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文字號：法務部 109.04.09 法制字第 10902505100號函

發文日期：民國 109 年 04 月 09 日

要    旨：法務部就有關「臺中市第一花園公墓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辦法」報請備查之相關疑義

乙案之意見

主    旨：有關「臺中市第一花園公墓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辦法」報請備查之相關疑義

          乙案，本部意見如說明二，請查照。

說    明：一、復貴部 109  年 3  月 5  日台內民字第 10901076331  號函及依行

              政院 109  年 2  月 26 日院臺綜議字第 1090002770 號交議案件通

              知單副本辦理。

          二、本部意見如下：

          （一）持有原百齡管理會核發之「墓基使用證明書」或「納骨櫃位使用憑

                證」（以下合稱憑證）者，對臺中市政府得否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

                425 條第 1  項買賣不破租賃之規定？

                1.按行政執行法第 26 條規定：「關於本章之執行，除本法另有規

                  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強制執行法第 75 條規定：「

                  不動產之強制執行，以查封、拍賣、強制管理之方法行之。」是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方式，得以拍賣不動產方式為之。又

                  就強制執行法所為之「拍賣」，其法律性質於學說上多有爭議，

                  有私法說、公法說及折衷說，惟多數意見乃係認「係由執行法院

                  代債務人立於出賣人之地位，經由強制執行程序，為移轉拍賣物

                  所有權以收取價金之行為。」將該行為之性質認定為私法行為，

                  且為「繼受取得」（司法院釋字第 706  號解釋葉百修大法官協

                  同意見書第 2  頁、林誠二，民法債編各論（上），96  年 3

                  月，2 版、最高法院 95 年度第 16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

                  依上開見解，臺中市政府經拍賣而繼受取得旨揭公墓之所有權，

                  應先釐清原百齡管理會與憑證持有人間之法律關係。

                2.次按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中，縱將其所有權讓與

                  第三人，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民法第 425  條

                  第 1  項定有明文。該條文於 88 年 4  月 21 日修正，於第 1

                  項增列「承租人占有中」等文字，其修正理由為：買賣不破租賃

                  之規定，僅適用於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中之情形

                  ，以保障第三人之權益。經查，實務判決雖認塔位之不動產所有

                  權人與塔位受讓人間，係一方以建物內塔位之使用權讓與他方，



                  他方則支付使用塔位之對價而成立之債權契約，性質上與民法第

                  421 條以下規定租賃契約相似，故得類推適用民法第 425  條第

                  1 項之規定（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0  年度重訴字第 1035 號民

                  事判決參照）。惟查，該案經上訴臺灣高等法院，原判決遭廢棄

                  ，並駁回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除相關爭點對被上訴人為不利

                  之認定外，該判決指出被上訴人於系爭和解書成立前，既未占有

                  系爭塔位，而系爭和解書對上訴人不生效力，被上訴人不得據以

                  主張其就系爭塔位之占有權源對上訴人繼續存在，是該案情形顯

                  與民法第 425  條第 1  項揭示「所有權讓與不破租賃原則」，

                  並無應類推適用之同一法律上理由（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重

                  上字第 583  號民事判決參照）。該案嗣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而

                  確定，判決理由亦認上訴人於簽訂系爭和解書前並未占有系爭塔

                  位，自無類推適用民法第 425  條第 1  項買賣不破租賃原則之

                  餘地（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425  號民事判決參照）。

                3.綜上，原百齡管理會與憑證持有人間之法律關係為何？旨揭「臺

                  中市第一花園公墓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1  項所

                  定持有憑證者，於臺中市政府 104  年 7  月 16 日拍定取得第

                  一花園公墓內兩座納骨塔建築物（中台福座及榮美殿）前，是否

                  有占有使用之情事？均建請釐清，以資判斷個案之法律適用關係

                  。

          （二）旨揭辦法第 7  條優先使用墓基或櫃位之資格，是否為公法上請求

                權？旨揭辦法第 8  條有無適法性疑義？

                1.按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規定之適用，係以已發生且得行使之公

                  法上請求權為前提，且並非任何公法上之請求權均適用公法上之

                  消滅時效，原則上僅公法上財產請求權（例如金錢或物之交付）

                  始適用消滅時效。又消滅時效之立法目的乃在於督促權利人儘早

                  行使權利，以維護權益，並使法律關係即早確定，以維持法律狀

                  態之安定性。

                2.次按旨揭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持有原財團法人私立台

                  中市百齡社會福利事業管理會（以下簡稱百齡管理會）核發之下

                  列憑證，且該憑證載有既存相對位置者，應於本辦法施行日起 6

                  個月內向生命禮儀處申請登錄資料，始得優先使用該墓基或櫃位

                  ：一、第一花園公墓墓基使用證明書（以下簡稱墓基使用證明書



                  ）。二、本辦法施行前已經公告啟用中之中台福座骨灰罈塔位使

                  用權憑證（以下簡稱納骨櫃位使用憑證）。」、第 8  條規定：

                  「前條優先使用資格之保留期限，自本辦法施行日起算 10 年。

                  但情況特殊，於期限屆滿前，得申請展延，經民政局認有正當理

                  由者，得予展延，展延期限不得超過 10 年，並以 1  次為限。

                  」是持有憑證之人申請登錄後之法律效果，乃係就該墓基或櫃位

                  有優先使用資格，惟是否即謂「優先使用資格」為公法上請求權

                  ？仍應視該「優先使用資格」之內容而定。查旨揭辦法第 8  條

                  說明二敘及「墓基使用證明書或納骨櫃位使用憑證上載有既存相

                  對墓基或櫃位者，保留其優先使用資格，其性質屬公營造物利用

                  之公法請求權，『比照』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規定請求權時效

                  為 10 年，且請求權自可得行使之日起算，因此規定自本辦法施

                  行日起算」，其謂「比照」行政程序法規定，而非「適用」行政

                  程序法第 131  條規定，是否表示該優先使用資格之性質非屬公

                  法上財產請求權？建請先予釐清。

                3.至旨揭辦法第 8  條規定之「10  年期間」是否為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之「消滅時效」，考量消滅時效之立法目的係在於督促權

                  利人儘早行使權利，以維護權益，並使法律關係即早確定，以維

                  持法律狀態之安定性，而該條之立法目的則係為規範優先使用資

                  格之保留期限，綜合二者立法目的觀之，該 10 年期間似為優先

                  使用資格之存續期間，而與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規定之「消滅

                  時效」有別，建請參酌。

正    本：內政部

副    本：本部法律事務司、本部法制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