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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编纂专栏

民法典之债法的编纂

黄茂荣

　　内容提要：债法之规范事项在编纂上的配置，其规定主要有三个部分：各种之债的定
义、债之发生及债之发展。意定之债及法定之债皆有这三个项目必须加以规定。各种之

债的定义适宜在债法分则中规定。债之发展为债之共通事项，可以在债法总则中规定，以

减少重复，避免冲突。债之发生，其与意定之债有关的部分，因其相对于各种有名契约及

无名契约具有共通性，适宜规定在债法总则。如要将债之发生的全部类型规定在一起，也

不妨将法定之债的发生，规定在债法总则。在合同法与侵权责任法之整合，所涉及之不同

的规范事项为债之发生的部分。不论规定于债法总则或债法分则其实都是必须分别规定

的。是故，真正涉及合同法及侵权责任法之整合部分为其发展的部分。这一部分也是，有

无价值在合同法及侵权责任法分别重复加以规定的部分。

关键词：债法编纂　规范配置　契约责任　侵权责任　危险责任

黄茂荣，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教授。

一　民法典之涵盖项目

（一）分编统合或分部个别立法

望文生义，在法典化时，民法典之规范对象虽应包含一切民事关系，但不论采民商合

一或民商分立之法制，实际上习称之民法典并不包含商事法（例如票据法、公司法、保险

法、海商法，以及其他商事特别法），而只含民法总则、债法、物权法、亲属法及继承法有关

事项。在立法例上，对应该等事项，其编纂有分编统合立法的方式，虽将民法典分成五编，

但仍纳入一个法典中；有分部个别立法的方式，分别制定专法的作法。

采民商分立之德国民事法及采民商合一之台湾地区民事法，皆采分编统合立法的方

式，将民事法部分，解析为五编（民法总则编、债编、物权编、亲属编与继承编），编纂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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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民法典中。其意义在于：民事法虽然按其规范事项分编，但仍以一部法典宣示各编规范

之事项同属一个部门法，以彰显民法总则与其他各编间，或各编间可能有之一般规定与个

别规定的体系关连。这是“合”重于“分”的编纂形式。

采民商合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编纂安排与之不同，采分部个别立法的方式。

目前分为民法总则、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物权法、担保法、婚姻法、收养法（亲属法）及继

承法等分立的法典。当中合同法尚有其更具体之劳动合同法、〔１〕合伙企业法。〔２〕 这是

“分”重于“合”的编纂形式。过渡时期，并有民法通则的制定，民法通则中有各民事部门

法之部分的基本内容。

（二）立法技术

法典化上利用之立法技术主要有：抽象化的及一般化的方法（ａｂｓｔｒａｈｉｅｒｅｎ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ｉ
ｓｉｅｒｅｎｄｅＭｅｔｈｏｄｅ）及例示的方法（ｋａｓｕ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ｅ）。〔３〕

所谓抽象化及一般化的方法，指利用抽象化及一般化的概念，表示其规范意思的内

容。当中，按所使用概念之抽象程度及逻辑关系，构成一般规定与个别规定，形成其规

范体系。〔４〕 此种一般规定与个别规定之编纂安排，除明显地存在于民法总则与其他各编

外，也延续至同一个编的内部。这是在法典化上，利用抽象化及一般化的概念时，自然会

导出之从抽象到具体，或具体到抽象之系统上的合理发展。其意义为：有利于避免重复、

帮助发现漏洞、防止矛盾，提高其外在体系〔５〕之逻辑缜密程度，并可在适当的地方，植入

不确定概念（例如重要事由、情节重大）、需要填补其价值内容的概念（例如显失公平）或

一般条项（例如诚实信用原则）。这除可保留其在必要处之弹性或开放性外，并使法律概

念或规定，在内容上蕴含价值，同时以之为基础，构成内在体系〔６〕的关连。特别是宪法

所肯认，关于基本权利之价值观，常被引来填充不确定概念或一般条项，产生基本权利

之间接的对第三人效力。〔７〕 分编统合之“合”重于“分”的编纂形式，使民事法虽然包

罗万象，而仍构成一个基本上取向于私法自治原则、私有财产权之保障、自己过失责任

原则，在必要时始利用经济法（竞争法、经济管制法、经济补贴法）及社会法加以调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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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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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劳动关系的重要与复杂性，类似于商事法，在台湾地区，以企业为雇主之劳动关系已从债法之雇佣契约分离

而出，另行制定专法。目前内含“劳动基准法”、“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劳工退休金条例”、“职工福利金条

例”、“劳工保险条例”、“团体协约法”、“工厂法”、“职业灾害劳工保护法”、“职业安全卫生法”、“工会法”、“劳

资争议处理法”、“劳动检查法”、“职业训练法”、“就业服务法”、“就业保险法”。以上虽统称为“劳工法”，但其

实并无以“劳工法”为名称之法典。此与民事法不同。在台湾地区，有统称为“民法”之法典，而无以其各编名称

命名之法典。

在台湾地区，“合伙”规定于“民法”债编中，为各种之债之一，合伙为企业组织之原始类型。目前已发展出“公司

法”、“企业并购法”、“金融控股公司法”。

关于民法典编纂之各种立法例的简介，参见梁慧星：《对民法典编纂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河南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９－１０页。
参见崔建远：《债法总则与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４期，第７１－
７２页。
参见黄茂荣著：《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６１７页以下。
参见黄茂荣著：《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６１９页以下。
ＨｅｌｍｕｔＫｈｌｅｒ，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ｉｎ：ＢＧＢ６５．Ａｕｆｌ．，２０１０ＢｅｃｋＴｅｘｔｅｉｍｄｔｖ，Ｓ．１４ｆ．



单一的规范体系。

在分项制定个别之细分法典时，对于分项之规范，可能因担心挂一漏万，不免分别提

高其规范密度，以力求个别法典之完整性，而致各个分立之法典间常有大量的重复规

定，〔８〕造成对于同一事项，有过多之规范竞合的情形，引起过多关于请求权竞合或请求权

规范竞合的态样。其对策：（１）透过将其竞合关系，定性为有特别规定对于普通规定之排
斥性的法条竞合，以减少或消弭请求权竞合或请求权规范竞合的情形，例如在契约责任与

侵权责任之竞合的情形，主张契约责任（之规定）排斥侵权责任（之规定）；（２）提高各分
项法典在规范上之自给自足的程度，降低其跨法典之系统的联系，减少需要训练之系统思

维的必要性。此种法制因此在适用上比较简单，从而亲近于非专业人员。〔９〕 然此种“分”

重于“合”的编纂形式，类似于例举式之立法方式（ｋａｓｕ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ｅ），会有比较多的例
示（例如《民法总则》第五章民事权利的规定便具有例示的特征）。例举式之立法方式虽

然易懂，但不易周全。易懂与周全，在立法规划上难以完美兼顾，其极端又难以克服其分

别所具的缺点。所以发展的结果，实际上只能力求在适当处，给予折衷的处理，以使所拟

之法典，能够尽可能周全，而又易懂。其方法为例示后，再以“其他具相同特征之情形，亦

同”的方式，予以概括。〔１０〕

（三）民法总则及债法之编纂概说

在民事法的制定，特别引起编纂上之问题者，存在于民法总则及债法。其理由为：民

法总则，既称其为总则，自当关连到民法各编，甚至关连到存在于民法典外之民事特别法。

因此，必须有比较好的归纳，将民事法中之共通事项，例如关于自然人及法人、一般权利能

力及特种权利能力、权利之客体（物、权利、劳务）、法律行为（行为能力、意思表示、契约、

条件及期限、代理及代理权、同意及承认）、消灭时效、担保的提供、权利之行使及自力救

助等，不多也不少，集中规定于民法总则，以减少重复，并建立其与其他各编或民事特别法

间之系统上的联系，维持其间之一贯性，避免矛盾及漏洞。权利之行使及自力救助乃关于

滥用权利之禁止、正当防卫、紧急避难、自助行为、自助行为人之义务及责任等事项。这些

毫无疑问的关连到一切种类之权利，与全部民事法有关。是故，在系统位置上，其规定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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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９〕

〔１０〕

例如依序《民法总则》中第４－８条（基本规定），第１３５条、第１３７条（意思表示之方式），第１４１条（意思表示生
效前之撤回），第１５８－１６０条（附条件或期限），第１７１条（无权代理），第１７２条（表见代理），第１８６条（契约责
任与侵权责任之竞合），与《合同法》第３－７条（一般规定），第１０条、第１６条（意思表示之方式），第１７条、第２７
条（要约或承诺之意思表示在生效前之撤回），第４５－４６条（附条件或期限），第４８条（无权代理），第４９条（表
见代理），第１２２条（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之竞合）之规定内容基本上重复。
参见崔建远：《债法总则与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４期，第７３－
７４页。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１２３条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权利人依法就下列
客体享有的专有的权利：（一）作品；（二）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商标；（四）地理标志；（五）商业秘密；

（六）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七）植物新品种；（八）法律规定的其他客体。”其第２款即是采先例示后，再以其他项，
予以概括的规范方式。



合安排于民法总则。〔１１〕

至于债法，因其为私法自治原则之实践的活动枢纽，包罗特定人与特定人间之各种意

定的及法定的给付关系及其相随之保护义务，涉及其发生、变更、消灭、移转、多数债权人

或多数债务人及债务不履行等事项的规定。此外，为保护消费者，先有制定消费者保护

法，后有将保护消费者的规定及契约一般约款纳入债法，定为专章的趋势（例如２０００年制
颁之德国新民法）。因此在编纂上，其体系的规范规划特别复杂。首先必须分别针对意

定之债及法定之债规定其发生的问题，而后必须就其共通之履行、不履行之发展加以规定

外，当中并必须对互相界接的项目，从事体系的整合，〔１２〕使之在外在体系的逻辑上，在内

在体系的价值上能获得协调。

（四）意思表示与契约之系统配置

在典型的情形，意思表示指将法效意思表示出来之行为，当中含法效意思及表示行

为。而契约则由意思表示构成，例如要约与承诺皆是意思表示，在其内容一致达于法定及

意定之范围时，结合成为契约（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５３条）或合同。〔１３〕 行为是人有意识
之动静，当其包含意思表示称为法律行为。所以，（民事）法律行为是意思表示及契约之

上位概念。除意思表示外，法律行为尚可能包含其他法律事实，特别是事实行为。例如移

转动产物权之物权契约，除双方移转对于特定物之所有权的一致意思表示外，并包含使其

移转发生效力之占有的交付。该交付在现实交付为事实行为，在简易交付、占有改定及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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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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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４８条规定：“权利之行使，不得违反公共利益，或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第１项）。行使权
利，履行义务，应依诚实及信用方法（第２项）。”第１４９条规定：“对于现时不法之侵害，为防卫自己或他人之权
利所为之行为，不负损害赔偿之责。但已逾越必要程度者，仍应负相当赔偿之责。”第１５０条规定：“因避免自己
或他人生命、身体、自由或财产上急迫之危险所为之行为，不负损害赔偿之责。但以避免危险所必要，并未逾越

危险所能致之损害程度者为限（第１项）。前项情形，其危险之发生，如行为人有责任者，应负损害赔偿之责（第
２项）。”第１５１条规定：“为保护自己权利，对于他人之自由或财产施以拘束、押收或毁损者，不负损害赔偿之责。
但以不及受法院或其他有关机关援助，并非于其时为之，则请求权不得实行或其实行显有困难者为限。”第１５２
条规定：“依前条之规定，拘束他人自由或押收他人财产者，应实时向法院声请处理（第１项）。前项声请被驳回
或其声请迟延者，行为人应负损害赔偿之责（第２项）。”德国民法总则编第２２６－２３０条有与上开规定相当之规
定。不同者为，关于诚信原则德国民法与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４８条第２项相当部分规定于德国民法债编第２４２
条：“债务人有义务顾及交易习惯，如诚实信用所要求者，为给付。”其与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４８条第２项不同者
为：仅针对债务之履行，而不是泛就一切义务之履行为规定。其系统位置在债编，而非民法总则编。惟其民法总

则编第１５７条另有规定：“契约应顾及交易习惯，如诚实信用所要求者，而为解释。”诚信原则在债编外之适用一
直是一个重要问题（Ｅｓｓｅｒ，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２．Ａｕｆｌ．，Ｋａｒｌｓｒｕｈｅ１９６０，§３１，４）。
参见陆青：《债法总则的功能演变———从共同规范到体系整合》，《当代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６５－６７页。
内容一致之多数的意思表示，在台湾地区按其特征，有不同的称呼。同向之一致者，称为合同，例如设立合伙或

公司之一致的意思表示；对向一致者，称为契约，例如买卖、雇佣、承揽、租赁等各种交易契约。另有称为协议或

决议者。协议重在其过程之协商，可能含有互相让步，但不一定涉及交易。决议则指多数人关于一件事务之共

同决定，其基础亦为意思表示，但可能要求全体同意，亦可能只需达到一定比例之同意即可，是相关法律或章程

之规定而定。在日本亦有相同的用法：“合同行
!

は数の者が同じ方向に向けて意思表示することにより成

立する法律行
!

をいう。「契约」は相
"

立する意思表示の合致によって成立し、「#独行!

」は一人の者の意

思表示で成立するが、合同行
!

はこれらのいずれにも该当しない。合同行
!

の例としては、一般社
$

法人の

设立行
!

があるとされる。”ｈｔｔｐ：／／ｓｍｔｒｃ．ｊｐ／ｕｓｅｆｕｌ／ｇｌｏｓｓａｒｙ／ｄｅｔａｉｌ／ｎ／１０２０，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０３－０５］。合
同与契约间之用法上的上述区别，在过去其实是有该认识的。只是在后来的使用，不再认为有必要。参见王利

明、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２－１３页；杨立新著：《债与合同法》，
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１１－３１２页。



示交付，因其含有意思表示则是法律行为。交付为移转动产物权之物权契约的法定生效

要件。至于如对物权契约之生效附以停止条件，该停止条件之成就则为其意定之生效要

件。对于意思表示或契约如无法定或意定生效要件，亦无其他生效之障碍事由（例如表

意人无权利能力或行为能力、意思表示或契约之内容确定且无不法或不能之情事），则于

其成立时便生效力。

为何将意思表示配置于民法总则，而将契约配置于债法总则？其理由为：意思表示是

一切意定之法律关系（含债、物权、亲属与继承）之运作的基础单元，不一定与债之发生或

发展有关。因此，系统上适合像德国民法将之配置于民法总则，以适用于民事法全领域。

契约为债之主要的发生原因，可将之配置于债法总则，除作为债之发生原因之一外，并可

统合规定各种有名契约及无名契约在发生上之共通事项（例如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５３－
１６６条）。不过，因为契约既可以是债之发生原因，也可以是物权、亲属或继承关系之发生
的规范基础，所以亦可以将契约作为债之发生原因的部分抽离出来，只将这个部分配置于

债法（总则）（例如德国民法第３１１－３６０条）中。其余部分，特别是不论其具体指向之效
力为债、物权

%

亲属或继承关系，而仅规定其与契约之缔结（成立与生效）有关部分，则可

紧接于意思表示，将之配置于民法总则，以一体适用至债、物权、亲属或继承关系，〔１４〕避开

规定于债法之契约规定，适用至物权、亲属或继承关系的情形。〔１５〕 这是德国民法的配置

模式（例如德国民法第１４５－１５７条）。〔１６〕 因契约而发生之债的关系配置于债编。〔１７〕 至
于因契约而发生之债以外的契约关系则配置至民法各编。

二　债法之编纂

（一）民法总则中的规定

关于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１１８条第２款规定：“债权是因合同、侵权

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

行为的权利。”该款前段规定债之发生原因的种类，后段规定债之效力，同时也是债之概

念的定义。只要特定人对于特定人负有为特定给付之义务（债务），或特定人对于特定人

享有请求为特定给付之权利（债权），不论其发生是以契约或法律为规范基础，或以私法

或公法为依据，双方之法律关系皆是债之关系。依契约发生者，为意定之债；依法律发生

者，为法定之债。惟民事法所定的法定之债原则上限指依私法规定，不包含国家机关依公

法规定，行使公权力，而发生的情形。例如国家机关为取得私人土地，其透过协议价购而

取得者，双方权利义务依买卖的规定；其透过征收取得者，双方权利义务依土地征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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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世刚：《中国债编体系构建中若干基础关系的协调》，《法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８页。
可能基于此种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２条第２款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
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参见李世刚：《中国债编体系构建中若干基础关系的协调》，《法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８页。
Ｓｏｅｒｇｅｌ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Ｌａｎｇｅ／Ｈｅｆｅｒｍｅｈｌ，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ｚｕｍＢＧＢ，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９７８，Ｒｚ．２ｖｏｒ§１４５．



之法律规定。不过，关于债之发生，有时公、私法规定会有夹杂的情形，例如强制全民健康

保险、强制汽车责任保险。〔１８〕

关于债之发生原因，《民法总则》有下列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

约束力”（第１１９条），此为契约之债。“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
承担侵权责任”（第１２０条），此为侵权责任之损害赔偿请求权。“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
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的人，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由此支出的必要费

用”（第１２１条），此为无因管理之费用偿还请求权。“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
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第１２２条），此为不当得利之返还请求权。上
开规定可能只是要在民法总则，提到各种债之发生原因，建立相关之债（合同、侵权行为、

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与民法总则之关连，所以，其规范内容极为简单，没有关于其内容、

范围及行使方法之必要的相关规定。例如第１１９条未分辨合同之成立要件及生效要件，
没考虑到合同有可能成立而未生效的情形。第１２０条未完整规定侵权行为之有责

%

不法

的构成要件及赔偿方法。第１２１条未区分适法及不适法无因管理，以差别其得请求偿还
之费用的范围。第１２２条未含得利与损害间之因果关系，未区分不当得利中之利益的移
动事由（给付性、侵害性、费用性、自然性）为不同之规定，并按利益受领人是否，以及何时

知无法律上原因，差别其应返还之利益的范围。上述不周全的情形固然可以分别在合同、

侵权责任、无因管理及不当得利之专法或专章中再详予规定。然因此引起二个问题：其

一，既然还需另以专法或专章再详予规定，在民法总则对之为点到为止的规定，是否多余。

其二，该点到为止的规定，是否得直接引为相关请求权的规范基础？如可，其过度简单之

构成要件，可能与其在专法或专章中之规定发生冲突，从而引起相关请求权，是否真可依

民法总则之规定发生的疑问。

（二）侵权责任法中的规定

１．侵权行为之基础类型

侵权行为相沿首先指不法侵害权利之故意或过失的行为。因此，有其保护之客体，是

否有权利种类之限制的问题？在一定之要件下，其保护之客体是否也包含不具权利地位

之纯粹财产利益？其不法态样是否包含善良风俗？对于上列问题德国民法与台湾地区

“民法”的响应为：德国民法与台湾地区“民法”关于侵权行为之基础的规范模式包含三个

基本类型：

（１）类型一：德国民法§８２３ＩＢＧＢ规定，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
自由、所有权及其他权利者，就因此所生之损害，对该他人负赔偿义务。归纳其所定之被

害客体的特征，其被害客体不但必须具备权利地位，而且必须具有其所例示之权利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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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劳工退休金给付请求权虽为单纯之民事法上的给付请求权，但为保障劳工之退休金，台湾地区“劳工退休金条

例”第１３条第１项所定雇主之劳工退休准备金的提拨义务，则是公法上之义务。然因其提拨之目的，在于保障
劳工之退休金请求权，所以其提拨义务应以劳工退休金给付请求权存在为前提。是故，同一劳务契约如经民事

法院判决确定，认为非劳动关系，从而劳务债务人无退休金给付请求权，则台湾地区“行政法院”自不得判决认

为，其劳务债权人为该劳务契约，有劳工退休准备金的提拨义务。台湾地区“司法院”“２０１６．１０．２１．大法官释字
第７４０解释参照”。



共通特征：对于权利客体有支配权。是故，引起不具支配性之债权及发展中之营业权〔１９〕

是否亦受保护的问题。对此，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８４条第１项前段：“因故意或过失，不
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负损害赔偿责任。”就侵权行为之被害客体，该项同样规定必须具

权利地位。但不限制权利之种类。因此，第三人侵害债权可构成侵权行为。至于债务人

侵害债权，所违反之义务如是给付义务，所加害之客体如是给付利益，应属于债务不履行，

而非侵权行为的问题。惟所违反之义务如是保护义务，所加害之客体如是固有利益，应属

于积极侵害债权（积极债务不履行），这可同时构成侵权行为。此为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

之竞合问题。

（２）类型二：因此，依德国民法与台湾地区“民法”，皆有单纯之财产利益损害的赔偿
请求，必须在德国民法§８２３Ｉ或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８４条第１项前段之外，另寻规范基
础的问题。§８２３ＩＩ规定，故意或过失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者，负与同条第１项相同之损
害赔偿义务。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８４条第２项规定：“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致生损害
于他人者，负赔偿责任。但能证明其行为无过失者，不在此限。”德国与台湾地区“民

法”上开规定皆不限制其被害客体必须具有权利地位，从而单纯之财产利益的损害亦

得依该规定请求赔偿。在此意义下，该二规定有缓和类型一，关于保护客体范围之限制

的作用。此外，台湾地区“民法”的规定还明确了移转关于行为人之过失的举证责任。

关于单纯之财产利益之侵权责任，相对于类型一，上述类型二之规定，有以立法的方式，

补充法律漏洞的意义。使权利以外之纯粹财产利益能够逐步随法制之发展，进入侵权行

为法之保护范围。一方面使类型一之构成要件保持其严谨，另一方面藉助于类型二，建入

侵权行为法所需要之弹性。

（３）类型三：关于保护之客体范围，即便已有类型二赋予类型一，一定程度之弹性，但
终究还完全依赖于立法之调整，恐怕还是有因应不及，而与生活脱节之可能。是故，德国

民法§８２６ＢＧＢ规定，故意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法，使他人受到损害者，对该他人负赔偿
损害的义务。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８４条第１项后段规定：“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
加损害于他人者亦同。”本类型之特征为：放松违法性要件至“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但

相应提高其有责要件至“故意”。因其以“善良风俗”之违反为“违法性”的认定基础，所

以具有容许法院补充法律漏洞之作用。侵权行为法因此具有开放性，可面向社会的变迁，

调整其伦理标准，适合新情势的规范需要，避免僵化。该规范需要不仅表现于人伦关系，

而且也存在于经济上的竞争关系。因此１９０９年制颁之德国《反不正当竞争行为法》第１
条曾规定：“对在交易上，为竞争之目的而从事违反善良风俗之行为者，得请求其停止该

行为及赔偿损害。”〔２０〕然在积累比较多关于不正当竞争之监理的实务经验后，该法对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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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
１９０９年制颁之德国反不正当竞争行为法第１条的先驱为德国民法第８２６条（ＶｏｌｋｅｒＥｍｍｅｒｉｃｈ，ＤａｓＲｅｃｈｔｄｅｓｕｎ
ｌａｕｔｅｒｅｎＷｅｔｔｂｅｗｅｒｂｓ，３．Ａｕｆｌ．，Ｍüｎｃｈｅｎ１９９０，Ｓ．４３）。



正当行为之禁止，已改以直接禁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之抽象规定，加上相当详尽之具体

不正当竞争行为之规定代之，不再藉助于“背于善良习惯之方法”之法外的行为标准。这

是由不确定价值概念，向相对确定之具体例示规定演进的结果。

与前述德国及台湾地区“民法”相比，大陆侵权责任法有下列特色：（１）就侵权责任
法保护之客体，在第２条第１款总称为民事权益，并于第２款规定：“本法所称民事权
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

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

人身、财产权益。”其立法采先例示，后概括为“人身、财产权益”的方式。这除表示“人

身与财产”皆受保护外，且不明白区分“权利”与“利益”。〔２１〕 （２）该法第２条第２款已
例示之受保护的客体皆具权利资格。只是其将上述权利归纳为人身、财产权益，使其保

护客体原则上是否应具有权利地位的意旨变成不明朗。如将权益解释为权利上的利

益，以符合其例示之保护客体的共性，则可由之导出，关于不具权利地位之纯粹财产利

益的侵害，必须另有特别规定，侵权人就其造成之损害，始承担侵权责任。（３）该法第６
条第２款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应承担侵权责任。”该款规定内容虽近似于德国民法 §８２３ＩＩ及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８４
条第２项，但因其仅规定举证责任的移转问题，而未及于损害赔偿责任，所以尚不具放
宽第２条第 ２款之保护客体范围，使之及于不具权利地位之纯粹财产利益的意义。
（４）侵权责任法就其保护之客体纵为第２条第２款如是广泛之例示，只要仍要求所保
护之客体必须具备权利地位，前述关于纯粹财产利益之侵权责任的赔偿，便依然需要类

如德国民法§８２３ＩＩ及§８２６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８４条第２项或同条第１项后段之规定
为其规范基础。反之，如不要求所保护之客体必须具备权利地位，则会反向引起，其保护

之客体是否因过广而难以落实的问题。（５）德国民法§８２６或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８４条
第１项后段之规定一般有授权法院补充侵权责任法之法律漏洞的作用，使侵权责任法具
有必须之开放性，其意义不可小观。（６）侵权责任法所规范之侵权的态样含不法过失侵
权行为及合法无过失之危险责任。

２．侵权责任与危险责任

在侵权责任之规范规划，尚有是否将侵权行为限指不法且有故意或过失之加害行为，

并另建立危险责任，专指合法且无故意或过失之加害行为的问题。该分类之必要性存在

于其课以赔偿义务之伦理基础不同，因此规范需要也不同：侵权行为之伦理基础在于应将

损害归属于不法且有过失之行为人，而危险责任之伦理基础在于将不幸发生之损害，透过

价格之调整及投保以受害人为受益人之强制责任保险，分散于可能因该危险活动而受益

之人（通常为消费者）。为使其损害之分散不影响创新及竞争，必须配合责任限额及强制

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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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这与台湾地区“民法”及德国民法分别皆就“权利”与“利益”为不同之规定的规范设计不同。按“权利”与不具

权利地位之“利益”不同。单纯之利益，因尚未发展成权利，所以其损害赔偿上的保护，尚须有关于损害赔偿之

法律明文规定，以其为受保护之客体，或至少不排斥其为受保护之客体（例如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８４条第１项后
段，德国民法第８２３条第２项）。



按损害赔偿为损害之归属的制度。依据损害之归属原则建立相关之损害赔偿责任。

基于目的行为论，行为人可控制之行为始能透过法律连结于一定构成要件之效力，施以威

吓利诱，加以引导，以建构期待之法律秩序。因此，从人民之自主参与法秩序之形成的观

点立论，原则上有故意或过失的行为，才能有意义地对之连结以法律责任。此外，为避免

私人由于赔偿责任之课予，而人人自危，过度压抑其生活或经济活动，赔偿责任之课予，原

则上亦应采过失责任原则。无过失责任为在该原则下，基于衡平原则或分散危险造成之

损害的考虑，而于法律有特别规定时，始例外课予赔偿（补偿）责任之态样。〔２２〕

过失责任之课予有其法秩序之规划的一般伦理依据。而无过失责任是在一定法定要

件下，基于规范上对各该情形之特别考虑，而课予的赔偿（补偿）责任。无过失责任并不

包含伦理价值，其中无过失责任之规范价值存在于其所以课予无过失责任之考虑中。其

中主要的考虑有：（１）衡平责任：衡平行为人与受害人双方之经济情况所建构之衡平责
任。其特征为除实体上衡平双方之经济情况外，程序上由法院就个案而为衡平裁判。属

于个别正义的表现。（２）危险责任：一定的物品、状态或活动虽带有危险。但在法律上不
适合对其一概禁止时，占有或所有该物品或从事该活动者，应对于因该危险对他人引起之

损害负赔偿责任。这是尊重每一个人之生活方式，比较温和的管制方式。其管制的力度，

视该危险源之引入或持有的必要性或利他性，而有不同。其无必要性或利他性，责任较

高，例如饲养宠物。侵权责任法中所定饲养动物损害责任属于这类的危险责任。有必要

性或利他性者，责任较低，应有责任限额的规定，例如从事法律允许之带有危险的生产活

动造成公害，或提供隐藏危险之商品（例如有副作用之药品，含一定毒性之食品添加物的

食品，危险不明之基改食品）供消费造成消费损害。例如侵权责任法中所定产品责任、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医疗损害责任、环境污染责任、高度危险责任、对象损害责任含危险责

任。将侵权行为责任及危险责任一起规定的规范规划，会使其中与无过错责任有关之危

险责任的性格受到稀释。

侵权责任法所规定之侵权类型含侵权（行为）责任及危险责任。〔２３〕 其中，以过错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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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３〕

为过失责任制度之运转，在规范上必须先设定法定之注意程度，而后可以将规范上应注意，事实上能注意，而行

为人未注意之行为论为过失行为，课以过失责任。基于过失行为之定义，可经由法定注意程度之调整，增减该当

过失行为者之范围，危险责任之范围也因之而有消长。此种考虑，其实在过失责任范围内也存在。例如民法一

般规定，债务人在有偿契约，应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在无偿契约，应与处理自己之事务为同一注意（台湾地区

“民法”第５３５条）。在紧急的救助行为，原则上仅就恶意及重大过失之行为负责（第１７５条），亦即仅应尽一般
（平均）人之注意。依规范上的定义，过失行为既系能够经由注意而避免其发生的行为，自可经由课以过失责任

的机制，防范由于所规范之过失行为可能引起之损害的发生。至于危险责任所规范之损害，其实也不是根本不

能经由注意程度之提高，或防止损害之发生措施的加强，来降低其损害，只是法律政策上决定不为如是之要求，

致使因之而未被防止之损害，在规范上成为无过失行为所引起之损害，不得对之课以过失责任而已。是故，要对

于这种行为课以危险责任必须另有政策上的考虑及规范上的安排。Ｌａｒｅｎｚ／Ｃａｎａｒｉｓ，Ｌｅｈｒｂｕｃｈｄｅｓ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ｓ
ＢａｎｄＩＩ，Ｈａｌｂｂａｎｄ２，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ｅｒＴｅｉｌ，１３．Ａｕｆｌ．，１９９４，Ｓ．６０８ｆ．
危险责任可与侵权行为责任并列，但是否宜并称为无过失与过失之侵权行为责任，在损害赔偿制度之建立上为

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由于中文中之侵权，在伦理上尚可归属于中性的用词，所以用来指称无过失之危险

责任，一下子不会有太大之唐突之感，惟这不表示将危险责任论为侵权行为的一种，不会引起危险责任制度之正

确发展上的障碍。



为归责基础之侵权责任，除填补损害外，还兼具预防并制裁功能。〔２４〕 至于无过错之危险

责任，并无预防或制裁功能，而只具有分散危险所造成之损害的功能。《侵权责任法》第１
条规定：“为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制定本法。”危险责任仅与该法第１条所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之制定目的有
关，而与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无关。

３．德国之侵权行为责任与危险责任制度

从德国民法第８２３－８２５条只规定侵权行为责任，而不及于危险责任，可见其基本上
仍维持不将危险责任论为侵权行为责任之一种的规范规划立场。〔２５〕 在损害赔偿之债之

类型的建构上，德国民法特别强调过错原则（ｄａｓＶｅｒｓｃｈｕｌｄｅｎｓｐｒｉｎｚｉｐ）是侵权行为责任
（ｄｉｅＤｅｌｉｋｔｓｈａｆｔｕｎｇ）之本质的要件，〔２６〕用以与危险责任（ｄｉｅＧｅｆｈｒｄｕｎｇｓｈａｆｔｕｎｇ）相区别。
二者分别是过失责任与无过失责任的代表类型。由于过失之认定标准的客观化，〔２７〕以及

时而有过失之推定的规定，减弱了过失责任与无过失责任在主观要件上之区别的实务意

义，并有怀疑二者有无性质上之差别的看法。

鉴于所以在该当的要件下，对管领可能引起一定损害之危险者，课以赔偿责任之目

的，在于分散由该危险引起的损害，不使之集中于偶然之受害者，也不集中于管领该危险

者。因此，危险责任不以危险活动之从事或危险物品设备之持有或操作有违法情事为要

件。为确保不以过失（过错）为要件之危险责任不扭曲竞争秩序，且有财务上之可行性，

应有强制责任保险及责任之限额为其配套之规定。如无责任之限额之规定，保险人难以

精算其保险费率，如无强制责任保险为其配套，可能扭曲投保者与不投保者间之竞争条

件。由于举证责任之移转构成之中间责任实际上可能课予无过失责任，具有危险责任之

实质，有与典型危险责任的情形相同，附以强制责任保险及责任之限额为其配套之规定的

需要。侵权行为责任与危险责任二者，在建制上，其损害之归属的价值观点既然不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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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关于慰抚金（精神上损害之赔偿）的功能，有谓兼有补偿、赔礼及预防的功能（Ｍｅｄｉｃｕｓ／Ｌｏｒｅｎｚ，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Ｉ，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１８．Ａｕｆｌ．，２００８Ｍüｎｃｈｅｎ，Ｒｎ．６９９）。
Ｌａｒｅｎｚ／Ｃａｎａｒｉｓ主张将规定于§８２９规定之衡平责任（ｄｉｅＢｉｌｌｉｇｋｅｉｔｓｈａｆｔｕｎｇ）归类为危险责任（Ｃａｎａｒｉｓ，Ｌｅｈｒｂｕｃｈ，
ａａＯ．§８４ＶＩＩ２ｂ）。
Ｌａｒｅｎｚ／Ｃａｎａｒｉｓ，Ｌｅｈｒｂｕｃｈｄｅｓ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ｓ，ＢａｎｄＩＩ·Ｈａｌｂｂａｎｄ２，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ｅｒＴｅｉｌ，１３．Ａｕｆｌ．，１９９４，Ｓ．６００．
在开始将动力机械及核生化（核子、生物与化学）的技术与产品使用于生产及日常活动后，新生或提高了各该活

动之事故的危险。这些危险并因都市化所引起之人口的聚集进一步升高。于是，面临如何因应由之所生之损害

的防止或归属的难题。首先是经由提高活动参与者之应注意程度降低其损害之发生的可能，其次是利用危险责

任之课予，分散因之发生的损害。前者为传统之过失责任制度，后者是现代之危险责任制度。二者虽皆有填补

损害的作用，但其分别所具之规范机制并不相同。其制度规划之分界点在于：法定之注意义务。该注意义务所

要求之注意程度，不论是以平均的一般人或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能力或程度为基准，其标准都是抽象客观的，而

非具体主观的。仅在法律规定应尽与处理自己之事务为同一之注意或考虑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或精

神耗弱者之识别能力时，其法定之注意程度才是主观的（Ｅｓｓｅｒ／Ｓｃｈｍｉｄｔ，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ＢａｎｄＩ，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
Ｔｅｉｌｂａｎｄ２，８．Ａｕｆｌ．，２０００，§２５Ｖ；Ｅｓｓｅｒ／Ｗｅｙｅｒｓ，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ＢａｎｄＩＩ，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ｅｒＴｅｉｌ，Ｔｅｉｌｂａｎｄ２，８．Ａｕｆｌ．，
２０００，§５５ＩＩＩ１；Ｌａｒｅｎｚ／Ｃａｎａｒｉｓ，Ｌｅｈｒｂｕｃｈｄｅｓ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ｓ，ＢａｎｄＩＩＨａｌｂｂａｎｄ２，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ｅｒＴｅｉｌ，１３．Ａｕｆｌ．，
１９９４，§７５Ｉ２ｇ；ＩＩｄ）。鉴于据以认定过失之有无的标准原则上是客观的，因此其标准事实上随外部之科技条
件及社会对于规范结果之期待而推移。这当中系争损害之防止可能性及其与防止费用间的相当性（比例原

则），固为注意费用在经济理性上所当取向的指标，期使其达到：边际注意费用等于边际注意效益之最有效率的

境界（ＬｅａｒｎｅｄＨａｎｄＦｏｒｍｅｌ）（ＨａｎｓＢｅｒｎｄＳｃｈｆｅｒ／ＣｌａｕｓＯｔｔ，Ｌｅｈｒｂｕｃｈｄｅｒ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ｎＡｎａｌｙｓｅｄｅｓＺｉｖｉｌｒｅｃｈｔｓ，
２．Ａｕｆｌ．，１９９５，Ｓ．１２８ｆ．）。



仍有其区别之重大意义。〔２８〕

可能由于《侵权责任法》就产品责任（第４１条、第４２条第１项、第４３条第３项），有将
无过错责任与有过错责任交错规定之规范需要，将危险责任规定为侵权责任的态样之一，

对有过失之不法侵权行为责任与合法无过失之危险责任在责任性质上未加以区别。其可

能的影响至少为关于危险责任之限额及强制责任保险之配套上的看法，容易受到忽视。

４．侵权责任与契约责任

所谓债，指特定人对于特定人负有为特定给付之义务（债务），或特定人对于特定人

享有请求为特定给付之权利（债权）。不论采民商合一或民商分立，通常虽将具有商事性

质者，规定于民事特别法或商事法，原则上将不具商事性质者，规定于民法典之债法或债

编中，但实际上不但已有常见之商事行为，例如运送、仓库、经理人、代办商规定于债法分

则中。〔２９〕 其中包含意定之债（契约之债）及法定之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及侵权行为）。

同具有侵权之特征者，又发展出因缘于契约之缔结的“缔约上过失”及因缘于契约之债之

履行的“积极侵害（契约）债权”。在损害赔偿法上，该二者皆以有责（故意或过失）违反

对于相对人之个别保护义务（不法）为其要件，合称为契约责任。其与典型侵权行为责任

不同者为，在侵权行为，其行为人有责所违反者为，行为人不得加损害于任何人之一般保

护义务。个别保护义务之违反是否亦可构成侵权行为之违法性的认定基础？其答案引起

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间之竞合关系的不同看法。采否定说时，认为契约责任排斥侵权责

任；采肯定说时，认为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构成请求权竞合或请求权规范竞合。〔３０〕 现行

法规定中之著名案例为：在租赁物失火时，关于承租人之契约责任（台湾地区“民法”第

４３４条）与侵权责任（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８４条第１项前段）之竞合。
５．侵权责任法中关于债之发生以外的规定

需要在侵权责任法中特别规定之事项原则上与其损害赔偿请求权之发生的要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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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２９〕

〔３０〕

Ｅｓｓｅｒ，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ｕｎｄ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ｄｅｒＧｅｆｈｒｄｕｎｇｓｈａｆｔｕｎｇ，２．Ａｕｆｌ．，１９６９Ｍüｎｃｈｅｎ；Ｌａｒｅｎｚ／Ｃａｎａｒｉｓ，Ｌｅｈｒｂｕｃｈｄｅｓ
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ｓ，ＢａｎｄＩＩ·Ｈａｌｂｂａｎｄ２，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ｅｒＴｅｉｌ，１３．Ａｕｆｌ．，１９９４，Ｓ．６１０ｆ．
参见梁慧星：《对民法典编纂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河南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４－７页。
Ｅｓｓｅｒ，Ｓｃｈｕｌｄｄｒｅｃｈｔ，２．Ａｕｆｌ．，Ｋａｒｌｓｒｕｈｅ１９６０，§２０１，３ｇ；Ｌａｒｅｎｚ／Ｃａｎａｒｉｓ，Ｌｅｈｒｂｕｃｈｄｅｓ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ｓ，Ｂａｎｄ
ＩＩ·Ｈａｌｂｂａｎｄ２，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ｅｒＴｅｉｌ，１３．Ａｕｆｌ．，Ｍüｎｃｈｅｎ１９９４，§８３ＶＩ１．；ＡｐｏｓｔｏｌｏｓＧｅｏｒｇｉａｄｅｓ，ＤｉｅＡｎｓｐｒｕｃｈｓ
ｋｏｎｋｕｒｒｅｎｚｉｍＺｉｖｉｌｒｅｃｈｔｕｎｄＺｉｖｉｌｐｒｏｚｅｒｅｃｈｔＭüｎｃｈｅｎ１９６７，§１８ＩＶ．实务上虽实际上采请求权规范竞合说的观
点，但未引用该学说立论。例如台湾地区“最高法院”“１０５．０１．０７．一百零五年度台上字第３６号民事判决”：“按
‘民法’第六百二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关于物品之运送，因丧失、毁损或迟到而生之赔偿请求权，自运送终了，或

应终了之时起，一年间不行使而消灭。乃为尽速了结当事人间之关系所特别规定之短期时效，为贯彻立法意旨，

并平衡当事人之利益，债权人对债务人纵系依侵权行为之规定请求赔偿，仍应受上开特别规定之短期时效限

制。”值得注意者为，“最高法院”“１０３．１０．３０．一百零三年度台上字第２２５３号民事判决”认为：“按因配偶与人通
奸而受精神上损害，诉请判决离婚，合并依‘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项及第一千零五十六条第二项之规定，

请求通奸之配偶赔偿其非财产上之损害者，此二损害赔偿请求权之性质、构成要件、所生损害之内容及赔偿范围

均不相同。前者属于因侵权行为所生之损害，于婚姻关系存续中即可请求赔偿，不因判决离婚而被吸收于后者

因离婚所受损害之中。故二者请求权虽基于同一通奸之事实，但仍难谓有请求权竞合之情形，应得分别请求通

奸之配偶赔偿损害。”就此，大陆《民法总则》第１８６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身、财产权
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合同法》第１２２条有内容基本上相同之规定，“因
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

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亦即采请求权竞合说。



关。至于与有过失、损益相抵及斟酌双方经济情况衡平酌减，以及与其履行、移转、承担及

多数债权人或多数债务人有关事项，则基本上属于各种之债（含意定之债及法定之债）在

规范上之共通事项，〔３１〕可以共享一套规定。侵权责任法所定侵权责任之各种承担的方

式，含防卫请求权（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损害赔偿请求权。当中损

害赔偿请求权所涉赔偿方法含回复原状（赔礼道歉、恢复原状、返还财产）及金钱赔偿（赔

偿损失）。其中关于回复原状及金钱赔偿之请求，《侵权责任法》第１５条第２款仅规定
“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并无如德国及台湾地区“民法”关于原则上应先请求

回复原状，而后在经定期限催告回复原状，而逾期不为回复原状或回复原状不可能或回复

显有重大困难时，始应以金钱赔偿其损害的限制规定。惟不法毁损他人之物者，被害人自

始得不先请求回复原状，而直接请求赔偿其物因毁损所减少之价额（德国民法§§２４９－
２５１及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９６、２１３－２１５条）。亦即在不法毁损他人之物的情形，其被害
人有权选择以回复原状或金钱赔偿为赔偿方法。

（三）合同法中的规定

德国及台湾地区“民法”债编中与契约之债有关部分，包含债法总则中与契约之债的

发生及各种有名契约（债法分则）等专属于契约之债的规定，以及含意定之债和法定之债

等各种之债的共通项目：债之标的、〔３２〕债之效力（给付、迟延、保全）、多数债权人、多数债

务人、债之移转、债之消灭（清偿、提存、抵销、免除、混同）。德国民法将关于法定之债（无

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之发生及有名契约的规定编入债法分则，而后将剩余部分

之规定编入债法总则。而台湾地区“民法”则还将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之发生

的规定一体并入债法总则。所以将契约之债的发生规定并入债法总则的理由为：契约之

债的发生、撤销、解除、终止规定属于各种有名契约之债的共通规定，如不将其编入债法总

则，将必须在各有名契约重复规定。至于所以采扣除法，将债编中关于法定之债之发生及

有名契约的规定先予扣除，而后将剩余的部分编为债法总则的考虑，乃因各种之债不论其

发生原因为何，其发展视情形，原则上皆有该剩余部分之适用。将之编为债法总则，可减

少其在各种之债重复规定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分总则与分则两部分。其中总则部分除规定合同之订立，

相当于合同（契约）之债的发生外，并含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变更和转让、合

同的权利义务终止、违约责任及其他规定（与合同有关法律之适用、合同之解释、准据法、

合同之监理、合同争议之解决、诉讼期限等规定）。其中除分则的部分外，其余部分与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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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柳经纬：《关于如何看待债法总则对各具体债适用的问题》，《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５
期，第９０－９１页。
关于“债之标的”规定：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９９条（债权人之权利、给付之范围）、第２００条（种类之债）、第２０１条
（特种通用货币之债）、第２０２条（外国货币之债）、第２０３条（法定利率）、第２０４条（债务人之提前还本权）、第
２０５条（最高利率之限制）、第２０６条（巧取利益之禁止）、第２０７条（复利）、第２０８条（选择之债）、第２０９条（选
择权之行使）、第２１０条（选择权之行使期间与移转）、第２１１条（选择之债之给付不能）、第２１２条（选择之溯及
效力）、第２１３条（损害赔偿之方法———回复原状）、第２１４条（损害赔偿之方法———金钱赔偿（一））、第２１５条
（损害赔偿之方法———金钱赔偿（二））、第２１６条（法定损害赔偿范围）、第２１６条之一（损害赔偿应损益相抵）、
第２１７条（过失相抵）、第２１８条（因赔偿义务人生计关系之酌减）。



约之债的发生、撤销、解除、终止有关部分属于各种有名债之契约的共通规定，再其余则属

于全部债务关系在发展上之共通规定。将之编为债法总则，有助于化繁为简，减少重复规

定之需要。在现行合同法上述规范背景下，王利明教授认为，应将合同法中与契约之债

的发生、撤销、解除、终止有关部分订为合同法总则，与合同分则（有名契约）部分一起

保留于合同法中，以维持合同法之完整。关于多数人之债、债之保全、担保、可适用于

各种之债的变更及移转，以及关于抵销、履行、混同、免除、提存等债之消灭共同原因的

规定，适合纳入债法总则。关于损害赔偿含其基本原则（过错相抵、损益相抵），他认

为，可以在债法总则和合同法总则中分别予以规定。如是透过债法总则之制定，“可以

避免债法各个部分规定的冲突和抵触。……从立法技术来说，设立债法总则可以使民

法典的条文更为简约。通过债法总则的设立，也可以妥当规范各种债。”此外，他还认

为，因债务不履行的问题只发生于合同之债，所以应在合同法总则中规定之。〔３３〕 然不

论是合同之债或侵权之债，损害赔偿都是一个复杂的规范与理赔实务的问题。所以，即便

合同法中已有相当完备之违约责任的规定，在债法总则和合同法总则中分别规定其损害

赔偿之债的发生与履行有关事项时，可能还是要保留二者之规定，在解释与适用之互补可

能性，以备万一为宜。

三　民法总则、债法总则或侵权责任法及合同法专法

由于已有侵权责任法及合同法的制定及施行在先，关于是否制定债法总则，在大陆学

界正反的意见都有，引起热烈的讨论。〔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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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利明：《论债法总则与合同法总则的关系》，《广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２２４页以下。
关于债法总则之存废的正反意见，杨立新教授细心做了整理。他总结发现，许多民法学者大都赞成保存并予扩

充。参见杨立新：《论民法典中债法总则之存废》，《清华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８１页以下；柳经纬：《我国民法
典应设立债法总则的几个问题》，《中国法学》２００７年第７期，第３页以下。不赞成制定债法总则者，例如许中
缘，他也细心整理了正反两方之学者及其相关著作，参见许中缘：《合同的概念与我国债法总则的存废———兼论

我国民法典的体系》，《清华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１０５页；覃有土、麻昌华：《我国民法典中债法总则的存废》，
《法学》２００３年第５期，第１０１页以下；张素华：《有关债法总则存废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法学评论》２０１５年
第２期，第１２９页以下。另见徐涤宇、朱广新、薛军：《债法总则的立法问题》，《私法研究》第１３卷，第２９页以下。
其中朱广新及薛军赞成，其理由为：可以实现整个债法体系的完善。徐涤宇反对，其理由为：既有侵权责任法及

合同法，不需多此一举。此外，他并以王军霞对昆明卷烟厂索赔案为例，说明昆明卷烟厂未经王军霞同意，使用

其肖像从事广告，取得广告利益时，王军霞对昆明卷烟厂依侵权责任法请求损害赔偿获得胜诉，提出质疑。盖其

认为，该案所涉事实应“构成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但是，这被我们学者一致认为是侵权责任，并被立法者作为

原型纳入《侵权责任法》中。连侵权责任和不当得利都没有分清楚，那么我就怀疑你的体系化能力。”他因此认

为目前要制定债法总则，在请求权规范基础之配置的规范规划上，尚不具备条件。该案所涉情节与未经授权使

用他人之专利权、著作权或商标权的情形类似，分别可能充分侵权行为、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及不真正无因管理

中之不法管理。在此种情形，就侵权行为之构成，有损失之有无及数量之证明问题；就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的构

成，有对肖像的保护，在规范上是否含配属商品之代言利益，尚无明文规定；就不法管理，有是否承认其为不真正

无因管理，本人（肖像权人）是否得不计较管理人无为其管理事务之意思，主张依无因管理，享受管理利益。要

能对这些问题在法教义上加以检讨，将侵权责任、不当得利及无因管理一体规定于债法总则，会有比较好的法体

系基础。另朱广新并就债法总则的体系地位，引述外国立法例，证立其应设置债法总则的看法，并说明其相关规

范项目在债法总则中之配置，参见朱广新：《论债法总则的体系地位与规范结构》，《北航法律评论》２０１３年第１
辑（总第４辑），第５８页以下。



债法所涉编纂的问题首先表现为：（１）是否制定债法总则；（２）关于法律行为之规定
在民法总则与债法总则间之配置；（３）是否维持就侵权责任与合同分别制定专法的体例；
（４）是否制定关于人格权之专法。

是否制定债法总则，所影响者主要为，关于债之发生的事项是否要集中规定于债法总

则。因意定之债（契约之债）及法定之债（例如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及侵权行为）之发生要

件不同，固必须针对其个性，分别规定。但因其同属债之发生原因的事项，有其发展阶段

之共同性，如集中规定，可一次先处理完关于债之发生的问题，汇总债之发生事由。这是

台湾地区“民法”的规范模式。〔３５〕

这样的安排使债法分则所规定者全属契约之债。其与德国民法之差异为：德国民法

将法定之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及侵权行为）与各种有名契约一体规定于债法分则中。

亦即德国债法分则含法定之债。

因债法分则所定契约之债中有众多有名契约存在，其规范需要因主要给付义务不同，

而不尽相同：（１）有源自于各有名契约之主要给付导出之规范需要，这部分必须针对各个
有名契约之主要给付分别规定，适合配置于债法分则。无因管理之费用偿还请求权、不当

得利之返还请求权的内容与范围，亦有类似的问题。（２）有源自各有名契约在发生后之
发展的共通事项（例如债之效力、让与、履行及不履行、债之保全、多数债权人或多数债务

人），导出之规范需要。这部分因法定之债与契约之债一样是债的关系，少有个性，所以

可予汇总规定于债法总则，视具体情形，分别适用于各个债务关系，以减少重复，避免矛

盾。这特别表现出，将合同法与侵权责任法与这有关部分，整合于债法总则一体规定的益

处。（３）是故，关于债之发生以外的事项，是否有必要制定侵权责任法与合同法之专法分
别一一周全规定，以及无因管理（《民法通则》第９３条）及不当得利（《民法通则》第９２
条）之进一步的详细规定要安置于哪里。值得检讨。参酌民法通则，检视民法总则、合同

法、侵权责任法可归纳其专法之立法模式主要遭遇之问题如下。

（一）基础概念的建构

受法律规定之事实，即是法律事实。因其为法律所规定，而能生法律效力。即便是法

律规定为无效之法律行为，亦可能因法律之规定，而产生不以所表示之法效意思的内容为

内容，而以法律所定之损害赔偿关系为其内容的效力。法律事实的态样涵盖行为及非行

为（自然事件）。当中，行为指人之有意识的动静。人之无意识的动静归类于非行为（自

然事件）。行为又分法律行为、准法律行为（意思通知、感情通知、事实通知）、事实行为。

准法律行为虽含有一定之意思，但不以该意思之内容，而以法律所定之内容为其效力之内

容。事实行为，指不含法效意思，且未经法律拟制为意思表示之行为。

现代民事法以私法自治原则为其建制的基础。所以为民事法之建制，应取向于私法

自治原则之价值，取舍规范对象之特征，建构概念。其方法为：首先建构可为权利及义务

之归属对象的权利主体，并称之为人：含自然人及法人。民法总则概称其为民事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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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参见崔建远：《债法总则与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４期，第７３页。



（《民法总则》第一章），其可为权利及义务之归属对象的资格，定义为一般权利能力。这

是自然人与生俱来的能力或资格，在其始于初生，终于死亡之生存期间，当然享有（一般）

权利能力（《民法总则》第１３条）。与之不同，法人则是一种组织，依法律之创设，享有法
律所赋予之权利能力（《民法总则》第５７条）。其次是建构权利客体，《民法总则》第五章
概称其为民事权利。本章包罗广泛，除几乎涵盖全部民事权利或其客体的种类外，第１１８
条还规定意定及法定之债的发生事由，并定义了债权：特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

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其中第１１９－１２２条并规定了其相关的请求权。
再则规定法律行为的概念。《民法总则》第１３３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

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由该条规定可以导出，法律行为包

含意思表示，以意思表示为工具，其效力足以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是一切法律

关系，依行为人之法效意思而发展的枢纽。该条并未对意思表示加以定义。典型的情形，

意思表示为由法效意思及表示行为组成之单元。〔３６〕 例外的情形可能欠缺其一，例如心中

保留或意思实现（《合同法》第２６条第１款后段），或甚至二者皆缺，例如不为可否之表示
时，将其沉默拟制为承认或拒绝承认（《民法总则》第１４５条第２款前段，《合同法》第４８
条第２款前段）。这已涉及意思表示之存在的拟制。合同或契约为双方或多数人一致之
意思表示所构成之法律行为。其特征为：当事人就有权参与决定之事项共同所做之决定，

得以要约及承诺或协议书之签署等方式为之。

（二）意定之债与法定之债

债之效力为：特定人得对特定人请求特定给付之关系。一个法律关系只要具备债之

法律效力的特征，不论其系以法律行为或法律为其规范基础，皆是债的关系。其以法律行

为为规范基础者，不论其所依据者是无名契约、有名契约或混合契约，皆是意定之债；其以

法律为规范基础者，是法定之债，例如无因管理（《民法总则》第１２１条）、不当得利（《民法
总则》第１２２条）与侵权行为（《民法总则》第１２０条）。

意定之债之新近的发展注重在：以数据电文为意思表示的方法（《合同法》第１１条
%

第１６条）、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合同法》第３９－４１条）、制定保护消费者权益之专法
（《合同法》第１１３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３７〕 由于合同（契约）涵盖类型庞杂，所以，有
可能，也必须针对一些在交易习惯上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的类型，按其主要给付义务之

特征，制定相关之定义，并针对其规范需要，制定相关之强制规定及任意规定，以调整或补

充当事人所约定属于各该类型之契约，并在规范上给于一定名称，成为法定之有名契约。

未经制定为有名契约之契约，即使在交易上亦已成型，但为保留给契约当事人较大之自治

的余地，在规范上并不将之制定为有名契约。对此种无名契约，没有专属之强制规定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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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３７〕

ＭüｎｃｈｅｎｅｒＲｅｃｈｔｓｌｅｘｉｋｏｎ，Ｂａｎｄ３，ＶｅｒｌａｇＣ．Ｈ．Ｂｅｃｋ１９８７，Ｓ．１２０４；Ｌａｒｅｎｚ／Ｗｏｌｆ，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
Ｒｅｃｈｔｓ，９．Ａｕｆ．，Ｍüｎｃｈｅｎ２００４，§２２Ｒｎ．３．
德国民法债编之相关规定：电子表示方式（§§１２６ａ～１２６ｂＢＧＢ）、一般契约约款（§§３０５～３１０）、消费者之解
除、撤回或退货权（§§３４６～３６０ＢＧＢ）、消费品之买卖（ｖｅｒｂｒａｕｃｈｅｒｓｇüｔｅｒｋａｕｆ）（§§４７４～４７９ＢＧＢ）、企业与消
费者间之消费借贷契约、融资性租赁契约、分期付款契约（§§４８８～５１２ＢＧＢ）。



意规定对之为调整或补充。在民事法定有债编之立法例，通常将这些有名契约汇总规定

于债编分则。由于有名契约及无名契约尚有其共通事项，所以为避免在各有名契约为重

复规定，以简化并避免冲突，在规范规划上，有就这些共通事项汇总规定的规范需要，其规

定即汇总称为债法总则。这当中除包括契约之缔结的基本成立及生效要件外，并包含其

发展有关事项：债务之履行或不履行、保全、债权之移转及债务之承担、债之消灭、多数债

权人或多数债务人。

然因为契约规定，除适用于债务关系外，也可能适用于物权、亲属或继承关系，所以，

这部分规定中，其与契约之缔结的基本成立及生效要件有关部分，在系统上亦有可能配置

于民法总则，置于法律行为章中，意思表示后之契约节中（例如德国民法 §§１４５－１５７
ＢＧＢ），而只将其与债之发生、契约之解除、撤回有关部分保留于债法总则（例如德国民法
§§３１１－３６０ＢＧＢ）。此外，另有与债之消灭、债权之移转、债务之承担、债之保全、多数
债权人或债务人等与意定之债及法定之债共通之事项亦汇总规定于债法通则（例如德国

民法§§３６２－４３２ＢＧＢ）。这部分台湾地区“民法”的配置与德国民法相同；与之不同者
为，台湾地区“民法”将契约之一般规定全部配置于债法总则，没有将与契约之缔结的基

本成立及生效要件有关部分，配置于民法总则。

法定之债，德国民法将之配置于债编分则（§§６７７－６８７ＢＧＢ，§§８１２－８２２
ＢＧＢ，§§８２３－８５３ＢＧＢ），而台湾地区“民法”则将之配置于债法总则（台湾地区“民
法”第１７２－１７８，１７９－１８３，１８４－１９８条）。将之配置于债法总则的意义为：（１）使债法
分则只规定契约之债。（２）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及侵权行为之债的发生，除皆以法律为其
规范依据外，其间并有系统上之关连，皆具有未经允许，介入他人事务或权益之情形。当

无因管理不适法，且造成损害时，兼有侵权行为之属性；当无因管理之管理利益大于管理

损害，且本人不愿承认时，管理人对于本人得请求不当得利之返还。（３）当无因管理适法
时，管理人得与委任的情形相同，请求管理费用之偿还。此所以无因管理被论为准契约关

系。（４）因此，如将其规定于债法总则，比较适合彰显其间之系统上的关连。这个特色亦
表现在知识产权之无权使用或侵害的赔偿规定（《商标法》第７１条、《专利法》第９７条、
《著作权法》第８８条：请求损害赔偿时，其损害之计算）。

（三）意定之债与法定之债之不同与相同规范需求

意定之债与法定之债之不同特征在其发生之规范基础，共同特征为其皆属于债之关

系。其发生之规范基础虽有法律行为与法律之区别，但皆属于债之发生问题。如将其汇

总在债法总则，可以互相彰显。至其发生以外之项目，因在发展上具有相同之规范需要，

汇总规定在债法总则，在体系上可避免重复〔３８〕及矛盾。从民法总则及合同法皆对于意

思表示加以规定的结果，造成大量重复，以及有时对于相同要件事实连结不同法律效力之

冲突的情形，亦显示对债法进行系统处理，将共通部分汇总规定于通则的正面价值：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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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就合同及侵权责任分别制定专法，而只要分别就其债之发生的基本成立及生效要件周

全规定即可。剩余部分可共享一部总则规定与其发展有关的事项。同理，如要特别彰显

对于人格权之保护的意旨，其实与消费者权益之保护的情形类似，如德国民法之发展所

示，后来还是朝汇总至债法中的方向演进。盖非如是，不容易克服重复规定及因之衍生的

过多法条竞合、请求权（规范）竞合的问题。

（四）人格权之保护的规范配置问题

人格权之保护的相关制度，较为复杂，涉及个人之人格地位的肯认、个人与国家间、个

人之间不同层次关于人格权之侵害或行使之调协的问题。自然人之人的资格的普遍承

认，为现代法制之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自然人之人的资格要可化约为人的资格（人格），

以“一般权利能力”表现出来。〔３９〕 人格的承认是关于自然人，在规范上之保障的根本基

础。确立自然人皆生而平等，是“人”而不是“物”，享有“人格”开始，人之存在意义才被

平等的确立，肯认每一个人皆有享受权利或负担义务的资格。关于该资格的取得，有谓是

天赋人权，与生俱来；有谓是依法取得。〔４０〕 当将人的资格轻描淡写称为“一般权利能力”，

即得为权利或义务之主体的法律地位，一时可能不能领会其根本的重要性。然必须注意，

在该出发点上，始能逐步确立对于自然人应当展现之规范状态：“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

律平等”（《民法通则》第１０条）。该规范状态即在于确保每一个人皆有自由，得依其意思
发展自己，且其发展取得的成果应受到保障。鉴于人之本体的存在，以及该自由发展的自

由及发展的成果，可能受到国家或他人的干预与剥夺，所以分别针对来自国家或他人的干

预与剥夺，发展出，（１）框限国家公权力的制度：基本权利之保障，并将该保障提升到宪法
的层次；以及（２）针对来自他人之侵害发展出民事法、刑事法（例如台湾地区“刑法”第
２２１－２３０条关于妨害性自主罪，第２９６－２９８条关于妨害自由罪，第３０９－３１４条关于妨害
名誉或信用罪）以及行政法（例如各种经济管制）关于人格权的保护制度。其在民事法上

之表现，即为透过课以民事责任，保护人格权。由于人格权与财产权一样，涵盖的范围极

其广泛，一时难以完全掌握各种人格权之保护上的规范需要，所以，正如关于财产权，债法

之各种契约的规定，没有能力，将全部契约类型，预以有名契约规范之；关于人格权，一时

亦没有能力，就人格权的客体（人格利益）完全予以类型化，给予各该类型具体之人格利

益的特别名称，在其受侵害时，给予恰如其所需之请求权。是故，在此同时，也犹疑于，是

否承认“一般人格权”，以概括一切可能之人格利益的类型，统一加以规范。此所以德国

民法关于人格权之保护的规定，先由特别人格权出发，而后才在学说及司法实务之协作

下，逐步肯认一般人格权。即便如此，侵害不同有名特种人格权与一般人格权之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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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４０〕

与“一般权利能力”相对，为“特种权利能力”。前者，在规范上为，人之所以为人的资格及其效力的规定。该资

格（权利能力），人人与生俱来，皆可平等享有。其有无是“人”与“物”或得为“权利主体”或仅是“权利客体”之

区别；后者，指享有一定权利之资格，需依法在满足一定要件时，始能取得。例如得从事一定之业务的资格，通常

利用证照来管理。

《民法通则》第９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
务。”亦即采依法取得说。台湾地区“民法”第６条规定：“人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此即采“与生俱
来说”。



还是不尽相同。例如在一些有名的人格利益，而不是一切人格利益之侵害，被害人或与其

有一定法定关系之亲属，始得请求财产上或非财产上之损害的赔偿。〔４１〕

因各种人格权或人格利益所需之保护的规范需要不同，所以，关于人格权之保护规定

的法典化，其规定在法典之配置便不一定适合配置于一部法典集中加以规范。例如关于

一般权利能力的规定，适合配置于民法总则关于权利主体（人）的章节中，而关于特种权

利能力中之证照的规定，适合分散规定各该证照所属行业之行政法中。关于人之基本权

利所涉人格权的规定，因系国家机关行使公权力之框架性的基础，所以适合配置于于宪法

中规定之，以直接拘束立法、行政及司法机关，皆必须一体遵行。然这些规定要直接适用

于民事关系，原则上尚须经法律予以具体化于法律中，或经法院因缘于实证法，透过类推

适用、目的性扩张、目的性限缩予以实证法化。此为宪法原则须经实证法化始得直接适用

于民事关系的问题。〔４２〕 经过实证法化后，其相关规定已演变为民事法的一部分。这部分

所规范之事项通常涉及无法律上原因（未经允许亦无法律依据）侵入他人之人格权，所

以，视情形，具有无因管理、不当得利或侵权行为之特征，应受其规范。是故，应针对所受

侵入之人格利益的规范需要，规划适当规定，并依其构成要件之特征的属性配置于规范

无因管理、不当得利或侵权行为之法典中。其中固然主要为侵权责任法，但不能穷尽涵

盖。必须附带指出的是：当人格权之行使或侵入，涉及知识产权的行使、市场竞争或国

家经济行政（宏观调控），其相关规定，可能应配置于知识产权法、竞争法、经济管制法、

经济补贴法。要之，以一部法典穷尽圆满规范与人格权之保护有关的问题，固然可以使

一般人比较容易全盘掌握与理解，提高其一站解决的可能性，但当这些部分被抽离，其

对各部门法的割裂影响，亦不可小观。其实，不同学说之目标如皆在于对人格权提供恰

如其分之保护，可能还是要针对各种人格利益之保护上的规范需要，为具体规定之规范

规划，并配置于其规范内容在法律体系上适合之系统位置，分散或集中配置各有利弊，

不宜趋于极端。〔４３〕

其实，民事法上与人格权之保护比较亟待解决的是，当将受保护之人格权益扩张至全

覆盖时，不同之人格权益之被侵害人，固当皆有防卫性请求权，但是否皆应有不当得利请

求权或损害赔偿请求权，则尚待实务逐案论证，尚非可一概而论。〔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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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９５条第１项规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体、健康、名誉、自由、信用、隐私、贞操，或不法侵
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节重大者，被害人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其名誉被侵害者，并得请

求回复名誉之适当处分。”其中所称“其他人格法益”即是一般人格权，其侵害限于“情节重大者”，被害人始得请

求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至于财产上损害赔偿，则限于不法侵害他人致死（第１９２条）或不法侵害他人之身体或
健康（第１９３条）的情形。关于非财产上损害的赔偿，德国民法第２５３条规定：“非财产上的损害仅于法律有规定
的情形得请求赔偿（第１项）。因侵害身体、健康、自由或性自主而应赔偿损害者，就非财产损害也得请求以金钱
衡平赔偿（第２项）。”
Ｅｓｓｅｒ，ＧｒｕｎｄｓａｔｚｕｎｄＮｏｒｍ，２．Ａｕｆｌ．，１９６４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Ｓ．１３２ｆｆ．；黄茂荣：《论法理》，《植根杂志》第３３卷第８期，
第２８１页以下。
关于人格权在法律体系中之配置的热烈讨论，主张人格权单独设编，参见杨立新：《对民法典规定人格权法重大

争论的理性思考》，《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９０页以下；反对人格权单独设编，参见梁慧星：《中国民法
典中不能设置人格权编》，《中州学刊》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４８页以下。
Ｌａｒｅｎｚ／Ｗｏｌｆ，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９．Ａｕｆｌ．，Ｍüｎｃｈｅｎ２００４，§８Ｒｎ．５５ｆｆ．



（五）附论：台湾地区人格权受侵害时之请求权

当权利受侵害时，其法律上之保护，首先有除去及防止侵害请求权，而后视情形，可能

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及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鉴于一个人当然不得侵害他人之权利，所以除去及防止侵害请求权不但原则上适用

于各种权利，〔４５〕而且不以其侵害有可归责于加害人为要件。〔４６〕 例如关于所有权及其他

物权，台湾地区“民法”第７６７条规定：“所有人对于无权占有或侵夺其所有物者，得请求
返还之。对于妨害其所有权者，得请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权之虞者，得请求防止之

（第一项）。前项规定，于所有权以外之物权，准用之（第二项）。”关于占有，第９６２条规
定：“占有人，其占有被侵夺者，得请求返还其占有物；占有被妨害者，得请求除去其妨害；

占有有被妨害之虞者，得请求防止其妨害。”关于姓名权，第１９条前段规定：“姓名权受侵
害者，得请求法院除去其侵害，……”关于一般人格权，第１８条第１项规定：“人格权受侵
害时，得请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时，得请求防止之。”因此，依台湾地区“民

法”的规定，人格权受侵害时，其受侵害人之除去及防止侵害请求权有明文之规范基础。

倒是其损害赔偿请求权及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尚存在一些问题。

权利受侵害时，其权利人必须有侵权行为或危险责任之法律依据，始得对于加害人请

求损害赔偿。当中虽然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８４条第１项前段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
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负损害赔偿责任。”且人格权为法律所肯认之权利，但因第１８条第２
项规定，人格权受侵害时，以法律有特别规定者为限，得请求损害赔偿或慰抚金。所以，因

人格权受侵害，而要请求财产上损害赔偿或慰抚金（非财产上损害赔偿），在第１８４条第１
项前段之外，必须法律另有特别规定为其依据。在侵权行为法之人格权的保护，上开规定

采特别人格权主义。因此，人格权之保护范围的扩张，有赖于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９２－
１９５条所列举之人格权种类的增列。或透过第１８４条第１项后段所为之法律补充。〔４７〕 然
关于其赔偿方法，亦有应予限制的部分。例如台湾地区“司法院”“９８．０４．０３．大法官释字
第６５６号解释”：“‘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项后段规定：‘其名誉被侵害者，并得请求
回复名誉之适当处分。’所谓回复名誉之适当处分，如属以判决命加害人公开道歉，而未

·３２·

民法典之债法的编纂

〔４５〕

〔４６〕

〔４７〕

债权虽为法律保护之权利，但由于必须透过毁损债之有体标的或阻止债务人为劳务之给付，始能妨碍他人债权

之实现，加损害于债权，所以，在第三人侵害债权之行为与债权之侵害结果间，可能因欠缺直接性，而不备故意、

过失及因果关系之要件。此外，在因竞买而使债权人不能实现其债权的情形，虽备故意或过失及因果关系之要

件，但可能因肯认竞争之正当性，而阻却违法，以致不构成不法之侵权行为。例如台湾地区“民法”第２４４条第３
项规定，债务人之行为非以财产为标的，或仅有害于以给付特定物为标的之债权者，不适用前二项关于诈害债权

之规定。从而债权人不得请求除去或防止其妨害，或请求损害赔偿。

在德国，对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权之除去及防止侵害请求权或不作为请求权以德国民法第１００４条第１项第一
句之类推适用为依据（Ｌａｒｅｎｚ／Ｗｏｌｆ，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９．Ａｕｆｌ．，Ｍüｎｃｈｅｎ２００４，§８
Ｒｎ．５２，５４；Ｗｏｌｆ／Ｎｅｕｎｅｒ，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１０．Ａｕｆｌ．，Ｍüｎｃｈｅｎ２０１２，§１３Ｒｎ．２４；Ｊüｒｇｅｎ
Ｈｅｌｌｅ，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ｅＰｅｒｓ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ｓｒｅｃｈｔｉｍＰｒｉｖａｔｒｅｃｈｔ，８４ｆｆ．）。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四十一年度台上字第２７８号民事判例”：“民法亲属编施行前之所谓夫权，已为现行法
所不采，故与有夫之妇通奸者，除应负刑事责任外，固无所谓侵害他人之夫权。惟社会一般观念，如明知为有

夫之妇而与之通奸，不得谓非有以违背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之故意，苟其夫确因此受有财产上或

非财产上之损害，依‘民法’第１８４条第１项后段，自仍得请求赔偿。”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五十五年度台上
字第２０５３号民事判例”同此见解。



涉及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损及人性尊严之情事者，即未违背‘宪法’第二十三条比例原则，

而不抵触‘宪法’对不表意自由之保障。”

特别人格权主义关于人格权之保护的限制并不及于他人因侵害人格权而取得利益

时，人格权人对其享有之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依不当得利之规定，其返还请求权之成

立，固不以取得利益者，有可归责之事由或知无法律上原因为要件。但其对人格权之侵

害，必须与该人格权配属于人格权人之利益相冲突，人格权人始得主张因该人格权之侵

害，有配属于其人格权之利益移动至加害人，满足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在成立上关于有财

产利益之移动的要件，构成侵入性之不当得利。〔４８〕 侵害他人格权者，是否知其受领利益

无法律上原因，与其应返还之利益的范围有关。不知者，其所受之利益已不存在者，免负

返还或偿还价额之责任（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８２条第１项）；受领人于受领时，知无法律
上之原因或其后知之者，应将受领时所得之利益，或知无法律上之原因时，所现存之利益，

附加利息，一并偿还，如有损害，并应赔偿（第１８２条第２项）。
以上说明显示，关于人格权之保护的规定并不能全部集中于民事法或民事法中之一

编。至少就与权利能力有关部分，应配置于民法总则；就其授权使用部分，应配置于债法

中之合同；就其侵害有关部分，应配置于债法，且视情形，配置于侵权责任、不当得利、无因

管理有关章节。至于当涉及国家机关对基本权利之限制或私人间关于其基本权利之冲突

（例如个人隐私权与大众传播媒体之采访与报道自由），应依“宪法”或经“宪法”授权制

定之法律的规定。〔４９〕

（六）知识产权之保护的规范配置问题

关于知识产权之完善的保护，类似于人格权，有跨部门法的态势。首先关于其发生，

著作人原则上固于著作完成时享有著作权。但专利权及商标权皆须先依专利法或商标法

践行一定之行政程序为申请核准或注册，始能取得。至其授权他人使用，在民事法上，视

其关于对待给付（授权费用）之约定内容，可能该当于各种债务契约。当中权利的买卖或

折价入股虽有该当之有名契约，但法律规定之内容远远不敷所需。至如约定为授权使用

收益，不但民法并无权利租赁之有名契约（合同），而且在非排他性之授权，可能形成相当

复杂之平行授权的竞争关系及由之衍生的问题。其次，知识产权因具有独占性，随其市场

地位的强弱，又可能引起竞争法上，关于市场地位之滥用的经济管制。有时甚至有强制授

权的要求。是故，在债法上，要像物之租赁一样，对其预为规定，定为有名契约，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盖不但其可能该当者，不限于一个有名契约，且不易切合具体授权关系之规范

需要。如真要对其预为制定有名契约（合同），则一方面必须有数种有名契约（合同）供为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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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４９〕

Ｌａｒｅｎｚ／Ｗｏｌｆ，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９．Ａｕｆｌ．，Ｍüｎｃｈｅｎ２００４，§８Ｒｎ．５７．
台湾地区“司法院”“释字第６８９号”：“……‘社会秩序维护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旨在保护个人之行动自
由、免于身心伤害之身体权、及于公共场域中得合理期待不受侵扰之自由与个人资料自主权，而处罚无正当理

由，且经劝阻后仍继续跟追之行为，与法律明确性原则尚无抵触。新闻采访者于有事实足认特定事件属大众所

关切并具一定公益性之事务，而具有新闻价值，如须以跟追方式进行采访，其跟追倘依社会通念认非不能容忍

者，即具正当理由，而不在首开规定处罚之列。于此范围内，首开规定纵有限制新闻采访行为，其限制并未过当

而符合比例原则，与‘宪法’第十一条保障新闻采访自由及第十五条保障人民工作权之意旨尚无抵触。又系争

规定以警察机关为裁罚机关，亦难谓与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有违。”



选择，另一方面也只能就其民事关系加以规定，不能涉及竞争法上之管制项目。

（七）民法总则与债法总则或合同法间的规范配置问题

就规范事项，在民法总则与债法总则或合同法间发生配置问题者，〔５０〕主要为（１）关于
民事法之一般原则（基本规定或原则）；（２）关于自然人之行为能力，《民法总则》第１８－
２４条虽已有比较完整的规定，《合同法》第４７条还是再为部分之重复或补充之规定；
（３）法律行为中之契约及法律行为之代理（《民法总则》第１７０－１７２条及《合同法》第４８
－５０条，关于无权代理及表见代理），关于权利之行使、自力救助、正当防卫及紧急避难
（《民法总则》第１８１、１８２条及《侵权责任法》第３０、３１条），意思表示之瑕疵（错误、受诈欺
或胁迫），要规定于民法总则或债法总则，委决不下时，便在民法总则与债法总则或合同

法重复规定之。重复规定之缺点至少为繁复，例如关于意思表示之方式，民法总则（第

１３５、１３７条）及合同法（第１０、１１、１６条）；意思表示之瑕疵，《民法总则》第１４７－１５０条及
《合同法》第５４条皆有规定：表意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４）关于
承担责任的方式，《民法总则》第１７９条规定：“（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
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继续履行；（八）赔偿损

失；（九）支付违约金；（十）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一）赔礼道歉。”侵权责任法第１５条
之规定，除将“（六）修理、重作、更换；（七）继续履行及（九）支付违约金”扣除外，其余内

容相同。以上引述之规定的情形，显示为使与侵权责任法及合同法有关规定在体系上比

较严整，有必要对必须配置于侵权责任法及合同法外之规范项目，妥予规划。由于已制颁

之民法总则不容易吸纳这些必须在侵权责任法及合同法外规范之项目，特别是考虑到意

定之债及法定之债，在履行、移转、保全、多数债权人及多数债务人之共通的规范需要，制

定债法总则可能是比较容易安排的方式。

四　结　论

为生活事实有规范上的需要，制定法律对之加以规范，以建立或维持所期待之法秩

序。当现行法不能满足生活事实之规范需要时，便产生法院必须予以补充之法律漏洞。

民法典中相关规定之发生与发展亦然。各个法律规定都有其要规范之生活事实，生活事

实不同时，其规范需要亦可能不同，从而分别有其法律规定。假设不同之生活事实有相同

之规范需要，则在该规范需要相同之基础上，为之产生之法律规定的内容便可能相同。是

故，其相同并不足为奇。例如合同之债及侵权责任中存在之生活事实虽然不同，但引起的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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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关于民法总则与合同法或侵权责任法间之规范重复或配置的问题的意见，参见王利明：《民法分则合同编立法研

究》，《中国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２５－２８页；杨立新：《民法总则新规则对编修民法分则各编的影响》，《河南财
经政法大学学报》第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６－８页。他亦认为应避免民法总则与合同法规定间之重复与冲突：“《民
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至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只规定了撤销权，没有规定变更权。对此，合

同编不得再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可变更权。”以消除其间之冲突。另他尚有关于不可抗力、正当防卫及紧急避险

究应规定于民法总则或侵权责任法的讨论，认为“紧急避险和正当防卫还是应当规定在侵权责任编中，不可抗力

则可规定在民法总则中。”该见解与德国民法第２２７－２３１条及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４９－１５０条，将之规定于民法
总则的配置不同。



规范需要，可能相同。

二件事务可能在不同之逻辑层次加以比较，从而在不同层次，有不同之判断。例如契

约之债与侵权责任之债，其发生原因虽然不同，然在其发生后之发展有关事项，有可能因

其皆是债的关系，而有相同的规范需要，例如关于其债之保全、清偿、债权之移转、债务之

承担、债之担保或关于多数债权人或债务人的规范，不一定必须区别其究为约定之债或法

定之债。然关于解除，则必须是契约之债始有解除的问题。此外，也必须是继续性契约，

始有终止的问题。另虽然同样是契约之债，其解除或终止的规定，亦不必皆同。例如关于

童工契约之解除或终止与非童工契约之解除或终止的规定，便应该不同，以避免保护童工

之规定的适用结果，反而不利于童工。〔５１〕 是故，债法总则之规定得否适用于一切债务关

系，与是否有制定债法总则之正当理由，不是一个相干的论点。〔５２〕 有无适用性，取决于所

涉生活事实，是否该当于预设之构成要件。至于该构成要件，是否应配置于债法总则，要

看该规定在民法典之外在体系或内在体系上的地位。例如关于契约之缔结的规定，对于

各种有名契约具有共通性，适合配置于债法总则（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５３－１６６条的规范
模式）。另因契约关系亦可能涉及物权、亲属及继承关系，所以可认为应配置于民法总则

（德国民法第１４５－１５７条的规范模式）。关于源自契约之债务关系，德国民法另于第３１１
－３６０条详为规定。
民法典的制定是一件大工程。为求其在表现自己国情或文化特色的同时，也能与其

他进步立法例契合，以吸纳各方知识与经验，其规划在系统上除应取向于事务特征及相关

价值原则外，并应力求简约流畅，俾有助于将来吸收他人之长，并对外拓展自己行之有效

的经验。民法典之重点规范项目中，物权、亲属及继承具有比较多之本土特色，所以其比

较法上考虑的重要性较低；而民法总则，因为是民事法之基础；债法，因为是所有民事法之

动态运转的枢纽，在国际经贸来往上特别具有重要性，必须妥为规划，以兼顾本土及国际

化上的规范需要。

民法典因为要管尽天下民生活动，内容繁多，如不对之预为系统化的规划，会因多而

趋于杂，容易引起漏洞及规范冲突。是故，如何归纳发现其中之共相与殊相，以建立其价

值逻辑体系，极为重要。其建制方法为：取向于所要实现之规范价值，取舍拟规范之事项

的特征，建构概念、类型及体系。〔５３〕

关于民法总则与债法总则之编纂，有几个重要项目必须在其间配置：（１）可能适用于
全部民事关系之事项，例如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意思表示及契约之缔结、条件及期限、消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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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５２〕

〔５３〕

关于童工，德国民事法之实务，发展出事实上契约说，规定童工契约本来虽应自始无效，但为保护童工，认为童工

契约如有履行，则在其履行之限度，该契约违反强制规定之瑕疵，获得救赎，视为有效。请参考 Ｌａｒｅｎｚ／Ｗｏｌｆ，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ｖ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９．Ａｕｆｌ．，Ｍüｎｃｈｅｎ２００４，§４４，９ｆｆ．；Ｓｏｅｒｇｅｌ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Ｌａｎｇｅ／Ｈｅｆｅｒｍｅｈｌ，
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ｚｕｍＢＧＢ，１１．Ａｕｆｌ．，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９７８，Ｒｚ．８６．Ｖｏｒ§１４５。
有学者认为，要求债法总则对具体的债必须完全适用才有存在价值的见解是极不可取的。参见柳经纬：《关于如

何看待债法总则对各具体债适用的问题》，《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５期，第８８页。
关于如何编纂民法典及债法总则，大陆学者及相关机关投入巨大的科研能量于反省与展望。参见崔建远：《检讨

中国债法的现状与未来》，《法律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１３５页以下；王竹：《民法典起草实用主义思路下的“债
法总则”立法模式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１２１页以下；薛军：《中国民法典
编纂：观念、愿景与思路》，《中国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４１页以下。



灭时效、权利滥用、自力救助等，应依序配置于民法总则规定之；（２）代理因与民事法各编
皆有关连，所以亦宜配置于民法总则；（３）关于契约之债的履行及不履行，含双务契约、
契约之结合、撤回、解除、终止、定金及违约金等应配置于债法总则中契约项下；（４）债
之发生原因，虽有以法律行为（契约）或以法律，为其规范基础的不同，但因其相同的存

在于发生的层次，皆是债之发生原因，所以适合规定在债法总则中之债之发生原因，以

纯化债法分则所规定的事项，使基本上限于意定之债的给付与对待给付等关于各有名

契约（合同）具有类型特征之债权、债务的内容及其专属之行使或发展有关事项。在这

一点，在民国时期所制定，适用于台湾之民法是有创意的；（５）债之一般内容（标的）、债
之保全、债之消灭、债权之移转及债务承担、多数债权人及多数债务人等事项，对于各

种约定之债及法定之债皆有关连，所以应配置于债法总则，以普遍适用于约定之债及法

定之债。就约定之债及法定之债，如分别以其代表之发生原因的类型，制定专法，亦即

制定合同法及侵权责任法，以规范其主要类型，则会面临就前开事项，必须在合同法及

侵权责任法重复规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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