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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NFT &amp; # 039；s &amp; quot背靠背交易&amp; quot，为什么合同取消了？

随着中国NFT数字收藏市场的发展，相关的司法实践也越来越多。萨姐认为，这种
情况不仅对加快我国NFT数字收藏立法具有积极意义。此外，对中国探索NFT数据
隐藏在不同应用场景下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和权利纠纷也有较好的效果。

今天，撒&#039；s队给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案例[(2022)浙0726民初4021号]民决
&#039；浙江省浦江县中级人民法院，阐明中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NFT数字存储
乃至虚拟资产的整体态度和判决观点。

本案事实比较简单，原、被告之间的纠纷根源是一份NFT数码藏品买卖合同。

2022年7月22日，原告与被告通过微信达成买卖数字藏品协议，并签订编号为《买
卖合同》。。双方约定，被告以1100元的价格向原告出售其账户下某大厂出售的5
8件数字藏品，捐赠或出售的时间在后期大厂数字藏品平台开通后，达到捐赠条件
后实施。卖方应根据合同要求在三天内将货物移交给买方。三日内未过户给买受人
的，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除返还全部购房款外，还应当支付违约金1000元。
2022年8月16日大厂发布的官方公告表示，2022年8月16日起停止数字典藏的分发
(即此后无法转让流通)，但所有已通过平台购买或接收数字典藏的用户可以选择继
续持有或发起退款申请。原告当天就将这一消息通知了被告但被告以没钱为由拒绝
返还货款。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依据相关民事法律提起诉讼。

综上：原告与被告达成协议。原告以1100元的对价购买了被告持有的58件NFT数码
收藏品。一个月后，某大厂切断了数字采集业务，导致销售合同无法签订。被告拒
绝退款，因此将原告告上法庭。法院认为因附条件不可能达成，合同的附条件履行
已变得不可能，此时应终止。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货款1100元，有理有据，予以支持
。在违约赔偿金方面原告&#039；s要求赔偿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故不
予支持。

关于法院&#039；的决策，以下几项值得我们注意：

决策要点。

1。信息网络买卖合同中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交
易标的NFT数字馆藏是一种特殊的网络虚拟财产，属于受法律保护的财产权范畴。

2。本案的特殊标的物：NFT数字馆藏的所有权转移需要依附于网络服务平台的区
块链技术支持，其所有权转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3。因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的客观原因，致使原被告与被告之间的合同目的无法实
现。首先，中国目前没有开放NFT数字馆藏的二级市场；其次，本案中，二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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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和捐赠功能并不是在原被告和被告交易的某大厂的平台上开通的。并且随后
大厂的公告表明2022年8月16日起停止数字采集。这种情况导致双方签订的附条件
《买卖合同》从一开始就无法取得二级市场交易的控制权，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在这个简单的例子中，飒姐首先注意到的是NFT数字收藏的定性问题。自2022年
上半年NFT侵权第一案以来，中国&#039；美国司法机构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NFT
等虚拟资产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NFT数字馆藏的特色化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
程：准物权&quot从认定开始是目前司法实践中普遍认可的，而&quot特殊的、权
力有限的新型网络虚拟财产属于财产权客体的范畴&quot。

这个变化不可小觑。2021年9月，10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
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即9月24日的通知)，虚拟货币在中国销声匿迹，但也正是
因为这个文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039；美国监管部门对NFT数字收藏虚
拟货币持相对否定的态度。此后，一系列司法实践将涉及虚拟货币的买卖合同、托
管合同、保管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违反公序良俗)。，也给我国虚拟资产产业的发
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法院&#039；美国对NFT数字馆藏的态度正在悄然转向，这不仅
表明我们的司法机关正在加深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各种虚拟资产的认识。也说明我
国对虚拟资产持更加积极开放的态度，更愿意对虚拟资产进行细致科学的划分，而
不是一刀切的禁止，从而在法律范围内保护虚拟资产持有人的合法权利。。本案法
律层面更关注买卖合同是否有效，能否继续履行。回到投资数字藏品，中国司法有
开放数字藏品二级市场的倾向，继续持有目前无法在大厂交易流通的数字藏品(且本
案无法转让)。，有其潜在的交易价值和升值空间。虽然及时解约止损是主流补救措
施，但也可以让子弹飞一会儿，持有一定数量的数字藏品静观市场变化。

本案中，单个合同双方的意思表示真实有效，合同合法成立有效。。根据《民法典
》第158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根据其性质不得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
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条件满足时无
效。撒&#039；姐；s队认为"待大厂数字馆藏平台后期开通捐赠等相关流通功能后
实施&quot属于双方约定的合同履行条件，因没有市场交易平台实现合同无法继续
履行。同时，在这种情况下，客观的外部市场禁止发行和流通。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解释为&quot不可抗力&quot，即双方订立买卖合同时，大厂停止发行数字藏品
是不可预测的、不可避免的、不可逾越的，尽管数字藏品交易市场处于一个全新的
领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投资风险。然而，大工厂背后的原因&#039；的暂停
发行是法律政策造成的，所以也可以解释为&quot不可抗力&quot这在一定程度上
构成了消极解除合同的理由。

同时，本案对于处理因客观原因导致的涉及虚拟资产的买卖合同不能实现具有一定
的指导意义。。撒&#039；姐；s团队在实践中发现，涉及虚拟资产的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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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合同、托管合同、抵押/质押合同，往往由于市场波动、重大情况变化、不可抗
力、技术基础设施不完善、法律规范不明确等原因而无法履行。。法院在处理这类
案件时，既要考虑虚拟财产的特殊性(执行难、审查难)，又要注意案件的特点，审
查双方签订协议时的真实意思表示。简单粗暴地&quot解决&quot合同甚至直接将
其视为无效。。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司法的支持，具有公平、正义、真诚、有温度
力量的判决才是承载时代责任的判决，需要每一位法律工作者的不断努力。此外本
案中，被告从未向法院提交任何诉讼文书阐明其主张，也未在庭审时出庭，因此承
担了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缺席判决意味着人民&#039；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
绝参加庭审的，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它是为维护法庭秩序，保护参与法庭诉讼的
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法庭诉讼的正常进行而设立的制度。根据中国第147条&#
039；s《民事诉讼法》，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
可中途退庭的。，可以默认判断。撒&#039；姐；s团队特别提示，经法院合法传
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参加诉讼的，是对自身诉讼权利的放弃，不利于法院查明
事实真相，作出公正判决，也不利于保护自身合法权利，更不利于纠纷的有效解决
。，得不偿失。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如果某大厂开通了礼品转账功能，原被告和被告双方绕过平
台进行私下交易的行为应该如何认定？事实上，绕过平台进行网络虚拟财产交易的
行为早就存在。，在各种随处可见的热门游戏社区里，买卖装备，买卖运营游戏角
色，买卖皮肤.那么这种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有风险吗？首先，这种做法存在
违反用户协议的违约风险，私下交易不仅容易产生纠纷也很容易被心怀不轨的人利
用来诈骗其他人&#039；s财产，给平台运营带来客户投诉等多重风险。所以平台
用户协议中一般都有禁止私下买卖网络虚拟财产和游戏账号的条款，用户可能要承
担违约责任。

就NFT数字馆藏而言，反投机是监管的关键要求。平台禁止用户私下交易并设置必
要的持有期是为了履行反投机义务。总之，姐撒&#039；s团队认为，如果用户&#
039；利用转账功能进行的私人交易属于偶然交易，双方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自
己收藏和升值，应认定为合同双方出于真实意思而签订的合法买卖合同，应受法律
保护。但是，如果买卖双方在交易后重复投机NFT数据隐藏，如连锁交易。，买卖
合同可能因违反用户协议、公序良俗而被认定无效。

法律规范的滞后，司法实践与新兴产业发展的脱节一直存在。作为常年深耕金融科
技领域的专业法律服务团队，姐姐妹妹&#039；s队对此深有感触。但是，时代总
是在进步，科技总是在发展。我们可以&#039；不要因为一时的困难和低谷就轻易
放弃。很多时候，司法乃至立法的发展都需要靠个案来推动。但这往往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在目前涌现的众多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司法和监管的态度正在
发生变化，这对整个行业来说是一个好的信号。撒&#039；姐；s团队认为，数字
收藏行业的第二次发展浪潮可能出现在2023年。数字收藏平台必须在此期间做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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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建设，才能更好地赶上时代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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