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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近日，夏女士从代账会计处得知，
自己在深圳有一家公司。深入一查
后，她吓了一大跳。

经查，这家公司叫深圳市安星恒
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在深圳市
龙华区，夏女士是这家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

夏女士把情况反映给了当地市场
监督管理局。她通过市监局的反馈得
知，有人利用U盾，于2017年 7月3
日将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信息，经由线
上变更为夏女士本人。之前法定代表
人、执行董事和总经理是一个姓张的
人。

夏女士表示，那段时间，她根本就
没去过深圳，身份证也没有遗失过。

那银行是怎么开卡、办理U盾的
呢？对此，涉事银行的工作人员介绍，
银行开卡需要身份证和人脸识别比
对。“当时的话，那个机器是不通过的，
是由工作人员进行人工审核，去手动
通过的。”

对于夏女士提出的“冒名开户”情
况，银行工作人员表示，要先进行身份
核实，判断夏女士与当初开户的人不
是同一人后，才能开证明给市监局。

据银行工作人员称，当时的监控
已经找不到了，但银行后台有当时开
卡人的照片留底，目前银行已经安排
专人核实情况。

让夏女士担忧的是，她不知道盗
用她身份的人是否在从事违法犯罪活
动。

夏女士表示，根据在电子税务局
调取的资料，这家公司从2018年8月
份开始疯狂“开票”，目前能显示出来
的金额在146万元左右。此外，该公
司还有欠税情况，税额接近25万元，
还有滞纳金以及罚税。

由于尚有欠税，目前该公司的营
业执照已被吊销，但未注销。

同时，她从相关平台查到，这家公
司在2018年的时候，新增了几个彩票
软件的著作权。

夏女士称，她已经主动向深圳税
务机关反映了情况。“我自己举报我自
己，举报另外一个世界的我，完成了这
些违法犯罪活动。”

目前，夏女士已经委托律师去深
圳当地报警，处理后续事宜。

如何妥善处理未成年人游戏充值退费
纠纷，一直是网络热议话题。近日，一则未
成年人游戏充值退费案件，再次引发网友
关注。

山东一名11岁男孩在使用平板电脑
玩游戏时，误入消费“陷阱”。他通过某平
台直播间提供的店铺链接进入商店，趁母
亲不注意，使用母亲微信扫码支付22次，
累计充值41130元。这些充值的游戏货币
被用于购买游戏皮肤和装备。男孩母亲在
查看微信账单时发现了这笔巨额支出，在
与相关方沟通退款无果后，母亲果断向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相关方全额返还充值款
项，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法院柏城法庭审理
后认为，由于男孩为11岁，属于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综合该案实际情况及双方过
错程度，最终判决返还50%的款项，驳回
了其母亲的其他诉讼请求。

事实上，近年来，未成年人游戏充值退
费案件屡见不鲜，不少还实现了全额退款。

2024年1月，深圳一名小学生小陈迷
上一款休闲游戏，其绑定母亲银行卡，在某
网络公司游戏平台花6500元购买游戏账
号。母亲何女士发现后要求退款遭拒，遂向
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最终判决该网络公司
游戏平台返还钱款6500元，因小陈的行为
既不属于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也不属
于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在其法定代理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应属无效。

对于此类未成年人游戏充值退费纠纷
中的责任认定标准及判定依据，法律是如
何规定的呢？

对此，北京康达（合肥）律师事务所主
任侯卫爽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
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
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
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
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
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
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

侯卫爽律师分析指出，游戏充值行为
应当以该行为与未成年人的年龄、智力等
是否相符作为行为效力的认定标准，具体
以未成年人对于充值行为的认知能力以及
充值金额作为主要考量因素。如果认定游
戏充值行为无效，也应当审查未成年人的
监护人是否尽到监护职责、游戏服务商是
否尽到监管职责等，判定双方在过错范围
内承担责任。

对于争议双方在过错范围内需承担何
种责任，如何判定呢？

2024年5月，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了
《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服务消费管理要求（征
求意见稿）》团体标准。这是我国游戏行业
首个未成年人消费管理和退费规范。该标
准明确提出，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未接入
实名认证系统，或未落实充值限额要求，导
致未成年人超额充值的，将承担100%责
任。如果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已经依照法
律法规，配置了防沉迷措施，因为监护人帮
助未成年人绕过防沉迷限制，或监护人未
充分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况，那么，网络游戏
服务提供者应根据相关消费过程中，防沉
迷措施的有效性等情况承担对应责任，建
议责任比例为30%～70%，并由监护人承
担剩余责任。

30%～70%的责任比例，是依据什么
标准来界定呢？

据中国互联网协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与发展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王斌介绍，
30%～70%责任比例划分主要基于以下三
方面考虑：若防沉迷措施严格有效，因监护
人原因致使未成年人绕过限制充值，游戏
服务提供者担责30%；若措施存在漏洞，且
监护人监护不到位，提供者担责50%甚至
70%。监护人偶尔疏忽，担责30%～50%；
若多次帮助未成年人绕过防沉迷，或长期
对其游戏行为不管不顾，担责50%～70%
甚至全部责任。若平台搞活动诱导未成年
人大量充值，即便监护人存在监护缺失，提
供者也可能承担更高责任；若未成年人短
时间内多次大额充值，监护人未及时制止，
也会对责任划分产生影响。 据法治网

未成年人游戏充值退费纠纷频发

有人被判返还50%
有人获全额退款
判定依据是什么

被冒名顶替开公司欠税近25万

真“被老板”了怎么办？怎么查是否被“冒名顶替”？

女子报警：“我举报我自己”

1.查有没有“被老板”
在微信搜索“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

再点击右下角“其他应用”—“投资任职情
况查询”，就可以查询到你的情况了。

2.查有没有“被上班”
下载“个人所得税”APP，点开“个人

中心”—“任职受雇信息”，就能看到你到
底入职过多少公司，有没有“被入职”的情
况。如果有，点击“申诉”，赶紧给它取消
了！

3.查有没有“被网贷”
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官网”个

人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个人征信查询系
统”，第一次来的记得先点击右上角的“注
册”。注册时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说明你从
来没有参与过信用贷款，办过信用卡或其
他贷款服务，可以不用看了，没啥毛病。能
注册登录的人，进去看看“个人信用报告”，
就能看到你到底有多少信用卡、贷了多少
款、有没有为别人担保贷款等信息。

其实，类似莫名其妙地出现“世界上
另一个我”的情况并不罕见。

情况1：“被老板”
2020年一天，从未经商的小王发现，

自己成了200多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但他对此毫不知情。

后果：一旦“被当法人”的公司存在购
买、出售假发票等情形，该公司法人代表
可能被纳入征信黑名单、限制消费。

情况2：“被上班”
此前，某工业大学多名学生反映在官

方渠道查询到自己纳税记录异常，明明自
己人还在学校上着学，却有记录显示自己

在上班。
后果：新个人所得税法实施后，父母

可以申报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但
是如果遇到“被任职”的情况，其父母可能
无法申报专项附加扣除。

情况3：“被贷款”
2018年 8月，河南郑先生发现自己

莫名欠债26万元，而起因在于其2013年
4月丢失的一张身份证。

后果：莫名负债后除了需要承担还款
责任外，还要对冒名贷款的逾期记录负
责，恐无法正常申请贷款，若是买房买车
需要贷款那麻烦可就大了。

“被老板”“被上班”后果有多严重？

是否被“冒名顶替”该怎么查？

如果真的发现自己无缘无故拥有了
公司法人、股东或高管等身份，遇到“被股
东”的情况，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教你
两种诉讼途径。

1.民事诉讼——股东资格确认纠纷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

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八条规定：冒用他
人名义出资并将该他人作为股东在公司
登记机关登记的，冒名登记行为人应当承
担相应责任；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
权人以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被冒名
登记为股东的承担补足出资责任或者对
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赔偿责任的，人
民法院不予支持。

在“被股东”时，民事诉讼是常见的救
济途径，被冒名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股东资
格确认之诉，或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
三条起诉公司侵犯姓名权，要求判令公司
停止侵犯被冒名人姓名权，并赔偿损失、
赔礼道歉，同时确认注册文件上签名全部
虚假，在判决生效后持法院判决书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冒名登记信息。

2.行政诉讼——行政撤销之诉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撤销冒用他人身

份信息取得公司登记的指导意见》（国市

监信〔2019〕128号）规定：登记机关调查认
定冒名登记基本事实清楚，或者公司和相
关人员无法取得联系或不配合调查且公
示期无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登记机关认
为冒名登记成立的，应依法作出撤销登记
决定。

当事人在有确实的证据证明自己被
冒名的情况下，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二
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
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的规定，以
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错误为由，要求撤
销该登记行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
确实存在冒名登记事实的，可以依法作出
撤销该登记行为的判决，撤销该登记行
为。

总之，大家要切记妥善保管个人身份
证件及相关票据，一旦发现自己身份信息
被冒用，“被股东”“被法人”或“被高管”
了，可以及时向登记机关反映情况，也可
以通过向法院提起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发现犯罪线索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
报案。

据羊城晚报、新华网、深圳公安、中国
法院网等

如果真“被老板”了 该怎么办？

夏女士夏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