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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 
考試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公證人 

科  目：強制執行法與國際私法 

一、甲將「A 地」1 筆，面積 1 公頃，坐落位置、範圍依所附地籍圖說，全部 為空地出租與乙，

約定非供耕作或建築為目的，僅作為露天停車場使用， 租期自民國（下同）106 年 1 月 1 日

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共三年，每年租 金新臺幣 2 百萬元，甲、乙雙方於 105 年 12 月 31

日共同請求法院公證人就 該租賃契約作成公證，公證書並載明：「甲、乙雙方約定乙應於租

期屆滿 時，將 A 地全部原狀返還予甲，如不履行，應逕受強制執行」。乙於 108 年 12 月

31 日租期屆滿後，未將 A 地交還予甲，甲乃持上開公證書向執行 法院聲請對乙強制執行，

經執行法院對乙核發限期自動履行命令，惟乙 置之不理，嗣執行法院履勘現場結果，假設下

列兩種情況，執行法院應 如何處理？ 乙於甲交付 A 地後，並未自己占用，隨即將 A 地

全部轉租予丙經營露 天停車場，現 A 地為丙占用中，丙拒絕遷讓，執行法院可否逕對丙強 

制執行？（10 分） 乙於甲交付 A 地後，未得甲之同意擅自在 A 地內興建未辦保存登記 

之鋼骨造「B 平房」1 千平方公尺，作為室內收費停車場，並僱用丁在 B 屋內當收費員，

甲向執行法院請求丁應遷出 B 屋，乙應拆除 B 屋並 將 A 地全部騰空返還甲，惟乙、丁均

向執行法院表示拒絕遷出暨拆屋 還地，執行法院應否准甲所請，對乙、丁為強制執行？（1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執行力主觀範圍為何？如何判斷強制執行法§4-2 所稱「繼受人」、「占有

人」？ 

【擬答】 

執行法院不可對丙強制執行： 

按強制執行法第 4 條之 2 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執行名義為確定終局判決者，除當事人外，

對於左列之人亦有效力：一、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

求之標的物者。」及第 2 項規定「前項規定，於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六款規定之執行

名義，準用之。」，查最高法院 101 年台上字第 822 號判決謂「按確定判決就訴訟標的之

法律關係所生之既判力，基於「既判力相對性」之原則，原則上僅在訴訟當事人間發生作

用，而不能使未實際參與訴訟程序之第三人受到拘束，以免剝奪該第三人實質上受裁判之

權利，及影響其實體上之利益，避免其因未及參與訴訟程序及享有程序主體權之保障致權

益遭受損害。至確定判決如係以對世權之物權請求權為訴訟標的者，其既判力固可擴張及

於受讓訴訟標的物之第三人（特定繼受人）（本院六十一年台再字第一八六號判例參

照），惟該第三人須為於訴訟繫屬後為該當事人之繼受人（包括一般繼受人及特定繼受

人），始足當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一條第一項前段之規定自明；如該第三人之前

手有非訴訟當事人之繼受人者，該第三人即不能認為係訴訟當事人之繼受人，以維護既判

力主觀範圍效力應有之機能（使已參與訴訟程序之當事人及就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有一定利

害關係之第三人間，不得再就同一事項重燃訴訟，以避免裁判前後矛盾並達訴訟經濟之目

的。反之，則仍應使其有利用訴訟程序解決紛爭之機會）。又同條第一項後段所謂為當事

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係指專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之利益而占有者（如受任

人、保管人、受寄人）而言，倘僅為占有之機關或占有輔助人或僅為自己之利益而占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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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質權人、承租人、借用人），則非既判力所及之人。」，題示情形丙管領人係承租

人，即屬為自己之利益而占有之「自益占有」情形，不受執行效力所及，執行法院不得對

丙為執行。 

執行法院應准對乙及丁為執行，且執行內容應准拆除 B 屋： 

按強制執行法第 4 條之 2 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執行名義為確定終局判決者，除當事人

外，對於左列之人亦有效力：一、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

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及第 2 項規定「前項規定，於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六款規

定之執行名義，準用之。」，查最高法院 101 年台上字第 822 號判決謂「按確定判決就

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所生之既判力，基於「既判力相對性」之原則，原則上僅在訴訟當

事人間發生作用，而不能使未實際參與訴訟程序之第三人受到拘束，以免剝奪該第三人

實質上受裁判之權利，及影響其實體上之利益，避免其因未及參與訴訟程序及享有程序

主體權之保障致權益遭受損害。至確定判決如係以對世權之物權請求權為訴訟標的者，

其既判力固可擴張及於受讓訴訟標的物之第三人（特定繼受人）（本院六十一年台再字

第一八六號判例參照），惟該第三人須為於訴訟繫屬後為該當事人之繼受人（包括一般

繼受人及特定繼受人），始足當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一條第一項前段之規定自

明；如該第三人之前手有非訴訟當事人之繼受人者，該第三人即不能認為係訴訟當事人

之繼受人，以維護既判力主觀範圍效力應有之機能（使已參與訴訟程序之當事人及就訴

訟標的法律關係有一定利害關係之第三人間，不得再就同一事項重燃訴訟，以避免裁判

前後矛盾並達訴訟經濟之目的。反之，則仍應使其有利用訴訟程序解決紛爭之機會）。

又同條第一項後段所謂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係指專為當事人或其

繼受人之利益而占有者（如受任人、保管人、受寄人）而言，倘僅為占有之機關或占有

輔助人或僅為自己之利益而占有者（如質權人、承租人、借用人），則非既判力所及之

人。」，丁為受乙僱用之人，而占有使用 A 地上之 B 屋，屬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之利益

而占有之「他益占有」情形，受執行效力所及，執行法院得對乙、丁執行。 

查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抗字第 482 號 民事裁定「按確定終局判決之執行名義命債務

人返還土地，雖未明白命其拆卸土地上之房屋，而由強制執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所準用

之同法第一百條法意推之，該執行名義當然含有使債務人拆卸房屋之效力，司法院院解

字第三五八三號著有解釋，並經本院以四十四年台抗字第六號判例闡釋甚明，且該執行

名義既命債務人返還土地予債權人，復因債務人在其上所建造之地上物無法與土地分離

而獨立存在，是命債務人返還土地確定判決執行力之客觀範圍，除債務人於該確定判決

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在該土地上所建造而有處分權之地上物外，尚包括債務人於確定

判決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始新建造之地上物在內。亦即確定終局判決之執行名義係命

債務人返還土地者，其執行力概及於強制執行時債務人在該土地上有處分權之地上物。

於此情形，倘債務人主張返還土地之該執行名義成立後，有足以使執行名義之請求權及

執行力消滅之事由發生（諸如債權人將土地出賣予債務人、債務人已未再占有該土地等

是），或執行名義所命給付有暫時不能行使，致發生妨礙債權人執行請求之事由（諸如

債務人與債權人另訂約取得土地使用權之類）者，亦僅屬其是否依強制執行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以資救濟之問題，於上開確定判決執行力之客觀範圍

初不生影響，執行法院尚不得就上開權利義務關係之實體事項為認定，並拒斥強制執

行，進而駁回債權人強制執行之聲請。」，題示情形，執行內容雖僅命債務人乙返還土

地，但由強執法§125 準用§100 法意推知，該執行名義當然含有使債務人乙拆卸房屋之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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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為保全對乙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聲請法院裁定對乙之財產於新臺幣 （下同）6 百萬元範圍

內為假扣押獲准，甲乃以該假扣押裁定為執行名義， 繳納執行費 4 萬 8 千元後，聲請執行法

院對乙所有之 A 地 1 筆強制執行（下 稱子案），惟債務人所有之 A 地業經執行法院另案

債權人丙，以法院命 乙給付丙 6 百萬元之民事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先行查封並進行鑑價拍 

賣中（下稱丑案），執行法院就子案未再對 A 地查封即逕為併入丑案執 行，問： 如子

案併入丑案後，丑案債權人丙於 A 地未拍賣前撤回強制執行之聲 請，則丑案是否應將 A 

地查封撤銷，再由子案另行查封？執行法院應 如何處理？（10 分） 如 A 地經丑案拍

賣，以 650 萬元拍定，執行法院製作分配表實施分配， 於扣除土地增值稅及應優先受償之執

行費用後，剩餘 6 百萬元，甲、丙 各分得 3 百萬元，分配期日甲、乙、丙均無異議，執行法

院乃將假扣押 債權人甲分配之執行費用 4 萬 8 千元及債權 3 百萬元辦理提存，經過一 年，

甲持本件假扣押保全之債權執行名義即法院判命乙應給付甲 3 百 萬元之終局確定判決，向執

行法院聲請發給假扣押強制執行分配所得 執行費用 4 萬 8 千元及債權 3 百萬元，執行法院應

如何處理？（1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強制執行法§33「對於已開始實施強制執行之債務人財產，他債權人再聲請強

制執行者，已實施執行行為之效力，於為聲請時及於該他債權人，應合併其

執行程序，並依前二條之規定辦理。」 

查封既須為登記，執行法院即應通知登記機關變更執行債權人同時接續原來

之查封，始能顯現真正執行債權人（最高法院 101 年台抗字第 784 號裁定） 

甲終局判決只有 300 萬元債權，假扣押時卻有 600 萬元債權，今甲以較高之

600 萬元債權與丙之 600 萬元進行分配（1：1），但實際上甲嗣後僅有 300

萬（1：2），此時如仍允甲以分配期日之 600 萬分配表分配，即有超額分配

現象（因甲只有 300 萬元才對），此時應如何處理？ 

《命中特區》：100% 

【擬答】 

執行法院不須撤銷查封，但該查封既須為登記，執行法院即應通知登記機關變更執行債權

人同時接續原來之查封，始能顯現真正執行債權人，而為該執行事件之主體： 

按強制執行法§33「對於已開始實施強制執行之債務人財產，他債權人再聲請強制執行者，

已實施執行行為之效力，於為聲請時及於該他債權人，應合併其執行程序，並依前二條之

規定辦理。」，查最高法院 101 年台抗字第 784 號裁定「按就不動產所為金錢請求權之強

制執行，債務人應供強制執行之責任財產「時之基準」，係以對債務人之不動產實施查封

時，為其強制執行之開始時期，惟因我國採禁止雙重查封之立法例，乃於強制執行法第三

十三條規定，對於已開始實施強制執行之債務人財產，他債權人再聲請強制執行者，已實

施執行行為之效力，於為聲請時及於該他債權人，應合併其執行程序，並依前二條之規定

辦理。前後各債權人之執行程序既經合併，其先執行程序之查封效力，對於後事件之執行

債權人繼續存在，固可引為後執行事件之查封效力，即後執行事件於該他債權人聲請時，

亦發生潛在之查封效力而合併於先執行程序，然在先執行程序撤回或被撤銷時，先執行程

序之債權人已非執行債權人，而該潛在之查封效力自告溯及顯現。此時，該查封須為登記

者，執行法院即應通知登記機關變更執行債權人同時接續原來之查封，始能顯現真正執行

債權人，而為該執行事件之主體，此乃上開規定立法本旨。台中地院司法事務官認無變更

執行債權人登記之必要，自有未合。」，準此，執行法院不須撤銷查封，但該查封既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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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執行法院即應通知登記機關變更執行債權人同時接續原來之查封，始能顯現真正執

行債權人，而為該執行事件之主體。 

執行法院應按確定判決債權額數，平均再為分配： 

按強制執行法§38「參與分配之債權人，除依法優先受償者外，應按其債權額數平均分

配。」，查最高法院 91 年台上字第 827 號判決「按執行法院將拍賣所得之價款逕行分配與

各債權人，其實際給付義務人仍為債務人，執行法院僅代債務人將拍賣所得價款轉給債權

人以清償其債務而已；債權人受分配清償之金額既係來自債務人，則其超領之金額部分縱

屬不當得利而致受損害者，亦為債務人，衹應返還該利益與債務人。於該利益返還與債務

人交由執行法院再為分配前，非謂因其超領而分配金額不免間接受有影響之他債權人，即

當然對該受分配之債權人取得不當利得之債權。是各債權人間本無債之關係，其受超額分

配之債權人自無將該超額利得款項逕行返還於他債權人之義務。又債權人本於確定判決對

於債務人為強制執行而受金錢之支付者，該確定判決如未經其後之確定判決予以廢棄，縱

令判決內容不當，在債務人對於原執行名義之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予以變更前，亦非無

法律之原因而受利益，自無不當得利可言（參見本院六十九年台上字一一四二號判

例）。」，題示情形，甲假扣押時有 600 萬元債權，終局判決卻只有 300 萬元債權，今甲

以較高之 600 萬元債權與丙之 600 萬元進行分配表（1：1），但實際上甲嗣後僅有 300 萬

（1：2），此時如仍允甲以分配期日之 600 萬分配表分配，即有超額分配現象（因甲只有

300 萬元才對），故法院應按確定判決債權額數，平均再為分配。 

 

三、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有關載貨證券準據法之規定為何？實務見解又為何？（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熟悉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43 條即可。 

《命中特區》：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43 條、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 108 年台大字第 980 號裁定 

【擬答】 

我國有關載貨證券準據法之規定： 

載貨證券所載之裝載港或卸貨港為中華民國港口者，其載貨證券所生之法律關係依涉外

民事法律適用法（下稱涉民法）所定應適用法律。 

按涉民法第 43 條規定：「因載貨證券而生之法律關係，依該載貨證券所記載應適用之法

律；載貨證券未記載應適用之法律時，依關係最切地之法律。對載貨證券所記載之貨

物，數人分別依載貨證券及直接對該貨物主張物權時，其優先次序，依該貨物之物權所

應適用之法律。因倉單或提單而生之法律關係所應適用之法律，準用前二項關於載貨證

券之規定。」 

相關實務見解： 

載貨證卷內若記載有準據法條款，其效力如何？以下針對最高法院對於載貨證券之準據

法條款之效力分析之： 

最高法院 67 年度第 4 次民庭決議：採否定說，該條款無拘束力 

該決議認為，準據法問題：載貨證券附記「就貨運糾紛應適用美國法」之文句，乃單

方所表示之意思，不能認係雙方當事人之約定，尚無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6 條第 1

項之適用（舊法）。 

最高法院 106 年第 8 次民庭決議：不再援用最高法院 67 年度第 4 次民庭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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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最高法院針對準據法效力是否具有拘束力，立場有明顯改變。按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第 105 號民事判決，載貨證券雖為運送人或船長單方所簽發者，然係因託

運人之請求而為，揆以海運實務及載貨證券之流通性，載貨證券持有人係據該證券行

使權利，則載貨證券上事先印就之制式記載，性質上屬定型化契約條款，除有顯失公

平應認為無效之情形外，對託運人、運送人及載貨證券持有人均生拘束力。」 

最新實務見解：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 108 年台大字第 980 號裁定 

按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980 號裁定，認為載貨證券背面所記載有關準據法之約款，對

於託運人、運送人及載貨證券持有人均有「拘束力」。 

大法庭針對載貨證券具有拘束力之主要理由有二： 

載貨證券屬具物權效力之有價證券（等同於取得所有權），亦有運送契約成立生效

之證明效力（同時是所有權之證明文件），該證券雖由運送人或船長簽發，然係受

託運人之請求而為，一般海運實務，除有特殊情況，託運人對載貨證券背面有關準

據法約款通常有知悉機會，而於收受後不提出反對意見，且將之出讓於他人，其收

受、不為異議、交付他人之行為，可認為已默示同意該約款之效力。 

從國際海運實務及載貨證券之流通性，認有關準據法之記載，係雙方當事人之約

定，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於 99 年 5 月 26 日修正，舊法並無現行法第 43 條「因

載貨證券而生之法律關係，依該載貨證券所記載應適用之法律；載貨證券未記載應

適用之法律時，依關係最切地之法律」規定，惟本於相同法理，修正前有關準據法

適用，亦應為相同之解釋。 

四、我國男子甲與越南女子乙 5 年前於臺灣結婚，婚後定居我國。乙於 2 年前以探親為由，返回

越南，之後多次拒絕甲之懇求回台居住。甲認為已無維持婚姻的必要，在我國法院對乙提起

離婚之訴。請問本案是否為涉外事件？我國法院是否具有國際管轄權？法院又應如何決定其

原因之準據法？（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看似在考離婚準據法之規定，然實際上係測驗同學對於涉民法之審題流程

是否熟悉。 

  《命中特區》：涉民法審題流程、涉民法第 50 條 

【擬答】 

本案為涉外事件： 

本案是否為涉外案件之判斷標準，以下分述： 

依題旨，因女子乙具有越南國籍，無論係採二元說（人、地）、三元說（主體、客體、

內容）或四元說（三元說搭配法律關係），其皆具有涉外因素。 

另外，本案係針對離婚案件，故亦屬於「私法」之範疇，故該當涉外民商事案件，適用

國際私法。 

我國法院具有國際管轄權： 

有關國際管轄權之規範，我國通說採「類推適用」說，亦即法無明文規定時，基於內國

與國際民事訴訟之類似性，應類推適用內國民事訴訟法管轄之規定。 

本題因涉及離婚事件，應類推適用家事事件法第 52 條之規定，因甲乙居住於我國，且訴

之原因事實發生於我國，故我國具有國際管轄權。 

按照我國法之規定，應定性為離婚： 

本題甲於我國法院對乙提起離婚之訴，應定性為離婚，而適用涉民法第 50 條之規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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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裁判離婚）。 

針對定性之標準，現行通說採「法庭地法說」，便利法庭地法官適用法律，以確保法庭

地立法政策及運用國際私法之功能。準此，我國法院得依照我國涉民法之規定，將該案

件定性為離婚。 

連繫因素：國籍 

因涉及離婚及其效力，本題適用涉民法第 50 條，其連繫因素為「國籍」，採屬人法主義。  

選定準據法： 

本題題旨並無涉及「規避法律」、「反致」及「調整」相關內容，故按涉民法第 50 條之規

定，離婚及其效力，依協議時或起訴時夫妻共同之本國法；無共同之本國法時，依共同之

住所地法；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依與夫妻婚姻關係最切地之法律。 

適用準據法： 

本案為甲、乙之裁判離婚，然甲、乙間並無共同本國法，依題旨，甲、乙婚後皆定居於我

國，於我國具有住所，故應適用共同之住所地法，亦即以我國法（中華民國法律）為適用

之準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