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点责任编辑：房智琦 视点工作室电话：2360287920 2024年3月28日 星期四

本报记者 李吉森

清明节前夕，中华遗嘱库发布了
2023年度白皮书。白皮书显示，截至
2023年12月31日，中华遗嘱库的遗嘱
咨询数量达478850人次，遗嘱登记保管
数量达311868份，人们对订立遗嘱的需
求正在不断增长。

在老龄化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不再
忌讳谈论疾病和衰老，对待生命凋零的
态度也越来越坦然和理性。更有一些老
人为自己的财产提前做出规划，避免离
世后家人继承时遇到麻烦。他们在订立
遗嘱时，不仅仅涉及财产的安排，更多的
是书写对家人、后代的关爱与期盼。最
后的告别书，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更是一
种生命的教育。

生有所养，把财产留给关
爱自己的人

郭女士今年87岁了，早年丧偶，独
自抚养五个子女。目前已有两位子女离
世。早些时候，她决定订立遗嘱把财产
全部交给四儿子继承。

然而，近年来，四儿子的行为却让郭
女士深感失望。他开始不忠于婚姻，对
母亲也不孝顺。这让郭女士对四儿子的
信任逐渐崩溃。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郭女士决定修
改遗嘱，将财产重新分配。她希望能够
将财产留给两个孝顺的孙子和他们的妈
妈，以回应他们一直以来对自己的关心
和照顾。虽然儿子不听话不孝顺，但儿
子的原配妻子和孙子对自己非常孝顺。
“爸爸变心了，但我们不变心，我们永远
是您的孙子，会一直对您好。”在病床前，
两个孙子对奶奶说。

儿媳妇也经常来看望郭老太太。按
理说，儿子与她已经离了婚，不是一家人
了，她也不再是自己的儿媳妇了。郭老太
太很忐忑，自家的儿子没有培养好，亏欠
了人家，自己对此也万分羞愧。她本来并
不期待儿媳妇还能再来看望自己，没想到
儿媳妇还是一如既往地敬重自己，还能按
时来看望和照顾她。每一次见到儿媳妇，
郭老太太都百感交集，泪如雨下。

郭老太太想把遗产全部留给儿子的
前妻和两个孙子，于是他们陪伴老太太
来到了遗嘱库，最终成功地修改了遗嘱，
将财产重新做了安排。

吴女士是单亲家庭的孩子，从小和
母亲一起生活，两人有着很深的感情。
有博士学历的吴女士靠着自己的打拼购
买了一套房产，价值不菲。

现在，吴女士的母亲已经再婚，下半
生有了依靠。在重组的家庭里，继父也
带来了一个孩子，家庭成员的关系变得
复杂了起来。吴女士考虑到自己暂时还
没有结婚的打算，需要考虑人生未知的
风险。如果遇到意外，名下的房产可能
会被继父“分”去一部分，而母亲则流失
了财产。从长远看，继父和母亲的关系
不一定稳固，为了保障母亲的权益、给母
亲最大的关爱和回报，吴女士想把名下
的房产全部留给母亲。

听取中华遗嘱库的专家建议后，吴
女士确定将房产的优先继承权留给母
亲。如果母亲先于自己离世或者与自己
同时离世，遗产将捐赠给某慈善基金会。

亲情永在，远隔重洋的关爱
近年来，青年人出国留学、就业并定

居海外渐成为一个趋势。这对于部分老
人来说，他们平日与子女远隔重洋，子女
回国尽孝也颇有不便。遥远的距离，使
得老人与后代聚少离多。这部分老人会
对自己的财产做何处理？

范阿姨今年78岁，老伴陪同她一起
来中华遗嘱库咨询订立遗嘱的事宜。老
伴是大学数学系的教授，三年前不幸被
诊断为阿尔兹海默症，面对这一突如其
来的变故，她非常后悔没有早点来咨询
办理遗嘱。

因此，范阿姨趁自己现在头脑清醒，
赶紧来办理遗嘱。他们准备将财产全部
留给远在海外的儿子继承。这样不仅能
够确保财产得到合理的分配，也能为儿
子将来继承财产时简化手续，避免将来
儿子继承时要进行亲属关系证明、遗产
评估、继承权认定等一系列繁琐的程序。

刘女士是一位不婚主义者，先后通
过精子库生育了两个女儿，目前两个女
儿都生活在国外。刘女士在中心城区有
一套独立住房，由父亲和哥哥同住。

来到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时，刘女
士表示，希望在自己百年以后将房子留
给两个女儿，并保留父亲的居住权，减少
身在国外的女儿继承时的麻烦。

85岁的金奶奶，在35岁离异后，独
自抚养儿子长大成人，现在儿子和孙子
一家已定居海外。虽然家庭关系很和
睦，没有继承纠纷风险，但金奶奶依然在
中华遗嘱库订立了遗嘱，要明确名下的
房产和银行卡将来由儿子继承。

根据《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23年度）
数据显示，大部分人群订立遗嘱的原因是
为了避免家庭纠纷和简化继承人继承财产
手续，比例分别为32.22%和33.41%。

遗嘱人户均资产上升，虚
拟财产可立遗嘱继承

受益于经济发展，我国居民家庭财富
在过去几十年持续积累。在此背景下，遗
嘱作为家庭财产分配的工具，越来越受到
大家重视。白皮书数据显示，近三年来，立
遗嘱人的户均资产量呈明显增长态势。已
由2021年的626.5万元上涨到2023年的
744.1万元，涨幅比例高达18.8%。

与此同时，遗嘱中的财产类型呈现多
样化的趋势。根据白皮书数据显示，60岁
以上中老年群体的主要财产类型包括：不
动产、银行存款、公司股权、证券基金、理
财合同、名贵收藏品等。其中不动产为主

要财产类型，2023年占比高达99.78%，其
次是银行存款，占比为15.82%。

而在中青年群体中，主要财产类型
为：不动产、银行存款、公司股权、理财合
同、证券基金、保险单、车辆等。根据2023
年统计数据显示，不动产在中青年人群遗
嘱登记财产类型的占比为97.14%，其次也
是银行存款，占比为35.54%。

由此可见，不论是中老年群体还是
中青年群体，不动产仍然是遗嘱人的主
要财产。

近年来，微信账号、QQ号、游戏账
号等，已经成了立遗嘱人群的重要资
产。对于虚拟财产如何保护，已成为关
注度极高的问题。

2023年初，“90后”网红博主小伊主
动联系中华遗嘱库，拥有百万粉丝的她
决定将自己账户内价值300万的虚拟财
产留给父母继承，而自己百万粉丝的互
联网账号则留给好友运营。

统计显示，从2017年至2023年，中
华遗嘱库一共收到488份涉及虚拟财产
的遗嘱。其中，北京、上海、广东三地数
量最多，分别达到了162份、147份、129
份，占总数的89%以上。

回馈社会，他们把遗产交
给公益组织

有50多年党龄的秦老，一路风雨走
来，始终铭记党和国家的恩情。退休后，
秦老坚持诗词歌赋创作，屡获大奖，还成
为诗联会的会员、理事。一次生病住院
后，他意识到了遗嘱的重要性。

于是，秦老找到了中华遗嘱库，并订
立了遗嘱，将自己50%的遗产无偿捐赠给
国家。对此，他的孩子们也表示非常理解
和支持。秦老表示，自己获得的一切都是
党和国家给的，他应尽己所能回馈国家。

刚刚研究生毕业的胡先生，从小父
母离异，跟着父亲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亲生母亲从没照看过他。多年后，疼爱
自己的父亲与爷爷奶奶相继离世了，胡
先生一直无法从悲伤中走出来，并患上
了严重的抑郁症与双向情感障碍，为此
还住进医院治疗。就在这种情况下，亲
生母亲都没来医院看过他。

在身边朋友的帮助下，胡先生逐渐
从疾病和痛苦中走了出来，并通过自己
的努力考上了北京名牌大学的研究生。
在学习的过程中，老师与同学们都给予
他莫大的帮助，令他深受感动。来到中

华遗嘱库订立遗嘱时，胡先生希望将自
己的所有财产都捐赠给母校，并排除母
亲与其他亲属继承的可能性，从而实现
了自己的愿望。

现年61岁的宋女士，个人名下拥有
一套价值600万元左右的房产和500万
元左右的存款，自己平时最大的爱好就
是收养小动物。由于父母早已离世，她
的膝下也无子女，宋女士决定将自己的
遗产全部捐赠给小动物保护协会，并指
定了遗产管理人，以确保遗产的使用符
合自己的意愿。

近期，中华遗嘱库还对其他遗产捐
赠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统计。2021年起，
中华遗嘱库推出了遗产捐赠服务，截至
2023年12月31日，共有381人在遗嘱中
决定将财产进行慈善捐赠。在所有的受
赠对象中，公益组织占比超过80%，其余
的受赠对象还包括：党组织、企业事业单
位、基层组织等。

微信遗嘱，通过留言小程
序传递爱

自2020年3月份遗嘱库推出了微信
订立遗嘱服务后，截至2023年12月31
日，中华遗嘱库共收到97347份微信遗
嘱。最高峰时，“幸福留言小程序”一天
就能收到上千份微信遗嘱。

通过对微信遗嘱的内容进行分析后
发现，有34.89%的市民是向爱人、配偶
表白；也有36.15%的市民在遗嘱中为爱
人、家人祈祷祝福；另有18.41%的市民
写下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未来期望。此
外，还有71.13%的市民在微信遗嘱中附
上自己和爱人、家人的合影。

据统计，订立“微信遗嘱”多以年轻群体
为主。其中，20岁以下的占比为26.06%，20
至29岁年龄段的占比为35.04%，30至39岁
年龄段的占比为22.44%。

从微信遗嘱传递的对象看，有38.51%
是写给爱人的，占比最高。其次是写给子
女与父母的，这两者的占比分别为
25.81%、21.52%。通过白皮书的深度分
析，20岁以内的年轻人大多是通过微信遗
嘱给父母留言，感恩父母养育之恩。而20
至29岁群体，大部分是给爱人的留言，表
达自己珍惜彼此的爱情。值得一提的是，
在微信遗嘱中另有4.14%的人是写给“未
来自己”的留言，内容也大多是希望通过
努力，让未来的自己变得更好。

对此，中华遗嘱库主理人陈凯表示，
中华遗嘱库的“微信遗嘱”服务为人们提
供了一个传递爱的平台。通过“微信遗
嘱”，人们可以向挚爱之人表达自己最真
诚的感激与祝福，也能抒写下最真挚的
嘱托与期望。这些遗嘱内容是一种情感
的表达方式，也是一种生命的教育形式。

记者了解到，中华遗嘱库自2013年
成立以来，还收到了大量盲人、视力听力
有障碍者、文盲等特殊人群订立遗嘱的
诉求。由于这类人群无法适用正常的遗
嘱订立流程，他们的遗嘱通常无法办
理。2020年，中华遗嘱库创新推出了
“盲文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服务流
程，满足了特殊人群的遗嘱需求。根据
白皮书公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年底，
共有497名特殊人士在中华遗嘱库订立
了遗嘱。其中，378人属于识字不多、无
法阅读者，61人存在视力或听力方面的
障碍，58人属于行动不便者。他们通过
中华遗嘱库为其设计的专属遗嘱订立流
程，均实现了自己立下遗嘱的愿望。

中华遗嘱库最新发布的白皮书显示，遗嘱年轻化的趋势越发明显，虚拟财产可以立
遗嘱，而房产归属最受老年人关注

最后的告别书，也是一种生命教育

老年人在遗嘱库了解遗嘱相关事项。 （中华遗嘱库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