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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子看这些视

频、玩这些游戏

久了，会上瘾，而

且孩子们之间传

播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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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1 月 24 日，针对网络制

作传播涉儿童“邪典”视频相

关情况，全国“扫黄打非”办

公室紧急部署约谈相关互联

网企业要求深入开展清查，

同时追根溯源严查制作传播

源头。根据相关线索，全国

“扫黄打非”办公室部署广东

省“扫黄打非”办公室对广州

胤钧贸易有限公司制作传播

涉儿童有害视频一案依法进

行调查。

对此，钱报记者采访数

位业内人士，据了解，这些视

频和小游戏虽然制作简单粗

糙。但上手很容易，加上经

典动画形象深入人心，制作

方对玩家群体精准对靶，所

以吸引了很多青少年甚至

儿童。此外，我国动画分级

尚未成形、网站平台自身监

控审核不严等问题，也为“邪

典片”和“邪典小游戏”泛滥

提供了方便。

昨天下午，钱报记者发

现，目前类似视频和小游戏

基本都已下架，相关链接也

已失效。

儿童“邪典”视频和游戏，该怎么治
钱报记者实测邪典小游戏，血腥暴力令人瞠目结舌，类似视频和游戏已被清理

做个游戏最低投入1万，收益惊人。业界人士呼吁视频和游戏分级法规早日出台

记者实测“邪典游戏”，瞠目结舌
近日来，有关儿童“邪典片”的问题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钱报记者在这几天的调查中发现，其实，在国内此类视频或小

游戏早已有之，并非这段时间才冒出来，不少都以“亲子教

育”、“科普”等为名，散布暴力血腥、性暗示甚至涉黄内容。

“邪典片”被曝光后，有媒体找到了一家制作此类内容的

一家广州公司，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制作过大量此类视频。

不过，“邪典片”只是冰山一角。记者发现，在很多网络平

台小游戏中，有不少类似的“邪典”操作。

在“4399”以及“7k7k”等国内著名网页小游戏平台上，记

者看到，大量小游戏都是以经典动画片中的人物或动物形象

为基础，同时配上博人眼球的游戏名，吸引玩家点击。

一经曝光，国内数家知名视频网站和游戏网站相继开始

究查并删除“邪典片”、“邪典小游戏”。

腾讯视频23日回应新华社记者采访证实，截至当天，腾讯

下架涉儿童“邪典”原视频1464条，对23万条存疑视频作批量

下架处理，对53万余条视频撤回复审，封禁恶意账号621个。

通过搜索，钱报记者昨天上午依旧可以找到一些小网站

中残存的个别视频。但令人庆幸的是，昨天下午，几乎都已显

示已被删除。只是大量“邪典片”的视频截图或照片依旧泛

滥。此外，大多数知名游戏网站对此的清理力度也明显加大，

目前很多网站链接已无法打开。

此前，钱报记者通过搜索软件搜索到了一些仍旧可以被

打开的小游戏，其中一款游戏以暴力为主，玩家可以选择斧

头、电锯、霰弹枪、机枪等武器，对另一方进行砍杀，简单到只

需点击鼠标和敲击键盘就能操作。一旦“下手”，被砍方的对

应部位，就会出现大量飙血、掉头等画面，让记者瞠目结舌的

是，这款小游戏在被砍者倒地后，还提醒玩家可以继续分尸。

在另一款小游戏中，则有性暗示及偷窥情节——画面显

示有裸女在洗澡，玩家扮演一名男性，翻过窗户吓唬裸女，以

裸女的“尖叫程度”和“蹦跳高度”来计分。

正是这样的小游戏，被清理前，很多都入选网站游戏排行

榜并被重点推荐。

打“擦边球”过审，成本低收益高
那到底是谁在制作这样的“邪典”视频？成本多少？盈利

点在哪里？针对的受众群体又是谁？

钱报记者联系到了国内一家知名游戏制作公司的总经理

苏盛会（化名），以及一家视频工作室负责人，两人都透露他们

曾从网上看到过那些视频和游戏，“其实制作这些东西的成本

很低。”

视频工作室负责人说，从视频内容看这些拍摄几乎没有

场景需求，也没有很特别的道具，只需要有真人或者动画形象

就可以了，按照改编的剧本制作上传，“依照现在的设备和技

术水平，很多人都能独立做出来。”

“至于游戏，其实有两种盈利模式，一种是本身好玩值得

玩家付费；另一种是不局限于游戏，而是聚拢玩家群体产生流

量，获取广告收入。”苏盛会表示，“邪典小游戏”的模式主要就

是后者。

他说，在一些网站上的小游戏，很多都只需要一个模板即

可，但这个成本几乎为零的模板，能通过更换不同的角色形象

来衍生出几十个模式相同但形象不同的小游戏，“甚至不需要

技术人员，只需要美工就可以，做个原始游戏最低只需1万多

元。”

一旦这个游戏被平台推荐，只要有点击量就会有收入。

在一些大网站上，收益超乎想象。

“邪典视频”其实也是这么个套路，而有些涉及儿童性暗

示的，其受众不言而喻。

杭州一家网游公司的工作人员张文昊也告诉钱报记者，

这种小游戏，一般的小工作室甚至个人就能制作出来，只要不

是直接涉及暴力、色情等底线的“擦边球”，一般都能通过平台

的审核。

“之所以会选择经典动画形象，当然是因为孩子熟悉。那

种打打杀杀很血腥、游戏名又博眼球的游戏，点击量都很高。”

张文昊发现，这正是那些制作“邪典游戏”者找到的“精准靶

点”，玩家就是孩子，“操作简单，情节浮夸。”

“APP 市场会相对好一些，毕竟有比较严格的把关，主要

问题还是出现在视频网站和网站小游戏中。”苏盛会发现，小

孩子看这些视频、玩这些游戏久了，会上瘾，而且孩子们之间

传播很快。“即便被下架了，换张皮就又可以再上架了。”

靠企业自律没用，法规要跟上
据了解，网络视频是目前儿童日常观看动画片的主要途

径。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中国18岁以下青少年

网民的数量有 1.7 亿，中国一线城市的儿童平均每天花 3.5 小

时上网。

近年来，出台视频和游戏分级制度的呼声时而有之，但目

前尚未有实质性进展。

“利益面前，你跟企业光谈道德，就很无力了，法规要跟

上。”张文昊和苏盛会都觉得，在资本和利益面前，现在这种几

乎完全依靠企业自律的办法，无论如何都是不够的。

此外，很多家长其实也有责任，孩子们玩那些游戏时，不

少家长都没有做到真正的监护，放任孩子玩游戏。

据央视报道，中国社科院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教授童小军

对此表示，这是典型的针对儿童的信息暴力，通过文字、声音、

画面的营造，来传播对儿童身心健康有害的信息，不仅会影响

到孩子的认知和行为，长期看这样的视频、经历恐惧和焦虑的

情绪，对孩子身心伤害是不可逆的，她认为平台的责任很大。

而针对相关企业要如何处理，她认为，“不光下架，必须惩处。”

《检察日报》日前发文表示，清理“儿童邪典片”文化垃圾，

要痛下杀手坚决清除。

1 月 24 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部署广东省“扫黄打

非”办公室对广州胤钧贸易有限公司制作传播涉儿童有害视

频一案依法进行调查。钱报记者多次拨打该公司负责人电

话，无人接听。

钱报记者采访了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黄河律

师，他分析，“邪典视频”和“邪典小游戏”，首先涉嫌侵犯动画

片原著作权人的著作权，这是知识产权层面的；其次，如果通

过司法鉴定，相关制作人或企业上传的内容和游戏涉嫌色情

等问题，那么根据情节轻重，可以依照刑法相关条例对其调查

和处理。而相关平台至少要为此负行政责任。

采访最后，张文昊对记者说，“这次清理力度很大，但肯定

不会是最后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