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旬老人一生未婚、无子无女、无亲生手足，离世
后留下的大笔遗产，却成了旁系亲戚们争夺的目标。姑
姑、表弟、堂妹，都觉得是自己尽到了主要扶养义务，应
当多分财产。那么，他们有权继承吗？遗产应该怎么分？
日前，上海浦东法院就审理了这起案件。

2019年 7 月，张老伯因病去世，他一生未婚、无子
无女、无直系兄弟姐妹，父母也早早过世。 而他留下的
大笔遗产，让旁系亲戚们纷纷动了心思。

原告张老伯的堂妹张丽觉得，在张老伯生前，自己
每周都去看望他，为他洗衣做饭，陪他聊天说话，尽到
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应当适当多分遗产。

张老伯的姑姑和表弟对此不予认可， 三方争执不
下，于是，张丽将他们起诉至上海浦东法院。

庭审中，姑姑张红表示，多年来自己从未中断过对
张老伯一家的探视和照顾，尽到了主要扶养义务。

表弟朱强同样坚称，自己一直在照料张老伯，还曾
帮他在楼下找了房子， 居住在此的 4 个月都由自己照
顾。

上海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继承人以外对被继
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扶养活
动主要包括：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精神上的
慰藉。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 三人是否各自对张老伯扶
养较多。

首先，因张老伯自身经济能力较好，无需原被告提
供经济支持，这方面三人均不存在供养。 其次，张老伯
虽曾身患癌症，但恢复较好，一直保持独立生活能力。

在居委和护工的帮助下，老年生活完全可以自理。
张丽和张红主张的照顾， 时间大概发生在张老伯中年
时期且照料活动较少， 朱强的照料则主要集中于张老
伯居住于其楼下的较短时间内， 且张老伯给予了他相
应补贴。

最后，就精神上的慰藉，原被告均未提供充分证据
予以印证，综上，法院认定虽然原被告各自对被继承人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扶养， 但尚处于一般亲戚朋友之间
的日常往来和风俗习惯使然， 水平未达到扶养较多的
程度，故驳回了张丽的全部诉请。

《民法典》第 1160 条规定，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
的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死者生前是集体
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组织所有。

张老伯的遗产属于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

产， 张老伯非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 其遗产归国家所
有，用于公益事业。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七旬老人离世后留下的大笔遗产

引发亲属诉讼

法院审理：归国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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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寡老人留下 500余万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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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万遗产给一名侄儿

周阿婆是一位出生于二十世纪初的百岁老人。她一生
未育，近百年间，父母、兄弟和丈夫均过世。不过，周阿婆有
退休工资，有一定的存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她独自生活，
自己照料。
2019年，周阿婆常年居住的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周

阿婆的名下，多了 500余万存款。在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
议》的同时，周阿婆和自己的侄子周宗，签订了一份《遗赠
抚养协议》。这份协议中写明：
“甲方今后的生活起居，衣食住行全部由乙方负责安

排照料。乙方也可以考虑甲方身体状况，在征得甲方同意的
情况下，将甲方送往养老机构照护，并由乙方支付养老机构
的所有费用。乙方保证经常探视甲方，给予精神上的慰藉，
以使甲方享有平静安详幸福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在乙方妥善处理完甲方身后一切事务后，甲方所遗

留的一切财产、单位支付的抚恤金、丧葬费等均归乙方所
有。”
这份协议为打印材料，在协议下方，留有周阿婆和周宗

的手写签名和捺印。
此后，周阿婆在周宗的帮助下，离开了已动迁的老房

子，入住至养老机构。周宗对其进行定期探望，并为周阿婆
送去一些生活物品。在周阿婆临终时，周宗按照周阿婆生前
嘱托，未对其进行切气管抢救。周阿婆过世后，周宗为周阿
婆办理了丧葬事宜。

据此，周宗认为，自己理应根据《遗赠抚养协议》，继承
周阿婆名下的全部财产。

| 其他侄儿认为老人神志不清

对于周宗的主张，周阿婆的另外几位侄子、侄孙，另有
想法。
其他的几名子侄认为，根据养老院的相关记录，以及医

院的相关记录，在和周宗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时，周阿婆
已处于神志不清，无法正常理解他人意思表示，无法真正表
达自己意愿的阶段。
况且，周宗和周阿姨的《遗赠抚养协议》，是打印协议。

协议签订时，无任何录像记录、律师见证或公证机构文书佐
证，无法确认是周阿婆本人所写，更难以证实周阿婆在这份
协议上签字，是真实意思表示。不过，几名子侄并未申请笔
迹鉴定。
此外，周阿婆生前的退休工资，足以支付她在养老院的

费用。周宗并未尽到对周阿婆的抚养义务。

| 《遗赠抚养协议》被认定有效

本案经过民事一审、二审后，最终认定，本案所涉的
《遗产抚养协议》合法，周宗可继承周阿婆名下全部财产。

一审法院认为，《遗赠抚养协议》签订前后，周阿婆处
于记忆力减退、精神萎靡的精神状态，因此很难确认其在
《遗产抚养协议》上的签名是真实意思表示。

且自签订协议，到周阿婆去世，仅有 10 个月的时间，
在此期间，周阿婆一直由护工照顾，护理费、医疗费大部分
由长护险报销，其余由周阿婆名下的财产和工资支付。周宗
在控制了周阿婆的养老金收入和银行卡的情况下，仍要求
其提前支付的 6 万余元医疗费，先从遗产中扣除，更说明
了周宗未按《遗赠抚养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
因此，一审法院难以认定《遗赠抚养协议》系周阿婆的

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全部实际履行。最终，一审法院判定，周
宗可继承 40%的遗产，其他子侄共同继承 60%的一审。

一审后，周宗提起上诉，经审理，本案的二审法
院作出了改判。二审法院认为，根据周阿婆的文化水
平，以及周阿婆和几名子侄的生前关系，法院认为，
《遗赠抚养协议》是周阿婆真实意思表示。周宗按照
协议履行了对周阿婆的生养死葬义务，周宗照顾周
阿婆的时间长短，并不影响对其履行义务的认定。
因此，二审法院认为，应当尊重周阿婆的意愿和

其享有的财产处分权，对本案涉案的《遗赠抚养协
议》效力予以认可。最终，二审法院判决，周阿婆名下

的近 550万元遗产，由周宗继承。

晨报首席记者 张益维

阿婆是一位 97 岁高龄的孤
寡老人，她一生未育，丈夫过世。
目前在世亲人， 只有两位过世的
兄弟留下的 5 名侄子、 侄女和一
位侄孙女。

由于房屋动迁， 周阿婆名下
有财产约 550 万元。临终前不久，
她以签订 《遗产抚养协议》 的方
式，将名下财产，全部赠予其中的
一位侄子，周宗（化名）。

对于姑姑留下的这份 《遗产
抚养协议》，其他的侄子、侄孙表
示质疑。 他们认为，姑姑签订《遗
产抚养协议》时已神志不清，协议
并非姑姑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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