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緒　論
民法總則可以說是整部民法法典的一般原理、原則，總則

編以外的其他各編，除非有特別規定，原則上仍適用總則的規

定。從民法總則的架構來看，基本上可分為五大部分。

第一為法例，包括使用文字的準則、決定數量的標準等。

第二為權利主體，按民事法律的權利義務主體有二，即自

然人及法律擬制的法人。自然人的權利能力，原則上始於出

生，終於死亡，且依其年齡及精神狀態的不同而定其法律行為

的效力；而法人畢竟與自然人不同，所以其權利能力、行為能

力須受到限制。

第三為有關權利客體──物的規定，說明法律上物的意

義、物的分類。

第四為權利變動的部分，規範法律行為、期日期間及消滅

時效。

既然權利是民法的重點之一，則權利行使的基本原則、權

利救濟的方式，均於第五部分中會詳細介紹。

 民事案件法律未規定時怎麼辦？

民法第1條規定：「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
習慣者，依法理。」習慣具有補充及優先的效力，凡法律已規

定的事項不適用習慣，未規定者，法官不得拒絕審判，而應援

引習慣或法理判決之。至於所適用的習慣，以不違背公共秩序

或善良風俗者為限（民法第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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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 信託法未公布施行前，法理上仍承認信託契約的
存在。

‧66台再字第42號
按因私法上法律行為而成立之法律關係，非以民法

（實質民法）有明文規定者為限，苟法律行為之內容，並

不違反公序良俗或強行規定，即應賦予法律上之效力，如

當事人本此法律行為成立之法律關係起訴請求保護其權

利，法院不得以法無明文規定而拒絕裁判。所謂信託行

為，係指委託人授與受託人超過經濟目的之權利，而僅許

可其於經濟目的的範圍內行使權利之法律行為而言，就外

部關係言，受託人固有行使超過委託人所授與之權利，就

委託人與受託人之內部關係言，委託人仍應受委託人所授

與權利範圍之限制。信託關係係因委託人信賴受託人代其

行使權利而成立。應認委託人有隨時終止信託契約之權

利。（本則判例於91年10月1日經最高法院91年第12次民事
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不再援用理由：85年1月26日信託法
已公布施行。）

習慣 法理

法律未規定之民事案件，依習慣及法理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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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

‧78台上字第1382號
所謂信託行為，係指委託人為達成一定經濟上之目

的，僅於對外關係，將超過其經濟目的之財產權移轉於受

託人，使其為權利人，但在內部關係，則限制受託人僅得

在該經濟目的範圍內，行使其權利之法律行為而言。準

此，在信託行為，僅受託人與相對人間發生直接之法律關

係，委託人不得本於信託行為逕對相對人行使權利。

‧84台上字第442號
有關祭祀公業及其派下權，在我現行民法並無規定，

自應依民法第1條規定依習慣審理；台灣地區確有如上訴人
所舉之「依台灣習慣，縱令某人過房於他房，如其目的在

於祭祀，而非為出嗣者，即係所謂一子雙祧，並不喪失其

本房遺產繼承權」之事實，換言之如係「出嗣」者，即喪

失其本房遺產繼承權（按應包含派下權繼承權）。法院既

認為上訴人確有出嗣於佛斗之事，則依前開習慣上訴人既

已出嗣佛斗，而上訴人又迄未提出任何證據，足以證明其

有雙祧之事實，則其已喪失其本房之繼承權，至為明顯。

 文字與數量的適用原則

一、使用文字的準則

法律行為，如法律規定應使用文字者，則為要式行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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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動產物權的移轉、設定，不動產租賃契約期限超過一年

等。除非性質上必須由當事人親自書（寫例如自書遺囑）外，

其他均可由他人代寫、印刷或電腦打字，但必須當事人親自簽

名，而不以簽全名為必要，凡能證明確實是出於本人的意思表

示者，仍有簽名的效力。又國人習慣上常以印章代替簽名，則

如以指印、十字或其他符號代替簽名者，自無不可，但此種情

形必須有兩位以上證人於文件上簽名證明，始與簽名有相同的

效力。（民法第3條）

二、決定數量的標準

（一）同時以文字及號碼表示者，若文字與號碼不符合，

應當探求當事人的原意，否則應以文字為準。（民法第4條）

與簽名具同等效力之簽署

簽名

必須本人簽名，但不

以簽全名為必要。

蓋章

以印章代替簽名，

其蓋章與簽名具同

一效力。

指印、十字或其他符

號

為顧及不會簽名之

人，可以指印或其他

符號代替，惟必須有

二人以上證人於文件

上簽名方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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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文字或號碼為數次的表示者，若文字或號碼表示

之數次與事實不符合，應探求當事人原意，否則以最低額為

準。（民法第5條）

 參考法條

1.  民法第3條：依法律之規定，有使用文字之必要者，得不由
本人自寫，但必須親自簽名。

 如有用印章代簽名者，其蓋章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

  如以指印、十字或其他符號代簽名者，在文件上，經二人
簽名證明，亦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

2.  民法第4條：關於一定之數量，同時以文字及號碼表示者，
其文字與號碼有不符合時，如法院不能決定何者為當事人

之原意，應以文字為準。

3.  民法第5條：關於一定之數量，以文字或號碼為數次之表示
者，其表示有不符合時，如法院不能決定何者為當事人之

原意，應以最低額為準。

支票

伍萬陸仟肆佰元整

 54.600

借貸契約
　王大明於6月1日向李
小英借了陸仟肆佰伍拾
元，將於7月1日返還陸
仟伍佰肆拾元整。

以文字或號碼為數次表示者以文字及號碼表示者



2　權利主體─自然人

 權利能力

權利能力是指在法律上享有權利負擔義務的資格或地位，

凡是自然人均有相同的權利能力。

一、權利能力的始期

人的權利能力始於出生（民法第6條）。所謂出生，是指
與母體完全分離並開始獨立呼吸而言。

那麼胎兒的權利能力有無受到保護？如果胎兒出生後數分

鐘旋即死亡，是否仍有權利能力？

為保護胎兒的權益，凡是符合將來非死產及關於其個人利

益的保護兩個條件者，視為已出生，取得權利能力。換言之，

如果出生時為死產，則溯及地喪失其權利能力。此處所稱「死

產」，是指脫離母體未獨立呼吸的情形。反之，胎兒脫離母體

後，倘若曾獨立呼吸，即使只有數秒或數分鐘，亦取得權利能

力。此外，胎兒的權利能力，是指以享受利益為限，例如贈

與、遺產的繼承等，不包括負擔義務的情形（如負債）。

又外國人在我國境內可享有權利能力？外國人來台學習中

文，為免去租屋的麻煩，可否在我國購置小套房居住？

外國人的權利能力須受到我國法令的限制。例如外國人為

取得住宅使用，得租賃或購買土地，但其面積及所在地點，應

受該管市縣政府依法所定的限制，且應會同原所有權人，呈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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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管市縣政府核准，並層報行政院（土地法第19條、第20條第
1、3項）。

二、權利能力的終期

人的權利能力終於死亡（民法第6條）。死亡有自然死亡
與法律死亡兩種情形。前者是指呼吸斷絕、心臟停止跳動的情

形，晚近醫學界有以腦死為死亡的認定標準；後者則是指死亡

宣告而言。

而如果失蹤達一定期間，生死不明，如何決定其法律關

係？

按自然人失蹤一定期間，其法律關係即處於不明確的狀

態，為確定該自然人在財產上及親屬上的關係，民法特設有

「死亡宣告」的制度。申言之，即指失蹤人離去其最後住所或

居所，歷時已久杳無音信、生死不明，法律上為確定其財產上

及身分上的法律關係，而宣告該失蹤人為死亡的制度。

自然死亡 法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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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死亡宣告的要件

1.必須有失蹤人的失蹤
所謂失蹤，係指自然人離去其最後住所或居所，而生死不

明的狀態。如果其行蹤並非不明，僅因事實上交通中斷，致音

信無法相通，則此與死亡宣告的要件不合。

2.必須經過法定期間（民法第8條）

期間種類 失蹤人的年齡或失蹤事由 失蹤年限 期間起算點

普通期間
未滿80歲 7年

自最後音信的翌日起算
80歲以上 3年

特別期間
特別災難（戰爭、海難、火

災、地震等）
1年 自災難終止的翌日起算

3.必須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的聲請
此處所稱利害關係人，係指失蹤人的配偶、繼承人、法定

代理人、債權人或其繼承人、受遺贈人、人壽保險金受領人，

及因死亡宣告而有身分上及財產上利害關係的人或國庫（如國

有財產局）等。

4.必須經法院宣告
死亡宣告的聲請，專屬失蹤人住所地的法院管轄（民事

訴訟法第626條）。聲請死亡宣告時，應表明其原因、事實及
證據（民事訴訟法第627條）。且法院須踐行公示催告的手
續，催告失蹤人於一定期間內必須陳報其生存，或知失蹤人

生死者，亦應於期間內將其所知陳報法院（民事訴訟法第628
條）。

（二）死亡宣告的效力

受死亡宣告者，以法院判決內所確定死亡的時間，推定為

死亡。此死亡的時間，應為失蹤法定期間最後日終止之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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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反證者，則不在此限。又如果二人以上同時遇難，而無

法證明死亡的先後時，推定其為同時死亡（民法第11條）。至
於失蹤人失蹤後，未受死亡宣告前，其財產的管理，則依非訟

事件法的規定（民法第10條）。即失蹤人的財產須由財產管理
人管理之（非訟事件法第108∼120條）。死亡宣告的效力範圍
僅侷限於以失蹤人住所為中心的法律關係，如果失蹤人實際上

未死亡，其所從事之法律行為仍然有效，也就是說其權利能

力、行為能力、侵權能力均不受影響。此外，失蹤人所消滅的

法律關係為一切私法上的權利義務，包括財產與身分關係。

〔法律小辭典〕推定

指因有某事實存在，依一般情事，可認為有另一事實存

在，但其無擬制效力，必須提出反證才得以推翻之。

（三）死亡宣告的撤銷

受死亡宣告的人如尚生存時，檢察官或利害關係人得提起

撤銷死亡宣告之訴，依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的程序辦理（民事

訴訟法第635條以下）。且撤銷死亡宣告判決，不問對於何人
均有效力。換言之，死亡宣告一經撤銷即有溯及的效力。惟

為保護信賴死亡宣告的失蹤人配偶、繼承人及其他利害關係

人，避免法律關係的不安定，仍有下列兩種例外情形（民法第

9條）：
1.撤銷死亡宣告判決確定前的善意行為仍然有效，不受影

響。所謂「善意」，是指不知死亡宣告與事實不符而言。

2.因宣告死亡而取得財產者，如因撤銷死亡宣告判決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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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則該財產權的受領人僅須於現受利益的限度內，負歸還

財產的責任。

例如甲搭機至澎湖出差，因飛機機械故障臨時迫降某小

島，甲失蹤未尋獲，甲的太太乙認為甲存活希望不大，基於平

時夫妻感情即不睦，遂與他人再婚。後來甲安然生還，其財產

及身分上的法律關係如何？

甲財產及身分上的法律關係如何，應視是否聲請死亡宣告

而定（民事訴訟法第640條）：
未聲請死亡宣告：甲、乙的婚姻關係仍然存在，乙再婚則

視為重婚的行為，不但構成重婚罪，且後婚姻無效（民法第

988條第3款）。且不發生遺產繼承的問題。
已聲請死亡宣告：不但配偶本人可聲請死亡宣告，其他利

害關係人，甚至檢察官亦得聲請死亡宣告。通說認為婚姻關係

因死亡宣告而消滅，死亡宣告後，配偶可以再婚。而死亡宣告

經撤銷者，雙方如為善意（即不知甲尚生存），則再婚的效力

不受影響；但乙或其再婚的第三人如非善意者（即知甲尚生

原配未申明死亡宣告→婚姻無效

原配已申明死亡宣告→婚姻有效

失　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