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APTER

總則

1

總則編係針對民法各編作一般性之規範，共可分為法例、人、物、法律行

為、期日及期間、消滅時效、權利之行使等七章，茲將各章(節)名稱、條

文範圍及其重要性彙整如下表：

章節 章(節)名稱 條文範圍 重要性

第一章 法例 §1-§5 ★☆☆☆☆

第二章 人
自然人 §6-§24 ★★★★★

法人 §25-§65 ★★★★★

第三章 物 §66-§70 ★★★★★

第四章 法律行為

通則 §71-§74 ★★★☆☆

行為能力 §75-§85 ★★★★★

意思表示 §86-§98 ★★★★★

條件與期限 §99-§102 ★★★☆☆

代理 §103-§110 ★★★★★

無效與撤銷 §111-§118 ★★★☆☆

第五章 期日及期間 §119-§124 ★★★☆☆

第六章 消滅時效 §125-§147 ★★★★★

第七章 權利行使 §148-§1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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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說老師說

權利主體─人03

本章主要內容包括「自然人」及「法人」，各具有程度不一之重要

性，之後將會在各小節中摘錄單元重點及命題焦點。

權利能力、行為能力、責任能力、死亡宣告、監護宣告、輔助宣告、人格權、
法人

自然人01
形成法律關係之要素包括人、物、行為，在法律關係中人屬於權利主體，民

法上所稱「人」，尚可區分「自然人」及「法人」。

權利能力02

 本單位相當重要，重點包括：權利能力之定義？權利能力之始期及終期？胎

兒之權利能力？請考生多加留意。

 1. 定義

  在法律上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之能力。

 2. 權利之發生

 民法第6條

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

�所謂出生，通說採「獨立呼吸說」，即胎兒與母體完全分

離，而能獨立呼吸者，即為出生❶。
note

老師說老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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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第13條

Ⅰ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
Ⅱ 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
Ⅲ 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

 1. 完全行為能力

  得以獨立之意思表示取得權利或負擔義務。
(1) 年滿20歲之成年人。
(2) 未成年人已結婚者。另應注意：

①  未達法定年齡之未成年人，仍具有完全行為能力❾；惟若婚姻遭撤銷

者，則喪失完全行為能力❿。
② 結婚後離婚者，不影響其行為能力⓫。

 2. 限制行為能力

  行為能力受到限制，既非完全行為能力人，亦非無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

力人為法律行為時，原則上需得到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7歲以上，
未滿20歲之未成年人。

note
老師說老師說

 3. 無行為能力

  無法以獨立之意思表示取得權利或負擔義務。
(1) 未滿7歲之未成年人。
(2) 受監護宣告人。
(3) 處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狀態下之人⓬。

監護宣告、輔助宣告05

 本單元多為記憶性考題，重點包括：監護宣告之要件及效力、輔助宣告之要

件及效力。另應注意受輔助宣告人，本質上仍屬完全行為能力人，僅法律效

果與限制行為能力人雷同。

 1. 監護宣告 民法第14、15條 

(1)  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作成、接收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

思表示效果者，得為監護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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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須由受監護宣告之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

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向法院聲請。
(3)  監護宣告之原因消滅時，得撤銷監護宣告；有輔助宣告之必要者，得變

更為輔助宣告。
(4) 受監護宣告之人，無行為能力。

 2. 輔助宣告 民法第15、15-1條 

(1)  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作成、接收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

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得為輔助宣告。
(2)  須由受輔助宣告之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

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向法院聲請。 

(3)  輔助宣告之原因消滅時，得撤銷該輔助宣告；有監護之必要者，得變更

為監護宣告。
(4)  受輔助宣告之人並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本質上仍屬完全行為

能力人，僅法律效果與限制行為能力人雷同⓭。

責任能力（又稱侵權能力）06

 本單元之重點在於：何謂責任能力？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不法侵

害他人權利時，法定代理人之責任為何？

一、定義

對於自身之違法行為，在法律上能負損害賠償責任之能力。責任能力通常以

行為時有無「識別能力」作為判斷基礎⓮。

二、種類及法律效果

 1. 侵權行為之責任能力

  民法第187條第1項：「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不法侵害他人之權

利者，以行為時有識別能力為限，與其法定代理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行

為時無識別能力者，由其法定代理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無/限制行為能力人有識別能力：
與法定代理人共同負擔連帶賠償責任。

note
老師說老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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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制行為能力人無識別能力：
由法定代理人單獨負擔賠償責任。

note
老師說老師說

 2. 債務不履行能力

 民法第221條

債務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者，其責任依第一百八十七條

之規定定之。

  
無/限制行為能力人應負擔之債務不履行責任，
準用「侵權行為之責任能力」規定。

note
老師說老師說

人格權07

 本單元之重點在於：人格權之種類為何？何種人格權遭侵害，得請求精神慰

撫金？請求之要件為何？姓名權遭侵害應如何處理？

一、定義

與人存在之價值或尊嚴有關之權利。人格權係一身專屬權，不得讓與或繼

承。

二、種類

 1. 普通人格權

  民法未明文列舉之人格權，如隱私、信用、肖像權等。

 2. 特別人格權

  民法明文列舉之人格權，如姓名權 民法第19條 、生命權 民法第194條 ，以及身體權、
健康權、名譽權、自由權、信用權、隱私權、貞操權 民法第195條第1項 。

  

區別實益：
特別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精神慰撫金（非財產上損害賠

償），普通人格權受侵害時，須限於「侵害情節重大者」，
始得請求 民法第18條、195條 。

note
老師說老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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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要件

(1) 須有久住之意思。
(2) 居住於一定之地域。
(3) 一人同時不得有兩住所。

 3. 法律上之效力

(1)  民法上，住所為認定「失蹤地」及「債務清償地」之依據 民法第8條、314條 。
(2) 民事訴訟法上，住所為決定「法定管轄範圍」之準據。

二、法定住所

 1. 無行為能力人及限制行為能力人，以其法定代理人之住所為住所 民法第21條 。
 2. 住所無可考者、在我國無住所者，以居所為住所 民法第22條 。
 3. 因特定行為選定居所者，關於其行為，視為住所 民法第23條  。
 4. 法人以其主事務所之所在地為住所 民法第29條 。
 5. 夫妻之住所，由雙方共同協議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時，得聲請法院定

之。法院為前項裁定前，以夫妻共同戶籍地推定為住所 民法第1002條 。
 6. 未成年之子女，以其父母之住所為住所 民法第1060條  。

三、住所之廢止

依一定事實，足認以廢止之意思離去其住所者，即為廢止其住所 民法第24條 。

法人09

 法人之重點在於：社團法人之定義、設立方式、設立條件為何？財團法人之

定義、設立方式、設立條件為何？本單元較為繁瑣，須花費較多的時間吸收

理解。

一、定義

法人乃自然人以外，由法律所創設，得為權利義務主體之集合體。法人為抽

象之「單一體」，具有獨立之人格，得獨立為法律行為，負擔法律責任。

二、創設目的

 1. 賦予法人獨立之人格，使多數人及一定財產得成為權利義務主體，以便組織

活動，從事法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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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算

了結已解散法人之一切法律關係，並分配其財產為目的之程序。執行清

算程序之人，即為「清算人」。
a. 清算人之任免

  解散後，清算人原則上由董事擔任，若無法決定時，則由主管機關、
檢察或利害關係人聲請或法院依職權選任清算人 民法第37、38條 。

b. 清算人之職務

①了結現務。②收取債權、清償債務。③移交賸餘財產予應得者

民法第40條第1項 。
c. 清算之程序

  法人至清算終結止，在清算之必要範圍內，視為存續。清算之程序，
除本通則有規定外，準用股份有限公司清算之規定 民法第40條第2項、第41條 。

六、法人之種類

 1. 公法人 V.S 私法人 V.S非法人團體

(1) 公法人

國家、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法人（如：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國家中山科

學研究院等）、農田水利會等。
(2) 私法人

社團法人、財團法人。
(3) 非法人團體

合夥⓳、無權利能力團體（如：設立中公司、學生社團）。

圖示  社團法人 V.S 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 財團法人

意義 以人為基礎而成立之組織體 以財產集合為基礎而成立之組織體

種類

 1. 公益社團：以公益為目的之社團，例

如農會、宗教團體。

 2. 營利社團：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例

如股份有限公司。

 3. 中間社團：既非以公益為目的，亦非

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例如：宗親

會、同鄉會、同學會

財團須以公益為目的，故僅有公益財

團，並無營利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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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

方式

 1. 須由社員二人以上共同設立。

 2. 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其取得法人之

資格，應依特別法之規定。例如：成

立公司應符合公司法規定。

 3. 以公益為目的之社團，於登記前，應

得主管機關之許可。

 4. 須經登記，並訂定章程。

 1. 須由一人以上設立，設立人為自然人

或法人則非所問。

 2. 須以公益為目的。

 3. 須有捐助行為，包括「生前捐助」及

「遺囑捐助」。

 4. 訂立捐助章程，訂明法人目的及所捐

財產。

 5. 須經主管機關許可，並辦理登記。 

法人

機關

 1. 意思機關（社員總會）。

 2. 執行機關（董事）。

 3. 監察機關（監察人）。

 1. 執行機關（董事）。

 2. 監察機關（監察人）。

組織

變更
社團法人之目的及組織得隨時變更。 

目的及組織不得「自行變更」。但為維

持財團之目的或保存其財產，法院得因

捐助人、董事、主管機關、檢察官或利

害關係人之聲請，變更其組織。

法人

解散

 1. 社團得經社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解

散之。

 2. 社團之事務，無從依章程所定進行

時，法院得因主管機關、檢察官或利

害關係人之聲請解散之。

因情事變更，致財團之目的不能達到

時，主管機關得斟酌捐助人之意思，變

更其目的及其必要之組織，或解散之。

七、外國法人

 1. 定義

  外國法人，係指依外國法律設立，經我國政府認許之法人。外國法人經認許

成立後，須設置事務所，並辦理設立登記，始得主張其為外國法人。

 2. 權利義務能力

(1) 經認許之外國法人

於法令限制內與同種類之我國法人有同一的權利能力 民法總則施行法第12條、公司法第375條 ，
即享有權利能力、行為能力及責任能力。

(2) 未經認許之外國法人

外國法人未經認許成立，並為設立事務所之登記前，未具法人格，即無

權利能力、行為能力，但有責任能力（債務不履行、侵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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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按時間先後，學理上有陣痛說、一部露出說、全部露出說、分娩說、獨立

呼吸說等，目前通說採「獨立呼吸說」。
❷	自然死亡，學理上有心臟停止跳動說、呼吸停止說、瞳孔放大說、腦死說

等，目前通說採「心臟停止跳動說」，但逐漸傾向「腦死說(腦幹死)」。
❸	少數說採「法定停止條件說」，即胎兒出生前並未取得權利能力，至出生

後，方溯及取得權利能力，此說對於胎兒之保障有欠周全。
❹	民法第71條：「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但其規定並

不以之為無效者，不在此限。」
❺	所謂特別災難，係指風災、戰爭、海難等出於自然或外在之不可抗力因素

所產生之天災人禍而言，失足落海、游泳沉溺等個人之意外事件，不包括

之。另外民用航空法第 98條規定，因航空器失事，致其所載人員失蹤，其

失蹤人於失蹤滿6個月後，得為死亡宣告。
❻	家事事件法第156條(公示催告)、第158條(通知)、第159條(公告)參照。
❼	家事事件法第160條(聲請撤銷或變更)參照。
❽	家事事件法第163條(撤銷或變更之效力)參照。
❾	司法院31年院字第2372號解釋參照。
❿	司法院24年院字第1282號解釋參照。
⓫	司法院20年院字第468號解釋參照。
⓬	民法第75條：「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雖非無行為能力人，而

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者亦同。」
⓭	民法第15-2條修正理由：「…受輔助宣告之人僅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

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所為意思表示效果之能

力，顯有不足，並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惟為保護其權益，於為

重要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
⓮	識別能力：對於自己行為或其效果，能正常判斷、識別及預期之精神能

力。
⓯	採「登記對抗主義」，登記與否僅為對抗要件，並非生效要件，合。至於

所謂不得對抗第三人，並無善意、惡意之別，均不得對抗之。
⓰	民法第28條及188條係以法人之「代表人」或「受僱人」成立侵權行為為

前提，法人始負連帶責任。就此產生一個問題，被害人能否在無法證明法

人之「代表人」或「受僱人」有故意或過失之情形下，直接依民法第184條

規定向法人求償？實務學說見解分歧、莫衷一是，建議考生可從法人之本

質(實在說)及利益衡平等角度下筆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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⓱	民法第31條：「法人登記後，有應登記之事項，而不登記，或已登記之事

項有變更而不為變更之登記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
⓲	由於董事代表權之限制，第三人往往難以得知，故立法者並未將此列為民

法上應登記事項，因此，董事代表權之限制並無法藉由「登記」來對抗善

意第三人。
⓳	民法第667條第1項：「稱合夥者，謂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

契約。」

最新試題觀摩

問題

(1)	依民法規定，社團法人之總會，其決議內容違反法令，請問該決議之效力為

何？
(A)效力未定 　(B)無效 　(C)有效 　(D)得撤銷 

(2)	民法所規定之法人，其權利能力始於何時？
(A)向法人事務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完成登記 (B)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完成登記

(C)章程訂立後，向主管機關完成報備 (D)依人民團體法完成登記

(3)	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幾個月內請

求法院撤銷其決議？
(A)一個月 　(B)二個月 　(C)三個月 　(D)六個月 

(4)	關於社團法人及財團法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社團有社員總會之組織為最高意思機關，財團則無

(B)社團與財團皆應設有董事，以執行法人事務

(C) 社團於登記前，應得主管機關之許可；至於以營利為目的之財團，其取得法

人資格，則依特別法之規定

(D)社團及財團皆得設監察人，以監督法人事務之執行 

(5)	下列何者，屬於民法所稱限制行為能力人？
(A)12歲，資優跳級的大學生陸丸 (B)19歲，已結婚之左助

(C)25歲，經法院為輔助宣告之小英 (D)28歲，經法院為監護宣告之明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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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受監護宣告而意識清醒之人，關於其能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有權利能力，無行為能力 (B)無權利能力，有行為能力

(C)有行為能力，無侵權行為能力 (D)無權利能力，有侵權行為能力

(7)	下列有關死亡宣告之敘述，何者錯誤？ 

(A)受死亡宣告者，以判決內所確定死亡之時，推定其為死亡

(B)失蹤人失蹤滿五年後，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為死亡之宣告

(C)失蹤人為八十歲以上者，得於失蹤滿三年後，為死亡之宣告

(D)失蹤人為遭遇特別災難者，得於特別災難終了滿一年後，為死亡之宣告                                  

(8)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

(B)已結婚之未成年人，有權利能力 

(C)受監護宣告之人，無權利能力

(D)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護，視為既已出生                                      

(9)	甲（40歲）至海邊垂釣，未料失足落入海中生死不明。甲之妻乙得聲請甲之死

亡宣告的時點為甲失蹤後滿幾年？
(A)一年 　(B)三年 　(C)五年 　(D)七年

(10) 失蹤人失蹤滿多少年後，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為死亡之宣

告？ (A)5年 　(B)7年 　(C)10年 　(D)15年 

提示

(1)	民法第56條第2項：「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本題正確

解答為(B)。
(2)	民法第30條：「法人非經向主管機關登記，不得成立。」是以，法人向主管機

關完成登記後即享有權力能力。本題正確解答為(B)。
(3)	民法第56條第1項：「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

得於決議後三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

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本題正確解答為(C)。
(4)	財團以從事公益為目的，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而成立，僅有「公益財團」，

未若社團可分為「公益財團」及「營利社團」。本題正確解答為(C)。
(5)	本題正確解答為(A)。

(A) 選項，揆諸民法第12條：「滿二十歲為成年。」、第13條第2項：「滿七歲

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等規定，可知陸丸（12歲）屬限制行

為能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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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選項，按民法第13條第3條：「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故已

結婚之左助（19歲）屬完全行為能力人。
(C) 選項，揆諸民法第15-2條修正理由可知，受輔助宣告之人並不因輔助宣告而

喪失行為能力，本質上仍屬完全行為能力人，僅法律效果與限制行為能力人

雷同。是以，成年之小英（25歲）雖受輔助宣告，惟仍屬完全行為能力人。
(D) 選項，按民法第15條：「受監護宣告之人，無行為能力。」，故受監護宣告

之明仁（28歲）屬無行為能力人。
(6)	揆諸民法第6條：「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第15條：「受監護

宣告之人，無行為能力。」等規定，可知受監護宣告而意識清醒之人具有權利

能力，無行為能力。本題正確解答為(A)。
(7)	民法第8條：「Ⅰ失蹤人失蹤滿七年後，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

請，為死亡之宣告。Ⅱ失蹤人為八十歲以上者，得於失蹤滿三年後，為死亡之

宣告。Ⅲ失蹤人為遭遇特別災難者，得於特別災難終了滿一年後，為死亡之宣

告。」故本題正確解答為(B)。
(8)	揆諸民法第6條：「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第15條：「受監護

宣告之人，無行為能力。」等規定，可知受監護宣告之人，乃無行為能力而非

無權利能力。本題正確解答為(C)。
(9)	所謂特別災難，係指風災、戰爭、海難等出於自然或外在之不可抗力因素所產

生之天災人禍而言，失足落海、游泳沉溺等個人意外事件，即不與之。故依民

法第8條第1項規定，甲之妻乙仍應於甲失蹤滿7年後，始得向法院聲請死亡之

宣告。
(10) 民法第8條：「Ⅰ失蹤人失蹤滿七年後，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

為死亡之宣告。Ⅱ 失蹤人為八十歲以上者，得於失蹤滿三年後，為死亡之宣

告。Ⅲ失蹤人為遭遇特別災難者，得於特別災難終了滿一年後，為死亡之宣

告。」本題正確解答為(B)。

(1)→B﹐ (2)→B﹐ (3)→C﹐ (4)→C﹐ (5)→A﹐ (6)→A﹐

(7)→B﹐ (8)→C﹐ (9)→D﹐ (10)→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