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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強制執行之延緩 

壹、延緩執行之意義 
強執法第十條： 
Ⅰ實施強制執行時，經債權人同意者，執行法院得延緩執行。 
Ⅱ前項延緩執行之期限不得逾三個月。債權人聲請續行執行而再同意延

緩執行者，以一次為限。每次延緩期間屆滿後，債權人經執行法院通

知而不於十日內聲請續行執行者，視為撤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 
Ⅲ實施強制執行時，如有特別情事繼續執行顯非適當者，執行法院得變

更或延展執行期日。 
 

強制執行程序貴在迅速實現債權人之權利，而強制執行之延緩規定，

可謂債權人與債務人對強制執行程序之私的自治解決。 
然強執法之所以容許執行當事人進行私的自治解決，係因強制執行程

序須耗費相當之時間費用，且拍賣之價格通常較市價為低，對債務人甚為

不利，故如能基於執行當事人之同意暫緩執行，使債務人得任意履行，則

既可節省執行費用，債權亦獲滿足，可謂符合強制執行程序之經濟性，故

設有經執行當事人同意延緩執行之制度。 

貳、延緩執行之要件與限制 

一、要件─延緩須得執行債權人之同意 

由於延緩執行係當事人對執行程序私的自治解決，且延緩執行難免影

響債權人之利益，故法條明定須經債權人同意。 
此延緩執行之規定不僅金錢債權執行有其適用，其他如物之交付、行

為不行為請求亦有適用。惟須注意者係，在金錢債權之執行中，延緩

執行須經債權人同意之「債權人」範圍，除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人

外，尚應包括依強執法第三十三、三十四條雙重聲請強制執行與聲明

參與分配之債權人。蓋於先聲請程序延緩後，執行法院得依雙重聲請

強制執行及聲明參與分配債權人之聲請，繼續執行，故如未獲該兩者

之同意，無法達延緩執行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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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限制 

延緩執行之期限限制：明定延緩執行之期限每次不得逾三個月。 
延緩執行的次數限制：兩次。 
即延緩執行最多僅能兩次，期間不能逾六個月。且每次延緩期間屆滿

後，債權人經執行法院通知而不於十日內聲請繼續執行者，視為撤回強制

執行之聲請。 

參、因特別情事變更或延展執行期日─苛酷執行之禁止 
強執法第十條第三項： 
實施強制執行時，如有特別情事繼續執行顯非適當者，執行法院得變更

或延展執行期日。 
 

此處所稱有特別情事繼續執行顯非適當，係指執行法院之執行，顯與

善良風俗有違，如債務人或家屬突然臥病在床，而執行遷讓房屋等是。 

第四款 強制執行之停止 

壹、意義─強制執行之停止與強制執行程序之延緩及撤

銷，有何不同之處？ 
如同前面一再強調的，強執法為求迅速執行，許多架構性的規定均是

基於此性質而生，如判決機關與執行機關分離等是。惟除第三款所介紹基

於債權、債務人合意，而延緩強制執行程序之進行外，本款要介紹基於法

定事由而為之「執行程序之停止」。 
依強執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

定外，不停止執行。」即係因法律上之事由，將執行程序依當時之狀態予

以凍結。此與強制執行程序之撤銷，不同之處在於後者不僅須停止執行程

序，並須撤銷已為之執行處分，回復未執行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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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文依據 意 義 要 件 限 制 

強
制
執
行
之
延
緩 

強執法第十條。 基於債權人與

債務人雙方之

同意，使強執

程 序 暫 時 停

止，俟延緩期

限屆滿後再續

為執行。 

須執行債權人同

意。 
延緩執行期限不得逾三

個月。 
債權人聲請續行執行而

再同意延緩執行，應以

一次為限（強執§10Ⅱ
前段） ⇒ 亦即延緩執

行至多僅能二次，期限

不得逾六個月。 
強
制
執
行
之
停
止 

強執法第十八條。 基於法律規定

之事由，使執

行程序依當時

之狀態，直接

予以凍結。 

強執法第十八條

第二項。 
 

強
制
執
行
之
撤
銷 

強執法第十三條、

第十六條、第十七

條、第七十條第五

項、第七十一條前

段、第五十八條第

一項……。 

指執行法院除

去已為之執行

處分，使當事

人之權利狀態

回復為未曾執

行之狀態。 

因債權人意思

而撤銷。 
執行法院依職

權撤銷。 
因一定文書之

提出而撤銷。

 

 

貳、停止執行之事由 

一、強執法規定之事由 
強執法第十八條第二項： 
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

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

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

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 
 

承上，可得知法院停止執行裁定之要件： 
須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之訴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

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

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