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編　契約總論



第一章　契約之成立

一、合意

契約，是指雙方當事人合意而生法律上效果的行為。

〈例一〉

王先生走進一家書店，向老闆詢問：「有沒有六法全書？我想買一

本。」老闆說：「有。一本原價五百，您是老顧客了，打九折賣您

四百五十元。」

前例中，王先生要買書，老闆願意賣，兩個人就有了買賣的「合

意」，成立一個口頭上的買賣契約。這時候王先生得付錢，而老闆應該給

書；反過來說，老闆給書時有權利向王先生要錢，而王先生付錢時有拿書

的權利，這兩人之間有了權利義務的「債之關係」，這「債之關係」，便

是前面所說的「法律上效果」。

契約的範圍相當廣泛，除了前面所提及以發生債之關係為目的之契

約，還有物權契約（如設定抵押權）、身分契約（如結婚、收養）、保險

契約、著作權契約、勞動契約⋯⋯等等。無論是哪一種契約，其成立的最

重要前提便是「雙方合意」的存在，也就是契約於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

致時成立。契約成立之後，不但一方當事人自己受到拘束，同時也拘束他

方當事人。

所以民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者，無論其為
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在前述買賣的例子中，王先生與老闆對於買

賣的標的物（六法全書一本）與價金（新臺幣四百五十元）都十分清楚而

且同意這樣的條件，所以契約成立。

〈例二〉

小陳才在朋友阿丁家玩過電腦的益智遊戲，便跑去電腦公司表示要買

乙套個人電腦，公司業務員小李表示像店面展示的這一套定價三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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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元，小陳跟小李說就是要買像這樣的，但等到電腦送到家中再付

錢。小陳回家後打電話給阿丁，阿丁問他買的電腦規格如何？硬碟容

量多大？有沒有附贈軟體？小陳都搞不清楚，阿丁便笑他當冤大頭。

隔天小李將電腦送來時，小陳便表示自己對於電腦設備規格都沒弄清

楚，所以買賣契約不成立，要小李把電腦搬回去。

在這個例子中，小陳與小李對於買賣的標的物（店面陳設的電腦設備

乙套）與價金（三萬五千元）互相意思表示一致，但是對於主機的規格、

設備、是否提供軟體、是否有售後服務等等方面都投提及，買賣契約是否

成立？

民法第153條第2項規定：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
必要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之點，當

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

買賣契約中，標的物和價金是必要之點。而且民法第345條第2項亦規
定：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因此小陳

並不能以對產品規格不明白或沒有談妥贈品為理由，主張該買賣契約不成

立。

二、要約與要約之引誘

要約是指以訂立契約為目的所為的意思表示（如文例1-1-1，見第11
頁）。要約既是一種意思表示，必須適用民法總則編中相關的規定，譬如

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時，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參民法第88條
第1項）。
要約之目的在於訂立契約。如果相對人對要約表示承諾，契約就成

立。但另有一種意思表示，目的在使他人向自己為要約，並不發生法律上

效果，稱為「要約之引誘」。「要約」與「要約之引誘」實際上並不容易

區別，原則上可以視表意人之表示或是依民法規定決定，在解釋時的區別

標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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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表示之內容
如果意思表示之內容已經十分具體，相對人得據以承諾者，是要約。

例如老李對老許表示「我的房子願以五百萬賣出」，是要約；若是老李的

意思表示並不具體，只說「我的房子考慮要賣」，只能算是「要約之引

誘」。

(二)意思表示是否注重相對人
要約並不注重相對人是誰。相反地，表意人如果要考慮相對人之資力

或其他條件所為意思表示，則是要約之引誘。例如在街頭、校園設置自動

販賣機，便是一種要約。而張貼租屋告示或徵才廣告，則是要約之引誘。

(三)依交易習慣
例如標賣之表示，通常可解釋為要約之引誘，但如表意人明白表示願

意賣給出價最高之投標人，則應視為要約。

民法第154條第2項：貨物標定賣價陳列者，視為要約。但價目表之寄
送，不視為要約。所以百貨公司、便利商店、超級市場中將商品貼上標

價，都算是要約；但郵購商品目錄或廣告，則是要約之引誘。

三、要約之效力

契約之要約人，因要約而受拘束（參民法第154條第1項前段）。這就
是要約對於要約人的效力。所謂拘束，即要約人不得將要約的內容再擴

張、限制、變更或撤回。但要約當時，預先聲明不受拘束或依其情形或事

件之性質，可認當事人無受其拘束之意思者，不在此限。例如：小宋分別

向同學表示要賣機車，誰先來買就賣給他。此時對較晚到的同學，小宋即

不受自己要約之拘束。

對於相對人來說，因為要約而取得承諾的能力。除非法律有明文或規

定（如醫師法第21條：醫師對於危急之病人，應即依其專業能力予以救治
或採取必要措施，不得無故拖延。）承諾並非是義務。即使要約人表示如

果在期限內不答覆就視為承諾，相對人亦不受拘束。最明顯的例子如志明

寄信向春嬌求婚時說：「妳如果不回信，就表示願意嫁給我。」春嬌即使

不願意回信，並不會因此而成立婚約。



6◎契約書製作範例

要約人於要約時逕寄送現物，例如某雜誌社寄上「天天學英語」創刊

號一本，附上劃撥單與說明表示：「一星期如未退還，即視為願意訂閱，

請速劃撥！」這種方式稱為「現物要約」。對於現物要約，受領人並沒有

保管雜誌或必須劃撥之義務。

要約之表示，在相對人可以了解時發生效力。在存續期間內，要約之

受領人均可以為承諾而成立契約（如文例1-1-2，見第11頁）。但在尚未承
諾以前，因下列原因而失去效力：

(一)被拒絕
民法第155條：要約經拒絕者，失其拘束力。特定人拒絕要約時，要

約即失去拘束力。例如在夜市購買衣服，老板甲已經從一千降價到八百，

顧客乙仍不肯買，過了一會兒乙回頭再說要買，老板的要約已失拘束力，

並沒有義務非賣不可；但乙拒絕要約時，對在旁的其他人來說，仍為有

效。

(二)已逾存續期間
要約僅在存續期間內有拘束力。民法第156條：對話為要約者。非立

時承諾，即失其拘束力。所稱「立時」，應依照社會上通常觀念來解釋。

例如在餐廳約談房屋買賣事情時所提出的要約，只要離席前承諾即可，

並不是非「馬上」承諾不可。民法第157條：非對話為要約者，依通常情
形，可期待承諾之到達時期內，相對人不為承諾時，其要約失其拘束力。

在此「可期待承諾之到達時期內」，包含要約傳遞時間，相對人考慮時間

與承諾傳遞時間，因事件之不同而有伸縮餘地。以上兩種情形都是未定承

諾期限。如果在要約時即預先定明承諾期限，依民法第158條規定，非於
其期限內為承諾，失其拘束力。

(三)撤回
撤回是指要約人將使要約不生效力的通告（如文例1-1-3，見第12

頁）。在以對話為意思表示時，於相對人了解時，發生效力（參民法第94
條），因此必須限於相對人尚未了解前才能撤回。而非對話之意思表示，

依民法第95條第1項規定解釋，要約之撤回必須與要約同時或更早到達相
對人，才有撤回之效力。如果撤回之通知遲到，但在通常狀況下應先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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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到達，其情形為相對人可得而知者，為發避免使要約人誤信撤回有

效，相對人應向要約人即發遲到之通知（如文例1-1-4，見第12頁）。例
如某甲以平信表示願將古畫以五萬元賣給乙，信才寄出一小時，即有某丙

願以十萬元買該古畫，甲馬上以限時信通知乙撤回要約。不料郵遞延誤，

限時信比平信遲到二日，此時乙應依民法第162條第1項規定向甲通知其撤
回已經遲到。如果乙沒有通知甲，則依同條第2項規定：甲撤回要約之通
知，視為未遲到。甲仍可以將古董賣給丙而無須負擔契約不履行之負任。

四、承諾

承諾是要約之受領人向要約人表示願使契約成立所為之意思表示。必

先有要約，然後才有承諾。而且承諾的內容與要約之內容必須一致。

前曾舉例百貨公司或便利商店中，將商品標上價格陳列在貨架上的行

為是要約。當顧客取出欲購買的商品到櫃臺結帳時，就算是承諾。因此承

諾是一種意思表示，但不一定是明示，默示也可以，但如果雙方約定必須

以特別的方式（如書面承諾），則必須依特約來履行。

民法第161條第1項：依習慣或依其事件之性質，承諾無須通知者，在
相當時期內有可認為承諾之事實時，其契約亦為成立。例如向餐廳定酒

席，餐廳雖未回電確定，但已經先預留空位或將寫有「某先生訂位」的牌

子掛出，則這個預留之事實，便可視為承諾而成立契約。學說上稱之為

「意思實現」。

將要約擴張、限制或為其他變更而承諾者，例如老板表示一件外套

賣三千元，而顧客說願以二千八百元買下來。此時依民法第160條第2項規
定，視為拒絕原要約而為新要約（如文例1-1-5，見第13頁），換言之，顧
客拒絕一件外套三千元之要約而提出一件外套二千八百元之要約，如果老

板承諾願意賣了，則成立買賣契約。

五、承諾之效力

承諾之效力即為契約成立。因之承諾生效的時期就是契約成立的時

期。承諾人以對話方式向要約人為承諾者，於要約人了解時，發生效力；

以非對話方式為承諾者，以承諾之通知到達要約人時發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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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承諾如果未在要約存續期間（即承諾期限以內）到達要約人，應

如何解決？民法第160條第1項：遲到之承諾，除前條情形外視為新要約。
換言之，把已遲到的承諾擬制為新的要約，如果原要約人仍願意接受，可

就此新要約逕予承諾。例如郵購商寄發函件表示欲購買該公司商品者，於

限期內訂購可享七折優待。

但顧客乙願購買之回函逾期限始寄達，此時郵購商仍可承諾應賣。

如果承諾之通知，按其傳達方法。依通常情形在相當時期內可達到

而遲到，其情形為要約人可得而知者，要約人應向相對人即發遲到之通知

（民法第159條第1項）。若是要約人怠於發通知給承諾人，其承諾視為未
遲到。因此前例中如果郵購商不願以七折賣出，便應該通知顧客其承諾已

遲到而無效。

承諾在未生效以前也可以撤回。但「撤回之通知」亦應與「承諾之通

知」同時或先時到達，始有撤回之效力。依民法第163條準用第162條之規
定，撤回承諾之通知。

如果因途中障礙而遲到時，要約人應即發出遲到之通知，如果怠於通

知，即視為未遲到，承諾即視為已經撤回而不能成立契約。

如果雙方約定契約須用一定方式才成立，依民法第166條規定，在該
方式未完成前，推定其契約不成立。例如在契約條款中寫明：本契約必須

經雙方皆簽名並且加蓋印章才生效。則在一方只蓋章而未簽名以前，契約

尚未成立。

六、懸賞廣告

以廣告方法，聲明對完成一定行為的人，給予報酬的行為，稱為「懸

賞廣告」。刊登廣告的人稱為「廣告人」；完成一定行為的便是「行為

人」。

懸賞廣告之用途很廣，舉凡尋求遺失物、找尋失蹤人口、徵求目擊者

或提供線索、獎勵學術發明或創作等等皆是（如文例1-1-6，見第13頁）。
其法律性質有契約說與單獨行為說兩種，前者以廣告為要約，而行為人完

成一定行為可認為是承諾而成立契約。後者則主張廣告本身是單獨的法律

行為，只要一定行為完成後就有報酬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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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賞廣告的成立要件有二：

(一)意思表示
應以廣告之方式為之。包含刊載在報紙雜誌或利用電視廣播傳送，張

貼公告或在街頭說明均可。廣告對象是不特定的多數人，但可加上適當限

制（例如針對學校學生、臺南市市民等）。

(二)對完成一定行為者給予報酬
一定行為包含作為或不作為，但其目的是為了公益或私利，則沒有限

制。報酬亦可以是金錢、財物或其他獎勵如給予獎狀、獎牌等。

因懸賞廣告而生的法律效果是報酬請求權。而廣告人即負有給付報

酬之義務，對於不知有廣告而完成該行為之人亦同。例如王先生的小孩失

蹤，而在報上刊登廣告找尋愛兒，對提供消息因而尋獲者給予五萬元。則

路人李小姐即使不知道有此廣告，當他將路上收容回來的小孩查明住所送

還給王家時，仍可以請求五萬元之報酬。

如果有數人先後分別完成一定之行為，或數人共同或同時分別完成

時，應如何處理？民法第164條第2項：數人先後分別完成前項行為時，由
最先完成該行為之人，取得報酬請求權；數人共同或同時分別完成行為

時，由行為人共同取得報酬請求權。所以報酬究竟歸誰所得，有二種情

形：

(一)數人共同或同時分別完成一定行為
於此情形，應以廣告內容為準，廣告內容無記明時，則由數人共同取

得債權。

(二)數人先後分別完成一定之行為
於此情形，由最先完成者取得報酬請求權。即使有人因先通知而先領

取報酬，最先完成者亦可以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但是在廣告中

若聲明報酬只給予最先通知者，則以廣告內容為準。此時先完成但較遲通

知者，亦喪失報酬請求權。

懸賞廣告在行為完成前可以撤回（如文例1-1-7，見第14頁）。但其
聲明撤回之方式應與廣告之方式相同。如果行為人因該廣告善意所受之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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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應負賠償之責。但以不超過預定報酬額為限（民法第165條第1項）。
若是廣告人能證明行為人不能完成其行為，例如廣告人聲明對拾獲皮夾者

給予報酬十萬元，但事實上皮夾掉在廣告人家中，除了廣告人以外行為人

不可能完成其行為，此時廣告人亦不必負賠償之責。

七、優等懸賞廣告

如果在廣告中聲明只有經評定最優之行為人才給予報酬，這樣的廣告

稱為「優等懸賞廣告」。例如：徵文比賽、小說獎、新產品命名、建築物

設計等等，新修正民法第165條之1至第165條之4訂有明文規定。
一般而言，優等懸賞廣告有下列特徵：

(一)以廣告聲明對完成一定行為者，須經評定優等者始給與報酬。
(二)須有應募期間。
(三)完成一定行為者須在期間內通知廣告人以接受評定。
(四)規定評定之標準、評定人與程序。
(五)報酬之種類與給付方式。
(六) 如涉及著作權、專利權、所有權等問題時，其歸屬為何人之約
定。

而廣告人應以公平、公正、誠實信用之方式對完成一定行為者加以評

定。因完成一定行為而可取得一定權利者，其權利屬於行為人。但若廣告

中另有聲明的話，往往約定歸廣告人所有。（民法第165條之4準用第164
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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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例1-1-1〉

契約要約書

本人願以新臺幣參萬元整購買閣下所有之民國九十三年三陽迪爵機

車乙部。請於○○年五月十四日前答覆是否願賣？

此致

王○○君

要約人：林○○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 ○ 年 五 月 一 日

〈文例1-1-2〉

承諾書

閣下之要約書已收到。本人所有之民國九十三年三陽迪爵機車，願

以新臺幣參萬伍千元出售予閣下。

此致

林○○君

承諾人：王○○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 ○ 年 五 月 四 日

註： 本通知名為承諾書事實上已將原要約之價款變更再予以承諾。依照民

法第160條第2項規定，應視為新要約而不是承諾。然而相對人也可以

逕行承諾，雙方再會同訂定買賣契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