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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摘要咽 

榮民的遺產繼承問題近來廣受矚目，本研究先以遺囑相關判決對榮民繼

承之特徵進行簡單的實證觀察，輔現其數量以人口比例言相當多，可能因為

單身亡故榮民在台灣並無法定繼承人，預立遺囑比率高之故を其次，在榮民

可選擇的遺囑形式中，公證遺囑之可信度最強，少數進入訴訟者，均為法院

肯定其效力をа筆遺囑則容易要式不備，不過有些法院承認無效遺贈轉化為

死因贈與，迂迴達成榮民遺願を其次，再對榮民涉訟遺囑進行裁判內容Ε析，

探討法院對於不同種類的遺囑，採取何種標準認定其效力；而無效的遺囑，

法院如何改解釋為死因贈與使之る起死回生れ，並檢討法院見解之當否；最

後，榮民涉訟遺囑內經常出現る後事或遺產全權交衣某人處理れ之文句，其

性質是遺贈｠遺囑執行抑或委任，本文認為須依個案的事務內容｠明確性和

實現可能性，具體判斷和解釋を榮民判決的Ε析成果，可呼應繼承法的比較

法研究，亦即家庭結構及遺產性質之轉變，將使遺囑及涉訟數量增加，因此

對未來台灣社會有重要意義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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