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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压岁钱，谁做主？
律师：压岁钱所有权归孩子，父母有保管职责
社会学家：不要因为人情往来，粗暴“没收”压岁钱

“当年我小时候的压岁钱都被父母充公当家用
了，现在自己好不容易当爹了，却享受不了代管压岁
钱的特权。”昨天上午，张先生发了条朋友圈感慨。他
刚陪同5岁的孩子去了趟银行，小家伙指定要把压岁
钱存在自己的名下。

不少80后父母半开玩笑地留言，孩子在压岁钱这
事上简直是奋起捍卫自己的利益。此外，也有父母比
较“较真”，称亲戚朋友给自己孩子的压岁钱应该归父
母所有，毕竟父母也是给了别人家孩子压岁钱的。

记者 王颖 通讯员 朱尹莹

红包袋没派上用场，小朋友主动出击“微信红包”

张先生和妻子的老家都在台州，今年春节，带
着5周岁出头的孩子回老家过年。

小张这一回去，可以说是压岁钱收到手软。小
家伙虽然对数字还没有多少概念，也不会10以上的
计算，却也洋洋自得——“发财了，能买很多盒乐高
了！”

张先生帮着理了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给的
是大头，合计给了一万多元。大伯、姨婆、舅公、表
姨、表舅等，春节期间见过的都给了红包。加起来，
一共收了2万多元压岁钱。”

往年春节，小张收了红包，马上就被妈妈笑眯
眯地“收缴”了，美名其曰“先帮你保管”。年过完
了，小张也早忘记红包这事了。

张先生说：“今年小家伙学精了，说不用爸妈帮
忙保管，收的红包全放自己背包里。”

正月初六晚上回到宁波，小张仍然拼
命把红包抱在胸前，坚决不肯“充公”。
而且，还摆出了“秋后算账”的架势——前
几年的压岁钱，一共有多少，都去哪里
了？张先生和妻子哪想得起压岁钱的具
体数字和去向。

最后，小张和父母达成一致意见：
往年的糊涂账一笔勾销。这回的压岁
钱中，500块由小张平时支
配，剩下的以他个人名义
在银行开户存起来。

张先生开玩笑说：
“儿子进账了 2 万多
元，可我的支出也不
小啊。亲戚之间
的人情，有来有往
嘛，别人给我小
孩，我也要给人家
小孩的呀！”

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孩子们
压岁钱也是一路看
涨。记者了解了下身边
的人，发现小朋友们春节收到
的压岁钱少则两千多元，多则数万
元。对孩子们来说，实在是个不小的数目。

80后小时候大多上缴，00后要求自主权过个年，孩子轻松成万元户

“现在的小孩在钱这事上比我们小时候精
明多了，甚至不要现金红包，要改成微信红包
了。”海曙瑞祥物业的工作人员吴女士哭笑不得
地说，“每年春节都会给表兄妹家读小学的几个
小孩每人500元左右的压岁钱，今年也和往年一
样早早包好了。可是，拜年时，孩子们却说，还是
微信上发吧。原来，现金红包会被父母监控到，
微信上的红包却可以自己私藏。”

在宁波一家媒体单位工作的王女士也深有

同感——压岁钱的形式变了。“工作后，每年都
要准备红包袋，给家里小辈发压岁钱。今年，
红包袋几乎都没用上，孩子们都主动要微信红
包了。”

“变化挺大的，我们小时候，长辈给红包，肯
定往外推，不肯收。现在的小孩，大大方方，甚至
主动出击。”王女士说，从大年三十晚上起，夫家
和婆家两个大家庭的微信群里就热闹起来了
——小孩子们语音刷屏“恭喜发财，红包拿来”！

采访中，记者还注意到一件事。以父母为80
后的小家庭为例，父母小时候的压岁钱，基本都
是全数上缴，拿来做家用，再无消息。而家中的
00后甚至10后的孩子，在压岁钱这事上格外要
求主权。大概5、6岁起，就不满于“由妈妈先保
管，长大了再给你”，而是希望自己有支配权。

“小屁孩”们最后怎么在压岁钱上取得支
配权呢？采访中，一些父母说，最后的方案
是：拿出其中一部分现金给孩子，用来买玩
具、学习用品、服装。剩下的大部分则是以孩
子的名义开户单独存起来，或者是购买理财产
品、教育类保险等。

律师：所有权归孩子，父母有保管职责

说起压岁钱的归属问题，大人小孩也都各有
主张。

和小张一样，大多数小朋友振振有词：“明明
是给我的红包，当然就是我的呀。”

大人们则有自己的看法：如果大人不给出
去，别人怎么会给你呢，小朋友充其量只是个

中转站。况且，这么大笔钱，小朋友拿着
风险太大。

昨天，记者也专门请教了浙江甬旺
律师事务所的董旭东律师。

“在法律上，压岁钱的所有权属于孩
子，这点没有任何疑义。”董旭东解释，长
辈亲戚给孩子的压岁钱，在法律上属于

“赠与”关系，孩子收下压岁钱，赠与合同就成立
了。这种关系，并不受到父母另外给亲戚小孩多
少压岁钱影响。

那小朋友就可以任性支配这样一笔“巨款”
吗？董旭东摇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条规定：管理和
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是监护人的职责之一。因
此，生活中，很多家长会替孩子保管压岁钱，这是
有法律依据的。

他补充说：“ 既然是保管，父母就不能随便
动用。《民法通则》规定：监护人除为被监护人的
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在法律层面
上，父母并不能把孩子的压岁钱用来做家用等。”

专家：不要因为人情往来，粗暴“没收”压岁钱

浙江省社会学学会会长杨建华说：
“压岁钱，是中国的一个重要民俗，里面有

长辈的祝福，也有晚辈的期待。的确，现在孩子
比起父辈，对压岁钱的支配愿望要更强烈，这也
是好事。”

“我家孩子10岁后，基本就由他来
独立支配压岁钱了。”他建议，父母可
以根据孩子的成长情况和个性特点，
逐步引导孩子支配压岁钱。比如孩子

年龄小的时候，可以向父母“报批”，提
出申请，想用多少，用来干什么，父母决定

是否批准。在这个过程中，帮助孩子合理
地看待、支配金钱。等孩子年龄大些，自控力

好了，不妨全权由孩子支配。
杨建华特别提到一点，一些家长告诉孩子，

压岁钱是人情往来的产物，本来就不属于你，然

后粗暴“没收”压岁钱，这很不可取。
宁波教育学院科研处专家、宁波大学应用心

理学兼职硕导徐晓虹分析说：春节里，孩子一下
子得到为数不少的压岁钱，父母一定要做好引
导。不能让孩子觉得，可以理所当然地不需要付
出劳动就能得到金钱。

“我孩子小时候，我们特地设立了家庭银行，
做了存折，标明日期、存入数字等，每一个条目都
细心解释给孩子听，存折由孩子保管。每过一段
时间，我们会给这笔存款比银行更高的利息，孩
子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提取部分合理使用。”徐晓
虹说，这样的好处是孩子能学到一些理财知识，
父母也不用特意跑银行。更主要的是，孩子能更
信任父母，并且从利息增长中得到一种“延迟满
足”。“延迟满足”对孩子成长非常有利，能让孩子
更好地抵制诱惑，增强自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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