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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继承规定了继承的一般原则、

顺位和分配方式，鉴于法律尊重并

认可自然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

存在真实有效的遗嘱，则可以排除

法定继承，按照遗嘱的安排处理继

承事宜；反之，没有遗嘱或者遗赠

扶养协议等，通常按照法定继承。

“遗嘱非常重要。举个例子，

在再婚重组的家庭，继子女与亲生

子女一样具有继承权，被继承人要

充分注意这一点，如果本人并不希

望继子女获得遗产，为避免不必

要的争议，就必须通过遗嘱变更

法定继承的适用。”朱律师补充道，

“比如有些再婚家庭又离婚了，

继子女跟着原来的父亲或母亲，

被继承人和继子女之间长久没有

来往。但如果被继承人不立遗嘱，

百年之后的遗产，继子女还是有可

能拥有继承权（虽然存在一定争

议）。这在现实中就遇到过，被

继承人的亲生子女在继承时还要

找到继子女，才能完成遗产继承，

这就很麻烦。”

事实上，在实践操作中，一些

老人立遗嘱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

为了子女。中华遗嘱库此前的统计

数据显示，60岁以上的老人立遗嘱，

其中约 14% 的人是为了隔离子女婚

姻风险，约 32% 的人是为了避免家

庭纠纷。

在中华遗嘱库 2024 年公布的十

大典型案例中，有这样一则案例：

年近七旬的沈阿姨拥有一套父辈留

下的房产。近期，沈阿姨的独生女

即将结婚。沈阿姨在高兴之余也在

担心，自己和老伴儿百年之后，女

儿继承房产，一旦婚姻出现变故，

女婿会分割掉房产的一部分。到中

华遗嘱库深度沟通后，沈阿姨选择

了保障性条款，通过订立遗嘱的方

式，将自己所有遗产定向传承给女

儿个人。沈阿姨表示，遗嘱是他们

留给女儿最好的保障，房产也是女

儿最后的“避风港”。

还有一个典型案例则是再婚家

庭的财产安排：年近七旬的秦先生

早年离异，独自带着女儿生活。后

来女儿组建家庭有了孩子。但现在

女儿也婚姻破裂，独自抚养孩子。

在一次活动中，秦先生邂逅了年轻

的陈女士，两人互有好感并决定结

婚。为了避免黄昏恋背后可能出现

的遗产继承风险，也为了给离异后

的女儿留下保障。秦先生在再婚前，

来到中华遗嘱库订立了遗嘱，决定

将自己所有的遗产由亲生女儿继

承。

此外，如果牵涉到微信账号、

QQ、支付宝、游戏账号、多样化的

虚拟货币等虚拟财产，朱律师建议

在作为遗产处置时要区分看待。“诸

如账号之类的，带有明显的人身属

性，比如某些账号是需要身份认证

的，紧紧依附身份特征，也不能随

意转让，或者说不具备交换价值，

就不能被视为财产，当然也就无法

作为遗产去继承。另外一些比如游

戏道具、虚拟货币财产（暂假定其

合法），本身可以转让或者有一定

价值，通常可以作为遗产。至于继

承这类财产的具体流程、方式，需

要与管理、运营这些虚拟财产的主

体协商。”

着大家法律意识越来越强，通过订

立遗嘱形式来处置自己财产的人也

越来越多。

2013 年成立的中华遗嘱库，见

证了国人对于立遗嘱的观念转变。

根据2023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

遗嘱人平均年龄从 2018 年统计的

77.43 岁降低至 2023 年的 67.82 岁；

从 2013 年到 2023 年，在中华遗嘱

库进行遗嘱保管的中老年群体数量

上涨了近 7 倍；近 10 年来，中青年

订立遗嘱的数量增长了 24 倍。

从中华遗嘱库遗嘱登记保管数

量的增速，能直观感受到老百姓对

订立遗嘱的需求越来越旺盛。白皮

书显示，截至 2023 年年底，中华

遗嘱库遗嘱登记保管数量达 311868

份。2013 年，进行咨询的中老年群

体数为 21420 人，遗嘱登记保管量

为 6804 人，保管比例为 31.76%；

而到 2023 年，中老年咨询群体达到

85622人，登记保管量达到53422人，

保管比例上升到 62.39%。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立遗嘱

是一场生命的教育，是一种“向死

而生”的观念。

立遗嘱的重要性

很多人觉得法定继承就好，没

必要立遗嘱，其实不然。

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朱平晟律师对《新民周刊》表示，

　　截至 2023 年年底，中老年咨询群体达到 85622人，
登记保管量达到 53422人，保管比例上升到 62.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