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最初 6 支队伍参赛到如今的 150 多
支队伍参赛，伴随着“小城杯”的发展，越来
越多的高校学生们，加入到了这场比赛形式
的公益诉讼之中。在实践过程中，难免有案
件遭遇挫败。在那些肉眼可见的改变之外，
这由学生们不断发起的公益诉讼，还意味着
什么？

在小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程宇豪看来，公
益之旅，其实没有失败可言。“发现问题后，

我们通过诉讼的形式去改变它。最坏的结果
也不过是维持现状。有些案子，即使当时未获
得支持，但案件结束后相关单位会自行整改，
社会的整体意识也会提高。”
“一言以概之，大学生们所在做的，实

际是以私力救济实现公益的行动，是对由
检察院等为主体的公力救济的有益补
充。”姚岑说。以前，通过私力救济实现公
益诉讼的做法并不常见。如今，伴随着一

个又一个大学生挑战“权威”维护公共权
益故事的发生，此类公益诉讼，已逐渐深
入人心。
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厅长胡

卫列在本届“小城杯”决赛时所指出的，公益
诉讼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大地上最具中国特色
的司法制度之一，“小城杯”公益之星创意诉
讼大赛充分展现了公益诉讼需要社会各界的
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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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起诉苹果不配送充电器 创意诉讼大赛缔造“公益之星”

那些向“权威”发起挑战的学生们
晨报特级首席记者 张益维

“苹果公司存在严重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问题，但大部分人都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 ”
在谈及自己为何将苹果公司诉诸法庭时， 来自
北京化工大学的方同学说。

伴随着诉讼的展开，“京沪两地法学生起诉
苹果不送充电器”事件登上热搜，获得全民的关
注，近5万人在投票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场
由在读法学生发起的公益诉讼， 已由学生们的
一腔孤勇，转为了公众的集体探寻。

这已不是第一次大学生站出来向“权威”发
起挑战。 从2015年的华东政法大学学生诉上海
国拍行拍牌手续费案， 到2019年的大学生诉迪
士尼禁止携带食品入园案， 再到如今的京沪两
地学生诉苹果不送充电器案，近年来，不断有大
学生站出来，以原告的身份，发起公益诉讼，推
动问题的解决。

这些学生是怎样的一群人？ 是怎样契机敦
促他们纷纷加入到公益诉讼的队伍之中？ 新闻
晨报·周到上海记者与“公益之星”的缔造者们
聊了聊。

一场实力悬殊的诉讼

和向迪士尼禁止携带食品要求发起挑战的
华东政法大学学生王洁莹一样，北京化工大学
生小方同学，以及她来自东华大学等地的组员
们，都是一场名为“小城杯”公益之星创意诉讼
大赛的参赛选手。
与普通的大学生法律竞赛不同，每一支参

与至“小城杯”公益之星创意诉讼大赛的队伍，
都被要求发起一场真实的公益诉讼。他们需要
自行确立一个兼具公益性和可诉性的题目，自
行展开调研确立法律依据，并在指导律师帮助
下，展开一场以己身为原告的诉讼。在整场诉讼
中，学生们是绝对的主角，需要独立面对和解决
繁琐的问题。
在参与比赛过程中，小方等同学们发现，她

们购买到的苹果新产品，缺乏了必备的充电器。
在小方等人看来，这个被万千“果迷”无奈接受
的变化极不合理：她们向北京市东城区法院提
出立案申请，诉请判令苹果公司交付手机充电
器；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 100 元并承担
诉讼费用。
这注定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诉讼。一方是跨

国企业高薪聘请的职业律师，一方是尚未从业
的法学生。2021 年 9月，小方等人在线上诉讼
平台，与苹果公司诉讼代理人，开了长达 2小时
的庭审对垒。在庭审过程中，苹果公司诉讼代理
人先后提出分离销售在手机销售中是常见场
景、不配充电器是出于环保考量等多个观点，小
方等人对苹果代理人观点进行了逐一反驳。
事后，学生们向她们的指导律师董佳丽承

认，在庭审过程中遭遇对方律师就她们尚未准
备充分的问题突然发问时，其实内心有点慌。不
过，她们最终坚持了下来。她们将鼓舞她们的力
量称之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勇气”和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魄力”。

这几乎是所有参加“小城杯”公益之星创意
诉讼大赛学生们的共同特点：他们敢想敢做，面
对复杂曲折的诉讼过程，他们表现出了惊人的恒
心和韧劲，以及超出职业律师预期的专业精神。
这股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劲，从学生们提交

的参赛项目就可见一斑：美少女特攻队提交了
“真假医生———互联网诊疗报告”、东南西北法
学生队的项目名是“东方财富金融APP 骚扰
推荐电话：隐私权问题”、“新时代”青年队的
参赛项目为“电子产品‘捆绑软件’侵犯使用
者权利”……

交通运输、电商购物、骚扰短信、虚拟财产
侵权、大数据杀熟……市面上常见的消费侵权
行为几乎均被学生们“盯”上，他们所立的项目
均进入到了实际解决环节，诉讼对象几乎都是
“庞然大物”。

“后生可畏。”谈及这些可爱的学生，许
多参与“小城杯”公益之星创意诉讼大赛职
业律师说。站在被聚光灯照耀的学生背后，他
们甘愿做默默付出的“无名”英雄。

作为 “诉苹果 iPhone12 不配备充电
器”项目的指导律师，上海磊天律师事务所
律师董佳丽，全程参与到了整个项目之中，成
为了学生们的有力后盾。

这是董佳丽第二次作为后方支援“小城
杯”公益之星创意诉讼大赛之中，如果说，高
校学生是公益诉讼的主角，那么，担任指导老
师的职业律师们，就是这些主角背后的英雄。

学生们的想法天马行空，有时会脱离实
际，有时又会偏离公益的主题。指导老师则负
责拉回学生的步伐，在关键时刻，为学生指出
更加可行的道路。
在确定诉由的过程中，董佳丽和学生团

队曾有过一次争论，学生团队一度希望以涉
嫌欺诈为由，要求苹果撤销合同。董佳丽则认
为，苹果在销售时已告知了不会配置充电器，
以此要求苹果撤销合同并不现实，应以从物
和主物的关系角度，理解充电器和手机之间
的关系。在团队采纳这个观点后，他们一起就
手机和充电器之间的主从关系进行了论证。

更多时候，在一场漫长而复杂的诉讼中，
指导老师还需扮演为学生们加油鼓劲的角
色。立案后，学生们发现苹果公司代理人来自
知名律所，一度压力倍增。作为“过来人”，董
佳丽安慰学生：“从业中碰到优秀的律师做
对手的情况再所难免，但其实法律规定都是
这些，无需过度紧张。”
小方等人这起“诉苹果 iPhone12 不配

备充电器”并非最漫长的项目。由于诉讼流
程复杂曲折，许多案子甚至会拖延至第二年。
在这个过程中，指导老师们默默扮演着陪伴
学生走过漫长诉讼周期的引路人。

将真实的诉讼引入到高校学生比赛之
中，这样的比赛形式，无论对于参赛者而言，
还是举办者而言，都是一个复杂的挑战，因此
并不多见。但“小城杯”公益之星创意诉讼大
赛，却在设立之初，就选择了这样一条复杂艰
难的道路。

为何要将实战引入到高校学生比赛之
中？“小城杯”公益之星创意诉讼大赛的创始
单位上海小城律师事务所松江办公室负责人
姚岑说，这与小城律师所事务所创始人吴辰
的理念息息相关。

吴辰认为，做好一名律师要有职业担当，
同时尽可能对周围赋予积极影响，最终响应
时代使命，为推动中国社会的法治进程做力
所能及的贡献，在这样的思想下，“小城杯”
公益之星创意大赛应运而生。
从初赛开始，这场比赛即要求学生们以

公益性、可诉性等为项目立项标准，以真实进
行诉讼为完成项目的方式，以项目的公益性、
诉讼结果对社会的影响为比赛评判标准，通
过比赛的形式，有意识的将学生们带入到公
益诉讼之中。

诉上海国拍行拍牌手续费案、诉上海交
通卡股份有限公司返还交通卡押金案、诉苏
州地铁票务规则案、诉中国知网不合理收费
案、诉爱奇艺侵犯知情权案、诉迪士尼禁止携
带食品案……近些年来，许许多多由高校学
生发起公益诉讼背后，均有“小城杯”公益之
星创意大赛的身影。

以比赛为契机，高校学生与公益诉讼
之间形成了奇妙的火花。学生们收获了宝
贵的实践经验，也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了
世界。

学生背后的英雄

以比赛为契机

没有“失败”的公益之旅

“小城杯”公益之星创意诉讼大赛参赛队 /晨报记者 张佳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