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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某初中辍学。在近 4 个月的时
间内，刘某使用父母用于生意资金流
转的银行卡，多次向某科技公司账户
转账用于打赏直播平台主播，打赏金额
高达近160万元。刘某父母得知后，希
望公司能退还全部打赏金额，遭到拒
绝。刘某诉至法院要求某科技公司返还
上述款项。

对此九台法院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
调解，最终当事双方达成庭外和解，刘某
申请撤回起诉，某科技公司自愿返还近
160万元打赏款项，并已履行完毕。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未成年人参与直
播打赏案例。司法实践中涉及网络打
赏、网络游戏纠纷的多数是限制行为能
力人，即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这些
人在进行网络游戏或打赏时，有的打赏
金额高达几千元、甚至几万元，显然与其

年龄和智力水平不相适应，在未得到法
定代理人追认的情况下，其行为依法应
当被认定无效。

那么如果未成年人的充值、打赏行
为被认定为无效，是否可以要求网络服
务提供者全部返还充值的款项？法官表
示，这也不能一概而论，要视情况而定。
就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而言，要看未成年
人的监护人是否对未成年人尽到了监护
职责，未成年人是否是在脱离监护的情
况下实施的上述付款行为。就网络直播
服务提供者而言，要看是否结合其平台
性质对用户的年龄限制进行明确约定和
提醒，并切实采取充分的技术措施避免
未成年人在未经法定代理人同意和陪伴
的情况下，沉迷于网络直播甚至大额转
账。同时，还要考虑未成年人家庭经济
状况、网络服务提供者与主播之间的关

系等因素。
法官提醒，法立于上，教弘于下。引

导未成年人理性利用网络，需要全社会的
重视和行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履行
抚养、教育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义务，加
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引导和监督。
未成年人应当将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而
不是沉迷网络。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提供
服务的过程中，应当以更加审慎的态度、
更加成熟的技术、更加严密的措施，针对
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
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另外，学
校、社会也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素养
的宣传教育，增强未成年人科学、文明、安
全、合理使用网络的意识和能力。只有全
社会共同努力，才能为未成年人营造一个
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省妇幼保健院医生李女士来到长春
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桂林路派出所，将写有“公
正执法热心为民 公正廉洁破案神速”的锦旗送
到民警手中，表达感激之情，感谢民警尽心尽力
帮助其找回手机。

2月17日晚5时许，李女士急匆匆地赶到桂
林路派出所求助，称其将手机遗忘在医院公共
卫生间，回去找时发现不见了，手机里面有很珍
贵的内容，希望民警能帮助找回手机。

民警施金山、张雨春了解情况后，本着群众
利益无小事原则，急群众所急，立即前往现场。
经过调查，初步判断两名人员捡拾了手机。进一
步分析线索后，民警与其联系了解情况，在对捡
拾手机的两名人员进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耐
心劝导后，两人答应第二天将手机送回派出所归
还给失主。2月18日，在民警的见证下，丢失的
手机完好无损地回到了李女士的手中。李女士
对民警把丢失物品这样的小事放在心上的举动
而感动，特地制作锦旗表谢意，为桂林路派出所
民警敬业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效率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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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网络娱乐产业百花齐放，直播行业则是热门新秀，以网络支付为载体的打赏,更是成了一种新的“消费模式”。
青少年群体涉世尚浅，容易在网络的花花世界里迷失自我，为满足虚荣，博人眼球，不惜“一掷千金”，打赏乱象层出不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