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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阅读完整报告

今年3月，佛山华南公证处迎来了遗嘱订立年纪最小的市民，21岁的小怡希望把名
下存款留给小自己6岁的妹妹。事实上，年轻人订立遗嘱的现象并不少见。《中华
遗嘱库白皮书（2021年度）》（以下简称《白皮书》）首次公布了00后遗嘱数据
，2020-2021年订立遗嘱的人群中，00后共有223人，近一年增长了14.42%。越
来越多年轻人坦然面对自己的“身后事”。为了解大家对订立遗嘱的态度与意愿，
南都民调中心于今年6月初发起问卷调查，分析研究并发布《公众订立遗嘱态度与
意愿调查报告（2022）》。

报告显示：在知晓度方面，八成受访者了解过遗嘱订立，了解过办理程序、遗嘱内
容、订立条件者较多；在订立遗嘱态度方面，受访者持理解、支持态度的比例分别
占五成以上，超七成受访者认为有必要订立遗嘱；在订立遗嘱意愿方面，超八成受
访者表示有意愿订立遗嘱，避免意外发生后产生麻烦是主要原因；在订立遗嘱年龄
段方面，40-69岁是受访者考虑订立遗嘱最集中的年龄段，而遗嘱订立正呈现年轻
化趋势，超四成半90后、00后受访者正在考虑订立遗嘱；在订立遗嘱形式上，公证
遗嘱、自书遗嘱位居第一、二位，法律效力是主要考虑因素；受访者想通过遗嘱处
置的财产中，银行存款、不动产是优先考虑处置的个人财产，而社交账号、数字钱
包是优先考虑处置的虚拟财产。

知晓度

超八成受访者了解过遗嘱订立事宜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81.20%的受访者表示了解过遗嘱订立的相关事宜，其中表示
“非常了解”和“比较了解”的比例相近，分别占29.18%、28.94%；表示“略有
了解”占23.08%。

交互分析发现，受访者对遗嘱订立的了解程度受学历和性别的影响。受访者学历越
高对遗嘱订立的了解程度越高，其中27.25%的本科学历受访者表示“非常了解”
；而初中或以下学历者该比例为16.36%。此外，男性受访者表示“非常了解”的
比例占37.41%，比女性受访者高出约15%。

进一步分析发现，受访者表示了解过办理程序、遗嘱内容、订立条件的比较多，比
例依次为52.33%、52.03%、50.68%。值得留意的是，受访者对遗嘱效力的了解程
度相对偏低，选择比例仅占44.81%。

订立遗嘱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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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受访者接受度更高

大家对遗嘱订立的态度是怎样的？调查发现，大部分受访者持理解、支持的态度，
比例分别占52.99%、52.26%；还有28.57%的受访者认为遗嘱订立越早越好。

相较而言，受访的年轻群体对遗嘱订立持更开放、接受的态度，其中00后、90后受
访者选择“越早越好”的比例更高，均超过30%；而60后及以上的受访者该比例低
于10%，该年龄段受访者选择“抗拒”的比例超过30%。

那么遗嘱订立是否必要呢？74.11%的受访者认为必要，其中35.04%认为“非常必
要”，39.07%认为“比较必要”，仅有3.66%认为没必要。从不同年龄段来看，受
访的年轻群体认为有必要订立遗嘱的比例更高，其中90后、95后受访者该比例分别
占75.90%、79.73%；而60后及以上的受访者该比例为28.57%。

值得一提的是，女性受访者认为有必要订立遗嘱的比例更高，达到79.13%，比男
性受访者高出10%。据《白皮书》显示，2013-2021年间，女性订立遗嘱所占的比
例较高，为56.09%。

6月24日，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在接受南都民调中心电话采访时谈道：“大多数已
经订立遗嘱的女性认为，提前把财产规划好，让她们有更多的安全感，觉得生活更
有保障。”

订立意愿与原因

近半数90后00后正在考虑立遗嘱

受访者自己考虑过订立遗嘱吗？调查中，85.60%的受访者表示有意愿订立遗嘱，
其中5.62%表示“已订立”，27.35%表示“正在考虑”，52.63%表示“将来考虑
”。

交互分析发现，5.62%表示已订立遗嘱的受访者中，40后、50后占比最多，为24.2
9%，其次是60后，占11.70%”。不过，也有42.86%的40后、50后受访者表示“
绝不考虑”订立遗嘱。而27.35%“正在考虑”订立遗嘱的受访者中，90后、00后
分别占27.11%、20.51%。“将来考虑”订立遗嘱的受访者中，90后、00后分别占
59.62%、56.76%。

谈及原因，54.07%的受访者表示订立遗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后产生麻烦”，占
比最高；其次49.79%的受访者表示订立遗嘱是为了“更好地照顾家人”。但对于
不考虑订立遗嘱的受访者来说，43.48%认为“财产分配简单，无须订立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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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最高；35.65%认为订立遗嘱“不吉利”。

订立年龄段

主要考虑在40-69岁立遗嘱

有相关意愿的受访者中，他们考虑在哪个年龄段订立遗嘱？调查结果显示，40-69
岁是受访者考虑订立遗嘱最集中的年龄段，占65.48%，其中25.11%考虑在50-59
岁订立遗嘱，20.40%考虑在60-69岁订立遗嘱，19.97%考虑在40-49岁订立遗嘱
。

从受访者年龄段来看，70后、80后考虑在50-59岁订立遗嘱的比例较高，分别占41
.18%、35、81%；而90后考虑在30-39岁订立遗嘱的比例更高，占30.17%；还有
14.62%的00后考虑在30岁以下订立遗嘱。

综合来看，一方面，遗嘱订立正逐渐迈向年轻化，越来越多90后、00后在自己还年
轻的时候就考虑安排“身后事”。另一方面，长者群体考虑订立遗嘱的意愿呈现两
极化。仅少部分受访长者接受遗嘱订立，大部分的长者仍表示不考虑订立遗嘱。

订立遗嘱形式

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位居前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134条至1139条规定，遗嘱形式分
为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并且对
这6种不同遗嘱形式，分别作出了具体要求。

问及有意愿订立遗嘱的受访者，公证遗嘱、自书遗嘱分别位居第一、二位，选择比
例分别是51.21%、41.80%；随后是打印遗嘱，占30.13%。交互分析发现，表示“
已订立”遗嘱的受访者中，选择公证遗嘱的比例更高，占58.70%。

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朱建超律师表示，民法典废除了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原则
。这意味着，上述六种遗嘱形式都是合法的，订立有效遗嘱，需要符合相应法律规
定。但需要注意的是，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受访者订立遗嘱时，法律效力是最主要的考虑因素，占60.20%；其次是操作便利
度，占49.93%。交互分析发现，00后、90后受访者认为法律效力更重要；而60后
、50后、40后受访者除了看重法律效力，还看重操作便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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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处置

银行存款和不动产是重点

在有相关意愿的受访者当中，大家会通过订立遗嘱处置哪些财产？本次调查中，受
访者考虑处置银行存款、不动产（房产、车位、商铺等）较多，分别占69.90%和6
6.33%。

除了常见的财产分配之外，考虑将虚拟财产（社交账号、虚拟货币等）纳入遗嘱的
受访者也不少，占30.39%。

有意思的是，女性受访者考虑将银行存款、不动产纳入遗嘱处置的比例更高，分别
达75.21%、74.93%，比男性受访者高出约20%。而男性受访者则更重视处置虚拟
财产、公司股权，各占31.94%。此外，受访的年轻群体对虚拟财产的重视度也相
对较高，00后、90后该比例分别占39.23%、31.97%。

具体而言，社交账号是受访者最重视的虚拟财产，占55.40%，不少受访者在问卷
调查中都提到微信、微博、QQ、抖音等社交帐号。数字钱包是受访者第二重视的
虚拟财产，占45.54%，比如支付宝、微信钱包、云闪付等。还有16.43%的受访者
考虑到自己的网络游戏账号，尤其是男性受访者，选择比例达20.87%。

问及原因，55.40%的受访者认为虚拟财产“可以留给亲友作纪念”，占比最高。
另外，分别有44.13%、43.66%的受访者认为虚拟财产“有变现价值”“记录了生
活点滴和感悟心得”。

遗产继承人

第一顺位继承人首选子女

受访者希望将遗产留给谁来继承？民法典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一）第
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二）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
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
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而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第一顺序继承人中，选择由子女继承的最多，比例占50.3
1%，其次是选择由配偶继承，比例占24.75%。在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情况
下，在第二顺序继承人中，兄弟姐妹继承位居首位，比例占43.33%。

调查还发现，有不少受访者希望在遗嘱留言中“交代身后事”、写下“对继承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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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咛与嘱托”，两者比例相近，分别占47.13%、46.01%；还有40.52%的受访者打
算写下“订立遗嘱的原因和想法”。

调查总结

纵观本次调查结果，主要有以下五点发现。首先，公众对遗嘱订立的接受度越来越
高。调查中，大部分受访者对遗嘱订立都秉持着理解、支持的态度，两者比例均超
过50%；认为有必要订立遗嘱的受访者占了74.11%；有意愿订立遗嘱的受访者更
高达85.60%。遗嘱订立不再是大家忌讳谈论的话题。

第二，遗嘱订立逐渐呈现年轻化趋势。90后、00后受访者认为订立遗嘱越早越好的
比例均超过30%；这两个群体分别考虑在30-39岁、30岁以前订立遗嘱的比例较高
，分别为30.17%、14.62%。可见，订立遗嘱不再只是年老或病重时考虑的事。

第三，遗嘱订立的知晓度、订立意愿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相对来说，男性受访者
对遗嘱订立的知晓度更高，但女性受访者认为有必要订立遗嘱的比例高出男性10%
，达到79.13%。这意味着，女性对遗嘱订立的需求更高，提前处置财产，能为她
们带来更多的安全感。

第四，越来越多人考虑到虚拟财产处置。调查中有30.99%的受访者打算将虚拟财
产纳入遗产处置，比如社交账号、数字钱包等。而受访的年轻群体、男性群体更是
考虑处置虚拟财产的主力军。

第五，权威的遗嘱服务信息存在普及必要性。60.20%的受访者表示订立遗嘱时首
先考虑法律效力；但仅有44.81%的受访者表示了解过遗嘱效力的相关信息。这从
侧面反映出，受访公众了解权威信息、有效遗嘱订立的需求度，远高于他们自身对
这方面的了解度。两者存在落差，公众容易订立无效遗嘱，值得引起重视。

律师提醒

那么具体有哪些情况容易被认定无效遗嘱？广东天穗（深圳）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
委员会主任关元朝律师表示，实际办理过的案件中，以下三种情况，值得引起大家
重视：

●将公证签名误认为是公证遗嘱

实际生活中，有些人自拟遗嘱，然后拿去公证处公证，但并非做公证遗嘱，而是做
了公证签名。公证签名指的是，只公证协议或合同中是本人签名，而不审核具体内
容。这意味着，公证员不会审核遗嘱内容是否合法有效、是否具备可操作性。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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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起草的遗嘱内容是手写，只要内容合法且具备可操作性，即便只做公证签名，
也是一份有效的自书遗嘱。如果自己起草的遗嘱是打印，当少了两位见证人，而且
只做了公证签名，即便内容合法且具备可操作性，这种情况既不属于打印遗嘱，也
不属于公证遗嘱，会直接导致所立遗嘱无效。在此提醒大家，去公证处一定要交代
公证员，做公证遗嘱，而非公证签名。

●代书遗嘱中缺见证人签名或只有一人签名

这种情况是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构成要件，没有见证人签名或只有一个见证人签名，
即便遗嘱内容有效，但不构成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最终会被认定为遗嘱无效。

●遗嘱中处分他人财产

立遗嘱人只能处分自己名下的合法财产，不能处分他人名下财产。典型的情况是借
名买房，买房的钱是立遗嘱人提供，但房子是登记在他人名下。很多人会自认为该
房子是属于自己，可以用遗嘱的方式分配该房产。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只要房子
没有登记在自己名下，在没有经过法院判决认定房子权属属于立遗嘱人之前，立遗
嘱人在遗嘱中处分该房产，不具备法律效力。

样本说明

南都民调中心于2022年6月6日至6月20日期间开展本项调查，一方面通过网络问卷
调查的方式推广问卷，另一方面进行电话及线下采访。调查共回收839份有效问卷
，其中男性受访者占50.55%，女性受访者占49.45%。从年龄段来看，90后占37.8
5%，80后占24.42%，00后占18.44%，70后占11.11%，60后及以上（含40后、5
0后）占8.18%。从学历来看，本科学历者占比最高，占40.17%，其次是大专学历
者，占27.35%。从居住地来看，北上广深占29.67%，其他省会/直辖市、普通地级
市分别占24.05%、23.57%，县级市占12.45%。

社会调查与公共舆情研究课题

社会群体与公众心理研究

项目出品：南都民调中心

项目监制：谢斌 张纯

项目执行：南都研究员 麦洁莹 文轶然 涂长芳 实习生 章馨月 林函霓 韦力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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