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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5年前，我有幸认识了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一群勤奋好学、朴实上进的年轻教师，后来，我作为
他们的兼职教授，辅导他们的科研、教学，并指导他们完成博士论文。
在这个过程中，我目睹了他们为法学理论的进步以及自己的学问追求而废寝忘食、孜孜不倦、不辞辛
劳的钻研精神，也见证了他们从稚嫩走向成熟的艰辛历程。
现在，把他们近年来的法学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作为丛书出版，我由衷地为他们高兴。
林旭霞院长提出让我为这套丛书作序，我义不容辞。
这不仅是为了祝贺这些年轻学者的钻研精神和刻苦努力，同时也是为了留住自己与这些弟子们一起攻
克课题时值得留恋的记忆。
　　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是一所年轻的法学院，刚刚成立不过六年。
我还清晰地记得，刚刚受命学院院长的林旭霞教授踌躇满志，不停地奔波于学院的学科建设和学术提
升的情形。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虚拟财产权研究>>

内容概要

　　虚拟财产是指在网络环境下，模拟现实环境中的财产形态，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具有独立价值
和可独占性的财产利益。
虚拟财产的典型类型有：虚拟物、虚拟无形财产、虚拟“集合物”。
本课题以虚拟物即狭义的虚拟财产为研究中心。
虚拟财产与现实财产存在天然的联系，且虚拟财产具备表征财产权利客体的共性特征——稀缺性、价
值性、排他性，因此，尽管虚拟财产也有其特殊的表征，其仍应被纳入现实法律体系，以得到现实法
律的调整。
现代意义上的“物”可以分为两类：自然属性之物和价值形态之物。
自然属性之物依传统的对物的分类方式可以分为有体物和无体物。
“虚拟物”是存在于网络空间，且只能通过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加以识别和控制的具备特定性和独立性
的物，它是新类型的无体之物。
采“物权、债权二元体系”为财产权基本构造仍然是大陆法系国家民法的主流，在“二元体系”内界
定虚拟财产权性质有其科学性、合理性。
虚拟财产产生和运行的技术原理为判断虚拟财产权的性质提供了技术支持，但技术规则不能等同于法
律规则。
“支配权”或权利的“支配性”的现代意义给予虚拟财产权性质研究的理论进路。
虚拟财产权具备了支配权“对财产拥有决策力并最终控制财产的前途和命运”的核心特征，因此，虚
拟财产权是物权。
虚拟财产权的主体是现实主体，“虚拟主体”不具有法律人格，“虚拟主体”是现实主体在网络环境
下的身份。
创设网络环境并投入运营是对虚拟财产的原始取得，网络环境中各种虚拟物的交易属于虚拟财产权的
继受取得。
用户向运营商购买虚拟物的买卖行为，其性质属于附条件的交易行为，网络用户能否取得虚拟物所有
权，就取决于交易行为能否生效。
在虚拟财产侵权责任中，采用行为违法说更为合理与公平；侵害虚拟财产的损害事实一般指财产损害
，对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虚拟财产的损害还包括精神损害；不同网络活动主体违反注意义务应适用不
同的标准；针对侵害虚拟财产的侵权责任的两种不同情形，应分别适用不同的因果关系规则确认和追
究侵害虚拟财产权的民事责任，应当区分不同类型的侵权责任分别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推定原则
；补充责任对虚拟财产侵权责任的分担具有重要意义。
用户协议通常涉及买卖、服务、授权、管理等多种权利义务，是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的重要依据。
对用户协议的成立、变更、协议内容、形式、协议履行与违约责任承担，应建立统一的法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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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虚拟财产民事纠纷　　虚拟财产民事纠纷包括侵权纠纷、合同纠纷。
侵权纠纷突出表现为两类：一是由于第三方侵权而运营商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导致用户损失——北京市
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李宏晨诉北极冰公司一案即属此类案件；二是运营商因处理“私服”、“外挂
”及其他作弊行为，直接查封用户账号、删除游戏装备引发的纠纷。
与虚拟财产相关的合同也不鲜见，实践中因用户违规操作引发的合同纠纷、因运营商不履行合同约定
引发的合同纠纷层出不穷。
如合同履行期尚未届满运营商提前终止服务、运营商单方面变更解除合同、因“客户端协议”的某些
“霸王条款”使游戏服务合同显失公平而引发的纠纷等。
以下是虚拟财产民事纠纷的典型案例。
　　1.玩家游戏装备被窃，法院以运营商未尽合理保护义务为由，判令被告返还装备。
　　原告张某为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运营的网络游戏《传奇世界》的玩家，原告为保证其游戏账号
的安全性向被告购买了“盛大密宝”，“盛大密宝”为被告开发的动态密码认证系统。
2006年11月6日，原告的游戏账号被他人人侵，包括“麻痹戒指”在内的15种装备几乎在同一时间被转
入另一玩家的账户中。
原告发现该情况后，立即致电被告，请求找回装备。
2006年11月29日，原告至被告处核实了玩家身份，随即又按被告的要求至公安机关报案，取得报案证
明。
此后，被告陆续将有关游戏装备从另一玩家处发还给原告，但“麻痹戒指”未归还。
2007年1月25日，原告及其代理律师至被告处要求返还“麻痹戒指”，但遭被告客服人员拒绝。
张某为此诉诸法院，要求盛大公司返还“麻痹戒指”。
浦东新区法院认为，被告并无证据证明原告账号被侵入系原告泄露密码所致，即使是原告的游戏账号
密码不慎被他人获取导致装备被盗，被告也应当根据合同约定以及诚实信用原则予以原告合理的协助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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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虚拟财产权研究》以虚拟物即狭义的虚拟财产为研究中心。
虚拟财产与现实财产存在天然的联系，且虚拟财产具备表征财产权利客体的共性特征——稀缺性、价
值性、排他性，因此，尽管虚拟财产也有其特殊的表征，其仍应被纳入现实法律体系，以得到现实法
律的调整。
书中具体包括了：虚拟财产权的现实基础与理论依据、虚拟财产权客体论等内容。
　　《虚拟财产权研究》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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