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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總論 I 

第一章、民法概說 

第一節、緒言 

（一）民法總論的範圍 

（二）民法總論的內容 

（三）作為私法一般法的民法 

（四）民法的意義 

第二節、民法的淵源 

（一）概述 

（二）一九九九年澳門民法典 

（三）單行民事法規 

（四）其他法規中的民法規範 

第三節、民法的價值基礎與基本原則 

（一）人格的承認 

（二）私法自治 

1）概念 

2）內容 

(i) 自我決定 

(ii) 自我負責 

（三）善意 

1）主觀善意 

2）客觀善意 

 

第二章、法律關係與權利體系 

第一節、 法律關係的概念 

第二節、法律關係的內在結構 

（一） 權利與義務的概念 

（二）權利的分類 

第三節、法律關係的外在結構（法律關係四元素） 

（一） 主體 

（二） 客體 

（三） 法律事實 

1） 法律事實與法律效果 

2） 法律事實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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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律效果的分類 

I） 權利的創設 

a) 概念 

b) 創設與取得 

i. 原始取得 

ii. 傳來取得 

II） 權利的變更 

III） 權利的消滅 

（四） 保障 

第四節、法律關係的分類 

 

第三章、法律關係的主體 

第一節、概述 

（一）法律人格與權利能力 

（二）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 

（三）無主體權利的問題 

（四）能力與正當性 

第二節、自然人 

（一）法律人格 

1）法律人格的開始、胎兒的法律狀況 

2）法律人格的終止 

（二）人格權 

1）人格權的概念 

2）人格權的特徵 

3）人格權的一般保護與特別保護 

I）人格權的一般保護 

II）人格權的特別保護 

（三）未成年人 

1）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的範圍 

2）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的彌補 

3）未成年人行為的效力 

4）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的終止、成年與親權解除 

（四）禁治產人 

1）禁治產宣告 

2）禁治產人無行為能力的範圍 

3）禁治產人無行為能力的彌補 

4）禁治產人行為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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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禁治產的終止 

（五）準禁治產 

1）準禁治產宣告 

2）準禁治產的無行為能力的範圍 

3）準禁治產無能力的彌補 

4）準禁治產人行為的效力 

（六）自然人住所 

1）住所的意義 

2）住所與類似概念 

2）意定住所 

3）法定住所 

（七）保佐 

1）保佐的設立 

2）保佐人的權利義務 

（八）推定死亡 

1）推定死亡的分類 

2）宣告推定死亡的要件 

3）宣告推定死亡的效果 

4）失蹤人的返回 

第三節 法人 

（一）概論 

1）法人的概念 

2）法人的功能 

3）法人的分類 

（二）法人的設立 

1）意思表示 

2）類型法定 

（三）法人的分類 

1）學說分類 

2）實證法分類 

（四）法人的能力 

1）法人的權利能力 

2）法人的行為能力 

3）法人的民事責任 

第四節、無法律人格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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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法律關係的客體 

第一節、客體的概念與局限性 

第二節、物與財產 

（一）物的概念與分類 

（二）財產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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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總論 II 

第五章、法律行為 

第一節、法律行為的概念與分類 

（一）法律行為的概念 

（二）法律行為的分類 

1）單方法律行為與雙方法律行為（合同） 

2）生前行為與死因行為 

3）不要式行為與要式行為 

4）諾成行為與要物行為 

5）財產行為與人身行為 

6）有償行為與無償行為 

8）管理行為與處分行為 

7）實定行為與僥倖行為 

9）要因行為與不要因行為 

第二節、法律行為的形成 

（一）意思表示的概念 

1）意思與表示 

2）表示方法 

(i) 明示 

(ii) 默示 

(iii) 沉默作為意思表示 

（二）意思表示的生效 

（三）合同的形成 

1）要約 

2）承諾 

（四）意思表示的方式 

1）方式自由原則 

2）法定方式 

3）約定方式 

第三節、法律行為的解釋與填補 

1）解釋 

2）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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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意思表示瑕疵 

第一節、 概述 

1）意思欠缺與意思瑕疵的學說體系 

2）意思欠缺與意思瑕疵的實證法體系 

第二節、意思瑕疵 

（一） 動機錯誤 

（二） 欺詐 

（三） 精神脅迫 

（四） 偶然無能力 

第三節、意思與表示不一致 

（一） 故意不一致 

1） 虛偽 

 (i) 虛偽的概念 

 (ii) 虛偽的分類 

 (iii) 虛偽與第三人保護 

 (iv) 虛偽的證明 

2） 真意保留 

3） 非認真之表示 

（二） 非故意不一致 

1） 欠缺行動意思 

2） 欠缺表示意識 

3） 人身脅迫 

4） 表示錯誤與傳達錯誤 

 

第七章、法律行為代理 

第一節、 代理的功能 

第二節、 代理的概念 

第三節、 代理的分類 

第四節、 意定代理專論 

 

第八章、法律行為偶素 

第一節、條件 

（一）條件的概念 

（二）條件的分類 

（三）條件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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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期限 

（一）期限的概念 

（二）期限的分類 

（三）期限的屆至 

第三節、負擔 

（一）負擔的概念 

（二）負擔的分類 

（三）負擔的不履行 

 

第九章、法律行為效力 

第一節、法律行為的不生效力與非有效 

（一）概論 

1）廣義不生效力 

2）狹義不生效力 

3）法律行為的不成立與非有效（無效與撤銷） 

（二）非有效 

1）無效 

2）撤銷 

3）非有效與不當情事 

4）非有效與其他類型的效力終結（單方終止、解除、廢止、失效） 

第二節、法律行為的縮減與轉換 

（一）法律行為的縮減 

（二）法律行為的轉換 

 

第十章、時間對法律關係的影響 

第一節、概論 

第二節、消滅時效與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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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法例： 

1. 民法典 

2. 物業登記法典 

3. 公證法典 

4. 民事登記法典 

5. 民事訴訟法典 

6. 葡萄牙民法典（中文版由唐曉晴、曹錦俊、鄧志強、關冠雄、艾林芝翻譯，北

京大學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