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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9/2021_2022__E6_B5_85_E

8_B0_88_E7_BB_A7_E6_c122_479541.htm 笔者近期代理了一件

继承纠纷的案子。被继承人去世后遗下的财产颇为丰厚，既

有房产也有分红。而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三个子女为了分

割遗产的问题则闹得不欢而散，最后还闹上了法庭。其中的

老大跟老二关系较好，所以两个人合计着如何让老三少分或

不分遗产。于是老大跟老二私下订立了一份协议，大致意思

是老大本人不参加遗产的分配，其所享有的三分之一继承权

由老二行使。这样一来，老二就可以分得三分之二的遗产，

而老三只分得三分之一的遗产。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老大

在声明放弃继承权的同时却将其继承权转让给了老二行使。

那么，老大的这种“转让”继承权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呢？

笔者认为，这种行为不符合公平原则及立法精神，因而是无

效的行为。 不可否认，继承权是一种财产权，但继承权却是

基于当事人的某种特定的身份关系（例如夫妻关系、亲子关

系等）才取得的，应该说继承权是一种带有人身关系性质的

财产权，是以当事人具有特定的身份为存在的基础的，因此

，继承权是兼具财产权与人身权两方面特点的民事权利，这

样就注定了继承权不同于一般的财产权，也就注定了权利主

体在处分继承权时不能像处分其他财产权利一样享有完全的

处分权。继承权的主体要么行使权利，要么就放弃权利，除

此以外别无选择。所以，继承权不能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

发生转移的效力。具体到上述的案子，虽然继承关系已经发

生，当事人依法已经取得了既得的继承权，但在遗产分割以



前，当事人尚未取得遗产的所有权，其当然无权处分遗产，

而案中老大的“转让”行为却直接地影响到了遗产分配的份

额。表面看来，老大处分的只是自己的继承权，但是实际上

其行为却是处分遗产的行为。毫无疑问，对自己尚未取得所

有权的财产的处分行为当属无效。 事实上，根据我国继承法

的规定，能够引起继承权发生转移的只有“代位继承”和“

转继承”两种情形，而这两种情形都属于不依当事人主观意

志而转移的客观情况。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是为了平等地保

护继承人的利益，如果允许继承人之间可以在遗产分割前互

相转让继承权，那就必然会损害其他继承人的利益，也就与

立法的原意相违背了。 当然，以上只是笔者个人的浅见。只

是由于当前我国法律关于继承权能否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

进行转让的问题尚无明文规定，相关理论的探索也似乎还没

有比较具体、明确的说法，此故，笔者发表此文意在能够引

起业界的讨论，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