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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名 90 后电竞选
手在综艺节目中给自己立下

遗嘱，并将自己的支付宝、游
戏账号等虚拟财产写入遗

嘱，引发关注。
中华遗嘱库的数据显

示， 截至 2019 年 8 月底，90
后立遗嘱人数已达 236 人 。
在立遗嘱的年轻人中 ，年龄
最小的只有 18 岁。 同时，90
后遗嘱订立者的财产继承

主要以现金存款和虚拟财

产为主 ，虚拟财产包括支付
宝 、虚拟货币 、游戏账号等 ，
财产的继承人绝大多数都

是父母。
根据第 44次《中国互联网

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截至
2019 年 6 月， 我国网民规模
达 8.54亿。 个人账号、邮件信
息等大量数据档案在拥有者

去世后何去何从？网络时代如
何处理个人的数字遗产？

虚拟财产写入遗嘱

今年 5 月 ，1994 年出生
的小玲 (化名 )来到中华遗嘱
库天津登记中心订立了属于

自己的遗嘱。 “工作压力越来
越大，意外随时可能发生，死
亡真的离我不远。 ”小玲说，
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在自

己身故后， 为父母留下一份
保障。

小玲是典型的 “无钱包
一族 ”， 不仅习惯了移动支
付， 还将自己的大部分现金
收入存入了支付宝账户。 立
遗嘱之前， 她并不知道支付
宝、 微信这些虚拟账号也可
以写入遗嘱。 在中华遗嘱库
工作人员的解释下， 小玲了
解到虚拟财产也可以写入遗

嘱，于是她把微信、支付宝账
号和密码一并写进了自己的

遗嘱里。
“90 后遗嘱订立者的财

产继承中，不动产、股票等财
产极少，主要以现金存款和虚
拟财产为主。 ”中华遗嘱库管
委会主任陈凯介绍。 他认为，
90 后在立遗嘱时着重强调虚
拟财产，体现了他们对于精神
需求和情感价值的重视。

那么，什么是数字遗产？

哪些可以写入遗嘱？
早在 2003 年，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在 《保存数字遗产
宪章》中明确提出，数字遗产
是人类特有的知识及表达方

式，它包含文化、教育、科学、
管理信息和技术、法律、医学
以及其他以数字形式存在的

信息， 或从现有的类似模式
转换成数字形式的信息。

学界一般认为， 数字遗
产可以分成物质和精神两

类。 物质数字遗产指的是跟
财产直接挂钩的， 比如支付
宝余额、比特币等虚拟货币；
精神的则是社交账号、 个人
文件等， 是用户花费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形成的虚拟财

产， 不仅是用户日常生活的
精神家园， 也能够通过继承
使亲属得到精神上的抚慰。

数字遗产的处理以运营

商自定为主

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七

条规定：“法律对数据、 网络
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 ，
依照其规定。 ”

对此，陈凯认为，对于虚
拟财产的保护， 民法总则已
经作了原则性规定。 “在虚拟
财产定义和范围还没有完全

确定的情况下， 作出原则性
规定可能更合适。 ”

记者查阅相关法律条例

发现 ，《物权法 》《继承法 》以
及相关说明都只对有体物作

了规定， 数字遗产可能涉及
的无体物的继承无法从中找

到依据。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

所所长刘俊海指出，我国目前
对此只是以一种相对保守的

姿态，确认了数据应受法律保
护，还没有肯定对数据的独立
民事权利。 “我国现行的继承
法仅对实物财产的继承作了

规定，对网络上虚拟财产的继
承问题并没有规定，从而造成
了数字遗产的继承行为在实

质意义上很难实现，有待今后
继承法的修改。 ”

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

定，目前，数字遗产的处理方
式基本以各家互联网平台运

营商自定为主。 这也为纠纷
埋下隐患。

有学者提出，由于通信、
社交账户等承载了个人隐

私、 用户财产与人格等多重
属性， 对于其背后继承问题
的探讨更需要审慎把握。

管理和传递存在难题

陈凯向记者指出，当前，
虚拟财产作为遗产写入遗嘱

中存在着归属难以确认 、查
找困难以及传递难等问题 。
“因为虚拟财产散布在各运
营商的服务器中， 同时有的
虚拟财产，比如 QQ 空间等相
对比较隐私。 ”

据了解， 目前平台对用
户数字遗产主要有两种处理

方式： 一是用户本人对账号
仅享有使用权， 网络服务提
供者享有所有权， 此时账号
无法被继承， 网络服务提供
者可以选择关闭、删除、注销
用户账号； 第二种是用户享
有所有权， 数字遗产可以被
继承， 此时继承数字遗产需
要提供一系列证明材料。

而大多数情况下， 互联
网公司规定用户账号的所有

权与使用权是分离的。 例如，
新浪微博、腾讯 QQ 等用户服
务使用协议规定， 如用户在
申请开通服务后在一段时间

内未实际使用， 则运营方有
权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选择采取回收用户昵称 、账
号或停止服务等方式处理。

刘俊海认为， 处理数字
遗产主要从两方面入手 ：一
是平台方面要详细规划数

字遗产继承的规则 ，明确继
承人继承数字遗产的流程 。
当有继承人出现时 ，平台有
义务协助继承人依法继承

数字遗产。 平台在处理数字
遗产时应履行好通知的义

务 、披露的义务 、协助的义
务以及保密的业务 ，这也是
处理数字遗产时要遵循的

基本法律要求。 二是立法方
面 ，建议立法机关在修改相
关法律时 ，要把数字遗产的
问题考虑进去。

（据《工人日报》）

这个“李鬼”很危险
小心高仿手机 APP

网上转账缴费 、 处理罚
单 、 买火车票……随着移动
互联网的发展 ， 越来越多的
人习惯用手机 APP 处理各
种事务。 “新华视点 ”记者调
查发现，在手机应用市场中 ，
一些通过相近名称 、 类似图
标制作的高仿 APP 令人难
辨真假 ， 给不少用户造成财
产损失。

高仿 APP“鬼”影重重大设陷阱

济南市民成栋前不久为

网上处理汽车交通罚单，试图
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公安部

推出的“交管 12123”APP。 搜
索结果第一位的为一款名为

“12123”的软件，且 APP 图标
为一个“违”字。下载使用后才
发现， 这款 APP 功能和页面
都极其简陋 ， 是一款高仿
APP， 不仅无法处理违章，还
含有大量广告。

记者在多个应用商店检

索发现，此类 APP“李鬼”并不
少见。 例如，北京公交集团推
出的“北京公交”APP，可用来
刷码乘公交。 但在安智网、酷
安网等应用市场中检索“北京
公交”， 排名前几位的应用多
为“北京实时公交”“北京公交
在线 ”等 APP，下载量最高的
达 30.8 万次。 打开上述 APP
后，界面非常简单，也不具备
刷码乘车功能，且都包含不少
广告。

值得警惕的是，一些高仿
APP 还通过伪装成官方软件
窃取用户个人信息。济南市民
罗腾告诉记者，他此前为在济
南一家医院挂号，在应用市场
中下载了这家医院的 APP，并
填写了电子病历，其中包含家
庭住址、联系方式、职业等个
人信息。 但之后发现，所下载
的并不是官方 APP。 “这款
APP 的下载量近 10 万， 窃取
了大量个人信息，侵犯个人隐
私。 ”罗腾说。

记者发现， 高仿 APP 除
了集中在垂直的生活服务类

软件，同时在电商平台的应用
中也较为普遍。烟台市民马翘
楚告诉记者，她曾在某应用市
场搜索“淘宝”时，下载了一款
名为“淘宝特卖”的 APP，进入
后发现，平台内不少商家销售
价格低廉的山寨货品，并且购

物的“三包”“退换货”等条款
都不齐全。

记者联系了北京公交部

门、山东交警部门以及淘宝服
务热线 ， 分别核实高仿 APP
“12123”“北京公交在线 ”“淘
宝特卖”等是否与官方推出的
应用有关联。相关工作人员均
告诉记者， 这些 APP 与官方
应用无任何关系。

5万元即可开发一个高仿 APP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高仿

APP 开发者为第三方公司。以
“北京实时公交”为例，开发者
为江苏一家商贸有限公司，在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中，该公司经营范围为 “化妆
品、服装、日用百货销售”。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高仿
APP 盈利主要靠应用内的大
量广告赚取广告费，这类 APP
开发难度并不高。记者联系了
一个 APP 开发团队， 并向对
方提出想开发图标和名字都

模仿一款学习类应用的高仿

APP。 对方表示，只要不是要
求 “一模一样”， 就都可以实
现。 费用在 5 万元左右，开发
周期大约一个月。

高仿 APP 已形成危害用
户网络安全的产业链

360发布的双十一购物安
全生态报告显示， 一个月时间
内虚假仿冒主流购物 APP 的
数量接近 4000个，覆盖设备超
过 30万个， 高仿 APP 已形成
危害用户网络安全的产业链。

记者调查发现 ， 近期福
建、河北等地网信部门关停下
架的应用中不乏高仿类 APP。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吴沈括说， 高仿 APP 对
于正版应用的模仿，已经涉嫌
侵权，同时对用户产生了实质
性危害。 但是，目前在打击高
仿 APP 的过程中， 存在多方
协调难、 举报下架过程漫长、
相关法律政策不完善等因素，
给一些不法企业从事违规行

为提供了空间。
多位专家建议， 公安、市

场监管、网信等部门应进行联
合执法 ， 严肃查处高仿 APP
给使用者造成经济损失、个人
信息泄露等情况。

（据新华网）

数百名 90后将支付宝、游戏账号等虚拟财产写入遗嘱引发讨论———

网络时代，如何处理自己的数字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