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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法研究（一）》一书，是作者从事民法研究以来一系列重要文章的结集。
其内容以侵权行为法为主，还涉及了民法方法论、民法的体系、债法的体系、合同法，证券法等诸多
方面的内容。
尤其在侵权行为法领域，作者充分发挥通晓英、德、日等多门外语的优势，使用比较法的方法，旁征
博引，利用大量国外资料充分梳理了侵权行为法在各国发展与演进的历程，对现代侵权行为法的发展
趋势有较好的把握。
作者对民法体系以及债法体系的论述深得概念法学高度体系化之精髓，而作者对侵权行为法的研究又
能突破我国台湾学者就法论法之痼疾，尤其是在危险责任方面，作者力破成见，立意高远，将民法学
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论述得淋漓尽致。
这种研究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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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聪智，1946年9月19日生于台湾省嘉义县。
毕业于台湾大学，获法学学士、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
辅仁大学教授兼法律系主任、法律学研究所所长。
法官、律师。
曾在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主要著作有：《公害法原理》、《民法概要》（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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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事实略述]　　甲欲出售房地于乙机关，乙机关亦同意购买，惟乙无权决定购买，而须呈经上级
长官同意。
因之双方一方面订立房地预定买卖契约，一方面为确保价金债权，双方同意，就买卖之价金(已交付)
，僭称典价，就系争标的物设定典权。
同时约明：预定买卖之有效期限为五年，五年内乙之上级机关核准时应另订买卖契约，逾期契约失效
，典权回赎期限二年。
结果，乙之上级机关五年内并未核准，甲逾四年未回赎典物。
乙主张该项典权逾期未赎，乙取得所有权；甲则主张典权约定为虚伪意思表示于法无效，买卖预约亦
已失效，渠仍为系争房地之所有权人。
　　法院见解：　　l.原审法院：买卖契约成立，典权设定非通谋虚伪意思表示(隐藏行为)。
　　2.“最高法院”(1972年台上字第964号判决)：买卖预约；典物、典价与买卖标的物、价金同时成
立之认定显有矛盾。
　　3.“最高法院”(1 975年台上字第438号判决)：买卖契约?典权设定非通谋虚伪意思表示。
　　4.学者黄茂荣：买卖预约；消费借贷+抵押权设定+租赁契约(典权不存在)。
　　同一事实，法院见解相互分歧，学者见解又异其趣。
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即为，个人之主观价值判断混入事实认定过程所致。
吾人如详细观察“最高法院”上开二件判决要旨，更可发现，其间所谓综合斟酌全部情况云者，往往
隐隐约约掺入裁判者之价值判断。
类此情形，显然难以确保契约解释、特别是阐明解释之客观性之实现。
因之，如何防止漫无标准之评价作用，随时掺入契约解释作业之内，应属甚为重要。
　　2.补充解释与价值判断　　补充解释，须拟定合理化之当事人效果意思，其解释过程无法脱离评
价作用，乃属无可否认；诚然，法官为知识丰富之法学者，亦充满良心及正义观之法学家，于契约解
释之时，纵有评价作用，亦大都能本乎良心及正义感而为解释，惟仅凭良心及正义感之作用，并不能
担保公平正义必然实现。
因之，如何限制评价作用之滥用，可说甚为重要。
一般以为，补充解释上所谓之当事人效果意思，其决定并不取决于当事人在对漏洞有认识时所欲表示
者为何，而是取决于依照诚信原则而得显示之表示，推求其必然应有之结论。
亦即补充解释之目的，本就在于推论表意人在当前的契约关系中有理由被认识的意思情况。
旨在探讨：如果当事人已经认识某种约定之必要性及其关系之演变，则作为一个有理性之人，在考虑
诚信原则与交易习惯后，其将会作如何的表示，并以之作为解释之依据。
　　再者，当事人意思不健全致形成契约漏洞时，有时与法律漏洞甚难区分；如是，则所谓契约解释
，事实上即等于法律解释。
故补充解释运用越多，法律解释之色彩亦越浓厚，其结果不仅契约解释与法律解释很难区分，解释评
价作用之角色，亦越高涨。
然而，在法治基础较不稳固之国家，此类情形甚难避免。
解决途径，惟有从契约订立之训练着手，始属根本之道；否则，在有效解释原则之运用下，吾人实很
难想像，一群欠缺法律素养，动辄轻率签约之民族，其法官如不广泛运用价值判断，进行契约之补充
解释，其契约法之秩序将如何维持。
　　3．拟制解释与价值判断　　拟制解释之主要依据为诚实信用原则，业已如上所述。
就现行“民法”体系而言，诚信原则固已具体化为实证法律规范之命题，有强而有力之“民法”上依
据；惟就其存在之形态言之，则诚实信用仍系一欠缺实质内容之概括条款，援为法院裁判依据，本与
法律安定性之基本要求，隐有某种程度之矛盾。
尤其诚实信用，本为道德律上之原则，蜕化于私法上，虽可以利益衡量称之；但利益衡量云者，仍属
欠缺实质内含之形式概念。
因之，就现实操作及其所能解决之功能而言，诚实信用可说系最好运用，但亦系最难驾驭之法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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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契约解释上，情形亦然。
　　为避免诚信原则之滥用，于拟制解释上，如次原则，似应肯定。
此即；除非当事人意思之不正当已违反公共秩序所宣示之重要原则或欲达成之规定时，不宜随便利用
诚信原则拟制契约之成立、不成立，亦不宜随便变更契约效力之内容。
惟此仍仅系抽象标准，故其更为妥当之解决途径，则有待诚信原则下位具体原则之构筑。
　　当事人意思不正当，藉诚信原则拟制当事人之效果意思，其法律解释之色彩，较补充解释实有过
之而无不及。
故前段所述契约订立之国民训练，于拟制解释评价化之抑制，极为重要；其道理亦属相同，兹不复赘
。
　　五、契约解释之社会化　　(一)契约解释社会化之内涵　　契约社会化对契约原理之影响，乃系
全面性的，契约解释理论之深受契约社会化影响，亦属当然。
其中，最为显著者，即为定型化契约条款之解释；至其内涵，则可归纳为如次三者，即解释之客观化
、统一化及诚信化三者。
兹即简要介绍于下：　　1．解释之客观化　　所谓解释客观化，即认为当事人真意，系依客观表示
之规范意义而定之解释理论．在此见解下，契约解释之目的，并非在于确定当事人、特别是表意人之
真正意图，而系在于契约表示之客观的、规范的意义。
故所谓解释，应摆脱双方当事人之主观因素，从契约订立过程及其他客观资料，依一般交易见解，导
出契约之规范意义之作业。
　　在定型化契约，解释客观化之主张，更演化为二个下位原则，一为解释资料之客观化，另一为法
益衡量原则之运用。
前者之内容略为：定型化契约之解释，除当事人有特别约定外，对于契约当事人之特殊环境及特殊意
思表示，不应列入解释之考虑因素，而应依该契约类型之一般共同真意，作为解释之依据“；而所谓
共同真意，则指该契约类型上一般消费者对定型化契约所能理解之意义。
①后者则指解释时应考虑到企业者与消费者双方法益之衡平之意；由于消费者之地位显著低落，法益
衡量原则运用之结果，乃有所谓“定型化契约条款有疑义时，应为有利于消费者利益”之解释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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