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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崇州某小区发生女童被狗咬伤
事件。事发后，女童家属在某筹款平台上发起
筹款，从开始到结束，短短的5小时18分时间
里，就有8.7万名爱心网友捐款200余万元。

筹款完成后，质疑声开始出现：“自己一分
钱不花，上来就筹款，而且还是200万元……”

随后，筹款平台发布退款说明称：经与发
起人沟通，平台将对未使用的所有善款全额原
路退回。家属发文回应称，由于未在第一时间
联系上对方，担心无法承担后续的医疗费，延
误孩子治疗，所以通过筹款平台向大家求助。

记者注意到，现实中，此类情况并不少
见，此前也曾多次引发关注。2019年5月，浙
江杭州一女子替父亲在某筹款平台发起 20
万元的筹款，称父亲被确诊胃癌，此后不少网
友转发、捐款。6月中旬，有人发现该女子在
社交平台上晒出买跑车、出国旅游、购买奢侈
品等情况。筹款平台展开全面调查，筹款人
承诺将已提取的8547元善款退还。

今年 7 月，江苏无锡的潘女士在社交平
台上发布大量视频称，今年3月29日，她3岁
的女儿被相邻蛋糕店店长汤某猥亵。7月11
日，无锡市公安局针对此事发布通报称，经调
查未发现女孩被人猥亵，汤某无违法犯罪嫌
疑，不予立案。

自警方发布通报后，有很多网友在潘女
士此前发布的视频下留言称，曾捐款为女童
治病，网友所称捐款金额有 500 元、1000 元、
6000元、3万元不等，还有网友称潘女士在8
个群的募捐金额已超百万元，并在警方通报
后解散了群。众多网友纷纷留言，喊潘女士
退款。潘女士称，其从未收取过网友转账，一
些网友通过微信向她转账，转账未收取已经
过期；部分网友通过支付宝向其转账，她已及
时退回。

记者了解到，此类事件屡屡引起争议的
焦点在于，不少网友认为，在侵权方有赔偿、
自己家中有财产可以用来抵押或支付相关费
用时，当事人不该直接寻求社会帮助。

那么，当遇到类似情况时，个人是否可以
向社会进行求助？

在北京安理（杭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
霄燕看来，陷入困境，向他人求助，这是人的
生存本能。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个人求助属
于民法调整的范畴，民法典并没有禁止个人
在遭遇困难时以个人名义向社会筹款求助。

“在个人求助的条件方面，我国法律尚未
有明确具体的规定。每个人的条件不同、能
力不同、困难不同，法律很难有‘一刀切’的规
定。求助与帮助是你情我愿的事情，从法律
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基于特定目的的赠与关
系。”徐霄燕说，如果说个人求助有什么前提
条件的话，那就是求助者必须如实披露跟求
助事项有关的信息，并且确保受赠款项用于
所求助事项。

“如果披露不实或者故意隐瞒与所求助事
项有关的重要信息，欺诈、误导社会公众对其
进行捐助，则可能涉嫌欺诈。捐助者可以撤销
赠与，要求求助者返还捐助款项。”徐霄燕说。

“个人财产状况如何、家庭财产状况如
何，都是个人向社会求助时需要考量的基础
性前提。”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经济法
室主任席月民认为，社会救助义务与个人自
助、家庭成员互助义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先
后顺序，这种顺序体现了道德与法律对生命
权、健康权、劳动权的充分尊重和保护，体现
了不同法律之间的相应价值追求。

“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
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
法权益。如果个人财产和家庭财产能够满足
个人的年老、疾病、生活需要，就不需要也不
应该向社会求助。”席月民说。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筹款流程，单次求助
金额超过50万元的，发起人应当提交具有相
关资质的医疗机构书面证明。但据报道，此
次女童被咬事件中，相关医院人员曾表示，医
院“没有出具任何相关的费用证明”。

筹款平台公关人员解释称，考虑到孩子
当时情况“确实非常危急”，“在家属跟医院沟
通之后，由家属自己预估了这么一个金额，我
们给她发起了筹款”。公关人员还表示，如果
孩子在后续治疗中用到这笔近200万元的捐
款，平台将根据孩子的治疗情况，审核医院的
相关单据后，“每个阶段做一次结算，我们再

把这个款项打到医院”。
筹款平台公关人员称，可以保证的是，

“这个钱肯定到不了家属手里”。“因为有部分
网友表示要退款，我们现在也在跟家属和医
院沟通，看具体治疗费用是多少。筹款用不
完的部分，是退还给大家还是如何处理，这些
问题都会跟各方协商。”筹款平台方面称，“现
在网友想退款是可以直接申请退还的。”

记者注意到，有些人是通过相关平台发
起的筹款，还有些人是通过个人建群等方式
发起，筹款方式的不同对筹款是否有影响？
平台或个人是否必须公开筹款明细？

徐霄燕说，个人求助，根据其求助的渠道
不同，收款方式也不同。一般来讲，个人通过
社交平台筹集的款项，会直接进入求助者个
人指定账户。而通过筹款平台筹集的资金，
则会先进入筹款平台账户。

“目前，由于法律对此没有具体的规定，
所以钱款的流转存在很多乱象，导致筹集的
款项没有全部用于指定用途的现象确实存
在。”徐霄燕说，平台收取的款项应该是直接
对接医院还是由个人处理，因为没有法律的
规定，所以要根据平台、求助者、捐助者三者

之间的约定来处理。
徐霄燕认为，如果约定是由平台直接支

付到医院账户，则应由平台直接支付到医院
账户。如果是约定由个人凭票据报销，则应
由平台审核票据后支付给个人。但无论如
何，都不应该在求助者没有提供任何证明文
件的情况下，将巨额的捐助资金一次性直接
打给求助者。“如果这么做都可以的话，那么
为解决个人无法解决的困难而设的互助平
台，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有些居心不良者的
敛财平台。”

据公开报道，在一起案例中，为给患有罕
见病的儿子治病，黎某在筹款平台发起了目
标为 40 万元的个人大病筹款项目。筹款结
束后，黎某提出了提现申请，平台将筹款全额
汇给对方。后黎某之子不幸死亡。知情人士
向平台举报，众筹所得善款中有大部分并没
有用于给孩子治病。

在实践中，有很多筹款求助最后所得的
钱都远超所需，对于多出来的这部分钱，该如
何妥善处理？

席月民认为，在慈善活动中，善款的使用
需要遵循专款专用原则。个人求助所得的钱

款远超所需，或者将筹来的钱款挪作他用，都
违背了该原则。至于多余的钱款，是应该如
数返还捐赠人，还是改用于有着相同需求的
其他受益人，或者转赠给其他慈善机构用于
慈善目的，则需要在募捐公告、捐赠协议中事
先作出约定，并按照约定处理。

席月民说，从法律性质看，个人求助行为
本身属于民事法律行为，需要严格遵循相应
的法律规定，遵循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公序
良俗等原则。

“现有法律规定虽然存在着一些不完善
之处，如对专款专用原则的细化不够、对个人
求助行为法律要件未作明确限定、对筹款平
台的法律义务不够清晰、相关法律规定之间
存在冲突等，但这些问题都需要在现有法律
框架体系内寻求解决。”席月民说。

席月民认为，除了及时修法弥补立法缺
陷之外，更为现实的解决方法是，可以通过捐
赠协议、赠与合同、信托合同等合同条款加以
补充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司法解释和
指导性案例对相关规定的适用作出必要扩大
或限缩同样非常重要，以平等保护受益人和
捐赠人的利益。 本报综合消息

被犬咬伤女童家属筹款两百万元后争议频发

个人求助筹款应该如何规范

近期，各电商平台上、直播间里，“分期
免息”屡见不鲜。南都大数据研究院发现，
不少带货主播都在“花式”荐分期：有的将分
期免息称作“一定要薅的羊毛”，有的以“全
场分期免息”作为卖点。消费金融逐渐成为
电商直播的重要营销工具，但关于主播对分
期的“推荐尺度”，以及宣传策略却多次引发
质疑。

主播“花式”荐分期

今年双十一大促期间，分期免息的付款
方式出现在越来越多的电商直播间里。10
月 27 日至 11 月 3 日，南都研究员随机进入
20 个—30个抖音、快手、淘宝直播带货直播
间，发现有近10场直播将分期免息作为商品
卖点，直播间里，主播们通常用重点口播+展
示广告牌的方式强调商品支持分期免息。

“我们支持抖音12期免息，每天只要5.5
元”，10月31日，在抖音拥有近900万粉丝的
账号“深夜徐老师”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在售
卖一款价值为 2073 元的美容仪，当推荐分
期付款时，该主播将分期款项按日折算进行
推销，直播时，主播会在直播间里挂上颜色
鲜亮的“分期免息”广告牌，并写明分期平台
和期数。

南都研究员在多个推荐分期的直播间
看到，有主播将分期免息称作“一定要薅的
羊毛”，以“一天15块钱，一杯奶茶钱，非常
实惠”“早用早享受”等话语作推销。带货商
品中，最常推荐分期付款的品类是电子产
品、家具、护肤品等。

还有主播力推“全场分期免息”。如遥
望科技旗下主播瑜大公子在其直播间称全

场商品支持花呗分期免息。无忧传媒旗下
主播广东夫妇也打出“所有利息我们补贴”
的口号，直播间内所有商品支持抖音月付12
期免息。

大量的品牌商家也以分期作为主要卖
点。在阿里官方自营的秒速达电器淘宝直
播间里，主播不仅推荐使用花呗分期，还介
绍了花呗平台的活动“花呗帮还”，电子广告
牌写着“20点—22点每小时10分，花呗帮还
1111红包，11月1日抽奖前直播间下单，使
用花呗支付实付满4000”，直播间里，主播也
在力荐使用花呗分期参与相关的优惠活动。

陷“虚假宣传”质疑

如今，分期免息付款方式已逐渐成为营
销工具，但争议也从未停歇。一项来自艾瑞
咨询的调研结果显示，七成商家认为提供分
期免息能让自己提升销量，但在消费者一头，
也有不少声音称分期免息实则是“错觉陷
阱”。南都研究员梳理相关投诉平台和网友
评论发现，主要的争议点在于是否涉嫌虚假
宣传，以及主播宣传策略中的“诱导”尺度。

譬如，部分主播在推荐分期付款时，以
“利息由主播承担”作为卖点。今年 618 期
间，无忧传媒旗下头部主播广东夫妇在直播
中将“雅诗兰黛礼盒平均每个月只要223.8
元，每天只要7.46元，利息由广东夫妇承担”
写在广告牌上。双十一大促期间，其同样也
以“所有利息我们补贴”吸引购买。今年 8
月，遥望科技旗下主播瑜大公子也在其直播
间介绍称全场商品支持花呗分期免息，并强
调“利息我们来出”。

有网友质疑，虽然直播间写着“分期免

息”“利息由主播承担”，但实际上主播可以
通过与品牌方谈判价格，以量换价等方式，
获得不菲的收入，该举存在虚假宣传行为。

存“夸大、诱导”之嫌

南都大数据研究院注意到，在一些社交
平台上，去年以来，就不断有网友质疑推荐
分期付款的主播在诱导消费者。

某平台用户发布视频称，有主播为了售
卖护肤品，散播容貌焦虑，尤其针对经济能
力不足的群体推荐分期付款。不少网友评
论跟帖称不少主播都曾强推分期免息，用

“我特意为大家申请的12期免息”等话术强
调这一“福利”。

今年8月，辛选集团旗下主播蛋蛋在直
播时用手机演示如何使用花呗分期免息支
付，在介绍时称“使用不满意7天包退换，花
的是花呗的钱，不是咱自己的钱”，该言论引
发了大量网友不满。

还有部分主播特别针对“学生党”力推分
期。据抖音博主“是书瑶呀”视频报料，有主
播向学生推荐价值几千元的美容仪，并采用

“和舍友拼着买就不贵了”“现在没钱没关系，
分期下来每个月300元不贵”等话语“诱导”
分期。一位MCN机构从业者告诉南都研究
员，如是对未曾开通过花呗等金融产品的用
户通过该方式宣传分期免息，确有诱导之
嫌。对此，北京雷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军义
提醒，我国明令禁止向大学生线上推销“消费
贷”，不得向放贷机构推送引流大学生。

“贷”货风险需警惕

分期免息虽已成为营销和运营增长工
具，但它本质上是金融服务。广东金轮律师
事务所褚亭丽律师认为，电商平台上的营销
行为往往存在信息披露不足、风险提示不到
位的情况，例如某些主播对金融产品提供主
体、息费标准、逾期还款的违约责任等合同
重要条款均未作披露，可能涉及侵犯消费者
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的问题。MCN机构应
当建立健全内部管理规范，加强对签约主播
的管理，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直播营销
活动内容生态。

直播“贷”货有哪些风险需警惕？易观
分析金融行业高级咨询顾问苏筱芮强调，互
联网平台方、主播、金融机构等层面对此还
缺乏细致的行业规范，尤其是前两者，缺乏
有效的监管约束。她提示，一是宣传用语方
面需符合监管要求，不得夸大宣传；二是对
应涉及到的消费信贷、信用支付等业务，需
要有明确的金融牌照及机构名称。北京师
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
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则认为，应通过消费
者的举报投诉、平台的巡查监测、MCN机构
的自我管理以及监管部门的实时记录等方
式对主播行为进行约束。 本报综合消息

带货主播“花式”荐分期算不算“虚假宣传”“诱导贷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