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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莹

清明节前后，正是人们忙于扫墓、祭
祖的日子。但是人们对于“身后事”的关
心和关注，却早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只会
在这种特殊的日子才被提及。

随着与国际进一步接轨，社会经
济高速发展，公民个人财产和可继承
遗产显著增加，法律意识也逐步增强，
不只是老年人，许多处在创造财富黄
金时期的中青年人，同样关注“身后”
财产能否得到更好的守护和传承。生
老病死乃人之常事，当订立遗嘱已经
不再成为大家避之不及的话题时，新
的问题又出现了。如何保障遗嘱切实
按照自己的意愿得到执行？如果遇到
意料外的状况，继承人能否顺利继
承？甚至在财产传承后，如何保障财
产得到更合理的使用呢？

2021年1月1日起《民法典》正式实
施，其中“继承编”新增遗产管理人制度，
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职责、法律责任等
作出规定。今年1月1日，新修订的《民
事诉讼法》配套《民法典》，也引入遗产管
理人制度，实现法律和现实的衔接。

伴随着这些变化，遗产管理人、“家
族办公室”等并不新鲜的“新名词”不断
闯入公众的视野，这些看似只有“有钱
人”才能拥有的服务，已经悄然来到公
众身边。他们可以起什么作用，又能帮
百姓解决哪些问题呢？我们来一起寻
找答案。

也有遗嘱解决不了的问题

3月初，年近半百的于女士忧心忡
忡地来到中华遗嘱库天津服务中心（以
下简称遗嘱库）。于女士和丈夫育有一
儿一女，儿子已经工作，女儿刚刚 14
岁。两年前发现丈夫出轨后，于女士决
定离婚，但是因为面临婚后多套房产和
其他财产的分割，于女士的丈夫一直拒
绝离婚，不得已，于女士打起了离婚官
司。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官司接近尾
声，一切即将尘埃落定，但于女士的身
体大不如前。“打官司劳心费神还生
气。这不高血压、心脏病都找上门了，
我就怕哪天自己有个意外，好不容易争
取来的财产留不到孩子的手上。”于女
士对此非常焦虑。

大儿子已经工作不必担心，但是如
果于女士离世时小女儿还未成年，作为
孩子的父亲，她的前夫可以以孩子法定
监护人的身份接管于女士留给女儿的那
部分财产。如果前夫再婚，他和他的新
太太很可能会挥霍这部分财产，让女儿
成年后也无法追回。退一步说，就算没
有出现这些问题，女儿年满18岁可以继
承财产时，因为年纪小、社会经验少，恐
怕也很难管理好这笔财产，还可能会被
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在这种情况
下，即使订立遗嘱也未必能够掌握财产
处置的主动权，该怎么办呢？

此时，遗产管理人的重要性就显现
出来，他可以帮助被继承人在身后管理
遗产，维护遗产的价值和遗产权利人的
合法利益。在中华遗嘱库天津服务中心
主任段舒翰的耐心讲解下，于女士决定
授权大儿子作为遗产管理人。“遗产管理
人制度来得太及时了，它让我的遗嘱有
了保障。这下我终于踏实了。”走出遗嘱
库，于女士感觉一身轻松。

段舒翰告诉记者，自2023年末中华
遗嘱库推出遗产管理人公益服务项目之
后，自己经手的全部遗嘱项目都设立了
遗产管理人，截至三月底已经有300多
份。“刚开始介绍遗产管理人项目的时
候，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比如，我
们就是简单的三口之家，继承的问题很简
单，还需要遗产管理人吗？还有人会说自
己的资产有限，用得着这么‘高大上’的服
务吗？这些都是公众对遗产管理人存在
认识误区的表现。”段舒翰表示。

随着交易方式的多样化，公众财产
的种类也不断增多，出现了诸如股权、
股票、债券、基金等资产价值较大且流
动性突出的财产。“经常会有市民来咨
询，怎样才能顺利取出父母多年前留下
的银行卡、股票账户中的资金等。还有
一些已经通过遗嘱顺利继承遗产的市
民，发现长辈在订立遗嘱时有遗漏，或
者长辈订立遗嘱后出现财产变更，没能
及时增补到遗嘱中，后续想要进行继承
分割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如果设立了
遗产管理人，则能省时、省力、省钱地解
决这些难题。”

具体怎么省？段舒翰举了一个简单
的例子：在办理继承过程中，如果相关材
料“缺件”房产无法完成过户，就只能到
法院打继承官司才能顺利获得遗产。“这
类财产案件的审理一般按标的收费，以
天津目前的房价计算，诉讼费少则几千
元，多则上万元。同时，遗产判决书还会
写明继承人的人数、关系，以及遗产范
围，甚至包括房子的门牌号、面积、金额
等信息，而这些都是可以在网上公开查
询的。但如果继承人申请成为遗产管理
人，则是非财产案件，采取计件收费的方
式，诉讼费不超过100元。继承人认定
成为遗产管理人后，就能更顺利地补办
各类材料，实现对遗产的快速处置。”

更加柔性地解决财产纠纷

遗产管理人的出现，不仅能帮助继
承人“短平快”地完成对遗产的分割和管
理，还能对一些原本要“对簿公堂”的纠

纷给出了更柔性的解决方案。
“在专业机构订立法律效力更强的

遗嘱，的确能够有效地避免纠纷的发
生。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也发现不
少被继承人、特别是其中的老年人在订
立遗嘱时‘只谈房子，不谈钱’。”段舒翰
说，“作为法务顾问，我们一定会提醒
被继承人完整、全面地梳理自己的各
类财产，但仍难免会有疏漏。而疏漏
的部分，在后续继承中常常会成为争
议的焦点。”

前不久，张先生到中华遗嘱库天津
服务中心订立遗嘱，因为子女比较多，
在照顾老人的问题上也发生过一些摩
擦。为防止未来发生纠纷，张先生在订
立遗嘱时指定自己的弟弟作为遗产管
理人。“老人不希望子女间互相猜忌，认
为谁和自己过的时间长一些，就会对老
人的决定造成影响。而弟弟对他的家
庭关系和老人本身的意愿都比较了解，
在子女中也比较有威信，有利于消除继
承中可能出现的潜在矛盾。”段舒翰解
释说。

正如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所
说的，遗产管理人是主持大局、促进和谐
的人。遗产管理人召集相关人员确定解
决方案，尽快解决纠纷，防止遗产损失，
不仅可以更好地执行被继承人的遗愿，
也能更好地实现遗产的社会功能。

段舒翰对去年接到的一个咨询案例
印象深刻。两位继承人对遗产分配存有
疑义，一直在打继承官司，而此时被继承
人在股市中价值几百万元的股票一直无
人打理。等到官司落地时，股票市值仅
余几十万元。“这个案子如果有遗产管理
人的话，就可以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
前，将被继承人投入股市的资金赎回到
股市账户进行暂时保管，避免上述损失
出现。”段舒翰表示。

2023年，中华遗嘱库发起建设“专
业遗产管理人人才库”，提供便民公益服
务，推动专业的第三方遗产管理人进入
普通家庭，也就是说符合公益遗嘱标准
的遗嘱订立人可以从中华遗嘱库申请免
费的遗产管理人服务。中华遗嘱库天津

服务中心主任马博表示：“如果说过去百
姓对于第三方遗产管理人存在不信任的
话，如今在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诸如
‘遗产管理人能否随意处置遗产’‘出现
失职该怎么办’等一系列焦点问题，都能
找到答案。遗产管理人制度已经逐渐被
公众接受和认可。”

财富传承可以打组合拳

“如果有一天我不能陪伴了，孩子
怎么办？”一直是萦绕在李女士心中最
大的难题。李女士的女儿患有孤独症，
随着自己年纪越来越大，谁能照料孩子
的未来，身故后的遗产能否真正留给女
儿，确保她未来生活无虞？为此，李女
士花了很多心思，从遗嘱订立到保险受
益人指定、信托都做了全方位的了解。
最终，李女士在订立遗嘱之外，考虑到
财产的增值，还对未来做了多维度的安
排，并指定自己的妹妹在未来进行见
证。李女士所做的这项安排就是信托
中的监察人制度，委托人可以根据自己
的需求，在保险金信托中设置监察人，
授予其部分权利，比如确认受益人是否
达成某些领取条件等。李女士的情况
是受益人有心智障碍，监察人可以与监
护人相互制约，为受益人的财产提供更
好的保护。完成所有安排后，李女士感
叹：“我已经竭尽所能为孩子规划好了
未来，希望未来即使没有我的看顾，她
都能平安幸福。”

作为“家族办公室”的家办事务官
崔宝宝协助和见证了李女士规划未来
财产去向以及完成心愿的全过程，这
位母亲对孩子的爱令她深受触动。“可
能因为女儿的特殊，让李女士爱得深
沉又极度理智，不得不深入思考如何
才能更好地安排‘身后事’。”崔宝宝对
记者说。

财富的传承，本身就是一个复杂而
细致的过程，涉及多方面的规划和管理，
“家族办公室”就是伴随这种需求而生
的。现代意义上的“家族办公室”出现于
19世纪中叶，在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
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富裕家族呈现继续
快速增长的趋势。随着他们财富意识的
觉醒，“家族办公室”近年来也逐渐在我
国出现并开始流行，不少寿险巨头也纷
纷踏足这一领域。
“国内‘家族办公室’的服务在不断

升级。从最初保险业务的架构设计到保
险金信托，以及目前含有投资管理、教育
信托、养老信托、法务咨询等服务已经越
来越丰富了。从我所在公司的数据看，
它对45岁至55岁这个年龄段的客户具
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崔宝宝表示，这些
客户比较开明且具有前瞻性。他们对于
“身后”的理解也不再仅限于“死亡”，而
是自己身体机能和判断力出现下滑导致
的“掌控力”减弱，他们认为在此之前提
前做好规划十分必要。

从业8年来，随着各类金融工具的
不断发展和法律的持续完善，崔宝宝欣
喜地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综合
运用法律手段和金融工具确保财富在
安全传承的同时实现价值的最大化。
崔宝宝说：“父母爱子女则为其谋深
远。财富传承不仅传承物质财富，也是
传承精神引领。提前做好规划，才能更
好地把真正要传承的内核一代代地延
续下去。”

遗产管理人、“家族办公室”等“新名词”闯入公众视野，悄然来到公众身边

让“身后事”不再是“麻烦事”

市民到中华遗嘱库天津服务中心咨询问题。 本报记者 田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