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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给患有罕见病的儿子治病，黎某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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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用
于给孩子治病。
  通过平台募集善款通常有两种形式：一是
捐赠人个人直接向受赠人捐款或通过平台向受
赠人转交捐款；二是捐赠人将捐款捐给平台，再
由平台负责保管、使用在患者治疗上。无论是哪
种募捐方式，筹集的善款因患者去世或痊愈未使
用完毕时的归属问题，都应分情况进行讨论。
  首先要看捐款人与发起人、捐款人与平
台、平台与发起人之间是否签订过捐赠协议，
若协议中对剩余善款归属及使用有约定，则应
当按照约定处置。如约定善款归患者所有，则

患者可自行支配，在其去世后也可作为遗产被
继承。
  若发起人、捐款人、平台未对剩余善款的
归属和使用进行约定，此时善款不应被受赠人
继续占有、使用。因为在网络平台中，捐赠者
的捐赠行为可被认定为附义务的赠与行为，发
起人的义务是按约定的用途使用善款，即将善
款用于治疗。若患者去世或者痊愈，治疗患者
这一义务已无法履行，受赠人即无法享有接受
赠与的权利，因此受赠人无权继续占有、使用
善款。此时，剩余善款应退给捐赠人，若无法
退给捐赠人的，可将捐赠财产用于目的相同或
者相近的其他慈善项目，并向社会公开。
  因此，在前述案例中，若黎某与捐赠人、
与平台关于剩余款项使用有约定，则按照约定
处理；否则，黎某应当及时退回剩余捐款。

众筹捐款没用完
应该归谁所有

  目前，“水滴筹”“轻松筹”等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个人大病网络求助的重
要媒介，对于发布传播求助信息、帮助大病患者获得爱心救助、促进民间慈善
事业具有重要意义。那么，个人筹款是否需要向平台缴纳中介服务费？未用完
的捐款该如何处理？募集的捐款能否抵扣侵权人的赔偿呢？

   未用完的捐款应当归谁所有？

  如果项目求助人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有意
隐瞒事实进行骗捐、诈捐，捐赠人可依据不同
情形采取不同方式维护自身权益。
  首先，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
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
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民法典还规定，
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可
以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
行使撤销权。撤销权人撤销赠与的，可以向受
赠人请求返还赠与的财产。因此，捐款人可以
以求助人违反赠与合同约定或受欺诈为由，撤
销捐款行为，要求求助人返还捐赠款项。
  其次，公安机关可视求助人诈捐、骗捐程
度，对发起人处以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根

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盗窃、诈
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
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最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
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
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
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可见，对
于诈捐、骗捐数额较大，符合诈骗罪情形的，
求助人会构成诈骗罪并被定罪量刑，承担刑事
责任。

   用假病历筹款有何法律后果？

  目前，我国与慈善行为相关的慈善法、公
益事业捐赠法等法律主要约束慈善组织的行
为，而个人大病求助网络平台是个人在网络发
起的求助中介，不受前述法律的约束与调整。
个人在网络平台的求助行为是一种民事行为，
因此个人求助行为与网络平台的中介行为主要
受到民法典等民事法律的约束。
  民事法律行为遵循“意思自治”，筹款人
在网络平台筹款是否缴纳中介费主要取决于与
平台的约定。具体来说，若筹款人在筹款时与
平台约定缴纳中介费，则平台收费具有依据，
法律并未禁止；否则，平台擅自扣除部分善
款，或者要求求助人将善款的一定比例作为中

介费，就涉嫌违法。因为捐赠人通过网络平台
的捐赠是一种赠与行为，捐赠财产的使用应当
尊重捐赠人的意愿，若未经同意将捐赠财产挪
作他用，捐赠人可撤销捐赠，平台则可能因违
反与捐赠人的约定而被追究违约责任。
  举例来说，牛某因身患疾病而在某平台发
起线上募捐，募得善款20万元。募捐结束后，牛
某申请将捐款提现，发现到账金额仅有17万元。
经询问，平台表示其中的3万元是为牛某提供信
息发布、善款募集等收取的服务费。在此案例
中，平台自行扣除部分善款作为中介费用，可
能会被捐赠人追究违约责任；捐赠人知悉后也
可撤销其捐赠行为，要求平台退还捐款。

   平台能否收取中介服务费？

  

  在网络平台向个人求助者捐款后，有的捐赠人反
悔想要回捐款，应分三种情况分别处理。
  首先，根据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规定，赠与人
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
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
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
定。互联网募捐属于个人求助行为，捐赠人的捐赠行
为并非涉及公益或道德义务，在捐款进入受赠人账户
前，即捐款转移至受赠人名下前，捐赠人可以依据该
规定随时撤销其赠与行为，并要求平台退还捐赠
款项。
  其次，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三条规定，受赠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严重侵害赠与
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对赠与人有扶养义
务而不履行；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
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
行使。
  最后，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
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
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
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基
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
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也就是说，若捐赠人
在捐赠时存在与其真实想法不一致的捐款数额输入错
误、捐款项目选择错误等误捐情形时，可以在充分证
明捐款行为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或者因其过错而对
捐赠数额发生误解的前提下，要求确认捐赠行为无
效，或者撤销该捐赠行为，进而要求返还捐款。

  捐款能否抵扣赔偿款？

  由于疲劳驾驶，李某发生车祸，造成车辆与中央
隔离护栏碰撞后翻下路基，导致同乘人员杜某受伤。
经法院审理认定，杜某的医疗费、伙食费等总损失共
63万元，李某承担90%的赔偿责任。住院治疗期间，
杜某先用了在某平台筹到的慈善捐款向医院支付医疗
费。在诉讼中，对于这部分筹款要不要作为杜某已经
拿到的赔偿，双方各执一词。最后法院判定，李某在
承担赔偿责任时，不能扣除杜某募集的捐款。
  首先，受害人杜某在网络平台募集捐款，其与捐
赠人之间形成赠与法律关系，属合同之债。而李某给
杜某造成损害，二者形成的是侵权法律关系，属侵权
之债。二者产生的原因、基础以及法律性质都不同，
不能进行损益相抵。
  其次，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功能在于保护民事主
体的合法权益，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预防并制裁侵
权行为”。只要加害行为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侵权人就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这是法定之债，
不能因受害人已获得捐赠为由排除或减轻加害人的赔
偿责任。
  个人大病求助网络平台是链接求助者与爱心人士
高效且直接的重要媒介，是民间慈善互助事业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为使平台发展更加健康，笔者建议求
助者在求助时如实填报个人信息，杜绝骗捐、诈捐行
为；捐赠人捐款时应明确捐款用途，跟踪款项走向；
平台也应加强对求助者资料的审核，强化用款监督，
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严肃处理，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
让真正有需要的求助者获得救助，让爱心不被辜负。
             据《北京青年报》

捐赠人能否随时要回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