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结婚”行为的法律风险不容忽视
□ 史洪举

养生“年轻化”
折射“初老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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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宁吉喆：要提前下达明年的
专项债券部分新增额度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

喆表示，要提前下达明年的专项债券部分新增

额度，重点用于交通、能源、生态环保、民生服

务、物流、市政、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项目，确

保早日见效。要适当降低基础设施等项目的

最低资本金比例，更好地支持有效投资。要多

措并举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发挥民间投资占

总投资60%以上的作用。 @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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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夙伟

时事乱炖

朋友圈“精装修”是一个什么“产业”

微声音

有利于心脏健康的9件小事
护心如此简单

美国多项研究指出，想要更好地保护心

脏，应该从生活的一些小细节着手。1.用花生

代替薯片等高脂零食。2.找到生活目标。3.呼

吸新鲜空气。4.少吃肉。5.少喝能量饮料。6.

吃点奶酪。7.吃黑巧克力。8.学会感恩。9. 少

喝含糖饮料。 @生命时报

为占有尽可能多的拆

迁补偿利益，在今年 3 月

份短短 15 天时间内，浙江

丽水一家相互间关系为表

兄妹、亲兄弟等的 11 名成

员，先后结婚、离婚 23 次，

进行户口迁移，小叔子和

嫂子结婚离婚，又和嫂子

的妹妹结婚离婚，甚至还

有人和亲家母结婚又离婚

……随着公安机关调查的深入，这11

人先后被采取强制措施，4 人被刑事

拘留，7 人取保候审。（9月24日澎湃

新闻）

严格来说，在法律范畴内不存在

“假结婚”“假离婚”行为，这种怀有不

当目的的“假结婚”“假离婚”才面临着

诸多不确定的法律风险。现实中，有

夫妻为规避相关法律责任而“假离婚”

并签订了财产分割协议，当领取离婚

证后，一方却假戏真做，迅速与他人结

婚并带走相关财产。此时，另一方虽

然蒙受损失，却因为签署有相关协议

并持有离婚证，只能自认倒霉。

还有一些人为帮助他人迁入户

口，收取他人财物，约定与他人结婚

后，待迁户口事项办理完毕后便立即

离婚。但如果该人事后反悔拒不配

合办理离婚登记的话，事主只能通过

诉讼方式解决该有名无实的“婚姻关

系”，且在该关系存续期间还面临着

承担夫妻债务，分割共同财产等风

险，得不偿失。

而像报道中所指的浙江丽水的

“假结婚”“假离婚”行为，由于行为人

系通过该行为骗取原本并不属于自

己的财物，其行为已涉嫌诈骗犯罪，

面临着失去人身自由的严重后果。

即便情节较轻或所骗取的财物数量

较少，也将承担拘留、罚款的行政处

罚责任。

由此可见，这种“假结婚”“假离

婚”并不是领取一张结婚证、离婚证

那么简单。行为人应为其结婚、离婚

行为承担一系列法律关系的变化、法

律身份的转换、法律风险的到来，并

由此承担舆论的谴责和道德的压力，

甚至承担刑事责任，这值得所有人警

示，不为一己私利突破底线。当然，

相关部门在制订政策时，还是应考虑

周全，科学谋划，减少纰漏，不给投机

取巧者可乘之机。

假戏“真唱” 王恒/漫画

在电商网站上只要花几元钱，

就能给社交朋友圈来一次“精装

修”，打造各种“高端人设”。近日，

记者调查发现，用来在社交朋友圈

里秀高端、晒品位、炫财富的图片和

短视频，在网上花很少的钱就能买

到，在朋友圈打造虚假的“高端人

设”已悄然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

链。（9月24日《工人日报》）

业内人士指出，花钱打造“人

设”的消费人群主要是微商从业

者、有虚荣心的网友以及抱有吸引

异性心理的年轻人。这显然是一

个庞大的群体，而这种“人设”的需

求，如今被当作人际交往中的“标

配”，也因此，这个“产业”有着广阔

的市场前景。

但 这 显 然 是 一 个 畸 形 的“ 产

业”，助长虚荣心罢了。据称微商从

业者打造高端朋友圈，主要是为了

塑造通过加入微商获得财富、“走上

人生巅峰”的形象，让潜在的消费者

对微商的生活方式产生认同，从而

对产品产生信任，还可以吸引朋友

圈里感到“心动”的好友入伙。而这

显然有欺骗之嫌。

而且，如律师提醒，相关“人设”

素材大多是从网络上盗用的他人照

片、视频，这种“盗图”行为存在一定

法律风险。从网络下载的图片涉及

知识产权问题，特别是一些使用他

人头像的图片，还会侵犯他人的肖

像权、隐私权。尽管不少店家已经

嗅到其中的风险，特别在商品详情

里发布免责声明，但“并不是商家发

布免责声明就能真的免责。而对于

利用素材图片打造高端形象吸引客

户、吸引异性的行为，一旦构成欺诈

要件的，还可能涉及犯罪。”

显然，对于朋友圈“精装修”的

“人设”购买人群，这种“精装修”终

究是欺世盗名，当假相被揭穿，只是

自取其辱。而无论是购买者还是出

售方，这都是灰色的甚至非法的交

易，有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当然，

利欲驱使之下，铤而走险也是一种

常态。因此，遏制这种“产业”的野

蛮生长，还需要靠有关方面的监管，

当“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已经“悄然

形成”，有关方面不能再无所作为。

提及保健品，不少人会将其与老年人联系

起来。然而，保健品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商

品，随着年轻人工作、学习生活压力的不断提

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购买保健品的主力

军。调查显示，80%的90后不敢看自己的体检

报告，也说明了年轻人对于自身健康状况的担

忧，而昂贵的面膜、各类营养保健品和护眼仪

等保健仪器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9月24

日人民网）

这实际上是一种“初老症”。“初老症”一词

的流行，缘于偶像剧《我可能不会爱你》中的一

句台词。反映当今的部分年轻人，特别是 90

后，受工作与生活的双重挤压，已经开始显得

力不从心，甚至心比实际年龄老得快，不知不

觉中，出现了未老先衰的征兆。如时时感到烦

心，对新鲜事失去兴趣，不爱凑热闹，总觉得自

己颜值不高，身体有病。

可见，“初老症”是年轻人消极心态的集中

反映。当有的年轻人在面临现实困境挑战时，

如果选择退缩，失去了一颗积极向上的进取之

心，往往会用“老了”来掩饰自己的懦弱与懒

惰。这时候，其身心处在予盾的纠结状态。一

方面，以“老人”自居，选择平庸，碌碌无为，对

人生的未来失去了希望和信心。另一方面，把

自己当成一位“病人”，企图通过养生和使用保

健品，找回逝去的青春和健康。

然而，调查表明，在保健品的效果上，仅

10.7%的受访者表示效果明显，67.8%的受访者

感觉效果一般，11.4%的受访者直言没有效

果。可见，使用保健品，医治不了年轻人的“初

老症”。其实，人生的路可能很窄，但是我们可

以活得很宽。年轻的朋友，如果你拥有了“初

老”的感觉，就当是生命走向成熟的开始吧。

要像年轻的中老年人一样，学会忘记自己的生

理年龄，永葆一颗年轻的心，去正视现实，去挑

战困境，去改变命运；要不断地去接触新鲜事

物，不断地去发掘人自身的活力与潜能，不断

地去创造生命中的精彩和奇迹。当你用一颗

年轻的心去感受世界，你会发现：阳光依然灿

烂，生活依然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