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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一些国家已有
顺利继承虚拟财产的先
例。2018年7月，德国联邦
最高法院对一名母亲申请
继承已故女儿网络社交平
台账号一案做出裁决，认定
该账号为遗产一部分，因而
判决该母亲可以继承账号。

法律界人士认为，虚拟
财产日益增多，是未来社会
的必然趋势。司法机关和
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完善相
关规定，促进虚拟财产保
护。

北京安理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王新锐表示，

平台为免除或减轻自身责
任而拟定的格式条款，如
显失公平，应认定为无效
条款。“比如‘由于账号被
他人盗用而引起的法律责
任由用户自行承担’的约
定，就有可能被法院认定
为平台在不合理地免除其
对用户账户安全应承担的
责任，相关条款可能被认
定无效。”业内人士建议，
相关监管部门应对互联网
平台的格式合同进行专项
检查，将不符合规定的条款
内容向社会通报，并要求平
台限期整改。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
副主任赵占领认为，虽然
大部分互联网平台的网络
账号都约定用户仅有使用
权而无所有权，但从法律
角度而言，网络账号的使
用权也可被视为虚拟财
产。他建议，立法和司法
机关可在未来继续探索划
定虚拟财产的具体范围和
性质，从而为具体司法实
践提供指导。

此外，还有专家建议，
针对公民虚拟财产的犯罪
行为，应以财产犯罪论处。

（据新华社）

许女士说，身患肝
癌的儿子姚策前两次
治疗效果不错，肿瘤变
小、病情稳定，但到了
第三、第四个疗程时，
治疗效果不佳，静脉癌
栓比较重。近段时间，
姚策甲胎蛋白也有所
增高，病情相比过去严
重许多。

于是，她和丈夫于5
月 26日陪着姚策从南
昌到上海求医。“上海东
方肝胆医院专家会诊后
说，姚策病情确实很重，
也不能耽搁。”

许女士称，姚策前
四个疗程看病共花费了
50多万，此次到上海住
院的费用，也大多来自

好心人的网上捐助。为
了给儿子看病，家里的
车已经卖了，存款也已
用完，捐款也即将用完。

在今年5月初与当
时生产的河南大学淮河
医院协商无果后，许女
士和丈夫开始寻求律师
帮助，欲起诉至法院。6
月 1日，二人找了代理
律师，“希望诉讼可以顺
利，早日拿到赔偿给孩
子看病。”

此前，有消息称此
次诉讼，许女士一家向
医院索赔800万元。许
女士称，该说法并不准
确，800万只是自己之
前大致计算，并没有实
际提出。

网络账号、虚拟货币、游戏道具……

如何保护我们的虚拟财产？
微信公众号、抖音号能不能转让？淘宝店铺能不能流转、继承？……互联网时代，我们

有了越来越多的虚拟财产，如何依法保护这些虚拟财产？

刚刚通过的民法典，在“总则”部分明确提出“虚拟财产”的概念，指出“法律对数据、网

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记者调查发现，在当前司法实践中，虚拟财产的保护仍需改革和不断探索。
“错换人生28年”小伙病重
协商未果家属欲起诉医院

6月3日上午，许女
士一家的代理律师周兆
成称，因医院工作失误，
导致姚策和另一个孩子

“错换28年人生”，两位
被抱错的孩子和双方父
母，都是受害人。

该案已时隔28年，
有言论认为，时间已超
过我国民法20年的最
长诉讼时效。周兆成律
师称，根据我国《民法总
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
定，最长诉讼时效经权
利人申请可以延长。未
来，将在起诉后依法向
法院申请延长诉讼时
效。

案件的焦点在于，
两个孩子被抱错本身给
双方家庭造成的损害赔
偿，以及涉事医院是否
需要对抱错的孩子之一
姚策患肝癌负责。

记者6月3日从河
南大学淮河医院方面了
解到，两家孩子确实在

医院抱错，但院方认为，
抱错孩子与姚策患癌之
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
系，目前院方正在准备
应诉，“相信法律的公正
和公平。”

周兆成律师则认
为，“两个孩子及其父母
都有权要求涉事医院给
予赔偿，河南大学淮河
医院损害了权利人的人
格利益，应当承担相应
的民事责任。”

此外，该起案件的
特殊之处在于姚策生
母患有乙肝，周兆成律
师说，“河南大学淮河
医院的重大错误是导
致姚策被错抱，出生时
没有就乙肝疾病采取
相应的阻断措施，从而
导致其年纪轻轻就和
亲生母亲一样，罹患肝
癌。”因此，他认为，河
南大学淮河医院应该
承担起姚策肝癌治疗
的责任。 （新京报）

因28岁的儿子被查出患有肝癌，许女士欲“割

肝救子”，不料却发现，因当年生产的医院工作失

误，自己养了28年的儿子是同产房另一名孕妇所

生。6月3日，许女士告诉记者，今年4月至今，儿

子姚策病情愈加严重，与医院协商未果后，她欲提

起诉讼，希望早日拿到赔偿来救儿子。

双方就责任划分存分歧

“错换人生28年”当事人病情严重

随着互联网与现实世
界联系愈加紧密，虚拟财
产的范围也逐渐扩大。除
淘 宝 或 支 付 宝 这 类 与

“钱”直接相关的平台账
号，诸如手游账号、微信
公众号、抖音号、虚拟货
币，甚至存储在云端的数
据，也都具有了一定的资
产属性。

——网上店铺和交易
账户、游戏账号及虚拟货
币。“从上大学起，我就开始
玩各类大型网络游戏，为买
游戏装备也投入了不少
钱。去年上半年，我一游戏
账号转手就卖了4000元。”
江西南昌市民王女士告诉
记者，她认识不少拥有价值
上万元游戏账号的朋友，甚
至有人专门以贩卖游戏账

号为业。
福建瀛坤律师事务所

张翼腾律师认为，游戏账
号、网上店铺、虚拟货币等，
虽然只存在于虚拟空间，但
客观上具有一定的使用价
值或交易价值，应被视为虚
拟财产。

——具有一定“粉丝”
量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
等带有公共传播属性的平
台账号。“流量即现金”，拥
有一定“粉丝”量的公共传
播账号具有“流量变现”的
能力，因此也应被视为虚
拟财产。记者从公关行业
了解到，目前一个拥有
100万左右“粉丝”的美妆
类抖音号，发布一段带有
广告植入的短视频的价格
在 1 万元左右；而一个拥

有100万左右“粉丝”的微
信公众号，在头条和非头
条推送中植入广告的费用
分别是 5万元和 3万元左
右。

——在云端或设备中
存储的数据。大数据时代，
一些企业在云端或设备中
存储的数据信息具有一定
经济价值，应被认定为虚拟
财产。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新
兴互联网平台的崛起，虚拟
财产的范围逐步扩大，在法
律保护方面也面临越来越
多的问题。比如，虚拟财产
如何继承，在离婚诉讼中如
何确定夫妻双方共有虚拟
财产的分割，这些问题的解
决目前在司法实践中都存
在具体困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虚拟财产的门类和应用场
景越来越丰富，但相应的法
制建设尚未跟上脚步。

——一些互联网平台
长期利用“霸王条款”掣肘
用户保护虚拟财产，司法实
践尚存认定和质证难题。

“用户账号所有权归本平台
所有”“由于账号、密码等信
息外借、泄露或者被他人盗
用而引起的法律责任，由用
户自行承担”……这是某互
联网平台用户服务协议中
的内容。记者调查发现，许
多互联网平台都有类似“霸
王条款”，这些条款大多具
有“不可商议性”，将用户置

于严重的不平等地位，也为
用户日后的维权制造了很
大障碍。

——部分虚拟财产的
合法性仍待进一步明确。
以近年来兴起的虚拟货币
为例，根据工信部和原

“一行三会”于 2013 年发
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
险的通知》，比特币是一
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
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
位。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
理事肖飒表示，当现行法
律法规未对某类虚拟财产
的合法性予以承认时，则
此类虚拟财产在追索或继
承时将难以受到法律保

护。
——虚拟财产的本质

仍是云端数据，权利人在
维权过程中存在举证难问
题。肖飒等法律界人士认
为，当法院认定用户账户
中的虚拟货币或道具是

“为生活需要而购买的商
品或服务”时，则用户适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

“举证责任倒置”情形。而
如果法院认定平台与用户
之间非“经营者与消费者”
关系，则用户需要就“因平
台责任导致虚拟财产损
失”进行举证，这从客观上
增加了用户在虚拟财产保
护上的维权成本。

虚拟财产范围越来越广

虚拟财产继承和保护有哪些阻力？

虚拟财产保护仍需“高筑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