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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财产继承与每个人的
利益息息相关，每个公民
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财产
继承问题。本书贯穿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吸
取了中外最新资料和近年
来国内的研究成果，全面
系统地概述了我国的财产
继承制度；同时还将我
国的财产继承与世界各主
要法系国家的财产继承法
作了比较分析，论述了中
国财产继承制度的特色，
为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的继
承立法提出了诸多设想和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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