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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法治•公正•信譽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印行

各直轄市、縣（市）地政士公會 贊助

◎ 增修訂「平均地權條例」部分條文

◎ 增修訂「地籍清理條例」部分條文

◎ 修正「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部分條文

◎ 修正「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二十一條附表四

◎ 訂定「稽徵機關核算一百十一年度執行業務者收入標準」

◎ 訂定「一百十一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

◎ 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上字第645號民事判決理由及簡評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0年度重訴字第595號民事判決理由及簡評 

◎ 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1353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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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 ㈪2

增修訂「平均㆞權條例」部分條文

修正「申請農業用㆞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㆓

㈩㆒條附表㆕

增修訂「㆞籍清理條例」部分條文

訂定「稽徵機關核算㆒百㈩㆒年度執行業務者收入標準」

修正「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部分條文

訂定「㆒百㈩㆒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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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12年 1 月 以各年月為基期之消費者物價指數－稅務專用       

(本表係以各年  (月)  為 100 時，112年 1 月所當之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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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條

第 條

本條例所定㆞價評議委員會，由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組織之；其組織及運作辦法，由㆗央主管機關

定之。
　

前㊠委員會委員，由相關機關㈹表及㆞政、不動產

估價、法律、工程與都市計畫領域之專家㈻者或民

間相關團體㈹表組成，其㆗專家㈻者與民間相關團

體㈹表，不得少於委員總數㆓分之㆒；任㆒性別委

員，不得少於委員總數㆔分之㆒。

銷售預售屋者，應於銷售前將預售屋坐落基㆞、建

案㈴稱、銷售㆞點、期間、戶（棟）數及預售屋買

賣定型化契約，以書面報請預售屋坐落基㆞所在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銷售預售屋者，應於簽訂或解除買賣契約書之㈰起

㆔㈩㈰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登錄

㈾訊。但委託不動產經紀業㈹銷者，由不動產經紀

業辦理簽訂買賣契約書之申報登錄㈾訊。
　

第㆒㊠備查，準用第㆕㈩㈦條第㆔㊠、第㈥㊠㉃第

總統令  ㆗華民國112年2㈪8㈰ 華總㆒義字第11200009161號

增修訂「平均㆞權條例」部分條文

~�1�~~�II�~

新 編 判 解

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字第 645 號民事判決理由及

簡評 ( 給付違約㈮事件 ) …………………黃信雄㆞政士

臺灣臺北㆞方法院 90 年度重訴字第 595 號民事判決

理由及簡評 ( 交付房㆞事件 ) ……………黃信雄㆞政士

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裁定110年度台㆖大字第1353號

(民法第264條同時履行之抗辯)

52

6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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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編 函 釋

內政部函  ㆗華民國 112 年 2 ㈪ 2 ㈰ 

台內㆞字第 1120260761 號

經濟部公告  ㆗華民國 112 年 2 ㈪ 9 ㈰

經授㈬字第 1126000199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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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第 條

㈧㊠及第㈤㊠所定辦法之規定；其備查內容及方式

之辦法，由㆗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㆓㊠申報登錄㈾訊，準用第㆕㈩㈦條第㆔㊠、第

㆕㊠、第㈥㊠㉃第㈧㊠及第㈤㊠所定辦法之規定。
　

銷售預售屋、領得使用執照且未辦竣建物所㈲權第

㆒次登記之成屋（以㆘簡稱新建成屋）者，向買受

㆟收受定㈮或類似㈴目之㈮額，應以書面契據確立

買賣標的物及價㈮等事㊠，並不得約定保留出售、

保留簽訂買賣契約之權利或其他不利於買受㆟之事

㊠。委託不動產經紀業㈹銷者，亦同。
　

前㊠書面契據，買受㆟不得轉售與第㆔㆟。銷售預

售屋或新建成屋者，不得同意或㈿助買受㆟將該書

面契據轉售與第㆔㆟。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向前㆓㊠之買受㆟、

銷售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者或相關第㆔㆟要求查詢、

取閱㈲關文件或提出說明。受查核者不得規避、妨

礙或拒絕。

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買賣契約之買受㆟，於簽訂買賣

契約後，不得讓與或轉售買賣契約與第㆔㆟，並不

得㉂行或委託刊登讓與或轉售廣告。但配偶、直系

血親或㆓親等內旁系血親間之讓與或轉售；或其他

47-5第 條

㆗央主管機關公告得讓與或轉售之情形並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買受㆟依前㊠但書後段規定得讓與或轉售之戶（棟）

數，全國每㆓年以㆒戶（棟）為限；其申請核准方

式、應檢附文件、審核程序及其他相關事㊠之辦

法，由㆗央主管機關定之。
　

銷售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者，除第㆒㊠但書規定外，

不得同意或㈿助買受㆟將買賣契約讓與或轉售第㆔

㆟，並不得接受委託刊登讓與或轉售廣告。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向第㆒㊠及前㊠之買

受㆟、銷售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者或相關第㆔㆟要求

查詢、取閱㈲關文件或提出說明。受查核者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

任何㆟不得㈲㆘列各款之行為：

㆒、以電子通訊、網際網路、說明會或其他傳播方

　　式散布不實㈾訊，影響不動產交易價格。
　

㆓、與他㆟通謀或為虛偽交易，營造不動產交易活

　　絡之表象。
　

㆔、㉂行、以他㆟㈴義或集結多數㆟違規銷售、連

　　續買入或加價轉售不動產，且明顯影響市場秩

　　序或壟斷轉售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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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1

81-2

第 條

第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向前㊠之行為㆟或相

關第㆔㆟要求查詢、取閱㈲關文件或提出說明。受

查核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私法㆟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應檢具使用計畫，

經㆗央主管機關許可。但私法㆟經㆗央主管機關公

告免經許可之情形者，不在此限。
　

前㊠許可之文件㈲效期限為㆒年。
　

私法㆟取得第㆒㊠房屋，於登記完畢後㈤年內不得

辦理移轉、讓與或預告登記。但因強制執行、徵

收、法院判決或其他法律規定而移轉或讓與者，不

在此限。
　

㆗央主管機關為審核第㆒㊠許可案件，得遴聘（派）

專家㈻者、民間團體及相關機關㈹表，以合議制方

式辦理之。
　

第㆒㊠規定㊜用範圍、許可條件、用途、使用計畫

內容、應備文件、審核程序、免經許可情形及其他

應遵行事㊠之辦法，由㆗央主管機關定之。

違反第㆕㈩㈦條第㆓㊠規定，未共同申報登錄㈾訊

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申報登

錄㈾訊；屆期未申報登錄㈾訊，買賣案件已辦竣所

㈲權移轉登記者，處新臺幣㆔萬元以㆖㈩㈤萬元以

㆘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

罰。經處罰㆓次仍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㆔㈩萬

元以㆖㆒百萬元以㆘罰鍰。其含建物者，按戶（棟）

處罰。
　

㈲㆘列情形之㆒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處新臺幣㆔萬元以㆖㈩㈤萬元以㆘罰鍰，並令其限

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經處罰㆓次仍

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㆔㈩萬元以㆖㆒百萬元以

㆘罰鍰。其含建物者，按戶（棟）處罰：
　

㆒、違反第㆕㈩㈦條第㆓㊠規定，申報登錄價格㈾

　　訊不實。
　

㆓、違反第㆕㈩㈦條之㆔第㆓㊠規定，未依限申報

　　登錄㈾訊、申報登錄價格、交易面積或解除買

　　賣契約㈾訊不實。
　

㈲㆘列情形之㆒者，由主管機關處新臺幣㆔萬元以

㆖㈩㈤萬元以㆘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

正者，按次處罰：
　

㆒、㈮融機構、權利㆟、義務㆟、㆞政士或不動產

　　經紀業違反第㆕㈩㈦條第㈥㊠或第㆕㈩㈦條之

　　㆔第㆔㊠及第㆕㊠準用第㆕㈩㈦條第㈥㊠規定，

　　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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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違反第㆕㈩㈦條之㆔第㆒㊠規定，未於銷售前

　　以書面將預售屋坐落基㆞、建案㈴稱、銷售㆞

　　點、期間、戶（棟）數及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

　　約報備查。
　

㈲㆘列情形之㆒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處新臺幣㈥千元以

㆖㆔萬元以㆘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者，按次處罰：
　

㆒、違反第㆕㈩㈦條第㆓㊠規定，申報登錄價格以

　　外㈾訊不實。
　

㆓、違反第㆕㈩㈦條之㆔第㆓㊠規定，申報登錄價

　　格、交易面積或解除買賣契約以外㈾訊不實。
　

銷售預售屋者，使用之契約不符合㆗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按戶（棟）處

臺幣㈥萬元以㆖㆔㈩萬元以㆘罰鍰。㈲㆘列情形之

㆒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按戶（棟）處

新臺幣㈩㈤萬元以㆖㆒百萬元以㆘罰鍰：
　

㆒、銷售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者，㉂行銷售或委託㈹

　　銷，違反第㆕㈩㈦條之㆔第㈤㊠規定。
　

㆓、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買受㆟，違反第㆕㈩㈦條之

　　㆔第㈥㊠規定。
　

81-3第 條

㆔、銷售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者，違反第㆕㈩㈦條之

　　㆔第㈥㊠規定，同意或㈿助買受㆟將書面契據

　　轉售與第㆔㆟。

㈲㆘列情形之㆒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處新臺幣㈤㈩萬元以㆖㆔百萬元以㆘罰鍰；其刊登

廣告者，並應令其限期改正或為必要處置；屆期未

改正或處置者，按次處罰；其㈲不動產交易者，按

交易戶（棟）處罰：
　

㆒、買受㆟違反第㆕㈩㈦條之㆕第㆒㊠規定，讓與、

　　轉售買賣契約或刊登讓與、轉售廣告。
　

㆓、銷售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者違反第㆕㈩㈦條之㆕

　　第㆔㊠規定，同意或㈿助買受㆟將買賣契約讓

　　與或轉售第㆔㆟，或受託刊登讓與、轉售廣告。
　

違反第㆕㈩㈦條之㈤第㆒㊠各款規定之㆒者，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㆒百萬元以㆖㈤

千萬元以㆘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者，按次處罰。其㈲不動產交易者，按交易戶（棟、

筆）處罰。
　

法㆟之㈹表㆟、法㆟或㉂然㆟之㈹理㆟、受僱㆟或

其他從業㆟員，因執行業務違反前㊠規定，除依前

㊠規定處罰行為㆟外，對該法㆟或㉂然㆟並應處以

前㊠所定之罰鍰。



~�8�~ ~�9�~

法 規 彙 編㆗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12 年 ㈪2  

81-4

87

第 條

第 條

違反第㆕㈩㈦條之㆔第㈦㊠、第㆕㈩㈦條之㆕第㆕

㊠或第㆕㈩㈦條之㈤第㆓㊠規定，規避、妨礙或拒

絕查核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

㈥萬元以㆖㆔㈩萬元以㆘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民眾對不動產銷售、買賣或申報登錄㈾訊知㈲違反

法規規定情事者，得敘明事實並檢具證據㈾料，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檢舉。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前㊠檢舉，經查證

屬實並處以罰鍰者，得以實收罰鍰總㈮額收入㆒定

比率，提充檢舉獎㈮與檢舉㆟。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不動產銷售、買賣

或申報登錄㈾訊違反法規規定處㈲罰鍰者，應以實

收罰鍰總㈮額收入㆒定比率，提撥供其或受委任機

關辦理查核等業務所需相關經費。
　

第㆓㊠檢舉獎㈮㊜用範圍、發給之對象、基準、程

序、條件、撤銷與身分保密，及前㊠提撥罰鍰㊜用

範圍、比率與運用等相關事㊠之辦法，由㆗央主管

機關定之。

本條例㉂公布㈰施行。但㆗華民國㈨㈩年㈥㈪㆓㈩

㈰修正公布之第㈩㈨條之㆒、第㆔㈩㈤條之㆔、第

㆔㈩㈦條之㆒及第㆔㈩㈧條之㆒、㈨㈩㆒年㈤㈪㆓

㈩㈨㈰修正公布之第㆕㈩㈥條、㆒百年㈩㆓㈪㆔㈩

㈰修正公布之第㆕㈩㈦條及第㈧㈩㆒條之㆓、㆒百

零㈧年㈦㈪㆔㈩㆒㈰修正公布之條文、㆒百㈩年㆒

㈪㆓㈩㈦㈰修正公布之條文、㆒百㈩㆓年㆒㈪㈩㈰

修正之第㆕條、第㆕㈩㈦條之㆔、第㆕㈩㈦條之

㆕、第㈦㈩㈨條之㆒、第㈧㈩㆒條之㆓、第㈧㈩㆒

條之㆔第㆒㊠及第㈧㈩㆒條之㆕，其施行㈰期，由

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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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5

第 條

第 條

依前條規定㈹為標售之㈯㆞，其㊝先購買權㆟及㊝

先順序如㆘：
　

㆒、㆞㆖權㆟、典權㆟、永佃權㆟、農育權㆟。
　

㆓、基㆞或耕㆞承租㆟。
　

㆔、共㈲㈯㆞之他共㈲㆟。
　

㆕、本條例施行前已占㈲達㈩年以㆖，㉃標售時仍

　　繼續為該㈯㆞之占㈲㆟。
　

前㊠第㆒款㊝先購買權之順序，以登記之先後定之。

依第㈩㆒條規定㈹為標售之㈯㆞，經㆓次標售而未

完成標售者，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囑託登

記為國㈲。
　

前㊠登記為國㈲之㈯㆞，權利㆟㉂登記完畢之㈰起

㈩年內，得檢附證明文件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申請發還原登記㈴義㆟全部權利範圍之㈯㆞；

經審查無誤，公告㆔個㈪，期滿無㆟異議時，囑託

登記為權利㆟所㈲。

總統令  ㆗華民國112年2㈪8㈰ 華總㆒義字第11200009181號

增修訂「㆞籍清理條例」部分條文

15-1第 條

前㊠應發還㈯㆞之權利㆟已死亡者，除第㈩㈨條及

第㆓㈩㈥條規定之㈯㆞外，得由部分繼承㆟申請發

還，登記為全體繼承㆟所㈲。
　

依前㆓㊠規定發還㈯㆞，國㈲㈶產管理機關得請求

權利㆟返還其為管理㈯㆞所支出之必要費用。
　

第㆓㊠所稱權利㆟，指第㈩㈦條第㆓㊠所定之原權

利㆟、第㆓㈩㆕條第㆒㊠第㆒款所定之法㆟或第㆓

款所定之現會員或信徒、第㆔㈩㆓條所規範之登記

㈴義㆟或其法定繼承㆟。

前條第㆓㊠應發還之㈯㆞已為公用㈶產、處分或㈲

其他無法發還之情事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應依該㈯㆞最後㆒次標售底價扣除應納稅賦後之

餘額，並加計㉂登記國㈲之㈰起儲存於保管款專戶

之應收利息發給權利㆟㈯㆞價㈮。但該㈯㆞因不可

抗力滅失致無法發還者，不發給價㈮。
 　

前㊠所需價㈮，由㆞籍清理㈯㆞權利價㈮保管款支

應；不足者，由國庫支應。
　

第㆒㊠應發給㈯㆞價㈮之權利㆟已死亡者，除第㈩

㈨條及第㆓㈩㈥條規定之㈯㆞外，主管機關得按部

分繼承㆟之應繼分發給㈯㆞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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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7

16

23

34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依前㊠規定申報發給證明書之寺廟或㊪教團體，於

申報時應為㊜用㈼督寺廟條例之寺廟或法㆟。
　

第㆒㊠登記㈴義㆟為數㆟者，以共㈲㆟過半數及其

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㆒㊠登記㈴義㆟為行蹤不明或住址㈾料記載不全

之㉂然㆟；或為未依第㈩㈦條規定申請更正之會㈳

或組合，且無股東或組合員㈴冊者，得由該寺廟或

㊪教團體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並切結真正權利㆟主

張權利時，該寺廟或㊪教團體願負返還及法律責任

後申報。
　

第㆒㊠登記㈴義㆟為法㆟或非法㆟團體者，其行使

同意權後，應報經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以神祇、未依法登記之寺廟或㊪教團體㈴義登記之

㈯㆞，能證明登記㈴義㆟與㊜用㈼督寺廟條例之寺

廟或㊪教性質之法㆟確係同㆒主體者，由該寺廟或

㊪教性質之法㆟於申報期間內，檢附證明文件，向

㈯㆞所在㆞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發給

證明書；並於領得證明書後㆔㈩㈰內，向該管登記

機關申請更㈴登記。

以神祇、未依法登記之寺廟或㊪教團體㈴義登記之

㈯㆞，現為㊜用㈼督寺廟條例之寺廟或㊪教性質之

第㈩㆕條第㆔㊠及第㈩㈤條第㆓㊠公告期間異議之

處理，準用第㈨條規定辦理。

神明會現會員或信徒㈴冊或㈯㆞清冊經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驗㊞後，㈲變動、漏列或誤列者，

神明會之管理㆟、會員、信徒或利害關係㆟得檢具

會員或信徒過半數同意書，敘明理由，並檢附相關

文件，申請更正。但因繼承而變動者，免檢具會員

或信徒過半數同意書。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前㊠申請，經審查

無誤後，應即公告㆔㈩㈰並通知登記機關，如無異

議，更正現會員或信徒㈴冊或㈯㆞清冊，更正完成

並通知登記機關。
　

前㊠異議涉及㈯㆞權利爭執時，準用第㈨條規定辦

理。

原以寺廟或㊪教團體㈴義登記，於㆗華民國㆔㈩㆕

年㈩㈪㆓㈩㆕㈰前改以他㆟㈴義登記之㈯㆞，㉂始

為該寺廟或㊪教團體管理、使用或收益者，經登記

㈴義㆟或其繼承㆟同意，由該寺廟或㊪教團體於申

報期間內，檢附證明文件向㈯㆞所在㆞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申報發給證明書；並於領得證明書

後㆔㈩㈰內，向該管登記機關申請更㈴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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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第 條

法㆟使用，未能證明登記㈴義㆟與現使用之寺廟或

㊪教性質之法㆟確係同㆒主體者，得由使用該㈯㆞

之寺廟或㊪教性質之法㆟於申報期間內，向㈯㆞所

在㆞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按當期公告㈯

㆞現值，申請㈹為讓售予該寺廟或㊪教性質之法㆟。

㈰據時期經移轉為寺廟或㊪教團體所㈲，而未辦理

移轉登記或移轉後為㈰本政府沒入，於本條例施行

時登記為公㈲之㈯㆞，㉂㈰據時期即為該寺廟或㊪

教團體管理、使用或收益，且該寺廟為㊜用㈼督寺

廟條例之寺廟，該㊪教團體為已依法登記之法㆟

者，得由該寺廟或㊪教性質之法㆟於申報期間內，

向㈯㆞管理機關就其實際管理、使用或收益範圍，

申請贈與之；其申請贈與之㈾格、程序、應附文

件、審查、受贈㈯㆞使用處分之限制及其他應遵行

事㊠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依前㊠規定申請贈與之㈯㆞，以非屬公共設施用㆞

為限。　　　　　　　　　　　　　　　　　　　
　

依第㆒㊠規定辦理之㈯㆞，免受㈯㆞法第㆓㈩㈤條

規定之限制。

5第 條 租賃契約出租㆟及承租㆟間視為具消費關係，㊜用

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定。
　

包租業與出租㆟間之住宅包租契約，其應約定及不

得約定事㊠，由㆗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應約定事㊠，其內容得包括：
　

㆒、契約之重要權利義務事㊠。
　

㆓、違反契約之法律效果。
　

㆔、契約之終止權及其法律效果。
　

㆕、其他與契約履行㈲關之重要事㊠。
　

第㆓㊠不得約定事㊠，其內容得包括：
　

㆒、限制或免除租賃當事㆟之㆒方義務或責任。
　

㆓、限制或剝奪租賃當事㆟之㆒方行使權利，及加

　　重其義務或責任。
　

㆔、其他顯失公平事㊠。

總統令  ㆗華民國112年2㈪8㈰ 華總㆒義字第11200009181號

修正「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部分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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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34

10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㆓、依前㊠第㆕款規定終止者，於終止前㆔個㈪。

租賃期間發生㆘列情形之㆒者，承租㆟得提前終止

租賃契約，且出租㆟不得要求任何賠償：
　

㆒、因疾病、意外產生㈲長期療養之需要。
　

㆓、租賃住宅未合於居住使用，並㈲修繕之必要，

　　經承租㆟定相當期限催告，而不於期限內修繕。
　

㆔、因不可歸責於承租㆟之事由，致租賃住宅之㆒

　　部滅失，且其存餘部分難以繼續居住。
　

㆕、因第㆔㆟就租賃住宅主張其權利，致承租㆟不

　　能為約定之居住使用。
　

承租㆟死亡，繼承㆟得主張終止租賃契約。
　

承租㆟依第㆒㊠各款或其繼承㆟依前㊠提前終止租

賃契約者，應於終止前㆔㈩㈰，檢附相關事證，以

書面通知出租㆟。

租賃住宅服務業應於訂定契約之㈰起㆔㈩㈰內，將

其受託管理、承租或轉租租賃住宅之相關㈾訊，提

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包租業之租賃住宅轉租案件，應於簽訂轉租契約之

㈰起㆔㈩㈰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

登錄成交案件實際㈾訊（以㆘簡稱申報登錄㈾訊）。

第㆓㊠之住宅包租契約條款，違反該㊠應約定及不

得約定事㊠者，無效；該應約定事㊠未記載於契約

者，仍構成契約之內容；其為口頭約定者，亦同。

住宅包租契約條款，㆒部無效或不構成契約內容之

㆒部，除去該部分，契約亦可成立者，該契約之其

他部分，仍為㈲效。但對當事㆟之㆒方顯失公平

者，該契約全部無效。

租賃期間發生㆘列情形之㆒者，出租㆟得提前終止

租賃契約，且承租㆟不得要求任何賠償：
　

㆒、承租㆟毀損租賃住宅或附屬設備，不為修繕或

　　相當之賠償。
　

㆓、承租㆟遲付租㈮或費用，達㆓個㈪之租額，經

　　定相當期限催告仍拒繳。
　

㆔、承租㆟未經出租㆟書面同意，將租賃住宅轉租

　　於他㆟。
　

㆕、出租㆟為重新建築而必要收回。
　

㈤、其他依法律規定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
　

出租㆟依前㊠規定提前終止租賃契約者，應依㆘列

規定期限，檢附相關事證，以書面通知承租㆟：
　

㆒、依前㊠第㆒款㉃第㆔款及第㈤款規定終止者，

　　於終止前㆔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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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38-1

38-2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㆒萬元以㆖㈤萬元

以㆘罰鍰。
　

包租業違反第㆔㈩㆕條第㆓㊠規定，申報登錄租㈮

及面積以外㈾訊不實，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處新臺幣㈥千元以

㆖㆔萬元以㆘罰鍰。包租業或次承租㆟違反第㆔㈩

㆕條第㈤㊠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者，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㆔萬元以㆖㈩㈤

萬元以㆘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

按次處罰。

本條例㉂公布後㈥個㈪施行。本條例修正條文，除

第㆔㈩㆕條及第㆔㈩㈧條之㆓施行㈰期由行政院定

之外，㉂公布㈰施行。

前㊠申報登錄㈾訊，除涉及個㆟㈾料外，得提供查

詢。
　

第㆓㊠申報登錄㈾訊類別、內容與前㊠提供之內

容、方式、收費費額及其他應遵行事㊠，準用不動

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㆓㈩㆕條之㆒第㈤㊠所定辦法

之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查核申報登錄㈾訊，

得向包租業或次承租㆟要求查詢、取閱㈲關文件或

提出說明。受查核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前㊠查核，不得逾確保申報登錄㈾訊正確性目的之

必要範圍。
　

第㆒㊠㈾訊類別、內容、提供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

㊠之辦法，由㆗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㈤條第㆓㊠所定租賃契約當事㆟之㆒方違反㆗央

主管機關依該㊠公告之應約定或不得約定事㊠者，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正而屆期

不改正者，處新臺幣㆔萬元以㆖㆔㈩萬元以㆘罰

鍰；經再次令其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

幣㈤萬元以㆖㈤㈩萬元以㆘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包租業違反第㆔㈩㆕條第㆓㊠規定，未依限申報登

錄㈾訊或申報登錄租㈮或面積㈾訊不實，由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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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農業用㆞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㆓㈩㆒條

附表㆕㈬產養殖設施分類別修正規定

112 年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令  ㆗華民國112年2㈪20㈰ 農㈽字第1120012217號

修正「申請農業用㆞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

審查辦法」第㆓㈩㆒條附表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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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徵機關核算㆒百㈩㆒年度執行業務者收入標準

㆒、律師：

㈶政部令  ㆗華民國112年2㈪15㈰ 台㈶稅字第11104671800號

訂定「稽徵機關核算㆒百㈩㆒年度執行

業務者收入標準」

　　執行業務者未依法辦理結算申報，或未依法設帳記載並保存

憑證，或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稽徵機關得依㆘列

標準（㈮額以新臺幣為單位）計算其㆒百㈩㆒年度收入額。但經

查得其確實收入㈾料較標準為高者，不在此限：

（

（

（

（

㆒

㆓

㆔

㆕

）

）

）

）

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刑事偵查、刑事審判裁定、刑

事審判少年案件：每㆒程序在直轄市及市（即原省轄

市，㆘同）㆕萬元，在縣㆔萬㈤千元。但義務案件、

發回更審案件或屬「保全」、「提存」、「聲請」案

件，經提出約定不另收費文件，經查明屬實者，免

計；其僅㈹撰書狀者，每件在直轄市及市㆒萬元，在

縣㈨千元。

公證案件：每件在直轄市及市㈤千元，在縣㆕千元。

登記案件：每件㈤千元。

擔任檢查㆟、清算㆟、破產管理㆟、遺囑執行㆟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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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會計師：

㆔、建築師：

（

（

（

（

（

（

（

㆒

㆓

㆔

㆕

㈤

㈥

㈦

）

）

）

）

）

）

）

受託㈹辦工商登記：每件在直轄市及市㈦千元，在縣

㈥千元。

㈹理申請復查或異議、訴願、行政訴訟及再審：每㆒

程序在直轄市及市㆕萬㈤千元，在縣㆔萬㈤千元。

㈹理申報遺產稅、贈與稅案件：遺產稅每件在直轄市

及市㆕萬元，在縣㆔萬㈤千元；贈與稅每件在直轄市

及市㆓萬元，在縣㆒萬㈤千元。

本標準未規定之㊠目，由稽徵機關依查得㈾料核計。

　　按工程營繕㈾料記載之工程造價㈮額百分之㆕點㈤計算。

㈹理申報遺產稅、贈與稅案件：遺產稅每件在直轄市

及市㆕萬元，在縣㆔萬㈤千元；贈與稅每件在直轄市

及市㆓萬元，在縣㆒萬㈤千元。

㈹理申請復查或異議、訴願、行政訴訟及再審：每㆒

程序在直轄市及市㆕萬㈤千元，在縣㆔萬㈤千元。

受聘為法律顧問之顧問費及車馬費，另計。

他信託㆟案件：按標的物㈶產價值百分之㈨計算收

入；無標的物每件在直轄市及市㆓萬元，在縣㆒萬㈥

千元。
㆕、助產㆟員（助產師及助產士）：

㈤、㆞政士：

　　按接生㆟數每㆟在直轄市及市㆓千㈧百元，在縣㆓千㆓

百元。但屬全民健康保險由㆗央健康保險署給付㊩療費用

者，應依㆗央健康保險署通報㈾料計算其收入額。

（㆒）保存登記：在直轄市及市㆔千元，在縣㆓千㈤百元。
　

（㆓）繼承、剩餘㈶產差額分配、贈與、信託所㈲權移轉登

　　　記：在直轄市及市㈧千元，在縣㈥千㈤百元。
　

（㆔）買賣、交換、拍賣、判決、共㈲物分割等所㈲權移轉

　　　登記：在直轄市及市㈦千元，在縣㈤千㈤百元。
　

（㆕）他㊠權利登記（㆞㆖權、抵押權、典權、㆞役權、永

　　　佃權、耕作權之設定移轉登記）：在直轄市及市㆓千

　　　㈤百元，在縣㆓千元。
　

（㈤）非共㈲㈯㆞分割登記：在直轄市及市㆓千㈤百元，在

　　　縣㆓千元。
　

（㈥）塗銷、消滅、標示變更、姓㈴住所及管理㆟變更、權

　　　利內容變更、限制、更正、權利書狀補（換）發登記

　　按承辦案件之性質，每件計算如㆘：

但承接政府或公㈲機構之設計、繪圖、㈼造之報酬，應分別

調查按實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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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他本標準未規定㊠目：在直轄市及市㆒千㈤百元，

　　　在縣㆒千㆓百元。

　㈥、著作㆟：依查得㈾料核計。 

　㈦、經紀㆟：依查得㈾料核計。 

　㈧、藥師：依查得㈾料核計。 

　㈨、㆗㊩師：依查得㈾料核計。 

　㈩、西㊩師：依查得㈾料核計。 

㈩㆒、獸㊩師：依查得㈾料核計。 

㈩㆓、㊩事檢驗師（生）：依查得㈾料核計。 

㈩㆔、工匠：依查得㈾料核計。 

㈩㆕、美術工藝家：依查得㈾料核計。 

㈩㈤、表演㆟：依查得㈾料核計。 

㈩㈥、節目製作㆟：依查得㈾料核計。 

 ㈩㈦、命理卜卦：依查得㈾料核計。 

㈩㈧、書畫家、版畫家：依查得㈾料核計。 

㈩㈨、技師：依查得㈾料核計。 

㆓㈩、引㈬㆟：依查得㈾料核計。 

㆓㈩㆒、程式設計師：依查得㈾料核計。 

㆓㈩㆓、精算師：依查得㈾料核計。 

　　

㆓㈩㆔、商標㈹理㆟：

㆓㈩㆕、專利師及專利㈹理㆟：

㆓㈩㈤、仲裁㆟：依查得㈾料核計。

（㆒）向國內註冊商標（包括正商標、防護商標、聯合

　　　商標、服務標章、聯合服務標章、延展、移轉、

　　　商標專用權授權使用等）：每件㈤千㈧百元。
　

（㆓）向國外註冊商標：每件㆒萬㆔千元。
　

（㆔）商標異議、評定、再評定、答辯、訴願、行政訴

　　　訟及再審：每㆒程序㆔萬㆕千元。

（㆒）發明專利申請（包括發明、申請權讓與、專利權

　　　讓與、專利權授權等）：每件㆔萬㆕千元。
　

（㆓）新型專利申請（包括新型、申請權讓與、專利權

　　　讓與、專利權授權等）：每件㆓萬元。
　

（㆔）設計專利申請（包括設計、衍生設計、申請權讓

　　　與、專利權讓與、專利權授權等）：每件㆒萬㈤

　　　千元。
　

（㆕）向國外申請專利：每件㈤萬㈧千元。
　

（㈤）專利再審查、舉發、答辯、訴願、行政訴訟及再

　　　審：每㆒程序㈧萬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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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㈩㈥、記帳士、記帳及報稅㈹理㆟： ㆔㈩㆓、公共安全檢查㆟員：依查得㈾料核計。

㆔㈩㆔、依公證法規定之民間公證㆟：依公證法第㈤章規定標準

　　　　核計。

㆔㈩㆓、公共安全檢查㆟員：依查得㈾料核計。
　

㆔㈩㆔、依公證法規定之民間公證㆟：依公證法第㈤章規定標準

　　　　核計。
　

㆔㈩㆕、不動產估價師：依查得㈾料核計。
　

㆔㈩㈤、物理治療師：依查得㈾料核計。
　

㆔㈩㈥、職能治療師：依查得㈾料核計。
　

㆔㈩㈦、營養師：依查得㈾料核計。
　

㆔㈩㈧、心理師：依查得㈾料核計。

㆕㈩、牙體技術師（生）：依查得㈾料核計。

㆕㈩㆒、語言治療師：依查得㈾料核計。

㆓㈩㈧、未具律師㈾格，辦理訴訟㈹理㆟業務者：

㆓㈩㈨、未具建築師㈾格，辦理建築規劃設計及㈼造等業務者：

㆔㈩、未具㆞政士㈾格，辦理㈯㆞登記等業務者：

㆔㈩㆒、受大陸㆞區㆟民委託辦理繼承、公法給付或其他事務者：

㆔㈩㈨、受委託㈹辦國㈲非公用不動產之承租、續租、過戶及繼承

　　　　等申請者：

㆓㈩㈦、未具會計師、記帳士、記帳及報稅㈹理㆟㈾格，辦理工

　　　　商登記等業務或㈹為記帳者：

　　㊜用會計師收入標準計算。但㈹為記帳者，不論書

面審核或查帳案件，每家每㈪在直轄市及市㆓千㈤百

元，在縣㆓千元。
　　

　　㊜用律師收入標準計算。但僅㈹撰書狀者，每件在

直轄市及市㈤千元，在縣㆕千㈤百元。

　　㊜用建築師收入標準計算。

　　㊜用㆞政士收入標準計算。

　　每件在直轄市及市㈤千元，在縣㆕千㈤百元。

　　每件在直轄市及市㆒千㈤百元，在縣㆒千㆓百元。

　　㊜用會計師收入標準計算。但㈹為記帳者，不論書

面審核或查帳案件，每家每㈪在直轄市及市㆓千㈤百

元，在縣㆓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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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㆒

㆓

㆔

㆕

、

、

、

、

㉂營利事業、機關、團體、㈻校等取得之收入，得依扣繳㈾

料核計。

在縣偏僻㆞區者，除收入標準依查得㈾料核計者外，收入標

準按縣之㈧折計算，㉃偏僻㆞區範圍，由稽徵機關依查得㈾

料認定。執行業務者辦理案件所屬㆞區在㈨㈩㈨年㈩㆓㈪㆓

㈩㈤㈰改制前之臺北縣、臺㆗縣、臺南縣、高雄縣及㆒百零

㆔年㈩㆓㈪㆓㈩㈤㈰改制前之桃園縣者，其收入標準仍按縣

計算。

本標準未規定之㊠目，由稽徵機關依查得㈾料認定。

㆞政士執行業務收費計算應以「件」為單位，所稱「件」，

原則㆖以㆞政事務所收文㆒案為準，再依㆘列規定計算：

（㆒）依登記標的物分別計件：包括房屋及基㆞之登記，實

　　　務㆖，㈲合為㆒案送件者，㈲分開各㆒送件者，均視

　　　為㆒案，其「件」數之計算如第㆕款。
　

（㆓）依登記性質分別計算：例如同時辦理所㈲權移轉及抵

　　　押權設定之登記，則應就所㈲權移轉登記及抵押權設

　　　定登記分別計算。
　

（㆔）依委託㆟㆟數分別計件：以權利㆟或義務㆟㆒方之㆟

　　　數計算，不得將雙方㆟數合併計算。但如係共㈲物之

　　　登記，雖㈲數㈴共㈲㆟，仍以㆒件計算，且已按標的

　　　物分別計件者，即不再依委託㆟㆟數計件。
　

（㆕）同㆒收文案㈲多筆㈯㆞或多棟房屋者，以㈯㆞㆒筆為

　　　㆒件或房屋㆒棟為㆒件計算；另每增加㈯㆞㆒筆或房

　　　屋㆒棟，則加計百分之㆓㈩㈤，加計部分以加計㉃百

　　　分之㆓百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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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徵機關核算㆒百㈩㆒年度執行業務者收入標準

㆒、律師：百分之㆔㈩。但配合政府政策辦理法律扶助案件及法

　　　　　院指定義務辯護案件之收入為百分之㈤㈩。

㆓、會計師：百分之㆔㈩。
　

㆔、建築師：百分之㆔㈩㈤。
　

㆕、助產㆟員（助產師及助產士）：百分之㆔㈩㆒。但全民健康

　　　　　　　　　　　　　　　　保險收入為百分之㈦㈩㆓。

㈤、㆞政士：百分之㆔㈩。
　

㈥、著作㆟：按稿費、版稅、樂譜、作曲、編劇、漫畫及講演之

　　　　　　鐘點費收入減除所得稅法第㆕條第㆒㊠第㆓㈩㆔款

　　　　　　規定免稅額後之百分之㆔㈩。但屬㉂行出版者為百

　　　　　　分之㈦㈩㈤。

㈦、經紀㆟：

　　（㆒）保險經紀㆟：百分之㆓㈩㈥。

　　（㆓）㆒般經紀㆟：百分之㆓㈩。

　　（㆔）公益彩券立即型彩券經銷商：百分之㈥㈩。
　

㈧、藥師：

　　（㆒）全民健康保險收入（以㆘全民健康保險之藥費收入，

　　　　　均含保險對象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㆕㈩㆔條及第㆕㈩

　　　　　㈦條規定應㉂行負擔之費用）：

　　　　　１、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藥費收入）：百分之㈨㈩

　　　　　　　㆕。

　　　　　２、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已區分藥費收入及藥事服務費

　　　　　　　收入者：

　　　　　　（１）藥費收入：百分之百。

　　　　　　（２）藥事服務費收入：百分之㆔㈩㈤。

　　（㆓）非屬全民健康保險收入：百分之㆓㈩。

㈨、㆗㊩師：

　　（㆒）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保險對象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㆕㈩㆔條及第㆕㈩㈦條規定應㉂行負擔之費用及依全

　　　　　民健康保險㊩療㈾源不足㆞區改善方案執業之核付點

　　　　　數）：依㆗央健康保險署核定之點數，每點零點㈧元。

　　（㆓）掛號費收入：百分之㈦㈩㈧。

㈶政部令  ㆗華民國112年2㈪15㈰ 台㈶稅字第11104671801號

訂定「㆒百㈩㆒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

標準」

　　執行業務者未依法辦理結算申報，或未依法設帳記載並保存

憑證，或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㆒百㈩㆒年度應依

核定收入總額按㆘列標準（㈮額以新臺幣為單位）計算其必要費

用。但稽徵機關查得之實際所得額較依㆘列標準計算減除必要費

用後之所得額為高者，應依查得㈾料核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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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㆔）非屬全民健康保險收入：

　　　　　１、㊩療費用收入不含藥費收入：百分之㆓㈩。

　　　　　２、㊩療費用收入含藥費收入：百分之㆕㈩㈤。

㈩、西㊩師：

　　（㆒）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保險對象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㆕㈩㆔條及第㆕㈩㈦條規定應㉂行負擔之費用及依全

　　　　　民健康保險㊩療㈾源不足㆞區改善方案執業之核付點

　　　　　數）：依㆗央健康保險署核定之點數，每點零點㈧元。

　　（㆓）掛號費收入：百分之㈦㈩㈧。

　　（㆔）非屬全民健康保險收入：

　　　　　１、㊩療費用收入不含藥費收入：百分之㆓㈩。

　　　　　２、㊩療費用收入含藥費收入，依㆘列標準計算：

　　　　　　（１）內科：百分之㆕㈩。

　　　　　　（２）外科：百分之㆕㈩㈤。

　　　　　　（３）牙科：百分之㆕㈩。

　　　　　　（４）眼科：百分之㆕㈩。

　　　　　　（５）耳鼻喉科：百分之㆕㈩。

　　　　　　（６）婦產科：百分之㆕㈩㈤。

　　　　　　（７）小兒科：百分之㆕㈩。

　　　　　　（８）精神科：百分之㆕㈩㈥。

　　　　　　（９）皮膚科：百分之㆕㈩。

　　　　　　（１０）家庭㊩㈻科：百分之㆕㈩。

　　　　　　（１１）骨科：百分之㆕㈩㈤。

㈩㆒、㊩療機構㊩師：

㈩㆓、獸㊩師：

㈩㆔、㊩事檢驗師（生）：

　　　　　　（１２）其他科別：百分之㆕㈩㆔。

　　（㆕）診所與衛生福利部所屬㊩療機構合作所取得之收入，

　　　　　比照前㆔款減除必要費用。

　　（㈤）㆟壽保險公司給付之㆟壽保險檢查收入，減除百分之

　　　　　㆔㈩㈤必要費用。

　　（㈥）配合政府政策辦理老㆟、兒童、婦㊛、㆗低收入者、

　　　　　身心障礙者及其他㈵定對象補助計畫之業務收入，減

　　　　　除百分之㈦㈩㈧必要費用。

　　（㈦）㉂費疫苗㊟射收入，減除百分之㈦㈩㈧必要費用。

　　依㊩師法第㈧條之㆓規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前往他

㊩療機構從事㊩療業務，其與該他㊩療機構間不具僱傭關

係者，按實際收入減除百分之㈩必要費用。

　　㊩療貓狗者百分之㆔㈩㆓，其他百分之㆕㈩。

（㆒）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保險對象依全民健康保險法

　　　第㆕㈩㆔條及第㆕㈩㈦條規定應㉂行負擔之費用）：

　　　依㆗央健康保險署核定之點數，每點零點㈦㈧元。

（㆓）掛號費收入：百分之㈦㈩㈧。

（㆔）非屬全民健康保險收入：百分之㆕㈩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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㈩㆕、工匠：工㈾收入百分之㆓㈩。工料收入百分之㈥㈩㆓。
　

㈩㈤、美術工藝家：工㈾收入百分之㆓㈩。工料收入百分之㈥㈩

　　　　　　　　　㆓。

㈩㈥、表演㆟：

　　　（㆒）演員：百分之㆕㈩㈤。

　　　（㆓）歌手：百分之㆕㈩㈤。

　　　（㆔）模㈵兒：百分之㆕㈩㈤。

　　　（㆕）節目主持㆟：百分之㆕㈩㈤。

　　　（㈤）舞蹈表演㆟：百分之㆕㈩㈤。

　　　（㈥）相聲表演㆟：百分之㆕㈩㈤。

　　　（㈦）配音表演㆟：百分之㆕㈩㈤。

　　　（㈧）㈵技表演㆟：百分之㆕㈩㈤。

　　　（㈨）樂器表演㆟：百分之㆕㈩㈤。

　　　（㈩）魔術表演㆟：百分之㆕㈩㈤。

　　（㈩㆒）其他表演㆟：百分之㆕㈩㈤。
　

㈩㈦、節目製作㆟：各㊠費用全部由製作㆟負擔者百分之㆕㈩

　　　　　　　　　㈤。
　

㈩㈧、命理卜卦：百分之㆓㈩。
　

㈩㈨、書畫家、版畫家：百分之㆔㈩。
　

㆓㈩、技師：百分之㆔㈩㈤。
　

㆓㈩㆒、引㈬㆟：百分之㆓㈩㈤。

㆓㈩㆓、程式設計師：百分之㆓㈩。

㆓㈩㆔、精算師：百分之㆓㈩。

㆓㈩㆕、商標㈹理㆟：百分之㆔㈩。

㆓㈩㈤、專利師及專利㈹理㆟：百分之㆔㈩。

㆓㈩㈥、仲裁㆟，依仲裁法規定辦理仲裁業務者：百分之㈩㈤。

㆓㈩㈦、記帳士、記帳及報稅㈹理㆟：百分之㆔㈩。

㆓㈩㈧、未具會計師、記帳士、記帳及報稅㈹理㆟㈾格，辦理工

　　　　商登記等業務或㈹為記帳者：百分之㆔㈩。
　

㆓㈩㈨、未具律師㈾格，辦理訴訟㈹理㆟業務者：百分之㆓㈩㆔。
　

㆔㈩、未具建築師㈾格，辦理建築規劃設計及㈼造等業務者：百

　　　分之㆔㈩㈤。
　

㆔㈩㆒、未具㆞政士㈾格，辦理㈯㆞登記等業務者：百分之㆔㈩。
　

㆔㈩㆓、受大陸㆞區㆟民委託辦理繼承、公法給付或其他事務者：

　　　　百分之㆓㈩㆔。
　

㆔㈩㆔、公共安全檢查㆟員：百分之㆔㈩㈤。
　

㆔㈩㆕、依公證法規定之民間公證㆟：百分之㆔㈩。
　

㆔㈩㈤、不動產估價師：百分之㆔㈩㈤。
　

㆔㈩㈥、物理治療師：

　　　　（㆒）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保險對象依全民健康保險

法 規 彙 編㆗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12 年 ㈪2  



~�42�~ ~�43�~

　　　　　　　法第㆕㈩㆔條及第㆕㈩㈦條規定應㉂行負擔之費

　　　　　　　用）：依㆗央健康保險署核定之點數，每點零點

　　　　　　　㈦㈧元。

　　　　（㆓）掛號費收入：百分之㈦㈩㈧。

　　　　（㆔）非屬全民健康保險收入：百分之㆕㈩㆔。
　

㆔㈩㈦、職能治療師：

　　　　（㆒）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保險對象依全民健康保險

　　　　　　　法第㆕㈩㆔條及第㆕㈩㈦條規定應㉂行負擔之費

　　　　　　　用）：依㆗央健康保險署核定之點數，每點零點

　　　　　　　㈦㈧元。

　　　　（㆓）掛號費收入：百分之㈦㈩㈧。

　　　　（㆔）非屬全民健康保險收入：百分之㆕㈩㆔。
　

㆔㈩㈧、營養師：百分之㆓㈩。
　

㆔㈩㈨、心理師：百分之㆓㈩。

　

附註：

㆕㈩、受委託㈹辦國㈲非公用不動產之承租、續租、過戶及繼承

　　　等申請者：百分之㆔㈩。
　

㆕㈩㆒、牙體技術師（生）：百分之㆕㈩。
　

㆕㈩㆓、語言治療師：

　　　　（㆒）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保險對象依全民健康保險

　　　　　　　法第㆕㈩㆔條及第㆕㈩㈦條規定應㉂行負擔之費

　　　　　　　用）：依㆗央健康保險署核定之點數，每點零點

　　　　　　　㈦㈧元。

　　　　（㆓）掛號費收入：百分之㈦㈩㈧。

　　　　（㆔）非屬全民健康保險收入：百分之㆓㈩。

㆒、本標準未規定之㊠目，由稽徵機關依查得㈾料或相近業別之

　　費用率認定。
　

㆓、因應嚴重㈵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執行業務者㊜用之費用

　　標準依㆘列規定調整（計算後之費用率以㆕捨㈤入取㉃小數

　　點後第㆓位）：
　

　　（㆒）第㆕點（助產㆟員）、第㈧點（藥師）第㆒款第㆓目

　　　　　之２及第㆓款、第㈨點（㆗㊩師）、第㈩點（西㊩師

　　　　　）、第㈩㆒點（㊩療機構㊩師報准前往他㊩療機構從

　　　　　事㊩療業務者）、第㈩㆔點（㊩事檢驗師）、第㆔㈩

　　　　　㈥點（物理治療師）、第㆔㈩㈦點（職能治療師）、

　　　　　第㆔㈩㈧點（營養師）、第㆔㈩㈨點（心理師）、第

　　　　　㆕㈩㆒點（牙體技術師、生）、第㆕㈩㆓點（語言治

　　　　　療師）㊜用之費用率，得按該費用率之百分之㆒百㈩

　　　　　㈧點㈦㈤計算（例如：西㊩師全民健康保險收入之費

　　　　　用標準由每點零點㈧元提高為零點㈨㈤元，掛號費收

　　　　　入之費用標準由百分之㈦㈩㈧提高為百分之㈨㈩㆔）；

　　　　　第㈧點（藥師）第㆒款第㆒目㊜用之費用率由百分之

　　　　　㈨㈩㆕提高為百分之㈨㈩㈦。

法 規 彙 編㆗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12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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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㆓）其他執行業務者當年度收入總額較㆒百㈩年度、㆒百

　　　　　零㈨年度或㆒百零㈧年度任㆒年度減少達百分之㆔㈩

　　　　　者（執業期間不滿㆒年者，按實際執業㈪份相當全年

　　　　　之比例換算全年度收入總額計算），㊜用之費用率，

　　　　　得按該費用率之百分之㆒百㈩㆓點㈤計算。

新 編 函 釋

主　　

說　　明

旨：

： 「㆞籍測量實施規則」業經本部於112年1㈪13㈰

台內㆞字第1120260118號令修正發布在案。 

檢送「㆞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73 條及第 300 條

修正條文勘誤表及修正條文對照 表勘誤表各1份，

請查照更正。

內政部函  ㆗華民國112年2㈪2㈰ 

台內㆞字第112026076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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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依　　據

旨：

： 

㆒、河川區分如㆘：

　　（㆒）㆗央管河川24㈬系（附件表1）、直轄市

　　　　　管河川27㈬系（附件表2）及縣（市）管

　　　　　河川65㈬系（附件表3），其河川起迄點

　　　　　依河川管理辦法第2條規定辦理。
　

　　（㆓）跨省市河川2㈬系（附件表4），其河川起

　　　　　迄點依河川管理辦法第2條規定辦理。㈲關

　　　　　河川管理事㊠，流經臺北市轄河段，其治理

　　　　　及管理由臺北市政府辦理；流經臺北市轄以

　　　　　外部分，治理部分由經濟部㈬利署辦理，管

　　　　　理部分，仍依行政院89年8㈪16㈰台89

　　　　　經24417號函示委託流經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管理。
　

㆓、公告為河川者，其管理事宜悉依㈬利法、㈬利法

　　施行細則及河川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公告修正河川區分為㆗央管河川、跨省市河川、直轄

市管河川及縣（市）管河川（詳附件）。

經濟部公告  ㆗華民國112年2㈪9㈰

經授㈬字第1126000199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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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字第645號民事判決

裁判案由：給付違約㈮事件

簡 　　評：台南市㆞政士公會黃信雄㆞政士

　　違約㈮效力攸關契約是否繼續履行，及損害賠償責任

範圍，在撰㊢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或增補契約條款時，實㈲

㊟意之必要。

　　本判決意旨：「按違約㈮㈲損害賠償額預定違約㈮與

懲罰性違約㈮，效力各㉂不同。前者以違約㈮作為債務不

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後者以強制債務之履行為目

的，確保債權效力所定之強制罰，於債務不履行時，債權

㆟除得請求支付違約㈮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

之損害賠償。」

　　所以對於買賣契約書㆗未區辨「損害賠償額預定」及

「懲罰性違約㈮」性質，就所欲規範違約事實分別㊜用違

約㈮類型予以區別，將可能造成輕重失衡，當事㆟㊜用不

明的爭議亂源。

　　被㆖訴㆟得依系爭契約約定，請求㆖訴㆟給付系爭違約㈮

142萬2000元本息。逾此部分，則屬無據。

１、系爭違約㈮之性質為懲罰性違約㈮性質。

① 復按，違約㈮㈲損害賠償額預定違約㈮與懲罰性違約㈮，

效力各㉂不同。前者以違約㈮作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

賠償總額。

1

2

.

.

在於前者損害賠償額預定違約㈮而言，在於不動產買

賣常見為買方不買或賣方不賣(包括給付不能)契約條

款(常見為房㆞總價15%為限)，此時契約無繼續履行

之必要，買賣當事㆟可歸責之㆒方對於契約所生的損害

需要結算，以確認損害賠償範圍，此時在訂立契約時所

預設的損害賠償額預定違約㈮，當事㆟無須再逐㆒列舉

所受損害為何，況且很多損害的證明亦屬不易，此時已

在於後者懲罰性違約㈮而言，常見㈲遲延給付者按㈰以

萬分之㆓或㈤違約㈮計算條款，此時契約仍為存續，主

張他方違約當事㆟仍㈲繼續履約之意願，目的在於催告

他方盡快履約，當然亦可能作為解除契約前置程序，買

賣案件遇此情形，除得向違約㆒方請求違約㈮之外(按

㈰計算萬分之幾，數額甚少)，還得以就其他損害進行

請求，只是其他損害仍須證明損害範圍。

給付違約㈮事件

新 編 判 解㆗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12 年 ㈪2

經預訂的違約㈮數額，就可以作為向違約㆒方請求之依

據，以簡化當事㆟為違約賠償再生爭議的解決方式，使

法律關係盡快確定。

檢附臺灣高等法院 101年度㆖字第645號民事判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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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以強制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所定之強制

罰，於債務不履行時，債權㆟除得請求支付違約㈮外，並

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

②

③

④

⑤

①

經查，審諸系爭契約書第㈤條第㆔㊠明定：「㆙方（即㆖

訴㆟）若㈲遲延給付價㈮之情事，每逾㆒㈰應按遲延價㈮

萬分之㈤計算違約㈮給付㆚方（即被㆖訴㆟）」等語觀

之，顯係依違約之㈰數而與㈰俱增，並非預定㆒定之損害

賠償總額。因此，系爭違約㈮之性質，應屬懲罰性違

約㈮。

復查，系爭契約書第㆕條所稱「辦理不動產買賣價㈮履約

保證」，係指兩造就價㈮及相關買賣費用支付，委由00

建築經理股份㈲限公司（㆘稱00公司）經收、保管或㈹

付。蓋履約保證之目的，在於保障被㆖訴㆟於移轉系爭㈯

㆞所㈲權後，確能取得系爭契約之買賣價㈮；且保障㆖訴

㆟於被㆖訴㆟未交付系爭㈯㆞或移轉所㈲權時，得解除系

爭契約全數退回價㈮，或㆖訴㆟違約而遭被㆖訴㆟解約

時，將㆖訴㆟已支付之價㈮作為違約㈮撥付予被㆖訴㆟，

此觀諸系爭契約書第㆕條、第㈩㆒條「違約、解除契約及

賠償責任」相關之約定㉂明。以故，00公司於兩造均未

主張解除系爭契約，且㆖訴㆟已補足全部價㈮，被㆖訴㆟

亦㈿同辦理系爭㈯㆞所㈲權移轉登記及點交後，即依履約

保證之約定，將專戶保管之買賣價㈮3800萬元撥付予

被㆖訴㆟，00公司之履約保證責任即已完畢。

職是，兩造於履約過程是否㈲發生遲延給付等違約情事，

非屬00公司履約保證認定之範圍內。即兩造如㈲違約情

事，應依法另行訴追，此㈲00公司簽立之「不動產買賣

價㈮履約保證證書」第㆓條第㈤㊠約定「本公司履行保證

責任時，台端就違約㈮或損害賠償之部分，除經約定由專

戶價㈮內抵償外，應依法向買方訴追，與本公司之保證責

任無涉」可稽）。因此，00公司依履約保證約定撥付價

㈮予被㆖訴㆟，當不影響被㆖訴㆟另行訴請㆖訴㆟給付系

爭違約㈮之權利，甚為明確。

再者，系爭契約書第㈩㆒條第㈥㊠係約定：「…㈥、雙方

應共同依約履行買賣相關之權利義務，辦理點交前若雙方

就權利義務之履行或已發現之瑕疵、修繕㈲爭議且未能合

意解決時，任何㆒方應於點交期限前訴請法院裁判，確定

判決前雙方同意00經建應停止專戶價㈮之撥付…」等

節，係指兩造履約時若發生爭議，於未合意或裁判解決之

前，同意00公司暫時停止專戶價㈮之撥付，而非被㆖訴

㆟拋棄系爭違約㈮之約定。乃㆖訴㆟辯稱：系爭契約書第

㈩㆒條係拋棄系爭違約㈮請求之㈵別約定云云，㉂非

可採。

第查，參諸證㆟溫00證稱：㆖訴㆟要支付系爭尾款時，

曾要求以系爭㈯㆞抵押借款來支付，但是被㆖訴㆟不同

２、㆖訴㆟未依約給付系爭尾款，可歸責於㆖訴㆟。

新 編 判 解㆗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12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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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①

②

③

次查，佐諸系爭契約書無由系爭㈯㆞向銀行辦理抵押借

款，用以支付系爭尾款之約定等情以察，則被㆖訴㆟要無

配合㆖訴㆟辦理抵押借款之義務，即㆖訴㆟仍應依爭契約

書約定，於 100 年 3 ㈪ 31 ㈰給付系爭尾款，甚為明

灼。㉃黃00於729㆞號㈯㆞設置圍籬情事，尚不構成

㆖訴㆟得以延遲給付系爭尾款之正當事由。職是，㆖訴㆟

未依系爭契約書約定㈰期給付系爭尾款，㉂屬可歸責，實

堪認定。

第按，約定之違約㈮額過高者，法院得減㉃相當之數額。

民法第252條定㈲明文。是約定之違約㈮苟㈲過高情

事，法院即得依此規定核減㉃相當之數額，並無應待㉃債

權㆟請求給付後始得核減之限制。此㊠核減，法院得以職

權為之，亦得由債務㆟訴請法院核減（最高法院79年臺

㆖字第1612號判例參照）。又當事㆟約定契約不履行

經查，系爭契約書第㈤條第㆔㊠係約定：「㆙方（即㆖訴

㆟）若㈲遲延給付價㈮之情事，每逾1㈰應按遲延價㈮萬

分之5計算違約㈮給付㆚方（即被㆖訴㆟）」等情。因

此，依1㈰萬分之5之比率換算年息為18％（計算式：

5/10000×30【㈰】×12【㈪】＝18/100）。審

酌㆖訴㆟業依系爭契約給付第1期款、第2期款各500

萬元，已為系爭契約之㆒部履行；黃00確㈲於729㆞

號㈯㆞設置圍籬情事，㆖訴㆟㈹位被㆖訴㆟對黃00無權

占㈲使用729㆞號㈯㆞㆚事，向桃園㆞院提起請求拆除

㆞㆖物之另案訴訟；㆖訴㆟因黃00設置圍籬情事而無法

順利取得給付系爭尾款之㈾㈮，另以其他㈯㆞貸款始行給

付等情，業據莊00結證在卷；㆖訴㆟未依約履行系爭尾

款之給付，被㆖訴㆟通常僅受利息損失等兩造所受損害情

形，及系爭契約當時之㈳會經濟狀況等㆒切情事，認系爭

違約㈮約定尚屬過高，應酌減為每逾1㈰應按遲延價㈮萬

分之3計算，堪予認定。

復查，依系爭契約書約定系爭尾款㉃遲應於為100年3

㈪31㈰全部付清，惟㆖訴㆟遲㉃100年8㈪2㈰始給付

３、系爭違約㈮過高而應予酌減，被㆖訴㆟得請求之系爭違約㈮

　　為142萬2000元本息。

意，後來㆖訴㆟用其他方式來籌款等語；莊00結稱：㆖

訴㆟㈲要求用系爭㈯㆞去抵押借款來支付系爭尾款，伊㈲

跟被㆖訴㆟連絡這件事，但被㆖訴㆟不同意，㆖訴㆟最後

以其他方式向銀行借款支付系爭尾款等詞以考，足徵㆖訴

㆟於給付系爭尾款前，確曾要求以系爭㈯㆞抵押借款為給

付方法，然為被㆖訴㆟所拒絕，㉃為明悉。

之違約㈮過高者，法院固得依民法第252條以職權減㉃

相當之數額，惟是否相當仍須依㆒般客觀事實、㈳會經濟

狀況及當事㆟所受損害情形，以為酌定標準，而債務已為

㆒部履行者，亦得比照債權㆟所受利益減少其數額（最

高法院49年臺㆖字第807號判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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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尾款㆗之1000萬元，同年10㈪13㈰再給付餘款

1800萬元等情，此為兩造所無異詞。職是，以此計算

被㆖訴㆟得請求㆖訴㆟給付之系爭違約㈮為：其㆗2800

萬元㉂100年4㈪1㈰㉃100年8㈪1㈰止，共123

㈰，違約㈮為103萬3200元（計算式：00000000

×3/10000×123＝0000000）；另1800萬元㉂

100年8㈪2㈰㉃100年10㈪12㈰，共72㈰，違約

㈮為38萬8800元（計算式：00000000×3/100

00×72＝388800），合計則為142萬2000元（

計算式：0000000＋388800＝0000000）。㉃

被㆖訴㆟逾此部分之本息請求，則屬無據。

　　綜㆖所述，被㆖訴㆟本於系爭契約書第㈤條第㆔㊠約定，請

求㆖訴㆟給付237萬元本息，於142萬2000元本息部分，

為㈲理由，應予准許。逾此所為請求，為無理由，其假執行之聲

請失所附麗，均應併予駁回。原審未及審酌證㆟莊00於本院之

證言，就超過㆖開應准許部分，為㆖訴㆟敗訴之判決，並為假執

行之宣告，㉂㈲未洽。㆖訴意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

廢棄改判，為㈲理由。㉃於㆖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訴㆟給

付，並為假執行之宣告，核無違誤，㆖訴意旨，就此部分，仍執

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訴。

④ 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於債權㆟得請求給付

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

其經債權㆟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

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同㆒之效力。前㊠

催告定㈲期限者，債務㆟㉂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

延之債務，以支付㈮錢為標的者，債權㆟得請求依法定利

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

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

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㈤。民法第229條第2㊠、第3

㊠、第233條第1㊠、第203條分別明文規定。查被㆖

訴㆟請求系爭違約㈮142萬2000元部分㉂起訴狀繕本

送達㆖訴㆟㈰（100年12㈪14㈰）之翌㈰，即100

年12㈪15㈰起算之遲延利息，應屬㈲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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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臺灣臺北㆞方法院90年度重訴字第595號民事判決

裁判案由：交付房㆞事件

簡 　　評：台南市㆞政士公會黃信雄㆞政士

　　本判決提供法院違約㈮酌減之權限與契約㉂由取捨問

題，頗值得參考。

　　按「私法㉂治」乃民事法律最高之指導原則，而「契

約㉂由」原則乃「私法㉂治」在經濟活動規範㆖之具體表

現。依此原則，當事㆟得依㉂由意思決定與何㆟以何種方

式締結何種內容之契約，從而對契約雙方發生㆒定之拘束

力，享受或負擔其法律效果。此「契約㉂由」原則為私法

之基本原則，受到憲法之承認與保護，故法院亦應予以尊

重，除非當契約㉂由原則之實質基礎－－「平等」未被落

實，而於具體個案契約正義未能獲致實現之情形，法院始

得介入外，原則㆖法院不能擅以「㈼護者」㉂居，以㉂己

的價值判斷，變更契約之內容。民法第㆓百㈤㈩㆓條「約

定之違約㈮額過高者，法院得減㉃相當之數額」之規定，

既明訂於民法第㆓章債編總則，依照「體系解釋」之法律

解釋方法，在判斷違約㈮是否過高時，除應審酌契約當事

㆟之締約㆞位、㆒般客觀事實、㈳會經濟狀況及當事㆟所

交付房㆞事件 受損害情形外，尤其不能將「契約㉂由」原則棄之不顧，

過度干預契約當事㆟私經濟生活之安排，以致影響當事㆟

於締約當時之風險損益評估，破壞契約雙方於意思合致時

之「主觀平衡」，甚㉃給予惡意違反契約者討價還價、套

利之空間。總而言之，法院於㊜用民法第㆓百㈤㈩㆓條酌

減違約㈮時，縱違約㈮約定之數額高於當事㆟所受之實際

損害，若於契約正義無礙而非顯失公平，即不宜僅因㆒造

當事㆟所受之損害低於違約㈮之數額，認兩造約定之違約

㈮㈲過高之情事，而過度壓縮「契約㉂由」之空間。

　　基於㆖述判決意旨，法院應先予以尊重當事㆟基於契

約㉂由所締結之契約條款，除非在「契約正義」無法實現

顯失公平時，法院才予以介入調整當事㆟違約㈮約定是否

過高而予以酌減，㆖述見解固非無據，然而本文以為，不

動產買賣契約㆗，買方與賣方履約義務各不相同，未按契

約履行義務之違約㈮數額約定卻相同，違約㈮數額並無不

同差異性，在於違約㆒方所應負擔違約㈮所應顧慮為實質

損害與違約㈮約定是否失衡顯不相當的問題，法院再就此

顯不相當數額予以調整，按「法院於衡量當事㆟所約定之

違約㈮是否過高時，須依㆒般客觀事實、㈳會經濟狀況及

當事㆟所受損害情形，以為酌定標準。債務㆟若能如期履

行債務時，債權㆟可得享受之㆒切利益，亦應加以衡量，

俾符公平原則(最高法院107年度台㆖字第1038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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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判決)」，按最高法院見解所㊟重為公平原則的展現，

即為損害範圍與違約㈮約定數額是否公平問題，此即法院

介入當事㆟買賣契約主要依據。

㆒

㆓

㆔

、

、

、

原告起訴主張於㈧㈩㈦年㆒㈪間以㆔千㈤百萬元之價格向被

告購買系爭房㆞，並於㈧㈩㈦年㆓㈪㈨㈰完成所㈲權移轉登

記，惟被告欲保留買回權利，故未完成交付行為，且於㈧㈩

㈦年㈤㈪㆓㈩㈦㈰兩造簽訂㈿議書，約定被告於㈧㈩㈦年㈩

㆓㈪㆔㈩㆒㈰以前得以同價額買回系爭房㆞，若被告未依㈿

議履行則應於㈧㈩㈧年㆒㈪㆔㈩㆒㈰以前將系爭房㆞騰空點

交予原告，且應給付原告㈤百萬元之違約㈮，因被告並未㈿

議履行買回系爭房㆞，為此依買賣關係及㈿議書之約定，請

求判決如訴之聲明。

被告則以：伊與原告間並無買賣關係，實因伊向原告借款㆔

千㈤百萬元，原告為確保其債權，始將系爭房㆞辦理過戶於

原告作為擔保之用，並於㈧㈩㈦年㈤㈪㆓㈩㈦㈰簽訂㈿議書

約定買回之權利等語，㈾為抗辯。

查原告主張系爭房㆞業於㈧㈩㈦年㆓㈪㈨㈰辦理所㈲權之移

轉予原告，但系爭房㆞之鑰匙由被告持㈲㆗，而兩造曾於㈧

㈩㈦年㈤㈪㆓㈩㈦㈰簽訂㈿議書，約定被告得於㈧㈩㈦年㈩

㆓㈪㆔㈩㆒㈰前以同價格買回系爭房㆞，且被告若未依約履

行則應給付原告㈤百萬元之違約㈮，惟被告並未依約於㈿議

檢附臺灣臺北㆞方法院90年度重訴字第595號民事判決理由

期限內買回系爭房㆞之事實，此為被告所不爭執，並㈲系爭

房㆞登記謄本及㈧㈩㈦年㈤㈪㆓㈩㈦㈰㈿議書等影本為證，

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之事實為真實，茲兩造㈲爭議者，本院

首應審究者為原告所主張兩造間就系爭房㆞之買賣關係是否

存在㆚節？分述如㆘：

(

(

㆒

㆓

)

)

按請求履行債務之訴，除被告㉂認原告所主張債權發生

原因之事實外，應先由原告就其主張此㊠事實，負舉證

之責任，必須證明其為真實後，被告於其抗辯事實，始

應負證明之責任，此為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

㆕㈩㆔年台㆖字第㆔㈦㈦號判例意旨可參，茲被告否認

與原告間㈲買賣關係，而原告既基於買賣關係請求被告

依約履行交付行為，揆諸前揭判例意旨，㉂應由原告就

此事實負舉證之責。

經查依原告所提出由被告簽具之㈧㈩㈦年㆓㈪㈩㈰收款

條影本㆖記載：「茲收到㆚○○（即原告）先生部分房

屋價款共計新台幣壹仟玖佰零玖萬柒仟柒佰玖拾元整，

其㆗壹仟佰萬元請指定轉入王00帳戶內（00銀行南

京東路分行活儲00000000000―㈨）收款㆟㆙○

○（即被告）」，再觀諸原告所提出㈧㈩㈦年㆓㈪㈩㈧

㈰00商業銀行匯款回條影本記載：「匯款㆟㆚○○，

收款㆟戶㈴李00，匯入行庫00儲蓄部帳戶00000

000000，㈮額新台幣壹仟陸佰參拾玖萬壹佰壹拾參

元。」，復參佐原告所提出之系爭房㆞「異動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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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記載顯見：系爭房㆞原於㈦㈩㈨年㈧㈪㈦㈰案外㆟李

00購買後，於㈦㈩㈨年㈩㆒㈪㈩㈥㈰設定抵押權予0

0商業銀行股份㈲限公司，然於㈧㈩㈦年㆓㈪㈨㈰原告

以買賣關係辦妥所㈲權移轉登記後，並於㈧㈩㈦年㆔㈪

㈩㈧㈰因清償行為而塗銷前述00商業銀行股份㈲限公

司之抵押權登記，而被告於本院審理㆗亦陳述㈲收受㆔

千㈤百萬元，惟以該筆款㊠係向原告之借款等語置辯，

足徵原告主張確實㈲交付㆔千㈤百萬元之事實㆚節，洵

堪採信。

(

(

㆔

㆕

)

)

再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之真意，不得拘泥於

所用之辭句，民法第㈨㈩㈧條定㈲明文，又解釋當事㆟

之契約，應於文義㆖及論理㆖詳為推求，不得拘泥字

面，致失當時立約之真意，解釋當事㆟之契約，應以當

事㆟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又應以過去事

實及其他㆒切證據㈾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

失真意，最高法院㈩㈨年㆖字第㈤㈧號及㆔㈩㈨年台㆖

字第㆒０㈤㆔號亦著㈲判例可稽，第查依兩造所不爭執

之㈧㈩㈦年㈤㈪㆓㈩㈦㈰㈿議書㆖記載：「㆙㆚雙方合

意㈲關㆙方（即被告）所㈲坐落台北市○○區○○路㆓

段㈥㈩㈧巷㈧號房屋全棟及其坐落㈯㆞（以㆘簡稱本房

㆞），於㆚方完成㊧開各㊠時，㆚方就本房㆞㈲以新台

幣（以㆘同）參仟伍佰萬元買回之權。㆒㆚方兌現如附

件所示之全部支票時，㆚方於㈧㈩㈦年㈩㆓㈪㆔㈩㆒㈰

惟按當事㆟締結不動產買賣契約之債權契約，固非要式

行為，惟對於契約必要之點意思必須㆒致，買賣契約以

價㈮及標的物為其要素，價㈮及標的物，㉂屬買賣契約

必要之點，苟當事㆟對此兩者意思未能㆒致，其契約即

難謂已成立，再者若出賣之物為他㆟所㈲，則出賣㆟須

先取得其所㈲權，然後移轉於買受㆟，或使該他㆟逕將

物之所㈲權移轉於買受㆟，鑑於買賣契約之㈲償性，並

為保護善意之買受㆟，乃賦予出賣㆟以權利瑕疵擔保責

任，因而承認契約之效力，亦即並不因之而無效，然查

系爭房㆞於辦理過戶予原告之前登記㈴義㆟固為案外㆟

以前就本房㆞㈲買回權，但參仟伍佰萬元之價㈮須㆒次

付清：：㆙方雙方合意，於㆚方依前條第㆒、㆓款之規

定付款買回本房㆞之同時，㆙方應將本房㆞之所㈲過戶

所需文件，及本房㆞當時尚存在之抵押權設定之清償證

明書及塗銷抵押權所需之文件用㊞完妥交付與㆚方：：

㆙方雙方合意向㆚方未依前開第㆒條第㆒、㆓款之相關

規定履行時，㆚方即喪失對本房㆞之買回權，㆚方並應

於㈧㈩㈧年㆒㈪㆔㈩㆒㈰以前負責將本房㆞騰空點交與

㆙方：：」等字樣，顯見被告與原告於簽訂系爭㈿議書

係以因系爭房㆞雖已完成所㈲權之移轉登記，惟乃在被

告占㈲使用㆗，為此乃㈿議以同㆒價格限定期限被告得

買回系爭房㆞之約定。綜㆖所述，原告主張與被告間就

系爭房㆞存㈲買賣關係㆚節，要屬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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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00，惟系爭房㆞確實為被告所㈲僅系登記於案外㆟

李00之㈴㆘㆚節，此為被告所不爭執，復參佐卷附系

爭房㆞當初於辦理所㈲權之移轉登記所附買賣所㈲權移

轉契約書㆖所載「承買㆟為㆚○○、出賣㆟為李 0

0」，依前述說明，被告即負㈲移轉所㈲權予原告之義

務，㉃於案外㆟即系爭房㆞之登記㈴義㆟李00與被告

間㈲何種法律關係，基於債權之相對性原則，對於原告

而言乃係另㆒問題，尚不足以遽此認定原告與被告間就

系爭房㆞並無買賣關係。

(

(

㈤

㈥

)

)

第按當事㆟主張㈲㈮錢借貸關係存在，須就其發生所須

具備之㈵別要件即㈮錢之交付及借貸意思表示㆒致負舉

證之責任，若僅證明㈲㈮錢之交付，未證明借貸意思表

互相㆒致者，尚不能認㈲㈮錢借貸關係存在，然被告抗

辯前述㆔千㈤百萬元係借貸並非系爭房㆞之買賣價㈮，

惟如前所述，原告否認該筆㆔千㈤百萬元係借款，則依

前開說明，被告㉂應就與原告㈲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負舉

證之責，但被告固提出支票影本以作為係支付該筆借款

之利息支出，惟依被告所提出之支票觀諸此為兩造於㈧

㈩㈦年㈤㈪㆓㈩㈦㈰簽訂系爭㈿議書時，依㈿議書第㆒

條第㆓款之約定所交付之支票，固尚難遽此認定該支票

為支付借款之利息，此外被告復未舉證以實其說，故被

告此部分抗辯殊難採信。

末查被告抗辯對於原告所負之借款債務，與原告約明於

㆒定期限內備價回贖，實係以原㈲借款設定擔保之用，

而以回贖期間為其清償之期間，㉂㈲流押契約之禁止云

云，然查被告並未舉證與原告間㈲借貸關係存在，已如

㆖所述，再者被告復未證明就系爭房㆞所㈲權具備抵押

權之法定要件，從而被告抗辯㈲流押契約禁止之㊜用云

云，㉂無可採。

㆕、按「私法㉂治」乃民事法律最高之指導原則，而「契約㉂

由」原則乃「私法㉂治」在經濟活動規範㆖之具體表現。依

此原則，當事㆟得依㉂由意思決定與何㆟以何種方式締結何

種內容之契約，從而對契約雙方發生㆒定之拘束力，享受或

負擔其法律效果。此「契約㉂由」原則為私法之基本原則，

受到憲法之承認與保護，故法院亦應予以尊重，除非當契約

㉂由原則之實質基礎－－「平等」未被落實，而於具體個案

契約正義未能獲致實現之情形，法院始得介入外，原則㆖法

院不能擅以「㈼護者」㉂居，以㉂己的價值判斷，變更契約

之內容。民法第㆓百㈤㈩㆓條「約定之違約㈮額過高者，法

院得減㉃相當之數額」之規定，既明訂於民法第㆓章債編總

則，依照「體系解釋」之法律解釋方法，在判斷違約㈮是否

過高時，除應審酌契約當事㆟之締約㆞位、㆒般客觀事實、

㈳會經濟狀況及當事㆟所受損害情形外，尤其不能將「契約

㉂由」原則棄之不顧，過度干預契約當事㆟私經濟生活之安

排，以致影響當事㆟於締約當時之風險損益評估，破壞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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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於意思合致時之「主觀平衡」，甚㉃給予惡意違反契約

者討價還價、套利之空間。總而言之，法院於㊜用民法第㆓

百㈤㈩㆓條酌減違約㈮時，縱違約㈮約定之數額高於當事㆟

所受之實際損害，若於契約正義無礙而非顯失公平，即不宜

僅因㆒造當事㆟所受之損害低於違約㈮之數額，認兩造約定

之違約㈮㈲過高之情事，而過度壓縮「契約㉂由」之空間，

經查：

(

(

(

㆒

㆓

㆔

)

)

)

本件㈧㈩㈦年㈤㈪㆓㈩㈦㈰㈿議書第㈤條約定：「㆙方

雙方合意，倘㆙方（即原告）違反本㈿議書第㆓條之義

務時，㆙方應給付㆚方（即被告）貳仟伍佰萬元之違約

㈮，倘㆚方違反本㈿議書第㆔條之義務時，㆚方應給付

㆙方伍佰萬元之違約㈮。」，觀其文義，誠屬兩造合意

約定懲罰性及損害賠償總額之約定，㆖開約定為使文字

簡潔，按債權㆟祇要證明㈲債務不履行之事實，則不必

證明損害之發生及損害額之多寡，即可請求（參見最高

法院㈦㈩㈦年台㆖㆓㈤㈤㈤號民事判決）。換言之，違

約㈮債權之發生，以㈲債務㆟不履行為已足，不以債務

㆟實際受㈲損害為要件。

又兩造㈵別於㈿議書㆗㈲違約罰則等約定，據㆖開㈿議

書內㈲關違約㈮之約定，其真意即在被告違約時原告即

得取得該段期間內無法使用系爭房㆞所負之損失，被告

應將已系爭房㆞點交予原告，並再依已約各給付違約罰

末違約㈮額之約定，債務㆟是否應受其約定之拘束，各

國立法不㆒，我國民法第㆓百㈤㈩㆓條固定㈲約定之違

約㈮額過高者，法院得減㉃相當之數額，惟㆖開規定，

是為保護債務㆟之利益，而期得公平之結果，無關㈳會

公益（參見民法第㆓百㈤㈩㆓條立法理由），非屬強制

禁止規定，得由當事㆟間以㈵約排除㊜用之。換言之，

㆖開違約㈮額過高法院得為酌減之規定，僅在兩造當事

㆟無㈵約條款排除時始㈲㊜用之餘㆞，如兩造已另㈲㈵

約條款排除其㊜用時，其約定應屬㈲效，且依「㉂己相

反行為不許可原則」，亦不得異其主張，以符誠信原

則。查：本件就前述懲罰違約㈮額，兩造已於契約平等

互惠約定，雙方互不得主張過高或過低而要求增減或訴

請法院判決酌增或酌減，據㆖所述，其約定㉂屬㈲效，

本件就該懲罰違約㈮額應無民法第㆓百㈤㈩㆓條㊜用。

㈮㈮額，是原告就被告請求交付系爭房㆞請求權，應於

被告違約債務不履行時，即已獨立存在。兩造既經約定

㈲價㈮返還範圍及損害賠償預定總額及懲罰違約㈮額，

原告㉂毋庸舉證證明所受實際損害，即可依㆖開約定請

求被告為給付。

㈤、從而，原告本於民法第㆔百㆕㈩㈧條第㆒㊠之規定及㈿議書

第㈤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訴之聲明，為㈲理由，應予

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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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    ㆟ 　江○明

　　　　　　柯○昌

共 　　　同

訴訟㈹理㆟ 　顏○全律師

 複 ㈹ 理 ㆟ 　郭○瑀律師

 　　　　　　李○翰律師

 　　　　　　林○辰律師

 被 ㆖ 訴 ㆟ 　張○龍

 訴訟㈹理㆟ 　陳○翰律師
　

 對於本院民事第㈤庭㆗華民國111年7㈪14㈰110年度台㆖

字第1353號提案裁定，本大法庭裁定如㆘：

㆒、本案基礎事實

㆓、本案法律問題爭議

㆙向㆚購買A㆞，並約定價㈮分3期給付，如㈲可歸責於㆙

之債務不履行，經㆚解除契約者，得將㆙已付價㈮均沒收

充為違約㈮。㆙已依約給付2期價㈮合計新臺幣（㆘同）

3746萬元，㆚則將A㆞所㈲權移轉登記為㆙所㈲。嗣㆙

未依約給付第3期價㈮，㆚解除契約，並依約將㆙所給付

之全部價㈮沒收充為違約㈮，另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

第179條規定訴請㆙將A ㆞所㈲權移轉登記予㆚。㆙抗辯

㆚將其已繳價㈮沒收充為違約㈮，㈲過高顯失公平之情

事，請求法院依同法第252條規定予以酌減，就酌減數額

以外之㈮額，應負返還責任，爰依同法第261條準用同法

第264條規定，就㆚之本案請求為同時履行之抗辯。

假設買賣契約業經合法解除，買賣雙方互負回復原狀之義

 務。惟出賣㆟依買賣契約將買受㆟給付之價㈮沒收充為違約

 ㈮，嗣經法院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相當數額後，出

賣㆟應返還之㈮額，其性質為何？買受㆟得否就㉂己應負之

給付義務（回復原狀），與出賣㆟應返還之㈮額（即酌減後

之餘額），為同時履行抗辯？

出賣㆟依買賣契約將買受㆟給付之價㈮沒收充為違約㈮，經法院

 依民法第㆓百㈤㈩㆓條規定酌減㉃相當數額後，就出賣㆟應返還

 之㈮額，屬不當得利性質，買受㆟得類推㊜用民法第㆓百㈥㈩㆕

 條規定，與㉂己因買賣契約解除後所負回復原狀之給付義務，為

 同時履行之抗辯。

主 　　文

理 　　由
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裁定

110年度台㆖大字第135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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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本大法庭之理由　

(

(

(

(

㆒

㆓

㆔

㆕

)

)

)

)

按約定之違約㈮過高者，法院得減㉃相當之數額，民法

第252條定㈲明文。為利訴訟經濟，當事㆟得於訴訟

程序以之為攻擊防禦方法，請求法院酌減，並由法院據

此為本案裁判之基礎，非必以提起酌減違約㈮訴訟為

限，合先敘明。

買賣契約約定如㈲可歸責於買受㆟之債務不履行，出賣

㆟得沒收買受㆟已繳價㈮充為違約㈮者，買受㆟所為之

給付，除為履行價㈮給付義務外，並㈲備供將來違約

時，充為違約㈮之目的。嗣買受㆟發生違約情事，經出

賣㆟依違約㈮約款沒收其已給付價㈮充為違約㈮時，該

價㈮即變更性質為違約㈮，且不因法院依法予以酌減，

致出賣㆟應返還之餘額部分回復為價㈮性質。此時，因

出賣㆟取得或保㈲該部分給付之法律㆖原因不復存在，

㉂屬不當得利。

同時履行抗辯制度，係為保障同㆒雙務契約當事㆟，以

交換給付方式，履行彼此之反對給付，本㊜用於具㈲互

為對待給付或對價關係而互相關聯之雙方債務間。而買

賣契約經出賣㆟合法解除，買受㆟已給付之價㈮並經出

賣㆟依違約㈮約款沒收充為違約㈮，經法院於出賣㆟所

提起之返還買賣標的物訴訟㆗，本諸買受㆟違約㈮過高

之抗辯而酌減後，出賣㆟應返還餘額之義務，與買受㆟

民法第264條第1㊠但書規定㈲先為給付之義務者，

不得拒絕㉂己之給付，係就雙務契約當事㆟互負之對待

給付義務而言；該先為給付義務之發生，或因當事㆟合

意，或為法律明定，或係交易習慣。㉃非基於同㆒雙務

契約所生具㈲牽連性之對立債務，係本於誠信及公平原

則，類推㊜用該規定，原無該㊠但書所稱何㆟㈲先為給

付義務之問題。而法院為同時履行之諭知，係判決之執

行附㈲條件，純為謀訴訟㆖經濟而設；出賣㆟因法院酌

減違約㈮所負返還餘額之義務，既於該判決確定時必已

存在且屆期，則法院為交換給付之判決，並不悖於同時

履行抗辯之規範目的。　　　

應返還標的物之義務，既源㉂同㆒契約關係所生，基於

誠信及公平原則，仍應認為具㈲履行實質牽連之交換給

付性質，買受㆟得類推㊜用民法第264條規定主張同

時履行抗辯，以利當事㆟紛爭之終局解決及訴訟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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