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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认
为，一些主播可能并非真正的女
大学生，却利用这一标签来吸引
观众，从而获取更多的关注和打
赏。这种现象不仅损害了用户的
权益和学校声誉，还扰乱了直播
环境。“主播在直播中提前告知观
众自己的身份或直播内容的前置
性标签无可厚非。但关键在于这
些标签必须真实，不能带有欺骗
性质。主播应该诚实地展示自己
的身份和内容，避免误导观众。”
王四新说。

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赵
占领指出，如果涉事者故意以虚假
身份，特别是冒充学生身份，并因
此导致粉丝基于这种身份认知而
对其进行直播打赏，那么粉丝完全
有理由以受到欺诈为由，要求撤销
相关交易并追回打赏金额。

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朱杰认为，这不仅反映
了当前网络直播环境存在一定的
畸形，还暴露了一些平台管理的
问题。年轻女性作为直播平台的
主播，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
和粉丝，从而获得更多的关注和
礼物。这体现了观众对于年轻女
性的偏好和追捧以及对于性别和
外貌的过度关注。

“在此背景下，一些主播为了
吸引更多眼球，可能会采取更加激
进或不当的行为，包括涉及低俗、
色情等内容的直播，以及假冒‘女
大学生’的身份。这不仅违反了直
播平台的规定，也损害了社会公德
和道德底线。”朱杰说，平台应加强
对直播内容的审核和管理，严格把
关直播内容的真实性和合规性，对
违法违规的标签可以予以关闭直
播间、封禁账号等处罚。

（法治日报）

积蓄被女儿“洗劫一空”

上海八旬阿婆心痛自杀，法院判了
自己辛苦攒下的积蓄，被小女儿“洗劫一空”，沪上80岁老人含

着心痛和愤怒自杀，幸而获救。女儿说这是母亲心甘情愿的赠与，
但是母亲说自己是文盲，所谓的赠与协议根本看不懂。

究竟是老母亲反悔了？还是小女儿在说谎？近日，上海市闵行
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件案子。

今年80岁的许阿婆，年轻时丈
夫就因病去世了。此后，她含辛茹苦
独自将两个女儿拉扯长大。去年一
场重病后，老人由于无法独自居住，
就被小女儿送进了养老院。

许阿婆说，自己在入住养老院之
前，把仅有的38万元积蓄全部交给
自己的小女儿保管。可是被送进养
老院之后，两人的关系却越来越僵。

由于要支付养老院费用以及日
常开销，许阿婆便想问小女儿要回之
前存放在她那里的38万。让许阿婆
意想不到的是，小女儿一口拒绝了这
个要求，还给出了不给钱的理由：母
女曾订立过一份“赠与协议”，已经将
38万元积蓄全部赠与了自己，“想要
钱，就走法律程序吧。”

然而，面对这样一份赠与协议，
许阿婆表示，自己是文盲，根本不知
道小女儿手上这份打印的赠与协议
内容，上面的手印也是小女儿欺骗自
己按上去的。

在和小女儿关系闹僵后，许阿婆
希望大女儿帮忙从小女儿那要回38
万存款，但大女儿也吃了“闭门羹”，
小女儿依然拒绝返还钱款。

老人伤心气愤之下选择割腕自
杀，所幸被抢救了回来。面对自杀的
母亲，小女儿依然声称，38万是母亲
无条件赠与。

无奈之下，老人只得将小女儿告
上了法庭。近日，闵行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了此案。小女儿与律师认为，
阿婆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认识

自己的名字及相应的数字，应当对打
印的材料尽到审查的义务，其在协议
中按手印，等合同成立生效后，应当
全面诚信地履行，现在反悔无效。

阿婆的法律援助律师却认为，这
份协议完全是小女儿自己撰写的，该
赠与协议倾向小女儿这一方，她拿这
些钱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没有任
何的义务，没有任何的条件。以阿婆
的文化程度根本不能理解这份赠与
协议意味着什么。

主审法官审理后认为，阿婆的文

化水平很难明白赠与协议的内容与
反映的权利义务。小女儿主张老人
在签这份协议之前，她向老人逐字逐
句地宣读过协议的内容，但她无法提
供相关证据。

鉴于上述的理由，法官认为即使
这份协议上的手印是老人的，也难以
认定协议是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最终，法官判决赠与协议无效。

收到一审判决后，小女儿并未提
出上诉，并将钱款打入了母亲的银行
卡。 （澎湃）

积蓄被女儿强占

法院判协议无效

直播乱象调查：

“女大学生”主播有多少真学生？
“有人假冒我们学校的学生进行直播。”就读于河北某高校的王磊（化

名）最近在刷短视频、直播时，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有些主播明明不是大
学生，却以大学生身份进行直播。

前段时间，他点进一个标题为“大二学生”的直播间，主播穿着性感服
装正在跳舞，评论区有人为了引起主播注意不停地刷礼物，还有人说希望
和主播在线下见面。该主播在直播页面标注地点为王磊所在学校，而当他
询问主播与学校相关的问题时，对方均回答不出来。

记者注意到，一些人打着“大学生”等标签进行直播引流带货的现象屡
见不鲜，甚至有人为求流量打擦边球进行低俗直播。

几天前的一个下午，来自广东珠
海某高校的胡明（化名）点进一个直
播间，女主播对着镜头正在化妆，背
景看起来很像学生寝室。女主播自
称就读于胡明的学校，一边化妆一边
说自己下午还有一节课，4点就得去
上课。可到了4点，胡明发现这名女
主播还在直播，便再次进入直播间，
听到女主播说：“下午不想去上课了，
有没有人想一起打游戏，陪打游戏兼
职赚钱。”

胡明对此十分诧异，因为当天下
午学校有一场活动，要求所有师生必
须参加，可这名主播竟然说自己要上
课，不想上课了又去打游戏。随后几
天，胡明每天都能看见这名女主播在
固定时间开直播。“连续几天，每天都
固定时间直播，要么陪打游戏要么陪
聊天，她究竟是不是大学生？难道不
用上课吗？”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些直播
间在标题区打着“大学生直播”“女大
学生直播”，但主播并不一定是学

生。这些直播间的内容覆盖面很广
泛，有“跳舞”的，有“陪玩”的，还有

“卖货”的。
一位从事直播运营工作的人士

透露，部分直播账号明面上是个人运
作，实则背后都有公司。“女大学生”

“大学生”只是个标签，都是用来包装
主播增加人气的，有人气才能有更多
礼物和收益。“一些擦边内容容易获
得礼物，但也容易被封号，不过封号
了再换一个就行。现实中，有不少非
大学生打着大学生的旗号去做直播
赚钱。”

记者注意到，在短视频和直播平
台上存在很多自称MCN机构（专门
为网络视频创作者提供服务的机构）
招募女大学生做博主的帖子。他们通
常介绍自己是“美妆、穿搭方面的甲方
客户”。报名条件是“爱买衣服，爱穿
搭，有基础的搭配思路等”，并没有严
格要求必须是女大学生。还有MCN
机构明里暗里表示，可以打上“女大学
生”的标签，以获得更高的关注。

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近年
来发生过多起社会人士冒充“女大
学生”“大学生”做直播行骗的案件。

去年，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李
沧分局通过侦查研判，抓获一名冒
充“女大学生”进行网络诈骗的犯
罪嫌疑人，追缴赃款460余万元。

受害人张先生与自称是大学
生的视频主播李某相识，先后认识
其“闺蜜”9人。李某及其“闺蜜”相

继以父母住院、自己生病、借“校园
贷”需要还钱等各种理由找张先生
借钱。起初张先生对李某及其“闺
蜜”的身份深信不疑，无论对方借
多少钱都会毫不犹豫地给她们。
但渐渐地，张先生发现对方毫无节
制，钱越借越多，怀疑自己遇到了
诈骗团伙，便到派出所报警。警方
调查发现，这10名“女大学生”均为
一男子假扮。

打造大学生人设引流量

男子扮10名“女大学生”诈骗

受骗后能否追回打赏金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