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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之下，高凤给父
亲账号设置了“青少年”模
式。但父亲有他的应对方
式——另起炉灶，自己再
开通一个新的短视频平台
账号。

和高凤的经历相似，
广州市居民李女士告诉记
者：“我给父亲开了‘青少
年’模式，父亲经常因此跟
我发飙。他总是保证说不
会再继续打赏，但还是会
偷偷充钱，甚至为了应对
我检查手机，还会删除充
钱记录，真是在一声一声
的‘大哥’里迷了眼。”

高凤等人一直在寻找
解决办法，如何让沉迷直
播间不断打赏的老年人

“刹车”。
“能否借鉴‘青少年’

模式，由短视频平台设置

老年人充值退款申请区，
专门为认知能力衰退的老
人解决打赏退款问题？”高
凤呼吁。

在受访专家看来，与
较为完善的未成年人打赏
限制机制相比，老年人直
播打赏限制的问题却鲜有
人关注。

赵占领认为，平台一
般不会设置“老年人充值
退款申请区”，因为在现行
法律法规框架下，平台没
有设置义务。

在赵占领看来，一般
来讲，大部分老年人是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
所实施的打赏行为不属于
效力待定，也不需要像未
成年人那样需要监护人追
认，所以不需要像对待未
成年人那样对待老年人。

在中国司法大数据研
究院社会治理发展研究部
部长李俊慧看来，一般情
况下，老年人打赏行为不
宜轻易认定无效，只有在
确实存在被诱导、误导影
响且老年人对打赏操作本
身后果无准确认知背景
下，才宜认定无效或可撤
销。

“网络直播及营销活
动确实导致了冲动性消费
及非理性打赏，在没有完
善法律规制的情况下，对
于直播平台而言，应该担
负起与其盈利相对等的社
会责任，建议对于判断能
力弱、认知能力衰退的老
年人设置相应的退款机
制，在亲属提供充足证据
确实能证明打赏行为缺乏
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

可予以退款，以避免造成
不良的社会影响和纠纷。”
常莎说。

“在打赏场景中，老
年人参与打赏要区分自
愿、自主打赏以及诱导
式、误导式打赏，后者根
据程度不同，可能涉嫌构
成欺诈或诈骗。”李俊慧
分析，由于老年人对智能
手机或电脑的使用能力
较差，不排除部分操作行
为虽然是老年人自己实
施，但其主观上是在被诱
导、误导影响下实施的，
其对相关行为可能产生
的结果存在不准确认知，
甚至对特定操作行为可
能产生财产转移支付没
有准确认知和判断，此时
还是要给老年人设置申
请退款的机制。

“唱歌是在对口型，跳
舞也只是稍微扭一扭，整
个直播画面毫无美感，可
我爸就是喜欢。”四川成都
市民高凤（化名）这样描述
父亲“钟爱”的一位女主播
的直播间场景。

在高凤的印象中，父
亲几年前开始在某短视频
平台上看直播，2021 年
时，大概一个月花几百上
千元在直播间给主播刷一
些小礼物。看父亲给主播
刷小礼物很高兴，高凤作
为女儿也就没有过多干
涉。

后来，高凤发现父亲
在直播间的等级越来越
高。今年过年期间，她查
询父亲的打赏记录时呆住
了，过去一年，父亲打赏了
多位女主播，“其中他最

‘钟爱’的女主播，打赏金
额总共超过6万元”。

北京市丰台区居民刘
平怎么也没想到，父亲刘
峰（化名）竟然沉迷直播打
赏，半年时间将 3 万元退
休金打赏一空。

近日，坐拥上千万粉
丝、素有“中老年女性收割
机”之称的主播“秀才”，其
短视频账号因违反平台相
关规定被封禁。公开报道
显示，在“秀才”的粉丝当
中，不乏打赏金额十几万
元甚至几十万元的“真爱
粉”。

是什么让那么多老年
人沉迷于平台观看主播直

播并打赏？
高凤发现，主播们“花

式”索要打赏的方式，其中
最普遍的是直接索要礼
物，或通过直播 PK 诱导
老年粉丝打赏。打造一个
让人心疼的故事和“人
设”，也是方式之一。据高
凤介绍，那名女主播说自
己离异后独自带两个孩
子，边打工边抚养孩子，让
自己的父亲心生怜悯。

“我父亲除了在直播
间打赏，还加了女主播的
社交账号。他们经常视
频，女主播会让我爸给她
拉票。”高凤说，这让她父
亲觉得自己被需要，每次
看直播时还通知认识的老
年人帮忙刷各种人气票。

梁州（网名）是社交平
台上一位知识型博主，曾
在一家MCN公司负责虚
拟主播业务。在她看来，
在老年粉丝心目中，最被
吸引的原因，还是主播提
供的情感价值，只是这种
价值需要金钱供养。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
部教授彭华茂做了多年老
年人心理认知研究。据她
观察，一些针对老年人的
直播满足了他们的情感需
求，从而获得了老年人的
关注和互动甚至是打赏，
反映了老年人需要精神寄
托的紧迫现实。但在这方
面，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认
知误区，使大家漠视了老
年人的心理需求。

为了要回父亲的打赏
金额，高凤甚至添加了女
主播的社交账号，向她说
明家里并不富裕，但是该
女主播认为这是高凤的家
事，让高凤的父亲管好自
己，而不是来缠着她。

“我还在网络上咨询
过，有专门的团队可以帮
助要回这种打赏金额，前
提必须是我父亲同意，但
是我父亲就是不同意。”高
凤说。

高凤注意到，短视频
平台设置有“未成年充值
退款申请”，于是尝试通过
此机制要回父亲的打赏资
金，但平台在审核资料时
没有予以通过。

“如果按照正常途径
向直播平台要求退回打
赏，需要提供很多资料，比
如女主播诱导打赏的聊天
截图或者私信诱导等，我

拿不出来这些资料，我父
亲也不可能提供。”高凤无
奈地说。

记者在某社区电商平
台上看到，多位有过相似
经历的网友称，以老年人
账号向相关平台投诉或申
请退回打赏资金，平台只
是核查主播在直播中的行
为是否违规，没有违规，则
不予退回打赏资金。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常莎曾调研过老年人
直播打赏案例。在她看
来，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一
般情况下，老年人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
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包
括实施打赏行为。

常莎说，在大多数相
关案件中，用户作为原告
均主张其与主播之间构成
赠与合同关系。但在三种
情况下，用户打赏主播的

钱可以追回：一是未成年
人、成年的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打赏主播；二是用
公款打赏主播，赏金属于
违法犯罪所得应予追缴；
三是如果成年人有配偶，
配偶一方可以主张自己对
巨额打赏完全不知情，该
行为侵犯了夫妻双方对共
有财产的处分权，向法院
起诉撤销赠与。

常莎还介绍说，除此
之外，实践中，公序良俗是
对法律行为效力的有效规
制。若民事主体的行为违
反了公序良俗，则究其行
为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也是
无效的。也就是说，老人
及家属如果能证明在直播
打赏中存在违反公序良俗
的行为，则会导致打赏行
为无效，平台也应当协助
退回打赏款项。

“如果因为主播采用
一些欺诈等方式来诱导
打赏，是可以要求撤销合
同的，但是这个欺诈的认
定比较困难。”对此问题
多有研究的北京嘉维律
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说，
首先是确实有欺诈行为
存在，如果仅仅是一种话
术则不能归为欺诈，而虚
构事实、歪曲事实，然后
去诱导打赏则可能构成
欺诈。

赵占领举例说，有些
主播编造说自己患病或
遭遇家庭重大变故，生活
非常困难，希望大家打
赏，助其渡过难关。但他
所述与实际不符，这就属
于虚构事实，通过欺诈的
方式诱使粉丝去打赏，这
种打赏就是基于欺诈而
订立的合同，属于可撤销
的合同。

沉迷直播打赏
背后是情感需求被漠视

N法治日报

近年来，使用短视频平台的老年人越
来越多，其中“为爱发电”甚至沉迷向主播打赏

大额资金者不在少数。记者调查发现，话语诱导、
提供好处、营造“人设”等是主播诱导老年人直播打

赏的常用“手段”。
受访专家认为，老年人被诱导打赏主播，既有他们

为找到情感寄托而甘愿付费的因素，也有孤独生活拉
低他们心理防线的因素，还有短视频平台缺乏类似
“青少年”模式预防机制的因素。解决这一问题，既

需要家庭和子女给老年人应有的关爱，也需要短
视频平台加强监管，针对判断力弱、认知能力

衰退的老年人设置相应模式，让老年人
远离大额直播打赏。

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打赏容易退回难

判断能力认知能力衰退 建议设置打赏退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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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沉迷直播，一年打赏女主播超6万元

家属无奈启用“青少年”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