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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父母离婚一方想分孩子存款

2006年，蔡某和王某在朋友的婚礼上相识，随后陷入
爱河。次年，两人正式登记结婚，并于2012年、2014分别
生育长子蔡某甲、次子蔡某乙。

刚开始，夫妻俩的感情十分融洽，生活过得幸福美满。
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在孩子教育等家庭问题上的分歧愈
发明显，夫妻间的感情也逐渐出现了裂痕。

2020年初，两人因教育方式和观念的不同再次发生激
烈的争执，争执过后，王某带蔡某甲、蔡某乙离开与蔡某共
同居住处，此后王某及两子一直与王某父母共同生活，同年
4月、7月，王某、蔡某曾分别起诉过离婚，均被法院驳回。

分居400多天后，蔡某再次起诉离婚，并要求分割夫妻
共同财产及蔡某甲、蔡某乙名下相应银行存款，其中蔡某
甲、蔡某乙名下的存款系二人成长过程中接受他人赠与所
得，共计26万余元。

裁判结果
压岁钱不是夫妻共同财产

本院认为，当事双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对蔡某要求
离婚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蔡某与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由
二人平均分割，但对蔡某要求分割蔡某甲、蔡某乙名下存款
的请求不予支持，上述存款是长辈基于亲属关系对晚辈进

行的财产性赠与，该存款应归未成年人本人所有，蔡某、王
某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无权随意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离婚案件分割的财产应当是夫妻共同财产，压岁钱并
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因此，蔡某在离婚案件中要求分割未成
年子女蔡某甲、蔡某乙名下存款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故
驳回该项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财产

未成年人的各项基本权利都应当受到法律全面且周延
的保护。本案中蔡某甲、蔡某乙名下的存款系二人在日常
生活中接受的来自长辈的赠与，这一赠与应当属于长辈对
晚辈的财产性赠与。

尽管二人在接受赠与时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
从保障未成年人财产权的角度出发，即使是在未成年人未
满八周岁的无民事行为能力阶段，接受赠与的意思由监护
人作出，也不能改变该财产属于未成年人本人的结果，因
此，在离婚案件中，夫妻双方均不能以监护人的身份要求分
割属于未成年人的合法财产，只能由法定监护人代为管理，
财产本身的所有权依然归属未成年人。

受传统观念影响，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权利缺乏
重视，实践中将未成年子女“压岁钱”等财产据为己有的现象
时有发生，因此父母应当具有相应的意识，以身作则保障未成
年人包括财产权在内的各项权利。 （本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拾金不昧是我国的传统美德。但你知道吗，捡到他人
遗失物后又随意丢弃，是要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

近日，上海闵行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因拾得他人
贵重项链后随意丢弃引发的返还原物纠纷。

2022年8月4日，原告贾某购入某品牌定制项链一条，
价值142400元。

2023年10月5日上午6时39分，贾某所佩戴的定制
项链掉落在扶梯口处。当日6时56分，被告林某及其女友
途经3楼扶梯平台，发现遗落在原地的项链，随即捡走。

贾某诉至法院，请求被告林某及其女友返还其项链。
被告辩称，以为项链不值钱捡到后扔在小区草坪，且项链丢
失时已佩戴一年有余，存在折旧。闵行区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现有证据证明被告拾得项链后未妥善保管导致项链
丢失，被告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判定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45000元。

围绕该案件，有几个话题值得展开说说。

被告拾得项链后丢弃，是否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被告在拾得项链后，本应返还权利人或送交有关部门

并妥善保管，但被告私自将该项链带至家中，并自认已将项
链丢弃在小区草坪。现有证据证明被告拾得项链后未妥善
保管导致案涉项链灭失，被告对此存在重大过失。因此，被
告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在无法返还原物的情况下，应对
原告的损失承担折价赔偿责任。

原告丢失项链的损失如何确定？

原告提供的关于案涉项链价值的微信聊天记录、照片、
转账记录等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并达到民事诉讼证据高
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原告为该购买该项链花费了142400
元。但考虑到案涉物品系定制品，从国外代购，存在代购费
用支出，且原告已佩戴一年有余，亦存在折旧。

最终，法院综合全案事实、结合双方证据，酌定被告应
当赔偿原告损失45000元。之后，原告上诉，二审法院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案件现已生效。

捡到物品可以归自己所有吗？

法律上的“遗失物”系动产所有人或占有人非基于其意

愿导致遗落他处而失去控制的物品。我国民法典规定，拾
得遗失物后，拾得人应当返还失主，若不予归还，则是一种
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

由此可见，拾金不昧不仅是传统美德，更是法律义务。
因此，对于拾得的物品，除非失主自认放弃，或者根据生活
常理可认定为无主物，否则拾得人均不能取得所有权。

拾得人拒不返还有何法律后果？

根据民法典，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
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从
刑事责任的角度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非法占有代保管的
财物、遗忘物、埋藏物，拒不归还的，视财产价值可能会涉嫌
构成侵占罪。因此，法律赋予拾得人保管、及时通知、返还
或送交的义务。

法院提醒大家，记住了，拾金不昧既是美德，也是法定
义务。拾得人拒不交还遗失物是一种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
行为，已经构成对失主所有权的侵害，应向失主返还原物或
者给予赔偿。 据上游新闻

夫妻离婚要分孩子的26万压岁钱 咋判？
法院：压岁钱不是夫妻共同财产，是孩子的

情侣捡14万定制项链又丢弃，被判赔4.5万
法院：拾金不昧既是美德，也是法定义务

谈起压岁钱，大概是许多人心中关
于春节的共同记忆。作为中国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压岁钱不仅是长辈

对晚辈的关爱和祝福，更是一种家族情感的延
续。

每逢过年，小孩子们最开心的就是拿到压
岁钱，部分父母会将压岁钱开户存进银行，那
么，压岁钱到底应该归谁所有呢？如果父母离
婚这笔款项将会何去何从呢？一起来看江北法
院审理的这起案件。

第十九条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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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条 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第三十五条 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
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
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在作出与被监
护人利益有关的决定时，应当根据被监护人的年龄和
智力状况，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

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应当最大程度地
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保障并协助被监护人实施
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对
被监护人有能力独立处理的事务，监护人不得干涉。

第六百五十七条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
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据重庆江北区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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