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孩子”的大额消费能算数吗

案例
12 岁 的 冬 冬 是 一 个“ 手 游 迷 ”，在

多次央求父母添置手机未能如愿的情
况 下 ，拿 着 自 己 积 攒 的 4000 余 元 压 岁
钱到手机店购买了一部智能手机。事
后，冬冬爸爸找到手机店要求退货，但
后 者 以 售 出 商 品 没 有 任 何 质 量 问 题 ，
且包装已拆封会影响二次出售为由予
以拒绝。

为此，冬冬爸爸将商家诉至法院，要
求确认消费行为无效。最后经法官调
解，原告将其所购手机退货，被告返还原
告全额购机款。

说法
未成年人是不可以购买贵重物品的。

《民法典》第 19条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
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
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
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
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
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关于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的行为是否“与其年龄、智力相
适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5条作出了进一步释明：“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与其年龄、

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人民法院可以
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本人的
智力、精神健康状况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
见相应的后果，以及标的、数量、价款或者
报酬等方面认定。”这就是说，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通常只能实施一些与本人生活或
学习相关、本人智力能够理解并预见其相
应的后果以及行为标的数额不大的民事行
为。本案中，冬冬对购买商品行为所产生的
后果，如售后维修、更换等难以做出相应地
预见，且购买价款明显过大，显然与其年
龄、智力不相适应，故孩子父亲诉求退货
退款的理由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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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由于少年

儿童自控力和认知力欠缺，

因而私下参与的打赏等非

理性大额消费行为让不少

家长苦恼不已。那么，这些

交易行为是否算数呢？请

看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核心
阅读

案例
10 岁 的 大 山 觉 得 家 里 电 脑 配 置 过

低，不能满足需要，于是自行在附近的
数 码 店 订 购 了 一 台 价 值 7600 元 的 电
脑。事后得知此事的父母虽认为价格
偏高，但也未提出否定意见。5 天后，数
码店老板打电话通知大山父母，说订购
电脑已到，希望他们尽快付款取货。对
此大山父母只是沉默，既没有说买，也
没有说不买。数码店负责人遂将其告
上法庭，要求大山父母付清货款并承担
违约责任。法院经审理，认定订购合同
自始无效。

说法
《民法典》第 145 条规定：“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
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
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
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
追认后有效。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
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予以追认。
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
……”据此规定，未成年人进行的交易行
为效力可以分为 3 种情形：（一）未成年人
进行的纯获利益的交易行为（比如接受
赠与），应当认定为有效；（二）未成年人

进行的与其年龄、智力状况相适应的交
易行为，应当认定为有效；（三）未成年人
进行的其他交易行为，法律效力待定，如
果其法定代理人追认，应当认定为有效；
如果其法定代理人不予追认或者法定代
理人经相对人催告在 1 个月内未作表示，
应当认定交易行为无效。

本案中，大山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而他订购大额商品的行为显然与
其年龄不相适应，应当由他的法定代理
人来决定是否同意或者追认，现孩子父
亲以沉默方式表示拒绝追认，则推定该
交易行为自始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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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薪”变身“低薪”

求职者可向公司索要赔偿

律师信箱

私下签订合同222

编辑同志：
一家公司在发布的招聘某岗位员

工的广告中明确声称月薪 12000 元以
上。可当我通过层层选拔入围，与公司
签订正式书面劳动合同时，却被告知月
薪只有 6000 元。因多次沟通未果，使
我对预期获得的工资标准落空，我无奈
拒绝入职。请问：我能否要求公司赔偿
损失？

读者 谢莉莉

谢莉莉读者：
你有权要求公司赔偿损失。
一方面，公司违反了诚实信用原

则。《劳动合同法》第 3 条规定：“订立劳
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
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即诚
实信用是劳动合同法确立的基本原则
之一，它要求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订立
劳动合同时都必须讲求信用、恪守诺
言、诚实不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
不得损害对方利益。

与之对应，虽然在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之前，你与公司可以就工资待遇进行
协商，但基于公司的招聘广告已经明确
月薪 12000 元以上，也就意味着不应低
于 12000 元，你出于对公司的信赖而应
聘 并 成 功 后 ，公 司 却 表 示 月 薪 只 有
6000 元，将“高薪”变身“低薪”，无疑属
于不讲信用、未恪守诺言。

另一方面，公司应当承担缔约过失
责任。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合同订立过
程中，一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导致另
一方的信赖利益遭受损失时，所应承担
的损害赔偿责任。《民法典》第 500 条规
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
情形之一，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
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
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
其他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

正因为公司擅自降低承诺的劳动
报酬，损害了你的合理信赖利益，违背
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诚信原
则，决定了应当对公司的行为予以否定
性评价，公司必须向你赔偿因为应聘所
遭受的损失，包括误工费、交通费、住宿
费、资料费、体检费以及其它所有合理
费用。

律师 廖春梅

案例
宋女士意外发现自己的支付宝在短

短 10 天内向一个账户转账近 10 万元，其
12 岁的儿子亮亮称这些钱都被他购买 Q
币打赏给女主播了。宋女士立即联系平
台要求返还款项，未果，于是将该平台诉
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亮亮系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与被告平台公司形
成的网络购物合同无效。但其监护人未
能 履 行 监 护 责 任 ，亦 应 承 担 相 应 的 责
任。综上，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告购币
款 6.9万元。

说法
根据《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

规定，对充值和打赏后款项能否追回，应
当结合具体个案中未成年人年龄、智力
以及支出数额等因素综合判定。不满 8 周
岁的未成年人的付款行为属于无效行
为，参与网络游戏所支出的费用，平台应
当全部返还；8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充值或打赏的金额
如果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则该付款行
为有效，法定代理人不能要求返还。充值
或打赏的金额如果存在与未成年人年

龄、智力不相适应的部分，则该付款行为
属于效力待定，应当由其法定代理人代
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才能
发生法律效力，反之则该付款行为无效，
平台因该付款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
返还。

本案中，亮亮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其与被告形成的网购合同故属无
效，但其监护人未能履行监护责任，且未
能妥善保管自己的手机及支付宝密码，
亦为自己的监护失责承担相应责任。

张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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