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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无证醉驾摩托车
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通讯员

曾娜 马菡子 张婷婉）亲朋好友欢聚，推

杯换盏时有发生。那么，无证醉驾摩托车

可以吊销其机动车驾驶证吗？日前，广州

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发布了一起相关案件。

2024年6月9日，李某在饮酒后驾驶

摩托车，途中被交警依法查获。经检测，

其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醉驾标准（≥
80mg/100ml）。

随后，交警进一步核查发现，李某不

仅醉酒驾车，还存在无证驾驶、不按规定

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交警部

门遂依法对其多项交通违法行为予以处

罚，包括罚款及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

内不得重新取得）。李某不服，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撤销处罚决定。

受理案件后，承办法官曾娜认真查阅

案件材料，深入分析案件争议焦点，为了

实质化解纠纷、减轻当事人诉累，决定与

特邀调解员、广州市法律援助处二级调研

员白仲清共同开展调解工作。

在调解过程中，法官、特邀调解员耐

心倾听李某的诉求和想法，向其详细阐释

醉驾行为的严重危害性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具体规定。同时，法官也与交通管理部

门进行充分沟通，了解其执法的具体情况

和依据。经过法官组织双方进行协商和

沟通，李某逐渐认识到自己醉驾行为的错

误和危害，对交通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表

示理解和认可，并主动撤回起诉。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规定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是一种剥夺持

证人驾驶各类型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资格

的处罚，不是只剥夺驾驶某一准驾车型资

格的处罚。本案中，李某因醉酒驾车、无

证驾驶、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等多项交

通违法行为而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这一

行政处罚决定是基于行为人实施严重危

害道路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认为允许其

继续驾驶机动车或将危及公共安全，由此

作出终止其驾驶许可的决定。

这起案件也提醒广大市民，饮酒后切

勿驾车，要时刻遵守交通法规，确保自己

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通讯

员陈虹伶 陈中山）近日，广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成功促成知名游戏《宝可梦》诉

手游《口袋妖怪：复刻》侵犯著作权及不

正当竞争纠纷上诉一案达成调解。

2 月 18 日，被告广州麦某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霍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开

发布道歉声明：“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作出的相关判例及司法文件指引

下，我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自身行为

已经违反了相关法律”“在今后的公司

运营中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不再

侵犯任何《宝可梦》游戏和权利人相关

的知识产权等权益”。目前，协议内容

已全部履行，“宝可梦”在粤诉讼画上了

圆满句号。

自2015年 7 月起，广州麦某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霍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等上线运营手游《口袋妖怪：复刻》，该

游戏中大量使用了日本株式会社宝可

梦游戏《宝可梦》的设计元素。2021 年

12 月，日本株式会社宝可梦向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侵犯著作权及不

正当竞争诉讼，法院一审判其胜诉，被

告公司赔偿人民币 1.07 亿元。宣判后，

广州麦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霍某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不服，向广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这起天价赔偿的游戏知产案件何

以和平化解？2024 年 12 月 18 日，广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宝

可梦”案，并邀请部分全国及省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省游戏产业协会及部分

游戏企业、高校师生等现场旁听庭审。

合议庭在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分清是

非的基础上，缩小了各方当事人在事实

认定、法律适用、赔偿计算等方面的分

歧，为顺利调解奠定了扎实基础。

据承办法官介绍，该案所涉法律问

题疑难复杂，合议庭通过索引对比类案

裁判思路，阐明同类纠纷核心争议的裁

判标准，同步开展了多轮“背靠背”“面

对面”释法答疑，引导当事人对诉讼结

果进行合理预判。

为确保这起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实

质化解，一、二审法院还依托与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WIPO）仲裁与调解中心建

立的诉调对接机制，咨询并邀请相应专

业领域调解员参与调解，实现专业调解

与司法审判双向衔接、同向发力。最

终，以“示范判决+委托调解”的方式促

使各方当事人就争议问题达成一致并

签订调解协议。

据了解，近年来，广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在全国率先出台了网络游戏知识

产权审判指引，先后审理了涉《我的世

界》《万国觉醒》《穿越火线》《梦幻西

游》等一系列广受关注的网络游戏案

件，明晰类案裁判规则，助推新型优质

数字文娱产业健康发展。2024 年，全

省法院审结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 7.7

万余件，调撤案件约 5 万件，调撤率同

比上升4.89%。

全额返还

【基本案情】2023 年 8 月，吴某（男）

与刘某举行订婚仪式，吴某给付刘某彩

礼 22.8 万元。后因刘某发现吴某隐瞒

患有重大疾病导致不能生育的情况，

未再办理结婚登记。双方没有共同生

活过。吴某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刘

某返还全部彩礼 22.8 万元。

审理法院认为，双方未办理结婚

登记且未共同生活，符合法律规定的

返还全部彩礼的法定情形，但因吴某

向刘某隐瞒了自身存在重大疾病导致

不能生育的情况，其对未办理结婚登

记这一结果存在过错，应对返还彩礼

数额予以酌减。经法院调解，刘某酌

情向吴某返还彩礼 20 万元，吴某撤回

起诉。

【典型意义】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

且未共同生活时，彩礼给付方要求返

还全部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

持。但本案中，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

系由吴某向刘某隐瞒其身患重大疾病

导致，吴某存在过错，在处理相关纠纷

时应对该情形予以考虑。经人民法院

调解，对刘某返还彩礼数额予以适当

酌减，体现了对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平

等保护。

（最高法）

■资料配图

为索取高额彩礼 一女子四年离婚三次
最高法发布第二批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部署，进一步促推移风易俗，治理高额彩礼，最

高人民法院认真总结涉彩礼纠纷司法解释施行以来各地遇到的具体情况，结合人民

群众反映较多的热点问题，于近日发布第二批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

【基本案情】2020年10月，赵某（男）

与孙某经人介绍相识，同月双方登记

结婚。赵某向孙某给付彩礼 8.6 万元，

婚后未生育子女。2021 年 6 月，赵某提

起本案诉讼，主张孙某将婚姻作为获

取财物的手段，请求判决双方离婚，由

孙某返还全部彩礼，主要理由是：婚后

孙某主要在娘家居住，双方共同生活

时间不超过一个月，其间因孙某一直

主张身体不适，无夫妻之实，双方还经

常因孙某索要财物一事发生矛盾，2021

年 3 月再次为此事争吵后，孙某回娘家

不再与其联系。

经法院查明，近4年内，孙某另外还

有两段婚姻，均是与男方认识较短时间

后便登记结婚，分别接收彩礼8万元、18

万元。在两段婚姻所涉离婚诉讼中，男

方均提到双方婚后不久即因钱财问题

发生矛盾，之后孙某就回娘家居住，没

有夫妻生活。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

及当事人陈述，孙某在四年内就已涉及

三起离婚纠纷，结婚仓促，婚姻关系维

系时间短，且男方均表示，孙某收取了

较高数额的彩礼，婚后双方只有夫妻之

名，孙某在双方发生矛盾后即回娘家居

住，没有继续与男方共同生活的意思表

示。综合全部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孙某

的行为属于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

物。故判令双方解除婚姻关系，由孙某

返还全部彩礼8.6万元。

【典型意义】根据涉彩礼纠纷司法

解释第二条规定，一方以彩礼为名借

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请求返还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给付彩礼的目的除

了办理结婚登记这一法定形式要件

外，更重要的是双方形成长期、稳定的

共同生活状态。本案中，虽然孙某已

与赵某办理结婚登记，但婚姻关系存

续时间较短，且孙某主要在娘家居住，

双方未能形成长期、稳定的共同生活

状态。同时，结合双方经常因孙某索

要钱财发生争吵，以及孙某之前所涉

两次离婚纠纷的具体情况，人民法院

认定其有通过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

判令其全额返还彩礼，再次明确禁止

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司法态度，维护正

常的婚恋秩序。

案例1 借婚姻索取财物 须返还全部彩礼

隐瞒重大疾病致未结婚 彩礼返还酌减案例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