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住权的正确打开方式

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法
官程乐表示，居住权是用益物权的一种，指
对他人所有的住房及其附属设施占有、使用
的权利。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居住权的设
立有三种方式，一是依合同，可以协商一致
设立居住权；二是依遗嘱，立遗嘱人可以通
过遗嘱为他人设立居住权；三是依法院裁
判，多系法院为解决特殊群体的住房问题而
设立的。

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八条规定，设立居住
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
住权自登记时设立。但基于遗嘱继承的特
殊性，通过遗嘱设立居住权根据民法典第二
百三十条、第一千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因
继承取得物权的，自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

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故通过遗嘱
设立居住权的不采用登记生效主义，但居住
权人可在取得居住权后向登记机构申请居
住权登记，以公示自己的居住权，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遗嘱设立居住权，
要确保遗嘱内容合法准确，充分满足特定遗
嘱类型设立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包括
但不限于遗嘱中所涉及的财产应当权属清
晰，具备可处分性。同时，在遗嘱中设定居
住权需要明确体现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七条，
设立居住权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
居住权合同。居住权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
款：（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
（二）住宅的位置；（三）居住的条件和要求；

（四）居住权期限；（五）解决争议的方法。
多年来，北京市西城区法院高度重视涉

民生权益案件，特别是在审判涉及未成年
人、老年人以及其他特殊群体案件中，深刻
践行司法为民情怀，着力促进家庭和谐与社
会稳定。程乐表示，居住权制度的设立，相
当于在房屋所有权的基础上，为房屋添设了
一种可以对抗房屋所有权的物权属性，让房
屋回归居住属性，物尽其用，所体现的制度
精神是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在特定情
形之下，家庭成员之间基于亲权由一方为贫
困的一方提供居住，有利于维护家庭和谐和
社会稳定。同时，在解决以房养老、夫妻双
方离婚后无房一方居住问题、非继承人的问
题等方面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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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权如何在遗嘱订立中实现居住权如何在遗嘱订立中实现？？

刘丹读者：
这份迟到记录不能作为公司

扣减工资的依据。
一方面，公司应当就其扣减

工资的合理性承担举证。劳动争
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
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
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
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
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也指出：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
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
题的解释（一）》第四十四条则已
进一步表明：“因用人单位作出的
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
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
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
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正因为公
司主张你迟到，继而扣减工资的
行为属于“减少劳动报酬”，而你
不认可车间主任制作的、没有任
何人签字的迟到记录，甚至主张
自己从来没有迟到过，决定了公
司必须就此承担举证责任。另一
方面，如公司不能提供证据，或证
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则
必须承担不利后果。
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 廖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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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发现工资减少，公司面对
我的质询答复称：我上个月有8
次迟到，按公司规章制度应当扣
减。公司还拿出车间主任制作
的、没有任何人签字的迟到记录
为证明。请问：在我从来没有迟
到，对迟到根本不认可的情况下，
该迟到记录能否作为公司扣减工
资的依据？

读者 刘丹

遗产管理人制度，家庭财富传承“新风向”
■ 张兆利

为减少继承纠纷，源头预防矛盾，确保家
庭财富有序传承，民法典增设了遗产管理人
制度。那么，遗产管理人又具体“管”哪些事
儿呢？

什么是遗产管理人？

赵某和妻子婚后育有4个子女，经过多
年打拼，他们积累下400多万元的家产。谁
料想，在一起突如其来的意外事故中，赵某夫
妇和其长子被夺去生命，均没有留下遗嘱。
在这种情况下，应指定谁作为遗产管理人来
处理继承问题呢？

说法

遗产管理人是指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
割前，通过遗嘱指定、继承人推选、继承人
共同担任、法院指定等方式确定的对被继
承人遗产进行妥善保存、管理、分配的自然
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关于遗产管理人的
确定与产生，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
规定：“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
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
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
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继承人或者
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
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
管理人。”如果对于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
议的，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条的
规定，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
定遗产管理人。本案中，因没有遗嘱执行
人，故继承人应先协商推选遗产管理人，如
果无法推选出，则由所有继承人共同担任
遗产管理人，如果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
争议，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
定遗产管理人。

遗产管理人的职责

孙某父亲早年去世，其母含辛茹苦抚养
他和妹妹长大。不久前孙母病故，留下遗嘱
指定孙某作为其遗嘱执行人。那么，作为遗
嘱执行人（遗产管理人）的他需要履行哪些
职责？

说法

遗产管理人的职责是该制度的最核心内
容。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七条规定，遗产
管理人确定并产生后，应依法履行下列六项
职责：一是立即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确
保被继承人动产、不动产以及非实物类（如股
权、虚拟财产、自媒体账号等）遗产的完整和
安全，防止造成遗漏。二是向继承人报告遗
产情况。此时，遗产管理人不仅需要将遗产
的具体情况和现状及时、如实报告，还要向

“全体”继承人进行报告。三是采取必要措施
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在被继承人去世后到
遗产分割前，遗产管理人要负责防止遗产毁
损、灭失。四是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
分割遗产前，要在被继承人遗产范围内优先
清偿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同理，被继承
人的债权也是遗产的一部分，应予以确定并
分配。五是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
遗产。首先要查明被继承人是否留有遗赠抚
养协议、遗嘱或遗赠协议等。如果未存在上
述情形，则按照法定继承分割。如果是无人
继承的遗产，则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执行。六
是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本
案中，孙某被其母指定为遗嘱执行人，依据上
述规定，遗嘱执行人即为遗产管理人，孙某应
履行清理遗产、制作遗产清单等有关义务。

遗产管理人失职要承担什么责任？

周老育有3个子女，老人去世时留下的

遗嘱载明：“在我去世后，属于本人所有的现
金及存款都不遗留给任何人所有，而只作为
修建周家祠堂专用，在此我指定大女儿和小
儿子作为本遗嘱的遗嘱执行人，代为保管该
款项。”对此大儿子认为，父亲遗嘱指定的执
行人均在外地工作，假如他们违背了父母遗
愿，包括自己在内的其他合法继承人该如何
维权？

说法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条规定：“遗产
管理人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因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可见，遗产管理人
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有两个：一是违反法定
职责，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二
是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根据上述条文的
构成要件可以看出，对遗产管理人采取的是
过错归责原则，承担的民事责任属于侵权责
任而非违约责任。因此，遗产管理人侵权时，
继承人、受遗赠人或债权人有权请求遗产管
理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作者系山东省昌乐县法律援助工作者）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张萌
■ 田婧 张欣瑜

遗嘱继承问题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法
律问题之一，遗产的分配对维系和睦的家庭关
系有着重要作用。日前，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审
理了一个遗嘱中设立居住权纠纷的典型案件。
对于遗嘱人立有数份遗嘱，且内容相抵触的情
况应如何认定？遗嘱人在遗嘱中为他人设立的
居住权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听本案的审理法官
为我们解析依“典”裁判居住权。

年逾七旬的兄弟姐妹四
人因父母的遗嘱继承产生纠
纷，多次协商后仍未达成共
识，刘红、刘兰两姐妹将刘
国、刘强两兄弟告上了法庭。

原告刘红、刘兰诉称，
2007年9月1日，原被告父
母刘山、王梅共同立下书面
遗嘱，名下房产由子女四人
共同继承，一旦拆迁或转租
转卖，全部收入由兄弟姐妹
四人平均分配。王梅、刘山
相继去世后，刘红和刘兰不
满刘强仍居住在父母留下的
房屋中，认为他未按照原定
遗嘱进行财产分配。

对于刘红和刘兰的诉讼
请求，刘强表示，原告所述与
事实不符，年轻时其长期在
外地工作，退休后才回京居
住在涉案房屋。在父母
2007年的共同遗嘱中曾约
定刘强一旦回京定居，又无
力购房时，可在涉案房内无
偿居住，其居住权应当得到
法律保护。刘强说，其母亲
于 2008 年去世，后父亲于

2020年重立遗嘱，对涉案房屋中的个人份额
及继承妻子的房屋产权份额进行重新分配。
父亲于2021年2月去世。因此他认为，该涉
案房屋应当按照两份遗嘱来继承，即母亲的
部分由四子女共同继承，父亲的部分由刘强
继承85%，哥哥刘国继承15%。

原来，在2020年7月，刘山在中华遗嘱
库重新订立了一份打印遗嘱：由于次子刘强
照顾自己生活直至去世，而四个子女中唯有
刘强没有自己的住房，因此，涉案房屋中的其
份额的85%由次子刘强继承，15%房屋产权
份额由长子刘国继承。对此，原告两姐妹认
为，第二份遗嘱订立时，父亲年岁已高，神志
不清，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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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遗嘱里设定居住权，有效吗？

据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
法官助理李碧函介绍，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
十二条规定，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
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
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
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的，内容相抵触
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民法典物权编第十四章规定了居住权
制度。其中，第三百六十六条规定，居住权
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
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
要。第三百七十一条规定，以遗嘱方式设立
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的有关规定。因
此，居住权可以以遗嘱的方式设立。

北京市西城区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梅于
2008年3月死亡，其法定继承人为丈夫刘山
和四个子女。刘山和王梅于2007年9月订

立的共同遗嘱符合法定形式合法有效，四个
子女对此遗嘱也均认可。因此，王梅名下的
1/2房产份额应按照遗嘱由四个子女进行继
承，即各继承涉案房屋的1/8。

对于刘山的遗嘱部分，在与王梅订立共
同遗嘱之后，刘山于2020年7月在中华遗嘱
库又订立了一份打印遗嘱。该打印遗嘱有两
位见证人在场见证，并签名、注明了年、月、日，
符合法定形式；从遗嘱订立过程的视频中看，
刘山回答切题，意识清楚、思路清晰，能独立陈
述，具备订立遗嘱的行为能力。原告认为刘山
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
明刘山患有严重疾病致使其神志不清，仅以刘
山订立遗嘱时已经92岁为由认定其神志不
清，依据不足。因此，刘山于2020年7月订立
的打印遗嘱合法有效，法院予以确认。

刘山对于自己名下的房产份额如何处理

订立了两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应以最后一份
遗嘱为准。因王梅已经订立遗嘱将其名下的
房产份额指定由四名子女继承，故刘山不能从
王梅处继承房产份额，其订立的遗嘱仅能处分
其占有的1/2房产份额，对于该份额按照遗嘱
由刘强继承85%，由刘国继承15%。

根据刘山、王梅的遗嘱，其次子刘强享
有对该涉案房屋的居住权，且刘强在京定
居，尚未在京购房，法院对其享有居住权的
主张予以支持。原告称，刘强有购房能力且
有其他住房，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法
院未予采信。

最终，法院判决刘山的次子刘强分得涉
案房屋的55%，长子刘国分得20%，长女刘
红及次女刘梅各分得12.5%，次子刘强未在
本市购房前对涉案房屋享有居住权，驳回了
刘红、刘兰、刘强其他诉讼请求。

居住权制度的设立是民法典的一个重要创新。该制度的设立为房屋添设了一种可以对抗
房屋所有权的物权属性，让房屋回归居住属性

■ 桂芳芳 陈倩

一般在继承案件中，各继承人之间
都充斥着各种不和谐，甚至会因为继承
而引起一场“继承之战”。最近，我们处
理了一起中年丧子的继承案件，成功为
失独母亲说服生父，在继承儿子的遗产
上作出巨大让步。有纠纷无诉讼，靠调
解解决了千万元遗产继承问题。

中年失独，千万元遗产继承起争议

1986年12月江女士与前夫周先生
结婚，两年后生育了儿子小龙，在小龙
不到十岁时江女士与周先生离婚。离
婚后的江女士认识了现任丈夫王先生，
并在儿子 12岁时与现任丈夫登记结
婚，婚后江女士与王先生全款购买了上
海市闸北区的房子，登记在了儿子小龙
名下。江女士一家生活平静，儿子小龙
也逐渐成年。就在儿子刚成年后一年，
因意外去世。儿子的去世让江女士一
直沉浸在悲伤中，她未曾想过要处理小
龙的遗产，直到现在，房屋价值早已突
破1000万元。

虽然现任丈夫同意放弃小龙份额的
继承，也同意将该房产变更登记到江女
士一人名下，但想要处理小龙拥有房屋
的份额，还需要小龙的另一继承人小龙
的生父周先生也同意才可以得到解决。

周先生虽然是小龙的生父，但自从
和江女士离婚后，周先生对小龙几乎没
有尽到抚养义务，且该房屋实际是江女
士与现任丈夫婚后共同购买的房产，如
何解决前夫继承的问题，就成了江女士
最大的心结。

无遗嘱的法定继承，调解定乾坤

根据法律规定，小龙的继承人就是
他的父母：江女士和生父周先生。当然，
继父王先生是否形成扶养关系也是待商
榷的事项。最好的情况下，周先生可以
继承小龙所持有份额的1/3，约300万
元左右，而江女士只愿意支付给周先生
10万元。这两个结果相差甚远。

首先，我们向江女士分析现有情况，
先降低了江女士的预期，毕竟如果对方
不同意，需要按照法定继承进行诉讼，周
先生可以继承的远不止如此。

随后，我们先联系周先生确认他的
想法。由于江女士和周先生已多年不来
往，对前夫的信息了解很少。我们实地
走访了周先生所在小区的居委会了解相
关情况，得知周先生已再婚，且患病丧失
了行动能力。我们上门与周先生见面，
看到本人的现实情况，也仅告知其可能
需要他配合处理小龙的财产。

根据第一次走访的情况，我们分析，
周先生目前经济条件较差，看病开药也
是每月的固定开支，更要考虑到日后生
活也需要用钱，也许不会同意10万元的
条件。

再一次走访周先生，劝说周先生配
合办理过户手续时，其并没有太多的异
议，其实儿子的去世对周先生来说也是
一个巨大的打击。经过多次沟通，周先生表示愿意
配合办理手续，但他提出的金额是30万元。

周先生提出的这个金额其实是在情理之中，但
和江女士的预期差距较大，基于江女士对只支付10
万元的坚持，我们向周先生提出需要征求江女士的
意见，并且对其提示了这套房屋本身的出资来源，若
达不成协议通过诉讼程序解决，会面临的各种风险
以及配合办理手续时我们可以提供的便利。

再次沟通前我们没有打出底牌，首先尝试在
10万元以下议价，先降低对方的预期也能给双方
商议的空间。最后我们告知周先生，江女士希望
出5万元，并讲述了江女士多年来一人抚养孩子，
未向周先生要过一分钱抚养费的艰辛，周先生沉
默了。我们抓住了此刻的窗口期，询问周先生的
想法，同时告知我们有完整的出资凭证，周先生听
后主动提出支付10万元，也告知我们只是想早点
了结这件事情拿到现金补贴家用，以后不想再过
多纠缠。

结果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但也恰好达成了
江女士的目的。

办案心得

解决继承问题的三大技巧：
1.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能力推动案件。
继承案件需要做大量的前期准备，被继承人、继

承人的身份以及遗产情况都需要做充分的调查。在
委托人无法提供相应材料的情况下，律师需要自行
搜集证据，必要时外出调查取证。在开展调查前一
切都是未知的，不能轻易断定是否能达成预期目标，
但只要有一线可能，就不能轻易放弃。

2.真诚是必杀技。
如果周先生是一个不念旧情、视财如命的人，

那么我们在和他协商补偿款数额时就不会有那么
多心理负担。但几次接触下来可以感受到周先生
是一个善良的人，他并不想获取过多本不属于自己
的财产，这是他的真诚。而我们同情他的境遇，在
面对周先生时，难免产生恻隐之心，因此在沟通时

也会带着一份真诚的心，这也是解决这个
案件的关键。

3.不设限，在没有做之前不要否定任何
一个方案。

办案的过程大多非常复杂，影响最终
结果的不确定因素也很多。取舍之间见方
寸，以失求得，作为律师我们习惯预设方
案，分析最大可能和最小可能，并做出取舍
避免因小失大，但在某些情况下更像是在
给自己设限，用自我标准的束缚，一旦下定
义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就会框死可能性，
束手束脚。

（作者系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