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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遗嘱库近日发布2024年度《中
华遗嘱库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
白皮书在对遗嘱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
上，重点对空巢老人、孤寡老人、遗嘱修
改、遗嘱管理人进行了专题研究，揭示了
遗嘱服务领域的新变化与发展趋势。

白皮书显示，立遗嘱人群数量已连
续多年增长，人们对订立遗嘱的需求越
来越旺盛。另外，对比历年所统计的遗
嘱人平均年龄，发现订立遗嘱人群的平
均年龄已连续12年降低，从77.43岁逐步
下降至67.71岁，遗嘱年轻化趋势非常明
显。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
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杨立新指出，遗
嘱普及任重道远，目前仍面临一些挑
战。“建议加强法治宣传，以‘遗嘱促成孝
道’案例来扭转‘不祥之兆’观念偏见；推
动遗产管理人资格认证与司法衔接，确
保遗嘱执行效率；探索区块链等技术在
遗嘱存证中的应用，以科技赋能法律合
规性。”

超六成遗嘱指定遗产管理人
年过七旬的郑先生夫妇，和年幼的

孙子相依为命。考虑到孙子没有生活自
理能力，两位老人到中华遗嘱库订立遗
嘱，把财产留给孙子继承，并指定了专业

机构作为遗产管理人代为管理，确保孙
子未来的生活得到保障。

截至2024年底，中华遗嘱库保管的
遗嘱中有28057份指定了遗产管理人，占
比高达 61.47%。其中，指定亲友为遗产
管理人的仍为主流，占比为84.29%；但指
定他人或机构为遗产管理人的较2023年
度增长了2.91%，占比达15.71%。数据表
明，立遗嘱人在财产传承中既依赖传统
人际关系信任，又逐步接纳专业化分工。

为使遗产得到更妥善处理，民法典
明确了遗产管理人制度，规定了遗产管
理人的选任、职责、权利等。

“民法典施行以来，遗产管理人制度
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人们在立遗嘱时
开始指定遗产管理人，并且遗嘱规划呈
现从‘家庭自治’向‘专业托管’转型的趋
势。”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遗嘱库项
目办主任陈凯认为，遗产管理人指定的
数量攀升，反映人们对制度的理解从“纸
面条款”转向“实际应用”。

陈凯举例说，指定遗产管理人可以
避免继承纠纷，降低亲情损耗。比如，一
套价值百万元的房产若未明确管理人，
继承流程可能耗时数月，而专业人士介
入可将周期压缩至30天内，并减少家庭
矛盾。

陈凯在工作中发现，遗产管理人制

度的落地仍面临一些挑战。“建议进一步
加强法治宣传，让更多人认识到遗产管
理人的重要性。同时，加快推动建立遗
产管理人职业化体系，提升社会信任
度。”

空巢老人规划财产需求上升
今年74岁的黄先生，在晚年遭受了

命运的打击——2013年女儿不幸离世，7
年后妻子也撒手人寰。在这段艰难的日
子里，他的哥哥、姐姐时常关心他，外甥
更是如同亲生子女一样照顾他。

外甥早年便常常出入黄先生家中，
帮他处理各种事务，这些年已成为黄先
生最大的依靠。前些天，黄先生在外甥
的陪同下，来到中华遗嘱库广州荔湾分
库订立遗嘱。黄先生表示，经过几十年
的相处，他对外甥充满信任，因此决定将
自己的全部财产留给外甥。这一决定不
仅是对外甥多年来悉心照料感激之情的
体现，也是为了让财产在自己百年之后
能够合法地传承给最亲近的人。

陈凯介绍说，本案中，黄先生在妻子
和女儿相继离世后，成为孤寡老人。虽
无父母、配偶、子女等第一顺位继承人，
但他的兄弟姐妹还在世。如果黄先生未
订立有效遗嘱，其离世后遗产将由尚在
世的兄弟姐妹作为第二顺位继承人依法

继承，而外甥并不在法定继承人范围内，
无法实现他将财产留给外甥的意愿。“为
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黄先生选择通过
遗嘱的形式，明确将自己的财产赠与外
甥，这一决定不仅是对财产的合理分配，
更是对外甥多年来悉心照料的情感回
馈。”

白皮书显示，2024 年，全国 60 岁以
上老年人遗嘱登记总量为40176份，空巢
老人超过六成，其立遗嘱的主要目的是
简化继承手续或避免家庭纠纷，其中
11.59%的老人选择将财产留给孙辈等非
法定继承人，反映出传统继承模式的突
破。陈凯介绍说，大城市虹吸效应催生

“老年留守”现象，北京、上海、广东等经
济发达地区已经成为空巢、孤寡老人遗
嘱规划的重要区域，这三地空巢老人遗
嘱登记量占比超77%。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于
建伟指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
要趋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今
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应对
老龄化挑战，要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相结合的格局下，推
动遗嘱服务与养老保障、法律援助等领
域融合，构建“老有善养”的立体化保障
体系。

（据新华社报道）

立遗嘱人群数量连续多年增长

遗产管理人制度加速落地

国家卫生健康委
加强产前筛查服务管理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通
知，对加强产前筛查服务提出全面规范要
求，明确机构和人员资质审批主体，强调
不具备资质的机构和人员不得开展产前
筛查服务，并建立覆盖全流程的质量管理
体系。

产前筛查是指通过临床咨询、医学
影像、生化免疫等技术项目对胎儿进行先
天性缺陷和遗传性疾病筛查。近年来，我
国产前筛查率提升较快，2023 年达到
91.3%。随着产前筛查服务体量不断增
大，相关管理和服务风险也在增高。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加强产前筛查服务管理的通知》，
产前筛查机构须经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许可，产前筛查人员须经省级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许可。明确超声产前筛查是产
前筛查的内容之一，规范超声产前筛查内
容。医疗机构为一般孕妇提供常规孕产
期保健服务时，应当明确告知其到有资质
的医疗机构接受产前筛查服务。

通知指出，产前筛查人员主要包括
从事临床咨询、超声产前筛查的临床医师
和从事生化免疫实验室检测的技术人
员。产前筛查机构应当加强产前筛查人
员岗位管理，保障产前筛查人员每年接受
不少于1次产前筛查相关专业技术培训，
对脱离产前筛查岗位2年以上者，应对其
进行复岗培训，经考核评估合格后方可安
排重新上岗。

通知强调，产前筛查机构应当按照
技术规范、标准，规范开展筛查服务，强化
知情告知、报告出具、随访等服务。强调
健全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服务网络，明确
划分产前诊断机构责任片区。

（据新华社报道）

权威发布

“包治百病”的“神医”“神药”，
“稳赚不赔”的金融理财，“保过”“包
工作”的教育培训……各种“忽悠
人”的广告乱象令消费者苦不堪
言。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
维护广告市场秩序 营造良好消费环
境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
在全国开展广告市场秩序整治。

哪些广告内容将被严查？《通
知》聚焦重点民生领域和互联网新
兴媒介，从 5 个方面明确 2025 年广
告监管有关重点任务。

在医疗、药品、保健食品、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医疗器械广告
监管方面，通知强调要从严查处宣
称保证治愈癌症、绝症或者治愈近
视等误导群众健康观念、危害群众
生命健康安全的违法广告。

在普通食品广告监管方面，通

知规定要依法查处普通食品广告宣
传具备保健功效或者疾病预防治疗
功能，以及无事实依据、违反相关标
准规定宣称“零糖”“零卡”“无添加”

“不含防腐剂”等违法违规行为。
在金融广告监管方面，通知要

求重点关注面向低收入人群、在校
学生、老年人等社会群体发布的贷
款广告，依法查处含有“免审核”“无
担保”“零利率”等明示或者暗示保
本、无风险或者保收益等内容的金
融违法广告。

在教育培训广告监管方面，通
知强调要关注面向高校毕业生、求
职者发布的职业技能培训类广告，
对于虚构、冒用国家机关名义发布
广告、广告中虚构所谓“职业资格证
书”以及宣称能“包工作”“快速致
富”等严重扰乱就业秩序的，依法会

同有关部门予以整治。
在规范互联网广告活动方面，

通知要求加大对“软文”广告的规范
力度，依法查处借助人工智能冒充
专家、学者、明星、网红等公众人物
发布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
推动互联网平台企业加强广告合规
建设、落实互联网平台责任。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通知》部署开展对广
告市场乱象的清理整治，就是要依
法打击各类严重扰乱广告市场秩
序、破坏公平竞争的违法行为，引导
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为坚持质量优先、注重保护消费者
权益的经营主体营造更加公平的市
场环境，促进相关行业坚持走高质
量发展之路。

（据新华社报道）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
决定在全国开展广告市场秩序整治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加大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新发现力度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
办公室近日发出两份通知，要求加
大老城、名镇名村、历史街区、传统
村落等重点区域新发现力度，加大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新发
现力度，并作出工作指引。

通知提出，各地在实地调查中
应加大对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的关注
力度，对于能够体现一定的地域风

貌特色、体现典型建筑风格样式、代
表特殊功能或类型、见证地区发展
历史或行业发展历史以及重要建筑
师代表作的近现代代表性建构筑物
等，如符合文物认定标准，无论是否
已经公布为历史建筑、历史风貌建
筑、传统风貌建筑等，均应进行普
查，纳入文物保护体系。

通知强调，各地在实地调查中

要加强对反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物质文
化遗产的线索挖掘与实地调查。

此外，调查过程中，凡是建于
1911年以前、主体存在的古老建筑，
无论是否已经公布为历史建筑、历
史风貌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等，均应
进行普查，纳入文物保护体系。

（据新华社报道）

新政一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