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遗产第一案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等兵贾斯丁生前将

很多个人照片存放在雅虎信箱里， 准备回国

后将其整理成影集。 但他阵亡的消息中断了

这个计划， 他的父亲老约翰向雅虎公司要

求， 希望能够登录儿子的账户， 以收集更多

关于他的生平细节。 但当时雅虎的服务条款

规定， 不得泄露使用者的私人邮件信息。 如

果 90 天未使用， 雅虎将删除这个账号， 这

意味着死者在网上的信息， 就此追随肉身，

灰飞烟灭。 老约翰拧着股劲儿。 他说： “这

是儿子留给我的最后遗物。” 最后， 雅虎公

司采用了折中的办法———将贾斯丁的邮件复

制到一张光盘上交给了老约翰， 而不是直接

给出密码。

现在，贾斯丁依然“活”在一张普通的光

盘中， 里面不仅存放着他和父亲在日落前湖

畔边的合影，也有他奔走于伊拉克安巴尔省，

排除一颗颗炸弹的工作照。

（据《新快报》）

网民投入了时间金钱应可继承

“仅仅是实物才能继承，显然跟不上时代

的发展。 ”山西尚地律师事务所的刘睿平律师

认为， 网民既然为数字遗产投入了时间、精

力、金钱，也就说明此类物品已经具有法律层

面上财产的属性，就应该受到法律保护，自然

也可以依法被继承。 他建议修改《继承法》等

相关法律，尽快在范围界定、保存、管理、分割

等方面解决数字遗产继承的障碍和问题。

主人离世数字财产价值就消亡

山西大学法学院的李老师认为， 立法保

护数字遗产既不现实也没必要，“数字遗产属

于虚拟事物，若想立法保护并进入继承程序，

首先要实现网络实名制。 ”他认为，QQ、电子

信箱等数字财产大多有很强的专属性， 如果

主人离世， 这些数字财产的价值大多会随之

消亡。“同时，根据我国现行的《物权法》等法

律规定，法律保护的财产只是现实中的财产，

不包括虚拟财产，既然不是财产，也就不存在

继承的问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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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在了，QQ、邮箱、博客以及游戏账号，究竟算不算遗产，能否依法继承？ 律师称，

我国现行的《继承法》仅对实物财产的继承作了规定，对互联网上的虚拟财产继承问题并

没有规定。 此外，我国《物权法》保护的财产只是现实中的财产而不包括虚拟财产，这造成

了目前网络遗产的继承行为在实质意义上无法实现。

南京一家电子公司推出了网络遗产托管业

务。 账号继承以 QQ 号为例， 需要先签订协议，

然后由公司为客户电脑植入一个类似于“木马”

的程序， 如果程序监控到该账号连续 30 天无人

登录， 那么公司将直接联系继承人。 而对于希

望可以跟自己的QQ、 网游账号一起“西去” 的

用户， 则专门开设网络公墓。 账号墓地费用为

每年 10 元， 而为了满足逝者“人在号在， 人不

在号也要在” 的要求， 他们每隔一段时间会为

其上线一次。

漏洞：有网友认为，账号托管在网上，就

需要承担一些风险， 比如接受托管业务的电

子公司，万一账号被黑客盗走，这个损失

该谁承担？

网络遗产

是指被继承

人死亡时遗留的

个人所有的网络

权益和财产，也

叫数字遗产。

截至今年 3

月底， 中国网民

数 量 已 达 4 . 7 7

亿人， 而广大网

友把互联网上自

己死后遗留下来

的 诸 如 QQ、Q

币、M S N、博客、

电子邮箱和网游

账号等都统统归

到网络遗产里。

不久前， 市民王女士的老公徐先生

在一场车祸中丧生。 徐先生的 QQ 邮箱

里保存了大量有关两人从恋爱到结婚期

间的信件、照片。 悲恸欲绝之余，王女士

想要整理这些信件和照片，以留作纪念；

不仅如此，她也想保留这个QQ号码。但

王女士不知道老公的 QQ 密码， 只好向

腾讯公司求助，可交涉后没能拿到密码。

11日上午， 腾讯客服人员接受采访

时表示，想要拿回密码，只能按照“找回

被盗号码”的方式操作。 除提供逝者本人

的基本资料和联系方式外， 还得提供号

码的使用资料、密保资料。 此外，家人还

得邀请徐先生的 QQ 好友为其“作证”。

待上述程序全部履行完毕后， 才能拿到

密码。

“人不在了， 让我去哪里找这些资

料？ ”王女士很疑惑，为什么 QQ 就不能

继承呢？

对此，腾讯客服人员解释说，根据腾

讯公司与用户之间达成的协议，QQ 号

码所有权归腾讯所有， 用户只是拥有号

码使用权。 如果被发现用户长时间不使

用该账号将被收回， 这是互联网行业的

惯例。 用户不能将 QQ 号码作为个人财

产处置，不属于法律上遗产继承的范畴。

网络遗产不仅具有纪念价值， 还有

很高的金钱价值。 刘先生的 QQ 号码有

6位数，是腾讯第一批用户，“这个靓号我

已经用了十几年。”他说，曾经有人出过 1

万元的高价要收购这个号码， 但是被自

己拒绝了。“密码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如

果有一天我不在了， 号码难道也要消失

吗？ ”刘先生说，家人最好能继承号码，以

后不想要了还能换钱。

记者在淘宝上搜索发现， 普通 6 位

数的 QQ 号的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

等， 有吉利数字的号码价格更是高达上

万元。“毛毛虫”是网络游戏资深玩家，他

说：“很多资深玩家的账号能值几十万元

甚至上百万元， 在现实生活中都能买套

房子了。 ”

早有呼声立法

保护虚拟财产

在 2009 年 6 月 26 日，文化部、商

务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网络游戏

虚拟货币管理工作的通知》。 其中明确

指出，在游戏终止服务时，对于用户已经

购买但尚未使用的虚拟货币，企业必须以

法定货币方式或用户接受的其他方式给

予退还。

2004 年， 成都合泰律师事务所何佳林

律师便曾联合了 19 位律师向全国人大法律

委员会提请建议：立法保护虚拟财产。但直到

目前， 如何保护虚拟财产在法律上还是一片

空白。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莘曾建议，由于立

法资源有限，目前暂时可以通过高院作出司法

解释的办法， 在虚拟财产案件增多的情况下，

全国各级法院就可以适用。

辽宁诚铭律师事务所主任秦大军表示，要

实现网络遗产的继承，必须要明确网络遗产的

财产属性。我国现行的《继承法》仅对实物财产

的继承作了规定，对互联网上的虚拟财产继承

问题并没有规定。 此外，我国《物权法》保护的

财产只是现实中的财产而不包括虚拟财产，

这造成了目前网络遗产的继承行为在实质

意义上无法实现。

淇河晨报

腾讯称用户只有 QQ 使用权

资深玩家网游账号能买套房

■多知道点

如何保护网络遗产？

方法一：凭密钥取遗产

目前，一些网站也出现了网络遗产

托管业务。 可涉及 QQ 号和邮箱，记者

通过注册发现，需要将自己的托管物如

QQ的密码写入， 然后设计一个数据作

为提取密钥。 网站会定期发邮件给你，

看看你是否还好好地活着，你必须回复

这些邮件，告诉他们你一切都好。 如果

有一天，你不再按时回复了，网站

就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发送

更多的确认邮件， 如果仍然不回

复，那么你就会被网站假定为死亡

或者是生命垂危， 你之前

存在那里的那封含有密钥

的电子邮件就会被发到你

指定的对象那里。

漏洞：一旦你在外出

差、 旅行， 长期没有回邮

件， 估计不久， 你的亲朋

好友就已经收到你的死讯和密钥了，

届时自己的密码恐提前被人取走， 不

少网友也认为隐私难以保护。

方法二：开设网络公墓

丈夫离世妻子想找回 QQ 号码

腾讯称：QQ不能继承

律师称网络遗产继承问题相当复杂，

至今尚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

如果我不在了，

关于 QQ 的 N 个畅想

1.捐给希望工程，让大山里的

孩子早日用上七位数的 QQ号码。

2.三个月未登录被系统回收。

3.让我儿子帮我 24 小时开机

不下，弄个骷髅图标，就 OK 了。

4.叫活着的朋友每天把 QQ挂

在线上，打开自动回复：“我真的死

了。 ”

5.给儿子，叫他不要申请了。

继续给老子疯狂升级……“升到 9

个太阳日，家忌勿忘告乃翁”。

6.留给我子孙，逢年过节叫娃

给烧点儿 QQ币啥的！

专家PK

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