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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遗产” 的处置主要面临
两大难题：一是其法律定位尚不明
确；二是许多网络运营商和网络平
台与用户签订的协议里有“隐私保
护”条款。这就意味着，用户对账户
只有使用权，没有拥有权，因此他
人不能得到用户的内容，也就排除
了数字遗产继承权。

目前，过世者的网络数据保
护仍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 ，社
会、网络运营商和平台到底应该
如何对待数字遗产？各国都在探
索中。

美国总体尚未有明确的立法
支持，但“数字遗产”已开始被写入
一些州的法律。英国、德国等国家
的法律中，已有对数字遗产的一些
规定，并在持续完善中。此外，各个
互联网公司和 IT公司对用户网络
数据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此次德国数字遗产官司的判

决给人以启示，同时也亟待厘清两
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否可以将数字信息确
认为“财产”，从而使继承人对于被
继承人数字信息的获取有法律依
据。其次，获得数字遗产，是否会侵
犯被继承人以及与被继承人私信
的其他人的隐私？德国这个判例意
味着，私信类的数字内容完全可以
参照信件来考虑。

更加让人关注的是，目前很多
互联网产品多为集成化服务，例如
社交软件可以购买理财产品、转
账、捆绑会员卡、公交卡、储值卡、
缴纳各种税费。也就是说，很多用
户的账户里，已经不仅仅存在无法
被确认为“财产”的数字信息，还有
实实在在的财产。 在这种现状下，
推进用户账户及数字信息的继承
人获取制度已成为一个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

案例一：丈夫离世妻子继承QQ遭拒
2011年，市民王女士的丈夫徐先生不幸在

车祸中丧生。 徐先生的QQ邮箱中保存了两人
的大量照片和信件， 王女士想要整理和留存这
些珍贵的资料，并且保留丈夫的QQ号码。然而，
在没有登录密码的情况下， 王女士只能求助腾
讯公司。但是经过一番交涉之后腾讯方面却称：
QQ号码所有权归腾讯，用户只有使用权，不属
于遗产继承范畴。

那么，类似电子邮箱、QQ、微信、微博社交、
游戏账号等数字资产归属权究竟由谁决定？

目前，主流的观点是依照《继承法》，对具有
人身性质的网络遗产不可以继承， 如个人聊天
工具QQ、邮箱、网络ID等。

北京网管办评议会法律专家朱巍分析，虚拟
财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它的物权属性，但还是
跟普通的物不一样，这些虚拟财产通常是跟账号
联系在一起的，和虚拟世界里的人际关系、人脉
来往密不可分，继承可能会侵犯个人隐私权。

案例二：淘宝店主夫妻离婚争网店
随着淘宝的壮大，网店各式皇冠、钻、星等

信誉评级已经在电商市场上成为一种无形资
产。2012年4月，销售额过亿的著名网店“七格
格”因夫妻闹离婚纠纷，网店涉入财产分割，一
年利润上百万的网店成为双方均不肯松手的重
要财产， 司法部门亦无法对网店这一虚拟财产
价值做出判定，后两人协商解决。

此案也引起网友热议，“最初可能谁也不会想
到一个网店也能成为财产， 如果是共同做的我觉
得应该可以跟夫妻的其它财产一样受法律分配”。
“那如果是个人注册的，离世后可以过户吗？”

以淘宝方面的规则来说， 实名注册人才是
店铺的店主，店铺无法进行转让，店主不再经营
的网店只能关闭，不得轻易过户。但是在电子商
务成为一种重要商业模式的今天， 网店的价值
俨然已不低于传统店面， 在征求广大淘友和店
主的意见之后， 淘宝目前已经放开了“离婚过
户”和“过世继承”，协议离婚、判决离婚、继承这
三种情况下，可以办理淘宝店铺的过户手续。

案例三：支付宝里的钱可以继承吗？
不久前，27岁的重庆女孩儿向影（化名）的

一位同龄女性朋友在一起事故中突然离去，她
参与处理朋友留下的东西。“如果还没来得及向
家人交代买了哪些网络理财产品， 网络遗产将
归何处？”通过网络方式购买的理财产品和证券
基金等等，家人若不知道这笔财富的存在，又该
去哪里寻找呢？ ■来源：新华网、新浪财经

当数字财产变成数字遗产，相关纠纷越来越多

“数字遗产”处置成现实难题
最近，德国一起数字遗产官司引发广泛关注———德国联邦最高

法院判决继承者有权继承过世亲属的社交账户。
官司由一名15岁女孩在柏林地铁被列车撞倒过世引发。 过世

女孩的父母有了密码却不能登录孩子的脸书账户，也就无从了解女
孩的死究竟是因为自杀，还是源于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

法院的最终判决给了女孩父母以安慰。但“数字遗产”的追问却
并未停歇，由此引发的纠纷不时在全球各个角落出现。

事实上，这确实是一个无法回
避的现实问题。数字时代，E-mail、
QQ号、 微信等社交网络、 个人空
间，甚至包括网络使用痕迹、图片、
购买的数字音视频产品服务等，已
经成为我们有别于现实财产之外
的另一种财产———数字虚拟财产。
这些“看得见却摸不着”的财产，维
系着我们的关系网以及记录着生
活的点点滴滴。

“数字财产”的价值究竟几何，

每个人的认知或有不同。 而在
实际操作中，这些“财产”的继
承仍困难重重 。 尤其当数字财
产变成数字遗产时， 相关纠纷
也越来越多。

随着网民数量急速扩大， 此类
纠纷也日益增加。全球网民2017年
已达40亿，中国网民达7.5亿。网络
经济也大为发展，社交网络急速演
进。各类个人数字财产或遗产的经
济和情感价值凸显。

“数字财产”的价值究竟几何？

“数字遗产”处置面临的难题

相关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