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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消费者的零花钱来源以父母为

主。调查显示，65.86%的受访者表示零花

钱来源于父母，有 55.74%的人表示零花钱

来源于奖学金或助学金，还有极少数的零花

钱是其他方式（比如长辈给的红包、劳动换

取等）获得。未成年人大多还是学生，自给

自足的能力尚还欠缺，零花钱来源还是以父

母给予为主。

调查显示，有 77.27%的未成年人通过

线下进行消费，其因或与未成年人上学期间

无法携带智能手机有关；但还是有 22.73%

的未成年人更热衷于线上消费。

调查显示，有 51%的未成年人喜欢去

商场或综合体商店消费；有 36.63%的未成

年人习惯在学校周边的商店进行消费，还有

11.33%的未成年人将零花钱用在了娱乐场

所（如电影院、游戏厅）。

由于学业需求，有 68.65%的未成年

人会优先购买文具、文创等必需品，剩余

的 零 用 钱 主 要 消 费 于 书 籍 杂 志 等 。 有

45%的人将零花钱用于零食和饮料的消

费上；有 22.46%的人热衷购买盲盒，只有

8.16%的人会选择购买明星、动漫周边的

娱乐产品。

你家娃的零花钱是怎么花的你家娃的零花钱是怎么花的
浙江省消保委的调查结果来了

本报讯 时针指向上午 10 点，一个月前火

遍网络的“最顺利的手机号”，刚刚结束了第一

次拍卖，最终竟然流拍了。

9月，阿里资产拍卖网站上线了一个特别的

拍卖品，一个“15666666666”的联通手机靓号。

这么多“6”的手机号，起拍价高达 1366 万

元，曾让不少人感叹：“不到最后一刻，你都不知

道一个手机靓号能值多少钱。”

昨天，钱江晚报·小时新闻打开该拍卖页

面 ，竟 然 发 现“0 人 报 名 、0 人 出 价 ” 。

“15666666666”的手机号起拍价为1366万元，

保证金68.8万元，加价幅度为5万元或整倍数。

在拍卖专业人士看来，“报名会涉及保证金

交付，很多专业人士会在最后一天入场，选择在

最后半小时出价。”也有接触过拍卖的网友直

言：“你看保证金也要近70万，在银行多放一天

还有利息，这不香吗？”

有网友表示，价格令人咋舌，“没想到，一个

手机号能值这么多钱。”事实上，经过拍卖平台

上的价格角逐之后，它们的“身价”往往令人意

想不到。

第一次竞价结果如何？钱江晚报·小时新

闻记者关注到，在本场中，该手机号吸引了6万

余次围观，还有 1810 人设置了提醒，不过到网

拍结束一直无人报名参拍，显示“已流拍”。

手机靓号虽抢手，但对于这些高价竞拍，网

友也有不同看法。“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还在迷恋 666666666 吗”“这些钱买套房子不

香吗”⋯⋯有网友表示不解，“手机号码无非是

一串数字，不都是用来打电话的嘛？号码再好，

但‘信号’还不是一样？”也有保持理解态度的网

友表示：“手机号虽然多，但这么多6的靓号，还

是稀缺资源。”

早些年大家对手机靓号的需求还是较大

的，时不时有出现手机号码靓号拍卖的信息，甚

至还出现过成交价高达几百万元的靓号。搜索

近年手机靓号拍卖历史记录，阿里资产平台曾

拍出过一个“15077777777”的手机靓号，成交

价为 391 万元；2021 年，阿里资产拍出一个

“15066666666”手机号，成交价超294.9万元。

但相比之下，这个起拍价高达上千万、保证

金为 68.8 万元的“顶级靓号”，又一次突破想

象。 本报记者 祝瑶

还在迷恋666666666吗？

火遍网络的手机靓号
昨天流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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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已习惯在

网络上娱乐、社交、学习和消费。但

近年来消费乱象频频发生，未成年

人现在的消费观是怎样的？浙江省

消保委联合温州市消保委开展未成

年人消费观现状调查，并邀请未成

年维权小义工共同参与。调查对象

以 7-18 岁的青少年为主，共回收

有效问卷1245份。

未成年人消费观存在潜在“危险”。正

确的消费观应是量入为出，适度消费。因

此，面对超支所做出的行为可视为未成年人

对自己做出行为负责的程度。调查显示：在

零花钱超支的问题上选择“直接问父母要零

花 钱 ” 选 项 的 比 例 竟 然 达 到 了 惊 人 的

27.55%，接近三分之一。

为此，浙江省消保委联合温州市消保委

共同建议：家长应学会拒绝孩子的不合理消费

要求，在保证满足日常消费、学习和生活需求

基础上，通过家庭理财的方式和适当限制开

支，让“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成为良好的家风。

应鼓励适度消费，避免消费观潜在“危险”应鼓励适度消费，避免消费观潜在“危险”

调查显示：有 61.04%的未成年人将零

花 钱 用 于 线 上 电 商 平 台 购 物 ，其 中 有

37.59%的人用在网络游戏充值；有 26.91%

的人还有虚拟货币消费的习惯；也有少数人

有直播打赏与其它消费渠道的经历。随之

而来的未成年人消费问题日趋严峻，消费乱

象频频发生，比较突出的有：打赏主播，游戏

充值，爱豆应援等各类侵害未成年人消费案

件层出不穷，带来严重的后果。

未成年消费者求新、求奇消费意识强

烈。00 后、10 后未成年人群体的家庭经济

条件普遍较好、生活质量较高，消费需求也

逐渐趋于多样化。调查显示，该群体进行消

费行为的原因，以“觉得合适”或者“满足自

己一时的消费欲望”的分别占 50.36％和

35.90％。为了满足自己喜好，愿意为自己

的兴趣爱好买单，很容易出现冲动、盲目的

消费行为。

未成年消费者欠缺理财知识。调查显

示：未成年人对于大额的财产的态度，有

40.40%和 19.12%的人选择了“存起来”和

购买金融产品这是值得庆幸的，但还是有

30.84%的人选择“马上购买想要的商品”。

只有9.24%的未成年人表示交给父母管理。

6成未成年人，零花钱用于电商平台购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