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討土地登記實務問題---從民法觀點論述 

一、 簽名蓋章效力之探討 

二、 法律行為效力 

    (1)行為能力   (2)監護宣告   (3)輔助宣告 

三、動產不動產之定義 

四、設權登記、宣示登記之差異性 

五、談繼承及遺囑 

   (1)繼承順位即應繼分  (2)遺囑之種類及生肖要件  (3)特留分 

六、共有物分割 

   (1)公同共有---分別共有  (2)現物分割   (3)變價分割 

 

 

 

附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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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2 條 

滿二十歲為成年。 

第 13 條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 

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 

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 



第 14 條 

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 

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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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機構、輔助 

人、意定監護受任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 

受監護之原因消滅時，法院應依前項聲請權人之聲請，撤銷其宣告。 

法院對於監護之聲請，認為未達第一項之程度者，得依第十五條之一第一 

項規定，為輔助之宣告。 

受監護之原因消滅，而仍有輔助之必要者，法院得依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 

規定，變更為輔助之宣告。 

第 15 條 

受監護宣告之人，無行為能力。 

第 15-1 條 

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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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得因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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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之聲請，為輔助之宣告。 

受輔助之原因消滅時，法院應依前項聲請權人之聲請，撤銷其宣告。 

受輔助宣告之人有受監護之必要者，法院得依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變更 

為監護之宣告。 

第 15-2 條 

受輔助宣告之人為下列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但純獲法律上利益，或 

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 

一、為獨資、合夥營業或為法人之負責人。 

二、為消費借貸、消費寄託、保證、贈與或信託。 

三、為訴訟行為。 

四、為和解、調解、調處或簽訂仲裁契約。 

五、為不動產、船舶、航空器、汽車或其他重要財產之處分、設定負擔、 

    買賣、租賃或借貸。 

六、為遺產分割、遺贈、拋棄繼承權或其他相關權利。 

七、法院依前條聲請權人或輔助人之聲請，所指定之其他行為。 

第七十八條至第八十三條規定，於未依前項規定得輔助人同意之情形，準 

用之。 

第八十五條規定，於輔助人同意受輔助宣告之人為第一項第一款行為時， 

準用之。 

第一項所列應經同意之行為，無損害受輔助宣告之人利益之虞，而輔助人 

仍不為同意時，受輔助宣告之人得逕行聲請法院許可後為之。 

 



第 66 條 

稱不動產者，謂土地及其定著物。 

不動產之出產物，尚未分離者，為該不動產之部分。 

第 67 條 

稱動產者，為前條所稱不動產以外之物。 

第 758 條 

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 

效力。 

前項行為，應以書面為之。 

第 759 條 

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 

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 

第 824 條 

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 

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 

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 

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 

    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 

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 

    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 

    。 

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 

，得以金錢補償之。 

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 

仍維持共有。 

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 

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 

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 

。但法院認合併分割為不適當者，仍分別分割之。 

變賣共有物時，除買受人為共有人外，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 

，有二人以上願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之。 

第 824-1 條 

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 

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 

一、權利人同意分割。 

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 

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 



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第八百八十一條第一 

項、第二項或第八百九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前條第三項之情形，如為不動產分割者，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就其補償金 

額，對於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不動產，有抵押權。 

前項抵押權應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一併登記，其次序優先於第二項 

但書之抵押權。 

第 1138 條 

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 

一、直系血親卑親屬。 

二、父母。 

三、兄弟姊妹。 

四、祖父母。 

第 1139 條 

前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以親等近者為先。 

第 1140 條 

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 

繼承權者，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 

第 1144 條 

配偶有相互繼承遺產之權，其應繼分，依左列各款定之： 

一、與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同為繼承時，其應繼分 

    與他繼承人平均。 

二、與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二順序或第三順序之繼承人同為繼承時 

    ，其應繼分為遺產二分之一。 

三、與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四順序之繼承人同為繼承時，其應繼分 

    為遺產三分之二。 

四、無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一順序至第四順序之繼承人時，其應繼 

    分為遺產全部。 

第 1189 條 

遺囑應依左列方式之一為之： 

一、自書遺囑。 

二、公證遺囑。 

三、密封遺囑。 

四、代筆遺囑。 

五、口授遺囑。 

第 1190 條 

自書遺囑者，應自書遺囑全文，記明年、月、日，並親自簽名；如有增減 

、塗改，應註明增減、塗改之處所及字數，另行簽名。 

第 1191 條 



公證遺囑，應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在公證人前口述遺囑意旨，由公證 

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人認可後，記明年、月、日，由公證人、見 

證人及遺囑人同行簽名，遺囑人不能簽名者，由公證人將其事由記明，使 

按指印代之。 

前項所定公證人之職務，在無公證人之地，得由法院書記官行之，僑民在 

中華民國領事駐在地為遺囑時，得由領事行之。 

第 1192 條 

密封遺囑，應於遺囑上簽名後，將其密封，於封縫處簽名，指定二人以上 

之見證人，向公證人提出，陳述其為自己之遺囑，如非本人自寫，並陳述 

繕寫人之姓名、住所，由公證人於封面記明該遺囑提出之年、月、日及遺 

囑人所為之陳述，與遺囑人及見證人同行簽名。 

前條第二項之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第 1193 條 

密封遺囑，不具備前條所定之方式，而具備第一千一百九十條所定自書遺 

囑之方式者，有自書遺囑之效力。 

第 1194 條 

代筆遺囑，由遺囑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人，由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使 

見證人中之一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人認可後，記明年、月、日及 

代筆人之姓名，由見證人全體及遺囑人同行簽名，遺囑人不能簽名者，應 

按指印代之。 

第 1195 條 

遺囑人因生命危急或其他特殊情形，不能依其他方式為遺囑者，得依左列 

方式之一為口授遺囑： 

一、由遺囑人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並口授遺囑意旨，由見證人中之一 

    人，將該遺囑意旨，據實作成筆記，並記明年、月、日，與其他見證 

    人同行簽名。 

二、由遺囑人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並口述遺囑意旨、遺囑人姓名及年 

    、月、日，由見證人全體口述遺囑之為真正及見證人姓名，全部予以 

    錄音，將錄音帶當場密封，並記明年、月、日，由見證人全體在封縫 

    處同行簽名。 

第 1196 條 

口授遺囑，自遺囑人能依其他方式為遺囑之時起，經過三個月而失其效力 

。 

第 1197 條 

口授遺囑，應由見證人中之一人或利害關係人，於為遺囑人死亡後三個月 

內，提經親屬會議認定其真偽，對於親屬會議之認定如有異議，得聲請法 

院判定之。 

第 1198 條 



下列之人，不得為遺囑見證人： 

一、未成年人。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 

三、繼承人及其配偶或其直系血親。 

四、受遺贈人及其配偶或其直系血親。 

五、為公證人或代行公證職務人之同居人助理人或受僱人。 

第 三 節 效力 

第 1199 條 

遺囑自遺囑人死亡時發生效力。 

第 1200 條 

遺囑所定遺贈，附有停止條件者，自條件成就時，發生效力。 

第 1201 條 

受遺贈人於遺囑發生效力前死亡者，其遺贈不生效力。 

第 1202 條 

遺囑人以一定之財產為遺贈，而其財產在繼承開始時，有一部分不屬於遺 

產者，其一部分遺贈為無效；全部不屬於遺產者，其全部遺贈為無效。但 

遺囑另有意思表示者，從其意思。 

第 1203 條 

遺囑人因遺贈物滅失、毀損、變造、或喪失物之占有，而對於他人取得權 

利時，推定以其權利為遺贈；因遺贈物與他物附合或混合而對於所附合或 

混合之物取得權利時亦同。 

第 1204 條 

以遺產之使用、收益為遺贈，而遺囑未定返還期限，並不能依遺贈之性質 

定其期限者，以受遺贈人之終身為其期限。 

第 1205 條 

遺贈附有義務者，受遺贈人以其所受利益為限，負履行之責。 

第 1206 條 

受遺贈人在遺囑人死亡後，得拋棄遺贈。 

遺贈之拋棄，溯及遺囑人死亡時發生效力。 

第 1207 條 

繼承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受遺贈人於期限內為承認 

遺贈與否之表示；期限屆滿，尚無表示者，視為承認遺贈。 

第 1208 條 

遺贈無效或拋棄時，其遺贈之財產，仍屬於遺產。 

第 四 節 執行 

第 1209 條 

遺囑人得以遺囑指定遺囑執行人，或委託他人指定之。 

受前項委託者，應即指定遺囑執行人，並通知繼承人。 



第 1210 條 

未成年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不得為遺囑執行人。 

第 1211 條 

遺囑未指定遺囑執行人，並未委託他人指定者，得由親屬會議選定之；不 

能由親屬會議選定時，得由利害關係人聲請法院指定之。 

第 1211-1 條 

除遺囑人另有指定外，遺囑執行人就其職務之執行，得請求相當之報酬， 

其數額由繼承人與遺囑執行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時，由法院酌定之。 

第 1212 條 

遺囑保管人知有繼承開始之事實時，應即將遺囑交付遺囑執行人，並以適 

當方法通知已知之繼承人；無遺囑執行人者，應通知已知之繼承人、債權 

人、受遺贈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無保管人而由繼承人發現遺囑者，亦同 

。 

第 1213 條 

有封緘之遺囑，非在親屬會議當場或法院公證處，不得開視。 

前項遺囑開視時，應製作紀錄，記明遺囑之封緘有無毀損情形，或其他特 

別情事，並由在場之人同行簽名。 

第 1214 條 

遺囑執行人就職後，於遺囑有關之財產，如有編製清冊之必要時，應即編 

製遺產清冊，交付繼承人。 

第 1215 條 

遺囑執行人有管理遺產，並為執行上必要行為之職務。 

遺囑執行人因前項職務所為之行為，視為繼承人之代理。 

第 1216 條 

繼承人於遺囑執行人執行職務中，不得處分與遺囑有關之遺產，並不得妨 

礙其職務之執行。 

第 1217 條 

遺囑執行人有數人時，其執行職務，以過半數決之。但遺囑另有意思表示 

者，從其意思。 

第 1218 條 

遺囑執行人怠於執行職務，或有其他重大事由時，利害關係人，得請求親 

屬會議改選他人；其由法院指定者，得聲請法院另行指定。 

第 五 節 撤回 

第 1219 條 

遺囑人得隨時依遺囑之方式，撤回遺囑之全部或一部。 

第 1220 條 

前後遺囑有相牴觸者，其牴觸之部分，前遺囑視為撤回。 

第 1221 條 



遺囑人於為遺囑後所為之行為與遺囑有相牴觸者，其牴觸部分，遺囑視為 

撤回。 

第 1222 條 

遺囑人故意破毀或塗銷遺囑，或在遺囑上記明廢棄之意思者，其遺囑視為 

撤回。 

第 六 節 特留分 

第 1223 條 

繼承人之特留分，依左列各款之規定： 

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二分之一。 

二、父母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二分之一。 

三、配偶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二分之一。 

四、兄弟姊妹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三分之一。 

五、祖父母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三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