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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一編總則」 

 

 

 ∙ 국 가 · 지 역 :  대만 

 ∙ 제 정 일 : 1929 년 4 월 20 일  

 ∙ 개 정 일 : 2019 년 5 월 24 일  

 ∙ 공 포 일 : 2019 년 6 월 19 일  

 

 

第一章 法例 

第一條   (法源) 

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 

 

第二條   (適用習慣之限制) 

民事所適用之習慣，以不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為限。 

 

第三條   (使用文字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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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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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以文字為準) 

關於一定之數量，同時以文字及其號碼表示者，其文字與號碼有不符合時，

如法院不能決定何者為當事人之原意，應以文字為準。 

 

 

第五條   (以最低額為準) 

關於一定之數量，以文字或號碼為數次之表示者，其表示有不符合時，如

法院不能決定何者為當事人之原意，應以最低額為準。 

 

第二章 人 

第一節 自然人 

第六條   (自然人之權利能力) 

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 

 

 

 

第七條   (胎兒之權利能力) 

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護，視為既已出生。 

 

 

 

第八條   (死亡宣告) 

失蹤人失蹤滿七年後，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為死亡之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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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蹤人為八十歲以上者，得於失蹤滿三年後，為死亡之宣告。 

  失蹤人為遭遇特別災難者，得於特別災難終了滿一年後，為死亡之宣告

。 

 

 

 

第九條   (死亡時間之推定) 

受死亡宣告者，以判決內所確定死亡之時，推定其為死亡。 

  前項死亡之時，應為前條各項所定期間最後日終止之時。但有反證者，

不在此限。 

 

 

 

第十條   (失蹤人財產之管理) 

失蹤人失蹤後，未受死亡宣告前，其財產之管理，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外，依家事事件法之規定。 

 

 

 

第十一條   (同死推定) 

二人以上同時遇難，不能證明其死亡之先後時，推定其為同時死亡。 

 

 

 

第十二條   (成年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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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二十歲為成年。 

 

 

 

第十三條   (未成年人及其行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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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條   (監護之宣告及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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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   (受監護宣告人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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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監護宣告之人，無行為能力。 

 

 

 

第十五條之一   (輔助之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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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之二   (受輔助宣告之人應經輔助人同意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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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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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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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條   (能力之保護) 

權利能力及行為能力，不得拋棄。 

 

 

 

第十七條   (自由之保護) 

自由不得拋棄。 

  自由之限制，以不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為限。 

 

 

 

第十八條   (人格權之保護) 

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

之。 

  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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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姓名權之保護) 

姓名權受侵害者，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第二十條   (住所之設定) 

依一定事實，足認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之地域者，即為設定其住所於

該地。 

  一人同時不得有兩住所。 

 

 

 

第二十一條   (無行為能力人及限制行為能力人之住所) 

無行為能力人及限制行為能力人，以其法定代理人之住所為住所。 

 

 

 

第二十二條   (居所視為住所) 

遇有下列情形之一，其居所視為住所： 

  一、住所無可考者。 

  二、在我國無住所者。但依法須依住所地法者，不在此限。 

 

http://world.moleg.go.kr/


 

8 

 

 

第二十三條   (居住視為住所) 

因特定行為選定居所者，關於其行為，視為住所。 

 

 

 

第二十四條   (住所之廢止) 

依一定事實，足認以廢止之意思離去其住所者，即為廢止其住所。 

 

 

第二節 法人 

第一款 通則 

第二十五條   (法人成立法定原則) 

法人非依本法或其他法律之規定，不得成立。 

 

 

 

 

第二十六條   (法人權利能力) 

法人於法令限制內，有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之能力。但專屬於自然人之權利

義務，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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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法人之機關) 

法人應設董事。董事有數人者，法人事務之執行，除章程另有規定外，取

決於全體董事過半數之同意。 

  董事就法人一切事務，對外代表法人。董事有數人者，除章程另有規定

外，各董事均得代表法人。 

  對於董事代表權所加之限制，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法人得設監察人，監察法人事務之執行。監察人有數人者，除章程另有

規定外，各監察人均得單獨行使監察權。 

 

 

 

 

第二十八條   (法人侵權責任) 

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

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 

 

 

 

 

第二十九條   (法人住所) 

法人以其主事務所之所在地為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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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   (法人設立登記) 

法人非經向主管機關登記，不得成立。 

 

 

 

 

第三十一條   (登記之效力) 

法人登記後，有應登記之事項而不登記，或已登記之事項有變更而不為變

更之登記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 

 

 

 

 

第三十二條   (法人業務監督) 

受設立許可之法人，其業務屬於主管機關監督，主管機關得檢查其財產狀

況及其有無違反許可條件與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三十三條   (妨礙監督權行使之處罰) 

受設立許可法人之董事或監察人，不遵主管機關監督之命令，或妨礙其檢

查者，得處以五千元以下之罰鍰。 

  前項董事或監察人違反法令或章程，足以危害公益或法人之利益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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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得請求法院解除其職務，並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第三十四條   (撤銷法人許可) 

法人違反設立許可之條件者，主管機關得撤銷其許可。 

 

 

 

 

第三十五條   (法人之破產及其聲請) 

法人之財產不能清償債務時，董事應即向法院聲請破產。 

  不為前項聲請，致法人之債權人受損害時，有過失之董事，應負賠償責

任，其有二人以上時，應連帶負責。 

 

 

 

 

第三十六條   (法人宣告解散) 

法人之目的或其行為，有違反法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法院得因主

管機關、檢察官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宣告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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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條   (法定清算人) 

法人解散後，其財產之清算，由董事為之。但其章程有特別規定，或總會

另有決議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八條   (選任清算人) 

不能依前條規定，定其清算人時，法院得因主管機關、檢察官或利害關係

人之聲請，或依職權，選任清算人。 

 

 

 

 

第三十九條   (清算人之解任) 

清算人，法院認為有必要時，得解除其任務。 

 

 

 

 

第四十條   (清算人之職務及法人存續之擬制) 

清算人之職務如左： 

  一、了結現務。 

  二、收取債權，清償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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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移交賸餘財產於應得者。 

  法人至清算終結止，在清算之必要範圍內，視為存續。 

 

 

 

 

第四十一條   (清算之程序) 

清算之程序，除本通則有規定外，準用股份有限公司清算之規定。 

 

 

 

 

第四十二條   (清算之監督機關及方法) 

法人之清算，屬於法院監督。法院得隨時為監督上必要之檢查及處分。 

  法人經主管機關撤銷許可或命令解散者，主管機關應同時通知法院。 

  法人經依章程規定或總會決議解散者，董事應於十五日內報告法院。 

 

 

 

 

第四十三條   (妨礙之處罰) 

清算人不遵法院監督命令，或妨礙檢查者，得處以五千元以下之罰鍰。董

事違反前條第三項之規定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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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條   (賸餘財產之歸屬) 

法人解散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於清償債務後，其賸餘財產之歸屬，應

依其章程之規定，或總會之決議。但以公益為目的之法人解散時，其賸餘

財產不得歸屬於自然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團體。 

  如無前項法律或章程之規定或總會之決議時，其賸餘財產歸屬於法人住

所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 

 

 

 

第二款 社團 

第四十五條   (營利法人之登記) 

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其取得法人資格，依特別法之規定。 

 

 

 

 

第四十六條   (公益法人之設立) 

以公益為目的之社團，於登記前，應得主管機關之許可。 

 

 

 

 

第四十七條   (章程應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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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社團者，應訂定章程，其應記載之事項如左： 

  一、目的。 

  二、名稱。 

  三、董事之人數、任期及任免。設有監察人者，其人數、任期及任免。 

  四、總會召集之條件、程序及其決議證明之方法。 

  五、社員之出資。 

  六、社員資格之取得與喪失。 

  七、訂定章程之年、月、日。 

 

 

 

 

第四十八條   (社團設立登記事項) 

社團設立時，應登記之事項如左： 

  一、目的。 

  二、名稱。 

  三、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 

  四、董事之姓名及住所。設有監察人者，其姓名及住所。 

  五、財產之總額。 

  六、應受設立許可者，其許可之年、月、日。 

  七、定有出資方法者，其方法。 

  八、定有代表法人之董事者，其姓名。 

  九、定有存立時期者，其時期。 

  社團之登記，由董事向其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所在地之主管機關行之，

並應附具章程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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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條   (章程得載事項) 

社團之組織及社團與社員之關係，以不違反第五十條至第五十八條之規定

為限，得以章程定之。 

 

 

 

 

第五十條   (社團總會之權限) 

社團以總會為最高機關。 

  左列事項應經總會之決議： 

  一、變更章程。 

  二、任免董事及監察人。 

  三、監督董事及監察人職務之執行。 

  四、開除社員。但以有正當理由時為限。 

 

 

 

 

第五十一條   (社團總會之召集) 

總會由董事召集之，每年至少召集一次。董事不為召集時，監察人得召集

之。 

http://world.moleg.go.kr/


 

17 

  如有全體社員十分一以上之請求，表明會議目的及召集理由，請求召集

時，董事應召集之。 

  董事受前項之請求後，一個月內不為召集者，得由請求之社員，經法院

之許可召集之。 

  總會之召集，除章程另有規定外，應於三十日前對各社員發出通知。通

知內應載明會議目的事項。 

 

 

 

 

第五十二條   (總會之通常決議) 

總會決議，除本法有特別規定外，以出席社員過半數決之。 

  社員有平等之表決權。 

  社員表決權之行使，除章程另有限制外，得以書面授權他人代理為之。

但一人僅得代理社員一人。 

  社員對於總會決議事項，因自身利害關係而有損害社團利益之虞時，該

社員不得加入表決，亦不得代理他人行使表決權。 

 

 

 

 

第五十三條   (社團章程之變更) 

社團變更章程之決議，應有全體社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社員四分三以上

之同意，或有全體社員三分二以上書面之同意。 

  受設立許可之社團，變更章程時，並應得主管機關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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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條   (社員退社自由原則) 

社員得隨時退社。但章程限定於事務年度終，或經過預告期間後，始准退

社者，不在此限。 

  前項預告期間，不得超過六個月。 

 

 

 

 

第五十五條   (退社或開除後之權利義務) 

已退社或開除之社員，對於社團之財產無請求權。但非公益法人，其章程

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前項社員，對於其退社或開除以前應分擔之出資，仍負清償之義務。 

 

 

 

 

第五十六條   (總會之無效及撤銷) 

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三個月

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

示異議者，不在此限。 

  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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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條   (社團決議解散) 

社團得隨時以全體社員三分二以上之可決解散之。 

 

 

 

 

第五十八條   (法院宣告解散) 

社團之事務，無從依章程所定進行時，法院得因主管機關、檢察官或利害

關係人之聲請解散之。 

 

 

 

第三款 財團 

第五十九條   (設立許可) 

財團於登記前，應得主管機關之許可。 

 

 

 

 

第六十條   (捐助章程之訂定) 

設立財團者，應訂立捐助章程。但以遺囑捐助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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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助章程，應訂明法人目的及所捐財產。 

  以遺囑捐助設立財團法人者，如無遺囑執行人時，法院得依主管機關、

檢察官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指定遺囑執行人。 

 

 

 

 

第六十一條   (財團設立登記事項) 

財團設立時，應登記之事項如左： 

  一、目的。 

  二、名稱。 

  三、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 

  四、財產之總額。 

  五、受許可之年、月、日。 

  六、董事之姓名及住所。設有監察人者，其姓名及住所。 

  七、定有代表法人之董事者，其姓名。 

  八、定有存立時期者，其時期。 

  財團之登記，由董事向其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所在地之主管機關行之。

並應附具捐助章程或遺囑備案。 

 

 

 

 

第六十二條   (財團組織及管理方法) 

財團之組織及其管理方法，由捐助人以捐助章程或遺囑定之。捐助章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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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所定之組織不完全，或重要之管理方法不具備者，法院得因主管機關

、檢察官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必要之處分。 

 

 

 

 

第六十三條   (財團變更組織) 

為維持財團之目的或保存其財產，法院得因捐助人、董事、主管機關、檢

察官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變更其組織。 

 

 

 

 

第六十四條   (財團董事行為無效之宣告) 

財團董事，有違反捐助章程之行為時，法院得因主管機關、檢察官或利害

關係人之聲請，宣告其行為為無效。 

 

 

 

 

第六十五條   (財團目的不達時之保護) 

因情事變更，致財團之目的不能達到時，主管機關得斟酌捐助人之意思，

變更其目的及其必要之組織，或解散之。 

 

第三章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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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條   (物之意義－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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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七條   (物之意義－動產) 

稱動產者，為前條所稱不動產以外之物。 

 

 

第六十八條   (主物與從物) 

非主物之成分，常助主物之效用，而同屬於一人者，為從物。但交易上有

特別習慣者，依其習慣。 

  主物之處分，及於從物。 

 

 

第六十九條   (天然孳息與法定孳息) 

稱天然孳息者，謂果實、動物之產物及其他依物之用法所收穫之出產物。 

  稱法定孳息者，謂利息、租金及其他因法律關係所得之收益。 

 

 

第七十條   (孳息之歸屬) 

有收取天然孳息權利之人，其權利存續期間內，取得與原物分離之孳息。 

  有收取法定孳息權利之人，按其權利存續期間內之日數，取得其孳息。 

 

第四章 法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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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通則 

第七十一條   (違反強行法之效力) 

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但其規定並不以之為無效者，

不在此限。 

 

 

 

第七十二條   (違背公序良俗之效力) 

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 

 

 

 

第七十三條   (不依法定方式之效力) 

法律行為，不依法定方式者，無效。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七十四條   (暴利行為) 

法律行為，係乘他人之急迫、輕率或無經驗，使其為財產上之給付或為給

付之約定，依當時情形顯失公平者，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撤銷其

法律行為或減輕其給付。 

  前項聲請，應於法律行為後一年內為之。 

 

 

第二節 行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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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條   (無行為能力人及無意識能力人之意思表示) 

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雖非無行為能力人，而其意思表示，係

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者亦同。 

 

 

 

第七十六條   (無行為能力人之代理) 

無行為能力人由法定代理人代為意思表示，並代受意思表示。 

 

 

 

第七十七條   (限制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 

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但純

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 

 

 

 

第七十八條   (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單獨行為之效力) 

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為之單獨行為，無效。 

 

 

 

第七十九條   (限制行為能力人訂立契約之效力) 

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訂立之契約，須經法定代理人

之承認，始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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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條   (相對人之催告權) 

前條契約相對人，得定一個月以上之期限，催告法定代理人，確答是否承

認。 

  於前項期限內，法定代理人不為確答者，視為拒絕承認。 

 

 

 

第八十一條   (限制原因消滅後之承認) 

限制行為能力人於限制原因消滅後，承認其所訂立之契約者，其承認與法

定代理人之承認有同一效力。 

  前條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第八十二條   (相對人之撤回權) 

限制行為能力人所訂立之契約，未經承認前，相對人得撤回之。但訂立契

約時，知其未得有允許者，不在此限。 

 

 

 

第八十三條   (強制有效行為) 

限制行為能力人用詐術使人信其為有行為能力人或已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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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法律行為為有效。 

 

 

 

第八十四條   (特定財產處分之允許) 

法定代理人允許限制行為能力人處分之財產，限制行為能力人就該財產有

處分之能力。 

 

 

 

第八十五條   (獨立營業之允許) 

法定代理人允許限制行為能力人獨立營業者，限制行為能力人，關於其營

業，有行為能力。 

  限制行為能力人，就其營業有不勝任之情形時，法定代理人得將其允許

撤銷或限制之。但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第三節 意思表示 

第八十六條   (真意保留或單獨虛偽意思表示) 

表意人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不

因之無效。但其情形為相對人所明知者，不在此限。 

 

 

 

第八十七條   (虛偽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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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無效。但不得以其

無效對抗善意第三人。 

  虛偽意思表示，隱藏他項法律行為者，適用關於該項法律行為之規定。 

 

 

 

第八十八條   (錯誤之意思表示) 

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

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

為限。 

  當事人之資格或物之性質，若交易上認為重要者，其錯誤，視為意思表

示內容之錯誤。 

 

 

 

第八十九條   (傳達錯誤) 

意思表示，因傳達人或傳達機關傳達不實者，得比照前條之規定撤銷之。 

 

 

 

第九十條   (錯誤表示撤銷之除斥期間) 

前二條之撤銷權，自意思表示後，經過一年而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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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一條   (錯誤表意人之賠償責任) 

依第八十八條及第八十九條之規定撤銷意思表示時，表意人對於信其意思

表示為有效而受損害之相對人或第三人，應負賠償責任。但其撤銷之原因，

受害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者，不在此限。 

 

 

 

第九十二條   (意思表示之不自由) 

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

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 

  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其撤銷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 

 

 

 

第九十三條   (撤銷不自由意思表示之除斥期間) 

前條之撤銷，應於發見詐欺或脅迫終止後，一年內為之。但自意思表示後，

經過十年，不得撤銷。 

 

 

 

第九十四條   (對話意思表示之生效時期) 

對話人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相對人了解時，發生效力。 

 

 

 

http://world.moleg.go.kr/


 

29 

第九十五條   (非對話意思表示之生效時期) 

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

但撤回之通知，同時或先時到達者，不在此限。 

  表意人於發出通知後死亡或喪失行為能力或其行為能力受限制者，其意

思表示，不因之失其效力。 

 

 

 

第九十六條   (向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意思表示之生效時期) 

向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意思表示者，以其通知達到其法定代

理人時，發生效力。 

 

 

 

第九十七條   (公示送達) 

表意人非因自己之過失，不知相對人之姓名、居所者，得依民事訴訟法公

示送達之規定，以公示送達為意思表示之通知。 

 

 

 

第九十八條   (意思表示之解釋) 

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 

 

 

第四節 條件及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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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九條   (停止條件與解除條件) 

附停止條件之法律行為，於條件成就時，發生效力。 

  附解除條件之法律行為，於條件成就時，失其效力。 

  依當事人之特約，使條件成就之效果，不於條件成就之時發生者，依其

特約。 

 

 

 

第一百條   (附條件利益之保護) 

附條件之法律行為當事人，於條件成否未定前，若有損害相對人因條件成

就所應得利益之行為者，負賠償損害之責任。 

 

 

 

第一百零一條   (條件成就或不成就之擬制) 

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者，視

為條件已成就。 

  因條件成就而受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促其條件之成就者，視

為條件不成就。 

 

 

 

第一百零二條   (附期限法律行為之要件及效力) 

附始期之法律行為，於期限屆至時，發生效力。 

  附終期之法律行為，於期限屆滿時，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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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條之規定，於前二項情形準用之。 

 

 

第五節 代理 

第一百零三條   (代理行為之要件及效力) 

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

。 

  前項規定，於應向本人為意思表示，而向其代理人為之者準用之。 

 

 

 

第一百零四條   (代理人之能力) 

代理人所為或所受意思表示之效力，不因其為限制行為能力人而受影響。 

 

 

 

第一百零五條   (代理行為之瑕疵) 

代理人之意思表示，因其意思欠缺、被詐欺、被脅迫，或明知其事情或可

得而知其事情，致其效力受影響時，其事實之有無，應就代理人決之。但

代理人之代理權係以法律行為授與者，其意思表示，如依照本人所指示之

意思而為時，其事實之有無，應就本人決之。 

 

 

 

第一百零六條   (自己代理與雙方代理之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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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非經本人之許諾，不得為本人與自己之法律行為，亦不得既為第三

人之代理人，而為本人與第三人之法律行為。但其法律行為，係專履行債

務者，不在此限。 

 

 

 

第一百零七條   (代理權之限制及撤回) 

代理權之限制及撤回，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但第三人因過失而不知

其事實者，不在此限。 

 

 

 

第一百零八條   (代理權之消滅與撤回) 

代理權之消滅，依其所由授與之法律關係定之。 

  代理權，得於其所由授與之法律關係存續中撤回之。但依該法律關係之

性質不得撤回者，不在此限。 

 

 

 

第一百零九條   (授權書交還義務) 

代理權消滅或撤回時，代理人須將授權書交還於授權者，不得留置。 

 

 

 

第一百十條   (無權代理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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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代理權人，以他人之代理人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對於善意之相對人，

負損害賠償之責。 

 

 

第六節 無效及撤銷 

第一百十一條   (一部無效之效力) 

法律行為之一部分無效者，全部皆為無效。但除去該部分亦可成立者，則

其他部分，仍為有效。 

 

 

 

第一百十二條   (無效行為之轉換) 

無效之法律行為，若具備他法律行為之要件，並因其情形，可認當事人若

知其無效，即欲為他法律行為者，其他法律行為，仍為有效。 

 

 

 

第一百十三條   (無效行為當事人之責任) 

無效法律行為之當事人，於行為當時知其無效，或可得而知者，應負回復

原狀或損害賠償之責任。 

 

 

 

第一百十四條   (撤銷之自始無效) 

法律行為經撤銷者，視為自始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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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事人知其得撤銷或可得而知者，其法律行為撤銷時，準用前條之規定

。 

 

 

 

第一百十五條   (承認之溯及效力) 

經承認之法律行為，如無特別訂定，溯及為法律行為時發生效力。 

 

 

 

第一百十六條   (撤銷及承認之方法) 

撤銷及承認，應以意思表示為之。 

  如相對人確定者，前項意思表示，應向相對人為之。 

 

 

 

第一百十七條   (同意或拒絕之方法) 

法律行為須得第三人之同意始生效力者，其同意或拒絕，得向當事人之一

方為之。 

 

 

 

第一百十八條   (無權處分) 

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所為之處分，經有權利人之承認始生效力。 

  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為處分後，取得其權利者，其處分自始有效。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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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權利人或第三人已取得之利益，不因此而受影響。 

  前項情形，若數處分相牴觸時，以其最初之處分為有效。 

 

第五章 期日及期間 

第一百十九條   (本章規定之適用範圍) 

法令、審判或法律行為所定之期日及期間，除有特別訂定外，其計算依本

章之規定。 

 

 

第一百二十條   (期間之起算) 

以時定期間者，即時起算。 

  以日、星期、月或年定期間者，其始日不算入。 

 

 

第一百二十一條   (期間之終止) 

以日、星期、月或年定期間者，以期間末日之終止，為期間之終止。 

  期間不以星期、月或年之始日起算者，以最後之星期、月或年與起算日

相當日之前一日，為期間之末日。但以月或年定期間，於最後之月，無相

當日者，以其月之末日，為期間之末日。 

 

 

第一百二十二條   (期間終止之延長) 

於一定期日或期間內，應為意思表示或給付者，其期日或其期間之末日，

為星期日、紀念日或其他休息日時，以其休息日之次日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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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三條   (連續或非連續期間之計算法) 

稱月或年者，依曆計算。 

  月或年非連續計算者，每月為三十日，每年為三百六十五日。 

 

 

第一百二十四條   (年齡之計算) 

年齡自出生之日起算。 

  出生之月、日無從確定時，推定其為七月一日出生。知其出生之月，而

不知出生之日者，推定其為該月十五日出生。 

 

第六章 消滅時效 

第一百二十五條   (一般時效期間) 

請求權，因十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法律所定期間較短者，依其規定。 

 

 

第一百二十六條   (五年之短期時效期間) 

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

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第一百二十七條   (二年之短期時效期間) 

左列各款請求權，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一、旅店、飲食店及娛樂場之住宿費、飲食費、座費、消費物之代價及

其墊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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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運送費及運送人所墊之款。 

  三、以租賃動產為營業者之租價。 

  四、醫生、藥師、看護生之診費、藥費、報酬及其墊款。 

  五、律師、會計師、公證人之報酬及其墊款。 

  六、律師、會計師、公證人所收當事人物件之交還。 

  七、技師、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 

  八、商人、製造人、手工業人所供給之商品及產物之代價。 

 

 

第一百二十八條   (消滅時效之起算) 

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以不行為為目的之請求權，自為行為

時起算。 

 

 

第一百二十九條   (消滅時效中斷之事由) 

消滅時效，因左列事由而中斷： 

  一、請求。 

  二、承認。 

  三、起訴。 

  左列事項，與起訴有同一效力： 

  一、依督促程序，聲請發支付命令。 

  二、聲請調解或提付仲裁。 

  三、申報和解債權或破產債權。 

  四、告知訴訟。 

  五、開始執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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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條   (不起訴視為不中斷) 

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六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 

 

 

第一百三十一條   (因訴之撤回或駁回而視為不中斷) 

時效因起訴而中斷者，若撤回其訴，或因不合法而受駁回之裁判，其裁判

確定，視為不中斷。 

 

 

第一百三十二條   (因送達支付命令而中斷時效之限制) 

時效因聲請發支付命令而中斷者，若撤回聲請，或受駁回之裁判，或支付

命令失其效力時，視為不中斷。 

 

 

第一百三十三條   (因聲請調解提付仲裁而中斷時效之限制) 

時效因聲請調解或提付仲裁而中斷者，若調解之聲請經撤回、被駁回、調

解不成立或仲裁之請求經撤回、仲裁不能達成判斷時，視為不中斷。 

 

 

第一百三十四條   (因申報和解或破產債權而中斷時效之限制) 

時效因申報和解債權或破產債權而中斷者，若債權人撤回其申報時，視為

不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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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五條   (因告知訴訟而中斷時效之限制) 

時效因告知訴訟而中斷者，若於訴訟終結後，六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

斷。 

 

 

第一百三十六條   (因執行而中斷時效之限制) 

時效因開始執行行為而中斷者，若因權利人之聲請，或法律上要件之欠缺

而撤銷其執行處分時，視為不中斷。 

  時效因聲請強制執行而中斷者，若撤回其聲請，或其聲請被駁回時，視

為不中斷。 

 

 

第一百三十七條   (時效中斷及於時之效力) 

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 

  因起訴而中斷之時效，自受確定判決，或因其他方法訴訟終結時，重行

起算。 

  經確定判決或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所確定之請求權，

其原有消滅時效期間不滿五年者，因中斷而重行起算之時效期間為五年。 

 

 

第一百三十八條   (時效中斷及於人之效力) 

時效中斷，以當事人、繼承人、受讓人之間為限，始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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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九條   (時效因事變而不完成) 

時效之期間終止時，因天災或其他不可避之事變，致不能中斷其時效者，

自其妨礙事由消滅時起，一個月內，其時效不完成。 

 

 

第一百四十條   (時效因繼承人、管理人未確定而不完成) 

屬於繼承財產之權利或對於繼承財產之權利，自繼承人確定或管理人選定

或破產之宣告時起，六個月內，其時效不完成。 

 

 

第一百四十一條   (時效因欠缺法定代理人而不完成) 

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之權利，於時效期間終止前六個月內，若

無法定代理人者，自其成為行為能力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就職時起，六個月

內，其時效不完成。 

 

 

第一百四十二條   (因法定代理關係存在而不完成) 

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對於其法定代理人之權利，以代理關係

消滅後一年內，其時效不完成。 

 

 

第一百四十三條   (因夫妻關係存在而不完成) 

夫對於妻或妻對於夫之權利，於婚姻關係消滅後一年內，其時效不完成。 

 

 

http://world.moleg.go.kr/


 

41 

第一百四十四條   (時效完成之效力－發生抗辯權) 

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 

  請求權已經時效消滅，債務人仍為履行之給付者，不得以不知時效為理

由，請求返還；其以契約承認該債務或提出擔保者亦同。 

 

 

第一百四十五條   (附有擔保物權之請求權時效完成之效力) 

以抵押權、質權或留置權擔保之請求權，雖經時效消滅，債權人仍得就其

抵押物、質物或留置物取償。 

  前項規定，於利息及其他定期給付之各期給付請求權，經時效消滅者，

不適用之。 

 

 

第一百四十六條   (主權利時效完成效力所及範圍) 

主權利因時效消滅者，其效力及於從權利。但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

限。 

 

 

第一百四十七條   (伸縮時效期間及拋棄時效利益之禁止) 

時效期間，不得以法律行為加長或減短之，並不得預先拋棄時效之利益。 

 

第七章 權利之行使 

第一百四十八條   (權利行使之界限) 

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 

  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 

http://world.moleg.go.kr/


 

42 

 

 

第一百四十九條   (正當防衛) 

對於現時不法之侵害，為防衛自己或他人之權利所為之行為，不負損害賠

償之責。但已逾越必要程度者，仍應負相當賠償之責。 

 

 

第一百五十條   (緊急避難) 

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急迫之危險所為之行為，不

負損害賠償之責。但以避免危險所必要，並未逾越危險所能致之損害程度

者為限。 

  前項情形，其危險之發生，如行為人有責任者，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第一百五十一條   (自助行為) 

為保護自己權利，對於他人之自由或財產施以拘束、押收或毀損者，不負

損害賠償之責。但以不及受法院或其他有關機關援助，並非於其時為之，

則請求權不得實行或其實行顯有困難者為限。 

 

 

第一百五十二條   (自助行為人之義務及責任) 

依前條之規定，拘束他人自由或押收他人財產者，應即時向法院聲請處理

。 

  前項聲請被駁回或其聲請遲延者，行為人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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