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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大强（化名）与小丽（化名）于
2017年相识，后双方在各自婚姻存续期
间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小丽怀孕并于
2 0 2 0 年1 1 月在某医院生育小芳（化
名），后经鉴定小芳与双方存在血缘
关系。
  小芳出生后，大强与小丽多次因抚
养费问题发生纠纷。2022年4月，双方再
次因抚养费问题引起纠纷，协商未果
后，小芳（由其母小丽代理）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大强履行支付抚养费用
义务。

  寿光法院经审理认为，父母对子女
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
务时，未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
费的权利，同时按照我国法律规定，非
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
视。法院最终依法判决：大强自2022年9
月起每年支付小芳抚养费9600元，直至
小芳年满十八周岁止，每年抚养费于当
年12月1日前履行。

法官说法

  抚养费是指父母或其他对未成年人
负有抚养义务的人，为未成年人承担的
生活、教育等费用。抚养子女是父母应
尽的义务，也是子女应当享有的权利。
  婚内出轨是道德失范行为，理应受
到公众谴责，但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
保护问题应该受到全社会关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一条
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
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
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
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
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
  寿光法院丰城法庭庭长国仁团表
示，鉴于非婚生子女的身份问题，当事
人一般不予主动公开，因此非婚生子女

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全面而有效的法律
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非
婚生子女的权利进行了明确规定，有助
于非婚生子女权益得到全面及时保护。
  关于抚养费纠纷案件，原告一般为
子女本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其向法院
提起诉讼，审理中，法院既会考虑子女
的实际需要，又会考虑双方父母的负担
能力以及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但为人
父母也要关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身心健
康，希望能多从保护孩子的角度出发，
妥善处理好感情纠纷。

  当前，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并
存，传统家庭职能备受冲击，出
于多种原因，双方未能缔结婚姻
关系却生育了子女，即为非婚生
子女。抚养孩子是为人父母双方
的责任，任何一方都没有理由推
卸责任，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
也受到法律的保护。近日，寿光
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关于非婚
生子女的抚养费纠纷，判决由不
直接抚养的一方支付直至子女成
年前的抚养费。

抚
恤
金
不
属
于
遗
产

继
承
纠
纷
不
予
支
持

基本案情

  该案的四位原告与被告均为被继承人
的子女。在被继承人生前书写的遗嘱上，
部分内容为：“经济上没什么积蓄，唯一
的财产就是旧房子。我走后，你们将其出
售，连同政府给咱的补助，你们五个分享，
兄弟姐妹之间情谊为重。”
  据查明，被继承人遗嘱上提到的旧房
子为位于寒亭区运河西街的某幢住宅，寒
亭法院依法委托房地产资产评估测绘公司
对涉案房屋价值进行评估，评估价值为28
万余元。
  四位原告诉讼请求依法分割被继承人
的遗产，除涉案房屋外，还提到了政府抚
恤金和公积金。寒亭法院经审理认为，自
然人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
产。对于涉案房产，现有状况下，各继承
人均不同意作价补偿。根据被继承人写

明的“子女平分”遗嘱内容，法
院确认四位原告及被告对涉案
房屋各享有五分之一份额。
  抚恤金的性质属于对死者
近亲属的经济补助和精神抚
慰，因此不属于被继承人的遗
产，被继承人无权处分。原
告要求分割抚恤金的诉讼请
求，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
律 关 系 ， 本 案 不 予 处
理。原告主张的公积金

因无证据证实，
寒亭法院不予
支持。
  依照相关
法律规定，寒
亭法院最终判

决被继承人的房产由四名原告和被告各继
承五分之一的份额，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
请求。

法官说法

  寒亭法院四级高级法官朱龙堂表示，
这是一起遗嘱继承纠纷，案件当事人都肯
定了遗嘱内容的真实性，且遗嘱合法有
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
百二十三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
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
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
办理。被继承人的遗产仅一处房屋，法院
按照遗嘱内容对该房产进行了平分。
  此案特别的一点在于对抚恤金的性质
进行分析，抚恤金是对死者近亲属的经济
补助和精神抚慰，支付对象为死者的近亲
属，并非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财产，因此
不属于被继承人的遗产，被继承人不能通
过遗嘱的方式进行处分。
  本案坚持尊重被继承人的财产分配意
见，充分听取各方继承人的意见，保障了
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传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方面
具有积极意义。现阶段的继承纠纷案件
中，当事人主张分割的遗产形式多样，不
仅仅是抚恤金、公积金，还有主张生活补助
费、丧葬费的。需要注意的是，遗产是自然
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并不是所
有的诉讼主张都属于遗产的范围，而且依
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
产，不得继承。
  本版文/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
韶华

  在继承纠纷案件中，
继承人争执的焦点基本围
绕在遗产的分割上，根据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二
条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
亡 时 遗 留 的 个 人 合 法 财
产，大家广泛理解的遗产
包括自然人的房、车、储
蓄及所有物等。近日，寒
亭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
继承纠纷案中，原告提出
依法分割的遗产中包含政
府抚恤金，因抚恤金不属
于 遗 产 而 未 得 到 法 院
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