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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總則、親屬與繼承編概要》 
一、乙委託律師甲於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丙返還Ａ屋，雙方約定甲於收受地方法院判決書之翌日，

乙應給付甲律師費5萬元。甲於民國104年1月1日收受地方法院之判決書，但因律師事務所業務

繁忙，遲至106年5月1日始向乙請求給付律師費用。乙拒絕給付並試圖用木棍打傷甲，甲情急之

下，持電擊棒回擊，造成乙輕傷。請問乙拒絕給付甲請求律師費用有無理由？乙得否向甲請求

損害賠償？（40分） 
試題評析 

本題測驗消滅時效及正當防衛之規定。就消滅時效之部分，僅需熟稔請求權時效之期間、起算時

之標準，以及時效完成之效力，即可輕鬆回答；就正當防衛之部分，亦無艱難考點，縱使無法背

誦出條號，僅需寫出關鍵字：「正當防衛」，論述如何阻卻甲之違法性，即可輕鬆得分。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民法講義》第一回總則編，蘇律編撰，頁177-178、183。 

 

答： 
(一)乙得向甲主張時效抗辯，拒絕給付費用，理由如下： 

1.依民法第127條第5款之規定，律師之報酬請求權時效為2年。次依民法第128條之規定，時效自請求權可

行使時起算。所謂自請求權「可行使時」，係指權利人於「法律上無障礙」，得行使請求權之狀態而

言。至於義務人實際上能否給付、請求權人主觀上是否知悉、生病、出國等「事實上障礙」，在所不

問。末依第144條第1項，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 
2.本案，甲乙間成立者為律師之委任契約，甲對乙之報酬請求權，依第127條第5款之規定，時效為2年；又

雙方約定收受地方法院判決書之翌日為給付，亦即104年1月1日時，依第128條即無法律上障礙，開始起

算請求權時效。然而，甲遲至106年5月1日方為請求，已逾2年之短時效規定，故乙得依第144條第1項之

規定，向甲主張時效抗辯，拒絕給付費用。 
3.小結：乙拒絕給付有理由。 

(二)甲之行為係正當防衛，乙不得向甲主張損害賠償，理由如下： 
1.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之規定，故意侵害他人權利致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次依民法第149條之規定，對

於現時不法之侵害，為防衛自己或他人之權利所為之行為，不負損害賠償之責。但已逾越必要程度者，

仍應負相當賠償之責。此為正當防衛之規定，若出於防衛之主觀意思，針對現在不法侵害之行為，侵害

他人權利者，得阻卻侵權行為之不法性。 
2.本案，甲係基於傷害故意，以電擊棒侵害乙之身體權，雖該當侵權行為之構成要件，然而甲係因乙試圖

用木棍攻擊，針對此現在不法侵害之行為，基於防衛意思所為之正當防衛，且係以電擊棒僅造成輕傷，

並未防衛過當，依民法第149條之正當防衛規定，得阻卻違法性，對乙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3.小結：乙不得向甲請求損害賠償。 

 
二、甲女未婚生子乙，乙在其生父丙去世後，方得知其身世，此時乙可否與丙建立法定親子關係？

如何為之？乙可否變更為丙之姓氏？試以民法之規定說明之。（30分） 

試題評析 

本題測驗兩個爭點：死後認領之訴及非婚生子女之姓氏變更。就前者之部分，僅需掌握死後認領

制度即可作答，建議可論述死後認領制度之增設目的，並注意應如何為之（以繼承人為被告，若

無繼承人以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為被告）；就後者之部分，姓氏之變更為戶政考題之常客，這次則

是測驗非婚生子女之部分，一樣掌握子女利益之方向，縱使未背誦該條文，亦可有相當分數。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民法講義》第五回親屬、繼承編，蘇律編撰，頁21、24。 

 

答： 
(一)乙得向丙之繼承人或社會福利主管機關，提起死後認領之訴： 

1.依民法第1067條之規定：「有事實足認其為非婚生子女之生父者，非婚生子女或其生母或其他法定代理

人，得向生父提起認領之訴。前項認領之訴，於生父死亡後，得向生父之繼承人為之。生父無繼承人

者，得向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為之。」本於客觀血統真實及子女權益之保護，我國96年新增死後認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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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亦即生父死亡後，亦得提起認領之形成之訴。然而因生父已死亡，故應以繼承人為被告；若無繼承

人者，應以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為被告。 
2.本案，甲未婚生乙，故乙與生父丙間為非婚生子女關係，乙得依第1067條第2項之規定，提起死後認領之

訴，然而甲非丙之配偶，若丙死亡時有繼承人者，乙應以丙之繼承人為被告為之；若丙死亡時無繼承人

者，乙應以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為被告為之。 
3.小結：乙得主張死後認領之訴，若丙有繼承人則以繼承人為被告；若無繼承人則以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為

被告為之。 
(二)若乙成年者，得自行變更姓氏；若符合子女利益，乙亦得向法院聲請變更： 

1.依民法第1059條第3項之規定，子女已成年者，得變更為父姓或母姓。次依民法第1059-1條第1項之規

定，前條項之規定，於非婚生子女準用之。末依同條第2項第2款之規定，父母之一方或雙方死亡者，法

院得依父母之一方或子女之請求，為子女之利益，宣告變更子女之姓氏為父姓或母姓。 
2.本案，乙提起死後認領之訴後，若乙已成年，則得依第1059-1條準用第1059條第3項之規定，變更為父

姓；若乙為未成年，則依第1059-1條第2項第2款之規定，因父已死亡，乙得向法院請求，依子女最佳利

益變更為父姓。 
3.小結：若乙成年者，得自行變更姓氏；若符合子女利益，乙亦得向法院聲請變更。 
 

三、甲喪偶，有一子乙，一女丙，乙在甲生前曾借給甲30萬元，甲尚未歸還，丙則因結婚，於甲死

亡前一年，受有甲之贈與20萬元。甲死亡後，留下財產10萬元，但積欠丁20萬元，試問乙、

丙、丁對甲之遺產應如何主張？（30分） 

試題評析 
本題測驗主要測驗有三：繼承人對被繼承人之權利義務不消滅（第1154條）、繼承遺產之擬制

（第1148-1條），以及歸扣（第1173條）之概念。縱使同學對連帶債務之計算方法較不熟悉，無

法計算出正確數字亦無關係，僅需將上開觀念予以說明，並適切引用條文，應有不錯分數。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民法講義》第五回親屬、繼承編，蘇律編撰，頁58-59、64。 

 

答： 
乙、丙依民法第1138條第1款，為甲之繼承人，合先敘明。就乙、丙、丁對甲遺產之主張說明如下： 
(一)應繼總財產清償債務後餘10萬元 

1.依民法第1153條第1項之規定，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連帶責任。次依

民法第1154條之規定，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權利、義務，不因繼承而消滅。末依民法第1148-1條之規

定，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二年內，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該財產視為其所得遺產。 
2.本案，丙受甲於繼承開始前1年內之贈與價額，應依第1148-1條視為所得遺產，故總遺產為30萬元（留下

財產10萬元加上贈與額20萬元）；又繼承人乙對甲有30萬債權，依民法第1154條不因繼承而消滅，故甲

留下之總債務為50萬元（丁之負債20萬元加上乙之負債30萬元）。準此，依第1153條第1項之規定，繼承

人乙、丙，在繼承30萬遺產之限度內，對外負50萬之連帶債務，然而，因乙既為連帶債務人，又同時為

債權人之身分，其債權30萬即因混同而消滅，故實際上之債務為20萬元，應繼總遺產30萬扣除債務20
萬，遺產剩餘10萬元。 

(二)乙、丙、丁對遺產之主張 
1.丁：乙、丙對丁之20萬債務，依民法第1153條第1項之規定，於乙、丙所得遺產30萬元為限，負連帶清償

責任。 
2.丙 

(1)依第1173條之規定，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已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

者，應將該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為應繼遺產。但被繼承人於贈與時有反

對之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前項贈與價額，應於遺產分割時，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中扣除。本條為

歸扣之規定，將特種贈與擬制為應繼分之前付，維持他繼承人之公平。又依實務見解，倘扣除之結

果，扣除義務人所受贈與價額超過其應繼分額時，固不得再受遺產之分配，但亦無庸返還其超過部分

之價額（最高法院90台上2460判決意旨參照）。 
(2)本案，丙受甲因結婚之特種贈與，應依第1173條之規定歸扣，然而丙所受贈與價額已超過其應繼分

額，依實務見解，此時即不再受遺產分配，亦無庸返還超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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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結：丙對甲之遺產無法主張權利。 
3.乙：乙對甲之債權，依第1154條不因混同而消滅，且甲之遺產扣除債務後剩餘10萬元，已如前述，故乙

得繼承剩餘之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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