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民法總則編修正條文對照表 

97 年 5 月修正後最新條文 97 年 5 月修正前舊法條文 說 明

第十四條 對於因精神障礙或

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

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

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

，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

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

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

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

構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 
受監護之原因消滅時，

法院應依前項聲請權人之聲

請，撤銷其宣告。 
法院對於監護之聲請，

認為未達第一項之程度者，

得依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規

定，為輔助之宣告。 
受監護之原因消滅，而

仍有輔助之必要者，法院得

依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變更為輔助之宣告。 

第十四條 對於心神喪失或精

神耗弱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

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

最近親屬二人或檢察官之聲

請，宣告禁治產。 
禁治產之原因消滅時，

應撤銷其宣告。 

一、本次修正「成年監護制度

」，重在保護受監護宣告之

人，維護其人格尊嚴，並確

保其權益。鑒於現行「禁治

產」之用語，僅有「禁止管

理自己財產」之意，無法顯

示修法意旨，爰將本條「禁

治產」，修正為「監護」。

另第十五條「禁治產人」，

並配合修正為「受監護宣告

之人」。 
二、現行條文第一項前段「心

神喪失或精神耗弱致不能處

理自己事務」之規定，語意

極不明確，適用易滋疑義，

爰參酌行政罰法第九條第三

項及刑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

定，修正為「因精神障礙或

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

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

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

，俾資明確。 
三、另現行條文第一項有關聲

請權人之規定，其範圍過狹

，不符實際需要，爰參考本

法第一千零五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酌予修正放寬其範圍

。又本項所稱「主管機關」

之定義，依相關特別法之規

定；例如老人福利法第三條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二條

、精神衛生法第二條。 
四、現行條文第二項對於撤銷

宣告由何人發動，並無規定

，爰增訂「法院應依前項聲

請權人之聲請」，撤銷監護

宣告；亦即其聲請權人，與

第一項所列有監護宣告聲請

權之人相同。 
五、本次修正增訂精神障礙或

其他心智缺陷未達應為「監

護宣告」程度，僅為能力顯

有不足者之「輔助宣告」制

度，法院對於監護之聲請，

認為未達本條第一項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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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依第十五條之一第一

項規定，為輔助之宣告，爰

增訂第三項。 
六、受監護宣告之人精神障礙

或其他心智缺陷狀況改善，

已無受監護之必要，惟仍有

受輔助之必要者，理應准由

法院據第一項聲請權人之聲

請，依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

規定，逕行變更為輔助之宣

告，俾簡化程序，爰增訂第

四項。至於法院所為原監護

宣告，則當然失效。 

第十五條 受監護宣告之人，

無行為能力。 
第十五條 禁治產人，無行為

能力。 
一、「禁治產人」，修正為「

受監護宣告之人」，修正理

由同第十四條修正說明一。

二、按外國立法例，雖有將成

年受監護人之法律行為，規

定為得撤銷者（例如日本民

法第九條）；亦即受監護宣

告之人不因監護宣告而完全

喪失行為能力。惟因本法有

關行為能力制度，係採完全

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及

無行為能力三級制；而禁治

產人，係屬無行為能力，其

所為行為無效。此一制度業

已施行多年，且為一般民眾

普遍接受，為避免修正後變

動過大，社會無法適應，爰

仍規定受監護宣告之人，無

行為能力。 

第十五條之一 對於因精神障

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

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

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

，顯有不足者，法院得因本

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

、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

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

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

輔助之宣告。 
受輔助之原因消滅時，

法院應依前項聲請權人之聲

請，撤銷其宣告。 
受輔助宣告之人有受監

護之必要者，法院得依第十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本法有關禁治產宣告

之規定，採宣告禁治產一級

制，缺乏彈性，不符社會需

求，爰於監護宣告之外，增

加「輔助宣告」，俾充分保

護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者之權益。 
三、受輔助宣告之人，其精神

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程度，

較受監護宣告之人為輕，參

酌行政罰法第九條第四項及

刑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

關於受輔助宣告之人之精神

狀況須為「因精神障礙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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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條第一項規定，變更為監

護之宣告。 
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

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

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

不足者」，並參照修正條文

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列舉

輔助宣告聲請權人之範圍，

爰為第一項規定。 
四、第一項所稱「主管機關」

之範圍，依相關特別法之規

定，例如老人福利法第三條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二條

、精神衛生法第二條。 
五、受輔助之原因消滅時，法

院應依第一項聲請權人之聲

請，撤銷其輔助宣告，爰為

第二項規定。 
六、受輔助宣告之人須輔助之

情況加重，而有受監護之必

要者，理應准由法院依第十

四條第一項規定，逕行變更

為監護之宣告，俾簡化程序

，爰為第三項規定。至於法

院所為原輔助宣告，則當然

失效。 
七、輔助宣告適用之對象為成

年人及未成年人已結婚者；

至未成年人未結婚者，因僅

有限制行為能力或無行為能

力，無受輔助宣告之實益，

不適用本條規定，併此說明

。 

第十五條之二 受輔助宣告之

人為下列行為時，應經輔助

人同意。但純獲法律上利益

，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

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 
一、為獨資、合夥營業或為

法人之負責人。 
二、為消費借貸、消費寄託

、保證、贈與或信託。 
三、為訴訟行為。 
四、為和解、調解、調處或

簽訂仲裁契約。 
五、為不動產、船舶、航空

器、汽車或其他重要財產

之處分、設定負擔、買賣

、租賃或借貸。 

 一、本條新增。 
二、受輔助宣告之人僅係因精

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

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

，或辨識其所為意思表示效

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並不

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

，惟為保護其權益，於為重

要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

人同意，爰於第一項列舉應

經輔助人同意之行為。但純

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

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

，則予排除適用，以符實際

。 
三、為免第一項前六款規定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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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為遺產分割、遺贈、拋

棄繼承權或其他相關權利

。 
七、法院依前條聲請權人或

輔助人之聲請，所指定之

其他行為。 
第七十八條至第八十三

條規定，於未依前項規定得

輔助人同意之情形，準用之

。 
第八十五條規定，於輔

助人同意受輔助宣告之人為

第一項第一款行為時，準用

之。 
第一項所列應經同意之

行為，無損害受輔助宣告之

人利益之虞，而輔助人仍不

為同意時，受輔助宣告之人

得逕行聲請法院許可後為之

。 

有掛一漏萬之虞，故於同項

第七款授權法院得依前條聲

請權人或輔助人之聲請，視

個案情況，指定第一項前六

款以外之特定行為，亦須經

輔助人同意，以保護受輔助

宣告之人。 
四、第一項第五款之「其他重

要財產」，係指其重要性與

不動產、船舶、航空器或汽

車相當之其他財產；其所稱

「財產」，包括物或權利在

內，例如債權、物權及無體

財產權均屬之。另同項第六

款之「其他相關權利」，係

指與繼承相關之其他權利，

例如受遺贈權、繼承回復請

求權以及遺贈財產之扣減權

（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五條

）等。 
五、受輔助宣告之人未經輔助

人同意而為第一項所列之行

為或輔助人同意受輔助宣告

之人為第一項第一款行為之

效力，分別準用第七十八條

至第八十三條及第八十五條

有關限制行為能力之相關規

定，以避免爭議，爰為第二

項及第三項規定。 
六、第一項所列應經同意之行

為，無損害受輔助宣告之人

利益之虞，而輔助人仍不為

同意時，受輔助宣告之人得

逕行聲請法院許可後為之，

以免影響其生活，爰為第四

項規定。至本項所稱「法院

許可」，性質上係代替輔助

人之同意；受輔助宣告之人

依本項規定聲請法院許可時

，無須經輔助人同意，自不

待言。又受輔助宣告之人為

本條規定以外之法律行為時

，有行為能力，其效力不因

其為受輔助宣告之人而受影

響，併予敘明。 

第二十二條 遇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其居所視為住所： 
第二十二條 遇有左列情形之

一者，其居所視為住所： 
一、本條序文之「左列」修正

為「下列」，以符合現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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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住所無可考者。 
二、在我國無住所者。但依

法須依住所地法者，不在

此限。 

一、住所無可考者。 
二、在中國無住所者。但依

法須依住所地法者，不在

此限。 

制用語。 
二、第二款之「中國」修正為

「我國」，以與現行法制體

例之用語配合（參考立法院

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四條第二

項、國家情報工作法第三條

第一項第二款、離島建設條

例第二條、華僑身分證明條

例第五條第一項第五款、兵

役法第七條第二款、第八條

第二款、第二十八條第五款

、第三十六條第五款、兵役

法施行法第二十三條、菸酒

管理法第三十九條第三項第

三款及洗錢防制法第八條之

一第四項、第十二條第三項

、第十二條之一第二項等規

定）。 
 

民法總則施行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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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民法總則施行前，有

民法總則第十四條所定之原

因，經聲請有關機關立案者

，如於民法總則施行後三個

月內向法院聲請宣告禁治產

者，自立案之日起，視為禁

治產人。 
民法總則中華民國 97

年 5 月 2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已為禁治產宣告者，視

為已為監護宣告；繫屬於法

院之禁治產事件，其聲請禁

治產宣告者，視為聲請監護

宣告；聲請撤銷禁治產宣告

者，視為聲請撤銷監護宣告

；並均於修正施行後，適用

修正後之規定。 

第四條 民法總則施行前，有

民法總則第十四條所定之原

因，經聲請有關機關立案者

，如於民法總則施行後三個

月內向法院聲請宣告禁治產

者，自立案之日起，視為禁

治產人。 

一、現行條文未修正，移列為

第一項。 
二、民法總則編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業將現行「禁治產宣

告」之用語，以「監護宣告

」取代。為解決新法施行前

後之銜接問題，爰增訂第二

項規定，本次修正民法總則

施行前，已為禁治產宣告者

，於新法施行後，視為已為

監護宣告；新法施行前已繫

屬於法院之禁治產事件，其

聲請禁治產宣告者，視為聲

請監護宣告；聲請撤銷禁治

產宣告者，則視為聲請撤銷

監護宣告；以上情形，於新

法施行後，均適用新法之規

定。 

第四條之一 民法規定之禁治

產或禁治產人，自民法總則

中華民國 97 年 5 月 2 日修

正之條文施行後，一律改稱

為監護或受監護宣告之人。 

 一、本條新增。 
二、為期同一法典用語之一致

，爰增訂本條，將民法各編

、章所規定之禁治產或禁治

產人，一律改稱為監護或受

監護宣告之人。 

第四條之二 中華民國 97 年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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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 日修正之民法總則第

十四條至第十五條之二之規

定，自公布後一年六個月施

行。 

二、本次民法修正禁治產及監

護相關規定，包括總則編禁

治產部分及親屬編監護部分

條文，修正之幅度甚大，其

中新增「輔助」制度，刪除

成年監護之監護人法定順序

及監護事務改由法院實施監

督等修正內容，對監護實務

之運作影響深遠，為避免驟

然公布施行，相關程序法規

未及配合修正及民眾對新制

度不明瞭，致衍生適用困擾

，宜有適當之準備期間，爰

參酌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六

條之一之立法例，增訂自公

布後一年六個月施行。 

第十二條 經認許之外國法人

，於法令限制內，與同種類

之我國法人有同一之權利能

力。 
前項外國法人，其服從

我國法律之義務，與我國法

人同。 

第十二條 經認許之外國法人

，於法令限制內，與同種類

之中國法人有同一之權利能

力。 
前項外國法人，其服從

中國法律之義務，與中國法

人同。 

本條之「中國」修正為「我國

」，以與目前法制體例之用語

配合（參考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第六十四條第二項、國家情報

工作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

離島建設條例第二條、華僑身

分證明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五

款、兵役法第七條第二款、第

八條第二款、第二十八條第五

款、第三十六條第五款、兵役

法施行法第二十三條、菸酒管

理法第三十九條第三項第三款

及洗錢防制法第八條之一第四

項、第十二條第三項、第十二

條之一第二項等規定）。 

第十三條 外國法人在我國設

事務所者，準用民法總則第

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四

十五條、第四十六條、第四

十八條、第五十九條、第六

十一條及前條之規定。 

第十三條 外國法人在中國設

事務所者，準用民法總則第

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四

十五條、第四十六條、第四

十八條、第五十九條、第六

十一條及前條之規定。 

本條「中國」修正為「我國」

，修正理由同前條。 
 

第十九條 本施行法自民法總

則施行之日施行。 
民法總則修正條文及本

施行法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

，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以

命令定之。 

第十九條 本施行法自民法總

則施行之日施行。 
民法總則修正條文及本

施行法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

，以命令定之。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之二

規定，民法總則修正條文第

十四條至第十五條之二之規

定，自公布後一年六個月施

行，爰於第二項增訂「除另

定施行日期者外」之文字，

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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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零九十二條 父母對其

未成年之子女，得因特定事

項，於一定期限內，以書面

委託他人行使監護之職務。 

第一千零九十二條 父母對其

未成年之子女，得因特定事

項，於一定期限內，委託他

人行使監護之職務。 

基於交易安全及公益之考量，

委託他人行使監護職務，改採

要式行為，以資慎重，爰於本

條末句增訂「以書面」三字。

第一千零九十三條 最後行使

、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

利、義務之父或母，得以遺

囑指定監護人。 
前項遺囑指定之監護人

，應於知悉其為監護人後十

五日內，將姓名、住所報告

法院；其遺囑未指定會同開

具財產清冊之人者，並應申

請當地直轄市、縣（市）政

府指派人員會同開具財產清

冊。 
於前項期限內，監護人

未向法院報告者，視為拒絕

就職。 

第一千零九十三條 後死之父

或母得以遺囑指定監護人。

一、現行條文移列為第一項。

以遺囑指定監護人時，必指

定者本身得行使親權；如指

定者受親權停止之宣告而不

能行使親權時，則不得指定

。再者，雖非後死之父或母

，但生存之另一方有不能行

使親權之情形（包括法律上

之不能，例如受監護之宣告

、受停止親權之宣告等；以

及事實上之不能，例如失蹤

等情形），亦有以遺囑指定

監護人之實益。爰將第一項

「後死」修正為「最後行使

、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

利、義務」，俾符實際。 
二、依第一項指定之監護人，

於知悉其為監護人後十五日

內，應向法院報告；其遺囑

未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

人者，並應申請當地直轄市

、縣（市）政府指派人員會

同開具財產清冊。如逾期未

向法院報告，則視為拒絕就

職，爰增訂第二項及第三項

。 

第一千零九十四條 父母均不

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

女之權利義務或父母死亡而

無遺囑指定監護人，或遺囑

指定之監護人拒絕就職時，

依下列順序定其監護人： 
一、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

母。 
二、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姊

。 
三、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

父母。 
前項監護人，應於知悉

其為監護人後十五日內，將

姓名、住所報告法院，並應

第一千零九十四條 父母均不

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

女之權利義務，或父母死亡

而無遺囑指定監護人時，依

左列順序定其監護人： 
一、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

母。 
二、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姊

。 
三、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

父母。 
未能依前項之順序定其

監護人，或為未成年子女之

最佳利益，法院得依未成年

子女、檢察官、當地社會福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一千零九

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於第一

項增訂「或遺囑指定之監護

人拒絕就職」之文字，以涵

蓋遺囑指定之監護人拒絕就

職之情形在內，並酌作文字

修正。 
二、第一項之監護人，應於知

悉其為監護人後十五日內，

向法院報告，並同時申請當

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

派人員會同開具財產清冊，

爰增訂第二項。至於監護人

若未依本項規定向法院報告

並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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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

政府指派人員會同開具財產

清冊。 
未能依第一項之順序定

其監護人時，法院得依未成

年子女、四親等內之親屬、

檢察官、主管機關或其他利

害關係人之聲請，為未成年

子女之最佳利益，就其三親

等旁系血親尊親屬、主管機

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

當之人選定為監護人，並得

指定監護之方法。 
法院依前項選定監護人

或依第一千一百零六條及第

一千一百零六條之一另行選

定或改定監護人時，應同時

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 
未成年人無第一項之監

護人，於法院依第三項為其

選定確定前，由當地社會福

利主管機關為其監護人。 

利主管機關或其他利害關係

人之聲請，就其三親等內旁

系血親尊親屬、社會福利主

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

他適當之人選定或改定為監

護人，並得指定監護之方法

。 
法院為前項選定或改定

前，應命主管機關或其他社

會福利機構進行訪視，提出

調查報告及建議。聲請人或

利害關係人亦得提出相關資

料或證據，供法院斟酌。 
依第二項選定或改定之

監護人，不適用第一千一百

零六條之規定。 
未成年人無第一項之監

護人，於法院依第二項為其

選定確定前，由當地社會福

利主管機關為其監護人。 

）政府指派人員會同開具財

產清冊者，其法定監護人之

身分不受影響，此時監護人

雖無從依修正條文第一千零

九十九條規定，向法院陳報

財產清冊，惟依修正條文第

一千零九十九條之一規定，

該監護人仍得對於受監護人

之財產，為管理上必要之行

為，併此說明。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遞移為第

三項，並酌作修正如下： 
(一)增訂「四親等內之親屬

」為聲請權人；並將「

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尊親

屬」修正為「三親等旁

系血親尊親屬」，以資

明確。 
(二)另參考第一千零五十五

條、第一千零八十九條

第三項規定，將本項之

「當地社會福利主管機

關」及「社會福利主管

機關」，均修正為「主

管機關」，俾用語統一

。 
(三)至本項所稱「主管機關

」之定義，依相關特別

法規定，例如兒童及少

年福利法第六條、身心

障礙者保護法第二條。

(四)又本項就改定監護人之

要件僅規定「為未成年

子女之最佳利益」，過

於簡略，爰予刪除，並

刪除「或改定」之文字

，將有關改定監護人之

要件及程序，移至第一

千一百零六條之一規定

。 
四、現行條文第三項，核與非

訟事件法第一百三十八條第

二項準用第一百二十五條第

一項規定重複，爰予刪除。

五、配合本次修正已刪除第一

千一百零六條有關親屬會議

撤退監護人之規定，現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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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第四項已無庸規定，爰併

予刪除。 
六、法院依第三項選定監護人

或依第一千一百零六條及第

一千一百零六條之一規定，

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

均應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

清冊之人，以利實施監督，

爰增訂第四項。 
七、第五項「於法院依第二項

」，因項次變更，配合修正

為「……依第三項」。 

第一千零九十四條之一 法院

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應依

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審酌

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

項： 
一、受監護人之年齡、性別

、意願、健康情形及人格

發展需要。 
二、監護人之年齡、職業、

品行、意願、態度、健康

情形、經濟能力、生活狀

況及有無犯罪前科紀錄。 
三、監護人與受監護人間或

受監護人與其他共同生活

之人間之情感及利害關係

。 
四、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

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

其代表人與受監護人之利

害關係。 

 一、本條新增。 
二、法院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

，固應以受監護人之最佳利

益為審酌時之最高指導原則

，惟何謂受監護人之最佳利

益，難免見仁見智，宜明定

具體客觀事由作為審酌之參

考，爰參酌第一千零五十五

條之一規定，增訂提示性之

規定。 
三、鑒於現行制度下，社工人

員之訪查，常無法發現監護

人有無犯罪前科；民事法院

如未調查監護人之前科紀錄

，將無法排除不適任者擔任

監護人。為消除疑慮，並參

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三十五

條規定，於第二款將監護人

「有無犯罪前科紀錄」，列

為法院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

，應審酌之事項。 

第一千零九十五條 監護人有

正當理由，經法院許可者，

得辭任其職務。 

第一千零九十五條 依前條規

定為監護人者，非有正當理

由，不得辭其職務。 

一、遺囑指定監護人、法定監

護人或法院選定、改定之監

護人，其辭職均適用本條規

定，爰刪除現行條文「依前

條規定為監護人者，非」之

文字。 
二、監護職務涉及公益，監護

人應限於有正當理由並經法

院許可，始得辭任其職務，

爰予增訂。 
三、至於監護人經法院許可辭

任後，是否選任新監護人，

應視具體情形判定，並非須

由原監護人向法院聲請，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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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敘明。 

第一千零九十六條 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得為監護人： 
一、未成年。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

撤銷。 
三、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 
四、失蹤。 

第一千零九十六條 未成年人

及禁治產人，不得為監護人

。 

一、配合民法總則編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將「禁治產人」修

正為「受監護……宣告尚未

撤銷」，並鑒於監護人職責

繁重，須有充分能力始能勝

任，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

撤銷者，或無行為能力、或

自己之部分行為尚須經他人

同意，自不宜擔任監護人，

爰增訂第二款。 
二、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者，

其公（私）法上之權利受有

限制；失蹤人已離去其住、

居所，且生死不明，均不宜

任監護人，爰增訂第三款及

第四款。 

第一千零九十七條 除另有規

定外，監護人於保護、增進

受監護人利益之範圍內，行

使、負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

女之權利、義務。但由父母

暫時委託者，以所委託之職

務為限。 
監護人有數人，對於受

監護人重大事項權利之行使

意思不一致時，得聲請法院

依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酌

定由其中一監護人行使之。 
法院為前項裁判前，應

聽取受監護人、主管機關或

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 

第一千零九十七條 除另有規

定外，監護人於保護、增進

受監護人利益之範圍內，行

使、負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

女之權利、義務。但由父母

暫時委託者，以所委託之職

務為限。 

一、現行條文未修正，移列為

第一項。 
二、未成年人之監護人可能為

複數，於監護人有數人，對

於受監護人重大事項權利之

行使意思不一致時，得聲請

法院依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

，酌定由其中一監護人行使

之。而法院為此項裁判前，

應聽取受監護人、主管機關

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爰

增訂第二項及第三項。 
 

第一千零九十八條 監護人於

監護權限內，為受監護人之

法定代理人。 
監護人之行為與受監護

人之利益相反或依法不得代

理時，法院得因監護人、受

監護人、主管機關、社會福

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

聲請或依職權，為受監護人

選任特別代理人。 

第一千零九十八條 監護人為

受監護人之法定代理人。 
一、現行條文移列為第一項，

並增訂「於監護權限內」等

字，以示監護人之法定代理

權受有限制。 
二、按監護人之行為與受監護

人之利益相反或依法不得代

理時，應如何解決，現行法

未設規定，導致實務上見解

分歧。為避免爭議，爰參酌

日本民法第八百六十條準用

第八百二十六條第一項立法

例，增訂第二項。 

第一千零九十九條 監護開始

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

第一千零九十九條 監護開始

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

一、現行條文移列為第一項。

按現行法規定，親屬會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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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應依規定會同遺囑指

定、當地直轄市、縣（市）

政府指派或法院指定之人，

於二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

並陳報法院。 
前項期間，法院得依監

護人之聲請，於必要時延長

之。 

財產，應會同親屬會議所指

定之人，開具財產清冊。 
監護監督機關，惟鑒於親屬

會議在現代社會之功能已日

漸式微，本次修正以法院取

代之，將監護改由法院監督

。故將第一項「會同親屬會

議所指定之人」，修正為「

依規定會同遺囑指定、當地

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

或法院指定之人」。另關於

開具財產清冊之時期，現行

法並無規定，為儘速釐清法

律關係，爰增訂監護人應於

二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

陳報法院之規定。 
二、第一項開具財產清冊之期

間，法院得依監護人之聲請

，於必要時予以延長，爰增

訂第二項。 

第一千零九十九條之一 於前

條之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

報法院前，監護人對於受監

護人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

必要之行為。 

 一、本條新增。 
二、監護人依前條規定開具財

產清冊並陳報法院前，應限

制其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

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

以保護受監護人之財產權益

。至監護人如違反本條規定

，其所為之行為，應認為屬

於無權代理。 

第一千一百條 監護人應以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執行監護

職務。 

第一千一百條 受監護人之財

產，由監護人管理，其管理

費用，由受監護人之財產負

擔。 
監護人管理受監護人之

財產，應與處理自己事務為

同一之注意。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受監護

人之財產，由監護人管理，

其管理費用，由受監護人之

財產負擔。」，移列至修正

條文第一千一百零三條規定

。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為本

條文。因「監護人管理受監

護人之財產，應與處理自己

事務為同一之注意」之規定

，即僅就具體之輕過失負責

，衡諸監護制度之社會義務

性，以及第一千一百零四條

允許監護人請求報酬，現行

規定監護人之責任未免過輕

，並參考日本民法第八百六

十九條、第六百四十四條規

定，亦令監護人負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義務，爰將監護人

之注意義務修正為應負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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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並將「

管理受監護人之財產」，修

正為「執行監護職務」，以

資涵蓋。 

第一千一百零一條 監護人對

於受監護人之財產，非為受監

護人之利益，不得使用、代為

或同意處分。 
監護人為下列行為，非

經法院許可，不生效力： 
一、代理受監護人購置或處

分不動產。 
二、代理受監護人，就供其

居住之建築物或其基地出

租、供他人使用或終止租

賃。 
監護人不得以受監護人

之財產為投資。但購買公債

、國庫券、中央銀行儲蓄券

、金融債券、可轉讓定期存

單、金融機構承兌匯票或保

證商業本票，不在此限。 

第一千一百零一條 監護人對

於受監護人之財產，非為受

監護人之利益，不得使用或

處分。為不動產之處分時，

並應得親屬會議之允許。 

一、現行條文前段移列為第一

項。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

財產，並無以自己名義處分

之權；僅得基於法定代理人

之地位，代為處分或同意其

處分，爰將第一項「使用或

處分」修正為「使用、代為

或同意處分」，以資明確。

至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

產，無收益之權，自不待言

。 
二、本次修正以法院取代親屬

會議，將監護改由法院監督

，其修正理由已見修正條文

第一千零九十九條說明一，

故刪除現行條文後段「為不

動產之處分時，並應得親屬

會議之允許」之文字，並就

監護人代理受監護人購置或

處分不動產，或就供受監護

人居住用之建築物或其基地

出租、供他人使用或終止租

賃等，對受監護人之利益影

響重大之行為，非經法院許

可，不生效力，爰增訂第二

項。 
三、監護人管理受監護人之財

產，應謹慎為之，爰限制監

護人不得以受監護人之財產

為投資。但購買公債、國庫

券、中央銀行儲蓄券、金融

債券、可轉讓定期存單、金

融機構承兌匯票或保證商業

本票（銀行法第十一條、第

十五條參照），因係政府發

行或由金融機構擔保或自負

付款之責，其安全性與存放

金融機構無異，則例外准許

為之，爰增訂第三項。 

第一千一百零三條 受監護人

之財產，由監護人管理。執

行監護職務之必要費用，由

受監護人之財產負擔。 

第一千一百條第一項 受監護

人之財產，由監護人管理，

其管理費用，由受監護人之

財產負擔。 

一、現行條文第一千一百條第

一項「受監護人之財產，由

監護人管理，其管理費用，

由受監護人之財產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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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於必要時，得命監

護人提出監護事務之報告、

財產清冊或結算書，檢查監

護事務或受監護人之財產狀

況。 

第一千一百零三條 監護人應

將受監護人之財產狀況，向

親屬會議每年至少詳細報告

一次。 

移列為第一項，並將「其管

理費用」修正為「執行監護

職務之必要費用」，以資明

確。 
二、本次修正以法院取代親屬

會議，將監護改由法院監督

，其修正理由已見修正條文

第一千零九十九條說明一，

爰將現行條文「監護人應將

受監護人之財產狀況，向親

屬會議每年至少詳細報告一

次。」之規定，予以刪除。

三、增訂第二項規定，法院於

必要時，得命監護人提出監

護事務之報告、財產清冊或

結算書，檢查監護事務或受

監護人之財產狀況，以符實

際。 

第一千一百零三條之一 （刪

除） 
第一千一百零三條之一 監護

人因執行財產上之監護職務

有過失所生之損害，對於受

監護人應負賠償之責。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一

千一百零九條第一項規定，

爰予刪除。 

第一千一百零四條 監護人得

請求報酬，其數額由法院按

其勞力及受監護人之資力酌

定之。 

第一千一百零四條 監護人得

請求報酬，其數額由親屬會

議按其勞力及受監護人財產

收益之狀況酌定之。 

本次修正將監護改由法院監督

，其修正理由已見修正條文第

一千零九十九條說明一，爰將

現行條文「由親屬會議」，修

正為「由法院」。此外，將「

受監護人財產收益之狀況」修

正為「受監護人之資力」，以

資明確。 

第一千一百零五條 （刪除） 第一千一百零五條 與未成年

人同居之祖父母為監護人時

，不適用第一千零九十九條

、第一千一百零一條後段、

第一千一百零三條、第一千

一百零三條之一及第一千一

百零四條之規定。 

一、本條刪除。 
二、為貫徹受監護人利益之保

護，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

母為監護人時，就現行條文

所列保護受監護人之規定，

不應排除適用，故將本條刪

除。 

第一千一百零六條 監護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且受監護人

無第一千零九十四條第一項

之監護人者，法院得依受監

護人、第一千零九十四條第

三項聲請權人之聲請或依職

權，另行選定適當之監護人

： 
一、死亡。 

第一千一百零六條 監護人有

左列情形之一時，親屬會議

得撤退之： 
一、違反法定義務時。 
二、無支付能力時。 
三、由親屬會議選定之監護

人，違反親屬會議之指示

時。 

一、本次修正將監護改由法院

監督，其修正理由已見修正

條文第一千零九十九條說明

一，現行本條有關親屬會議

得撤退監護人之規定，爰予

刪除。 
二、監護人死亡、經法院許可

辭任或有第一千零九十六條

各款情形之一，且受監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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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法院許可辭任。 
三、有第一千零九十六條各

款情形之一。 
法院另行選定監護人確

定前，由當地社會福利主管

機關為其監護人。 

無第一千零九十四條第一項

之監護人者，此時有另行選

定監護人之需要，法院得依

受監護人、第一千零九十四

條第三項聲請權人之聲請或

依職權，另行選定適當之監

護人，爰增訂第一項。另監

護人有修正條文第一千零九

十六條各款情形之一者，依

法既不得為監護人，當然喪

失監護人之資格，併此敘明

。 
三、為免在法院另行選定監護

人確定前，無人執行監護職

務，爰增訂第二項，由當地

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為其監護

人，以保障受監護人之權益

。 

第一千一百零六條之一 有事

實足認為監護人不符受監護

人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

任之情事者，法院得依前條

第一項聲請權人之聲請，改

定適當之監護人，不受第一

千零九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

限制。 
法院於改定監護人確定

前，得先行宣告停止原監護

人之監護權，並由當地社會

福利主管機關為其監護人。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所稱「顯不適任之

情事」，包括監護人年老體

衰，不堪負荷監護職務；監

護人長期滯留國外，不履行

監護職務；或兒童及少年福

利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所列

之情形等，難以一一列舉，

惟以明顯不適任者方屬之，

由法院就具體個案審酌認定

。 
三、法院於改定監護人確定前

，原監護人仍具監護人身分

，若原監護人對受監護人疏

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者，

允宜賦予法院權限，得先行

宣告停止原監護人之監護權

，並由當地社會福利主管機

關為其監護人，爰參酌兒童

及少年福利法第四十八條規

定，增訂第二項。 

第一千一百零七條 監護人變

更時，原監護人應即將受監

護人之財產移交於新監護人

。 
受監護之原因消滅時，

原監護人應即將受監護人之

財產交還於受監護人；如受

監護人死亡時，交還於其繼

第一千一百零七條 監護人於

監護關係終止時，應即會同

親屬會議所指定之人，為財

產之清算，並將財產移交於

新監護人；如受監護人已成

年時，交還於受監護人；如

受監護人死亡時，交還於其

繼承人。 

一、因本次修正已將監護事務

改由法院監督，其修正理由

已見修正條文第一千零九十

九條說明一，爰刪除現行條

文第一項「會同親屬會議所

指定之人」之文字。 
二、鑒於現行條文第一項之「

監護關係終止」，包括「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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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人。 
前二項情形，原監護人

應於監護關係終止時起二個

月內，為受監護人財產之結

算，作成結算書，送交新監

護人、受監護人或其繼承人

。 
新監護人、受監護人或

其繼承人對於前項結算書未

為承認前，原監護人不得免

其責任。 

年時，交還於受監護人；如

受監護人死亡時，交還於其

繼承人。 
親屬會議對於前項清算

之結果未為承認前，監護人

不得免其責任。 

指定之人」之文字。 
二、鑒於現行條文第一項之「

監護關係終止」，包括「絕

對終止」（例如因受監護人

成年或死亡，致監護職務歸

於消滅）及「相對終止」（

監護人有更迭，包括法院另

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或監

護人有第一千一百零六條第

一項所列情形之一，且受監

護人有第一千零九十四條第

一項之監護人，由其遞補）

二種情形在內，修正條文爰

分為二項；第一項規定監護

關係相對終止，第二項規定

絕對終止，以資明確。監護

關係終止時，原監護人應即

為受監護人財產之移交；至

「財產之清算」，未必能與

財產之移交同時為之，爰移

列為第三項。 
三、現行條文「清算」之用語

，均修正為「結算」，俾與

法人及合夥之清算有所區別

（本法第六十八條第一項、

第六百九十四條第一項及信

託法第五十條第一項等規定

參照）。另現行條文並未規

定清算之期限，為從速辦理

，爰於第三項增訂原監護人

應於監護關係終止時起二個

月內，為受監護人財產之結

算，作成結算書，送交新監

護人、受監護人或其繼承人

，以資明確。 
四、現行條文第二項有關親屬

會議對於清算結果承認之規

定，配合本次修正不以親屬

會議為監護之監督機關，爰

修正為「新監護人、受監護

人或其繼承人對於前項結算

書未為承認前，原監護人不

得免其責任。」並移列為第

四項。 

第一千一百零八條 監護人死

亡時，前條移交及結算，由

其繼承人為之；其無繼承人

第一千一百零八條 監護人死

亡時，前條清算，由其繼承

人為之。 

一、按前條「清算」之用語均

修正為「結算」（前條修正

說明三參照），又監護人死



 

16 

97 年 5 月修正後最新條文 97 年 5 月修正前舊法條文 說 明

或繼承人有無不明者，由新

監護人逕行辦理結算，連同

依第一千零九十九條規定開

具之財產清冊陳報法院。 

第一千一百零九條 監護人於

執行監護職務時，因故意或

過失，致生損害於受監護人

者，應負賠償之責。 
前項賠償請求權，自監

護關係消滅之日起，五年間

不行使而消滅；如有新監護

人者，其期間自新監護人就

職之日起算。 

第一千一百零三條之一 監護

人因執行財產上之監護職務

有過失所生之損害，對於受

監護人應負賠償之責。 
第一千一百零九條 監護人對

於受監護人財產所致之損害

，其賠償請求權，自親屬會

議對於清算結果拒絕承認之

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 

一、為立法簡潔明確，將監護

人之損害賠償責任及短期時

效，規定於同一條文，爰移

列現行條文第一千一百零三

條之一為第一項，並為貫徹

保護受監護人，應不限於執

行財產上之監護職務所生損

害，方得請求賠償，爰將「

執行財產上之監護職務」修

正為「執行監護職務」，以

資周延，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現行條文第一千一百零九

條所定二年短期時效，過於

短促，參酌外國立法例，予

以修正延長為五年（參酌日

本民法第八百七十五條準用

第八百三十二條、法國民法

第四百七十五條、義大利民

法第三百八十七條立法例）

，關於時效之起算點，配合

修正條文第一千一百零七條

第四項，刪除親屬會議對於

清算結果承認之規定，爰修

正為自監護關係消滅之日起

算；惟如有新監護人者，其

期間自新監護人就職之日起

算，並移列為第二項。 

第一千一百零九條之一 法院

於選定監護人、許可監護人

辭任及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

人時，應依職權囑託該管戶

政機關登記。 

 一、本條新增。 
二、依戶籍法第十八條、第二

十三條之規定，監護，應為

監護之登記；戶籍登記事項

有變更時，應為變更之登記

。為使監護登記之資料完整

，保護交易安全，爰增訂法

院就有關監護事件，應依職

權囑託該管戶政機關登記。

第一千一百零九條之二 未成

年人依第十四條受監護之宣

告者，適用本章第二節成年

人監護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所稱「依第十四條受

監護之宣告」，係指與本修

正條文同步修正之民法總則

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十四

條之監護宣告而言。按未成

年人亦有可能受監護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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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受監護宣告時，即應適用

本章第二節成年人監護之規

定，爰增訂本條，以資明確

。 

第二節 成年人之監

護及輔助 
第二節 禁治產人之

監護 
與本修正條文同步修正之民法

總則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已

將「禁治產人」修正為「受監

護宣告之人」，並增訂有關成

年人「輔助」之規定，爰修正

本節節名，以資配合。 

第一千一百十條 受監護宣告

之人應置監護人。 
第一千一百十條 禁治產人應

置監護人。 
配合民法總則編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第十五條，將本條「禁治

產人」修正為「受監護宣告之

人」。 

第一千一百十一條 法院為監

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

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

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

、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

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

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

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法院為前項選定及指定

前，得命主管機關或社會福

利機構進行訪視，提出調查

報告及建議。監護之聲請人

或利害關係人亦得提出相關

資料或證據，供法院斟酌。 

第一千一百十一條 禁治產人

之監護人，依左列順序定之

： 
一、配偶。 
二、父母。 
三、與禁治產人同居之祖父

母。 
四、家長。 
五、後死之父或母以遺囑指

定之人。 
不能依前項規定定其監

護人時，由法院徵求親屬會

議之意見選定之。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所定法定

監護人之順序缺乏彈性，未

必符合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

佳利益，且於受監護人為高

齡者之情形，其配偶、父母

、祖父母等亦年事已高，而

無法勝任監護人職務，故刪

除法定監護人順序，修正為

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

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

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

構或其他適當之人均得擔任

監護人，由法院於監護之宣

告時，針對個案，依職權選

定最適當之人擔任。又鑑於

監護職務有時具有複雜性或

專業性，如財產管理職務需

要財務或金融專業人員，身

體照護職務需要醫事專業人

員，為符合實際需要，法院

得選定複數之監護人，並同

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

人，以利法院實施監督。 
二、第一項修正後，現行條文

第二項已無保留必要，爰予

刪除。 
三、監護之聲請人所提資料如

尚不足，應賦予法院權限，

於為第一項選定前，得命主

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進行

訪視，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

，以資慎重。另監護之聲請

人或利害關係人亦得提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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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料或證據，供法院斟酌

，爰增訂第二項。 

第一千一百十一條之一 法院

選定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宣

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

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

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 
一、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

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 
二、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

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

之人間之情感狀況。 
三、監護人之職業、經歷、

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

人之利害關係。 
四、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

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

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

人之利害關係。 

 一、本條新增。 
二、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依

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

，為審酌之最高指導原則。

惟何謂「受監護宣告之人之

最佳利益」，未臻明確，允

宜明定具體客觀事由作為審

酌之參考，爰增訂提示性之

規定。 
三、受監護宣告之人仍具獨立

人格，如其就監護人之人選

，曾表示意見者，法院自應

參酌之，爰於序文明定，法

院選定監護人時，應優先考

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

例如將受監護宣告之成年人

如曾建議特定人為監護人者

，倘不違背該成年人之利益

，則應依其建議定監護人。

至於本條所稱「受監護宣告

之人之意見」，係指受監護

宣告之人於未喪失意思能力

前所表示之意見，或於其具

有意思能力時所表示之意見

，要屬當然。 

第一千一百十一條之二 照護

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法人或機

構及其代表人、負責人，或

與該法人或機構有僱傭、委

任或其他類似關係之人，不

得為該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監

護人。 

 一、本條新增。 
二、監護人須為受監護人管理

事務，允宜委由與受監護人

無任何利益衝突者任之。至

於照護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法

人或機構及其代表人、負責

人，或與該法人或機構有僱

傭、委任或其他類似關係之

人，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間

，容有利益衝突，就該受監

護宣告之人而言，彼等自不

宜擔任監護人，爰予增訂。

第一千一百十二條 監護人於

執行有關受監護人之生活、

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之職務

時，應尊重受監護人之意思

，並考量其身心狀態與生活

狀況。 

第一千一百十二條 監護人為

受監護人之利益，應按受監

護人之財產狀況，護養療治

其身體。 
監護人如將受監護人送

入精神病醫院或監禁於私宅

者，應得親屬會議之同意。

但父母或與禁治產人同居之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僅就護養

療治受監護人身體而為規定

，範圍過狹；且何謂「受監

護人之利益」亦欠明確。為

貫徹尊重本人意思之立法意

旨，爰修正為「監護人於執

行有關受監護人之生活、護

養療治及財產管理之職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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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母為監護人時，不在此

限。 
，應尊重受監護人之意思，

並考量其身心狀態與生活狀

況。」又本項所稱「受監護

人之意思」，包括監護人選

定前，受監護人所表明之意

思在內，乃屬當然。 
二、按精神衛生法第三章第二

節已就嚴重精神病患強制就

醫程序設有詳細規定，故現

行條文第二項有關「監護人

如將受監護人送入精神病醫

院或監禁於私宅，應得親屬

會議之同意」部分，已無庸

規定，逕行適用精神衛生法

已足，且僅依親屬會議之同

意即剝奪受監護人之自由，

有忽視其基本人權之嫌，爰

將現行條文第二項刪除。 

第一千一百十二條之一 法院

選定數人為監護人時，得依

職權指定其共同或分別執行

職務之範圍。 
法院得因監護人、受監

護人、第十四條第一項聲請

權人之聲請，撤銷或變更前

項之指定。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一千一百

十一條第一項有關法院得選

定數人為監護人之規定，若

監護職務具有複雜性或專業

性時，法院得依職權指定其

共同執行，或按其專業及職

務需要指定其各自分擔，以

求周全，爰增訂第一項。至

法院選定數人為監護人，如

未依職權指定其執行職務之

範圍，依民法第一百六十八

條規定，其代理行為自應共

同為之，無庸另為明文規定

。 
三、已依第一項指定數監護人

共同或分別執行職務之範圍

者，為符合實際需要，應許

聲請法院撤銷或變更，爰增

訂第二項。 

第一千一百十二條之二 法院

為監護之宣告、撤銷監護之

宣告、選定監護人、許可監

護人辭任及另行選定或改定

監護人時，應依職權囑託該

管戶政機關登記。 

 一、本條新增。 
二、依戶籍法第十八條、第二

十三條規定，監護，應為監

護之登記；戶籍登記事項有

變更時，應為變更之登記。

為使監護登記之資料完整，

保護交易安全，爰予增訂。

三、至有關輔助或輔助人之登

記，依修正條文第一千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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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條之一準用本條規定，

併予敘明。 

第一千一百十三條 成年人之

監護，除本節有規定者外，

準用關於未成年人監護之規

定。 

第一千一百十三條 禁治產人

之監護，除本節有規定外，

準用關於未成年人監護之規

定。 
第一千一百零五條之規

定，於父母為監護人時，亦

準用之。 

一、將「禁治產人」修正為「

成年人」，修正理由同本節

節名之修正說明。 
二、本次修正已將現行條文第

一千一百零五條刪除，故現

行條文第二項已無庸規定，

爰予刪除。 

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一 受輔

助宣告之人，應置輔助人。 
輔助人及有關輔助之職

務，準用第一千零九十五條

、第一千零九十六條、第一

千零九十八條第二項、第一

千一百條、第一千一百零二

條、第一千一百零三條第二

項、第一千一百零四條、第

一千一百零六條、第一千一

百零六條之一、第一千一百

零九條、第一千一百十一條

至第一千一百十一條之二、

第一千一百十二條之一及第

一千一百十二條之二之規定

。 

 一、本條新增。 
二、與本修正條文同步修正之

民法總則編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新增有關成年人「輔助

」之規定，爰配合增訂第一

項規定，受輔助宣告之人，

應置輔助人。 
三、為立法簡潔，於第二項列

舉輔助人及有關輔助之職務

得準用之成年人監護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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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之二 中華民國 97
年 5 月 2 日修正之民法親屬

編第四章條文施行前所設置

之監護人，於修正施行後，

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為解決新法施行前後之銜

接問題，爰明定民法親屬編

關於未成年人及成年人監護

之修正規定，對於修正條文

施行前所設置之未成年人或

禁治產人之監護人亦適用之

。 

（修正通過） 
第十四條之三 中華民國 97
年 5 月 2 日修正之民法親屬

編第四章之規定，自公布後

一年六個月施行。 

 一、本條新增。 
二、本次民法親屬編第四章條

文修正之幅度甚大，其中監

護事務改由法院監督，刪除

成年監護之監護人法定順序

及新增「輔助」制度等修正

內容，對監護實務運作影響

深遠，為避免驟然公布施行

，相關程序法規未及配合修

正及民眾對新制度不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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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適用困擾，宜有適當之

準備期間，爰參酌本法第六

條之一之立法例，增訂自公

布後一年六個月施行。 

第十五條 本施行法自民法親

屬編施行之日施行。 
民法親屬編修正條文及

本施行法修正條文，除另定

施行日期者外，自公布日施

行。 

第十五條 本施行法自民法親

屬編施行之日施行。 
民法親屬編修正條文及

本施行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

施行。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配合本次民法親屬編修正

監護相關規定，係定自公布

後一年施行，爰第二項增訂

「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之

文字，以資明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