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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未成年人打赏返还”敲打直播平台

□ 王继洋
针对未成年人为网络

游戏或网络直播平台支付
较大金额用于充值、“打赏”
而形成的纠纷，最高法新出
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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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简称《指导意见》）的态度
明确：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
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
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
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
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
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详见今日本
报13版）

日前发布的《2019年全
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
况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未
成年网民已达1.75亿，而随
着网络直播的兴起，给主播

“打赏”的未成年人越来越
多，因未成年人“打赏”而产
生的纠纷也越来越多。

在这些纠纷当中，直播

平台的“吃相”极为难看。
打赏平台对于银行扣款转
账的审核做得并不严格，未
成年人可以偷到密码，但如
果加一道人脸识别的功能，
就可以避免其偷偷打赏。
遗憾的是，直播平台明知道
可以避免却不加以设置，显
然是有意为之。

如今，最高法“支持未
成年人打赏返还”，一方面
给各地法院已做出和将来
可能做出的判决背书，提供
指导意见；另一方面，是对
社会风气的引导——— 有了
这个意见，各大直播平台以
后碰到这种纠纷可能会选
择直接跟家长协商调解，因
为他们明确知道要是诉讼，
他们是打不赢的。

换句话说，最高法这是
以釜底抽薪的方式——— 既
然直播平台不愿意完善支
付规则，那就出来给受害的
家庭撑腰，直接将矛头对准
了直播平台。最高法的《指
导意见》明明白白地告诉直
播平台：如果你收的是未成
年人的打赏，那么很抱歉，
你可能要退回去。在这一

《指导意见》的指引下，精明
的网络主播们，也许都会变

得像李佳奇那样对未成年
说“不”。

当未成年人成为直播
平台及网络主播抵制甚至
是“歧视”的群体，他们还会
有打赏的欲望吗？至于未
成年人的鉴定，其实也不
难，只需要把一切不确定的
人默认是未成年人就可以
了。《指导意见》会让网络主
播们恨不得在直播间打个

“未成年人不得入内”的牌
子，而直播平台也会通过层
层手段确保打赏的是成年
人的……这其实相当于网
络直播的“供给侧改革”。

随着最高法《指导意
见》的出台，以前类似案例
就是靠家长的哭闹，媒体的
推波助澜，网络直播平台无
奈“认怂”的现象将会越来
越少，毕竟，未来将会有清
晰的条文和证据限制。针
对未成年人的“打赏”，法院
要支持返还，这是对未成年
人的必要保护。通过各方
形成合力，防范未成年人非
理性消费，能够避免孩子成
唯利是图的金钱社会“围
猎”的“猎物”，也有利于孩
子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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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学背上插翅膀，安全距离记心上。
未来花朵当呵护，另类记忆伴成长。

绘画 王成喜 配诗 王继洋

5月18日是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外国语小学四至六年级学生开学返
校的日子。当天，四年级学生背戴各类花式“一米翅膀”到学校。对此，该校
校长表示，学校组织这一活动，是希望孩子们通过“变废为宝”制作“翅膀”的
实践，感受防疫的安全距离，并内化成意识和行动。 据5月20日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