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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公证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及对策

◆王日萍

(江苏省泰州市泰州公证处, 江苏 泰州２２５３００)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的法律意识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订立遗嘱成了越来越多人处

理身后财产的一种方式,这种方法不仅使老人的赡养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同时,还能够将遗嘱人的意愿真实表达出

来.相比于法定继承,遗嘱继承的法律效力受限.随着司法鉴定工作的逐步推进,一旦遗嘱继承失效,不仅会违背遗

嘱人的意愿,还会在继承人之间引起纠纷.鉴于此,本文立足于遗嘱的形式要件,围绕遗嘱公证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

问题及应对策略展开了如下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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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嘱继承是遗嘱人根据自己的真实意愿，在身前指定继

承人继承自己死后财产的一种行为，遗嘱继承对遗嘱的合法

性和有效性要求较高，体现了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决定着被

继承人对遗嘱中财产的处分权。 相关法律法规表明，遗嘱

继承效力优先于法定继承。 为保证遗嘱公证在司法实践中

的应用效果，就需要从自身实践经验入手，从多个层面分析

遗嘱公证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围绕具体问题提出问题的应

对策略，以便为后期遗嘱公证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一、遗嘱的形式要件

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契约自由和财产权的支撑，这两

项法律支柱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建了良好的环境。 从一定

程度上而言，公民个人财产权和市场经济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有着直接关系，保护好个人财产权，能够提高人们创造财富

的积极性，能够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为

了能够使公民去世后的财产得到有效处理，就需要在宪法上

肯定公民的继承权和私有财产权，原《继承法》中还明确了

公民享有死后处理财产的权利。 公民在合法处理自己生前

所有财产的同时，还能够以立遗嘱的方法让继承人遵从自己

的意愿。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尊老爱幼的良好美德至

今仍在传承，原《继承法》中也体现了这种观念。 遗嘱生

效是建立在遗嘱人死亡的基础上的，这样一来就能够避免遗

嘱继承人在生前争夺财产而引起家庭纠纷，同时，还能够保

障遗嘱人的自身利益。 但是，遗嘱人死亡后，遗嘱继承也

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无法明确遗嘱人订立遗嘱的意

愿，而且不能对遗嘱进行更改，只能严格按照遗嘱人生前订

立的遗嘱内容严格执行。 由此可见，一份基于遗嘱人真实

意愿的完整遗嘱非常关键。 所以，遗嘱人在订立遗嘱时要

严格按照规范要求进行，确保遗嘱的规范性，以免因自己一

时冲动而随意做出决定，增加后期变更的概率，要确保遗嘱

的合法性。 一旦出现遗嘱纠纷，进入法院后，在规范的制

度体系下，能有一个清晰的衡量遗嘱的裁判标准，在尽可能

节省司法资源的同时，还能够有效应对社会纠纷。

公证遗嘱对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的要求都比较严格，在

立遗嘱人申办了遗嘱公证后，需要在公证员的协助下办理遗

嘱。 通常情况下，经过公证的遗嘱不会由于违反了法律规

定而被视作无效，主要是因为公证员未能严格把控遗嘱内

容，立遗嘱处分也必须在确保个人财产合法性的前提下

进行。

二、办理遗嘱(遗赠)公证告知书内容

(１)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严格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对其个人财产的处分或者其他事务

的处理即为遗嘱，遗嘱的法律效力在遗嘱人死亡后才产生，

属于一种单方民事行为。 通过订立遗嘱，能够让遗嘱人指

定个人财产由一人或者多人来继承。 遗嘱继承人可以是遗

嘱人的法定继承人，同时，也可以是集体、国家。

(２)遗嘱人遗嘱中处分的财产必须是遗嘱人个人的合法

财产，否则将会造成遗嘱无效或者部分无效。

(３)所立遗嘱必须是遗嘱人的个人真实意愿，如果受到

欺骗或者胁迫，就需要及时告知公证人员进行公证，否则将

有可能导致遗嘱无效。

(４)在遗嘱人订立遗嘱的时候，遗嘱人必须对父母、子

女以及配偶的基本情况进行如实陈述。

(５)要明确立遗嘱人在订立遗嘱前是否立过遗嘱、是否

具备遗赠抚养协议，如果有赠遗抚养协议、立过遗嘱，必须

如实告知。

(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来看，夫妻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继承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双方共同所有，但

是，遗嘱中确定了只归夫方或者妻方一方的财产除外。 立

遗嘱人有权在遗嘱中指定遗产只归继承人一方所有，不将其

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当然，立遗嘱人也有权不作任何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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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遗嘱(遗赠)订立后，如果情况发生变化，就需要进

行变更或者撤回，对于变更或者撤回的，无需办理公证，但

是，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法律形式执行这些操作。

(８)遗嘱人或者遗嘱人委托的遗嘱保管人，要在合适的

时间告知受遗赠人遗嘱内容；在开始继承后，要求受遗赠人

需要在知道受遗赠的６０日内表示接受遗赠，如果到期后还

没有表示，将视为已经放弃接受。

(９)对于没有生活来源且缺少劳动能力的法定继承人，

遗嘱人要保留遗赠份额，否则将遗赠视为无效或者部分

无效。

(１０)在订立遗嘱(遗赠)后，如果处分的财产发生了变

化，就必须变更或者撤回遗嘱(遗赠)，否则将会影响遗嘱

(遗赠)的执行。 值得注意的是，变更或撤销遗嘱(遗赠)必

须满足相关法律规定要求。

(１１)遗嘱生效后，遗嘱受益人在办理继承手续时，公证

处要通知继承人相关情况，此时，可能会由于继承人或者其

他法定继承人的异议而影响公证的办理，面对这种情况，就

需要通过诉讼或者其他法定途径进行处理。 并且要在适当

的时候用恰当的方法，将遗嘱受益人通知以上告知内容。

三、遗嘱公证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遗嘱情况的审查存在一定的难度

我国原《继承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遗嘱的查询制度，

而且对于遗嘱的等级也缺乏明确的规定。 对此，如果想要

详细查询被继承人生前立过的遗嘱难度较大，而且无法保障

遗嘱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如果遗嘱人立了多份遗嘱，往往

只承认最后一份遗嘱的法律效力。 对此，公证人要想证明

哪份遗嘱是遗嘱人最后一份订立的遗嘱，就需要通过询问遗

嘱人家属来获取相关信息。 但是，这样一来在个人意愿的

影响下，会影响遗嘱内容的真实性，影响最后一份遗嘱的判

定结果。 再加上受遗嘱唯一性特点的影响，要求遗嘱被所

有继承人认可，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很难确定。 其

中，遗赠继承是遗嘱继承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相关遗赠继承

对象在法定继承人之外，换言之，其他人员也有可能继承

遗嘱。

(二)审查被继承人债务情况存在一定的难度

我国当前现行的法律条款并没有对自身财务状况的登记

提出强制性的要求，因此，遗嘱人死亡后要想认证生前财产

难度较大。 要想了解他人的财务状况，主要是通过询问知

情人来进行的，这样一来就会将他人的财务状况完全公开。

同时，还会面临个别继承人只考虑自身利益而故意隐瞒财务

状况和债务问题的现象，不利于继承人了解属于自己财务状

况的内容。

(三)对全部继承人的身份审查有难度

当前，家庭关系的证明方式是通过居民户口本来呈现

的，这同样也是合法证明继承人和被继承人之间关系的证

据。 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公证人很难核实被继承人的身

份。 比如，在独立申报居民户口环节，由于家族户口本中

没有出现户籍，无法证明公民和被继承人之间的关系，但事

实上他们就是一家人，是家庭成员中的一份。 此外，被继

承子女在成家立业后，就会划离原本的户籍，但是，从法律

层面而言，该子女户籍和原户籍仍然是继承与被继承的

关系。

四、遗嘱公证在司法实践中的优化策略

(一)完善立法和公证相关制度

为了能够从根本上降低遗嘱公证风险，就需要在制定的

约束下确保公证行业的健康发展。 因此，要制定完善的公

证制度和立法制度，确保遗嘱具备真实性、公正性和有效

性。 首先，要求相关部门建立完善的法律规章制度，结合

行业的发展特点以及发展目标，细化遗嘱执行标准，针对遗

嘱执行提出可行性的策略。 其次，要做好遗嘱公证环节的

监督管理工作，为各项工作的合法化开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此外，提升公证人员的综合素养，通过定期培养公证人员的

职业素养，以及使其熟练掌握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公证队

伍综合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此外，强化技术方面的投入，

确保公证人员具备遗嘱造假辩证能力，尽可能降低遗嘱公证

风险。

(二)完善遗嘱公证的相关程序

为保障遗嘱公证结果的法律效力，就需要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制度，做好遗嘱公证工作。 同时，从立法层面而

言，要优化遗嘱公证流程，确保遗嘱公证环节的有序推进，

为遗嘱公证提供可靠的依据，强化遗嘱公证的可行性和真实

性。 此外，公证人员要具备回避意识，了解回避义务，自

行规避风险。 在签订相关材料的时候，为避免材料疏漏，

要加强对材料的审查，查看是否有专业公证人员的签字以及

手印等，保障材料内容的真实性、全面性和公正性。

(三)严格审查遗嘱意愿及遗嘱内容

遗嘱人资源订立的合法遗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反之，

如果遗嘱人受到了他人的胁迫、欺骗或者威胁订立了遗嘱，

便不能将其作为继承人继承财产的有效凭证，遗嘱内容必须

充分反映遗嘱人的真实意愿。 所以，公证机构应该加大对

这方面内容的审查力度，详细阅读遗嘱中的所有内容，对遗

嘱中是否存在违规以及违法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并予以纠

正，否则将无法保障遗嘱的法律效力。 值得注意的是，公

证人还应该加强对立遗嘱人应有财产的审查力度，查看其是

否完全属于个人财产，要明确区分财产，将可以作为遗嘱的

部分标注出来，并及时告知立遗嘱人。

(四)严格履行遗嘱公证的告知义务

基于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公证人在进行遗嘱公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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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明确遗嘱公证的法律效力，提前向当事人申请讲解法

律法规相关内容，尽可能减少违规操作的行为，将遗嘱公证

环节存在的风险降到最低。 但是，遗嘱公证过程繁琐，而

且对法律法规的细分比较笼统，对此，很多公证人员在公证

环节往往为了能够节约时间，而存在着未能认真履行遗嘱公

证告知义务的情况，遗嘱公证流于形式，从法律层面增加了

遗嘱公证的风险。 所以，实际遗嘱公证工作的开展，要求

公证人员必须向事人详细讲述相关内容以及注意事项，确保

遗嘱公证的规范化、标准化、合法化开展，充分体现出遗嘱

公证的公信力，从而有助于公证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保。

(五)严格记录公证谈话的内容

遗嘱的真实性和公正性需要通过多个环节来反映，从客

观层面而言，每个环节处理得越细致，遗嘱内容的真实性越

高。 所以，在保证流程规范化、遗嘱内容完善以及做好遗

嘱意愿审查工作的基础上，还需要详细记录遗嘱公证环节的

谈话内容。 当前，在我国信息化技术发展应用过程中，遗

嘱公证逐渐应用了网络化系统，尽管公证人可以直接使用网

络信息资源，但同时，也存在着公证谈话内容流于形式的现

象，无法保障谈话效果。 因此，对于公证谈话内容的记

录，要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做到真实记录，严禁使用模

板，否则将会增加遗嘱公证难度。

(六)规范录音、录像的相关流程

从法律层面而言，遗嘱人是否死亡直接决定着遗嘱公证

效力，如果遗嘱人离世，就缺少了有效的遗嘱证据，增加了

遗嘱公证风险，难以展现出遗嘱最真实的内容。 对此，要

用录像和录音方法公证遗嘱，以此来保护遗嘱人以及继承人

的合法权益，同时，还具有很好的监督作用。 除此之外，

如果立遗嘱的人是弱势人群，更需要注重遗嘱公证环节，在

遗嘱公证过程中做好录像以及录音等操作，以免出现一系列

不必要的风险，保障遗嘱的公证力和执行度，确保遗嘱继承

人在遗嘱人真实自主意愿下合法继承遗产。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遗嘱公证很难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缺少

家庭生活的参与度。 所以，不仅要重视遗嘱继承方面的公

正性，同时，还需要在生活方面也高度重视。 尽管遗嘱公

证在实际落实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难度，但是，仍然需要将

公平公证原则作为首要理念，确保各项事务具备法律效力，

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保障人们的权益，以此来推动社会的快

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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