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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本書收錄了近年來撰寫的教學型短文共計二十五篇，其中

主要兩大重點是執行司法院兩個司法智識庫（整理最高法院裁

判）計畫，包括民法上的租賃及借貸、以及民事訴訟法上的訴

訟標的價額之核定及訴訟費用等裁判精選，而將其轉寫成短文

的成果發表，匯總成書用供自己及讀者查詢方便。 

本書之付梓，特別要感謝元照出版公司協助與支持，並感

謝臺大法研所鄭景耘、方林根、梁鈺府、李其陸及盧彥方同

學，辛苦分擔校對工作，使得本書得以順利問世，併此致謝。 

附帶提及者係，在本書付梓以前，作者曾經服務多年的臺

灣板橋地方法院自今（2013）年1月1日起更名為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此乃司法隨政治起舞之結果，作者對此不以為然，曾經

投書報端表示反對，一併附錄於後，以誌此事件。 

 

 

吳從周 
2013年6月 

 
 
 
 
 
 
 



 

 

司法改革，不是改名！ 
──搶救臺灣「板橋」地方法院!! 

載於蘋果日報，2012.12.4  A5版民意論壇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將於民國102年1月1日正式更

名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原有轄區不變，原地址同時

整編為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二段249號。更名的理由是甚麼

呢？據板橋地院網頁之公告，這是司法院為配合臺北縣改

制為新北市，及符合「一縣市一法院」之原則所作的決

定。但這樣的更名理由令人無法接受。 
  首先是，板橋地院本來就不叫「臺灣北縣地方法

院」，有甚麼理由在臺北縣改制為新北市以後，就對應改

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呢？其次，新北市幅員廣大，並

非全部轄區均納入板橋地方法院管轄，例如同屬新北市的

新店區是臺北地院管的，萬里區是基隆地院管的，淡水區

則是士林地院管的，如果它的轄區不調整成全屬新北地方

法院管轄，那麼改成「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有甚麼意義

呢？新北市既非全屬現在的「板橋」地院及將來的「新

北」地院管轄，臺北市目前也有臺北及士林兩個地方法院

存在，可見所謂「一縣市一法院」根本是個從未貫徹過的

虛擬原則。 

  民國70年即使在當時的臺北縣土城鄉成立現在板橋地

院的前身「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板橋分院」，仍未將其命名

為「土城」地方法院或者「北縣地方法院」。民國79年改

成現在的「臺灣板橋地方法院」，也仍然維持「板橋」的

名銜。改制為新北市後，「板橋」更依然是新北市的首

府，既然如此，則將其名稱維持為「臺灣板橋地方法

院」，以代表其在新北市中的地位，難道不比新的名字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來的更有歷史意義嗎？至於向來民

眾的疑問：「板橋」地院為何不在板橋而在「土城」？在

網路發達的時代早已不是困擾，反而成為板橋地院位置的

特色了！ 

最後我們要問：改名字難道不用花錢嗎？改名字以

後，所有法院相關的名稱，除了硬體的匾額外，包括軟體

的傳票、筆錄等所有卷宗資料，全部都要跟著改名，值此

臺灣經濟低迷之際，需要這樣浪費公帑嗎？我們贊成司法

要「改革」，但是拿一個用了幾十年的無辜的法院名稱來

「改名」，充作業績，實在大可不必！饒了臺灣「板橋」

地方法院吧！ 

此為投稿原來的版本，與蘋果日報登出的略為修改版不同 

 
 
 



 

 

 



 

 

第一章 

時效抗辯、法律感覺 
與誠信原則 

——評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 
2250號及其後續之判決發展 

壹、本案事實 

本件原告甲銀行主張其向被告乙保險公司投保員工誠實保證

保險契約，約定於保險期間，乙須就甲之員工之不誠實行為所致

之損失，負賠償之責。甲銀行之前員工丙於任職期間，利用執行

職務之機會，陸續侵吞存戶丁之存款新臺幣（下同）500多萬元及

300萬元等，丙該行為業經刑事判刑確定在案。丁乃向原告甲起訴

請求負僱用人之連帶賠償責任，雙方於2003年7月24日以400萬元

達成和解，甲並將款項支付之。甲乃以受有該損害為由，依雙方

之保險契約向乙請求給付保險金。 
本件原審即臺灣高等法院（95年度保險上字第49號判決）認

定：系爭保險金請求權之時效計算應自保險事故發生完成查核之

日即2003年5月2日起算，而非自甲受丁請求之日或給付之日起

算。惟甲迄至2005年12月5日始起訴，已於2005年5月2日逾二年請

求權時效期間。甲雖於2005年4月6日第一次提出請求而中斷時

效，然並未於請求後六個月內起訴，中斷效力無由保持。甲雖主

張乙在協商過程中曾分別於2005年6月15日、8月26日及9月14日發

函承認，並於2005年10月13日同意就活存部分理賠，故時效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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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或可認為拋棄時效利益云云，惟所謂乙於2005年6月15日承認

之日期已在時效完成之後，不可能中斷已完成之時效，且依乙之

函件函文內容以觀，難認其有承認其餘債務之意思或表示拋棄時

效利益。又「消滅時效」為法律上所規定，主張時效完成之抗

辯為權利之行使，與誠信原則無關。甲延誤未提起訴訟，其逾

期起訴後乙為時效抗辯，為法律賦予被上訴人之權利，自亦無

違誠信。 

貳、爭 點 

本件兩次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判決，基本上對於甲對乙的保

險金請求權時效期間為二年，且時效起算點應自2003年5月2日結

算知悉受有損害起算，迄2005年5月2日止，已罹於時效期間，並

無歧見。問題焦點在於，本件是否有最高法院廢棄原判決之發回

判決意旨中所指：乙在兩造訴訟前三次協商往來信函中，曾先表

示「願先行賠付雙方不爭執侵占款部分」，使「上訴人未能於請

求後六個月內即行起訴」，嗣後始於訴訟中主張時效抗辯，是否

有「矛盾行為，出爾反爾」（Venire contra factum proprium）作為

違反誠信原則的情形1？ 

 
 
 

                                                        
1  參見王澤鑑，民法總則，2008年10月修訂版，頁601。該處所舉的案例

即為與本件相當類似的：「買受人發現物的瑕疵後即通知出賣人，出賣
人先則表示願協商處理此項問題，其後又主張出賣人於通知後六個月未
行使解除權或請求減少價金，其權利消滅（民法第365條第1項）。此項
抗辯的行使，違反誠實信用原則，買受人的權利不因此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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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判決理由 

一、 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2250號判決要旨 

但是，最高法院顯然不採高等法院上開見解，乃以下列理由

廢棄原判決發回更審：「按……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

及信用方法，民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項定有明文。債務人行使

時效抗辯權，違反誠信原則者，即為權利之不法行使，應予禁

止。經查本件上訴人九十四年四月六日向被上訴人請求後，依民

法第一百三十條規定，如未於請求半年內起訴，則時效視為不中

斷。且被上訴人係於九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同年八月二十六日及

九月十四日發函協商，惟上訴人係迄同年十二月五日始提起本件

訴訟，此為原審確認之事實。惟細譯被上訴人於前開時間發函上

訴人之文件……分別載明『另盜領定期存款三百萬元及本公司原

認定盜領金額一百零九萬四千六百十七元，合計四百零九萬四千

六百十七元，此為承保期間內吳員之盜領金額，亦為本公司將來

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惟判決未確定前，本公司是否須負賠償責

任不無疑義）』『本公司曾表示願意就和解金額理賠二百萬元，

然未獲貴行答應，本公司對此表示遺憾……如貴行對理算金額表

示 不 同 意 ， 對 於 雙 方 不 爭 執 侵 占 稅 款 部 分 ， 本 公 司 願 先 行 賠

付』，迄九月十四日之信函中始明示拒絕理賠，被上訴人於來往

信函中既不否認上訴人得請求之金額上限，復應允先行賠付部

分款項，卻絕口不提時效抗辯事宜，則上訴人未能於請求後六

個月內即行起訴，是否均與被上訴人之前開行為無涉？被上訴

人從上訴人請求開始經其發函協商應允理賠迄最後拒絕理賠期間

幾近六個月，上訴人仍在繼續請求中，被上訴人並未拒絕上訴人

之請求，此際上訴人何能因被上訴人之上述行為而對之起訴請

求？此攸關上訴人之請求是否視為時效不中斷，其起訴是否已逾

時效期間，自有待細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訴訟中提出時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