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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被人祭奠”背后

祭奠平台
虚拟生意野蛮生长

近日，“人还活着却被人网络祭奠”一事引发热议。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公布的一起案
件中，当事女孩个人信息、生活照等被发布在“网络祭祀平台”，甚至出现编造她失踪离世的消
息。对此案，法院依法判决，涉案“网络祭祀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

网络祭奠平台有无信息审核？对恶意创建的祭奠内容如何处理？此类平台如何盈利？记
者实测多个网络祭奠应用发现，一些平台用户无需提供与逝者的关系证明，提供虚假信息也可
过审，部分甚至无平台审核环节。

此外，平台多通过提供“祭拜”“点长明灯”等网络祭奠方式及电子祭品收费，一盏网络“长
明灯”甚至每年需要300元至500元。一些平台还通过开通会员、用户推广等方式盈利。有平
台客服告诉记者，邀请好友登录后，如对方充值，发出邀请的用户也可获取0.5%的奖励金。

实际上，近年来，“网
络祭扫”的推广逐渐受到
重视。在民政部召开的
2022 年清明节祭扫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中，要求“创
新祭扫服务载体，大力推
广网络祭扫、鲜花祭扫、家
庭追思等文明低碳祭扫方
式”“对提供网络祭扫服务
的平台、公众号、网站，各
地要加强评价监督，对违
法违规者，要及时会同网
信部门予以查处”。

疫情之下，网络祭扫
也逐渐兴起，不少网络祭
扫平台应运而生。民政部
今年清明节发布的数据显
示，在清明节假期最后一
天，各地殡葬服务机构开

通 1523 个 网 络 祭 扫 平
台。假期三天登录网络祭
扫的有2156万人次，比去
年同期增长192%。

今年 4 月，国家网信
办下发通知，部署开展清
明期间网络祭扫规范管理
工作，其中就包括严防活
人被祭拜，随意立网碑建
网墓等情况。

殡葬服务，不仅是逝
者及其家人简单的“物”层
面的需要，它同时事关社
会民俗文化，必须由民政
部门统一管理，不能轻易
作为个人谋利的工具。对
相关的法规管理文件，也
需要及时更新，将网络祭
扫纳入监管范围。

就“厦门一女孩还活
着，却被祭奠 4.3 万次”这
起纠纷而言，首先要明确
的，就是在网上设纪念馆

“祭奠”活人的行为有没
有构成侵权。对于这种
做法，尽管“祭奠”不同于
诽谤或辱骂，但这种行为
依然属于公然败坏他人
名誉，造成了被害人尊严
贬损，与故意侮辱诽谤他
人的侵权行为并无多少
区别。

除了侵犯名誉权，这
种行为还侵犯了他人的肖
像权。考虑到“始作俑者”
已经无处寻觅，由网络平
台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
不奇怪。根据《网络安全
法》与《民法典》的规定，网
络平台不能以“仅提供平
台服务”为挡箭牌，还应尽
到审查和监管义务。对于
涉事网络祭祀平台，对被
纪念人的关键性信息，特

别是对设立者与被纪念人
的身份关系，以及被纪念
人的死亡信息，应当进行
严格的审查。

当然，对于尚未落网
的“侵权者”，虽然暂时逃
脱担责之判，但只要被发
现，必然逃脱不了干系。
这次涉案的网络纪念馆建
立于 2016 年 1 月，6 年来
访问量达 4.3 万余人次。
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
普通恶行被成倍放大，较
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后
果更加严重，性质更加恶
劣。根据“两高”有关司法
解释，同一诽谤信息实际
被点击 、浏览次数达到
5000次以上，即达到了涉
嫌违法犯罪的程度。有关
部门有必要介入，根据“蛛
丝马迹”，及早锁定幕后

“黑手”，给受害者一个说
法，才能让网络世界更加
干净、和谐。

网络祭奠平台有着一
套成体系的营利模式。

记者实测发现，在用户
免费创建纪念馆后，收费项目
也随之而来。若用户想完成

“祭拜”“点长明灯”“除草”“擦
墓碑”等祭奠行为，都要付
费，价格不等。另外，用户还
可付费选择纪念馆的风格、
音乐、灵牌位样式、挽联等。

鲜花、水果、传统糕点
等虚拟祭品也要花钱买，祭
品品类和年限不同，价格亦
有差异。以“纪念宝”平台
为例，网络“长明灯”的收费

根据所选灯型每年300元至
500元不等；“祭拜”可选择
网络“行礼”“供品”“火供”
等，其中网络烟酒供品收费
较高，最贵的“高级特供白
酒”6小时需付 100纪念币，
大约相当于100元。

部分网络祭奠平台还
会提供会员服务，并将打
榜、刷礼物等功能引入。“创
忆”平台显示，购买199元的

“永久会员”，会员享有虚拟
祭品免费、网络纪念馆从初
级升至中级等优惠。在“心
纪奠”平台，纪念馆左下方

会滚动出现亲友购买的祭
祀物品，其他人都能看到，
如“某某赠送了豪华飞机”
等。根据“孝爱值”，纪念馆
中还设有周度、月度“孝爱
排行”榜。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网
络祭奠平台会通过用户推
广、与墓园合作等方式获
客。有平台客服告诉记者，
邀请好友登录后，如对方充
值，发出邀请的用户也可获
取0.5%的奖励金。不过，有
业内人士坦言，祭奠平台并
不好推广，很多人觉得下载

这类软件比较“晦气”。
小陈（化名）所在公司

运营的祭奠平台体量不大，
他告诉记者，网络祭奠平台
也只是公司项目之一，并非
主要业务。他所在的平台，
用户可用虚拟币兑换网络
祭品，但实际充值的用户很
少，通过该渠道很难盈利。
平台每日会随机给登录用
户赠送虚拟币，主要为了吸
引用户登录，增加平台流
量。小陈认为，在平台拥有
一定的用户基数后，才有机
会通过广告盈利。

在网络祭奠平台，为何
出现“活人被祭奠”的闹剧？

近日，记者在应用商店
以“祭奠”“祭祀”等关键词
进行搜索，发现“纪念宝”

“念忆”“祭奠堂”“创忆”等
结果，记者随机实测了多个
网络祭奠应用。

在多个网络祭奠应用
中，用户使用手机号以及微
信、QQ、微博、Apple ID等
账号即可完成注册，并无其
他实名认证流程。注册完
成后，用户即可为逝者创建
纪念馆，需要提供逝者图
片、视频、生平、个人信息等
内容。多家网络祭奠平台
均无需用户提供与逝者的
关系证明。

一些平台虽声称设置
了审核机制，但实测的结果
显示其审核并不到位。在

“念忆”平台提交创建内容
后便显示“正在审核中”“1
分钟内审核完毕”，但使用
虚假名字、未提交逝者照片
的内容仍快速通过审核。

对此，“念忆”平台的客
服告诉记者，平台主要针对
图片、名字审核，要求无敏
感词。该平台公开推荐的
均为名人纪念馆，用户个人
提交的信息不会公开，比较
保密。如果有人恶意提供
虚假信息，平台会进行封
号、删除。

另外，也有一些平台对
于随意填写的虚构信息有

所拦截。
实测中，在“天堂念”平

台，三次创建虚假内容均被
驳回。该平台工作人员介
绍，平台通过机器对敏感词
进行审核，并会进行人工审
核。“恶作剧目前很少，如果
有人恶意建了一个假的纪念
馆，那他要承担法律责任。”

在网络祭奠平台对某
人进行祭奠时，是否需要提
供“死亡证明”“亲属关系”
等证明文件？“创忆”工作人
员认为，要求用户提供这些
信息并不现实，“如果把门
槛设过高，谁还会用呢？”他
表示，平台只需要求注册用
户进行实名认证，即使有人
进行违规恶意操作，也能查

明实施侵害的具体用户。
对此，北京市中闻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王维维
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如
果针对知名人士的祭奠，可
以要求设立者提供权威媒
体对于相关死亡信息的报
道等证明材料。而对普通
人的祭奠，因为涉及侵权的
风险非常大，平台应要求设
立者提供基础的死亡证明
材料等，以避免活人被祭奠
或是虚假信息等情况出
现。王维维认为，提供相关
证明材料并不必然会侵犯
个人隐私权。网络祭奠平
台在进行数据管理时，应避
免出现信息泄露等可能侵
犯个人隐私的情况。

据厦门市思明区人民
法院消息，案件当事女孩璐
璐的朋友偶然间发现，“安
息网络祭祀平台”（化名）内
设“厦门美丽女孩璐璐纪念
馆”，该馆建立于 2016 年 1
月，6年来访问量达4.3万余
人次。网页上详细记载了
璐璐的“生平”，包括出生日
期、籍贯、悼词，“2010 年 1
月某天晚上离校后失踪，过
了好几天才在海里发现她

面目全非的尸体，愿在天堂
安息”。纪念馆设有灵堂、
网上墓园等动画背景，都放
着璐璐的头像，另外还设有

“音容笑貌”模块，发布了10
张璐璐的生活照。

璐璐得知这件事后十
分气愤，要求平台承担侵权
责任。被告网络祭祀平台
也确认这些情况属实，但因
这个纪念馆设立于多年前，
当时还未实行实名制登记，

所以目前只能找到设立用
户的 IP 地址及昵称、登录
名，无法提供其真实姓名、
地址、电话等信息。

法院审理认为，由于平
台未严格履行审核责任，且
未要求注册用户进行实名
认证，导致璐璐人格权益被
他人侵害且无法查明实施
侵害的具体网络用户。法
院依法判决，“安息网络祭
祀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

者承担侵权责任。
“人还活着却被人网

络祭奠”快速引发热议，也
让网络祭奠平台重回大众
视野。

记者注意到，在这类平
台的使用中，不少用户是因
生活在外地，无法回家祭奠
等原因，希望在网络平台祭
拜逝去的亲友以表达追
思。还有部分用户则是为
了祭拜自己敬仰的名人。

人还活着却被祭奠4.3万次 厦门一女孩把平台告了

创建网祭纪念馆 竟无需提供相关证明

网络祭奠平台 有一套成体系的营利模式

肇事者与平台都要担责

“网祭”监管莫留空白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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