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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破裂，百万粉丝短视频账号如何分割，夫妻二人对簿公堂；90后百万粉丝
博主主动订立遗嘱，如果自己不幸离世，账号交由朋友运营，名下虚拟资产继承给
父母……记者注意到，近段时间，涉及虚拟财产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引发关注。

“全民触网”时代，虚拟财产逐渐成为个人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一
部分粉丝量庞大的自媒体账号，拥有着极高的财产价值，“如何分割、能否继承”等
一系列问题，的确需要给出回答。

虚拟财产分割走上法庭

离婚夫妻为分虚拟财产对簿公堂

“虚拟财产主要指依附于网络虚拟空间、
以数字化形式存在、具有一定使用价值和交
换价值，并在特定群体中传播和使用的信息
产品。”在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
武长海看来，虚拟财产在特定群体中具有交
易价值，如网络游戏账号、自媒体账号、电子
宠物、虚拟货币等，因此很多人关注虚拟财产
的分割、继承问题。

此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曾披露过一
桩虚拟财产分割案。5年前，陈某与谢某登记
结婚。婚前，陈某便运营着自己的快手账
号。婚后不久，陈某又注册了同名抖音账号，
粉丝量迅速增长到 300 多万，运营短视频账
号成为其主要经济收入来源。

后来，陈某与谢某因家庭琐事发生纠纷，
双方均同意离婚，但对于 300 多万粉丝的抖
音账号、10多万粉丝的快手账号归属问题，产
生争议。

负责审理此案的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
民法院认为，两个短视频账号粉丝已经达到
一定数量，能够获得广告收入、平台流量收入
等，从而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具有财产属
性。但抖音账号是婚后注册，快手账号的粉
丝也是婚后积累起来的，因此其中财产性权
利和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同时，法院还提出，基于两个短视频账号
的注册和运营都由陈某负责，具有较强的人
身属性，故在财产分割时，可以采取账号归陈
某单独所有，由陈某给予谢某一定经济补偿
的方式处理。

经法院主持调解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法院据此作出调解书：确认原告谢某与被告
陈某离婚，抖音、快手账号归属于被告陈某，
陈某另行支付谢某补偿款6.6万元。

今年3月，江苏高院发布“2023年度江苏
法院家事纠纷十大典型案例”，上述案例被列
入其中。江苏高院表示，互联网时代，出现与
实体财产同样具有财产价值、形式多样的虚
拟财产，“涉虚拟财产分割的离婚纠纷不断涌
现，成为家事审判必须明确裁判规则的问
题”。

事实上，类似纠纷并非个案。记者通过
关键词检索发现，此前的公开报道中，北京
市、安徽省芜湖市、湖南省临湘市等多地，都
曾出现过离婚夫妻分割虚拟财产的案例。

2022年，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曾审理
过一起短视频账号过户案。案件中，徐女士
和杨先生婚姻存续期间，杨先生注册了一个
短视频账号，之后由徐女士运营和使用，积累
了十几万粉丝，通过直播带货获得一定收
益。离婚后，双方要求就这一账号进行分割。

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共识，同意由杨先
生将他名下的账号变更至徐女士名下。法院
还为其出具了协助执行通知书，依据法律文
书规定，短视频平台注销了涉诉账号的原身
份信息，由徐女士重新进行身份信息认证，将
账号变更至徐女士名下，案件才顺利执行完
毕。

夫妻离婚，百万粉丝账号如何分？

虚拟账号继承写进遗嘱

除了“婚姻破裂后，虚拟财产该如何分割”，最近
几年，“虚拟账号的继承”相关话题也开始慢慢走进
公众视野。“你是不是想继承我的蚂蚁花呗”，这句一
直流传于网络的热梗，似乎正在“照进现实”。

刘千是中华遗嘱库资深咨询顾问，工作已近 5
年时间。他明显感受到，最近几年，前来立遗嘱的90
后、00后逐渐增多，特别是在95后所立遗嘱内容中，
频繁涉及虚拟账号。

2023年年初，一名拥有130多万粉丝的90后网
络科普博主，前往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刘千介绍，
这一科普账号是其“呕心沥血的成果，运营了10多
年”。因此，这名博主计划，如果自己不幸离世，账号
交由朋友运营，名下资产继承给父母。后来，这一案

例被中华遗嘱库选定为当年的“十大典型案例”，经
媒体报道后，引发大量讨论。

今年 3 月，2023 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发
布。白皮书显示，微信、QQ、支付宝、网络游戏账号
等虚拟财产，成为“中青年”（这里指80后、90后和00
后）立遗嘱人群的重要资产。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中华遗嘱库共收到488份与之相关的遗嘱。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刘炼箴律师认为，当代
年轻人是使用网络应用和服务的主力军，而网络催
生的部分虚拟财产具有一定的价值，特别是像游戏
道具、数字货币、粉丝量众多的自媒体账号等，甚至
具有极高的价值。有些人希望可以由自己的家人或
朋友继承，“这是人性使然”。

账号归属平台还是个人？

只是，虚拟账号真的能实现继承吗？这个问题，
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早在2011年就引发过
讨论。当时，辽宁省沈阳市的徐先生因车祸不幸去
世，其妻子王女士希望腾讯公司提供徐先生QQ账
号的密码，以将QQ邮箱中保存的信件和照片留作
纪念。然而腾讯公司根据《腾讯服务协议》中的约
定，“QQ号码的所有权属于腾讯，使用权仅属于初
始申请注册人”，拒绝了王女士的请求。

为了明确逝者账号的处理方式，近年来，多个网
络平台陆续出台规定。记者查阅了多个时下热门社
交、游戏等软件的服务协议，基本都存在“账号所有
权归公司所有”“用户仅获得账号使用权”“不得借
用、继承”等相关表述。

也就是说，常见的虚拟账号都依赖于网络平台
所提供的服务，用户在使用之前，需要同意相关用户
协议和平台规则，其中通常会对虚拟账号的继承予
以限制。虽然这种“网络平台提前拟定，且未与用户

协商”的条款，严格意义上属于“格式条款”，但刘炼
箴律师也解释，“在网络平台已对限制虚拟账号继承
的格式条款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且该格式条款不
存在其他效力瑕疵的情况下，继承人要求继承被继
承人名下虚拟账号的请求难以得到司法支持，只能
与网络平台进行协商”。

和虚拟账号继承一样，在离婚夫妻的虚拟财产
分割纠纷中，确定账号归属也存在一定难度。如果
说，虚拟账号继承是用户和平台之间的博弈，那么，
离婚涉及的虚拟财产分割则是夫妻二人之间的争
夺。

虚拟财产往往兼具财产属性和人身属性，特别
是那些依托在实名互联网账号上的虚拟财产，具有
更强的人身属性。这也正如江苏高院的解读，“为不
减损自媒体账号的价值，分割时采取将其归注册和
运营人所有，而由其向另一方作出补偿的方式为
宜。”

虚拟财产价值如何评估？

账号归属之外，虚拟财产的价值如何评估，也是
当下比较棘手的问题。江苏高院表示，“由于自媒体
账号的经济价值，多取决于运营情况和市场行情，目
前尚缺乏统一的虚拟财产价值认定标准。”

“房产、汽车等实体财产的价值可以通过市场价
格等进行认定，但相比之下，如何认定虚拟财产的价
值则是一个较大难题。”北京市律协婚姻家庭专业委
员会委员、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婚姻继承部主任
张荆曾代理过一起离婚案件，其中涉及某直销平台

皇冠账号的分割问题，在价值认定上，最终是通过该
账号为账号持有者带来的实际收益，测算出了该虚
拟财产的具体价值。

“对于要求分割的虚拟财产，一般先由当事双方
协商其价值；协商不成的，法院会采用双方竞价或者
委托第三方鉴定、评估的方式确定其价值。”刘炼箴
律师补充说，若上述方法均无法解决，法院通常只能
选择在当前案件中不予分割，由当事人双方另行解
决。

“摸着石头过河”，司法尚需更进一步

可以看到，不管是虚拟账号归属的判定，还是虚
拟财产价值的评估，相关部门在司法实践中都是“摸
着石头过河”，一边探索，一边寻找更合适的解决办
法。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游劝
荣曾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参加审议时认为，民法典
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体现了法律对数据、网络虚
拟财产的保护，是我国法治建设和财产权制度的一

大进步。但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不能仅在总则中
作原则性规定，应当在分则中有所体现，比如在继承
编中作出相应的规定，明确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等可
以作为遗产进行继承。

当前，涉及的虚拟财产种类众多，哪些真正具有
财产属性，可以进行分割或继承，尚需通过法律完善
来进行明晰，对虚拟财产的定义、内涵和范围等作出
进一步的界定。 来源：法治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