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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聚焦

和事佬上阵

律师有话说

（本文
所涉当事人
除律师、调
解员外均为
化名）

姐弟争老房 继承权牵出“案中案”
调解员、公证员齐发力“治好”20年前的“后遗症”

本报记者 陈赛男 通讯员 徐霞

随着城市居住环境的改善，许多老房

子都面临着征迁改造，由此引发了不少矛

盾纠纷。这不，嘉兴市一对姐弟因为争抢

自家老房子的继承权，一时间闹得不可开

交，却没想到这一闹竟牵出了20年前的

真相……

姐弟争抢
老房子继承权
牵出20年前真相

姐弟俩争抢的老房子位于嘉

兴市建设街道的一处老城区，目

前由弟弟黎兵居住。

据黎兵介绍，房子是自己外

婆的，而外婆与外公只有一个女

儿，正是自己的母亲。如今，外

婆、外公与父母均已去世多年。

从法律关系来说，外婆的房子只

有姐弟两个继承人，但对于房屋

的继承权如何分配，姐弟俩产生

异议。

“按照我们农村习俗，都是儿

子继承家产，女儿外嫁了没有分

家产一说。更何况，父母生病都

是我在照顾。”黎兵说。

对于弟弟的这个说法，姐姐

黎云并不认同，“根据法律规定，

我也有继承权，这处房产理应两

人平分。”

姐弟俩各执一词、僵持不下，

黎兵这才找到了建设街道调委

会。

根据姐弟俩的叙述，调解员

徐晓兵与冯元龙初步判断是一起

隔代继承纠纷，可以依据继承法

相关规定进行调解。

然而，口说无凭，按照人民调

解相关规定，证据收集是开展纠

纷调处的基础。为此，调解员要

求黎兵及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包括姐弟俩与其父母的关系证

明，以及姐弟俩的外公外婆与其

母亲的户口关系证明，还有老房

子的产权证明。

然而，在证据核查阶段，调解

员却发现了新的问题：姐弟俩的

外婆并不是房屋的产权人，而且

姐弟俩与产权证上登记的产权人

余敏也不存在继承关系。

原来，这处老房子是由黎兵

的母亲在1998年购买的，当时房

屋的产权人为余敏。但是余敏在

1995年就已去世，如果进行房产

证更名，必须通过其子女过户再

更改，中间不仅需要办理繁杂的

过户手续，还需要一笔不小的费

用。

一来怕麻烦，二来怕费钱，黎

兵的母亲直接收下了写着余敏名

字的房产证就住了进去。这一住

就是十几年，直到城市有机更新

项目重新启动，调委会介入调解

才还原了20年前的真相。

真相大白后，原本简单的遗产继承纠纷随之升

级。

幸运的是，房屋产权人虽然没有过户，但是当

初的购房合同明确写着，该房屋已经出售给黎兵黎

云两姐弟的母亲。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解决房屋产权的确认问

题。”徐晓兵与冯元龙对案情进行分析后，建议找到

当时出售房屋的当事人，以公证的方式直接过户。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黎兵在调解员的陪同

下，找到了在南湖区法援中心值班的公证人员

进行咨询。

公证人员查看资料后告知黎兵，其房产是产权

人死后子女买卖的，合同上只有一个子女的签名，

合法性存在疑义。如果办理公证，一方面要求卖方

全部人员到场，同时还要查证该房产售卖时，是否

获得所有继承人的同意。

事情远比想象复杂得多，这让姐弟俩很为难。

怎么找到卖房的当事人？怎么查证当年房屋

的继承人？更何况自己的父母亲也已过世多年，具

体情况无从知晓。

一个个问题接踵而至，调解员一边帮着姐弟俩

出主意，建议他们从周边老住户入手查找产权人的

子女信息；一边通过社区的力量进行排查，最终找

到了余敏的两个子女：张成和张丽。

原本以为找到了产权继承人，特别是张丽作为

当年购房合同上签字的一方，事情就可以彻底解决

了。没成想，张成在电话里直言当初不知道妹妹张

丽卖房子的事情，而张丽也不愿意配合黎兵姐弟俩

办理公证。

这对兄妹的态度让调解员敏锐地察觉到事情

很可能另有隐情。在经过“背靠背”详谈之后，张成

最终说出了自己的“苦衷”。

早年间，产权人余敏育有张成和张丽两个子

女，后来丈夫去世后独自抚养孩子，并通过创业购

买了这套房产。余敏在世时，对待两个子女有所偏

爱，当时确实口头表示将房子留给张丽。因而，母

亲过世后，张丽单独处置了房产，购房款也没有分

给哥哥。这么多年下来，兄妹俩因为这件事一直心

存疙瘩。

随着当年的真相被一步步揭开，调解员也找到

了所有难题的源头——张成与张丽的家庭矛盾。

为此，调解员一方面劝说兄妹俩放下心结，一

方面也明确提出，不能因为兄妹俩的家庭矛盾而否

认现实存在的购房合同。“何况黎兵妈妈当年已经

全额付清了款项，房款也完全符合当年的房价标

准，不存在恶意购房。”

一番释法讲理之后，阻力最大的张成终于松了

口：“只要给我一些补偿了却当年没有拿到房款的

事情，就愿意协助黎兵进行房产更名。”但提到补

偿，张丽一口拒绝：“房子是当年母亲在世时承诺由

她继承的，房款没有道理再拿出来分。”

眼看着兄妹俩因为补偿问题陷入僵局，黎兵为

了尽快解决问题，又考虑到如今房价已经翻了数十

倍，而张成也没有狮子大开口，就主动提出给予张

成补偿。

有了黎兵的退让，事情总算有了进展。随后，

张成和张丽在调委会签署了调解协议，同意房产由

张丽继承，并通过法院进行了司法确认。

如此一来，原先提出的房屋产权确认公证也顺

利办理，但黎兵姐弟俩的遗产继承纠纷再次摆在了

调解员的面前。

“一方要求遵循习俗，一方要求依据法律，是否

可以从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调解员一边听取两方

当事人的陈述，一边思考解决办法。最终，在双方

争执中，调解员发现，双方都认可了在父母生病期

间，主要依靠黎兵进行照料，外嫁的姐姐承担较

少。根据继承法规定，对于赡养责任尽到多的一

方，理应获得份额较大的遗产继承。

在情理和法理的平衡之下，黎兵和姐姐最终达

成统一意见，按照8:2的比例分配征迁款。至此，一

起复杂的房产纠纷得以层层化解。

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钱晨成律师表示，房屋

属于不动产，依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房屋所有

权的归属以登记为准。本案之所以会出现“案中

案”的情形，主要原因在于当初黎兵母亲在购买该

房屋时未妥善处理房屋产权登记的变更手续。虽

然房屋在出让时仍登记在余敏的名下，但是当余敏

去世之后，自然发生遗产继承的事件。张成、张丽

兄妹作为余敏的子女系法定继承人依法享有对该

房屋继承的权利。所以，在未经张成同意的情形

下，张丽独自一人将该房屋出让给黎兵母亲的行为

在法律上视为效力待定；只有当张成、张丽二人协

商一致共同表示愿意将该房屋出让给黎兵母亲时，

张丽与黎兵母亲之间的房屋出让行为才正式发生

法律效力。

为避免类似纠纷的发生，买受人在购买二手房

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前，应当注意以下几点：1、

核对出让人持有的房屋权属登记证书与不动产登

记管理部门出具的房屋产权信息查询记录，判断

房屋是否存在权属争议；2、若遇房屋所有权人已

经去世的，则应先让相关继承人通过公证或诉讼

明确房屋的产权后，再与有单独处分权的继承人

签订合同。

买房后不及时过户“后遗症”多多

找准源头对症下药 “案中案”层层分解

调解员借力公证解纠纷 不曾想又牵出兄妹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