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法總序

民法的概念

所謂民法，就是規定私人與私人之間民事上權利義務關

係的法律。

公法與私法

想要真正瞭解民法的意義，必須先認清法律有三大領

域，那就是公法和私法。公法是在處理國家行使公權力時和

國民之間所發生的權利義務關係，而私法則是在處理私人與

私人之間日常社會生活所發生的權利義務關係。

例如憲法、國籍法、稅法、兵役法、刑法、訴訟法等

等，都是屬於公法。公法關係的雙方當事人一方是國家，一

方是國民，由於是公權力的行使，因此公法關係中雙方當事

人的地位並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的現象表現在兩方面，也就

是權利義務上的不平等以及意思效果上的不平等。就權利義

務關係而言，在公法關係中，國民是居於被國家公權力所支

配的地位，國民有遵從公權力的義務，卻不一定有相對等的

權利。例如國民因為犯罪而服徒刑，或者因為違反交通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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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遭受處罰，並不能因為自由受到限制或者金錢受到減損而

對於國家有所請求。另一方面，就意思效果而言，國民單方

面的意思並不能改變其和國家之間所存在的公法關係，例如

某位國民雖然不願意服兵役，他仍然必須服兵役，或者某位

國民不願意繳太多的稅，但他需要繳交的稅金並未因此而減

少。

反觀私法關係，由於是處理私人與私人之間的日常生

活關係，例如買賣、租賃、借貸、離婚、結婚、繼承等等，

因此私法關係的雙方當事人間地位是平等的，並沒有主從尊

卑的不對等現象。從權利義務的角度而言，在私法關係中，

權利義務通常是相伴隨的，當事人之一方享受權利時，通常

也負有相當的義務，例如在買賣關係中，當你取得買賣標的

物的所有權，同時你也必須給付買賣價款。又如在婚姻關係

中，夫妻互享有被扶養的權利，但也互相負有扶養他方的義

務。當然，在比較特殊的情形下，也有可能享受權利而沒有

相當的義務，例如贈與關係中，受贈人享受權利的同時並沒

有相同的義務，不過這是出於贈與人本身的自願，和公法關

係中不問國民有無意願均須受公權力支配的情形不盡相同。

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瞭解，在私法關係中，當事人的意思主

宰著私法關係的形成與內容。例如沒有人可以強迫你把房子

租給別人，沒有人可以強迫你把房子設定抵押，也沒有人可

以強迫你離婚、結婚。

瞭解了公法與私法的差別，我們就可以知道民法是屬於

私法的領域，所以民法的條文都是建立在當事人相互平等的

基礎上所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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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義的民法和廣義的民法

在法律的用語上，民法有廣狹二義。狹義的民法是指六

法全書中的「民法」法典，由於這部法典的名稱就叫做「民

法」，因此形式意義的民法指的就是這部民法。如果採用民

法的狹義定義，則民法就只是私法的一部分，並非私法的全

部。

如果用廣義的定義來解釋，則廣義的民法等於是私法的

全部。除了民法以外，其他例如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

保險法（以上四種法律合稱商事法）、土地法、動產擔保交

易法等等，也都是規定私人間的權利義務關係，把這些法律

以及這些法律的法理、判例總合起來，就是廣義的民法。由

於不論有沒有使用「民法」這個名稱，只要是處理私人間權

利義務關係的法律、法理、判例，一律將之劃入廣義的民法

定義中，因此實質意義的民法指的就是廣義的民法。

在本書中，如果沒有特別說明，所指的民法是狹義、形

式意義的民法。

我國民法的制定與修正

我國民法典的沿革

我國歷代法制，多偏重在刑事法及行政法方面，成文

法典以戰國時代魏國李悝的《法經》為濫觴，其後如《漢

律》、《唐律》等，但對於民事法方面則缺乏有系統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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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直到滿清末年為變法圖強，才開始編纂民法草案。

第一次民法草案於光緒33年開始編修，至宣統3年完成，

是為大清民律草案，但該草案未及施行，滿清已經覆亡。中

華民國政府成立後，在民國14年至15年間，曾參照大清民律

草案完成第二次民律草案，該草案曾經司法部通令全國各級

法院暫行參酌採用，但並未正式公布施行。

現行民法則是在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後，於民國18年至

20年間陸續制定公布施行的。

民法的編制及主要內容

我國民法是仿照德國民法、法國民法、瑞士民法、瑞士

債務法及日本民法編纂而成，在編制上則是採用德國的民法

體例，計分總則編、債編、物權編、親屬編、繼承編五編。

由於我國民法是沿襲自歐陸的民法法典，因此大部分

的條文是仿照歐陸的制度，而承繼我國固有法制或民間習俗

的條文，只有一小部分，也因此在適用上常會出現削足適履

的情形。例如台灣民間盛行的合會制度，在民法中卻付諸厥

如，因此遇有合會糾紛，必須延引附會其他條文強加解釋，

雖然大部分問題尚能處理，但難免有捉襟見肘的感覺，故於

民國88年增訂第二編第二章第十九節之一「合會」。這種民

法條文與社會習慣不盡相同的現象如果沒有加以注意，常會

因為對法律認知錯誤而喪失法律上的權利，因此在日常交易

中，必須注意習慣與民法的規定有時會有不同的地方。

以下就民法各編的內容分述說明其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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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則編

民法的第一編為總則編，共分七章，有152條條文，另外

有總則編施行法19條。

第一章為法例，規定法律適用與解釋的一般共同原則，

性質上是總則編的總則規定。

第二章為人，規定民法上的權利主體包括自然人及法人

（法人又分社團法人及財團法人）。本章分為二節，分別就

自然人及法人權利能力的形式與消滅、權利行使的保護與行

使方式做規定。

第三章為物，物可分成動產及不動產，二者所適用的法

律幾乎完全不同。本章除規定動產及不動產的定義外，對於

主物與從物間的關係，還有孳息的歸屬亦均有規定。

第四章為法律行為，本章對於法律行為應適用的原則、

行為能力、意思表示的效力、附條件及期限之法律行為、代

理以及法律行為的無效及撤銷，均有規定。

第五章為期日及期間，本章係對於法律領域中時間的計

算方式做標準化的規定。

第六章為消滅時效，為了避免權利長期的不行使造成新

事實與舊權利無法相容的現象，並為了督促權利人及早行使

權利以減少法律紛爭，本章特別就時效的期間及其效果做規

定。

第七章為權利之行使，權利之行使固然是權利人的自

由，但權利之行使也有其社會責任，本章即是對權利之行使

與社會整體公益做調和式的規定。

在理論上，總則編既然是民法各編共同適用的定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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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應該是可以直接適用於其他各編，但其實不然。因為

民法中的法律行為可區分為財產行為及身分行為，財產行為

是以經濟活動為基礎，身分行為則以人倫秩序做考量。一

般認為民法總則編的規定在財產行為可以完全適用，但對

於身分行為則不能完全適用。民法債編及物權編均是有關財

產行為的規定，因此除非法律有特別規定，否則總則編可以

完全適用。至於民法親屬編及繼承編，則規定有純粹的身分

行為（例如訂婚、結婚、離婚、收養）以及身分上的財產行

為（例如夫妻財產契約的訂定、扶養的請求），關於身分上

的財產行為，也有民法總則編的適用，但關於純粹的身分行

為，則總則編只有在不違背身分行為性質的範圍內才有適

用，如果總則編的規定與身分行為的本質不合，則這些規定

就不能適用。

債編

本編共分二章，計604條條文，另有施行法36條。本編為

關於債權債務的規定，條文繁多，幾乎占本法條文的半數，

國民日常生活中，幾乎每天都適用到債編的規定，例如從一

早買早點、搭車上班就已經開始了一連串的債權債務關係，

只是因為在大部分的情形之下我們沒有違反債編的規定，也

就不會有民法債編規定的責任，因此沒有感受到債編規定的

存在。

債編的第一章通則，第一節先就民法上四種債的發生原

因：契約、無因管理、不當得利、侵權行為（代理權的授與

亦規定在債編通則裡，但一般均不認為是債的發生原因）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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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規定。接著第二節規定債之標的，亦即就種類之債、貨幣

之債、利息之債、選擇之債以及損害賠償之債，分別就其意

義及效力做規定。第三節規定債之效力，分別規定了債務履

行的方式、債務不履行的種類及效力、債務如何保全，以及

契約的確保、解除及終止的方式及效果。第四節是針對多數

債權人及多數債務人間所發生的可分之債、連帶之債以及不

可分之債等相互關係做規定。第五節規定債之移轉，分別規

定了債權讓與及債務承擔的方式與效力。第六節規定五種債

權消滅的方式，亦即清償、提存、抵銷、免除、混同。

債編的第二章為各種之債。本章係將27種典型的債權債

務關係分別規定，這27債是買賣、互易、交互計算、贈與、

租賃、借貸。僱傭、承攬、旅遊、出版、委任、經理人及代

辦商、居間、行紀、寄託、倉庫、運送營業、承攬運送、合

夥、隱名合夥、合會、指示證券、無記名證券、終身定期

金、和解、保證、人事保證。由於我國民法是採取民商合一

制，因此很多應該在商法上才有的規定，也規定到民法當

中，例如交互計算、經理人及代辦商、行紀、倉庫、運送營

業等，除商業上常使用之外，一般人民日常生活並不常用。

而且這些商業性的契約，因為我國另有商事性的民事特別法

對這些契約有更詳細的規定，如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

保險法，因此民法中這些商業性的契約其重要性並不高。

債法所採用的原理是「契約自由」的原則，也就是說只

要不違背法律的強行規定也不違反公序良俗，則當事人對於

契約的內容可以自由約定，只有在契約條文不明白或不完備

時，民法的規定才作為補充性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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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權編

物權編共分十章，計有210條，另有施行法24條。物權編

主要在規定物權的種類及其內容，以及物權的取得喪失及變

更的方式。

第一章為通則，規定物權行為所適用之原則及物權取

得、喪失、變更的方式。

第二章為所有權，規定所有權的內容及取得時效，並分

別就不動產所有權及動產所有權的內容以及共有關係之處理

做規定。

第三章為地上權、第四章為永佃權、第五章為地役權、

第六章為抵押權、第七章為典權、第八章質權、第九章為留

置權，各章分別規定各該物權的定義及權利內容。

民法的物權可分為二大類，一為所有權，一為限制物

權。所有權係對於標的物能全面支配並完全使用收益的權

利，限制物權則不能對於標的物為全面支配，其權利僅限於

某一方面或某數方面。物權編第三章至第九章所規定之各項

權利即為限制物權。

第十章為占有。占有在我國民法上並非是一種物權，它

只是一種事實。不過占有的事實受民法的保護，使占有具有

類似物權的效力。

親屬編

親屬編共分七章，計170條，另有施行法15條。親屬主要

在規定親屬關係的形成及親屬間的權利義務關係。

第一章為通則，規定血親及姻親的定義以及親等的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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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第二章為婚姻，規定婚約及婚姻的要件以及其效力，另

外還規定離婚的方式及要件。

第三章為父母子女，規定父母子女間相互的權利義務。

第四章為監護，針對未成年人及禁治產人的監護要件及

監護方式分別為規定。

第五章為扶養，規定扶養的要件及方式。

第六章為家，規定家的意義以及家長家屬間的關係。

第七章為親屬會議，規定親屬會議的組成及其決議方

式。

親屬編與社會的傳統倫理思想關係最為密切。我國傳統

的親屬法制因為受到儒家法律觀的影響，所以帶有濃厚的團

體主義及男權主義的色彩。現行民法親屬編大部分承襲歐陸

法制，除了某些條文受到固有習慣影響而仍有宗族色彩以及

男尊女卑的觀念之外，基本上，親屬編係建立在國人主義及

男女平等的基礎之上。

繼承編

繼承編共分三章，計88條，另有施行法11條。

第一章為遺產繼承人，規定繼承人的順序及其繼承的權

利。

第二章為遺產的繼承，規定繼承的效力、限定之繼承、

遺產的分割、繼承之拋棄以及無人承認之繼承。

第三章為遺囑，規定遺囑的方式、效力及其執行，另外

也規定了遺囑的撤回以及繼承人特留分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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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法也是大部分沿襲歐陸的法制，尤其現行法廢除了

宗祧制度並採用男女平等的繼承原則，對於社會觀念的改革

導引，有極重要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