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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看过电视剧《上载新生》，是否也会向往死后能把意识保留在虚

拟世界，能与生前的家人继续交流？这是目前美国最为火爆的关于元宇宙

题材的电视剧。虽然这部剧的背景年份是 2033 年，然而这样的生活随着

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似乎离我们并不遥远。 

 

一、元宇宙的前世今生： 

从文本概念到实践探索 

（一）“前世”：元宇宙的历史沿革 

“元宇宙（metaverse）”一词最早见于 1992 年 Neal Stephe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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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幻小说《Snow Crash》（雪崩）之中，该书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构建

了 一 套 现 实 人 类 和 虚 拟 空 间 并 存 的 系 统 。 此 后 ， 1995 年 推 出 的

ActiveWorlds、Worlds Chat，2003 年推出的 Second Life，2006 年推

出的 Roblox，2012 年推出的 Minecraft、2013 年推出的 GTV V Online

与 Avakin Life、2016 年推出的 Rec Room、2017 年推出的 VRChat、2018

年推出的 Fortnite Creative 等虚拟游戏或社交、创作平台，均在不同程度

上增强了人们对元宇宙的认识深度与探索兴趣。2016 年推出的 Oculus 

Rift（一款为电子游戏设计的头戴式显示器）， [1] 不仅有效强化了人们对

虚拟世界的亲身体验，同时也为虚拟现实技术在人类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提

供了设备基础。 

（二）“今生”：元宇宙元年的诞生 

历经数十年的实践探索，元宇宙在 2021 年迎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2021 年 3 月，被称为“元宇宙第一股”的 Roblox 正式在纽交所上市；10

月，社交媒体巨头 Facebook 宣布将公司改名为 Meta，计划在 5-10 年内

转型成为元宇宙公司；11 月，微软在 Ignite 大会上也明确宣布了发展元宇

宙的具体举措。 

与此同时，腾讯、字节跳动、万兴科技、中青宝、网易等国内企业亦

大力加快布局元宇宙的商业步伐， [2] 大批互联网公司争相申请注册元宇

宙相关商标。 [3] 高瓴资本、红杉资本、真格基金、五源资本、险峰长青、

晨兴资本、星瀚资本等一线投资机构，均已开启元宇宙赛道布局。 [4]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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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统计，仅 2021 年 11 月，国内 VR/AR 投融资就达 12 笔，其中鲲

游光电完成近 4 亿元人民币 B+轮融资。[5] 值得一提的是，元宇宙并未仅

仅停留在专业人士的分析语境、资本的开发运用场景中，同时也在社会大

众中形成了广泛的讨论热潮，引发强烈的传播效应。在 2021 年，“元宇

宙”一词几乎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年度热词榜单。基于此种现状，2021 年被

普遍称作“元宇宙元年”。 [6] 

二、元宇宙的发展图景： 

基于法律规制的问题导向展开 

值得警惕的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规制，目前各个市场主体围绕元

宇宙展开的商业行为在整体上呈现出相对无序的发展状态，其采取的相关

举措可能蕴含着不同层面的法律风险。对此，本文尝试从法律实践的问题

导向出发，对元宇宙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一番初步梳理，希望能借此

激发更多理性的法律思考。 

（一）如何应对虚拟财产的权利归属及流转利用问题 

在元宇宙的虚拟世界中，用户身份需要以技术措施实现映射，而用户

虚拟财产的归属和利用，则涉及诸多规制性问题。《民法典》第 127 条规定：

“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2020 年修

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也明确增加了“网络侵害虚拟财产纠纷”，

充分反映出了此种纠纷在实践中的普遍性和典型性。在最高人民法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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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发布的互联网十大典型案例中，“俞彬华诉广州华多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为妥善调处网络虚拟财产相关纠纷提供了典型

参考，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水平。 [7] 需要说明的是，

虽然当前我国不断强化对于虚拟财产的规制，但截至目前，关于虚拟财产

的法律属性及交易机制等，立法层面尚无清晰规则。尤其是伴随着元宇宙

这种新型业态的出现，相关虚拟财产的确权与利用将会呈现出更为复杂的

法律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对于元宇宙运营方而言，其在构建虚拟商业

场景的过程中，应注重提供一套保障用户虚拟财产的完善体系。 

（二）如何确认 NFT 的资产属性及强化 NFT 的产权保护 

在 2021 年间，NFT 引爆了整个国际艺术市场，各类天价艺术作品层

出不穷， [8] 引发广泛关注。国内不少领域的知名 IP，亦纷纷通过腾讯幻

核、蚂蚁链粉丝粒等平台发售，引发数字藏品热潮。但与此同时，业内也

存在一些假借数字文创，行炒作、诈骗之实的不规范行为。为了进一步优

化数字藏品市场的规范发展，2021 年 10 月 31 日，国家版权交易中心联

盟、中国美院、湖南省博物馆、安徽文交所、蚂蚁集团、京东、腾讯等机

构共同发布了《数字文创行业自律公约》（以下简称《公约》）。 [9] 

但是，《公约》毕竟仅仅反映的是一种倡导呼声，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其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数字文创行业的乱象，尚待观察。而且，《公约》所

规制的数字藏品，与 NFT 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路径有所不同。例如，《公约》

坚持倡导赋能实体经济、杜绝虚拟货币、防范投机炒作和金融化风险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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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严格抵制通过份额拆分、标准化合约交易等方式变相发行金融产品；

而 NFT 无准入门槛、无实名、公链系统缺乏风险管控机制的特性， [10] 则

使其不可避免地充斥金融风险与炒作热潮，并且通常而言，NFT 的创立与

流通均与智能合约紧密关联。 [11] 面对将来可能在国内掀起浪潮的 NFT

产业，应作何种规制，显然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前瞻性思考。从法律视角来

看，NFT 的法律属性应当如何定位，NFT 的发行者应被如何规制，与 NFT

相关的税收规则应被如何框定，NFT 涉及的知识产权又该被如何厘清等一

系列问题， [12] 均尚不清晰。 

在海外，涉嫌 NFT 的侵权纠纷已经出现。例如，2021 年 12 月，美

国艺术家 Mason Rothschild 在迈阿密巴塞尔艺术展上推出了 100 个

“MetaBirkins”系列 NFT 手袋。随后，法国奢侈品牌 Hermès（爱马仕）

发表官方声明，指控前者未经其授权进行创作和销售。[13] 可以预见，随

着国内 NFT 市场的渐趋兴起，此类法律问题也将进一步在实践中涌现。从

事 NFT 产业的商业主体在推进市场布局的同时，需格外注重对此类侵权现

象的规避。 

（三）元宇宙运营平台的主体资格及运行机制如何规范 

当前各大公司争相推进的元宇宙项目，从本质上来说均是为了服务于

获取商业利益的市场需求，这也决定了其与互联网平台经济的规制密不可

分。对于元宇宙平台公司而言，其需要严格落实平台治理的相关政策法规，

持续强化自身的合规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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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从平台设立的角度来看，从事电信经营业务的元宇宙平台公

司应当严格遵循《电信条例》《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

依法申请办理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提供区块链信息服务的元宇宙平台公

司应当依照《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 11 条之规定，履行相应备案手

续。 

另一方面，从平台运行的角度来看，元宇宙平台可能运营多项互联网

业务，其不仅需要严格遵循现行法的相应规范，亦需及时跟进最新的立法

修法趋势，并据此及时调整自身的合规策略。仅在 2021 年间，便有大量

可能涉及元宇宙平台的立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发布，如《禁止网络不正当竞

争行为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修正草案）》、《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信息管理

规定（征求意见稿）》、《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互联

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公开征

求意见稿）》等，需要引起平台方的高度重视。除了及时跟进熟悉草案内容

之外，元宇宙平台公司还可以结合自身及行业发展需求，积极向立法机关

提出建议，以此方式实质性参与立法。 

（四）如何落实监测预警等制度以充分保障数据安全 

元宇宙内不同应用之间、元宇宙和外部设备间的数据交互过程，以及

外部设备采集、存储、处理、分发、利用和处置个人行为数据的过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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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层面上要受到数据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严格约束。早在 2015 年，《国

家安全法》中便已对“数据的安全可控”作出原则性规定。2021 年颁布施

行的《数据安全法》作为我国数据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则系统性地聚焦于

数据安全领域的风险隐患，加强国家数据安全工作的统筹协调，确立了数

据分类分级管理，数据安全审查，数据安全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和应急处

置等基本制度。 [15] 其中，该法于第四章专门规定了数据处理者应当遵

循一系列的“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对于开展数据处理活动的元宇宙公司

而言，应当依法严格履行此类法律义务。 

以《数据安全法》为基础，相关试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例如，

2021 年 12 月 10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工业领

域数据安全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致力于通过试点工作探索构建工业领域

数据安全管理体系，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

我国也在大力推进数据安全的相关配套立法。例如，2021 年间，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先后发布了《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

据安全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

意见稿）》、《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工业和信息化领域

数据安全风险信息报送与共享工作指引（试行）（征求意见稿）》、《互联网

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对于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元宇宙公司而言，

需要及时关注跟进相关数据安全立法，建立健全平台数据合规体系。 

（五）如何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合规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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