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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民法消滅時效相關規定，自1930年代民法各編陸續制定公布
施行迄今，即將屆滿百年。此一期間，雖有若干零星修正，但理

論及實務爭議問題仍層出不窮，從適用消滅時效的請求權範圍、

一般時效期間與短期時效期間的區別正當性、時效期間的長短不

一、時效期間的主觀或客觀起算點、時效期間進行的障礙事由

（是否肯認某些時效停止事由、其與時效中斷或不完成事由如何

整合等）、是否允許當事人合意調整時效期間及其起算點、時效

完成抗辯權的行使及其權利濫用等。凡此問題，與消滅時效制度

的理論基礎息息相關，值得吾人反省思考。 

整體而言，施行即將屆滿百年的消滅時效制度，顯然已與台

灣社會產生若干脫節，不合台灣社會變遷發展需要。隨著歐陸及

日本各國相繼改革消滅時效制度，以及國際契約法整合潮流亦納

入消滅時效制度改革，全盤檢討民法消滅時效相關規定，從我們

自己運作此一制度的在地經驗出發，釐清我們自己面對的問題與

挑戰，在重新反省思考其理論基礎後，參酌外國法或國際法發展

趨勢，建構一個適用上更簡單、更明確、更合理、更有彈性、更

具體系性的消滅時效制度，實有必要。 

法務部民法債編研究修正小組，計畫納入消滅時效制度改

革，大幅修正民法消滅時效相關規定，值得令人期待。學說多年

來持續關注消滅時效問題，紛紛撰文評述消滅時效的理論基礎或

實務適用問題，累積極為豐碩的研究成果。為彰顯此一具有重要

指標意義的制度變革，本書以「消滅時效問題研究」為題，收錄

近數十年來有關此一議題的相關論著，經諸位作者同意授權後，

集結成書。各該論著均分析細膩、見解精闢，頗具啟發價值。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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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論著因聯繫未果或作者意願不克收錄外，衷心感謝諸位授權

作者願意共襄盛舉，讓本書得以順利問世。 

本書因收錄論著眾多，全書分上、中、下三冊，計三編：第

一編，消滅時效基本理論，討論消滅時效制度的理論基礎、比較

法發展趨勢及一般性問題；第二編，各種請求權的消滅時效期

間，分別論述「契約關係之請求權」（第1章）、「侵權責任之
請求權」（第2章）、「其他請求權」（第3章）的特殊消滅時效
問題：第三編，消滅時效障礙事由，討論現行法及比較法上的消

滅時效中斷或停止事由。最後並收錄最高法院近二十年有關消滅

時效的重要裁判要旨，作為附錄，以供學理與實務之比較對照。

因裁判數量眾多，特依相關條文順序，重新編排整理，以利查

閱。 

消滅時效問題，向來是審判實務上的重要爭議問題，反映法

律實際適用後的社會生活現象，值得重視與研究。某種程度上，

本書之成，總結台灣學說多年來針對消滅時效此一制度的思考論

述所得。期盼本書的出版，可以提供有用的參考素材，有助於消

滅時效制度的改革與現代化。 

 
 

陳忠五謹識 

2023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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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權占用他人之物 
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消滅時效 

── 最高法院九十四年台上字 
第一一九八號民事判決評釋* 

鄭冠宇** 

目  次 

壹、本案事實 

貳、爭 點 

參、判決理由 

肆、評 析 
一、不當得利與侵權行為 

二、分別共有人就共有物所

生債權之行使 
三、不當得利之返還客體 
四、不當得利返還之範圍 
五、結 論 

                                                        
* 本文原發表於裁判時報，第5期，2010年10月，40-45頁。 
**  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院長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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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消滅時效問題研究（下）──時效期間與障礙事由 

壹、本案事實 

原告甲主張，座落於系爭土地之系爭房屋，原為其被繼承

人乙所有，乙於一九七一年七月二日死亡後，由原告與乙之長

女被告丙、乙之配偶丁，及乙之四男戊共同繼承，並已於一九

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辦妥繼承登記，原告及丁之應有部分各登

記為六分之二，其餘之人各為六分之一。然被告丙未經全體共

有人之同意，自一九八八年六月起，擅自將系爭房屋全部出租

予他人並收取租金。經原告請求後，被告始於二○○○年六月

二十三日給付自一九九八年六月至二○○○年六月所收租金六

分之一，至於自一九八八年六月至一九九八年五月所收之租金

則拒絕給付，爰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除第一審判

命之給付外，再為給付。被告則抗辯，無法律上原因而獲得相

當於租金之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如該他人之返還利益請求

權，已逾租金短期消滅時效之五年期間，對相當於已罹於消滅

時效之租金利益，自不得再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返還。 

貳、爭 點 

無權占用他人之物出租所獲得之不當利益，應返還之客體

及範圍為何？利益與損害不相當時，受損人應如何行使其返還

請求權？該返還請求權之消滅時效，究應適用民法第一二六條

關於租金之短期時效期間，抑或適用民法第一二五條之長期時

效期間？ 

參、判決理由 

民法第一二六條所謂之租金債權係指承租人使用租賃物之

代價，出租人應定期按時收取租金之債權而言，故租金請求權

因五年不行使而消滅，係就出租人對於承租人之租金請求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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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權占用他人之物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消滅時效 5 

言。被告未得其他共有人之同意，逾越其應有部分就共有物全

部為使用收益，其因此受有不當得利，為被害人之原告則受有

損害。此種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本屬損害賠償之性質，原非

租金之替補，亦即並非基於一定之法律關係，因一年以下時間

之經過而依序發生之定期給付債權，原審因認無適用民法第一

二六條短期時效之餘地，難謂有何違背法令。 

肆、評 析 

無法律上之原因占用他人之物，致他人受損害時，其獲得

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名稱雖與租金異，然實質上仍為使用房屋

之代價，如該他人之返還利益請求權，已逾民法第一二六條所

定租金之五年短期消滅時效期間，對於相當於已罹於消滅時效

之租金利益，即不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向來為最

高法院所持之見解1。本判決則不同於上述最高法院歷來之見

解，而認為無權占用他人之物之不當得利請求權，性質上本屬

損害賠償之性質，原非租金之替補，亦即並非基於一定之法律

關係，因一年以下時間之經過而依序發生之定期給付債權，故

應適用民法第一二五條之十五年消滅時效。上述最高法院之見

解，均涉及不當得利與侵權行為之規範目的，以及不當得利之

返還客體，而有加以論述之必要。 

一、不當得利與侵權行為 

不當得利之規範目的，乃在就財產變動過程中，對於因無

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之人，既欠缺其保有該利益之法律上正當

                                                        
1  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1730號判例；96年台上字第2660號判決；98年台
上字第2496號判決；最高法院65年度第5次民庭庭推總會議決定；66年
度第7次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95年度第17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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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應允許因此而受不利益之當事人請求重新調整財貨之歸

屬，以達到保護財產之目的。因此，不當得利所重視者，係關

於財貨歸屬變動之不當，而非在於賠償損害，縱然受損人受有

損失，但受益人並未因此完全獲得相當於其損失之利益，受益

人亦僅得就其所受利益之範圍內，對於受損人負返還利益之責

任，其有不足者，除受益人為惡意者外，受損人無從本於不當

得 利 之 規 定 ， 請 求 對 不 足 之 部 分 為 損 害 賠 償 （ 民 法 一 八 二

Ⅱ）。但侵權行為則以損害賠償為主，凡因故意或過失，不法

侵害他人權利者，均應就他人因此所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無

損害則無賠償，侵權行為之規範目的乃在於保護被害人，以被

害人所受損害為賠償依據，無論加害人是否因此而獲利，亦無

論其為故意或過失，均應就被害人所受之全部損害負賠償責

任，使受害人之財產回復至未受損害時之應有狀態。不當得利

既與侵權行為規範不同，因此民法第一七九條規定：「無法律

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

上 之 原 因 ， 而 其 後 已 不 存 在 者 ， 亦 同 。 」 該 條 所 稱 之 「 損

害」，性質上並非與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相同，而應僅指

「損失」而言，亦即德國民法第八一二條所稱之「auf dessen 
Kosten」，縱然受損人並未有財產上積極或消極之損害發生，

仍 得 主 張 就 其 所 受 之 不 利 益 ， 而 請 求 受 益 人 返 還 所 受 之 利

益 2。以無權占用他人之物為例，縱物之所有權人並未就該物

有使用之必要或有任何使用計畫，但無權占用人既使得物之所

                                                        
2  相類似之見解可參考王澤鑑，不當得利，2009年7月，49頁以下；邱聰
智，新訂民法債編通則（上），2003年1月，109-110頁；但學說上有認
為不當得利制度所稱之損害，係兼指既存財產之積極減少及應得利益之

喪失者，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上），2008年8月，143頁；林誠二，
民法債編總論（上），2000年9月，200頁；鄭玉波、陳榮隆，民法債編
總論，2008年7月，1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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