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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總則、親屬與繼承編》
一、甲男名下有財產價值3000萬元的A屋一棟，以及存在銀行的現金1000萬元，其他別無財產。甲在

投資失利後，向乙男借5000萬元週轉，屆期尚未清償。之後甲發現罹患癌症已為末期，為避免

該屋在死後，被債權人乙拿走，乃與友人丙協商，雙方假意訂立買賣契約，並將A屋過戶給丙，

又將銀行的現金移轉給其獨子丁。未料丙竟趁機將甲之A屋出賣給知情之戊男。三個月後，甲去

世，其繼承人僅有丁子。試問：  

(一)丁對丙、戊可為何種主張？（25分）

(二)乙對丁可為何種主張？（15分）

試題評析

1.本題涉及通謀虛偽意思表示、無權處分、善意取得、代位權、限定繼承之擴張等概念，皆屬重

要之傳統爭點，惟考生論述上仍需力求精確、細膩論述，例如：無權處分確定不生效力的部

份，應論述係「丁繼承甲之承認權，從而拒絕承認該無權處分行為」；丁向戊行使物上請求

權，也建議詳盡論述成「丁係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之規定，向戊請求塗銷所有權移

轉登記並返還A屋於己」。

2.再者，提醒考生，若你認為丁得向戊主張第767條，切勿再肯定丁得向丙主張不當得利，兩者為

矛盾互斥之主張！蓋依權益歸屬說，僅有在丁承認物權行為時，方得向丙主張該價金利益歸屬

於丁，試問，丁何以一手拿房，一手拿價金？此構成雙重得利。

3.最後，若丁得取回房屋，則須再證明丁還受有其他「損害」，方得主張侵權責任。本題若考生

觀念清楚，不難得到高分。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民法講義》第一回，蘇律編撰，頁127-128、149。

2.《高點‧高上民法講義》第二回，蘇律編撰，頁34-36。

3.《高點‧高上民法講義》第五回，蘇律編撰，頁58。

4.《高點‧高上民法申論寫作班講義》第一回，蘇律編撰，頁89、122。

5.《高點‧高上民法申論寫作班講義》第二回，蘇律編撰，頁8。

答： 
(一)丁得拒絕承認丙戊間之無權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之規定，向戊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

登記並返還A屋於己：

1.丁概括繼承甲之權利義務關係

依民法（下同）第1147條、第1148條第1項、第1138條第1款，甲死亡時，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丁繼承其一

切權利義務關係，先予敘明。

2.甲丙間之買賣契約及物權移轉行為無效

依第87條第1項之規定，通謀虛偽之意思表示者無效。本案甲丙間實係為脫產而無買賣之意思，該買賣契

約及物權移轉行為皆依第87條第1項之規定，無效。

3.丙戊間之物權行為乃無權處分，戊不受善意取得之保護

(1)按民法第118條第1項，無權處分經處分權人同意始生效力：次依民法第87條第1項但書，通謀虛偽意思

表示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再按民法第801條、第948條之規定，第三人善意無重大過失不知讓與人無

處分權，而受讓動產者，得善意取得所有權，以貫徹交易安全之保護。

(2)本案，因甲丙為通謀虛偽之行為，故丙無A屋所有權，丙戊間之A屋物權行為乃無權處分，依民法第

118條第1項，經所有權人承認前效力未定。又依題示，戊乃知悉丙無處分權，該惡意第三人自不受第

87條第1項但書、第801條、第948條之保護，而無法取得所有權。

4.丁得向戊依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之規定，向戊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並返還A屋於己

(1)按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所有權人得向無權占有人請求返還所有物，並排除侵害。

(2)本案，甲之A屋所有權，即丙戊間無權處分之承認權，皆由丁繼承。準此，丁得對丙戊間之無權處分

行為拒絕承認後，依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之規定，向戊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並返還A屋於

己。又丙戊間之買賣契約雖為有效，惟該債權行為僅具相對效力，不得對抗戊，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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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結論

丁得拒絕承認丙戊間之無權處分行為後，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之規定，向戊請求塗銷所有權

移轉登記並返還A屋於己。

(二)乙向丁之主張，分述如下：

1.依第1148條第1項，丁概括繼承甲之債務，故乙得向丁主張5000萬之債權，先予敘明。

2.現金1000萬應視為丁之所得遺產

(1)按第1148條第2項，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次按第1148-1

條第1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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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條規定係為保障債權人，避免被繼承權人濫用限定繼承主義而侵害債權人權益。

(2)本案，甲死亡前3個月，將現金1000萬元移轉予繼承人丁，依第1148-1條之規定，該現金1000萬應視為

丁之所得遺產，方保障債權人乙之權利。

3.丁若怠於向戊行使物上請求權者，乙得代位行使

(1)依第242條，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此為代

位權之規定，目的在保全債權人之債權得以實現。

(2)本案，丁對戊得行使第767條之物上請求權，已如上述，惟若丁怠於行使該權利者，將使甲之A屋無法

受償5000萬債權，當有保全必要，乙得依第242條之規定，以自己名義代位行使物上請求權，請求戊

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並返還A屋於丁。

二、甲男為一大企業之經理，退休5年後，因心智欠缺，致其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顯有不足，而被

院依法受輔助宣告，並選任其子乙男為輔助人。試問：  

(一)下列法律行為何者應受乙之同意？何者得由甲自己決定？並說明理由。（15分）

1.甲向其債務人請求清償借款之訴訟行為

2.甲購買職業棒球之門票

3.甲接受舅父之遺贈

4.甲為他人之金錢保證行為

5.甲與其妻丙所簽訂的兩願離婚之書面契約

(二)受輔助宣告之人甲在何種情形之下，其所為之法律行為，得請求由法院取代輔助人乙之同

意？若甲認為乙有濫權之情事，可否自己向法院聲請改定輔助人？（20分）

試題評析

本題測驗輔助宣告人之行為能力及輔助宣告制度之規範。考生務必注意，若非民法第15-2條第1項

本文所列舉之法律行為，原則即不需要輔助人同意，根本不需要討論是否為「純獲法律上利益」註

1。例如：本題「購買棒球門票」，此法律行為得自行為之的理由並非係民法第15-2條第1項但書，

而是本來就不在民法第15-2條第1項本文之列舉行為，此適用順序務必辨明。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民法講義》第一回，蘇律編撰，頁44-45。

2.《高點‧高上民法講義》第五回，蘇律編撰，頁40-41。

3.《高點‧高上民法申論寫作班講義》第一回，蘇律編撰，頁31。

答： 
(一)依各小題分述如下：

1.甲向其債務人請求清償借款之訴訟行為須乙之同意：

按「受輔助宣告之人為訴訟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但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

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5-2條第1項第三款、第1項但書定有明文。本案，甲請求清償之訴訟

行為，過程中將產生訴訟攻防等之答辯主張，形式上非可謂純獲法律上利益，自應依第15-2條第1項第三

款，得輔助人乙之同意。

註1 法務部法律字第1000027640號解釋：「參照民法第15條之1、第15條之2等規定，受輔助宣告之人原則上不因

受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僅於特定行為，行為能力始受限制，限制外之法律行為有行為能力，效力不

因為受輔助宣告之人而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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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甲購買職業棒球之門票無須乙之同意：

此法律行為非屬第15-2條第1項之列舉行為，自無須輔助人之同意；退步言之，觀看棒球購買門票，屬日

常生活之合理娛樂行為，亦屬第15-2條第1項但書之範疇，方兼顧受輔助宣告人之人格自主成長，無須輔

助人乙之同意。

3.甲接受舅父之遺贈無須乙之同意：

單純承認遺贈非屬第15-2條第1項之列舉行為，自無須輔助人之同意；退步言之，承認遺贈並不生任何法

律上義務，亦屬第15-2條第1項但書之純獲法律上利益，自無須輔助人乙之同意。

4.甲為他人之金錢保證行為須乙之同意：

保證行為乃單務契約，將使保證人甲負保證義務，依第15-2條第1項第2款，應得輔助人乙之同意。

5.甲與其妻丙所簽訂的兩願離婚之書面契約無須乙之同意：

兩願離婚之契約行為，非屬第15-2條第1項之列舉行為，自無須輔助人之同意；再者，「行為能力」之制

度，原則上僅有「財產行為」方有適用，通說及實務見解認為「身分行為」於監護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

於精神意識回復常態之情形下，亦得自行為之，無庸透過監護人之代理或輔助人之同意。

(二)就本題分述如下：

1.甲於下列情形，得請求由法院取代輔助人乙之同意：

(1)按「第一項所列應經同意之行為，無損害受輔助宣告之人利益之虞，而輔助人仍不為同意時，受輔助

宣告之人得逕行聲請法院許可後為之。」，民法第15-2條第4項定有明文。

(2)是以，於無損害受輔助宣告之人利益之虞，而輔助人乙仍不為同意時，甲得逕行聲請法院許可後為

之。

2.若乙顯不適任，甲得自己向法院聲請改定輔助人：

(1)按第1106-1條規定，有事實足認監護人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者，法院得依

受監護人之聲請，改定適當之監護人。又本條規定按第1113-1條之規定，於輔助宣告準用之。

(2)是以，若乙有濫權之情事，足認乙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或顯不適任，則依第1113-1條準用第

1106-1條之規定，甲得向法院聲請改定輔助人。

三、甲男有繼承人妻乙及子丙，以經營水泥為業。甲死亡時僅留有一筆A土地，值300萬元，甲生前

以該A土地向丁銀行貸款180萬元，向其兄戊男與其子丙，分別調頭寸120萬元與60萬元，並以自

書遺囑贈給其母親己30萬元。丙、丁、戊對甲之債權皆已屆至而尚未清償。繼承開始後一個

月，丙開具遺產清冊呈報法院，且所有繼承債權人皆依法院所公示催告之申報繼承債權期間內

申報債權。試問：甲所留下價值300萬元之A地，其繼承債權人應以如何順序受清償？(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簡單測驗遺產之清償順序，以及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權利例外不混同之概念。考生縱使未

背誦條文，僅需有「優先債權>一般債權>遺贈債權」受償順序之概念，即可輕鬆作答，並注意題

目中之債權人丙亦同時具備繼承人之身分，故應簡單論述「混同例外」之規定，即可輕鬆得分。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民法講義》第五回，蘇律編撰，頁59-60。

2.《高點‧高上民法申論寫作班講義》第四回，蘇律編撰，頁62。

答： 
債權人之受償順序，分述如下： 

(一)按第1159條第1項規定：「在第1157條所定之一定期限屆滿後，繼承人對於在該一定期限內報明之債權及繼

承人所已知之債權，均應按其數額，比例計算，以遺產分別償還。但不得害及有優先權人之利益。」是以

依本條規定，繼承人應先清償優先債權（例如：有抵押權、質權者之債權），而後對同順位之一般債權人

以遺產比例償還。次按第1160條規定：「繼承人非依前條規定償還債務後，不得對受遺贈人交付遺贈。」

依本條規定，受遺贈人之清償順序乃在最後，蓋遺贈屬無償行為，清償順位後於其他債權人，應屬合理。

末按第1154條規定：「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權利、義務，不因繼承而消滅。」亦即，繼承人對被繼承人

之債權，不因繼承而混同消滅。

(二)本案，丙已按法定遺產清算程序，自得僅就繼承之遺產A地（300萬）限度內，負限定繼承責任。依提示，

甲係以該A地向丁貸款180萬，是以丁對甲之180萬債權應有A地之擔保物權，遺產300萬之A地應優先清償丁

之180萬優先債權，故丁為第一受償順序之人：繼承人丙對甲有60萬之債權，依第1154條，該債權不因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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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混同消滅，故與戊對甲之120萬債權同為第二受償順序之債權，依第1159條第1項，應比例受償（假設A地

售出300萬元，應優先清償丁之180萬元，丙及戊依1：2之比例，分別受償40萬及80萬）。 

(三)依第1160條，受遺贈人己之遺贈債權為最後受償順位，惟300萬之土地遺產清償丙、丁、戊之債權後已無剩

餘，故己不得受償。

(四)結論：丁為第一受償順序得受償180萬；丙、戊為第二受償順序分別受償40萬及80萬，因遺產已無剩餘，受

遺贈之己不得受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