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哥外出参军， 户籍
上没有名字

陈家共有五个兄弟姐妹， 大哥

早年参军， 大姐、 小妹先后出嫁，

四弟入赘， 五弟随父母一直居住在

老宅中， 宅基地证上仅有爷爷与五

弟一家的名字。 两年前， 农村宅基

地动迁， 兄弟姐妹通过家庭会议一

致决定有偿退出， 即自愿选择退出

宅基地， 得到一次性补偿款（其中

宅基地补偿款 150 万， 房屋补偿款

45 万）， 但这笔补偿款怎么分， 却

出现了矛盾。

“我当年外出参军， 户籍资料

上没有我的名字。 但农村的习俗就

是儿子继承这套房子。” 大哥翻出

了之前大家共同签署的协议， 指明

钱由自己和五弟均分。

“我不认！ 这协议是大哥骗我

签的。 这房子立基人就是户籍资料

上的爷爷和我们家， 爷爷去世得

早， 所有款项应该由我家所有。”

五弟矢口否认大哥所指的协议。

大姐、 小妹就更为不满了：“此

前老人在世的时候， 都是我们两个

女儿照顾的，有义务找女儿，有好处

全部给儿子，这算什么道理！ ”

这个家族有五个兄弟姐妹还有

旁系姑姑， 从爷爷作为立基人开始

涉及到祖孙三代。 谈话中， 大哥和

五弟依然各持己见， 争取自身利益

的最大化， 大姐和小妹则认为补偿

款大家应当都有份， 四弟提出宅基

地退出补偿款由大哥与五弟平分，

其余的款项由他与大姐、 小妹平

分。 不过， 五人一致同意补偿款分

给姑姑一部分。

当年这个大家庭孩子多、 负担

重， 父母无暇管孩子， 都是大哥帮

忙照看。 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

担， 大哥主动放弃学业服兵役， 退

役后又挑起了照顾大家庭的责任。

父母在世时， 一直默认房子是留给

大哥和小弟的。 宅基证上无名是政

策原因， 但不能因此抹杀大哥对这个

家作出的贡献。

综合五人的诉求， 法官与调解人

员就可行方案进行讨论： “老人生前

想把房子留给大哥和五弟的意愿是明

确的， 而且大哥和五弟也签订过均分

协议。 另外， 将一部分补偿款给姑姑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开了一场特殊的“家庭
会议”

鉴于宅基地立基人的归属问题是

调解的卡点。 为此， 法官邀请村委

会、 镇规建办一起参加调解， 由村委

会和镇规建办对涉案宅基地立基人、

房屋户籍资料、 房屋现况及退出情况

进行见证。

考虑到兄弟姐妹之前关系融洽，

经常通过家庭会议方式决定重大事

项， 所以法官也没有采用传统的

“背对背” 调解方式。 法官尝试换一

种思路， 由调解员将问题摆上“家庭

会议”， 家人们逐项讨论， 再由法官

针对性释法说理， 给出调解方案。

“大家听一下，建议的调解方案是

这样的：首先，宅基地退出的补偿款不

属于遗产。 其次，针对房屋补偿款，因

为去世老人没有遗嘱， 兄弟姐妹享有

均等份额。 最后，你们都同意给姑姑，

考虑是每个人都拿出一点金额吗？ 这

钱毕竟是父母留给你们兄弟姐妹的。”

“王法官， 为什么宅基地补偿款

不能分？ 明明宅基地和房子都是一体

的呀？” 五弟始终不解。 法官耐心解

释道： “宅基地不能继承， 宅基地上

的房屋可以继承。 宅基地的所有权属

于村集体， 村民只有宅基地使用权，

因此这笔有偿退出宅基地的补偿款不

属于遗产， 应当归属立基人。”

“姑姑拉扯我们长大真的不容易，

我们同意给她 10 万元。”

“虽然法官说宅基地补偿款不属

于遗产， 但是我也愿意多拿一点出来

表达对姑姑的心意。”

“我和小妹家条件比较好， 都有

退休金， 我们愿意少拿点补偿款。”

在法官指导下， 五姐弟理解了相

关补偿款的分配原则， 各方达成一致

并签订调解协议。 这场调解室里的家

庭会议解决了大问题， 也让五颗心又

重新团聚。

男方要求退装修款以
及钻戒

男方小李家住上海市中心的一

套公租房内， 面积大约 80 平方米

左右。 而女方小陈家庭因为享受过

近年来旧改征收的福利政策， 分得

两套二室一厅的产权房， 住房条件

比男方好。 为了方便互相照应， 双

方家庭同意将女方名下一套产权房

作为婚房， 男方则负责出资婚房装

修事项。

于是， 小李于婚前开始陆续出

资装修房屋。 然而，装修过程中，小

陈认为小李过于“抠门”。例如，在装

修开始前， 经常为了买到更便宜的

装修建材， 让她顶着烈日排队抢折

扣券， 哪怕一支胶水也要根据价格

“货比三家”， 并且装修过程中经常

询问嫁妆的价值，令她不快，分歧由

此产生。 小陈多次与男方家庭沟通

未果后，正式提出分手。

提出分手的时间恰好是房屋装

修准备验收的阶段。 男方便认为女

方意欲雇佣“无偿的装修出资人和

工程质量监理”才交往，一度情绪激

动使矛盾激化。 男方曾带多名亲友

到女方家中， 要求女方退还装修费

及当初赠予的订婚钻戒， 直至警察

到场才使得矛盾暂时平息。

起先， 女方并不愿意出面参与

调解。 女方认为男方对金钱看得太

重，还对自己出言不逊，完全不顾过

往情谊，已经没什么可谈，并准备诉

讼解决。律师表示，调解是解决婚恋

矛盾的最佳方法。若提起诉讼，时间

漫长，积怨更深，何不参与调解、当

断则断？

另一方面， 律师也六次单独会

见了男方的父母。 其间发现， 男方

母亲爱子心切， 过于“钻牛角尖”，

她一口咬定女方“骗婚”， 不但骗

走了自己 20 万元的装修“彩礼

钱”， 还将她和儿子作为免费劳动

力， 心中十分不甘， 要求女方退还

所有装修费用、 补偿婚姻无法缔结

的“违约金” 并归还订婚钻戒。 律

师坦言， 除非男女双方有非法目

的， 婚姻的缔结与经济合同的缔结

不同， 无法追究对方的过错责任。

同时， 律师也劝解男方父母， 现在

分手总好过结婚后再离婚， 孩子早

日开始新生活才更为重要。

见时机成熟， 律师主动邀请双

方共同来到福民法律服务中心召开

调解会。 会上，女方家庭表示，女方

虽认可装修款及钻戒实属男方出

资， 但鉴于男方多次的骚扰辱骂等

过激行为，严重伤害了自己的感情，

因此他们并不打算归还这笔装修

款，认为这是对男方行为的“惩罚”。

男方家人听此言论， 更是气不打一

处来，小李母亲直指女方“骗婚”、动

机不纯，数次与女方起争执；女方家

人见女儿遭此侮辱，也不甘示弱，场

面一度混乱。在律师的强硬态度下，

双方终于停止争吵。

双方消解怒火， 补偿
金额达成一致

律师趁此机会向女方家庭分析

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利弊。 该

婚恋纠纷类似于法律上的“彩礼”返

还纠纷。 男方出资装修和赠送钻戒

不是单纯地以转移财产所有权为目

的的赠予行为，而是以结婚为目的。

结婚不成又没有共同生活， 相关出

资还是应当返还给男方。 毕竟房屋

是女方的个人财产， 女方给予适当

合理补偿是最经济合理的方案。

在长达数小时的调解后， 男方

表示，自己支出的装修费用一共 20

万元，现在做出让步，只要求 15 万

元的装修费用， 同时要求女方将求

婚时赠送的钻戒归还。 而女方则表

示，钻戒返还不是问题，但在装修费

上， 自己顶多归还一半数额的装修

费，不愿意再提高金额。双方一度僵

持不下。 律师及时终止了面对面的

调解会，寻机再作单方面的沟通。

在律师的多次协商和主动电话

沟通后， 双方逐渐消解了怒火， 各

自都在补偿金额上做出了让步。 最

终， 男女双方确定以 12 万元的金

额作为最终数目， 由女方返还给男

方。一个月后，男女双方再次来到福

民法律服务中心， 签订了调解协议

书， 女方也当场退还了钻戒。 几天

后，女方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将 12 万

元通过银行转账给男方。 调解协议

正式得到了履行。

“父母都是我们照顾

的， 女儿就不能分财产吗？”

大姐情绪激动。 面对补偿款

分割问题， 陈家五个兄弟姐

妹聚在金山区张堰镇司法所

吵得不可开交， 现场一度有

些混乱。 近半年， 针对这起

矛盾纠纷， 司法所已调解了

多次， 一家人仍争执不下，

补偿款也不得不暂时留存在

村委会， 迟迟无法下发。

“法官， 矛盾复杂， 紧急求

助！” 接到张堰镇司法所的

申请后， 金山区人民法院立

案庭四级高级法官王丽娜立

马“闪现” 现场， 给予调解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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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园“相亲角”每

天都聚集着很多为儿女求

姻缘的老年人。 小李和小陈

通过“相亲角”由父母介绍

认识， 双方感觉条件很不

错，两人在见面后也彼此认

可。 不久，两人定下了婚约。

哪知在装修房子的过程中，

女方闹分手，引发了一场婚

恋财产纠纷。 案件通过派出

所流转到了静安区福民法

律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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