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1 

一、何謂停止條件？何謂解除條件？何種法律行為不許附條件？試說明之。(25分) 

《擬答》 

(一)稱條件者，乃當事人以將來客觀上不確定事實之成否，決定其法律行為效力之一種法律行為附款。條

件以其作用係限制法律行為之發生或消滅，可區分為「停止條件」、「解除條件」，詳諸如下： 

1.停止條件：附停止條件之法律行為，於條件成就時，發生效力。民法第九九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在

條件尚未成就之前，法律行為雖已成立，但尚未生效，需待停止條件成就始生效力。茲舉一例明之

：甲與乙約定，於乙考取大學時，贈其金筆一枝。此贈與契約於當事人意思合致時即已成立，惟應

待乙考取大學時，贈與契約始生效力，倘乙未能考取大學，則停止條件並未成就，其贈與契約即不

生效力。 

2.解除條件：附解除條之法律行為，於條件成就時失其效力，民法第九九條第二項定有明文。易言之

，法律行為本已生效，但因解除條件的成就，使已生效之法律行為失其效力。茲舉一例明之：甲贈

乙金筆一枝，並已交付，但約定，若乙此次未能考取大學，該贈與即失其效力。乙此次如考取，則

該贈與契約即不失其效力；反之，則解除條件成就，致贈與契約失其效力。 

(二)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之精神，法律行為以得附條件為原則。但在某些例外情形為使法律行為關係

單純明確，基於法律規定、公序良俗或相對人利益保護，不許附條件。其不許附條件的法律行為又稱

為「條件敵對行為」，其有下列二大類： 

1.違背公序俗等公益者： 

(1)結婚、離婚、收養或終止收養、非婚生子女之認領或否認等身份行為。 

(2)繼承之承認或拋棄。 

(3)各種票據行為，其發票人均應無條件擔任支付或委託支付，否則將阻礙票據的流通性。 

2.妨害相對人利益者：主要為形成權的行使。蓋形成權的行使貴大迅速明確，否則將重大影響相對人

的利益，於民法第三三五條第二項即有明定行使抵銷權不得附條件，即為一例。 

  《 見本班「民法高分題庫」 P.86、P.87 》 

 

二、何謂契約之附隨義務？違反此義務有何法律效果？(25分) 

《擬答》 

(一) 現行民法上債之關係係建立在主給付義務之上，所謂「主給付義務」，係指債之關係所固有、必備，

並用以決定債之關係類型之基本義務，即債之關係之要素。而債之關係在其展過程中，依其情形，除

有主給付義務外，尚會發生其他義務，例如雇主應為受僱人加入勞工保險的照顧義務、醫生於手術時

不得留紗布於體內的保護義務，此類義務的發生，係以誠實信用原則為依據，稱之為契約之附隨義務

。其功能有二：一為促進實現主義務，使債權人之給付利益獲得最大可能的滿足；一為維護他方當事

人人身或財產上之利益，具有保護之功能。 

(二) 附隨義務與主義務之區別在於：(1)主義務自始確定決定債之類型，而附隨義務係隨著債之關係的發展

，於個別情況要求當事人一方有所作為或不作為，以維護相對人之利益，於任何債之關係均可能發生

，不受特定債之關係類型之限制。(2)主給付義務構成雙務契約之對待給付，一方當事人於他方當事人

未為對待給付之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反之，附隨義務原則上非屬對待給付，不能發生同時履行之

抗辯。(3)給付義務之不履行，債權人得解除契約。反之，附隨義務之不履行，債權人原則上不得解除

契約，但得就其所受損害，依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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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三)又附隨義務非債之關係所固有及必備之要素，不得以訴請求履行。是以，如有違反附隨義務者，僅得

依不完全給付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併予敘明。  

 

三、甲承租乙之土地建築房屋居住，已達二十年以上，甲是否得主張依時效取得地上權？(25分) 

《擬答》 

(一)以所有之意思，二十年間和平、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取得時效之

規定，於所有權以外財產權之取得、準用之。民法第七六九條及七七二條定有明文。地上權係財產權

，自得依民法第七七二條準用所有權取得時效之規定，因時效而取得地上權。析其要件如下： 

1.有占有之事實：須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和平、公然占有。 

2.須經過法定期間：此項法定期間有二，一是二十年，一是十年，前者不問占有之始是否為善意無過

失，後者則必限於占有之始，須為善意並無過失，方有適用。 

3.他人已登記的土地：實務上認地上權係為他項權利，其登記必須於辦理土地所有權登記同時或其後

為之，如係未登記之土地即無法聲請為取得地上權之登記。 

符合前揭要件後，占有人僅得請求登記地上權而已，並非當然取得其地上權。 

(二)題示甲承租乙之土地建屋，長達二十年，甲乃基於承租人之意思而占有，並非無權占有，且非基於行

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故不該當時效取得地上權之要件。故甲不得主張依時效取得地上權。 

    《 見本班「民法高分題庫」 P.280∼P.282 》 

 

四、甲男乙女結婚，產一子丙。丙三歲時，有丁男提出證據，主張丙為丁與乙所生。問丁可否提起「確認

父子關係之訴」？甲可否對乙丙提起「否認婚生子女之訴」？丙成年後可否對甲提起「否認生父之訴

」？(25分) 

《擬答》 

一、依民法第一Ｏ六三條規定，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前項推

定，如夫妻一方能證明妻非自夫受胎者，得提起否認之訴。但應於知悉子女出生之日起一年內為之。

是本題中，甲夫與乙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產下丙子，該丙子自推定為甲乙之婚生子女。惟丙子卻為乙

妻與丁男所生，依前揭法文規定，甲自得於知悉子女出生之日起一年內對乙丙提出否認子女之訴訟。

本案，丙業已三歲，自已逾前開之一年除斥期間，故甲不得提起。 

二、至於，丁可否提起「確認父子關係之訴」，及丙於成年後可否提起「否認生父之訴」，依現行民法第

一Ｏ六三條規定，似不得提起。惟於93.12.30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做出釋字第五八七號解釋略謂：子女獲

知其血統來源，確定其真實父子身份關係，攸關子女之人格權，應受憲法保障。民法第一Ｏ六三條規

定，係兼顧身份安定及子女利益而設，惟其得提起否認之訴者僅限於夫妻之一方，子女本身則無獨立

提起否認之訴之資格，且未顧及子女得獨立提起該否認之訴時應有之合理期間及起算日，是上開規定

使子之訴訟權受到不當限制，而不足以維護其人格權益，在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格權及訴訟權之意

旨不符，有關機關並應適時就得提起否認生父之訴之主體、起訴除斥期間之長短及其起算日等相關規

定檢討改進，以待符合憲法意旨。是大法官此號解釋似有放寬子女亦得提起否認之訴之權利。故丙亦

得提起否認生父之訴，僅提起之除斥期間有待相關司法機關明定。 

三、另親生父得否對受推定為他人之婚生子女提起否認之訴，該大法官會議解釋復謂，不許親生父對受推

定為他人之婚生子女提起否認之訴，係為避免因訴訟而破壞他人婚姻之安定、家庭之和諧及影響子女

受教養之權益，與憲法尚無抵觸。準此，丁不得提起確認父子關係之訴訟。 

《 見本班「新編民法測驗題庫 」P.241∼P.242、「民法高分題庫」 P.39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