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型案例
分家单“分男不分女”
显失公平被撤销

李峰与黄霞婚后育有两儿一
女，分别为李云、李山，李艳。1991
年， 一家人一起在宅基地上搭建
房屋六间。房屋建成后，李云、李
山先后成家，1994年，李艳嫁到隔
壁村。随着时间推移，李峰两口子
行动逐渐不便。2005年，兄妹三人
商量， 父亲李峰由李云两兄弟轮
流照应。 母亲黄霞则由李艳接去
照顾。

2009年，李峰因病去世。2012
年，母亲黄霞也去世。兄妹三人料
理完黄霞的后事后， 对房产分割
发生了争执。李云、李山拿出了父
亲李峰主持订立的分家单。 根据
分家单显示， 房产六间由李家两
兄弟各分三间。李艳对此有异议。
李艳认为，父亲虽然是一家之主，
但是其主持订立的分家单 , 并没
有征求女儿的意思 , 分家单上也
没有自己的签名。 但是李云两兄
弟认为，根据村里的习俗，分家单
一般是由家长主持， 而且财产都
是分给儿子，母亲、妹妹是否签字
不影响分家单的效力。 考虑到李
艳对于母亲黄霞尽了赡养义务，
两人愿意补偿李艳8000元。 李艳
不同意，并诉至法院。

法官说法： 分家单在我国农
村广泛存在。 对于能够体现家庭
全体成员共同意志的分家单，法
律都会予以尊重与认可。 在现阶

段农村， 分家单主要存在以下三
种情况:第一，在父母主持的对家
庭共有财产进行处分时 , 其主体
有父母、分得财产的子女全体。该
主体必须以其在分家单上的签名
作为其参与并同意财产处分方式
的证明。 如果上述主体中有一人
尤其是分得财产的子女中有一人
未签名, 将直接导致分家单不能
成立。第二,当父母主持将其财产
在子女之间进行分割时 , 由于该
分家行为的本质是赠与 , 父母作
为赠与人是必须参加的主体 ,而
子女中某一个人没有参与 , 只影
响对他(她)本人的赠与行为不成
立, 其他参加人与其父母之间的
分家行为是成立的。第三 ,在子女
之间进行的分家行为（父母均亡）
和子女受父母的委托对其财产进
行的分割, 必须由子女之全体参
加方能成立。

本案中， 建房时一家人都出
工出力， 六间房产属于家庭共有
财产。 女儿李艳也是这六间房产
的权利人之一 , 对于分家行为具
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在父母的
赡养过程中， 她也主动承担了赡
养义务。因此,李艳既可以以分家
单“显失公平”申请撤销分家单，
也可以以分家单无权处分自己所
有的财产，确认分家单无效。对于
此类分家单被撤销的案件， 法官
首先要根据建房时出工出力的状
况，就家庭成员份额进行确权。由
于李峰两口子并未留下遗产，其
份额应以法定继承予以处理，李
云、李山，李艳三人具有平等的继

承权。 李艳的继承权不能被任何
人非法剥夺。

典型案例
一家人共同建房
女儿有权获房产份额

在农村宅基地上建一套属于
自己的房子， 是农民居住房屋最
重要的房屋来源。 王武与杨秀夫
妻俩就于1988年在所分的宅基地
上搭建房屋。建房时，儿子王晨与
女儿王丽都已成年。在建房时，一
家四口作出了明确的分工： 王晨
帮助父亲一起盖房、 杨秀负责采
购原料、 王丽负责做饭。 一年多
后，六间房屋拔地而起。

房屋建成后， 王晨与王丽相
继结婚。在父亲王武看来，自己的
房子以后肯定要留给儿子和儿
媳。因此，为了让王丽顺利出嫁，
王武举债给了王丽一笔丰厚的嫁
妆。 但这却引发了姑嫂之间的矛
盾。王晨之妻李娟认为，自己答应
嫁给王晨， 就是因为知道王家只
有王晨一个男孩，按照农村习俗，
王家的东西将来都应是王晨的。
王家在不富裕的情况下， 举债给
了丰厚的嫁妆， 是对自己未来利
益的侵犯。而王丽认为，父母虽然
看似让自己嫁的风光， 其实是将
自己当成了“泼出去的水”，不让
自己享受房产份额。

眼看姑嫂之间的矛盾加深 ,
为防止日后财产分配上出现问
题，王武与杨秀二老留下遗嘱，表
明将六间房屋留给儿子和儿媳继

承。二老去世后，兄妹两家的矛盾
激化，甚至还大打出手。王丽诉至
法院，要求确认自己的房产份额。

法官说法：一般来说，农村房
屋的建造年代都十分久远，同时，
建房人之间都存在特定的血缘关
系， 建房时的出资情况很难说清
楚，这也成了司法审判的难题。尤
其大量的房屋由儿子继承， 对于
女儿权益保护问题就更加迫切。

在农村， 很多人认为只有在
家庭建房时候出钱或者亲自参加
劳动， 才有资格享受对于房屋的
权利。而在司法实践中，家庭成员
只要在建房时已经成年且具有相
应的劳动能力， 就视为其在建房
过程中出资出力。 除非对方有充
分的证据予以否认。例如，在建房
时某成员正好在外地工作且并未
对家庭进行资助， 或者因刑事犯
罪被剥夺人身自由等情况。 具体
到本案， 王武与杨秀夫妻俩以遗
嘱的形式处分自己的财产， 本身
没有问题。但建房过程中，王丽也
做出了贡献。 虽然王丽仅仅是通
过做饭的形式完成相应的 “后勤
保障”，但这却解决了王武等人的
后顾之忧，也是对建房这一“家庭
工程”的分担，应视为对于房屋建
造出资出力。 所以法官在综合王
家人在建房时贡献大小进行酌情
分配。将南侧半间判为王丽所有，
其余归哥哥王晨所有。

法官点评
将加大司法救助力度

上述两起案例， 表明现实中
农村妇女财产权益受到侵害的现
象较为普遍。此类案件中，司法审
理中存在以下难点：

一是性质难辨。 对于家庭财
产纠纷涉及到家庭私权， 法律一
般不会过多的干涉， 导致该类案
件可能出现以家庭名义侵犯个人
权益等情况。 其中一些问题在法

律争议也较大。例如“分家单”这
一极具中国特色的传统习俗的分
家形式，其性质就存在争议。有当
事人认为， 分家单是当事人之间
意思表示一致的证明 , 通常包含
财产分配和子女对父母赡养义务
的分配，所以属于合同范畴。但是
我们认为， 分家单是当事人基于
身份关系、 将共同认可的财产及
赡养负担内容记录下来的证明行
为， 不具有合同的根本属性交换
性。因此 ，分家单不是合同 ,只是
一般的民事协议。

二是效力难定。据前述所言，
农村中， 女方一般不参与财产分
配。 导致部分财产分配中具有权
利的女方不参与分配等情况。例
如，在分家析产中，很多历史上形
成的分家单上没有女方的签字。
现阶段由于土地房屋价值急剧增
加， 女方认为由于没有自己的签
字，对于分家行为不予认可。在法
律上就表现出法官对于分家单效
力如何认定出现了一定的困难。

三是处理困难。 农村案件具
有历史性， 很多问题都是历史遗
留问题。例如，在分家析产中 ，对
于女性宅基地、 承包地权利进行
侵犯，但经历一定时间后，各方关
系呈现稳定状态， 法律强行介入
可能导致新的纠纷隐患。再例如，
关于外嫁女是否享有拆迁利益这
一现实问题， 法官裁判的关键在
于对房屋权属的认定， 但对于农
村而言， 由于农村的房屋具有历
史演变过程，情况更为复杂，加之
证据保存问题，处理难度较大。

由此，法官建议，应加大司法
救助力度。对诉讼能力差，又因经
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的农村妇
女，法院在考虑其诉讼费，同时，
主动与当地法律援助中心联系，
为其申请法律援助。 法院加强诉
讼指导，从立案、审判到执行各个
阶段，充分给予法律帮助，告知和
协助妇女当事人参与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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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有别”观念造成家财分配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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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建议加强司法救助 为女性财产提供保障
□本报记者 屈斌 通讯员 江鹏程 章丽

怀柔法院根据该院受理的案例情况分析， 由于农村地区男女家庭地位的不平等
现象仍未绝迹， 体现出财产权益的享有和处理上的 “男女有别”， 由此， 在农村妇女
权益受侵的案件中， 妇女在家庭生活中财产权益受侵的现象较为普遍。 为此， 法院
发布了农村妇女财产受侵典型案例， 并由该院法官王燕军做了点评。

生育二孩易引劳动争议 法官为女工和用人单位支招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实施，
准备生育二孩的在职女职工有所
增加。 为切实保护女职工的合法
权益， 北京二中院对女职工因生
育引发劳动争议案件进行了专项
调研， 并对用人单位和准备生育
二孩的女职工分别作出提示。

据统计，2013年至2015年，北
京二中院审理的因女职工生育引
发的劳动争议案件分别为39件、
18件、21件，分别占当年审结劳动
争议案件的1.1% 、0.75% 、0.87% 。
此类案件既包括因女职工怀孕流
产引发的劳动纠纷、 也包括正常
生育引发的劳动纠纷。 按照生育
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进行分类，此
类案件可划分为违法生育引发的
劳动纠纷和因合法生育引发的劳
动纠纷。 按照直接引发原因进行
分类， 此类案件还可划分为因请
假手续引发的劳动纠纷、 未缴纳
生育保险引发的劳动纠纷、 怀孕

后调岗调薪引发的劳动纠纷以及
产假返岗后无法继续从事原来工
作引发的劳动纠纷等。

在该类案件中， 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的矛盾不易化解， 最终以
调解结案的比例非常低， 绝大部
分都以判决形式结案， 相当一部
分案件还引发了二次诉讼。 针对
生育二孩的女职工如何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法官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提高法律和维权意识。
女职工应要求用人单位为其缴纳
生育保险， 以确保自己在生育期
间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如发现用
人单位未缴纳生育保险或在自己
怀孕后停止缴纳生育保险的，女
职工应及时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举报， 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责令
用人单位为女职工补缴生育保
险。 如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女职工
缴纳社会保险导致女职工生育时
无法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 女职

工可通过仲裁及诉讼途径要求用
人单位支付生育津贴、 生育的医
疗费用等。 女职工领取的生育津
贴低于原工资标准的， 有权要求
用人单位补足差额。此外，多渠道
了解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尤其对
自己可享有的产假期间做到了然
于心， 避免日后因超期休假构成
旷工而引发劳动争议。

第二， 如实告知怀孕相关情
况。女职工发现自己怀孕后，应当
及时与用人单位诚恳沟通， 告知
用人单位实际情况， 避免弄虚作
假、不守诚信。职工生育二孩的，
应当及时向用人单位提交 《生育
服务证》等生育资料。

第三，遵守请假休假等制度。
女职工孕期、产期、哺乳期确需向
用人单位请假休息的， 应当严格
按照用人单位的规定及时履行请
假手续， 避免向用人单位出具虚
假的医院诊断证明。 如因特殊情

况无法按照用人单位规定履行请
假手续的，应当如实说明情况。女
职工可通过邮件、 电子邮件等形
式向用人单位提交医院诊断证明
等请假材料，并保留相应证据，避
免因用人单位否认女职工履行了
请假手续而难以举证。

第四，注意留存相关证据。女
职工发现用人单位侵害其合法权
益的，应当留存相关证据，并尽量
通过协商方式化解矛盾。 如矛盾
无法调和的， 可向劳动行政部门
投诉、举报、申诉，依法提起劳动
仲裁及诉讼， 用法律武器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针对用人单位如何保障女职
工生育二孩的合法权益。 法官做
出如下建议：

第一， 与生育二孩的女职工
有效沟通， 并依法给予相应的待
遇，保障女职工的合法权益，避免
侵害女职工身心健康。

第二， 依法为女职工缴纳社
会保险， 保障女职工生育二孩时
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女职工领取
的生育津贴低于原工资标准的，
应当向女职工补足差额。

第三， 体现对女职工的人文
关怀，让女职工感受到温暖。在生
育二孩的女职工办理病假、 产假
等手续时，应给予宽容、理解和必
要的方便， 避免因要求过苛给女
职工带来精神压力和反感。

第四， 避免侵犯女职工生育
权益。 发现女职工的劳动合同在
孕期、产期或者哺乳期到期的，应
当依法与劳动者顺延劳动合同，
避免违法终止劳动合同。 尽量避
免对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女职工
实施单方调岗降薪行为， 如确需
调岗的， 应当尽可能与女职工协
商一致并签订变更劳动合同协议
书， 同时保证女职工工资不因生
育而降低。

□本报记者 李一然
女职工应如实告知生育情况 用人单位应依法顺延劳动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