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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輔考－地政士 民法概要與信託法概要 

109年 

一、區分所有建築物是現行都市居住最重要的生活空間之一，請依民法之規定

說明：區分所有權、專有部分之定義，並說明共有部分之應有部分計算方

式，以及共有部分之修繕費負擔方式。 

【擬答】 

（一）二者之定義 

1.區分所有權： 

依民法第 799 條第 1 項規定，稱區分所有建築物者，謂數人區分一建築

物而各專有其一部，就專有部分有單獨所有權，並就該建築物及其附屬

物之共同部分共有之建築物。 

2.專有部分： 

依民法第 799 條第 2 項規定，專有部分，指區分所有建築物在構造上及

使用上可獨立，且得單獨為所有權之標的者。 

（二）共有部分應有部分之計算方式 

依民法第 799 條第 2、4 項規定，共有部分，指區分所有建築物專有部分

以外之其他部分及不屬於專有部分之附屬物。區分所有人就區分所有建築

物共有部分及基地之應有部分，依其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

例定之。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三）共有部分修繕費之負擔方式 

依民法第 799-1 條規定，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部分之修繕費及其他負擔，

由各所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分擔之。但規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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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謂共有物合併分割？共有人在何種情形下，得請求合併分割？請依民法

之規定說明之。 

【擬答】 

（一）意義 

1.共有物分割自由原則： 

依民法第 823 條規定，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

共有物，其立法目的在於促進共有物的使用及避免糾紛，採共有物分割

自由原則。 

2.共有物合併分割： 

關於共有物之分割，無論採協議分割或裁判分割之方式辦理，均可能造

成各共有人因就每一宗土地細分之結果，使各共有人分得之土地極為零

散，並造成多筆畸零地之可能，反而無法達成土地之經濟效用，因此我

國民法遂設有將各共有人之土地先合併後再分割之方式，以謀物之經濟

效用能充分發揮，並在最大限度內維護各共有人之利益。 

（二）得合併合併分割之情形 

1.依民法第 824 條第 5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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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依民法第 824 條第 6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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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民國 108年民法增訂成年人之意定監護，請問：何謂意定監護？會同開

具財產清冊之人應如何確認？ 

【擬答】 

（一）意義 

1.定義： 

依民法第 1113-2 條規定，稱意定監護者，謂本人與受任人約定，於本人

受監護宣告時，受任人允為擔任監護人之契約。前項受任人得為一人或

數人；其為數人者，除約定為分別執行職務外，應共同執行職務。 

2.修法意旨： 

(1)意定監護： 

是於本人（委任人）意思能力尚健全時，本人與受任人約定，於本人

受監護宣告時，受任人允為擔任監護人之契約，以替代法院依職權選

定監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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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 

意定監護之本人得約定由一人或數人為受任人，惟受任人為數人時，

該數人應如何執行職務恐生疑義。參酌民法第 168 條規定，代理人有

數人者，其代理行為應共同為之。但法律另有規定或本人另有意思表

示者，不在此限。之立法意旨，應認受任人為數人者，原則上受任人

應共同執行職務，亦即須經全體受任人同意，方得為之；但意定監護

契約另有約定數人各就受監護人之生活、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等事項

分別執行職務者，自應從其約定。 

(3)現行成年監護制度，並未排除法人得擔任監護人： 

依新修正之民法第 1113-10 條準用第 1111-1 條第 4 款規定，法人亦得

為意定監護之受任人。另關於民法第 1111-2 條監護人資格限制之規

定，既未經明文排除準用，自仍在新修正民法第 1113-10 條所定準用

範圍中，從而，意定監護受任人資格，仍受民法第 1111-2 條規定之

限制。 

（二）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之確認 

1.依民法第 1113-4 條規定： 

(1)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受監護宣告之人已訂有意定監護契約者，應以

意定監護契約所定之受任人為監護人，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

人。其意定監護契約已載明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者，法院應依契約

所定者指定之，但意定監護契約未載明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或所載

明之人顯不利本人利益者，法院得依職權指定之。 

(2)法院為前項監護之宣告時，有事實足認意定監護受任人不利於本人或

有顯不適任之情事者，法院得依職權就第 1111 條第一項所列之人選

定為監護人。 

2.修法意旨： 

(1)為尊重本人之意思自主，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於本人事前訂有意定

監護契約者，應以意定監護優先為原則，即以意定監護契約所定之受

任人為監護人，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以保障本人之權益。 

(2)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有事實足認意定監護受任人不利於本人，或有

顯不適任之情事（例如，受任人有意圖詐欺本人財產之重大嫌疑、受

任人長期不在國內，無法勝任監護職務之執行等事由），法院得依職

權就民法第 1111 條第 1 項規定所列之人選定為監護人，不受意定監

護契約之限制，此為意定監護之例外規定，俾以保障本人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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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何謂公益信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信託法有那些監督之機制？何種情形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撤銷其許可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擬答】 

（一）意義 

依信託法第 69 條規定，稱公益信託者，謂以慈善、文化、學術、技藝、

宗教、祭祀或其他以公共利益為目的之信託。 

（二）監督機制 

1.公益信託之設立應得主管機關之許可： 

依信託法第 70 條規定，公益信託之設立及其受託人，應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之許可。前項許可之申請，由受託人為之。 

2.法人之公益信託： 

依信託法第 71 條規定： 

(1)法人為增進公共利益，得經決議對外宣言自為委託人及受託人，並邀

公眾加入為委託人。 

(2)前項信託對公眾宣言前，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3)第一項信託關係所生之權利義務，依該法人之決議及宣言內容定之。 

3.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加以監督： 

依信託法第 72 條規定： 

(1)公益信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監督。 

(2)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隨時檢查信託事務及財產狀況；必要時並得命受

託人提供相當之擔保或為其他處置。 

(3)受託人應每年至少一次定期將信託事務處理情形及財務狀況，送公益

信託監察人審核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並公告之。 

4.受託人非經許可不得辭任： 

依信託法第 74 條規定，公益信託之受託人非有正當理由，並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許可，不得辭任。 

5.應設置信託監察人： 

依信託法第 75 條規定，公益信託應置信託監察人。 

（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撤銷其許可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之情形 

依信託法第 77 條規定： 

1.公益信託違反設立許可條件、監督命令或為其他有害公益之行為者，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撤銷其許可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其無正當理由連續

三年不為活動者，亦同。 

2.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前項處分前，應通知委託人、信託監察人及受託人

於限期內表示意見。但不能通知者，不在此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