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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大講義-導論 

法律行為 

壹、法律行為的功能、意義及要件 

一、法律行為的功能 

法律行為的功能在於實現私法自治，行為人自行決定，自己負責。

於民法條文上的展現就多任意規定，法條用語常為「但當事人

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224 但書)、「定金，除當事人另有

訂定外，適用左列之規定」(§249 除書)、「違約金，除當事人另

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250Ⅰ除

書)、「但當事人另有訂定或依債之性質不得由第三人清償者，

不在此限。」(§311 但書)、「因清償債務而對於債權人負擔新債

務者，除當事人另有意思表示外，若新債務不履行時，其舊債

務仍不消滅。」(§310 除書)…等。 

法律行為體系 內容 說明 

1、通則 

(§71~§74) 

規定控制法律行為的內容形成及方式的

基本原則 

強行規定(§71)、

公序良俗(§72)、

法定方式(§73)、

暴利行為(§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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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為能力

(§75~§85) 

建構行為能力制度，規定無行為能力者

及限制行為能力人法律行為之效力。 

 

3、意思表示

(§86~§98) 

意思表示為法律行為所必備，乃私法自

治最基本因素，民法對意思表示的效力

及瑕疵詳設規定，係為調和當事人意思

自主原則及交易安全。 

 

4、條件與期限

(§99~§102) 

使當事人得規劃及控制私法自治的風險 
 

5、代理

(§103~§110) 

創設代理制度(意定代理、法定代理)，

以擴大私法自治的活動範圍，及補充未

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人的私法自治。 

§188、 

§187 

§224 

§217III 

6、無效及撤銷

(§111~§118) 

規定自治失靈的補救方式 
 

二、法律行為的意義 

法律行為係指以意思表示為要素，因意思表示而發生一定私法效果

的法律事實。 

(一)法律行為係一種法律事實 

因法律行為的作成得發生一定法律關係權利義務的變動，故法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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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係一種法律事實。 

(二)法律行為以意思表示為要素 

法律行為至少須要一個發生私法上效果為目的之意思表示。意思表

示為法律行為的核心。但法律行為與意思表示並不相同。 

區辨 適例 

1 個意思表示構成的法律行為 撤銷權的行使。 

2 個意思表示構成的法律行為 契約行為，由雙方當事人二個意思表示

趨於合致而成立，前者稱為要約，後者

稱為承諾。 

意思表示結合事實行為構成

的法律行為 

消費借貸(要物契約)，因「物之交付」

而成立(§464);動產物權之讓與非將動產

「交付」不生效力(§761)。 

現行民法，因意思表示構成法律行為的要素，不可或缺，故有時以

意思表示一語，作為法律行為的代稱，如民法第 75 條所稱無行

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實乃無行為能力人之法律行為無效

之意，如意思表示撤銷(§92)及法律行為的撤銷(§114) 

(三)法律行為在於發生私法效果 

法律行為在實現私法自治，依當事人之意思表示而由法律賦予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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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法上效果，發生私法上權利的變動，如因買賣契約而取得債

權;因動產之讓與合意及交付而取得動產所有權。 

三、法律行為的要件 

(一)成立要件： 

法律行為的成立要件，亦指法律行為的構成部分，可分為一般成立

要件與特別成立要件，前者係指一切法律行為所共通的要件，

即：1、當事人。2、標的。3、意思表示。後者係指個別法律行

為特有的要件，如要式行為須踐行一定方式(§758);如要物行為

須交付標的物(§761)，即以物的交付作為法律行為的部分。 

(二)生效要件 

法律行為的生效要件亦可分為一般生效要件與特別生效要件。前者

係一般法律行為所共通的生效要件：1、當事人須有行為能力。

2、標的須可能、確定、適法、妥當。3、意思表示須健全無瑕

疵。後者係個別法律行為特有的要件，如附條件或附期限法律

行為於條件成就或期限到來時發生效力;遺囑行為則須俟遺囑人

死亡，始生效力;法律行為為處分行為時，當事人須有處分權。 

(三)分析與檢討 

法律行為不成立與無效，就其效果而言，並無分別。換言之，法律

行為成立要件及生效要件的區別，僅在凸顯在整個構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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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以當事人所意欲的作為法律行為(私法自治)核心的意義，及

為達成其所意圖法律效果，尚須具備的其他要件(多基於公益的

考慮)，關於何者為成立要件，何者為生效要件的爭議，殆無實

益。

 

法律行為的要件

成立要件

一般成立要件

當事人

標的

意思表示

特別成立要件

要式行為：方式之
履踐(§166-1、
§422、§760)

要物行為：標的物
之交付(§464、

§761)

生效要件

一般生效要件

當事人須具備行為
能力(§75、§85)

標的物可能、確
定、適法

意思表示健全、無
瑕疵

特別生效要件

附條(你(成就)、期
限(屆至)

處分權(處分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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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法律行為、事實行為與準法律

行為 

一、事實行為 

法律行為係屬一種表示行為(表現行為)，即行為人企圖發生一定私法

上效果而表示其意思，故以意思表示為其不可或缺的要素。事

實行為，則屬「非表示行為」，即無庸表現內心的意思內容，即

可發生效果的行為。易言之，即事實上有此行為，即生法律效

果，行為人有無取得此種法律效果的意思，在所不問。例：占

有的取得(§940)、無主物先占(§802)、遺失物拾得(§803)、埋藏物

的發現(§808)、添附(§811 以下)與無因管理(§172)…等。 

二、準法律行為 

準法律行為與法律行為均屬所謂表現行為(表示行為)，即表現一定的

意思內容，並基於其表現而發生法律效果的行為。於法律法行

為，行為人企圖發生某種法律效果，法律為實現私法自治原則

而賦與之。反正，於準法律行為，不問行為人是否企圖發生何

等效果，因法律的規定，當然發生一定的效果，學說上稱為準

法律行為。類型有三：1、意思通知，如催告(§254)。2、觀念通

知(事實之通知，如召集社團總會)及 3、感情表示(行為人的感

情表現，如§1053 夫妻間的宥恕)。此三者的效力雖由法律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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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當然發生，但均以表示一定心理狀態於外部為特徵，與法律

行為(意思表示)極為相近，故學說上稱為準法律行為。 

 

 

參、法律行為的種類：負擔行為、

處分行為及無因性理論 

一、單方行為、契約行為與合同行為 

(一)單方行為 

單方行為(單獨行為)，指由當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而成立的行為，有

發生債權法上效果者，如捐助財產設立財團的行為(§60);有發生

物權法上效果者，如所有權之拋棄(§764);有發生親屬法上效果

者，如非婚生子女的認領(§1065);有發生繼承法上效果者，如遺

囑(§1186)。又解除權的行使(§258)，亦屬單方行為。 

 

法律行為

行為

適法

表示行為

意思表示

意思通知

觀念通知

感情表示

非表示行為
遺失物的拾得

無主物的先占等

違法

債務不履行

侵權行為

其他

準法律行為：

原則上得類推

適用法律行為

的規定 

事實行為：不

類推適用法律

行為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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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契約行為 

契約為法律行為的一種，因當事人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此種

互相意思表示一致的二個意思表示，其在前者稱為要約，其在

後者稱為承諾(§153 以下)。契約因其法律效果的不同分為： 

1、債權契約：指發生債權上效果的契約，例如：買賣(§345)、租賃

(§421)、承攬(§528)。 

2、物權契約：指發生物權法上效果的契約，例：移轉所有權(§

765)、設定抵押權(§860)。 

3、親屬契約：指發生親屬法上效果的契約，例如結婚(§980)、收養

(§1072)。 

(三)、合同行為 

合同行為(協同行為)亦為法律行為的一種，與契約同屬所謂的多方契

約。其與契約不同的是，契約係由雙方互異而相對立的意思表

示的合致而構成。反正，合同行為乃由同一內容的多數意思表

示的合致而成立。其屬合共同行為者，如社團的設立行為等。

總會的決議亦屬合同行為，具有二點特徵：1、其意思表示不是

向其他社員為之，而是向社團為之。2、決議係採多數決，對不

同意的社員亦具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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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負擔行為與處分行為 

(一)體系構成與意義 

法律行為，依其效力的不同，可分為負擔行為及處分行為。負擔行

為，指以發生的內容的法律行為，亦稱為債務行為或債權行

為。負擔行為包括單獨行為(如捐助行為§60)及契約行為(如買賣

§345、租賃§421 等)，其主要特徵在於因負擔行為的作成，債務

人具有給付的義務，例如物之出賣人負有交付其物於買受人，

並使其取得該物所有權之義務;權利之出賣人，負有使買受人取

得其權利之義務，如因其權利而得占有一定之物者，並負交付

其物之義務(§348)。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

標的物之義務(§367)。 

處分行為，指直接使某種權利發生、變更或消滅的法律行為。處分

行為包括物權行為及準物權行為。物權行為，指發生物權法上

效果的行為，有為單獨行為(如所有權的拋棄)，有為契約行為

(如所有權的移轉、抵押權的設定)。民法第 758 條第 1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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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稱之法律行為，係指物權行為者而

言。又第 761 條第 1 項規定：「動產物權之讓與，非將動產交

付，不生效力。但受讓人已占有動產者，於讓與合意時，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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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其所稱讓與合意，係指物權讓與合意(物權契約)而言。

準物權行為，指以債權或無體財產權作為標的之處分行為，如

債權或著作權的讓與、債務免除。 

(二)關係 

1、負擔行為與處分行為並存者，如甲出賣某畫給乙(買賣契約、負

擔行為，§348)，並依讓與其所有權的合意交付之(物權契約，處

分行為，§761)。 

2、僅有擔行為而無處分行為並存者，僱傭(§482)、租賃(§421)。 

3、僅有物權行為而無債權行為者，如動產所有權的拋棄(§764)。 

(三)區別實益 

1、標的物特定：負擔行為至遲於生效時，標的物需屬特定，並須就

一個標的物作成一個物權或準物權行為(一物一權原則)，債權行

為不受此限制。 

2、處分權：有效的處分行為，以有處分權為要件。無處分權而處分

權利標的物者，為無權處分，效力未定(§118)。反之，於負擔行

為，則不以處分人有處分權為必要，例如：出賣他人之物。 

關於有處分權的排除或限制的約定，僅具債權的效力;違反時，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但其處分效力不因此而受影響。 

3、公示原則：有一足由外界可辨認的徵象，以維護交易安全，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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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第三人遭不測的損害。其公示方法，在不動產為書面登記(§

758)，在動產為交付(移轉占有)(§761)。物權的存在及變動即有

可由外界查悉的徵象，則信賴此徵象有所作為者，縱令其徵象

與本質的權利不符，其信賴亦應受到保護(公信原則)，因而產生

善意取得制度(§801、§886、§948 條以下、土地§43)。於準物權

行為(如債權讓與)，尚欠缺公示方法，故無善意取得制度。 

三、有因行為與無因行為 

(一)體系構成 

法律行為以得否與其原因相分離，亦即是否有其原因為要件，可分

有要因行為(有因行為、原因行為)及不要因行為(無因行為)。要

因行為，指法律行為與其原因不相分離，以其原因為要件的法

律行為，如買賣、消費借貸等權契約。不要因行為，指法律行

為與其原因分離，不以其原因為要件的法律行為而言，如處分

行為(尤其是處分契約);就債權行為言，其屬無因者，如債務拘

束、債務承認，及票據行為等。 

(二)法律行為「原因」的意義 

法律行為的原因指法律行為的構成部分。原因(法律原因、羅馬法上

稱為 Causa)，乃當事人為財產給與之目的。例如甲贈與某車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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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其給與目的在使乙無償獲得利益，至於所以為此贈與的緣

由(如感恩、施惠)則屬動機。在汔車買賣契約，其給與目的，對

出賣人言，在於取得價金請求權，對買受人言，在於取得標的

物所有權，至於甲出賣汽車的緣由，或為出國、或換車，均屬

動機。給與目的為法律的內容，動機則否。又在買賣汔車契約

之例，甲依讓與合意交付該車於乙，乙支付價金，此二項物權

行為之給與目的係在履行買賣契約的給付義務，買賣契約乃成

為物權行為的原因(原因行為)。 

(三)有因行為 

有因行為係以「原因」為其內在構成部分，係具有目的取向的行

為。在我民法，債權行為成則上為有因行為，如買賣、贈與、

使用借貸等。在有因行為，原因不存在時，其法律行為不成

立。例如甲表示欲出賣某車於乙，而乙的為贈與而承諾時，雙

方當事人對於給與目的(法律原因)欠缺合致，買賣契約不成立。 

(四)無因行為 

民法上的處分行為均為無因行為，即原因超然屹立於處分行為之

外，不因原因的欠缺，致處分行為(本身)的效力因此受到影響。

關於債權行為例外屬於無因行為者，如債務承認及債務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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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甲向乙借款一百萬元，甲訂立書面謂： 

「余謹此表示，定於公元 2025 年 1 月 1 日付與乙一百萬元」(債務

約束)。 

「余謹此承認，欠乙一百萬元，定於 2025 年 12 月 30 日償還」(債

務承認)。 

票據行為亦屬無因行為，例如甲向乙購車，發行支票，以支付價

金。縱甲乙間的買賣契約不成立、無效或被撤銷(原因不存在)

時，其發行支票的行為並不因此而不成立、無效或自始無效。

設該支票尚在乙手，甲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向乙請求返還。如

該支票輾轉入於第三人之手時，甲不能以買賣契約不存在，而

拒絕付款。甲於付款後，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乙返還其所受

之利益。由此可知，票據行為的無因性有助於票據的流通、及

交易安全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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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無因性理論及其法律效果 

(一)無因性理論 

1、每一個法律行為是否有效成立?此應就各該法律行為本身判斷之

(分離原則)。 

2、負擔行為不成立、無效或被撤銷時，處分行為不因此而受影響

(無因性原則)。 

最高法院 88 台上 1310 判決：「惟查法律行為分為債權行為與物權行

為，前者係發生債的關係為目的之要因行為，後者之目的則在

使物權直接發生變動，以避免法律關係趨於複雜，影響交易安

全，乃使之獨立於原因行為之外而成為無因行為。」 

所謂無因性，非謂處分行無原因(原因行為)，而是將負擔行為從處分

行為中抽離，不以負擔行為的存在作為處分行為的內容，使處

法律行為

有因行為：
債權行為

買賣

消費借貸等

無因行為

無因契約

處分契約

物權契約

權讓與契約

債權契約

債務拘束

債務承認
無因單獨行

為
票據行為(通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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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為的效力，不因原因行為(負擔行為)不存在而受影響。 

3、批評與檢討 

(1)違反一般的交易概念。 

(2)雙方當事人均處於不利的地位，因其僅能以債權人的地位主張其

權利，於相對人將所受領之標的物(例如汔車、房屋等)讓與他人，或

其債權人對標的物為強制執行，或相對人破產時，難免蒙受不利

益。 

(二)無因性理論下的法律關係 

法律行為的成立及有效 債權

行為 

物權

行為 

法律效果 對第三人的效力 

有效成立 V V 1、依物權行為

取得所有權 

2、以負擔行為

為法律上的原則 

有權處分 

1、出賣人受監護宣告 

2、通謀虛偽買賣 

3、出賣人撤銷其被脅

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

示 

X X 甲乙(§767) 

甲為所有人，乙

無權占有。 

1、買賣契約有效(出賣他

人之物) 

2、乙無權處分(§118) 

3、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87I 但、§92) 

4、善意取得(§801、§

948) 

出賣人於訂約後，交車

前受監護宣告 

V X 甲乙(§348) 

買賣契約有效成

立，請求履行 

1、買賣契約有效(出賣他

人之物) 

2、無權處分(§118) 

3、善意取得(§801、§

948) 

1、買賣契約不成立 

2、買賣契約無效 

3、買賣契約被撤銷 

V V 甲乙(§179) 

受利益，致損

害，無法律上原

因。 

1、契約有效 

2、無權處分 

3、善意取得(§801、§

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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