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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继承法原理》对继承法制度进行了完整全面的阐述，比较各国立法，剖析各家学说，在提炼总则的
基础上，对法定继承、遗嘱、遗赠抚养协议、遗产的处理等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完善我国继承立
法提出了独到而现实的见解，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继承编的立法体例是继承立法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本书首先比较各立法例的优缺点，再集中对
我国未来民法典继承编的立法体例问题进行探析。
因为民法法典化是大陆法系的特点，而我国未来的民事立法也以制定民法典为目的，所以探讨民法典
继承编的立法体例，离不开对整个民法典立法体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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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平华，烟台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英美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法学博士，1999年开始师从郭明瑞教授
，2002年至今于烟台大学法学院任教。
主要社会兼职有山东省法学会民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胶东法律人联谊会副秘书长等。
在《法学研究》、《法律科学》、《比较法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私法视野
里的权利冲突导论》、《土地承包经营权》等。
成果曾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山东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奖励。
主要学术领域是民法总论、继承法、侵权行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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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继承法》第10条第3款规定，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收养关系的
继子女。
婚生子女是指有合法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所生育的子女。
非婚生子女是指没有合法婚姻关系的男女生育的子女。
②在英国继承法，除生母未作成遗嘱而死亡且无婚生子女时，非婚生子女得主张有继承权外，不论对
生父或生母，非婚生子女皆无继承权可言。
在美国，生母与其非婚生子女间的继承关系为多数州所承认。
至于非婚生子女对其生父，除因准正或因收养而取得婚生子女身份时可以继承外，其他方面分歧很大
。
但自1978年以来，美国最高法院根据宪法平等保护和正当程序的规定，对30个以上的非婚生子女案件
，作出了非婚生子女在一切方面享有与婚生子女相同权利的判决，相当一部分州的法律因歧视非婚生
子女而被宣布违宪。
在德国民法，非婚生子女不能继承生父遗产，但享有受领生父遗赠的权利和遗产补偿请求权。
非婚生子女有权继承生母遗产，同婚生子女。
《法国民法典》第757条规定，经过认领的非婚生子女在继承其父母遗产时，具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
利，但同时又规定，根据不同情况，继承遗产的应继分有所不同。
在一般情况下，父母尚有婚生子女时，非婚生子女的应继分为该子女如为婚生则可取得的应继分的1
／2；而在非婚生子女为奸生子女时，只具有对生父母的扶养请求权，没有对生父母遗产的继承权。
生前生父母对非婚生子女的赠与，也不得超过无遗嘱继承时婚生子女各人的应继份额。
《日本民法典》第900条规定，在生父母尚有婚生子女的情况下，经认领的非婚生子女对父母遗产的应
继分是婚生子女应继分的1／2；与兄弟姐妹相互继承时，异父母兄弟姐妹的应继分为同父母兄弟姐妹
应继分的1／2。
在我国香港地区，非婚生子女在无遗嘱继承中，不享有对生父遗产的继承权，但对生母有继承权。
在澳门地区，原对非婚生子女的继承权有限制，自1977年司法改革后，继承法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
婚生子女同等的继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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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继承法原理》：格致：穷究法理，探求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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