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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為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允許前，其與乙（有行為能力人）為下列行為，是否有效？ 

（25分） 

(一)甲與乙簽訂買賣房屋契約。     (二)甲贈乙房屋一棟。     (三)乙贈甲房屋一棟。  

(四)甲免除乙之債務。                     (五)乙免除甲之債務。  

《擬答》 

一、民法第七七條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之法律行為原則上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未得允許時，其效力

因法律行為的種類而異︰ 

(一)單獨行為無效︰第七十八條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為之單獨行為，

無效。」單獨行為因當事人一方之意思表示而成立，貴在迅速完成，限制行為能力人思虞未週，可

能有拋棄權利、免除債務等頗為不利之行為，實不宜使其發生效力，故未得事前允許的單獨行為無

效，不能因事後承認而補正。 

(二)契約（雙方）行為經承認始生效力︰第七十九條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

，所訂立之契約，須經法定代理人之承認，始生效力。」契約行為未經事前允許者，並非無效，而

係「效力未定」，須經法定代理人事後同意，始能發生確定效力。 

(三)例外不須法定代理人允許之行為，亦為有效： 

1.獨立有效的法律行為（民七七但書）： 

(1)純獲法律上利益：指同一行為中，限制行為能力人單純享有法律上利益，而不負擔任何法律上

義務。例如：受贈與、受債權人免除債務。惟在同一行為中，雖享有優厚利益，但有負擔少

數義務者，則非「純獲法律上利益」。 

(2)無損益法律行為（中性行為）：此類行為未給與限制行為能力人利益，亦未使其蒙生不利，與

限制行為能力人之財產狀況無關者，應解為不需經法定代理人同意。例如：限制行為能力人

以代理人身分所為的行為，蓋其所為之效力歸屬於第三人（即本人），對限制行為能力人並

無損益可言，是民法第一○四條規定：代理人所為或所受意思表示之效力，不因其為限制行

為能力人而受影響。 

(3)日常生活所需之行為。 

二、承上， 

(一) 甲為限制行為能力人與乙簽訂買賣房屋契約，因該買賣契約為一契約行為，故依民法第七九條之規

定，其效力未定，應得法定代理人事後承認始發生效力。 

(二) 甲贈乙房屋一棟，因該贈與契約為一契約行為，故依民法第七九條之規定，其效力未定，應得法定

代理人事後承認始發生效力。 

(三) 乙贈甲房屋一棟，雖贈與為一契約行為，惟甲係純獲法律上利益，故依民法第七七條但書規定，仍

為有效。 

(四) 甲免除乙之債務，該免除行為為一單獨行為，故甲所為之行為依民法第七八條規定為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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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乙免除甲之債務，該免除行為雖為一單獨行為，惟該行為係使甲純獲法律上利益，依民法第七七條

但書規定，仍為有效。 

 

二、請說明下列各詞之內容：（25分）  

(一)何謂「債務不履行」？        (二)何謂「債之保全」？  

(三)何謂「法定抵押權」？        (四)何謂「合會」？  

《擬答》 

(一)債務不履行：稱債務不履行者，謂債務人應依債之關係成立之本旨為給付。如其違反給付義務，係可

歸責於債務人者，即屬債務不履行，如致債權人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其類型有： 

1.給付不能：債務人不能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此「不能」係指嗣後不能、永久不能。如係不可歸責

於債務人之事由：債務人免付給付義務（民二五五條第一項）。債務人對第三人有損害賠償請求權

者，債權人得向債務人請求讓與其損害賠償請求權，或交付其所受領之賠償物（民二二五第二項）

；若係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如全部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損害賠償（民法第二二六條第一項）

；如給付一部不能者，若他部分之履行，於債權人無利益時，債權人得拒絕該部分之給付，請求全

部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民法第二二六條第二項）。 

2.不完全給付 

(1)意義：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而未依債之本旨所為之給付。其種類有：瑕疵給付、加害給付

。例如：甲出售房屋予乙，惟交屋後乙始發現該房屋為輻射屋，則甲雖有給付買賣標的房屋，惟

該房屋乃有瑕疪，甲仍未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 

(2)不完全給付之效力（民法第二二七條） 

A.不完全給付得補正時：依給付遲延之規定行使權利。 

B.不完全給付不得補正時，依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權利。 

C.債權人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3.給付遲延 

(1)意義：債務已屆履行期，而給付可能，但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而未給付者。例如甲向乙花店

訂一束母親節花束，惟乙花店於母親節當天並未依約送花者。 

(2)給付遲延之效力 

A.給付定有確定期限者，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二二九條第一項）。 

B.給付無確定期限者，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

任（民法第二二九條第二項）。惟催告定有期限者，債務人自催告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民法第二二九條第三項）。 

4.受領遲延 

(1)意義：對於履行上需要債權人受領之債務，債務人已為合法之提出，而債權人未予受領者。所謂

「合法提出」係指現實提出或言詞提出，即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

為者，債務人以準備給付之情事，通知債權人以代提出（民法第二三五條）。例如：甲出賣房屋

予乙，應由甲乙會同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者，詎乙不提出證件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者是。 

(2)受領遲延之效力 

A.債權人遲延中，僅就故意或重大過失負其責任（民二三七條）。 

B.在債權人遲延中，債務人無須支付利息（民二三八條）。 

C.債務人應返還由標的物所生孳息，或償還其價金者，在債權人遲延中，以已收取之孳息為限，

負返還責任（民二三九條）。 

D.債權人遲延者，債務人得請求其賠償提出及保管給付物之必要費用（民二四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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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債之保全： 

債之保全，亦稱責任財產之保全，乃債權人為確保其債權之獲償，而防止債務人財產減少之一種手段

。蓋債務人之一般財產，本為債權之一般擔保，故可謂之責任財產。責任財產之增減，與債權人之利

害，息息相關，因而責任財產如發生不當的減少，而影響於債權之清償時，法律上不能不賦予債權人

以防止其減少之權利，俾直接維持債務人之財產狀況，間接確保自己債權之獲償，此即債權之保全。

又其保全方法有二： 

1.代位權：乃債權人為保全其債權，得以自己名義，行使債務人權利之權利。此即民法第二四二條規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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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專屬於債務

人本身者，不在此限。 

2.撤銷權：乃債權人對於債務人所為有害債權之行為，得聲請撤銷之權利。此權利之行使，須聲請法

院為之，亦稱「廢罷訴權」。依民法第二四四條規定，其所得撤銷之情形，可分為： 

(1)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 

(2)債務人為有償行為時：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以受益

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惟債務人之行為非以財產為標的，或僅

有害於以給付特定物為標的之債權者，不適用之。 

(三) 法定抵押權：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或為此等工作物之重大修繕者，承攬人得

就承攬關係報酬額，對於其工作所附之定作人之不動產，請求定作人為抵押權之登記；或對於將來完

成之定作人之不動產，請求預為抵押權之登記。前項請求，承攬人於開始工作前亦得為之。前二項之

抵押權登記，如承攬契約已經公證者，承攬人得單獨申請之。第一項及第二項就修繕報酬所登記之抵

押權，於工作物因修繕所增加之價值限度內，優先於成立在先之抵押權。 

(四)合會 

稱合會者，謂由會首邀集二人以上為會員，互約交付會款及標取合會金之契約。其僅由會首與會員為

約定者，亦成立合會。因會首破產、逃匿或有其他事由致合會不能繼續進行時，會首及已得標會員應

給付之各期會款，應於每屆標會期日平均交付於未得標之會員。但另有約定者，依其約定。會首就已

得標會員依前項規定應給付之各期會款，負連帶責任。會首或已得標會員依第一項規定應平均交付於

未得標會員之會款遲延給付，其遲付之數額已達兩期之總額時，該未得標會員得請求其給付全部會款

。第一項情形，得由未得標之會員共同推選一人或數人處理相關事宜。民法第七○九條之一、之九定

有明文。 

 

三、江水與白芸婚後育有江天、江地二子，夫妻兩人平素感情不睦，而江水因另結新歡意欲離婚，又想避

免白芸行使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在離婚前江水將自己婚後所賺的一仟萬元存款贈與給女友丁心，又

將婚後以自己名義買下的房屋廉價賣給丁心之妹丁思。離婚後，江水因生意之故，為其合作廠商可口

公司向銀行貸款一億元擔任連帶保證人，嗣後江水因經商失敗，無力償還債務而走避國外，一年後客

死異鄉，白芸基於情誼偕同二子將其收葬。江水身後僅遺有先祖所留且登記於其名下的土地一筆。  

(一)問白芸應該如何保全自己的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20分）  

(二)江水死亡後，可口公司也因經營不善倒閉，銀行乃向其繼承人請求履行保證契約債務，但繼承人並

未向法院聲明抛棄繼承或限定繼承，問繼承人是否應負責償還銀行一億元的保證債務？（10分）  

(三)繼承人江天、江地於繼承該筆土地後，發現該土地被丁心無權占有，繼承人江天、江地欲取回該地

，得如何行使其權利？（20分）  

《擬答》 

一、 民法第一○三一條之一規定，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

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左列財產不在此限：一、因繼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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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二、慰撫金。」，而所謂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係指夫妻一方死亡、離婚、婚姻

撤銷、約定改用他種約定財產制、因特定情事發生依法改用分別財產制等情形。惟為防止於法定財產

關係消滅前夫妻之一方有減少剩餘財產之情形，故於民法第一○二○條之一規定，夫或妻於婚姻關係

存續中，就其婚後財產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後他方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者

，他方得聲請法院撤銷之。但為履行道德上義務所為之相當贈與，不在此限；若夫或妻於婚姻關係存

續中就婚後財產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後他方之剩餘財產分配

請求權者，以受益人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他方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前揭撤銷權除斥期間，自夫

或妻知有撤銷原因時起，六個月間不行使，或自行為時起經過一年而消滅（民法第一○二○條之二）

。是以，題中白芸得知有撤銷原因時起六個月，或江水自行為時起一年，至法院依民法第一○二○條

之一規定，撤銷江水先前贈與丁心之一仟萬元，亦得撤銷江水先前賣屋予丁心之行為，惟必需限於丁

心為知情者始得為之。 

二、 按民法第一一四八條規定，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

利、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此限。繼承人對於繼承開始後，始發生代負履

行責任之保證契約債務，以因繼承所得之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依題示，江水死亡後，可口公司始

發生經營不善倒閉，是屬繼承發生後始發生代負履行責任之保證債務，如前所述，繼承人依以因繼承

所得之遺產為限負清償責責任。又民法第一一四八條第二項規定，係於九十七年一月四日施行，依繼

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2規定，有溯及既往之規定，併予敘明。 

三、 按民法第一一五一條規定，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是

江天、江地對於繼承江水之所有土地一筆部分，為公同共有。依現行民法第八二八條第二項規定，除

法律或契約另有規定外，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是故

，今該繼承土地遭丁心無權占有者，江天、江地二人共同向丁心主張民法第七六七條所有物返還。惟

依98.1.12修正同年月23日公布，公布後六個月施行之民法第八二八條第二項規定，民法第八二一條規

定，於公同共有之情況亦有準用，若依該規定，則江天或江地一人得為全體利益為之，併予敘明。 

  

www.exschool.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