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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遗嘱指定监护制度与公证要点

◆沈　雪

(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港公证处, 江苏 连云港２２２０００)

【摘要】遗嘱指定监护制度赋予了被监护人的父母订立遗嘱指定监护人的权利,能够很好地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

«民法典»和司法解释对遗嘱指定监护做出了规定和限制,将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也纳入了可设定遗嘱

指定监护的被监护人范围.本文对遗嘱指定监护的几个具体适用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公证实务过程中指定监护遗

嘱的公证要点.我国在２０１７年«民法总则»出台前,并没有关于遗嘱指定监护的规定.实践中,虽然也经常出现被监

护人的父母订立遗嘱来指定监护人的情况,但是当时尚无法可依.法院审判时,从尊重被监护人父母遗愿、保护被监

护人利益出发,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通常会认可遗嘱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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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在《民法总则》中增加了遗嘱指定监护的内容，这

是一个创举，填补了我国遗嘱指定监护制度的立法空白，符

合社会的需求。“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赋予父母遗

嘱指定监护的权利，满足他们生前安排好子女日后生活的愿

望，一方面是对父母意愿的尊重，体现了现代民法的人文关

怀精神；另一方面也是实践中部分父母需要在生前对其子女

做出监护安排，这样有利于家庭的和谐。

我国在２０２１年开始施行的《民法典》中，保留了遗嘱

指定监护制度的内容，正说明遗嘱指定监护制度在我国社会

实践中有适用的需要，能够很好地保障被监护人的合法权

益，符合我国的实际。

一、遗嘱指定监护的设立和生效条件

遗嘱指定监护的设立条件包括以下四个方面：(１)设立

主体是被监护人的父母。 (２)父母正担任子女的监护人，即

他们正享有监护权并履行监护义务。 如果父母立遗嘱时，

因各种原因没有担任监护人，则不能通过遗嘱指定监护。

(３)指定监护的方式为遗嘱。 (４)被指定的监护人能够履行

监护职责。

遗嘱指定监护具有设立条件，并不代表设立即生效或者

设立就一定生效，也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能生效，其具备

以下几个条件：(１)指定监护的遗嘱有效。《民法典》确认了

遗嘱的六种形式，并分别规定了这六种遗嘱的设立方式。

指定监护遗嘱也是遗嘱，那么也需要满足遗嘱设立的形式要

件和实质要求，否则遗嘱无效，指定监护当然也无效。 (２)

指定监护遗嘱生效时，被指定的遗嘱监护人同意担任监护

人。 该被指定人员如果不是法定顺序的监护人，其有权拒

绝监护。

二、遗嘱指定监护的具体适用问题

我国《民法典》和司法解释对遗嘱指定监护的规定不

多，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适用时，需要结合继承

编和相关司法解释进行规则填充和条文解释，实践中我国可

以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被监护人为成年人的遗嘱指定监护适用性问题

我国《民法典》第二十九条遗嘱指定监护中的被监护

人，包括未成年人、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对于成年人是否应该适用遗嘱指定监护？ 学术界存在争

议。 认为“不适用”派提出：将遗嘱监护适用于成年被监

护人与现有的监护人顺位体系不协调。 针对不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配偶是第一顺序监护人，父母、子女

是并列的第二顺序监护人。 此意味着即使父母立遗嘱时有

资格监护其成年子女，但是并不表示在父母死亡时，配偶不

能恢复监护。 如果配偶一旦具备恢复监护资格的能力/权

利，按照法定监护规定，配偶则成为被监护成年人的第一顺

位监护人，此时，法定监护与遗嘱指定监护就产生了矛盾。

认为“可适用”派则认为，我国在《民法总则》中就已经把

监护对象由未成年人扩大到包括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成年

人，这是一种进步。 实践中，父母担任成年子女监护人

时，这些被监护人很多是单身，无配偶也无子女，父母想要

通过遗嘱为他们指定监护人，安排好他们的日后生活，这种

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也应该得到保护和支持。 遗嘱指定监

护虽然多适用于未成年人，但在适用成年被监护人时仍具有

重要作用。《民法典》采用了此种意见，延续了《民法总

则》中被监护人的范围规定。

(二)未成年父母中的一方设立遗嘱指定监护和另外一方

父母法定监护的冲突

《民法典》第二章第二节为“监护”，其中第二十六

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相辅相成，对未成年子女的监

护做出了规定，可以总结出：父母对子女的监护是法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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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未成年子女的第一顺序监护人。 如果未成年人的父

母具有监护能力，未被剥夺监护资格，父或者母任一方的遗

嘱指定监护不能取代具有监护资格的另外一方父母的监护。

如果父母中的一方死亡并且该死亡方立有指定监护遗

嘱，另外一方健在并且正担任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此时遗

嘱指定监护能否适用？ 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意见。 有观点

认为不能适用，参考《法国民法典》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

只有后去世的父母一方才有权为其监护的人在其去世后选定

监护人。 该观点主要理由是共同亲权的原则，认为除法律

另有规定外，未成年子女由父母共同行使亲权或共同监护。

我国没有直接认可该观点。《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第七

条，还对此种情况下的争议解决作出了规定：有关当事人对

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法院应确认健在父母为未成年子女

的监护人。 从此可以看出，遗嘱指定监护不能排除健在父

母的法定监护权，并且二者也不是同等的，但可以并存。

并存时遗嘱指定监护成为制衡健在父母的监护，二者如发生

争议，后者优先于前者。

(三)父、母分别订立遗嘱指定监护人的冲突

父母双方分别订立指定监护遗嘱，且遗嘱中指定的监护

人不同，此时如何根据遗嘱确定监护人？ 按照父母死亡的

先后顺序，分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情况一：父母死亡时间不同，能够确认死亡先后顺序。

在现实中，父母双方同时死亡的情况比较少见，一般存在先

后的死亡顺序。 如果一方先死亡，并且其立有遗嘱指定监

护人，此时健在父母仍为子女的法定监护人正行使监护权，

子女的监护权也主要由健在父母行使。 一般情况下，遗嘱

指定的监护人是对健在父母的制衡、监督、辅助，其基本不

能像健在父母一样起到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作用。 并且在

其担任遗嘱监护人的过程中，其监护行为并没有得到健在父

母一方的认可和支持。 健在父母为了对抗先死亡父母的指

定监护遗嘱，可以另行订立一份遗嘱，指定自己认可的人来

担任监护人。 在遗嘱中，其指定的监护人和先死亡父母遗

嘱中指定的人不同，此时，该如何确定监护人？ 在此种情

况下，先死亡父母一方的遗嘱可能没有考虑到情况的变化，

也没有兼顾后死亡父母的愿望，如按照该方遗嘱来确认监护

人，可能对被监护人来说不是最优的选择。 此时，如按照

后死亡父母一方的遗嘱来确定监护人可能更合适。 从各

国、各地区的立法来看很多也是如此，比较典型的有《德国

民法典》和上文所提到的《法国民法典》。 我国没有“以后

死亡一方遗嘱为准”的明确规定，这会导致实践中发生纠

纷。 但是从监护制度的基本原则——“最有利于被监护人”

原则出发，参考他国“以后死亡一方遗嘱为准”，更能解决

实际问题。

情况二：父母同时死亡，无法确认先后顺序。 如果他

们均订立了指定监护遗嘱，并且指定了不同的遗嘱监护人，

该如何处理？ 此时，我国的模式就体现出了优越性。 实践

中，法院从实际出发，参考被监护人的意见，按照“最有利

于被监护人”原则，得出的结论更加稳妥。

(四)父母中一方通过遗嘱指定监护，另一方没有通过遗

嘱指定监护

父母有权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可以更好地实现父母对

子女的监护和利益保护。 父母中的一方立有指定监护遗

嘱，另外一方若没有订立该类遗嘱，则视为其对自己权利的

放弃。 如果立有指定监护遗嘱的一方先死亡，后死亡者没

有订立遗嘱另行指定他人，也说明了其对该指定监护人的认

可。 如果是先死亡一方未立有遗嘱指定监护，后死亡者立

有指定监护遗嘱，按照后死亡者的遗嘱来确定监护人，更没

有争议。 因此，尊重立有遗嘱一方父或母的真实意愿，按

照其生前所立的遗嘱来确定监护人是可行的，能够保护被监

护人的利益。

(五)被指定监护人如何接受和拒绝遗嘱指定监护

指定监护遗嘱不仅给被指定的监护人赋予了权利，同时

也设置了义务。 按照监护遗嘱的立遗嘱人单方意思表示，

就为被指定监护人设立了义务，并且要求被指定人不能拒

绝，显然是不合理的。 被指定监护人如果不是法定顺序的

监护人，其有拒绝的权利。 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拒绝呢？ 是

要明示拒绝还是明示接受。 我国《民法典》和司法解释对

此没有规定，实践中该如何把握？

笔者支持“明示接受”的观点，理由如下：(１)我国没

有规定在指定监护遗嘱中，不能被指定监护人的人员范围，

换言之，任何人都有可能被其他人指定为监护人。 如果被

指定监护人需要积极地明示拒绝，这显然增加了其负担，仅

凭借别人单方面的法律行为就要求被指定人为此奔走、行

动，这显然是不合乎情理的。 (２)我国《民法典》实施后，

规定遗嘱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 立遗嘱人生前可能立有多

份遗嘱，被指定监护人持有的遗嘱可能并不是最后一份遗

嘱。 被监护人法律行为的相对方，根据遗嘱来确认被指定

人的监护人身份是不合适的，被指定监护人需要积极地明示

接受，并且凭监护证明来行使监护权才可行。

三、指定监护遗嘱的公证要点

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构办理。 立遗嘱人通过公

证方式订立指定监护遗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遗嘱人可以在

公证员这类专业法律人士的指导下立遗嘱，预防遗嘱无效的

情况发生。 虽然指定监护遗嘱本质上也是普通遗嘱的一

种，但是二者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公证员在办理指定监护遗

嘱公证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指定监护遗嘱立遗嘱人的身份审查

普通遗嘱的立遗嘱人只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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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身份无特殊要求。 指定监护遗嘱的立遗嘱人除了需要

具备该要求，还有个身份要求——正在行使监护权的父母。

此处的父母应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形成抚养关系的继

父母。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可知：养

父母和养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与亲生父母相同。 养父母和

生父母可以订立指定监护遗嘱，从法理上和情感上是没有争

议的。 那么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是否可以呢？《民法典》

第一千零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

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

的规定。 照此理解，此种情况下的继父母也可以订立指定

监护遗嘱。 此时，又有另外一个矛盾点：继父或者继母的

近亲属与被监护人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关于他们之间适用

“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的说法，那么继父或者

继母指定的监护人很可能与被监护人没有血缘关系，此时遗

嘱指定监护和法定顺位监护就会发生冲突，该如何处理？

笔者建议，在此种情况下，继父或者继母与受其抚养教育的

继子女的关系如果符合收养规定，可以先将他们的关系确定

成收养，此时再订立指定监护遗嘱。

(二)指定监护遗嘱内容要点

第一，指定监护遗嘱需要载明立遗嘱人的姓名、身份号

码等基本信息。 指定监护遗嘱中还涉及了其欲指定的监护

人以及需要安排的子女，所以也需要写明指定监护人以及被

监护子女的基本信息这两项内容。 第二，遗嘱中还可以写

明指定监护人的监护内容、其享有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

指定监护遗嘱一般不用设定遗嘱执行人。 第四，公证的遗

嘱必须采用打印的形式，公证员可以根据立遗嘱人表述代为

打印遗嘱，也可以把立遗嘱人提供的自书或者代书遗嘱打印

出来。

(三)指定监护遗嘱告知的问题

首先，按照办理公证遗嘱的内容进行告知，比如，遗嘱

人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立遗嘱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遗嘱

的修改和撤回方式；遗嘱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遗嘱的生效

时间等。 其次，告知《民法典》关于监护的相关内容，比

如，我国法定监护的顺位规定；指定的监护人要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和监护能力，建议在遗嘱中指定的监护人最好是

监护顺位中的监护人，此类人员与被监护人一般具有血缘或

亲属关系，能够更好地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履行好监护职

责。 最后，父、母双方共同来公证处订立指定监护遗嘱，

公证员应引导他们分别订立遗嘱。 如果父、母准备指定不

同的监护人，还应该将法律争议告知他们：是以“后死亡人

指定的遗嘱监护人为准”，还是“双方指定的不同遗嘱监护

人共同行使监护权”？ 对此法律规定并不明确。 此时公证

员应建议父、母双方指定同样的监护人，以此减少矛盾，增

加现实的可操作性。 同时，要注意的是，父、母一方订立

的指定监护遗嘱，不能排除另一方的监护权，因为父母之间

的监护没有顺位之分，也就是说不能在遗嘱中订立另一方不

得担任监护人的条款。

我国《民法典》和司法解释中关于遗嘱指定监护的规定

并不完善，公证领域对于此类事项也不常见。 在实践中，

应从“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出发，结合实际情况来解决

纠纷。 父、母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也应考虑周全，确保遗

嘱指定监护的有效性、可能性和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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