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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案件由头案件由头
微信回了个微信回了个““OKOK””手势手势 男子成男子成

被告被告

6月23日，江西法院微信公众
号公布案例《回了个“OK”，江西
一男子成了被告》，引起网友高度
关注。报道称，2022 年 12 月 22
日，郭某某在微信上与刘某云商
量其子刘某伟借款的还款事宜，
郭某某发微信消息要求刘某云成
为其子刘某伟借款事务的债务担
保人，对此消息刘某云的微信于
12 月 24 日回了一个“OK”的微信
表情手势。

后因借款人刘某伟未偿还有
关欠款，郭某某于2023年1月6日，
将刘某伟（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和
其父亲刘某云以逾期未归还债务
为由，一同告上了法院，要求其承
担本金 159118.4 元和利息 7907.88
元的还款责任。

法院审理过程中，刘某云对原
告提出的其作为刘某伟债务担保
人的事实提出异议，认为其回复

“OK”微信表情手势是在两三天
后，没有义务偿还其子刘某伟向原
告郭某某借的欠款。

江西省定南县人民法院经审
理认为，被告刘某云对原告要求其
作为被告刘某伟借款事务的债务
担保人的微信消息回复“OK”微信
表情手势，表明其同意作为此笔债
务的担保人，其有义务在被告刘某
伟逾期未偿还借款时承担借款偿
还责任。

最终，双方同意达成调解
协议：被告刘某云与被告刘某
伟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并在约
定期限内偿还原告郭某某相关
借款。

22记者调查记者调查
表情符号成为表情符号成为““呈堂证供呈堂证供””案案

件日益增多件日益增多

6月27日，记者在中国裁判文
书网上搜索“表情 符号”关键词，
共 检索 到354篇文书。2018年以
来，全国以表情符号作为证据的案
件增幅明显，有的跟股权转让有
关，有的跟民间借贷有关，还有的
跟财产纠纷有关。其中，2018年23
件、2019 年 55 件、2020 年 77 件、
2021年106件，2022年至今83件。

不过，发送“OK”表情是否
表达“同意”的意思，各地法院
持不同意见。如广州中院在一起
仓储合同纠纷案中认为，表情符
号是辅助表达心情、情感和想法
的可视化图像，不能仅凭表情符
号就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承诺，
故没有认定当事人发送的“OK”
表情系同意之意。而厦门中院在
一起民间借贷纠纷中则认为，根
据日常交流习惯和聊天语境，当
事人发送的“OK”表情符号应视
为对对方请求的同意，并据此做
出裁判。

33法官提醒法官提醒
涉及法律权利义务涉及法律权利义务 尽量使用尽量使用

文字表达文字表达

网络聊天时使用表情符号，已
成为广大网友必不可少的输入习
惯。表情符号有利于网络交流的
情感化、趣味化和简约化，一定程
度上弥补了文字难以表达的情绪
态度，然而，不当甚至恶意使用表
情符号也会导致消极结果，衍生出
纠纷、侵权甚至违法犯罪等诸多法
律问题。

由于对表情符号的含义可能
存在多种解读，近日，就“回了个
OK表情成被告”一案，江西法院提
醒，在日常网络社交聊天中，涉及
法律权利义务时，应尽量使用文字
形式进行表达，或者选择不容易引
起歧义的表情符号，以明确自身真
实意思，避免造成误会和纠纷。同
时，注意对相关聊天记录进行留
存，便于在纠纷发生后用于维权举
证。

44网友热议网友热议
做担保只回表情不按手印做担保只回表情不按手印

吗吗？？子债父偿是不是天经地义子债父偿是不是天经地义？？

脑袋上的津门：没有书面文书
和当事人签字也可以？

戗箜篌芝 585：一位我认识的
人，他同事借钱担保人直接写他名
字和电话，追债的向他要钱，他都
不知道发生什么，最后他报警。

狗狗：成为债务担保人不需要
签字按指纹吗？这样感觉防不胜
防。

喝着脉动吃炸鸡：子债父偿，
天经地义。

如此可怕的猫猫尾巴：微信表
情只是引起流量罢了，主要是因为
子债父偿。

55律师说法律师说法
OKOK手势表示认同符合常理手势表示认同符合常理

一般能当证据使用一般能当证据使用

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律师朱长江认为，从法律角
度看，父母和子女都是独立的民事
主体，依法独立享有或承担民事权
利义务。因此，子女欠债，债权人原
则上不能向其父母追偿。但是，如
果父母出于亲情等原因主动帮助偿
还债务，构成债务转移的，则应当按
照约定履行相应义务。“子债父还”
并不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朱长江说，在实践中，微信表
情一般能当证据使用。“OK”微信
表情手势通常表示对对方所表达
的内容同意、认可的意思，这符合
常理。如果一方主张是他人回复
的OK，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九
十条规定，应提交反证证明该表情
不是本人回复，否则将承担不利法
律后果。

为了最大限度保护债权人的
利益，朱长江建议，在借贷行为发
生时，若需要担保，口说无凭，必须

白纸黑字，订立书面形式的保证合
同，以确保债权的实现，维护自身
的合法权益。

66表情包其实挺复杂的表情包其实挺复杂的

■表情包为什么广受欢迎？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黄河，曾在光明网发布文章《网络
表情包缘何那么火》，分析了表情
包流行的原因。

正所谓“一图抵千言”，叙事功
能的拓展是表情包得以流行的关
键因素。相比较纯文字交流，直观
的图像能够营造兼备现场感与代
入感的对话场景，抓住沟通者的注
意力，形成情感共鸣。从静态的

“小黄脸”，到图文结合式表情与动
态表情，表情包的叙事功能实现了
不断的超越。

社交媒体持续向“视觉化”方
向发展的传播环境，也推动了表情
包的流行。作为读图时代的产物，
表情包阅读起来更生动直观，减少
了受众接收文字信息后进行解码
和想象的时间。表情包的传播、分
享也更省时省力，自然比文字更容
易受到信息消费者的青睐。

■表情包的意义是如何产生
的？

简单地说，表情包的意义生产
是由表情包的生产者与使用者“合
作”完成的。

在《表情包：密码、标签与面
具》一文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
院教授彭兰提到：“表情包的生产
与使用，是一对编码与解码关系。
表情包中每个元素的选择、不同元
素间的组合方式，都是生产者的编
码过程。”如若表情包的使用者能
够与生产者形成共识，采用相同的
解读规则，那么就会削弱表情包的
多义性。

上文提到的案件中刘某云所
发的“OK”表情，属于社交平台自
带的基本表情符。这种表情符是
由平台专业生产者提供的，采用的
也是某些通用编码规则，因此它们
的意义相对网民自主制作的表情
包更加稳定。

■表情包为什么可能引起误
会和歧义？

中国青年报曾刊文《表情包为
何成为年轻人的社交“副语言”》，
对这个问题作出解答：“我们在拥
抱表情包时，也不能忽略文字的力
量。因为表情包的内容和解码的
过程都具有非理性和不确定性，很
容易造成双方交流中的误解与偏
差。无论是静态图片还是视频截
取，表情包终究只能算一种浅层次
和碎片化的表达，是线上人际交往
的一种辅助手段，还远远替代不了
语言或文字交流中的深刻思想与
真情实感。毕竟，人与人交流的真
正目的，是更好地实现双方心灵相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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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消费者反映，南航的
国际航班在线值机选座“吃相难
看”，系统开放的免费可选座位数
量极少，仅占全部座位的 6%；还
有乘客在社交媒体抱怨，过道“座
位”也需要付费了，不付费只能坐

“夹心座”；不提供免费的3连座，
家庭成员坐一起必须付费……

记者调查了解到，自 2013 年
海航最早在国际航班上推出“选
座费”以来，东航、南航等国内全
服务航司陆续在国际、港澳台航
班上“试水”付费选座服务。记者
就航司付费选座情况进行调查，
并没有出现不付费只能坐“夹心
座”和“后几排座位”的情况，但确
实国内航司在国际航线上大约有
一半经济舱座位提前选座位是需
要付费的。

吐槽
不付费只能坐“夹心座”

消费者劳女士发文称，“普通
选座也逼迫人付费，不然就坐最后
一排”。劳女士购买的是经济舱机
票，以往只有前排座位、靠窗座位以
及紧急出口等腿部空间更大的座位
需要付费选座，现在连过道的普通
座位也需要付费。她没有付费选
座，后在登机柜台也被告知只有中
间的“夹心座”，非常令人沮丧。

网友“晴儿”在某社交平台发
文配图称，她搭乘南航广州至雅
加达往返飞机，在 App 值机时发
现，“去程时，只有1个蓝色座位我
能选，其余全是黄色或者灰色。黄
色的座位需要付费350 元人民币
或 7000 里程，而灰色则是不可选
座位；回程免费座位多几个，但是
也是少得可怜。”还有乘客吐槽和
质疑：“付费选座”变味了——乘客
不再是为“好座”付费，而是不付费
只有“夹心座”和“后排座”。

还有乘客反馈，很多国际航班
上可选的三连座都要收费。这就
意味着消费者起飞当天必须早早
地赶到机场“抢”三连位，要么就是
按照航司给出的价格付费选座。
这位乘客反映，她乘坐的班机，经
济舱付费座位从100元—350元不
等。按照该航司目前的付费选座
价格，一家三口想坐在一起，往返
最低需要支付600元。

反映
选座付费但服务并没有跟上

乘客陆女士带孩子出行，考
虑到经济舱第一排座位比较宽
敞，也为了上下飞机更方便一些，
她用积分兑换了前排座位 38A、
38B。结果登机后，陆女士发现该
航班的机型从空客321 更换为空
客320，自己用积分换来的第一排

“大座位”被换成 35K 和 35J——
这两个座位的空间和后排一模一
样，没有更大空间。

于是，陆女士致电航司，客服
表示因为更换机型后依然为乘客
更换的第一排座位，所以未提前
告知。陆女士认为更换航班应该
告知乘客，而不是“黑不提白不
提”直接换座位。对此，陆女士认
为，用积分换的第一排位置和付
费没本质区别。选座让付费，服
务却显然没跟上。

回应
南航：其他座位已被旅客预选

记者针对付费选座与各家航
司相关客服联系。结果显示，航
司不同，航班不同，开放免费座位
比例和数量也不同。

南航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
表示，南航国际航班座位目前开
放约 50%的座位供旅客免费选
择，免费座位约6%与实际情况不
符。消费者提供的截图中免费座
位仅为6%，主要原因为这位旅客
进行选座时，其他免费座位已被
其他旅客预选。以北京-大阪航
班 CZ317 执飞机型为空客 330-
300为例，该航班共282个座位，其
中经济舱252个，南航提供了免费
座位共 142 个。乘客可根据 App
查到信息选座，如果不想付费也
不愿意选择免费座，可以在柜台
值机时看是否有合适的座位，值
机时的座位是先到先得。

东航客服介绍，目前东航的
出境航班经济舱收费座位仅占
30%左右，一般来说经济舱从 31
排到41排会收费，但是后排将近
70%的座位都免费可选。但也存
在有部分免费座位被机场锁定的
情况，“考虑到有当天在柜台值机
的旅客，如果线上可选的免费座
位已被选完，乘客可到柜台现场
选座”。

多家航司客服也表示，如果
消费者不特别介意选择航班座
位，可以值机时挑选免费座位，也
可以在登机前在柜台办理自动获
取座位。如果该航班乘客满员，
则没有付费选座、又最后办理值
机的乘客确实可能只有“夹心座”
和“后排座”。如果最后剩下的座
位是“前排”或者“靠窗的座位”，
乘客还是有机会免费捡漏到好座
位。

探因
航司缘何不断攫取更多选座费

那么，国内航司为何收取“选
座费”？收取“选座费”对航司的
盈利有何影响？

公开信息显示，2011 年夏天
开始，美国航空、达美航空、美联
航等美国主要航空公司开始对飞
机上一些特殊座位收取费用。达
美航空、捷蓝航空、美联航对有更
大伸腿空间的座位额外收费；美
国航空和合众国航空对飞机前部
靠窗和靠走道的座位额外收费；
忠实航空、精神航空的旅客，如果
要提前选座就必须付费，否则只
能在值机的时候等待座位分配。
数据显示，2018 年美国航空公司
大约从“选座费”中收取了42亿美
元。

据航空研究机构 IdeaWorks
联合 B2B 技术平台 CarTrawler 的
最新调查结论，在约10年的时间
里，全球航司的辅营收入从 2013
年的426亿美元跃升至2022年的
超过1020亿美元。从辅营收入占
航司总收入的比例，可以明显地
看出不少航司对辅营收入的依赖
日渐增强。2022 年，辅营收入占
航司总收入的比例达到 15%，达
到历史最高点。

而从国内看，虽然自 2013 年
开始，多家全服务航司陆续在国
际、港澳台航班“试水”付费选座
服务，但并没有相关的收入统计。

多位业内人士分析，航司要
提升总客运收入，除了提高票价，
还可以通过增加辅营收入来实现
目标。航空公司之所以不断希望
攫取更多“座位费”，主要原因是
民航业的利润率不高，通常只有
1%—2%，值机座位等辅营收入对
于营收看似贡献不大，但是对于
利润贡献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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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符号“OK”到底几个意思
儿子向别人借钱，对方

要求爸爸担保，两天后爸爸
的微信回了个“OK”手势，
结果他也成了被告，父子要
共同承担16万多元还款。

记者调查发现，表情符
号成为“呈堂证供”的案件日
益增多；有的法院认为 OK
代表同意的意思，而有的法
院则没有认定。律师认为，
OK 手势代表认同符合常
理，一般能当证据使用，若非
本人回复则须举证。

国际航班国际航班““付费选座付费选座””是否变味了是否变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