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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随着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不断减少，保护遗产已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议题。

通过立法手段对遗产范围进行界定和保护，有助于维护国家的历史、文化和自

然价值。

立法模式的多样性
不同国家和地区在遗产保护立法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各种立法模式有助于

为我国遗产保护提供借鉴和参考。

研究背景与意义



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遗产范围立法

模式的研究，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遗

产保护立法模式，为完善我国遗产保

护法律制度提供理论支持。

如何界定遗产范围？各种立法模式在

保护遗产方面有何优缺点？如何构建

适合我国国情的遗产保护立法模式？

研究目的和问题

研究问题

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
采用比较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等方法，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遗产范围

立法模式进行比较研究。

研究范围

本研究将涵盖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重点关注在遗产保护方面具有代表

性或特色的立法模式。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国内外相关理论和实践进行

梳理和评价。

研究方法和范围



遗产范围立法模式的理论基础
02



遗产范围是指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的范围，

包括积极遗产和消极遗产。积极遗产指被继承人遗留的各种

财产和财产权利，消极遗产指被继承人遗留的债务和负担。

遗产范围的概念

根据财产的性质和来源，遗产范围可分为动产和不动产、有

形财产和无形财产、积极财产和消极财产等。

遗产范围的分类

遗产范围的概念和分类



立法模式的概念和类型

立法模式的概念

立法模式是指国家在立法过程中所采

用的法律规范的结构形式和表达方式。

立法模式的类型

根据立法主体和立法程序的不同，立

法模式可分为中央统一立法和地方分

散立法、单行立法和综合立法、法典

式立法和单行法规式立法等。



必要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财产观念的转变，遗产范围的界定和处理涉及到越来越多的法律问题。制

定专门的遗产范围立法，有利于明确遗产范围的法律界定，保护继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

正义。

可行性
我国已经具备了制定遗产范围立法的社会基础和法律基础。一方面，社会公众对于遗产范围的关注程

度不断提高，为遗产范围立法提供了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我国现行的《继承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为

制定专门的遗产范围立法提供了法律基础。

遗产范围立法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国内外遗产范围立法模式的比较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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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式立法模式

此种立法模式对遗产范围的规定较为

抽象和概括，通常只列出一些一般性

的财产和权益，具体遗产内容需要依

赖法律解释和司法实践来确定。其优

点在于灵活性高，能够适应社会经济

发展的需要；缺点在于不确定性较强，

可能导致法律适用的困难和争议。

列举式立法模式

此种立法模式对遗产范围的规定较为

具体和详细，通过列举的方式明确遗

产包含的具体财产和权益。其优点在

于清晰明确，易于理解和适用；缺点

在于可能过于僵化，无法涵盖所有类

型的遗产，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可

能需要不断修订和完善。

混合式立法模式

此种立法模式结合了概括式和列举式

的特点，既对遗产范围进行了一般性

的规定，又通过列举的方式明确了部

分具体财产和权益。其优点在于既具

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提供相对明确

的指导；缺点在于可能仍然存在一些

模糊和争议之处。

国外遗产范围立法模式的类型和特点



现状

我国现行继承法对遗产范围的规定采用了概括式与列举式

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即一方面规定了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

人合法财产为遗产，另一方面又通过列举的方式明确了部

分具体财产和权益。此种立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我

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要点一 要点二

问题

首先，我国继承法对遗产范围的规定较为模糊和抽象，缺

乏具体的操作性指导，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的自由

裁量空间，可能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其次，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和新型财产权益的出现，现行继承法关于遗产

范围的规定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实需要，一些新型财产权

益如网络虚拟财产、数据资产等是否属于遗产范围存在争

议。

国内遗产范围立法模式的现状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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