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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继承制度包括两种继承方式
,

即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
。

按照法律规定的继承人范围
、

继承顺序和遗产分配原则进行继承的
,

叫法定继承
;
依照被继承人所立遗嘱内容 进 行 继 承

的
,

叫遗嘱继承
。

两者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 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 两者 同样受

国家法律保护
。

保护公民的个人合法财产权益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内容之一
。

宪法第十四
、

十五条规定
:

“

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
、

储蓄
、

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 、 “

国家依照法律的规定保

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
” 。

继承权是从所有权派生出来的
,

保护个人财产所有权
,

必然要

保护继承权和遗嘱权
。

个人财产的法律意义是公民对个人财产享有占有
、

使 用
、

处 分 的 权

利
。

立遗嘱是被继承人生前对 自己的财产所作的预先处分并待其死亡后发生效力 的 法 律 行

为
。

公民用遗嘱处分自己的财产是行使个人财产所有权
,

当然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

有关文件

对于民事审判工作曾经规定
:

人民法院审理继承案件
,

应根据宪法
、

婚姻法和有关政策法令

的规定
,

保护继承人的合法继承权
,

教育公民自觉地履行扶养
、

赌养义务
,

提倡互相扶助
,

互相谦让的道德风尚
。

这些规定体现了宪祛的精神
,

是我们处理财产继承问题的基本原则和

依据
。

由国家直接规定的法定继承和依法确认的遗嘱继承
,

都是保护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和

继承人的利益
。

国家保护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的政策依据
、

出发点和 目的都是一致的
,

实行

这两种继承方式都是为 了维护和保障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
。

法定继承是根据婚姻家庭
、

血缘关系及相互扶养关系确定继承人范围
、

继承顺序和份额
;

遗嘱继承
,

被继承人一般也是基于自己的婚姻
、

血缘
二

和相互扶养关系以及彼此感情好坏等因

素
,

指定继承人和财产份额
。

两者都是体现被继承人的意愿和继承人的利益
。

不同点只在于
:

前者是对已死被继承人的意愿的一种法律推定
;
后者是被继承人生前直接表示 自己的意愿并

用遗嘱指定继承人和遗产分配份额
,

可以取消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或减少其份额或把财产遗

蹭给国家
、

集体组织
、

社会团体和公民
。

这是更充分更直接地体现被继承人的意愿和权利
。

所以
,

从实质来看
,

保护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是一致的
,

两者并无根本性矛盾
。

从审判实践

看
,

被继承人对 自己的家庭情况
、

扶养关系
,

各继承人所尽义务和经济状况等都比较清楚
,

一般能够正确合理地处理财产继承向题
。

即使继承人用遗嘱取消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或减少

份额
,

一般都是有具体原因的
,

只要遗嘱内容不违反法律
、

法令和社会主义道德
,

也应予以

承认和保护
。

违反法律
、

法令和社会主义道德的遗嘱还是极少数
。

根据我国宪法
,

有关政策
、

法律
、

法令和审判实践
,

承认和保护遗嘱继承
,

不仅具有法

律意义
,

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对于促进家庭和睦团结
,

鼓励公民积累财富和积极参加

社会主义建设必将起到重要作用
。

那种否定遗嘱继承或主张遗嘱绝对自由的观点 都 是 错 误

的
。

在我国历史上封建宗法制度延续了两千余年
,

宗桃继承的影响较为深广
,

加上多年来我

们执行政策中的
“ 左 ” 的错误和怕麻烦简单从事等因素

,

对于依法保护遗嘱继承可能产生不



同程度的阻力
。

另外
,

由于资本主义法学观念的影响
,

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私权绝对化观念的

影响
,

推崇遗嘱绝对自由的观点
,

亦有不同形式的反映
。

对于这两种倾向都应加以防止
。

我

国继承制度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法律制度
,

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墓础

服务的
,

它在本质上既不同于封建社会的继承制度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继承制度
。

我们

基于社会主义继承制度的本质和基本原则
,
对于遗嘱继承既要保护又要适当限制

,

在保护的

前提下加以必要的限制
,

以更好地保护国家
、

集体和公民个人的合法财产权益
。

我们处理法

定继承和遗嘱继承的关系及执行顺序的原则是这样
:

在死者有遗嘱
,

而遗嘱内容符合法律
、

法

令和社会主义道德的情况下
,

应按遗嘱处理 , 没有遗嘱的按法定继承执行 , 如果遗嘱只处理

部分遗产
,

其余部分仍按法定继承处理
,

可以同时适用遗嘱继承和法定继承两种形式
。

关于遗嘱继承的法律效力
,

我们认为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界限
,

以区别有效或无效的

遗嘱
,

或部分有效
、

部分无效的遗嘱
。

1
、

遗嘱人必须具有行为能力
。

行为能力是公民实施法律行为的有效前提
,

用遗嘱处分

自己的财产是一种法律行为
。

因此
,

要求遗嘱人必须是精神状态正常的成年和具有完全行为

能力的人
,

所立遗嘱才有法律效力
。

未成年人或精神病患者属于无行为能力或行为能力受限

制的人
,

这种人立遗嘱是无法律效力的
。

立遗嘱后丧失行为能力的
,
遗嘱仍然有法律效力

。

2
、

遗嘱 继承只限于被继承人的个人财产
。

遗嘱继承和法定继承的财产范围相同
,

凡属

被继承人的个人财产和法律规定可以继承的其他合法权益
,

均可用遗嘱进行处理
。

但是
,

绝

不能侵犯国家
、

集体和他人的财产所有权
。

有的人因缺乏法律知识或某种误解而把不属于或

不完全属丁自己的财产立 了遗嘱处理
。

这样不仅遗嘱无效
,

而且往往带来纠纷
。

因此
,

公民

立遗嘱时或有关机关鉴别遗嘱的法律效力时
,

首先必须搞清楚产权范围
,

区别被继承人的个

人财产
,

夫妻或连同子女的共同财产
,

家庭成员的共同财产或各自专有财产
。

有三种情况不

能笼统地作遗嘱处理
:

< l ) 社员使用的自留地
、

自留山
、

开荒地
、

宅基地的所有权属于集

体
,

本人只有使用权而无处分权
。

职工承租的房屋只享有租赁权而无所有权
。

这两种情况都

不能作为个人遗产处理 , ( 2 ) 夫妻共同财产
,

一方立遗嘱只能处理自己所有的部分
,

不能

处理共同财产的全部
; ( 3 ) 家庭成员共同财产中属于其他成员所有部分

,

不能作为个人财

产处理
。

如土改时家庭成员共同分得的房屋或家庭成员共得劳动收人建造的房屋
、

购置的家

具或其他财物
,

家长或其他成员都无权作为个人财产处理
。

3
、

遗嘱 继承人范围较法定继承人范围广泛
。

遗嘱继承不受法定继承范围和 顺 序 的 限

制
。

被继承人所立遗嘱可以指定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数人或者法定继承以外的其他人
,

继

承自己的全部或部分遗产
,

并确定继承份额
,

法定继承人或其他关系人都无权千涉
,

也无权

改变或拒不执行遗嘱
。

卜

被继承人用遗嘱将启 己财产的全部或一部分遗赠给国家
、

集体组织
、

社会团体或公民
,

法律上称为遗姗
,
继承和遗赠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

,

继承人和受婚人的权利和义务也有所

不伺
。

受赠人有权要求继承人履行遗嘱指定的义务
,

不承担被继承人的债务
,

但须在清偿债务

后遗产有剩余时才能移转遗赠财产
,

受赌人应在受赠财产价值内执行遗赠人所指定的义务
。

4 、

遗藕 不能剥夺未成丰和无劳动能力 的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或减少其继承份颇
。

父亲

死亡后出生的
“

遗腹子
”

属于未成年法定继承人
,

也不能剥夺其继承权或减少份额
。

违反这条

规定的遗嘱
,

其有关部分或全部无效
。

这里所指是在被继承人死亡时未成年和无劳劫能力的

法定继承人
。

如果立遗嘱和被继承人死亡的时间距离较长
,

情况变化很大
,

可根据已变化的实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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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处理
。

被继承人对未成年和无劳动能力的法定继承人可以留给较多的特殊份额
;

也有

权根据继承人所尽义务多少和经济情况好坏
,

取消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或

减少其份额
。

对于生活有困难的法定继承人
,

不应与前两种人同等对待
,

因为所谓生活困难

无绝对标淮
。

如有特殊情况可予以适 当照顾
,

但并非法律规定
。

5
、

遗嘱继承不能违反 国家法律
、

法令和社会主义道德
。

一切民事关系必须遵循社会主

义制度的基本原则
。

民事活动应当遵守国家法律
、

法令和社会主义道德准则
,

兼顾国家
、

集

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
,

实行男女平等和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
。

遗嘱继承是转移财产所有

权的民事活动
,

必须遵守这些原则
。

我们的遗嘱继承是建立在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一致的

基础上的
,

因此既要充分尊重遗嘱人的意愿
,

保护遗嘱
; 又要坚持遗嘱继承的合法性

,

对于

违反法律
、

法令和社会主义道德的遗嘱加以禁止和限制
。

这里所说违反法律是指用遗产资助

从事反革命
、

破坏经济建设和社会秩序等违法犯罪活动
。

有人认为剥夺有生活能力的法定继

承人的继承权
,

是违反法定继承也是违反法律的
,

这完全是误解
。

如前所述
,

法定继承和遗

嘱继承是国家规定和认可的两种继承方式
,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

前者对后者无法律约束力
,

两者发生矛盾时
,

只要遗嘱不违反法律
、

法令和社会主义道德
,

应按遗嘱执行
。

对于违反社会主义道德或明显不公平的遗嘱
,

如法定继承人对遗嘱坚持异议
、

主张继承

权并提供理由和事实依据
,

经人民法院调查核实后
,

可以做适当的调处
,

必要时也可以作出

裁定或判决
。

如遗嘱人确有严重封建思想明显重男轻女
,

无正当原因剥夺女儿的继承权
; 财

产数额较大处理显失公平的遗嘱等
,

如法定继承人向法院提出申诉
,

法院进行调查核实后
,

可以首先召集有关的继承人进行调解
,

如当事人不能达成协议
,

也可以用裁定或判决处理
,

以利丁发扬社会主义道德
、

促进家庭和继承人之间的和睦团结
、

巩固社会安定团结
。

6
、

遗嘱内容必须是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

由 于胁迫
、

欺编所立遗嘱或伪造 墓改 的

遗嘱
,
一律无效

。

如有子女或其他继承人为了谋取财产用威胁
、

欺编手段迫使被继承人立遗

嘱或代立遗嘱
,

或串通他人伪造墓改遗嘱
,

不仅遗嘱无效
,

还要对其进行批 评 教 育
。

如 由

于被继承人对有关事实或国家的政策
、

法律有重大误解而违背自己意愿立的遗嘱
,

可由继承

人申请和提供事实依据
,

经人民法院查实后
,

对遗嘱内容作适 当调整
。

解放前立的遗嘱或立

遗嘱后过 了很长时间被继承人死亡
,

遗产和继承人的情况变化很大
,

原立遗嘱已不能完全体

现死者的真实意愿或实际上遗嘱已经难以执行的
,

允许继承人之间协商解决或 申请人民法院

予以调处
。

7
、

遗嘱继承人有清偿被继承人债务的义务
。

如被继承人生前有债务
,

遗嘱继承人应在

遗产的价值内先清偿债务
,

余下的财产才能继承
,
遗嘱如指定两个以上继承人

,

可根据各人

继承财产多少按比例分担债务
,

以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

8
、

遗嘱继承必须履行 法定的形式 和手续
。

遗嘱可用书面或口述两种形式
。

书面遗嘱应

由遗嘱人亲自书写
,

注明时间
、

地点并签名盖章
。

请他人代写遗嘱
,

应由遗嘱人和代写人共

同签名盖章
,

也 可以经公证机关
、

所在单位或居住地基层组织证明
。

口述遗嘱必须 由两个以

上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证明
。

遗嘱人也可以向公 证机关
、

所在单位或居住地墓层组织口述遗

嘱
,

由上述单位作记录并由记录人签名后存证
。

遗嘱人可以变更或撤销自己立的遗嘱
,

但必

须按原立遗嘱的方式
、

程序进行
,

方为有效
。

遗嘱继承须在被继承人死亡时生效
,

在此以前遗嘱无法律效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