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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中华遗嘱库白皮书》发布，三十余岁立遗嘱人数占三成，不少遗嘱
涉及虚拟财产安排

这届年轻人 带着游戏账号立遗嘱
3月21日，《2022中华遗嘱库白皮书》发布。白皮书通过对25万份登记保管

遗嘱进行大数据分析发现，立遗嘱正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关注，其中不乏“90后”
乃至“00后”，三十余岁立遗嘱人数占三成，其中普遍提到的还有“虚拟财产”。

专家认为，民众的遗嘱观念、财产观念、家庭观念都在持续变化，同时，随着
经济社会的发展，财产多样化、需求多元化的特点日益显现，虚拟财产等新的财
产类型被纳入遗嘱，对遗嘱管理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00后”涂磊（化名）目前从事消防员工作，他的职业性
质让他见到了生命的脆弱。有一次，他们接到求助电话，工
地铁架压到人，需要消防员前去救援。他们赶到时，现场十
分惨烈，这让他想起一句话“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
来”。

一次偶然看新闻，看到有的年轻人立了遗嘱，他立刻觉
得自己也应该立一份。但工作不久的他没有多少一般意义
上的财产，最重要的财产就是两个游戏账号，已经玩了5年，
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他决定留给弟弟。立下遗嘱，他
感觉解开了一块心结。

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说，“80后”之前的人，比较
传统，他们对于家庭、父母、子女会考虑得更多，立遗嘱大多
出于财产安全、家人生活的考虑；而“90后”的关注需求就更
加多元化，财产类型也相对更多，比如电子遗产、数字遗产；

“00后”更加天马行空，对物质的关注显著降低，他们更多把
立遗嘱作为一件新生事去尝试，认为这是“很酷的一件事”。

白皮书显示，“00后”立遗嘱的人群，主要是大学在读学
生，部分为刚踏入社会工作的年轻人，主要处分的财产以

“银行存款”“虚拟财产”为主。涉及“虚拟财产”类型包括
QQ、虚拟货币、支付宝、微信账号、网络游戏账号等。

N法治日报 光明网 中新网

17岁网络写手
将著作权留给家人

虚拟财产屡被提及
包括游戏账号等

白皮书通过对25万份登记保管遗嘱进行大数据分析
发现，立遗嘱人群越来越年轻化，10年间立遗嘱人群平均
年龄从77.43岁逐年降至68.13岁。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遗嘱是老年人或危重患者的专
属叙事，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交代后事”。随着社会
的发展，这样的观念正在发生改变。

《白皮书》显示，从 2017年开始，60岁以下立遗嘱的
人数逐年上升，至 2022年，60岁以下订立遗嘱的人群中，
30~39岁年龄段人数的比例为29.74%。不仅如此，在中华
遗嘱库“微信遗嘱”小程序留言的，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其
中，20~29岁之间的人群占比35.9%，20岁以下的人群占比
26.57%，他们中有不少人是在读学生。

《2022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指出，在立遗嘱的人群中，
最年轻的是一位 17岁的网络写手，这位写手在遗嘱中将
自己作品的著作权留给了家人。

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说，这位网络写手已经
写了不少网络作品，而且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收入。按
照法律规定，18岁以下，16岁以上，如果已经以自己的
劳动收入作为自己的生活来源，那么这个时候他视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可以写遗嘱。对他来讲，最
主要的财产就是网络作品的著作权。网络作品著作
权现在虽然给他带来的收入并不多，可能每个
月也就一两千块钱，但是未来充满各种想
象力，也许可能会出版书籍，也许可
能会拍摄成影视作品，这个价
值就非常大了。

并非所有虚拟财产都可被继承
面对年轻群体立遗嘱时将虚拟财产作为重要财产类

型，专家表示，并非所有虚拟财产都可以被继承。
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首次将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纳入保护范围。
“民法典及相关单行法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作出了

规定，虚拟财产是受我国法律保护的财产形式。”北京理工
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强说，对于生活在网络时代的人们来
说，各种支付账号、社交账号、游戏账号和装备、网店账号
等，是自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自己非常重要的
财产，因此愿意让自己的继承人进行继承，“但这些账号和
虚拟财产，并不都是能够被继承的客体”。

民法典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
产。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
不得继承。

在孟强看来，上述不少账号，根据用户与平
台之间的协议，平台并不允许用户将其作为个
人财产进行继承。因为有些账户具有人身属
性，交给他人继承，可能会造成一些负面的效
果，如某人发表言论的账号被继承后，继承人如
果继续以被继承人的名义发表各类文章、评论、
言论，那么就会给读者造成困扰；而有些账户主要
体现为财产价值，就可以进行继承。

“所以，这些账户、网络虚拟财产是否能够继承，一是
要看提供网络服务的平台、供应商是否允许进行继承，二是
要看是否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不可一概而论。”
孟强说。

□知多一点

立遗嘱人去世后
遗嘱谁来执行？

“虚拟财产”保护要跟上

□声音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虚拟
财产”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甚至已成为个人的重要财富载体。
关心“虚拟财产”的使用权和继承权，显然
并不多余。

尽管年轻人在遗嘱中普遍关注“虚拟
财产”，但想要顺利继承“虚拟财产”并不容
易。现实中，社交媒体账号、自媒体账户等
确实具有一定的隐私性质，与此同时，某些
优质账号本身也有巨大的商业价值，QQ靓
号之类稀缺资源，也有一定的财产属性。
这些账号虽然是“虚拟财产”的一部分，但
是否涉及用户隐私，能否被继承，并没有明
确的法律界定。

由于法律规范的不完善，“虚拟
财产”的继承很容易引起争议乃

至纠纷。哪些“虚拟财产”属于
物质遗产，哪些只是单纯的精
神遗产？不同类型的“虚拟遗
产”，是否应该进行区别处
理？网络账号本身，是否属于
可以被继承的遗产？这些问

题仍有待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厘清“虚拟财产”的法律概念和属

性，不仅可以将网络平台的利益诉求
规范在法律框架内，而且有助于确保遗嘱
顺利执行，从而引导更多人通过立遗嘱的
方式传递生命教育，规划人生安排。

根据民法典规定，继承开始后，遗嘱
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
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
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
理人；没有继承人或继承人均放弃继承
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
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

遗产管理人对于遗产管理和遗嘱执
行至关重要。因遗嘱执行难度较大，为
保障自己的遗嘱能顺利执行，很多人
选择在遗嘱中指定遗产管理人。白
皮书显示，在中华遗嘱库登记保管
的遗嘱中，已有1542份遗嘱指定了
遗产管理人。

遗产管理人制度至少解决了
两方面问题：继承案件往往诉讼
时间较长，诉讼成本高昂，根据
民法典规定，法院可以把大量工
作交给遗产管理人处理，从而节
约诉讼成本；遗产管理人与继承

人之间往往存在亲情或者人情纽
带，可以讲情讲理，而不只是单纯讲证

据，有利于继承案件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需要就遗产管

理人进行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同时在行
政法上出台配套制度，保障民法典相关规
定的落实，特别是行政领域的配套保障制
度，比如不动产登记问题。”陈凯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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