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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規概要》

試題評析

1.第一題及第二題看似實例，其實套入法規，答案就呼之欲出。第一題依據土地法第79條之1作
答；第二題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第108條、第118條及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第15點作答。

這兩題都考在土地登記。

2.第三題稍顯冷僻，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13條、第20條及第25條作答。

3.第四題為常出考古題。徵收收回權之立法目的可以參考司法院釋字第763解釋理由書（高點土地

法規總複習補充資料B1）。

考點命中

第一題：《土地登記（第16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13-19～13-20第2題。 
第二題：《土地登記（第16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5-29第4題、頁5-25第15點。 
第四題：《土地法規（第18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7-37、頁7-109～7-111第34

題。

一、甲將其地出售予乙，雙方會同至登記機關辦畢預告登記。嗣後，甲又將該地出售予丙，且辦畢

所有權移轉登記。試就「預告登記」之定義及其構成要件分述之。又於本案中，甲、乙、丙三

人間之法律關係為何？試分述之。（25分） 

答： 
(一)預告登記之定義：請求權人預為保全對登記名義人有關土地權利移轉或使其消滅、內容或次序變更、附條

件或期限之請求權，所為之登記。

(二)預告登記之構成要件：

1.須為保全請求權人之權益：預告登記須由請求權人申請，其目的在限制登記名義人（即被請求權人）處

分其土地權利，以保全請求權人之權益。

2.須為被請求權人已登記之土地權利為對象：未經登記所有權之土地，不得為限制登記。蓋土地權利尚未

登記，無從限制。

3.須為保全土地權利之得喪變更之請求權：申請預告登記，須為下述請求權之一，始克為之。

(1)保全土地權利移轉之請求權。

(2)保全土地權利使其消滅之請求權。

(3)保全土地權利內容變更之請求權。

(4)保全土地權利次序變更之請求權。

(5)保全附條件或期限之請求權。

4.須經登記名義人同意：聲請預告登記，應由請求權人檢附登記名義人之同意書為之。

(三)甲、乙、丙三人間之法律關係：預告登記未塗銷前，登記名義人就其土地所為之處分，對於所登記之請求

權有妨礙者無效。準此，甲將其地出售予乙，雙方會同至登記機關辦畢預告登記。嗣後，甲又將該地出售

予丙，並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此時，甲將該地出售於丙之處分，對預告登記之請求權有妨礙，因而無

效，乙得訴請法院塗銷丙之所有權登記。

二、甲占有乙之土地，擬向登記機關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試依據土地登記規則之規定，甲應

提出那些證明文件？倘若乙於該申請案之公告期間對甲之占有向法院提起拆屋還地訴訟者，此

際登記機關應如何處理？試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等規定詳述之，並評述該規定。（25分） 

答： 
(一)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1.土地總登記後，因主張時效完成申請地上權登記時，應提出以行使地上權意思而占有之證明文件及占有

土地四鄰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開始占有至申請登記時繼續占有事實之文件。

2.因主張時效完成，申請地上權登記時，應提出占有範圍位置圖。

(二)本題實例之登記機關處理：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案件於公告期間，土地所有權人乙提出已對申請人甲

之占有向法院提起拆屋還地訴訟聲明異議時，如登記機關審認占有申請人甲已符合時效取得要件，因該訴

訟非涉地上權登記請求權有無之私權爭執，不能作為該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申請案件准駁之依據，仍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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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法令規定續予審查或依職權調處。 
 
三、自辦市地重劃對於我國市地重劃扮演重要角色，但亦滋生諸多法律問題。試依據獎勵土地所有

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之規定，說明於會員大會之權責中那些事項不得經會員大會決議授權由

理事會辦理者？其理由為何？又，請說明兩項須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定（准）之重劃業務及其理

由。（25分） 

 

答： 
(一)會員大會之權責中，下列事項不得經會員大會決議授權由理事會辦理： 

1.修改重劃會章程。 
2.選任、解任理事及監事。 
3.監督理事及監事職務之執行。 
4.審議擬辦重劃範圍。 
5.審議重劃計畫書草案。 
6.認可重劃分配結果。 
7.審議理事會及監事會提議審議事項。 

上開事項涉及全體會員權益重大或涉及選任、監督理事及監事，故應由會員大會處理，不得授權理事會辦理。 
(二)須經主管機關核定（准）之重劃業務： 

1.重劃範圍之核定：重劃會於擬辦重劃範圍經會員大會審議通過後，應檢附規定文件向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核定重劃範圍。 
2.實施市地重劃之核准：重劃計畫書草案經會員大會審議通過後，重劃會應檢附規定文件向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 
上開事項涉及參加重劃所有權人之財產權保障與權利義務公平性，故應經主管機關核定（准）。 
 
四、土地法第219條規定徵收收回權，其立法目的為何？又，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亦定有被徵收土地

之徵收收回權相關規定，試比較該兩法條規定內容之差異處。（25分） 

答： 
(一)徵收收回權之立法目的：土地徵收後，國家負有確保徵收土地持續符合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義務，以貫

徹徵收必要性之嚴格要求，且需用土地人應於一定期限內，依照核准計畫實行使用，以防止徵收權之濫

用，而保障人民私有土地權益。徵收後，如未依照核准計畫之目的或期限實行使用，徵收即喪失其正當

性，人民因公共利益而忍受特別犧牲之原因亦已不存在，基於憲法財產權保障之意旨，原土地所有權人原

則上即得申請收回其被徵收之土地，以保障其權益。 
(二)土地法第219條與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有關徵收收回權之比較： 

項目 
法律 

適用時機 行使期限 原因 歸責 

土地法 

民國八十九年

二月三日前公

告徵收之土地 

徵收補償發給完

竣屆滿一年之次

日起五年內 

1. 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一年，未依徵收

計畫開始使用者。 
2. 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因可歸責於原土地

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者 ， 不 得 申 請 收

回。 

土地徵 
收條例 

民國八十九年

二月四日後公

告徵收之土地 

徵收公告之日起

二十年內 
1. 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三年，未依徵收

計畫開始使用者。 
2. 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3. 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五年，不

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因不可歸責於需用

土地人之事由者，

不 得 申 請 收 回 土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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