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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处理涉彩礼纠纷三原则

以“低月租”吸引消费者分期租
赁，实际上却隐藏着环环相扣的套
路。近年来，随着共享经济的发展以
及商机的不断涌现，共享理念得到了
广泛的传播，互联网租赁平台也随之大
量出现。其中，手机租赁业务通过“以
租代购”的模式以“低月租”为噱头，迎合
了不少年轻人的需求。有平台方称，消
费者每月只需要支付一杯奶茶钱，就可
以拥有最新款或者更高端的手机。

以“低月租”吸引消费者分期租
赁，实际上却隐藏着环环相扣的套
路。有消费者反映，大部分平台默认
的租期是1年及以上，一旦逾期就必
须支付高额的买断费；还有消费者遇
到过暴力催收的情况。手机租赁市
场到底该警惕哪些风险？

去年11月，四川的李先生（化名）
在租赁小程序上租到了一部99新内
存为256G的蓝色手机，租期一年，分
12期支付，首期仅需支付1元，之后的
11个月每月需支付445.33元。

今年11月12日，租约到期，根据
合约，李先生可以选择归还手机，也
可以再花6000多元买断该手机。因
为买断费用太高，李先生最终选择归
还，将手机寄还商家。快递信息显
示，11月14日商家已经签收。不过，
收到手机后，商家并没有终止合同，
而是要李先生支付将近1000元的折
损费，或者直接将手机买断。

李先生告诉记者：“商家签收之
后，中间间隔了两个星期，给我发了一
张验机报告过来，验机报告上面写的
是有一些轻微划痕，扬声器没有声音。”

这张商家提供的验机报告上写
着，手机为八成新，屏幕细微刮痕，边
框轻微老化和细微刮痕，后盖细微老
化，扬声器无声。对于这样的验收结
果，李先生并不认可。他说：“扬声器
根本不可能没声音，如果没声音，电
话都接不到了。”

在寄出手机前，李先生拍了视频
留底，从视频看，手机看不出明显划
痕。记者也多次联系了与李先生对
接的客服人员，截至发稿前，对方没
有给出明确回应。

除了到期归还时遇到索要折损
费的情况，手机监管锁的问题也让众
多手机租赁用户头疼不已。所谓的
手机监管锁，其实是商家对用户的一
种限制，如果用户出现租金逾期或者
逾期未归还手机的情况，手机会被锁
定。

家住贵阳的张先生（化名）告诉
记者，上个月，他租用的手机到期，考
虑到使用习惯和手机里的资料存储
情况，他决定买断该手机。不过，买
断之后，商家并没有解除手机的监管
锁，而是让张先生自行处理。

张先生说：“他跟我说他们平台
已经解除了（手机监管锁），客服也是
这么说的，但是我手机上还是显示

‘监管’。他现在告诉我，让我恢复出
厂设置，如果恢复出厂设置还是不
行，就让我刷机。”

张先生称，手机的租赁费用加上
买断费用已经超过了去年同期该手
机的官方售价。张先生说：“当时也
没想这么多，但是最后结算的时候才
发觉怎么花出去这么多钱。”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以“租手
机”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有近3
万条投诉，涉及到期续租加价、买断
价格远高于市场价、维修时发现手机
实为“翻新机”“资源机”、暴力催收

等，甚至有用户反映租到过“赃物”，
被警方没收。

在投诉较多的租赁平台首页，记
者看到了平台推荐的热租爆款手机，
内存128G、租期一年，总租金为4243
元，按月付款，到期后如要买断，需支
付尾款3545元。按照该租赁合约，租
金加上预估买断费用，一年后该款手
机的到手价为7788元。而该款手机
目前的官方售价为5999元。

此外，记者在该平台搜索发现，
验收手机、折损费定价、违约赔偿等
环节完全由平台和商家决定，用户几
乎没有有效的申诉渠道。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指出，商家有
权自主设置经营活动的规则，但要公
平合理，不得损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
权。他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强对
互联网消费金融行业的监管，特别是
在“以租代购”的模式下，大学生等年
轻群体存在超额支出、隐私泄露、遭
遇诈骗等风险，对于行业中存在的违
法违规行为，应及时进行监管。

陈音江说：“作为一种租赁模式，
现在网上有这么多消费者投诉，它的
经营模式值得有关部门重视，应该及
时介入，要查清楚这是不是一种合法
合理的经营行为，是不是存在隐性的
安全风险，是否存在侵害消费者权益
的陷阱。”

（央广）

最高人民法院介绍，关于返还
彩礼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的解释(一)》规定了三种可返还情
形，包括：未办理结婚登记、已办理
结婚登记但确未共同生活以及彩礼

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但现实
生活中存在大量未办理结婚登记却
按照当地习俗举办婚礼并共同生
活，以及已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
活较短等情况，无法适用上述司法
解释规定，彩礼是否返还以及如何

返还成为难点。
本批典型案例聚焦审判实践中

的共性问题，明确处理涉彩礼纠纷
的三项原则：一是明确严禁借婚姻
索取财物这一基本原则。二是充分
尊重民间习俗，以当地群众普遍认

可为基础合理认定彩礼范围。三是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充分考虑彩礼
的目的性特征，斟酌共同生活时间、
婚姻登记、孕育子女等不同因素在
缔结婚姻这一根本目的实现上的比
重，合理平衡双方当事人权益。

彩礼纠纷典型案例发布彩礼纠纷典型案例发布

明确彩礼返还考量因素明确彩礼返还考量因素

首付1元就能用上高端机？
手机“以租代购”背后暗藏猫腻

彩礼作为我国婚嫁领域的传统习俗，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但
是，近年来彩礼数额持续走高，涉彩礼纠纷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甚至出
现因彩礼返还问题引发的恶性刑事案件。为统一类似纠纷案件法律适
用标准，昨天，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全国妇联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
布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

据介绍，当前，涉及彩礼返还纠
纷比较多的有两种：一种是“闪离”
的情况；还有一种是未办理结婚登记
但已经共同生活的情况。这两种情
况下，给付彩礼一方是否可以要求对
方返还彩礼，主要的考量因素有哪
些？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结合
典型案例进行了解答。

在案例一中，判决进一步明确给
付彩礼的目的除了办理结婚登记这
一法定形式要件外，更重要的是双方
长期共同生活。因此，共同生活时间
长短应当作为确定彩礼是否返还以
及返还比例的重要考量因素。该案
中，双方共同生活仅一年多时间，给
付方不存在明显过错，相对于其家庭
收入来讲，彩礼数额过高，给付彩礼

已造成较重的家庭负担，同时，考虑
到终止妊娠对女方身体健康亦造成
一定程度的损害等事实，判决酌情返
还部分彩礼，较好地平衡了双方当事
人间的利益。

再比如案例二中，双方虽未办理
结婚登记，但已按当地习俗举行婚礼
并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三年多时间，
且已经生育一子。在处理涉彩礼返还
纠纷时，就应当着重考虑共同生活以
及孕育子女的事实。该案判决综合考
量上述事实，对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
不予支持，充分保护了妇女合法权益。

在涉彩礼返还纠纷中，对于彩礼
与一般赠与的界限以及如何认定“共
同生活”也存在模糊认识。案例三在
这两个方面具有典型意义。该案判

决认定案涉26万元的“五金”款符合
人民群众对彩礼的一般认知，可以认
定为彩礼。同时，明确双方登记结婚
后仍工作、居住在两地，并在筹备婚
礼过程中，对于后续生活未形成一致
规划，没有形成稳定的生活状态，不
宜认定为已经共同生活，但是考虑到
已经办理结婚登记、短暂同居经历对
女方的影响、存在共同消费等事实，
判决酌情返还大部分彩礼，妥善平衡
了双方利益。彩礼和嫁妆都是我国
婚嫁领域的传统习俗，两者虽然表现
形式不同，但是具有共同的目的，应
当按照当地习俗适用相同的规则。

在确定彩礼返还数额时，也要考
虑嫁妆情况，比如案例四中，在确定彩
礼返还数额时就扣减了放置在男方处

的嫁妆数额。涉彩礼返还纠纷中还存
在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根据中国传统
习俗，缔结婚约及给付彩礼，一般由男
女双方父母共同参与，因此，在婚约
财产纠纷确定诉讼当事人时，亦应当
考虑习惯做法。如果婚约当事人一
方的父母给付或接收彩礼的，将其列
为共同当事人，不仅符合习惯做法，
也有助于查清案件事实。

据介绍，本次典型案例发布后，
最高人民法院将对《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涉彩礼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司法解释强
调了禁止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
物的原则，并对彩礼的范围、返还的
条件、当事人的确定等予以规范，以
进一步统一裁判标准。 （央视）

共同生活时间成重要考量因素

归还手机被索要折损费 有用户称租到“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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