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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燕都融媒体记者 蔡艳荣）被称为“社会生

活百科全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于2021年1

月1日起施行。即日起，石家庄市司法局、石家庄普法办

联合《燕赵都市报》开设的《身边的民法典》专栏开栏

了。本专栏将邀请法律专家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让大

家更清晰、深刻地了解、学习民法典，相信该专栏会让读

者和网友在学习法律知识的同时，意识到民法典与我们

息息相关。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共7编，依次为：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

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以及附则。这部被称

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法典共1260个条文，覆盖每个

人的生老病死，关乎我们的全部生活。比如胎儿的民事

权利能力、离婚冷静期、未成年人游戏充值、职场校园性

骚扰、自然人的个人信息保护、遗产继承、遗嘱的效力等

问题，都可以在这部法典中找到答案。

我国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和2001年先后四

次启动民法制定工作，编纂民法典是多少代法律人的夙

愿。不管是合同法、继承法或是婚姻家庭法，在民法典

中只是其中一部分，在没有编纂民法典之前会存在不同

民事单行法之间衔接不当、过时等问题。而民法典则把

各个民事单行法统一起来，在统一的尺度下，维护人们

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民法典关乎每个民事主体的切身利益，构建了完善

的权利种类，形成了完备的民事权利体系，健全了权利

保护和救济的规则，对民事主体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

权进行全方位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于2021年1月1日起施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

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同时废止。

记者从石家庄市司法局了解到，石家庄市多举措、

多层面、多方式、多渠道集中组织开展民法典学习宣传

活动。围绕领导干部、青少年、农民等群体，有针对性地

开展学习、教育、宣传活动，其中领导干部、公务员带头

学习走在前头。目前，全市各级党政机关通过专家授

课、法治报告会、培训等形式，专题学习民法典926场次；

市、县普法讲师团为机关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人员开展

民法典专题辅导讲座279场次。

为认真贯彻石家庄市委《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通知》的精神，大力宣传民法典，石家

庄市司法局、石家庄市普法办联合《燕赵都市报》共同打造

开设《身边的民法典》专栏，专栏共24期，每半个月推出一

期。民法典将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即日起该专栏将邀

请法律专家，剖析一个个真实鲜活的案例，通过以案说法的

形式推动民法典真正走到群众身边，走进人们的心里。

未成年人巨款打赏主播未成年人巨款打赏主播
能否请求返还能否请求返还？？

“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关乎你我

《身边的民法典》开栏了

现下，“打赏”一词在游戏、网络直播、微博、微信等网络空间

很流行，一些主播和作者通过发布的原创内容就会收获粉丝的

点赞或打赏。《身边的民法典》专栏本期是关于未成年人“打赏”

的话题，这就涉及到了民法典总则中关于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

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相关规定。

小吴同学今年 10 岁，由于需要

在 网 上 完 成 老 师 布 置 的 家 庭 作

业，其母亲王女士每天下班后便

将自己的手机交给他用于学习。

一天，王女士突然发现自己

银 行 卡 莫 名 消 费 了 10 万 余 元 。

经查，原来是小吴同学注册了一

家科技公司的平台账号，通过王

女 士 手 机 绑 定 的 银 行 卡 购 买 虚

拟货币，用于“打赏”网络主播。

王女士报警，要求公司返还

10 万余元。被这家公司拒绝后，

王女士起诉至法院要求该科技公

司返还财产。

北京市信利（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高

雅认为：近年来，随着网络娱乐行业的发展，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现象广泛受到关注，由

未成年人网络支付引发的纠纷也日益增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第二章第

一节的内容是关于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

民事行为能力的，其中第十九条规定：八周岁

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

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

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

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

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5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依

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

题的指导意见（二）》，明确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参与网络直播平台“打赏”支出与其年龄、

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

提供者返还款项的，法院应支持。

未成年人受年龄限制，不能认清自己的

行为后果，如果让未成年人实施行为，则可

能既不利于未成年人自身利益的保护，也会

损害他人的利益。因此，民法规定限制未成

年人实施行为的范围，只能是与自己智力、

精神状况相适应的行为。对于超出自己智

力、精神状况的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也就

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实施。

燕都融媒体记者 蔡艳荣

案件

解析

高雅律师认为：上述案例中，10岁左右的

儿童购买巨额网络虚拟货币用于“打赏”主播，

这种行为明显超出了10岁儿童能够实施行为

的范围，若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以此拒绝对未成

年人的购买行为进行追认，网络平台应当返还

财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向网络平台主张

返还财产并不是一件易事，按照民事诉讼中

“谁主张，谁举证”的司法原则，未成年人的家

长需要针对网络购买行为是否是未成年人所

为提出证据。

在该案中，恰恰因为小吴同学家中装有监

控设备才证明确实是小吴同学购买的虚拟货

币。同时，从案件中我们也能看出，小吴同学

的父母因疏于监护，不能妥善管理自己的银行

账户密码，导致小吴同学沉迷网络，造成财产

损失，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因此，对于家长来说，与其事后补救，要求

网络平台返还财产，不如做好孩子的监督管理

工作，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避免其

沉迷网络。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有赖于社会各界的

共同呵护。在家庭教育方面，家长应保管好家

庭财产信息，正确引导孩子理解财产的意义，

通过给予孩子正面的引导，为孩子输入正确的

价值观，增强孩子对网络行为的辨识能力，预

防和制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虚拟货币是

否为小吴同学充值购买？若确实为

小吴同学购买，该科技公司是否应

当返还财产？

法院认为，通过小吴同学父母

提交的家庭监控录像以及报警记录

可以确定虚拟货币确实为小吴同学

充值购买，小吴同学在刚满10岁的

情况下购买数额巨大的虚拟货币用

于“打赏”主播，该行为事后未能得

到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亦非是

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

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该合同行为无效。但本案中，小吴

同学监护人未能履行监护责任，且

未能妥善保管自己的手机及银行卡

密码，小吴同学的监护人应当对小

吴购买虚拟货币的民事行为承担相

应的责任。因此，判决该科技公司

返还6万元。

孩子巨款打赏网络主播
八周岁以上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10岁儿童巨款打赏主播，网络平台应当返还

法院判决返还6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