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提醒

网络游戏行业正如火如荼地
发展，无论是“荣耀”“下棋”还是
“吃鸡”都让年轻人甚至是成年人
沉迷其中。正因游戏行业如此热
门，许多不法分子为了获取不当利
益，便将黑手伸向此处。喜欢玩游
戏的小伙伴们可要小心一点了。

【典型案例】

2020 年 8月，待在家中的李
女士突然收到一条来自银行的短
信，提示已欠费 3万多元。李女士
觉得很奇怪，就查询银行卡消费记
录，发现确实有笔大额消费记录，
可自己没有消费过，在询问儿子后
才明白，孩子在微信群里认识了个
自称“皮肤福利”的人，说是能免
费赠送“皮肤”，孩子在他的诱导
下一步一步扫码、转账，先后被骗
一共 10万元。
由聊天记录不难看出，骗子利

用了未成年人对验证码和实际输
入金额的误解，诱导他进行兑换
“皮肤”所需要的“验证”，实际上
就是让他进行转账服务。

我们怎么能避免这种情况的
发生呢：

1、家长应该加强对自己手机
的管理，比如设置密码、指纹、人脸识别等，
尤其是支付方面的管理。

2、对每天的交易金额设置额度，防止
账号被盗刷。

3、应该对孩子加强防诈骗教育，提高
安全意识。
常见网络游戏诈骗手段：
低价购买装备类：在游戏中或者各种

论坛，以远低于正常价格销售游戏装备为
名，随后走第三方支付通道的，在汇款后就
消失无踪。
账号代练类：在游戏里发布代练消息，

称能提升到多少级，在获取了账户名、密码
后，对方就将你账号内的金钱、装备等洗劫
一空。
账号交易类：高等级高属性的账号交

易，由于价值极高，对方声称要到指定网站
进行交易，在让你登上“钓鱼网站”，填写
了银行账户密码后，随即盗取你卡内的余
额。
“CP”交友类：在游戏内通过各种包

装伪装成女性，甚至利用变声器和你进行
语音聊天，在获取了你的信任后，提出向你
借钱周转一下，在你发现上当受骗时对方
已经消失不见。

【防范手段】

1、不要相信超低价购买装备的消息，
天上不会白白掉下馅饼，购买装备请通过
正规平台进行交易。
2、可以使用“密保”“令牌”对账号内

高价值的物品进行绑定，以防盗号后被他
人交易出售。

3、账号交易请小心谨慎，避免登录
“钓鱼网站”，此外申请游戏号用实名制和
真实身份证填写资料，一旦发现有问题可
以立即找回。

4、在游戏过程中要提高安全防范意
识，不要轻信游戏内发来的“暧昧”信息，
以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虹口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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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内外

旅游中意外受伤，索赔结果为何大不同？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一
句歌词引发了多少对土耳其浪漫美好的憧
憬。2018年 1月 3日，70岁的徐阿伯带着老
伴秦阿姨随团出发，踏上了为期 15 天的埃
及+土耳其出境游旅程。本是为了感受异域
风情的浪漫旅行，没想到却让徐阿伯与秦阿
姨就此天人永隔。

旅程第 4 天，徐阿伯出现发烧症状，在
服药及休息后，症状有所缓解，岂料继续行程
后，病情再次反复。
1月 10日，徐阿伯在旅行社安排的翻译

人员陪同去当地医院就诊，此后徐阿伯提出
终止行程提前回国，在与旅行社沟通协商交
通方案后，徐阿伯考虑到没有适当的航班时
间、家属不便陪同回国等情况，改变想法，决
定继续跟团。1月 13 日，徐阿伯再次赴当地
医院就诊，3天后，因病情加重不幸离世。
一场旅行，痛失至亲，这让秦阿姨和儿子

小徐难以接受，悲痛之下他们将旅行社告到
法院，认为旅行社行程前未对可能存在引发
疾病的相关情况进行提示和告知；且行程安

排紧凑，使得徐老伯过度劳累，诱发疾病；在
徐老伯出现不适时，未给予足够重视和协助，
最终导致徐老伯异国离世，据此要求旅行社
返还两人的旅行费用，并赔偿医疗费、遗体运
输费用等共计 92万元。
上海虹口法院审理后，认为旅行社已尽

到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最终判决驳回了秦
阿姨和小徐的全部诉讼请求。考虑到秦阿姨
和小徐失去亲人，案件受理费由旅行社负担。

■法官说案

旅行社作为组团社， 应该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 但旅游合同领域的安全保障义务亦有
合理的边界， 主要指旅行社在出发前有对安
全须知的说明义务、 旅途中的一般安全注意
义务和发生突发事件后的救助义务。

一、旅行社行前已尽到合理告知、说明义
务。 徐老伯在和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前对行
程安排就应已作了解，在团队出发前，旅行社
向徐老伯等参团游客发放了 《出团通知书》，

关于安全、气候、需携带物品、食宿、行程安排
等相关事项，均作了详细的告知和提醒，关于
可能因地域气候变化产生身体不适及配备药

品也进行了提示。
二、 旅行社的义务在于合理安排行程并

根据徐老伯本人的意愿给予建议和协助。 在
徐老伯突发身体不适后，旅行社领队、导游对
其病情给予了高度关注， 在徐老伯就医过程
中给予寻找医院、安排翻译人员等协助，在徐
老伯提出终止行程的想法时， 对于就近机场
的航班信息等给出建议。因此，涉案旅行社在
本案中已尽到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 不应对
徐老伯的死亡后果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三、旅游既是一种休闲娱乐，但也有一定
的体力要求，尤其是长途出境旅游，境外的自
然气候、 语言、 医疗等迥异于国内熟悉的情
况， 旅游者对自身身体状况是否适合旅游项
目应自行作出判断并负责。 徐老伯在身体不
适的情况下，仍决定继续跟团，系其对自身身
体状况的预估，因此造成的损害后果，应由其
自身承担。

案例一：

“超长待机”的8天国庆中秋长假结束了。今年宅家太久的你出游了吗？祖国山河美景虽好，旅程的安全也同样要
重视。梳理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近两年审理的涉旅游纠纷案件，大家是否知道，旅行社、旅游辅助服务者固然具有安
全保障义务，旅游者自身也是安全责任主体。

案例二：

李女士与朋友一起参加了旅行社组织的
“丫山三日游”。期间一行人到“中国鳄鱼
湖”参观游玩，时值冬季，景点户外鳄鱼湖已
经关闭，旅游团转而游览冬季观鳄房。

观鳄房有几十平方米，中间一条宽 80
厘米的走道供游客观赏时走动，数十条鳄鱼
养在走道两边的鳄鱼池中。在走道上游览时，
一不留神，李女士掉进鳄鱼池中。
好在事发当时，鳄鱼处于休眠期，没有攻

击性。李女士摔伤后，景区工作人员将其送往
医院救治，并垫付了治疗费。回上海后，经鉴
定，李女士的伤情构成十级伤残。
李女士认为旅行社没有对危险性进行预

判，既未尽到安全提示义务，又未及时救助。
景区在安全管理上存在疏漏，未对鳄鱼池加
装隔离防护措施，无路线指示牌、无工作人员
引导。旅行社和景区均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应对自己所受损失各半承担赔偿责任，协商
不成，李女士遂将两者告上法庭。

上海虹口法院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酌
定由景区对李女士的损害后果承担 30%的
侵权赔偿责任，李女士自行承担 70%的责
任，驳回李女士的其余诉讼请求。

■法官说案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旅行社和景区是否

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对于旅行社来讲， 旅游合同中进行了安

全提示，涉案景区内也有安全提示牌，过道狭
窄需谨慎通行亦属于常识， 旅行社无需对该
项风险进行特别提示和告知。事发后，景区工
作人员送李女士至医院， 在已有陪同人员的
前提下， 旅行社导游陪同其他游客继续游览

符合常情， 不能因此认定旅行社未尽到事后
救助义务。因此，旅行社已尽到了合理范围内
的安全保障义务，对李女士的受伤并无过错。

关于景区的责任， 冬季观鳄房内道路较
为狭窄，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景区可以采取对
入口、出口进行标识，对单向参观行走路线设
置指示牌， 在鳄鱼池旁加装临时防护栏等措
施，降低危险因素以防止发生不良后果，如今
景区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存在不足， 对李女士
受伤造成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至于李女士自身的责任， 作为一名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在进入狭窄空
间游览时，理应负有更谨慎的注意义务，在经
过鳄鱼池旁通道时应特别注意路面情况，采
取措施避免摔倒。 李女士对自身安全未尽到
合理注意义务， 应对自身伤害的后果负相应
责任。

案例三：

2018年 8月，小王参加了旅行社组织的
“梦回桃花源”云南之旅。在乘坐旅游巴士，
从昆明至普者黑的行车途中，因车辆颠簸，小
王身体腾空后坠落，造成腰部受伤。昆明就医
后第二日，腰部疼痛依然严重，小王只得提前
结束旅程返回上海治疗，之后被诊断为胸 12
压缩性骨折。
静养一段时间后，小王将旅行社告到法

院，索赔医疗费、误工费等共计 7.7 万余元。
审理中，旅行社辩称，对小王在旅游途中

受伤的事实无异议，但不同意小王的诉讼请
求。旅行社作为组团社，主要负责招揽游客，
后续旅游景点、住宿、餐饮则由地接社负责安
排，且小王系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受伤，故旅行

社并非侵权人，侵权人应当是地接社及旅游
汽车公司。
上海虹口法院审理后，判定旅行社应赔

偿小王医疗费等共计1.5 万元。关于误工费，
小王在进行云南旅游至诉讼时处于失业状
态，并领取失业保险金，鉴于其不存在误工损
失，该诉请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说案

在旅游过程中，除旅行社之外，还有一些
实际提供提供交通、游览、住宿、餐饮、娱乐等
旅游服务的人， 这类协助旅游经营者履行旅

游合同义务的人， 在法律上被称为旅游辅助
服务者或履行辅助人。

根据《旅游法》相关规定，由于地接社、履
行辅助人的原因导致违约的， 由组团社承担
责任；组团社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地接社、旅游
辅助服务者追偿。

本案中 ， 旅游者所乘坐的涉事车辆由
地接社提供 ，该车辆所属的旅游汽车公司
作为旅游辅助服务者 ，其驾驶员因操作不
当造成小王受伤 ，作为地接社及旅游旅游
辅助服务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小王现要
求组团社承担违约责任 ， 依法并无不可 。
组团社在承担民事责任后 ，可向上述两公
司追偿。

旅游中突发人身意外，谁应当负责？
【司法观察】上述三个案例都是因旅游人身意外引发

的典型案件，其中涉及三方责任主体，即旅游
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旅游者自身。
那么，司法实践中，是如何判断旅游经营

者或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是否应当对旅游者的
人身伤害承担责任呢？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旅游经营者或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是

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安全保障义务一般包
含行程前的说明告知义务、旅行过程中的安
全注意义务及事故发生后的积极救助义务。

需要注意的是：该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是在
可预见的合理范围之内。如果法律法规对安全
保障义务作出明确规定，旅行社应当严格遵守
法定标准；如果没有明确规定，鉴于旅行社的专
业性及经验优势，在针对老年人、儿童等特定群

体时，其适用标准一般应高于普通标准。
二、旅游者自身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

失。因旅游过程具有动态性和时间延续性等
特点，且实践中，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辅助服务
者所提供服务的对象往往并非一人，故旅行
社的安全保障义务相当繁重，且旅行社毕竟
不是旅游者的保姆和保镖，故旅游过程中旅
游者对自身安全负有注意义务，如果因旅游
者自身未尽到审慎安全注意义务，则会减轻
旅游经营者或者旅游辅助服务者的责任。

要注意的是，即将实施的《民法典》对违
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进行了更为完善

的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
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
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

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
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
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充责
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这正是，旅游道路千万条，注意安全第一

条。安全保障要做足，自身审慎亦重要。
（虹口法院 姜叶萌、陈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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