年人以真实身份信息
注册并登录网络游戏。……”

2021年8月30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
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要求网络游戏企业严格落实游戏登录实名制。

实际执行中，从借用、盗用身份信息到第三方登录，绕开
实名制的方式还是多种多样。为了赌上漏洞，社会各界提
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其中就包括“增加生物识别信息认
证（比如人脸识别）”。

实名制实施早期就有很多用户担忧个人信息安全问题，虽然相关规定要求“对用户
提供的实名注册信息，网络游戏企业必须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妥善保存、保护，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但很难消除用户顾虑，引发社会关注的案例和事件也日渐增
多。

比如近期的天津人脸识别案，二审改判小区以刷脸作为唯一通行方式违法；再比储
户虽远必“朱”。银行储蓄、证券期货、电信网络等等都远早于网络游戏行业实施
实名制且监管严格，即使这样也存在技术滥用、甚至被用于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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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相对用户具有强大的支配力和影响力，衷心希望再看到将“人脸识别”应用于
游戏实名认证之类的建议时，可以看到建议同时提出“如何保证信息安全”、“如
何预防和惩治信息滥用”，而不是为了实名而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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