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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版序 

本書自2000年初版迄今，其間共歷四次修改，最大幅度一次在2014
年四版，主要係將博士論文研究成果納入書中。這段時間以來，公證法

雖未有重大修正，但相關法令多所更迭，再加以司法院於2020下半年提
出公證法修正草案於立法院，本擬在修法告一段落後，再進行改版，惟

立法程序曠日廢時，為解學子殷殷企盼，乃著手修訂本書。 
 
本次增修內容之幅度，不下於2014年。主要包含三大部分： 

    一、相關法令之修正：如民法成年年齡及約定利率最高限制之下修、意
定監護契約強制公證之增訂、施行細則、任免辦法、懲戒規則、文

書保存辦法等相關子法及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之修正。 
    二、司法院公證法修正草案之內容：如懲戒議決書之公開、送交繕、影

本之電子化、全國遺囑查詢平台之建置、意定監護契約公證費用之

調整等。 
    三、近年之研究心得：如雙軌及民間公證制度之檢討、公證認證化、公

證書格式之改革及統一、超張費之合法計算等。 
   
在我國法學界，公證法向來被認為係一項技術性重於理論性之法

規，本書自初版以來，即試圖改變此種刻板印象，並引介日、德等國外

文獻，尤以關於公證書強制執行論述之完整，綜觀國內民事程序法諸論

述（包含強制執行法），尚無有過之者。又公證係一歷史悠久之法律制

度，筆者亦試圖從法制史之觀點，對臺灣之公證制度進行歷史初探，以

追溯其根源。近年來，國外公證制度之發展日新月異，然，我司法行政

主管機關向來重審判而輕公證，若干亟待改革之公證基礎議題，如公證

書格式之改革及統一、民間公證制度之整備等，尚無意識處理。又，在 
 
 



雙軌制下，法院公證日益弱化，公證人團體人單力孤，資源人才有限，

仍無法與外國並駕齊驅，遑論超德趕法。近年筆者視力嚴重減衰，猶老

驥伏櫪，奮力而為，惟自知謬誤難免，祈望有識之士有以教之。 
 
周易：履卦，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是為序。 
 

 
鄭雲鵬 謹識 

25.07.2023於豐原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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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證制度之起源與發展 

第一節 公證制度之起源 

推究公證制度之起源，必須追溯至歐陸古時之書記制度。由於當時

教育並不普及，社會上文盲充斥，因此，在從事交易活動時，遂須一種

專門替民眾草擬文書或繕寫契約之代書人員，並教其製作文書妥為保

存，以免發生口授失傳，或日後文件散佚，缺乏書面舉證之困難。 
此種書記制度至羅馬時期發展更加完備，當時稱此種繕寫記錄之專

門人員為書記或代書（Scribe）。至於公證一詞（Notary）係自拉丁語

（Nota）演變而成，Nota係羅馬時期書記們用以抄錄文書之一種速記符

號 ， 使 用 此 種 速 記 符 號 之 書 記 便 稱 為 Notarius （ 諾 達 里 ） ， 公 證 人

Notarius之語源即由此而來。當時書記依其業務之內容可分為官方書記與

民間書記。前者係羅馬帝國政府設置之書記處（Chanceries）所配置之人

員，其職務除記錄法庭之審理、訴訟程序之進行、法院裁定命令外，舉

凡國家集會之決議、法令之研擬、公文書之編纂、保存等均由其負責掌

理
1
。後者即接受一般民眾之委託，製作文書契約，或其他提出於法院之

訴訟文書、政府機關之申請書等，又稱為Tabelliones（達比倫），為近世

公證制度之始祖
2
。 

羅馬時期之書記制度（主要指達比倫）有以下特點，對於後世，尤

其對大陸法系國家公證制度之發展影響深遠： 

一、兼業之禁止 

書記為一專門職業人員，必須忠於職守，專司書記工作，不得兼任

                                                        
1 呂喬松，公證法釋論，1987年1月，1頁；周家寅，拉丁公證制度之起源，公證學

會編，公證法學第2期，2005年5月，50-51頁。 
2 劉鐵錚等，我國公證制度之檢討與改進，行政院研考會編，1985年7月，3頁；周

家寅，同前註前揭文，52-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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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記以外之其他關於國家或私人之職務，違者可能被取消書記資格。 

二、國家監督 

書記雖為自由業，按法律規定向民眾收取報酬，但執行業務須受國

家監督，且製作之文書及草擬之合約必須符合法律之規定，如有違反或

發生錯誤，可能由國家解除其職務。 

三、固定執業處所 

書記執行業務有固定場所之限制，除有特殊情況外，不准離開其固

定處所執行業務，違反者可能受到議處。 

四、法院之核定 

書記所製作之法律文書，並無確保發生完全無爭議之效力（類似既

判力），因此必須送經法院核定之後，始發生無爭議之效力，當事人不

得再對文書內容之權利義務加以爭執。 
由以上各點可知，羅馬書記制度之發展在當時已相當健全成熟。世

界羅馬法系國家絕大多數均繼受羅馬此一制度，也因此羅馬公證制度又

稱為拉丁公證制度
3
。 

第二節 公證制度之發展 

有關公證制度之發展，可分就兩個時期言之：其一為中古時期之公

證制度。羅馬帝國於西元四七六年因日耳曼民族之入侵而滅亡，帝國政

                                                        
3 藍瀛芳，公證制度的比較觀察，刊載於司法周刊第32期，1982年11月4日。拉丁

公證制度之公證人均受過嚴格的法律教育與訓練，公證人雖為自由業，惟承認其

具有「官方職位」之性質，行為規範須受國家嚴格管制，所製作之公證書深受拉

丁法諺「經過公證之文字即是法律」之影響，其效力不僅具有公信力，而且具有

強力之證據力，公證人被認為係準公務員，所製作之公證書亦屬公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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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滅亡後，原存在於政府之公證制度，形式上雖不復存在，但是民間之

公證活動仍然持續維持著。在歐陸方面，當時之封建王國，如法蘭西、

德意志、義大利等，本身有其習慣法，但是為適應封建國家社會，經濟

及政治等客觀因素之要求，乃基於其原有之習慣法與羅馬法相結合，吸

收並光大羅馬法之精神，或為日後大陸法系之代表。而在公證制度方

面，也沿襲羅馬之公證制度的傳統，並發展出本身之特色，成為嗣後拉

丁公證制度之典型。至十三世紀，即大陸法系（Continental Law）正式形

成時期，歐陸著名之波羅那（Bologna）大學，亦開授有關公證法律之課

程，其內容基本上屬於法律之專業訓練。第一年教授契約法，第二年為

遺囑法，第三年則研究司法判決，使公證人具備充分之法律知識，奠定

執行業務之基礎。除了上述專業訓練外，若干地區對公證人之資格，更

嚴格要求，除須品行端正、清廉正直外，還有消極限制。例如婦女、異

教徒、猶太人及勞工等均被排除在外，不具任用資格。此外，律師因為

職業之特性，僅維護當事人單方之利益，其角色之衝突，故亦不得再兼

任公證人。公證人在此時因其法律之專業素養及崇高之品格節操，備受

政府及民間之重視，在社會上成為特殊階級
4
。另一方面，在不列顛群

島，由於英國特殊之社會及政治條件下形成本身的法律傳統，奠定日後

英美法系（Anglo-American Law）。在公證制度方面，早期亦因襲羅馬

公證制度之傳統。迨至西元一五三四年，英皇亨利八世與羅馬教皇決

裂。自此，英國制度即與歐陸分道而馳，並隨以後歷史發展，而自成一

格
5
。 

其二為近代之公證制度。在十七、十八世紀歐洲社會在政治上發展

了市民革命，在經濟環境上發生了產業革命，由於這些變革促進資本主

義之興盛及商品經濟之繁榮，公證制度在此時被廣泛利用。此時產生近

代公證制度發展之兩大特徵： 

                                                        
4 劉鐵錚等，同註2前揭書，4頁。 
5 司法院編，歐洲公證制度訪問報告──附各國公證制度資料，1990年6月，1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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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證制度之立法 

羅馬時期歐洲公證制度雖已相當發達，但是並未見到單獨立法規範

整體之公證活動，公證法或公證人法之立法並未發生，僅由零星散見之

法令規範單一之公證活動。歐洲市民革命後，法國於一八○三年完成世

界第一部有關公證制度之單獨立法，通稱公證人法（la loi des 25 ventose 
an XI），其中對公證人之職權、責任及管轄等均有詳細之規定。其後，

比利時、義大利、德國、土耳其及亞洲之日本等國仿效法國模式，相繼

實施公證立法，法國公證制度也因此居於世界之領導地位
6
。 

二、公證人團體之成立 

近代公證制度之發展，除上述公證法或公證人法之立法外，另外一

項重要活動即公證人團體（公證人協會）紛紛成立。各國公證制度相繼

立法之後，公證人為保障維護自身權益，加強公證實務之交流，以及統

一公證行為之作法，紛紛成立公證團體。這些團體在社會上有很大的影

響力，往往有權派遣代表直接參與行政機關之活動，影響行政機關之決

策，協助行為命令之製作。除上述作用外，公證人團體對其團體成員之

行為亦有約束之權限，團體本身發揮自律功能
7
。 

                                                        
6 藍瀛芳，拉丁公證人之法律地位，刊載於司法周刊第46、47期，1983年2月17

日。 
7 關於公證人團體成立之背景，詳見本書第七編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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