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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玩家退游价值4万装备被回收”的话题在前不久冲上热搜，再度引发公众对
于虚拟财产维权的关注。3月下旬，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在接受科技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虚拟财产存在于虚拟的网络之中，但其本身具有财产权益和
财产属性，应当受法律保护。

虚拟财产纠纷迭起

上述事件的起因是一玩家在某线上游戏账号充值二三十万元，并将装备道具放进了
自己在游戏中开设的商行。由于有一段时间没有登录游戏，商行倒闭，这些道具全
部被系统没收。该游戏客服称“商行倒闭道具被没收的情况不止一个人遇到，道具
无法退换。”

这些看似虚拟的游戏装备，却是玩家真实充值获得的，虚拟财产损失如何界定和维
权，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随着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实生活的广
泛融合，网络虚拟财产在人们财产中的占比不断增大。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孟博认为，网络虚拟财产属于无形资产的一种，包括自媒体账号、网上店铺、网游
装备、游戏人物、虚拟货币等。

虚拟财产虽然无形，却具有经济价值。“有形财产与无形财产共同构成了个人财产
，网络虚拟财产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是个人财产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
究所网络与信息法研究室副主任周辉说。

如今，不少虚拟财产已经成为可交易的商品，并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交
易机制。网络游戏道具频见于各大拍卖网站，火爆的非同质化通证(NFT)数字藏品
等备受关注。周辉表示，随着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现实生活的深入、广泛融合，虚拟财产的价值在人们的财产占比中会进一步增大
，对于公众、社会和国家的意义也愈显重要，既涉及公民的新型私人财产，也涉及
企业的新型商业财富，更会涉及国家金融安全、社会稳定等。

然而，当前我国针对虚拟财产的监管还不够完善，一些网游公司侵犯玩家权益的现
象屡见不鲜，有关网络虚拟财产保护引发的法律纠纷也绝非个案。在中国消费者协
会2023年初对外公布的“2022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中，“网络游戏停服删
档引发虚拟财产侵权争议”赫然在列。

业界呼吁加快专门立法

事实上，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我国已有相关法律文件进行了相应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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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正式施行的民法典第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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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明确提出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要依法进行保护，弥补
了我国法律在虚拟财产保护问题上的空白，明确了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
，这是对虚拟财产进行保护的第一步。

这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发改委也给出了指导意见，强调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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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业内人士认为，对虚拟财产应当如何认定、又如何进行法律保护，所需要的
具体法律依据还要留待民法分则或单行法解决。

“虚拟财产引发的争议比较多，而且目前对于虚拟财产的权属界定没有统一标准。
同时，由于法律制定具有滞后性，互联网新事物和新技术不断涌现，换代周期也越
来越快，每个案件的条件和细节各不相同，还可能涉及到其他部门法，因此在立法
问题上仍然存在难题。”付建说。

“虚拟财产具有必须依托于特定互联网平台的特点，虚拟财产权利人与互联网平台
之间存在着合同关系。比如注册自媒体账号、开设网店等需要同平台方签订合同。
通常用户与互联网平台所签订的合同系平台单方订立的格式条款合同。”北京普盛
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晓娜说，我国民法典关于格式合同的规定虽然抑制了优势一方
通过格式条款限制、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不合理操作，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游戏
玩家处于弱势地位的局面。比如说，民事纠纷的处理一般要遵循“谁主张，谁举证
”的证据规则，由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特点，用户维权时往往会面临举证困难的问
题。

在本月闭幕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呼吁
，加快网络虚拟财产保护专门立法。皮剑龙认为，加快网络虚拟财产保护的专门立
法，既是加强国家竞争力的需要，也是保护民众权益的需要，同时也是加强监管的
需要。需要尽快立法治理非金融虚拟财产，为非金融虚拟财产构建合适的法制框架
，明确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法律地位及其法律救济等，保障相关产业安全稳
定发展。(科技日报 实习记者 孙 越)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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