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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肖女士有过两次婚姻。多年前，
她与第一任丈夫带着儿子离开家乡，
来到上海打拼。夫妇俩天天起早贪
黑、勤奋劳作，虽然日子过得辛苦，但
丈夫体贴，孩子听话，一家人和和睦
睦。谁知天降大祸，丈夫突遭车祸，不
幸身亡，肇事司机当场逃逸，肖女士
未获任何补偿，带着儿子艰难度日。
一次机缘巧合，让她与第二任丈

夫姜先生结识。姜先生与前妻离异，
看到肖女士孤儿寡母十分同情，就收
留母子俩在他所开的旅馆落脚，并安
排肖女士在旅馆当服务员。了解了肖
女士的经历后，姜先生更是经常嘘寒
问暖、送衣送物，帮助肖女士走出
悲伤。姜先生虽比肖女士大!"岁，
但此时的肖女士迫切需要有个依
靠，年龄已不成问题，不久两人就
同居，之后领证结婚。
原本肖女士满心欢喜，对丈

夫深信不疑，谁知结婚仅#个月，
就听到丈夫与旅馆的服务员有苟
且之事的传言。肖女士刚开始并
不相信，直到亲眼看到丈夫与其
他女子鬼混，气愤至极的她摔门
而去。在肖女士的责问下$丈夫承
认自己犯错，并表示悔改，但好日
子没过多久，丈夫又故伎重演。丈
夫的所作所为让肖女士没有了安
全感，她便频繁向丈夫询问经济
情况，欲掌握家庭财政大权，丈夫
也不是吃素的，每每问起便缄口
不语。从此肖女士不仅对丈夫看
死盯牢，而且两人几乎小吵天天
有，大吵三六九，并不时发生肢体
冲突，关系陷入僵局。丈夫索性离
家出走，在外寻找刺激。尽管夫妻
关系到了如此地步，丈夫在肖女
士符合落户政策时，仍将肖女士
的户口落到自家老宅。
不久，老宅恰逢动迁，丈夫答

应给肖女士和她儿子各一套%&平
米的安置房，儿子的那套安置房
很快拿到了房产证。正在这时，丈
夫又结识了一异性，最终他与肖女士
办理了离婚手续，但丈夫不愿意将户
口分开。
离婚后，丈夫欲收回肖女士及儿

子的安置房，理由是这些安置房是因
自己旧房动迁所得。丈夫还伪造了分
给肖女士的那套动迁房的房屋租赁
协议书，擅自出租后私吞租金。肖女
士将儿子所分得的安置房出租后，他
还不时上门砸锁。
听完肖女士的哭诉，我批评肖女

士只知道索取，不懂得付出。丈夫比
自己大!"岁，本该体贴他，关心他，毕
竟丈夫在他们母子困难的时候帮助
了她，应该懂得感恩。至于丈夫欲收
回她和儿子的安置房是违反法律的。
当着肖女士的面，我跟她前夫通了电

话，果然丈夫在电话里发了一通牢
骚，指责肖女士不懂感恩，户口解决
了就过河拆桥等。当我跟他提起两套
安置房的事，他振振有词地声称，安
置房是因自己老宅动迁所得，跟肖女
士及儿子无关。我告诉他：老宅在动
迁安置前已经作价补偿，安置房是政
府给被动迁对象的住房，肖女士及其
儿子根据动迁政策所得，任何人不得
侵占；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擅自出
租，还私吞租金，这是不对的，更不能
去儿子安置房砸锁。丈夫听我讲得蛮
有道理，一时语塞。我劝他毕竟夫妻
一场，大家好聚好散，违法的事不能
做，他一一应允了。听到前夫态度转
变，肖女士也就放心地跟我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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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晔 律师

! ! ! !刘先生是家里唯一的儿子，
从小父母和两个姐姐就对他疼爱
有加，但他没有因为家人宠爱，就
飞扬跋扈，不思进取，从小就听
话、懂事，学习也不错。后来因为
历史原因，刘先生没能继续学业，
工作后，他一如既往地踏实肯干，
深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平日里，
刘先生对父母特别孝顺，有什么
好的，都会拿给父母，每逢父母生
日，刘先生都会庆祝一番，节假日
还会抽时间带父母去旅游。父母
有了刘先生这样的儿子，当然是
人前夸到人后。
早在十多年前，父母就和刘

先生一起前往公证处，签订了《赠
与合同》，并进行了公证。《赠与合
同》中约定，赠与人父亲和母亲将
他们名下的房屋无条件赠与刘先
生，刘先生表示同意接受。此后，

这套房屋仍由父母居住使用。父
母以为既然办理了经公证的《赠
与合同》，这事就肯定不会再有别
的问题了，也就没有想着再去办
理产权过户。而刘先生因为父母
在世，不想让父母觉得自己有什
么想法，也就没有提要求产权过
户的事。去年，父母先后因病过
世，而刘先生无法自己去办理产
权过户。他就去和两个姐姐商量，
大姐是同意帮着刘先生想办法，
还称如有需要，她会协助刘先生
办理产权变更的手续，可二姐却
既不表态同意帮着刘先生办理产
权过户，也不明说不同意，发展到
最后，二姐连刘先生的电话也不
接了。于是过户的事又拖了很久。
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刘先

生找到我们。听了他的讲述后，我
们收集、调查证据，并撰写了起诉
状，将两位姐姐告上法庭，要求确
认房屋归刘先生所有，两位姐姐
配合刘先生办理房屋产权变更手
续。庭审中，我们提出赠与合同是

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
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
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
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
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
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
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具有救
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
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
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
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本案
中，经公证的《赠与合同》是父母
和刘先生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
有效。鉴于父母先后过世，且生前
未留有遗嘱，两位姐姐作为父母
的法定继承人未放弃继承。《赠与
合同》中父母应尽的办理房屋产
权过户手续的义务，就由父母的
继承人即刘先生和两位姐姐承
继。因此，刘先生的诉讼请求于法
有据，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

法院采纳了我方的观点，判
决支持了刘先生的诉讼请求。

黄华明 律师

! ! ! !崔阿婆的老伴前几年过世
了，本来崔阿婆一个人住，后来
生了一场病后，就搬去和小女
儿住了。小女儿把家里的房子
租了出去，用于补贴崔阿婆的
生活费、医药费等。这样过了几
年，相安无事。

但去年，小儿子离婚的事，
却打破了平静。原来，这套房子
是崔阿婆老伴单位分给他们两
个人的，小儿子和小儿媳的户
口也在这套房子里。'(()年，可
以把公房买成产权房时，就由
崔阿婆、老伴和小儿子一家各

出了一半的钱，用崔阿婆老伴
的工龄，把这套房子买成了产
权房。当时房产证上只能写一
个人的名字，在儿子的要求下，
产权就登记在了儿子一人名
下。本来小儿子一家也住在这
套房子里，后来他们有钱了，买
了商品房，就搬了出去，房子由
崔阿婆和老伴住。现在小儿媳
要和小儿子离婚，她提出这套
房子她有一半产权，那套商品
房已经被丈夫卖了还债，她要
这套房子，还要把房子收回来，
崔阿婆没权出租。本来崔阿婆

不知道这件事，是小儿媳跑到
这套房子里赶租客，租客打了
电话，崔阿婆才知道这件事的。
这下崔阿婆急坏了，明明是自
己的房子，怎么现在就成了小
儿媳的房子呢？

听了崔阿婆的讲述后，白
青昕律师对她遇到的问题进行
了法律分析。购房时，崔阿婆虽
为成年同住人，但九四方案如
果主张共有，已超过 !&年，过
了诉讼时效，但可以确定的是，
崔阿婆对这套房子有居住使用
权。 本报记者 江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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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民法谭，既是您手中这
份沪上著名纸媒的法治类周
刊，又是新媒体时代您的“掌上
法律顾问”。

新民法谭已推出“房产律
师”和“婚姻律师”两个专栏，法
谭君邀请沪上多位知名律师，组
成栏目强大的顾问团，回答粉丝

在房产和婚姻方面的各类法律
问题。
本报读者如果有房产方面

的法律问题希望咨询律师，如
今也多了一个新渠道，可以扫
一扫，关注新民法谭微信公众
号，并给法谭君留言，律师会在

线免费提供法律服务。
法谭推出免费线上法律咨

询后，得到了谭粉与读者的大
力支持。接下来新民法谭将会
有更多的改变出现，希望大家
多多捧场，新民法谭就是您的
掌上法律顾问。

! ! ! !司老先生家里的老房子在解放
前就有了，上世纪 %&年代初土改登
记时，老房子登记在父亲、大哥、二
姐、司老先生和小妹名下。之后，父
亲因病过世，老房子无人居住，就被
司老先生堂哥一家占了。
上世纪 (&年代初，房屋管理部

门核查产权时，老房子中的一部分
才得以登记在了司老先生名下。当
时司老先生填写申请时，明确房屋
是祖传私有房屋产权，权属性质是
国有，用途为住宅。产权登记时，列
明土地权属性质为集体，用途为农
民住宅，所有权性质为私有。当时，
大哥已过世，因此房屋才登记在司
老先生名下。但私下，司老先生和大
哥的妻子及子女约定房屋两家一家
一半。后来听说房屋要拆迁，那时大
姐已因病过世了，二姐和小妹出具
了字据，同意房屋归大哥和司老先
生两家所有。而去年，司老先生与征

收单位签订了征收补偿安置协议，
取得了一定的征收补偿利益。此前，
大姐夫已过世，二姐、小妹以及大姐
的子女作为原告，将司老先生以及
大哥的妻子和子女告上法庭，要求
分割房屋征收补偿利益。

本案中的房屋是私有房屋，在
%&年代土改时，登记在父亲、大哥、
二姐、司老先生和小妹名下，故房屋
应属于他们五人共有的财产。原告
所称土改登记仅为居住人口登记，
应由父亲一人有所有房屋产权，与
政策不符，不应得到法院的采信。父
亲、大哥死亡后，他们各自所享有的

产权份额可作为遗产进行继承。在
父亲和大哥没有留遗嘱的情况下，
他们各自的遗产应适用法定继承进
行分割。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前，
二姐和小妹出具字据确认房屋归大
哥和司老先生兄弟二人所有，虽然
鉴定结论为无法判断字据上二姐的
签名是否是其本人所写，但结合本
案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其
他相关事实的认定，二姐在无法证
明其签名是伪造的情况下，应由她
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可以认定是
她们两人已放弃对房屋享有产权。
大嫂和其子女，以及司老先生

考虑到亲情，同意父亲所有的份额
由两位姐姐和小妹三人平分。最终
法院采纳了我方的观点，据此判决
所得的征收补偿利益中，二姐、小妹
和大姐的子女、取得一定金额的征
收补偿款，其余征收补偿利益归司
老先生、大嫂及其子女所有。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主任
孙洪林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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