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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規》 
試題評析 

1.本次試題較靈活，一般考生難以拿到高分。 
2.第四題情況判決，涉及行政訴訟法第198條及第199條。 

考點命中 

第一題：《土地法規論（第2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3-3及3-5。 
第二題：《土地法規論（第2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2-39及2-40。 
第三題：《土地法規論（第2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4-68。 
第四題：《土地法規論（第2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6-67，第一題。 

一、甲所有位於A市一筆土地，係屬A市地政局實施地籍圖重測之地區，該局於實施地籍調查時通知

甲到場指界，甲雖到場而不指界，則該局應如何處理？嗣後該局公告地籍圖重測之結果，其法

律性質為何？甲於前揭公告期間發現其土地之面積於重測後較重測前減少若干平方公尺而向該

局申請異議複丈，則異議複丈之作用為何？又該局得否以甲不指界為由而否准其申請異議複

丈？試按土地法等規定分述之。（25分） 

答： 
(一)甲雖到場而不指界，A市地政局得依下列順序逕行施測： 

1.鄰地界址。 
2.現使用人之指界。 
3.參照舊地籍圖。 
4.地方習慣。 

(二)公告地籍圖重測結果之法律性質：地籍圖重測，純為地政機關基於職權提供土地測量技術上之服務，將人

民原有土地所有權範圍，利用地籍調查及測量等方法，將其完整正確反映於地籍圖，無增減人民私權之效

力。 
(三)異議複丈之作用： 

1.公告地籍圖重測之結果，土地所有權人認為測量結果有錯誤，向該管地政機關繳納複丈費，聲請複丈。

此即異議複丈。 
2.異議複丈之作用，在建請該管地政機關再測量一次，以釐清重測結果是否有誤。 
3.異議複丈僅能一次。經複丈者，不得再聲請複丈。 

(四)A市地政局得以甲未設立界標或未到場指界為由，否准其申請異議複丈。 

 

二、甲、乙、丙三人分別共有一地（甲之應有部分為四分之三；乙與丙合計四分之一；下稱系爭

地）。甲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於民國（下同）111年5月10日出售系爭地予丁，並於

同年月11日將出售系爭地之「土地標示、處分方式、價金分配、償付方法及期限」等通知乙與

丙，並檢具相關文件向登記機關申請系爭地所有權買賣登記。按土地法第34條之1第2項規定，

甲應「事先」以書面通知乙與丙，則甲之旨揭通知有無牴觸該法定義務？理由為何？又若乙於

接到通知後，對系爭地擬行使優先購買權（丙則放棄），且於登記機關受理系爭地買賣登記審

理中提出異議，並爭執系爭地買賣契約之有效性，則登記機關得否以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

第3款規定（私權爭執）為由而駁回系爭地買賣登記之申請？試按土地法等規定分述之。（25

分） 

答： 
(一)土地法第34條之1第2項規定：「共有人依前項規定為處分、變更或設定負擔時，應事先以書面通知他共有

人；其不能以書面通知者，應公告之。」所稱「事先」，應指簽訂契約之前。因此，本題甲於簽訂買賣契

約之後，始通知乙與丙，故牴觸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之法定義務。 
(二)乙於接到通知後，對系爭地擬行使優先購買權，且於登記機關受理系爭地買賣登記審理中提出異議，並爭

執系爭地買賣契約之有效性，則登記機關得以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3款規定（私權爭執）為由而駁

回系爭地買賣登記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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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縣所有二筆耕地（下稱A地與B地）分別租予乙與丙，雙方並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於租賃期

間，該二筆耕地均被劃入某號公辦市地重劃實施地區範圍內，甲縣於重劃後對A地為「未受分配

土地」，則其與乙所訂定耕地租約及其後續法律關係應如何處理？又甲縣於重劃後對B地為「無

不能達到原租賃目的」之情形，則其與丙所訂定耕地租約及其後續法律關係又應如何處理？試

按平均地權條例等規定分述之。（25分） 

答： 
(一)A地之處理：出租之公有耕地因實施市地重劃「未受分配土地」致不能達到原租賃之目的者，由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逕為註銷其租約並通知當事人。依規定註銷租約者，承租人乙得依下列規定請求或領取補

償：重劃後未受分配土地者，其應領之補償地價，由出租人（甲縣）領取三分之二，承租人乙領取三分之

一。

(二)B地之處理：重劃前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之土地，如無「不能達到原租賃目的」之情形者，主管機關應於

重劃分配結果公告確定後二個月內邀集權利人（即甲縣與丙雙方）協調。協調成立者，應於權利變更登記

後函知有關機關逕為辦理終止租約登記。協調不成者，應於權利變更登記後函知有關機關逕為辦理租約標

示變更登記。

四、甲所有位於A市一筆土地，於民國（下同）100年9月21日被核准徵收，A市地政機關並於同年10 

月1日公告徵收。甲以「位置勘選錯誤等」為由申請撤銷徵收其土地而遭否准，乃循序提起行政

訴訟，經高等行政法院作成情況判決，確認徵收處分違法；並經最高行政法院於110年9月21日

判決確定駁回甲之撤銷訴訟。於本件中，何謂「撤銷徵收」？除甲之外，得為申請撤銷徵收者

為何？何謂「情況判決」？又於「情況判決」作成之後，賠償義務機關為何？甲所受損害賠償

數額應如何決定？試按土地徵收條例等規定分述之。（25分） 

答： 
(一)撤銷徵收之意涵：違法之徵收處分，使其溯及既往失其效力。其情形有二：

1.因作業錯誤，致原徵收之土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

2.公告徵收時，都市計畫已規定以聯合開發、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開發。但以聯合開發方式開發之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不願參與聯合開發者，不在此限。

(二)除甲之外，得為申請撤銷徵收者如下：

1.需用土地人：撤銷徵收，由需用土地人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之。

2.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需用土地人未申請撤銷徵收者，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會同需

用土地人及其他有關機關審查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撤銷徵收。

(三)情況判決之意涵：行政法院受理撤銷訴訟，發現原處分或決定雖屬違法，但其撤銷或變更於公益有重大損

害，經斟酌原告所受損害、賠償程度、防止方法及其他一切情事，認原處分或決定之撤銷或變更顯與公益

相違背時，得駁回原告之訴。前項情形，應於判決主文中諭知原處分或決定違法。

(四)情況判決後之賠償義務機關：

1.行政法院為情況判決時，應依原告之聲明，將其因違法處分或決定所受之損害，於判決內命被告機關賠

償。

2.撤銷徵收之否准機關為中央主管機關，因此被告機關為中央主管機關。

綜上，情況判決作成之後，賠償義務機關為中央主管機關。

(五)甲所受損害賠償數額之決定：甲應舉證如未被徵收時之當時市價與徵收時領取之補償金額，二者差額，為

損害金額，請求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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