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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民法通則》之公民(自然人)(上) 
所長 桂齊恆 律師 

 
 

  中國大陸《民法通則》係於 198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至今已超

過二十年，共分 9章，計 156 條。兹因兩岸關係春冰解凍，雙方交流

日益頻繁，在務實要求下顯有必要對其多加了解，並與台灣民法相關

規定對照觀察，爰特就其第二章：〈公民(自然人)〉作一介紹如下： 

(以下未特予指明者，所引條文均屬於《民法通則》) 

壹、民事權利能力 

  民事權利能力係指法律賦予自然人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

的資格。 

一、權利能力之起止 

第 9 條：「公民從出生時起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依法享

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 

本條規定自然人民事權利能力之起止時間。因人之權利能力與其人身

不可分離且不可轉讓，並由其一生享有，故以出生時開始而至死亡時

為止。司法實務上，出生的時間以戶籍証明為準；沒有戶籍証明的，

以醫院出具的出生証明為準。沒有醫院証明的，參照其他有關証明認

定。 

死亡包括生理死亡(自然死亡)與宣告死亡(法律死亡)。死亡時間應以

醫學上認定之時間為準。自然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又不能確定每個人

的死亡時間的，推定沒有繼承人的先死；各自都有繼承人的，輩分不

同的，推定長輩先死；輩分相同的，推定同時死亡。推定之效力，可

以舉反證推翻之。 

台灣《民法》§6：「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 

§11：「二人以上同時遇難，不能證明其死亡之先後時，推定其為同時

死亡。」 

二、權利能力之平等 

第 10 條：「公民的民事權利能力一律平等。」 

本條規定自然人的民事權利能力一律平等。此為第 3條平等原則之具

體表現。民事權利能力平等乃指自然人享受權利與承擔義務的資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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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參與民事法律關係的機會平等，惟並非指自然人實際享有的權利

與承擔的義務相同。 

貳、民事行為能力 

  民事行為能力係指法律確認自然人通過自己的獨立行為去取得

與行使民事權利、設定與履行民事義務的資格。 

  由於行為能力以意識能力為依據，而意識能力與人之年齡與智力

狀態有關，故行為能力與權利能力一律平等有所不同，而係分為三種

不同範疇： 

一、完全行為能力 

第 11 條：「十八周歲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

可以獨立進行民事活動，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 

十六周歲以上不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以自己的勞動收入為主要生活來

源的，視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 

本條第 1款規定 18 周歲為成年。成年意味其智力發育已臻成熟，能

夠獨立為判斷並處理自己之事務，故民法確認成年人為完全民事行為

能力人。 

本條第 2款為補充規定，擬制部分公民為准完全行為能力人。依據司

法解釋：十六周歲以上不滿十八周歲的公民，能夠以自己的勞動取得

收入，並能維持當地群眾一般生活水平的，可以認定為以自己的勞動

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 

台灣《民法》§12：「滿二十歲為成年。」 

§13Ⅲ：「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 

二、限制行為能力 

1.第 12 條第 1款：「十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行為能力人，可以

進行與他的年齡、智力相適應的民事活動；其他民事活動由他的法定

代理人代理，或者徵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本款係以年齡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十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進行的民

事活動是否與其年齡、智力狀況相適應，可以從行為與本人生活相關

聯的程度、本人的智力能否理解其行為，並預見相應的行為後果，以

及行為標的數額等方面認定。 

2.第 13 條第 2款：「不能完全辨認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行為能

力人，可以進行與他的精神健康狀況相適應的民事活動；其他民事活

動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徵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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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款係以精神狀態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不能完全辨認自己行為的精

神病人進行的民事活動，是否與其精神健康狀態相適應，可以從行為

與本人生活相關聯的程度、本人的精神狀態能否理解其行為，並預見

相應的行為後果，以及行為標的數額等方面認定。 

台灣《民法》§13Ⅱ：「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 

三、無行為能力 

1.第 12 條第 2款：「不滿十周歲的未成年人是無行為能力人，由他的

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動。」 

本款係以年齡規定無行為能力人。無行為能力人不能獨立進行民事活

動，其行為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為之。但其接受獎勵、贈與、報酬

等純獲利益之行為應係有效。 

2.第 13 條第 1款：「不能辨認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是無行為能力人，

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動。」 

本款係以精神狀態規定無行為能力人。當事人是否患有精神病，人民

法院應當根據司法精神病學鑒定或者參照醫院的診斷、鑒定確認。在

不具備診斷、鑒定條件的情況下，也可以參照群眾公認的當事人的精

神狀態認定，但應以利害關係人沒有異議為限。 

精神病人(包括癡呆症人)如果沒有判斷能力和自我保護能力，不知其

行為後果的，可以認定為不能辨認自己行為的人，對於比較複雜的事

物或者比較重大的行為缺乏判斷能力和自我保護能力，並且不能預見

其行為後果的，可以認定為不能完全辨認自己行為的人。 

台灣《民法》§13Ⅰ：「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 

§15：「禁治產人無行為能力。」 

□行為能力之補足－法定代理人 

第 14 條：「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監護人是他的

法定代理人。」 

本條規定監護人為欠缺行為能力人之法定代理人，代理其為民事法律

行為，以補足其行為能力之欠缺。 

台灣《民法》§1098：「監護人為受監護人之法定代理人。」 

□欠缺行為能力之宣告 

第 19 條：「精神病人的利害關係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精神病

人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 

被人民法院宣告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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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他健康恢復的狀況，經本人或者利害關係人申請，人民法院可以宣

告他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 

本條規定宣告欠缺行為能力之制度。要件如下：第一：須經利害關係

人申請； 

第二：須被申請人為精神病人； 

第三：須由人民法院宣告。 

在其精神健康狀況恢復時，經本人或利害關係人申請，人民法院可以

宣告其為限制行為能力人或完全行為能力人。 

台灣《民法》§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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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住所 

第 15 條：「公民以他的戶籍所在地的居住地為住所，經常居住地與住

所不一致的，經常居住地視為住所。」 

本條規定公民之住所。住所係自然人參與社會民事活動之中心場所，

各種法律關係常須以住所確定，故有必要規定之。視為住所，即為擬

制住所。 

公民離開住所地最後連續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為經常居所地。但住

醫院治病的除外。公民由其戶籍地遷出後至遷入另一地之前，無經常

居住地的，仍以其原戶籍所在地為住所。 

台灣《民法》§20Ⅰ：「依一定事實，足認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之

地域者，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地。」 

肆、監護 

  監謢係指為無行為能力人與限制行為能力人設置保護人之制

度。台灣民法關於監護，係規定於《親屬編》之中。 

  監護之特點如下：第一：被監護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

力人； 

第二：監護人須為完全行為能力人且具有監護能力； 

第三：監護人之權利義務是法律直接規定的，而非當事人互相約定的。 

一、未成年人之監護 

第 16 條：「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監護人。 

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經死亡或者沒有監護能力的，由下列人員中有監護

能力的人擔任監護人： 

(一)祖父母、外祖父母； 

(二)兄、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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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係密切的其他親屬、朋友願意承擔監護責任，經未成年人的

父、母的所在單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同

意的。 

對擔任監護人有爭議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單位或者未成年

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在近親屬中指定。對指定不服提

起訴訟的，由人民法院裁決。 

沒有第一款、第二款規定的監護人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單

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或者民政部門擔任

監護人。」 

本條規定未成年人之監護。主要在於規定擔任未成年人之監護人的順

序。 

台灣《民法》§1094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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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三 

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 

二、精神病人之監護 

第 17 條：「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由下

列人員擔任監護人： 

(一)配偶； 

(二)父母； 

(三)成年子女； 

(四)其他近親屬； 

(五)關係密切的其他親屬、朋友願意承擔監護責任，經精神病人的所

在單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同意的。 

對擔任監護人有爭議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單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

員會、村民委員會在近親屬中指定。對指定不服提起訴訟的，由人民

法院裁決。 

沒有第一款規定的監護人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單位或者住

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或者民政部門擔任監護人。」 
本條規定精神病人之監護。主要在於規定擔任精神病人之監護人的順

序。 

台灣《民法》§1111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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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監護人之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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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條：「監護人應當履行監護職責，保護被監護人的人身、財產及

其他合法權益，除為被監護人的利益外，不得處理被監護人的財產。 

監護人依法履行監護的權利，受法律保護。 

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或者侵害被監護人的合法權益的，應當承擔責

任；給被監護人造成財產損失的，應當賠償損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據

有關人員或者有關單位的申請，撤銷監護人的資格。」 

本條規定監護人之職責。監護人的監護職務包括：保護被監護人的身

體健康，照顧被監護人的生活，管理和保護被監護人的財產，代理被

監護人進行民事活動，對被監護人進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監護人合法

權益受到侵害或者與人發生糾紛時，代理其進行訴訟。而將監護當做

一種受法律保護的權利，似有未洽。 

台灣《民法》§10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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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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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宣告失踪 

  宣告失踪係指經利害關係人之申請，由人民法院對下落不明滿一

定期間之公民宣告為失踪人，並對其財產實行代管之制度。其目的在

於對失踪人之財產設立代管人，結束失踪人與相對人間財產關係之不

確定狀態，以保護失踪人與相對人之合法權益，進而穩定社會經濟秩

序。台灣民法並無宣告失踪之制。 

一、宣告失踪之要件 

第 20 條：「公民下落不明滿二年的，利害關係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

宣告他為失踪人。 

戰爭期間下落不明的，下落不明的時間從戰爭結束之日起計算。」 

本條規定宣告失踪之制度。要件如下：第一：須由利害關係人申請； 

第二：須被申請人下落不明滿二年； 

第三：須由人民法院宣告。 

利害關係人包括被申請宣告失踪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

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以及其他與被申請人有民事權

利義務關係的人。 

下落不明是指公民離開最後居住地沒有音訊的狀況。對於在台灣或者

在國外，無法正常通訊聯繫的，不得以下落不明宣告死亡。下落不明

的起算時間，從公民音訊消失之次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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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失踪的案件，由被宣告失踪人住所地的基層人民法院管轄。住所

地與居住地不一致的，由最後居住地的基層人民法院管轄。 

人民法院審理宣告失踪的案件，應當查清被申請宣告失踪人的財產，

指定臨時管理人或者採取訴訟保全措施，發出尋找失踪人的公告。公

告期間為半年。公告期間屆滿，人民法院根據被宣告失踪人失踪的事

實是否得到確認，作出宣告失踪的判決或者終結審理的裁定。如果判

決宣告為失踪人，應當同時指定失踪人的財產代管人。 

二、宣告失踪之後果 

第 21 條：「失踪人的財產由他的配偶、父母、成年子女或者關係密切

的其他親屬、朋友代管。代管有爭議的，沒有以上規定的人或者以上

規定的人無能力代管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人代管。 

失踪人所欠稅款、債務和應付的其他費用，由代管人從失踪人的財產

中支付。」 

本條規定宣告失踪之後果－財產代管制度。即應由財產代管人代管其

財產，並為其支付一切之稅費。 

人民法院指定失踪人的財產代管人，應當根據有利於保護失踪人財產

的原則指定。沒有民法通則第二十一條規定的代管人，或者他們無能

力作代管人，或者不宜作代管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公民或者有關

組織為失踪人的財產代管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

人失踪的，其監護人即為財產代管人。 

其他費用包括贍養費、扶養費、撫育費和因代管財產所需的管理費等

必要的費用。 

失踪人的財產代管人拒絕支付失踪人所欠的稅款、債務和其他費用，

債權人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將代管人列為被告。財產代管人向

失踪人的債務人要求償還債務的，可以作為原告提起訴訟。 

三、宣告失踪之撤銷 

第 22 條：「被宣告失踪的人重新出現或者確知他的下落，經本人或者

利害關係人申請，人民法院應當撤銷對他的失踪宣告。」 

本條規定宣告失踪之撤銷。宣告失踪僅是基於下落不明之事實推定其

失踪，既為推定，如有相反之事實者，即可推翻其效力，故規定可撤

銷之。一經撤銷，代管人應當停止代管並向本人報告代管情況。對於

已經支出之稅費，除代管人主觀上有惡意者外，不得請求代管人償還

或追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