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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继子女继承权与再婚家庭具有紧密的联系。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离婚率与再婚率都有一定程度

的上升，由于二者的上升使得法定继承中继子女继承权的重要性得到突显。我国现行继承法对拟制血亲是

以“有扶养关系”为标准，由于该标准过于原则化，实践中法官难以对案件作出精准的判断，不利于当事人息

诉服判，也难以执行。如何理解“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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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扶养的含义
在法律词典里，“扶养”的内涵分为广义和

狭义。广义上的扶养，指一定亲属之间一方基
于身份关系，对无生活能力的另一方在物质上
和生活上的帮助和照料。包括同辈之间的扶
养、长辈对晚辈的抚养以及晚辈对长辈的赡养。
狭义上的扶养专指夫妻之间依法发生的经济供
养和生活帮助权利义务关系。［1］由此可以看出，
广义的“扶养”包含了“抚养”与“赡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以下简称《继

承法》) 第十条规定，第一顺位遗产人包括有扶
养关系的继子女。而我国婚姻与继承立法中的
表述存在不同，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 以下简称《婚姻法》) 第二十七条和第二十
四条的解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继父母
和受其扶养教育的继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
利。《婚姻法》使用了狭义的“抚 养”，《继 承
法》虽然使用了“扶养”一词，但如何理解和认
识“扶养关系”，法律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界
定，从而导致学术和司法审判中存在很大争议，
有些人认为，只要继父母必须有抚养教育继子
女的行为; ［9］有些人认为，继子女必须向继父母
尽到赡养义务; 还有些人认为，继父母和继子女
之间必须既有“抚养”又有“赡养”才能够形成
“扶养”的关系。［8］确立扶养关系标准，既能为
继子女提供顺畅的继承途径，也能保护继父母
的私有财产权利与意思自由。

二、继子女继承权存在的问题
( 一) 不符合意思自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中华人民共

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
见》) 第二十一条规定，继子女既可以获得继父
母遗产的，同时也可以获得亲生父母的遗产，结

合《婚姻法》的规定，可以得出继子女享受双重
遗产的结论。继父母与继子女基于抚养教育的
事实行为成立的继承权，无视双方的意思自治，
没有尊重继父母的私人财产分配自由，继父母
内心的真实意思没有体现出来。继承的内容不
仅包含财产，还往往受到身份的限制，作为一种
单方受惠的事实行为，被继承人往往也会因为
利己的想法不想把财产留给与自己毫无血缘关
系的继子女，在没有遗嘱继承的情况下，立法直
接根据继父母不论是出于维护家庭和谐还是内
心善良而进行的抚养行为即推定继子女享有继
承权，不利于保护继父母的财产自由，还可能会
带来离婚、丧偶者的再婚困难。

( 二) 未遵守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
与继子女继承方式相对比，夫妻丧偶方与

公婆、岳父岳母之间同样不存在亲子关系，但是
法律在丧偶方承担了主要赡养义务后，赋予了
其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身份参与法定继承进
行遗产分配，立法者通过以赡养来换取继承权
的方式，达到了权利义务相一致。我国没有任
何一条法律规定继父母必须抚养继子女，实践
中，特别是继父母再婚时继子女为未成年人的，
继父母负担了扶养教育继子女的重任，［7］而合
法的赡养权益却没有得到保障。继子女不赡养
继父母可能会有很多原因: 第一，继子女和继父
母相互不存在血缘关系，彼此之间感情淡薄; 第
二，《婚姻法》规定的继承权是基于继父母抚养
教育继子女的事实行为，而没有规定继子女必
须赡养继父母，继父母要求继子女承担赡养义
务没有法律依据，继子女不论赡养继父母与否
都不会影响他们的继承权，只是会在继承的份
额上不分或者少分，在现实中，许多继子女宁愿
放弃继承权也不愿意赡养继父母。继父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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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不得已”的抚养行为变成了符合《婚姻法》
规定的抚养事实，从而赋予继子女继承继父母
遗产的权利，明显是不公平的，不符合权利义务
相一致的基本法学思想。

三、国外经验借鉴
( 一) 继子女享有法定继承权的国家
取得法定继承权的依据存在两种模式: 一

种是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 一种是婚姻、血缘和
扶养关系。［2］

根据《俄罗斯联邦法典》对法定继承的规
定将继子女排在了第七顺位，继子女很难通过
法定继承获得遗产;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民
法典》在六百七十九条强调，继父母与继子女
之间存在父母与子女间双向的照顾与扶养关系
的，继子女才享有继承权，并且其子女可以代位
继承继父母的遗产; ［3］朝鲜《亲属法》将继子女
的法律地位完全等同于亲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与我国收养子女继承制度大体一致。

( 二) 继子女不享有法定继承权的国家
美国《统一遗嘱检验法典》的规定，配偶及

直系血亲享有法定继承权; 日本将继父母与继
子女归为姻亲关系，不属于法定继承关系; 韩国
民法受日本影响，继承权没有提及继子女; ［4］瑞
士《民法典》严格限制继父母和继子女的关系，
亲生父母与继父母的义务是区分开的，继父母
没有抚养继子女的义务，只为继子女的生父母
进行帮助，在抚养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只有继
子女没有从生父母那里得到抚养时才能要求继
父母进行抚养; ［5］《法国民法典》把继承人中的
“子女”范围规定的很窄，没有包含继子女;《德
国民法典》在继承顺序中强调血缘关系，所谓
“有血缘可寻之处，即有继承权存在。”［6］也就
是说，没有血缘关系即无继承权。我国港澳台
地区也在立法中规定了继子女不能继承继父母
的遗产。

( 三) 国外立法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立法的借鉴必须立足于我国的文化传统和

基本国情。通过对各个国家现行立法的整理，
结合我国立法现状，可以进行以下参考:

第一、国外很多国家都没有赋予继子女法
定继承权。通过法律明确了继父母和继子女不
属于父母和子女关系，彼此没有法律权利和义
务，因此，继子女不享受法定的继承人之间存在
继承权，这些国家的立法也需要继承人和被继
承人之间存在血缘关系。

第二、有的国家虽然赋予继子女法定继承
权，但是在立法时将继子女的继承顺序排在末
位，除非没有其他顺位的继承人，否则继子女没
有办法行使继承权。

第三、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和韩国，近代发
展进程中向欧美学习，立法更偏向于保障私有
财产; 同时期我国学习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
更强调集体与公共利益。

我国《继承法》和《婚姻法》主要内容形成
于八十年代，为了促进幼有所长、老有所养的社
会和谐，［10］其规定的内容是符合当时社会的需
要以及人民大众可以接受范畴。现在社会进步
了，各种国家保障措施也在逐步完善，社会生活
日益复杂，需要法律重新审视继子女的法定遗
产继承权以及继父母对私人财产分配的内心真
意。基于我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继父母与
继子女的观念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只是随着社
会的发展，实践中，继子女与继父母之间由于血
缘的隔阂，彼此之间的关系变得没有那么亲密，
继父母与继子女双方的权利义务应当在法律中
得以明确。

四、总结
“扶养关系”作为继承权的条件，我认为我

们可以做如下的改进: 一是成年的继子女对继
父母尽到了赡养义务，可以参考丧偶儿媳、女婿
作为第一继承人的规定; 二是继子女为未成年
人，与继父母共同生活，并接受继父母的抚养教
育，分两种情况，若继父母在继子女未成年时去
世，继子女生活困难的，享有对继父母遗产的法
定继承权; 若继父母在继子女成年时去世，继子
女享有法定继承权，必须以向继父母尽到了赡
养义务为前提。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对
“扶养关系”进行细化更符合我国长久以来的
文化传统，大众认知以及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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