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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家庭都会面临财产继承问题。

时至今日,很多普通家庭都积攒了一些财产。不说别的,一套房

子至少就值几十万元,如果是在比较发达的城市,可能值几百万元甚

至上千万元。这么大一笔财产,到最后如何顺利地继承,留给该给的

人,是个大问题。

但是,在接触很多家庭时笔者发现:90%以上的人根本不知道

如何处理财产继承问题,即使有提前安排意识,也不知从何下手。

人们都会面对财产继承问题,但大都茫然不知所措,甚至误解、

误读,这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不得不引发一些思考:是没有意识,

没有重视,还是没有学习了解的渠道,甚至刻意选择回避?

所以,笔者萌生了这样一个念头:希望通过一本书,将这方面

的知识、政策、法规,尤其是如何客观认知、实际操作,进行比较

系统、详细的讲解。

财产继承涉及面很广,如婚姻、家庭关系、财产特性、公民权

益保障等。而最重要的其实是“人”——财产继承,最重要的影响

因素是人性。

继承过程中,巨额利益对人性的挑战是巨大的。

有家庭和睦不争甚至相让的,有不重亲情但为了利益相争的,

也有把义务强加给某个子女但把利益给别人的……家庭百态,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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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足,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公平。

继承人会谈论公平吗?一定会,但是有风险。因为他们是直接

受益人,是得利者。所以,与其风险后移,不如前置规避。如,可

设立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对个人的财产进行妥善安排,使财产最

终通过遗嘱继承。

遗嘱,代表的是被继承人个人的真实意愿。衡量公平与否的尺

度,掌握在被继承人手中,而不是分散给诸多继承人或者可能从中

获利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理解为是被继承人对家庭承担

的最后一份重任,是对善待自己的人的眷顾和褒奖,是对付出与回

报对等的公平体现,更是对道德、优良传统、价值观的弘扬。

所以,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对于个人财产的继承,价值巨大。

遗嘱如何订立才有效?

《民法典》继承编中有所规定。具体到实际操作,比如,如何

做才能满足订立条件?如何表述分配意愿?如何证明遗嘱的真实

性?如何把遗嘱继承的效用发挥好?……都需要可操作性的指引。

这些就是笔者撰写本书的初衷——从可操作性的角度,用比较

容易理解的直白语言,告诉每一个家庭成员如何实现“把财产留给

善待自己的人”。希望它能成为每个家庭必备的一本法律常识书。

最后,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及:不要对遗嘱心存忌讳。

很多人对遗嘱感到晦气。这只是一种心理上的感性认知,相比

成百上千万元的财产,甚至家庭亲情的传递,这种“晦气”,实在

不值一提。

2022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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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法》于 1985年颁布实施,直至 2021年 1月 1日废止,

正式进入《民法典》时代,我国关于继承的法律法规,已经走过约

36年的时间。

但是,在与数百个家庭接触的过程中笔者却发现,很多人对于

继承的相关知识不甚了解。究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真正的财

产积累,其实始于 20世纪 90年代。那个时候影响千家万户的一项

重要政策:住房商品化——让老百姓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随后持

续十余年的房市火爆,让人们拥有的财产剧增。其二,我国逐渐步入

老龄化社会,这意味着将有大批家庭开始面临个人财产继承问题。

所以,对继承问题的重视有一定的时间特性。

每个家庭都会面临个人财产的继承,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继

承,由谁来继承?

个人认为,按照自己的意愿把财产留给“应该给”的人,是

实现财产继承的理想方式。也就是通过遗嘱继承的方式,提前订

立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

让每个家庭了解继承的相关知识,掌握订立遗嘱的实际操作方

法,而不是空洞地介绍概念或者“翻译”法条,我想,应用价值、

实用价值会更大一些。这是撰写本书的目的。

先对本书的内容结构作一个简单的概括,便于读者掌握其中的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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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

首先必须了解财产处理的主要方式以及各种方式的特点。这部

分内容会在第一章进行介绍。

而财产继承有哪些依据,有多少种办理途径,各种不同途径的

办理流程是怎样的,会在第二章阐释。

继承的核心要素之一是财产。对于人们而言,有哪些重要的财

产类型、如何分辨哪些属于可继承财产,会在第三章论述。

遗嘱是实现继承最为重要的一种途径。遗嘱要想真正“服务

好”继承,必须保障遗嘱的有效性。所以,自第四章起至第七章,

共计四章的内容,分别从如何确保一份遗嘱合法有效,遗嘱内容的

表述,遗嘱订立过程中的证据采集,以及未来遗嘱生效后的处理方

式,进行详细的可操作性讲解。

正确认识遗嘱的作用和价值很重要。不贬低、不夸大才是客

观、认真的态度。对于这个话题,会在本书的最后一章进行强调。

在撰写本书稿过程中,我国《民法典》正式颁布,遂围绕《民

法典》几经易稿,包括其中插图的绘制至最终定稿,前前后后花费

很长时间。其中难免有疏忽、纰漏之处,还望大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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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故事】

为图省钱,老人把房子提前过户给儿子, 
却要求女儿赡养

老杜有很强的“家传”意识:财产要通过儿子传下去。

在一儿一女面前,老杜说得很清楚:“今后我们老了,儿子你

得给我们养老。闺女,你嫁出去了,家里的事就别管了。我们的这

点家当,留给你哥。”

老杜口中的家当,主要是他和老伴儿共有的一套房子,是当初

房改的时候老两口买下的,现在价格已经翻了好几倍。

70 岁出头那年,老杜生了一场大病。一家人前前后后折腾了

两个月,最后总算无恙。

经过这件事,老杜并没有改变对家产分配的看法,反而更加上

心:岁数越来越大,家里的财产怎样分配,得提前落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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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老杜让儿子了解相关政策。儿子对这事格外积极,没过几

天就打听清楚了:“爸,您看,房子交给我传下去,这是迟早的事

儿,所以我们主要的考虑是怎样简单、省钱怎样来。最简单、省钱

的方法是我们走买卖手续,现在就把房子过户给我。”

老杜一听,觉得可以。既然结论已定,何必多花钱呢?于是让

儿子一手操办过户手续。

刚办完过户手续的那段时间,儿子很积极,有事没事就回去看

看父母,在父母面前表现得很有责任。但时间一长,儿子照看老人

的积极性明显下降。稍有抱怨,儿子总以各种理由推托,这让老杜

不高兴了。在老杜看来,说定的事儿,甭管什么理由,都必须坚持

做下去。

渐渐地,老杜和儿子之间的不快越来越多,甚至演变成争吵。

到后来,儿子索性不回父母家了,见不到人,一打电话敷衍两句就

挂了。

上了岁数,本来需要照顾的事情就多,无奈之下老杜只能联系

女儿。一开始,女儿隔三岔五还会过来看看,给父母带点东西。到

后来,女儿发现自愿变成了要求,这让女儿也不高兴了:“你不是

说好不用我管吗?你不是已经把财产都给我哥了吗?”

一家人就在这样的心态中过着日子。老杜不甘心,财产都给了

儿子,儿子却出尔反尔。无奈之下,只能要求女儿,而且明确地告

诉女儿,子女赡养父母是义务。

女儿不甘心。凭什么财产没自己的份,却用义务来绑架自己?

凭什么不去要求儿子?

乐得清闲的,恐怕只有儿子。

子女不能以分不到父母的财产为由拒绝对父母尽赡养义务,但

是,继承问题处理不好的话,谁受益?谁受损?相信大家已经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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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了。

财产继承处理不好,最终倒霉的往往会是老人——失去了财产

保障,没有了要求赡养的筹码,只能寄希望于人性和法律。但是,

这样能舒心吗?

财产继承处理不好,会使家庭关系裂痕越来越大,毕竟人总是

讲求公平的。付出了,希望有回报;要回报,就得有付出。一旦不

公平,就会使家庭成员之间相互猜忌、相互攀比,甚至老死不相

往来。

所以,财产继承,应该保护谁、传给谁、怎样传,都非常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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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产 ( 房产 ) 处理的三种方式

多数父母都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我的财产,将来肯定都是给孩

子的;多数子女也会有这样的潜意识:父母的财产,不给我还能给

谁?但一定是这样的结果吗?

先从方式说起。以最重要的一笔财产类型房产为例。父母在世

前后,房产要给子女的话,从大了说,其实可有买卖、赠与和继承

三种主要方式。而继承,又分为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赠扶养协

议几种情形,每种情形之下效果也不同(将在第二章及之后进行主

要介绍,第一章暂不展开)。

买卖 赠与 继承

前提条件
财产属于父母个人合法财产,子女需具备购买

(受赠)资格
子女有合法继承权

发生时点 父母生前 父母去世后

产权归属
房屋产权登记完成之

后,属于子女

赠与完成之后,属于

子女

生前属于父母,父母

去世后属于继承人

反悔可能

若实际交易完成,无

法追回;

若未发生实际交易,

可追回

若发生撤销赠与情形,

或违背赠与条件,可追

回;否则无法追回

被继承人无法反悔;

其他继承人可举证

追讨

利益偏向 利于子女 利于子女 利于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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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买卖

前提条件

买卖多适用于房产、车辆等类型的大型实物财产。父母将此类

财产通过买卖方式过户给子女,需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

 y 此类财产,必须是父母个人合法财产。

 y 子女必须具备购买资格。比如,商品房过户,受当地限购政

策约束;宅基地房过户,子女必须为同集体户成员,且符合

宅基地分配管理规定。

发生时点

买卖是父母生前过户给子女的一种方式。

产权归属

房屋产权登记完成之后,财产不再属于父母,而是归属于子

女。因此,一旦交易完成,多数情况下,卖方将失去对相应财产的

所有权和处置权。

反悔可能

在正常情况下,过户完成之后,再行反悔的可能性不大。但

是,在一种情况下,卖方存在追回的可能:父母将房子通过买卖的

方式过户给子女,但是子女没有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将购房款实际

给到父母。这时候,父母可以反悔,因为子女未实际支付购房款,

视同违约。

利益偏向

交易过户完成后,产权变更,利益偏向于子女。

2. 赠与

前提条件

受赠人要受到相应资格条件的限制。比如,如果子女在当地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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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购房资格,父母不能将房产赠与子女;有些地区,能否接受赠与

还受到限购影响(同“买卖”)。

发生时点

赠与行为发生在原产权人生前。

产权归属

与买卖相同,赠与完成之后,财产不再属于赠与方,而是将归

属于受赠方。

反悔可能

相对于买卖而言,赠与的特点在于:赠与可以指定赠与个人,

并且可以附加条件。

比如,父母声明将房子赠与已婚儿子个人,那么儿子的赠与所得,

将不作为其夫妻共同财产。父母也可以在赠与协议中明确约定条件。 

一旦赠与过户完成,如果儿子违背赠与条件,或者发生如下情形,这

时候,即使已经完成过户,父母也可以撤销赠与,但是要注意时间。

《民法典》中有相关规定。

第六百六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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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偏向

部分情形下可撤销赠与,但通常赠与过户完成后,产权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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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利益偏向于子女。

3. 继承

前提条件

只要财产属于去世人生前个人合法财产,继承人具备继承权

即可。与买卖、赠与不同之处在于,继承人能否继承财产,不受如

限购政策、购房资格等的限制。比如,继承人不具备当地的购房资

格、继承人已经是外籍等,对于继承均无影响。

发生时点

继承行为发生在原产权人去世之后。

产权归属

发生继承之后,父母财产的产权到底归谁?单纯从法律意义角

度来看,归继承人。但是,这种名义上的产权并无实际意义,因为

继承人无法对财产进行任何形式的处置。只有办理完继承手续、过

户完成之后,才算真正拥有遗产产权,才能自行处置。

反悔可能

被继承人已经无法反悔——继承是发生在其去世之后的事情。

但是,其他继承人可以提出继承异议,比如,某继承人没有对父

母尽到赡养义务时,不应当分得遗产。这个过程依赖于继承人举证。

利益偏向

相对于买卖、赠与,继承最大的优势在于:对于父母而言,

在去世之前,财产始终在自己手里,对个人利益有充分的保障。同

时,对继承人形成了较强的约束。比如,对父母不尽赡养义务的子

女,将失去部分或者全部继承权。当然,继承有法定继承、遗嘱继

承、遗赠抚养协议几种情形,要真的利于被继承人,很好地实现继

承,还应充分结合实际,对财产妥善地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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