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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红包”可以要求返还么

主持人:

5 月 20 日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 但是由于

“520” 的谐音而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 微信甚至为了

这一天还会特地提高红包金额的上限。

除了 “520” 等特殊日子， 在日常生活中情侣之间

也会发送红包、 赠送财物， 或者使用恋人的信用卡、 支

付账户购物， 而一旦分手， 此类红包、 财物和消费支出

是否需要归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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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中国法院网” 报道， 恋爱

期间， 男女朋友为表达爱和联络感
情， 会发生较多的经济往来， 热恋

中的人往往对金钱不会斤斤计较，

可一旦分手， 所有的山盟海誓便不

复存在， 各说各话。

这种 “亲密付” 是借款还是赠
与？ 能否要求返还？ 近日， 江西省

万载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民间借
贷案件。

小李 （男 、 化名 ） 与小张
（女 、 化名 ） 曾系男女朋友关系 。

2021 年 5 月开始， 小李与小张有
频繁的经济往来。

2021 年 5 月 15 日至 2022

年 6 月 6 日期间， 小李向小张银
行转账十余笔共计 9 千余元 ， 微

信转账几十笔共计 3 万余元 、 支

付宝转款 6 千余元 ， 以上合计

4.5 万余元 ； 小张向小李银行转

款 5 千元、 微信转款共计 1.9 万
余元、 支付宝转款 4600 元， 以上

合计 2.5 万余元。

分手后， 小李认为以上转款皆
为借款， 小张则认为， 系双方在交

往过程中小李对其的赠予， 不应要
求返还 。 无奈之下 ， 小李诉至法

院。

万载法院经审理认为， 小李主
张上述转账皆为借款， 但除转账凭

证外未提交其他书面证据， 且其提
交的微信、 支付宝转账记录、 银行

卡交易明细等证据， 金额较为琐碎

和频繁， 考虑到小李、 小张曾是男

女朋友， 关系较亲密， 从该转账行

为本身无法判断为借贷关系， 也不
符合借贷的常理。 简言之， 双方借

贷关系不成立， 故本院不予支持小
李的诉请。

男女朋友是一种特殊关系， 交

往期间发生的转账有的是为了表达
爱意和联络感情的无偿赠与， 有的

是日常生活支出的必要花费， 有的
是因一方经济困难产生的民间借

贷 ， 法院在认定是借款还是赠与

时， 会结合金额和具体情境等综合
考虑。

双方在互相转账或其他亲密付
等涉及大额资金往来时， 可将款项

性质及用途标注清楚， 避免分手时

产生争议。

恋爱期间“亲密付” 法院判决不用还

■ 链接

李晓茂 ： 在男女交往过程

中， 一方为了追求对方、 获取对

方的好感， 或者维系恋爱关系，

往往会向另一方赠与财物。 如今

有了微信、 支付宝， 赠送红包就

更加方便快捷了。

在网络上曾有这样的说法：

为了便于日后要求返还， 建议发

红包一方只发 100 元、 1000 元、

10000 元等普通金额的红包， 并

且不要备注 “我爱你” 等表达情

感的词汇， 或者备注 “这是你要

的钱”。

而相应地， 网上也建议这种

情况下收红包的一方可回复 “谢

谢亲爱的， 你送我的节日红包好

喜欢” 之类话语， 以此锁定赠与

的性质。

这样的 “建议” 背后确实蕴

含着一定法理， 但总体来说无法

达到效果， 只能一笑置之。

一般来说 ， 男女之间发放

520 元 、 1314 元 、 9999 元等具

有特殊含义的红包， 在法律性质

上属于赠予， 分手时不能主张返

还。

根据 《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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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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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发红包、 转账形式的赠与

来说， 赠与一方发放了红包、 发

起了转账， 对方接受了红包或者

账户收到转账款， 就意味着赠与

财产的权利发生了转移。 在此之

后， 一方要撤销赠与必须具有法

定理由。

对此 《民法典》 规定： 受赠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赠与人可

以撤销赠与： （一） 严重侵害赠

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

益； （二） 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

而不履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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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销权人撤销赠与的， 可以

向受赠人请求返还赠与的财产。

除了上述情形， 一般来说发

出的红包是不能再要求返还的。

发红包一般属于赠与

男女之间发放 520 元、 1314 元、 9999 元等具有特殊含义的
红包， 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赠予， 分手时不能主张返还。

彩礼在特定条件下应返还

潘轶： 在男女交往尤其是论及

婚嫁时， 有些地方按照习俗会要求

男方准备和交付一定金额的彩礼。

对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 法 典 〉 婚 姻 家 庭 编 的 解 释

（一）》 第五条明确： 当事人请求返

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 如果查

明属于以下情形， 人民法院应当予

以支持：

（一）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

续；

（二） 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但确未共同生活；

（三） 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

生活困难。

适用前款第二项、 第三项的规

定， 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上述规定首先明确， 只要双方未

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即便已经举办了

订婚、 婚礼等仪式， 给付的彩礼仍应

当返还。

其次， 如果双方已经办理结婚登

记手续， 但因为各种原因确未共同生

活并且已经离婚的， 彩礼应当返还。

最后， 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

活困难， 且双方离婚的， 彩礼应当返

还。

当然， 对于彩礼的认定和返还，

也是需要相应证据的， 比如双方关于

彩礼及其金额的沟通， 一方在转账时

注明是 “彩礼” 等， 如果没有这类较

为明确的证据， 但是属于婚前的大额

转账， 也有可能被认定为彩礼。

值得注意的是， 法院即便认定属

于彩礼且符合返还的情形， 但也不一

定支持全额的返还。

确定彩礼返还时， 还要根据已给

付彩礼的实际使用情况， 考虑到双方

是否为筹办婚事支付了必要的费用或

者是否已经在实际共同生活中发生了

必要的消耗等， 在此基础上予以适当

返还。

总之， 法院会根据案件的具体情

况， 综合考虑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

彩礼数额 、 彩礼用途 、 是否生育子

女， 并结合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 酌

情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数

额， 以妥善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

法院会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综合考虑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 彩礼数额、 彩礼用途、 是否生育子女， 并结合

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 酌情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数额， 以妥善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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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如果在男女交往过

程中有金钱往来， 一方主张这些

钱属于借款， 那么根据 “谁主张

谁举证” 的诉讼规则， 主张借款

的一方必须对此进行举证。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规定》， 首先， 出借人向人

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 应

当提供借据、 收据、 欠条等债权

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

关系存在的证据。

而在男女交往引发的财物纠

葛中， 很少有一方写下借据、 收

据、 欠条等债权凭证的情况， 一

般都是仅有发红包 、 转账的记

录。

对此上述司法解释明确： 原

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

起民间借贷诉讼， 被告抗辩转账

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

务的， 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

据证明。

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

张后， 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

立承担举证责任。

也就是说， 如果接受财物的

一方主张是接受赠与， 那么主张

借贷关系的一方 “仍应就借贷关

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

主张借款需要举证

如果一方对于发红包、 转账等形式的金钱往来主张是借贷关
系， 必须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