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補習班 班址:台北市忠孝西路1段72號 9樓TEL:23611677~9 

100 年度地政士(代書)普考民法概要與信託法概要考試試題解答 
 

一、 監護宣告應具備什麼要件？設甲為已成年而受監護宣告之人，有一筆土地，乙欲購買之。乙應  
    如何為意思表示，始得成立有效之買賣契約？ 

答：(一)所謂受監護宣告之人，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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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法院因一定人之聲請，宣告其應受監護，使其成

為無行為能力之人。民法修正前稱之為「禁治產人」。受監護宣告之要件如下： 

1.須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2.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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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須經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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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須經法院宣告。 

(二)受監護宣告之人無行為能力，應為其置監護人(民法第 15 條、1110 條)。有關成年人之監護，

原則上準用未成年人監護之規定(民法第 1113 條)，監護人在監護權限內為受監護人之法定

代理人(民法第 1098 條 1 項)。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之必要行為(民法第

1099 條之 1)，如欲代為購置或處分不動產須經法院許可始得為之(民法第 1101 條 2 項)。本

題甲為已成年人而受監護宣告，乙欲向其購買土地應向其監護人(即法定代理人)為意思表

示，又因監護人係為甲處分不動產，故須陳報法院許可後，始得代理甲與乙成立土地買賣

契約。 

（解答詳見全國補習班地政士考前猜題大全第 1-8 頁第四題） 

二、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有何特性？所謂「最高限額」，其範圍包括那些？ 
答：(一)所謂最高限額抵押權者，謂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其不動產為擔保，就債權人對債務人一

定範圍內之不特定債權，在最高限額內設定之抵押權(民法第 881 條之 1)。故最高限額抵

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乃不特定債權，具有不特定性。詳言之，所擔保之債權自該抵押權設

定時起至確定時止，係屬不特定。所謂不特定債權非指債權本身尚未特定，而係所擔保

之債權在確定前，得不斷發生或消滅而具有變動性、代替性而言，與普通抵押權所擔保

者乃確定之債權不同。例如擔保 96 年 4 月 1 日所訂買賣契約，因債務不履行而生之損害

賠償債權，其金額雖非確定，然仍屬已特定之債權，故僅得設定普通抵押權擔保之。 

(二)最高限額抵押權所謂「最高限額」，其擔保債權之範圍如下： 

1.已確定之原債權： 

最高限額抵押權人就已確定之原債權，僅得於其約定之最高限額範圍內，行使其權利(民

法第 881 條之 2)。 

2.債權之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 

前項債權之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與前項債權合計不逾最高限額範圍者，亦同(民

法第 881 條之 2)。 

又此項利息、遲延利息或違約金，不以前項債權已確定時所發生者為限，其於前項債權

確定後始發生，但在最高限額範圍內者，亦包括在內。例如約定擔保範圍係買賣關係所

生債權，買賣價金乃直接自買賣關係所生，固屬擔保債權，其他如買賣標的物之登記費

用、因價金而收受債務人所簽發或背書之票據所生之票款債權、買受人不履行債務所生

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亦屬擔保債權，亦包括在內。 

3.實行抵押權之費用： 

實行抵押權之費用，依第 881 之 17 準用第 861 條之規定，亦為抵押權效力所及。（解答    
詳見全國補習班地政士考前猜題大全第 1-137 頁第六十五題及講義第 199 頁） 

 
 
 



 

 

 
 
 
 

三、拋棄繼承之方式如何？設甲向乙貸款，已屆清償期，無力償還，適甲之父親丙病逝，留有遺產，

甲卻拋棄繼承，該遺產由另一繼承人丁單獨繼承。請附理由說明乙可否以甲拋棄繼承有害其債

權為由，依民法第 244 條規定聲請法院撤銷之？ 
答：(一)所謂拋棄繼承，指依法有繼承權之人於繼承開始時，依法定方式所為與繼承立於無關係

地位之意思表示。拋棄繼承之程序，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 3 個月內以書面向法院為之；

拋棄繼承後，應以書面通知因其拋棄而應為繼承之人(民法第 1174 條)。 

(二)債權人對於債務人所為有害及債權之行為，得依民法第 244 條聲請法院予以撤銷之。其

要件如下： 

1.債務人之行為係無償行為時(客觀要件)： 

(1)須為債務人所為之有效法律行為。 

(2)須有害於債權人之權利：指債務人因其行為而陷於無資力，致其財產不足清償債務而 

  言。 

(3)債務人之行為非以財產為標的或僅有害於以給付特定物為標的之債權者不得撤銷(民  

  法第 244 條 3 項)。所謂非以財產為標的之行為不得撤銷，例如結婚、收養等身分行為，  

  雖增加支出而影響債務人之清償能力，惟不得撤銷。 

2.債務人之行為係有償行為時： 

(1)須具備無償行為得撤銷之客觀要件。 

(2)須具備下列主觀要件：即須債務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且受益人於

受益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 

本題債務人甲拋棄繼承，固可能影響對其債權人乙償債能力，惟因拋棄繼承之性質

屬身分行為，甲所為者並非以財產為標的之行為，依民法第 244 條第 3 項規定債權人

乙不得撤銷之。（解答詳見全國補習班地政士考前猜題大全第 1-171 頁第八十六題及

講義第 98 頁） 

四、依信託法規定，受託人原則不得將信託財產轉為自有財產，或於該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權利。

但有例外，例外情形有那些？受託人違反上述規定時，其效力如何？ 
答：(一)受託人係基於委託人之高度信賴，以管理信託財產，故應本於信託財產之利益忠實地

處理信託事務，避免自己或第三人獲得不當利益。受託人不得將信託財產移轉為自有

財產，或於該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權利(信託法第 35 條 1 項)。但下列情形不致發生

利益衝突，例外不予禁止： 

1.受託人經受益人書面同意並依市價取得者。 

2.受託人經由集中市場競價取得者。 

3.受託人有不得已事由經法院許可者。例如情況急迫。 

4.受託人因繼承、合併或其他事由，概括承受信託財產上之權利者。於此情形，並準

用第 14 條有關權利不因混同而消滅之規定。 

(二)受託人違反禁止利益衝突規定使用或處分信託財產者，委託人、受益人或其他受託人，  

   除準用  

第 23 條規定得請求賠償、回復原狀、減免報酬外，並得請求將其所得利益歸於信託財產；於 

受託人有惡意者，應附加利息一併歸入(信託法第 35 條 3 項)。本項請求權，自委託人或受益人 

知悉之日起 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事實發生時起逾 5 年者，亦同(信託法第 35 條 4 項)。 

（解答詳見全國補習班地政士講義第 12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