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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个帖子登上
热搜，网友称去世多年的
爸爸微信账号突然消失，
尽管微信官方人员主动提
供帮助，但该账号已被注
销，无法找回。这个帖子
引发网友的强烈共鸣和讨
论。数字化时代，虚拟账
号已经成为个人数字资产
的重要载体，这些账号中
存储的不仅是数据，更承
载着个人的记忆、情感和
财产权益。当账号持有人
离世后，这些虚拟账号能
否被继承？

陈晔（化名）的父亲于2015年12
月 18日猝然离世。也是那一年，父
亲刚注册微信，他对发朋友圈感到
陌生，便也极少使用。他对陈晔的
朋友圈评论仅有一次。陈晔说，想
爸爸的时候就会打开以前的聊天记
录，或者去看看爸爸的朋友圈，最近
却找不到爸爸的微信了。后来找到
唯一一条爸爸评论过自己的朋友
圈，可是爸爸的备注已经变成了初
始昵称。翻出那条朋友圈，在评论
栏里点开父亲的头像，她看到父亲
的微信名变成了由“wxid-”开头以
及一长串大小写字母和数字组成的
用户名，这种初始昵称是用户会在
注册后第一时间改掉的信息。陈晔
打开父亲的聊天窗口，系统显示“该
用户不存在”。

她把遭遇发到了社交平台。不
久之后，一位自称是微信员工的用
户找到了陈晔。对方发了一组清
单，让陈晔去收集11条信息，其中包
括注册时间、最后一次使用时间、常
用登录设备等信息，并告诉陈晔，微
信方面可能没有完全符合处理当下
情况的规则，建议陈晔尝试“账号找
回”。可陈晔没法了解涉及父亲生
前使用账号的信息。最终以“由于
账号内涉及个人隐私”为由拒绝人
工介入处理。

这个帖子很快激起共鸣，不少
网友担忧逝去亲属的个人账号迟早
被回收，有人还往账号里充值，希望
能留住账号。

根据互联网数据中心统计，全球约有
30%的网络账号处于长期休眠状态。这些“数
字遗迹”均面临着被平台回收的风险，比如以
国内某社交平台为例，其用户协议明确规定，
如果在连续 180天内未登录，账号将被注销。
这些政策虽然有助于平台优化服务器资源，
但由此引发用户对数字虚拟资产安全的担
忧。那么，个人虚拟账号是否受法律保护？

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
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明确规定时，应当
依照这些规定执行。“该条款虽然简短，但填
补了我国法律在虚拟财产保护问题上的空
白，明确了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
迈出了依法全面保护虚拟财产的第一步。”上
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天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姚海嵩说。

在司法实践中，虚拟账号通常被认为具
有财产属性，包括账号内的虚拟货币、游戏装
备、数字收藏品等都具有经济价值。姚海嵩
说，事实上，在民法典出台前，虚拟财产有关
的纷争已在法院屡见不鲜。法院在民事裁判
中本着司法实用主义的态度，对网络虚拟财
产的法律性质争议不作判断，但大多承认其
具有财产属性。“虚拟账号作为网络虚拟财产
的一种形式，其法律属性已经得到确认。”

在我国，有关数字遗产继承的法律问题
越发迫切。2023 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
示，微信、QQ、支付宝、游戏账号等已经成了
中青年立遗嘱人群的重要资产。截至 2023
年12月31日，中华遗嘱库共计收到488份遗
嘱，内容涉及“虚拟财产”。

“构建一个既尊重用户意愿，又保护继
承人权益，同时兼顾平台利益的虚拟账号继
承机制，是数字时代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姚海嵩认为，虚拟账号继承问题折射出数字
时代法律制度的滞后性，而平台和用户之间
的数据权属问题，也是下一步立法要考虑的
关键问题，“由于还没有明文的法律规定，目
前可以根据法院的具体判例作为参照，比如
个人账号如果具有财产属性，可从财产法角
度进行保护；如果账号上发布的内容涉及知
识产权，可以从知识产权角度进行考虑。”

“这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涉及个
人数字权益、平台治理、公序良俗等的复杂
议题。”面对休眠账号管理这一挑战，多位
专家学者认为，除了立法之外，还需要建立
更加平衡的治理机制。比如平台应当优化
账号提醒机制，在账号即将进入休眠状态
前给予充分提示；可以借鉴“数字遗嘱”概
念，允许用户预先设定账号的处理方式等，

“希望构建一个既尊重用户数字权益，又兼
顾平台运营效率的账号治理体系，这不仅
关系到个人权益的保护，更关系到数字经
济的健康发展和数字文明的传承。”

数字遗产的继承问题，是数字时代的一
道世界难题。2004年美国雅虎邮箱案，也是
数字遗产第一案。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
员在伊拉克执行任务时阵亡，其父希望向雅
虎索要邮箱账号密码，以便获得儿子在雅虎
邮箱中保存的照片、文字等作为缅怀。但雅
虎公司以保护用户隐私权为由，拒绝了这一
要求。法官最终判决，要求雅虎公司将相关
数据资料刻成光碟，交给死者的父亲，未要
求提供账号密码。

据了解，特拉华州是美国第一个就数字
资产继承问题专门立法的地区，2014年其颁
布《数字访问与数字账号委托访问法》，准许
在自然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后，继承人或
遗嘱执行人接手被继承人的数字账户或数
字资产，包括邮箱、社交媒体账号等。这些
数字遗产包括被继承人的邮箱、社交平台账
号等。2015年，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通过修
订版《统一受托人访问数字资产法》，该法案
规定受托人可根据“三层优先访问体系”访
问数字资产，这既能在合法范围内满足受托
人访问数字资产的需求，又避免受托人访问
权限过大对死者或其他相关用户隐私造成
威胁。

张继红提到，欧盟整体层面虽没有统一
的专门的数字遗产法律，但一些国家有相关
探索。比如德国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个人数
字资产的可继承性，只要不涉及极为隐私的
领域。在2015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脸书继
承案”中，一位母亲为查清女儿的死因，请求
登录其女儿脸书账号遭拒，德国法院认为其
女儿与脸书之间的服务合同可以被其监护
人继承，因而要求脸书开放账号数据。

“相较而言，我认为，美国法院的做法更
为合适，简单地以账号继承的方式满足原告
的需求或恢复账号状态，反而可能会损害第
三人合法权益或违背逝者意愿。”张继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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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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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规定来看，只要是个人
合法拥有的数字遗产，可以被继
承。”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上海全球
安全治理研究院全球化法律问题研
究所所长张继红说。

但是数字遗产比一般遗产要更
为复杂。张继红表示，数字遗产与
民法典列举的传统意义上的遗产不
同，在事实层面上是指被继承者逝
世时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已留下的一
切有价值的数据，数据化身为具体
的网络权益和资产等。

一般来说，数字遗产包括：账号
类数字遗产，主要有社交媒体账号、
网络游戏账号等网络应用账号和密
码；基于账号产生的数字遗产，包括
图片、文字、影像、游戏装备、虚拟货
币等。“而数字遗产因其存在于虚拟
空间的特殊性，不仅具有传统遗产的
财产性质，例如虚拟货币、游戏装备
等，也具有某些非财产的人身专属性
质，例如个人照片、聊天记录等。”

“虽然民法典规定网络虚拟财
产受法律保护，但对于社交账号能

否继承未明确规定。大多数社交
平台在服务协议中明确表示账

号所有权归平台，用户仅有
使用权，不允许继承。”张
继红说。

因隐私保护与继承
权之间存在冲突，对于
社交平台的账号，继承
人一般不能直接继承。

“身故并不意味着
隐私不再重要，站在逝
者的角度，可能他的账
号里隐藏着许多不为人

知、难以启齿的秘密，他
是否允许他的亲属去查

看？”张继红认为，社交账号
承载着用户的个人隐私、社交

关系等特定个人信息。如微信账号
中的聊天记录、朋友圈等，涉及个人
及第三人隐私，允许继承可能会侵
犯隐私和他人权益，也违背死者意
愿。如在国内首例 QQ 号继承案
中，据该网络服务协议的规定，由腾
讯公司享有QQ账号的所有权，王
某无权继承QQ账号，法院以隐私
及缺乏法律依据为由驳回了继承人
开放账号的诉求。

如果逝者没有提前做好安排，
很难避免“人死号销”。张继红等法
律专家均认为，要减少数字遗产继
承的纠纷，可以从鼓励个人对数字
遗产进行生前管理即设立生前遗嘱
的方式入手，让用户按照自己的意
志处理其在网络空间创造的数字痕
迹。比如 2023年初，拥有百万粉丝
的“90后”“B站up主”来到中华遗嘱
库订立遗嘱，计划待自己离世后将
百万粉丝账号留给好友运营，而自
己名下价值 300万元的虚拟资产由
父母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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