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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總則、親屬與繼承編》
一、甲興建未辦保存登記之A 屋，其名下有B 地，並收藏C 古董。甲病歿，遺有乙子與丙女。詎甲

之好友丁竟自命為唯一繼承人，不但否認乙、丙之繼承人資格，而且排除乙、丙對於A 屋、B 

地、C 古董之占有、管理、使用、收益權能，而逕自占用達17 年之久。今乙、丙依繼承回復請

求權以及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之規定，訴請丁返還其各該財產。對此，丁抗辯前揭請求權均已罹

於消滅時效，而拒絕返還。試附條文與理由，說明乙、丙之請求是否有理？（30分） 

試題評析
千呼萬喚，終於考出以大法官第771號解釋為主軸的考題，同學只需要對大法官第771號解釋有所

了解，即可迎刃而解，屬較廣為人知之基本難度題型。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民法講義》第五回，林淇羨編撰，頁81-84。
2.《高點‧高上民法總複習講義》第一回，林淇羨編撰，頁47-48。

答： 
一、乙、丙請求均無理由。 

(一)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繼承權被侵害者，被害人或其法

定代理人得請求回復之。前項回復請求權，自知悉被侵害之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繼承開始

時起逾十年者亦同。」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與第1146條定有明文。

(二)再按，已登記不動產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與所有物妨害排除請求權，無民法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大

法官第107號與第164號解釋意旨參照。又，繼承回復請求權縱已罹於時效，表見繼承人不因此取得繼

承權，真正繼承人仍得行使民法第767條權利，惟，應有民法第125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大法官第

107號與第164號解釋意旨應予補充，大法官第771號解釋意旨參照。

(三)經查，乙丙為甲之子女，依民法第1138條第1款規定，係甲第一順位繼承人；丁僅為甲之好友，非屬甲

之繼承人，合先敘明。丁非繼承人卻自命為唯一繼承人，除否認乙、丙繼承權外，也排除乙、丙對A

屋、B地與C古董之占有，構成對乙、丙繼承權之侵害，惟，丁已占用A屋、B地與C古董達17年，顯然

逾越繼承開始起算10年之期間限制，業已消滅時效，丁得援引民法第144條規定，拒絕返還。

(四)次查，乙、丙雖得另行主張民法第767條第1項所有物返還權利，然，依大法官釋字第771號意旨，仍應

有民法第125條消滅時效規定適用，縱使係已登記之不動產亦同，更遑論係未經登記之不動產與動產。

故，縱使乙、丙主張民法第767條第1項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丁仍得依民法第144條規定拒絕返還，乙、

丙主張自無理由。

二、甲男與乙女為夫妻，約定採分別財產制，育有丙男、丁女、戊男及己女。丙認領A、B 二子，丁

婚後生下C 女，戊婚後亦有D 女。丙、丁、己三人曾對甲有重大之侮辱情事，經甲公開表示丙

丁己三人不得繼承其財產。一週後，丙意外死亡，甲不知其事，而甲於自書遺囑全文時，寫

道：「我死後之財產的三分之二給乙，其餘的由丙、戊、己三人平分」，甲記明年月日，並親

自簽名。三日後，甲、乙不幸於一場車禍同時死亡，甲留下新臺幣900 萬元。戊於獲悉甲死亡

後，隱匿甲之遺產情節重大，旋即被人發現。試附條文與理由，說明應如何分配甲之遺產？

（40分）

試題評析
本題法律關係極其複雜，主要爭點共有「同時存在原則」、繼承權喪失與回復、代位繼承與特留

分之侵害等，尤其得出繼承比例後，尚須實際計算繼承數額，且，數額並非整數難以計算，屬困

難度極高之考題，若一部分評價錯誤，將導致整個遺產分配錯誤。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民法講義》第五回，林淇羨編撰，頁75、78-81、101-102。 

答： 
二、本題分述如下： 

(一)按「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喪失其繼承權：五、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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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定以明文。其目的在維持社會倫理道德與避免遺產

秩序之混亂。惟，若有本款情事，得否經被繼承人宥恕而不喪失繼承權，恐有疑義。或有認為，民法

第1145條第2項規定僅同條第2款至第4款情事始有繼承權不喪失之適用而採否定說；然，本文以為，本

款情形惡性較第2款至第4款低，且，為尊重被繼承人意志，既然可經被繼承人表示喪失繼承權，應解

釋亦得應被繼承人表示而不喪失繼承權，始為的論。 

(二)經查，丙丁己曾對甲有重大侮辱且經甲公開表示不得繼承財產，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丙

丁己喪失對甲之繼承權。然，甲自書遺囑表示自己遺產由乙繼承3分之2，其餘由丙戊己平分，足見丙

己亦得分配甲之遺產，堪認甲有宥恕丙己之意，依上開說明，丙己繼承權不喪失。惟，丙先於甲死

亡，為維護各子房之公平，AB得依民法第1140條規定代位繼承丙之應繼分，同理，丁已喪失對甲繼承

權，C亦得主張代位繼承丁之應繼分。又，乙與甲同時死亡，不符合「同時存在原則」，乙不得繼承甲

之遺產；戊雖有隱匿遺產情形，但僅係不得主張遺產債務限制責任，非喪失對甲之繼承權。綜上，甲

之繼承人共有A、B、C、戊與己。 

(三)次查，遺囑人在不違反特留分之規定範圍內，得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民法第1187條定有明文。甲自

書遺囑遺產由乙繼承3分之2、其餘由丙戊己平均分配，其意即係剝奪丁之繼承權，牴觸民法第1223條

有關特留分規定，而丁之特留分為應繼分之二分之一，故為甲遺產之8分之1，由C代位繼承。剩餘8分

之7遺產，則由A、B一房、戊與己平均繼承，故，繼承比例為：A、B各48分之7、C8分之1、戊、己各

24分之7。而甲留有遺產900萬元，依此計算，A、B各分得131萬2,500元、C分得112萬5,000元、戊、己

各分得262萬5,000元。 

 
三、甲年事已高，無財產及所得可維持生活，惟甲有兄（乙）、姐（丙）、弟（丁）以及妹（戊、

己、庚）三人，甲並有成年子女辛、壬二人。乙、丙願無償提供雲林縣之A 屋讓甲吃住，辛、

壬願以迎養方法提供臺北市之B 屋與甲同住生活，但甲均表示不同意，甲、乙、丙、辛、壬就

扶養之方法無法達成協議。試附條文與理由，回答下列問題： 

(一)何人應履行對甲之扶養義務？（10 分） 

(二)甲得否逕向法院聲請命扶養義務人按月給付扶養費若干？（20 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扶養義務人順序及扶養方法規定，若知悉民法第1115條與第1020條規定，即無太大困

難，屬基本題型。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民法講義》第五回，林淇羨編撰，頁69至70。 

 

答： 
(一)應由辛、壬對甲履行扶養義務。 

1.按「左列親屬，互負扶養之義務：一、直系血親相互間。三、兄弟姊妹相互間。」、「負扶養義務者有

數人時，應依左列順序定其履行義務之人：一、直系血親卑親屬。四、兄弟姊妹。」民法第1114條第1、

4款與第1115條第1、4款定有明文。 

2.經查，甲年事已高，應認甲已不能工作而無謀生能力，且，甲無財產及所得可維持生活，依民法第1117

條第1項規定，符合請求他人扶養要件。又，乙丙丁戊己庚皆為甲之兄弟姊妹；辛壬為甲之子女，依民法

第1114條第1、4款規定，皆對甲負有扶養義務。然，依民法第1115條第1、4款規定，辛壬為甲之子女，為

應第一順位扶養義務人，乙丙丁戊己庚為甲之兄弟姊妹，屬第四順位扶養義務人，故，自應由辛壬先對

甲履行扶養義務。 

(二)甲不得逕向法院聲請定扶養費若干。 

1.按「扶養之方法，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時，由親屬會議定之。但扶養費之給付，當事人不能協

議時，由法院定之。」民法第1020條定有明文。本此，倘扶養義務人已協議以給付扶養費作為扶養之方

法，僅對扶養數額不能達成協議，得逕向法院聲請裁判定之；惟，若扶養方法未協議，或不能協議時，

尚不得逕向法院聲請定扶養費數額，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15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經查，乙、丙願意無償提供雲林縣之A屋供甲吃住；辛、壬願以迎養方法提供位於臺北市之B屋與甲同住

生活，均遭甲表示不同意，足見針對究係以何種方法扶養甲，及是否係以給付扶養費作為扶養甲之方

式，均未確定，依上開說明，甲尚不得逕向法院聲請定扶養費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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