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虚拟货币的物权性质

游戏装备、QQ账号、微信公众号……具有资产属性的网络资源日益走进人们生活—
—

虚拟财产，强化保护需有招(一线调查·互联网新观察⑧)

随着互联网与人们现实生活关联越来越紧密，各类虚拟财产不断在“云端”累积。
除了支付宝、游戏装备等直接与“钱”相关的虚拟财产，社交平台账号等网络资源
也都具有一定资产属性。当前，虚拟财产保护尚在不断探索，亟待各方携手共建保
护机制。

“我的微博记录了我10年来的点点滴滴，见证了我的许多重要人生时刻。”广州媒
体人杨女士说，10年前，她注册了微博账号，后来一些营销号觉得这个微博昵称很
亮眼，由于一个昵称只能由一个用户使用，便开价数百元到上万元求购。后来，杨
女士账号被盗了，其中内容被全部清空，且无法恢复，“感觉损失挺大的，既有精
神上的也有实际的损失，花多少钱都买不回来了……”

游戏币、游戏装备、QQ账号、微信公众号、抖音账号……当人们的日常生活逐渐向
虚拟空间拓展，这些看得见却摸不着的网络资源越来越受重视。今年，随着《民法
典》对虚拟财产保护做出原则性规定，虚拟财产的话题再度引发关注。7月22日，
最高法、国家发改委共同发布《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
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提出要加强对数字货币、网络虚拟财产、数据等新型权
益的保护，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对产权保护的价值引领作用。

范围广阔 融入生活

虚拟财产既有经济价值，也是精神财富，日益受到人们关注

“为了这款游戏装备，我充了不少钱，也花了很多精力。现在游戏平台更新，性能
和属性都发生了变化，装备更容易获得了，相当于贬值了。”北京某高校学生小王
说，游戏运营方突然改变装备性能和属性，让他觉得之前的投入“很不值”。

游戏平台擅自变更已售出的角色、道具及其功能并不少见。早在2003年，全国首例
虚拟财产纠纷案中，游戏玩家发现自己的几十种虚拟装备莫名丢失，最终法院判令
游戏运营商对这些装备予以恢复。

有专家分析，广义上讲，虚拟财产具有经济价值，如网游装备、淘宝店铺、数字货
币、自媒体账号等，能够实现网络交易变现；另一方面，虚拟财产还具有情感价值
，人们在社交平台账号、电子邮件中记录生活点滴和感悟心得，是一种很有价值的
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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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辉是某军旅题材自媒体账号的运营者，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平台拥有数百万粉
丝。“这个账号的价值就在于粉丝数量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力。为此，我们专门注
册了商标，保护我们的千余篇原创作品，避免虚拟财产受到损失。”

《民法典》总则编提出，“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明确肯定了虚拟财产的民事客体地位和财产属性；继承编则以概括方式定义
遗产，只要是自然人合法取得的财产都属于遗产，这意味着网络财产、虚拟货币等
也可以包括在内。

“《民法典》将虚拟财产、数据等概念纳入立法层面，这是对互联网时代新出现的
虚拟财产现象的确认，为今后的立法、司法实践打开了空间。”北京大学法学院教
授、副院长薛军说。

价值评估 尚需探索

虚拟财产如何分配、交易和继承，仍缺乏标准和规范

在网易游戏交易平台，某手机游戏中一个角色标价2999元；在微信公众号上推广商
品，根据粉丝数、阅读数等指标，一篇文章的广告宣传价值可达数十万元……虚拟
财产价值几何，目前还缺少权威机构的评估，大多是双方协商确定。

去年12月，全国首例微信公众号“分割”案作出终审判决。2016年，赵某等四人
共同开设微信公众号，并以赵某名义注册，创立一年，累计收入300余万元。但四
人对收入分配方式发生分歧，赵某便修改了账号密码，其他三人将赵某诉诸法庭。
合作运营公众号属何种法律关系？公众号是否具有独立的经济价值？这些问题成为
本案焦点。最终，法院以该公众号评估价值400万元为基础，酌定赵某向三人各支
付折价补偿款85万元。

有业内人士指出，由于相关法律缺乏具体规定，目前网络服务提供商一般规定用户
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2017年，一位浙江宁波网民在游戏公司和游戏玩家帮助
下，继承了已故父亲的游戏账号，但账号的所有权仍归游戏公司，不允许转让、买
卖。

“虚拟财产面临的最大争议，是如何理解它的性质。”薛军说，“如果从债权债务
关系的角度理解，虚拟财产的交易受制于用户和平台间的合同条款限制；如果认同
虚拟财产具有物权的特点，其财产属性则更加突出，可以具有流转性。”

“另一方面，对于网络账号，一些人想‘被继承’，也有人希望‘被遗忘’。”在
深圳某互联网公司工作的杨帅表示。“网络账号中包含了大量隐私信息，这些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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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作虚拟财产并被转让、继承？它们属于用户个人所有，还是网络服务提供商所
有？这些问题仍需在实践中探索。”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知
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说。

完善规则 细化举措

法律部门、网络平台应跟进出台配套措施，强化虚拟财产权益保护

目前，针对不同类型的虚拟财产保护，各个类别进展不一，其中网店、网游等行业
相对走在前列。

以淘宝为例，网络店铺可以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变更主体等操作。“一开始，淘宝店
铺只能在婚姻变化等特殊情况下变更主体。近年来，店铺主体变更的需求和情形不
断增多，我们就新增了‘协议变更’功能，并要求商家及时向系统提交变更信息，
这有助于平台及时掌握商家变化，也有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阿里巴巴相关负责
人介绍。

今年3月，中国消费者协会对网络游戏经营者提出要求，对于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
利、减轻或免除经营者责任的不公平、不合理规定，应尽快予以改正。

而在个人账户继承方面，由于存在隐私保护等问题，专家建议，网络服务提供者应
在用户协议条款中增加“继承条款”，由账号持有人决定其虚拟财产可否被继承，
以及可继承范围。目前，一些互联网平台已经有所探索，如新浪微博规定，博主离
世后，亲属可向平台申请账号信息保护。

“虚拟财产保护还需细化。立法和司法机关应继续探索划定虚拟财产的具体范围和
性质，为具体司法实践提供指导。”赵占领建议。

对于用户来说，保护虚拟财产，首先要保护账号安全。微信团队呼吁，用户不要使
用外挂服务或非官方客户端，不随意出租出售社交账号，或把账号相关信息提供给
陌生人。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艾媒咨询、艾瑞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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