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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讀家每月系列講座 

民訴：從法研所考題看國考暨最新實務見解 

（以爭點整理方法論為中心）1 

 

一、爭點整理之目的 

發現真實 ＋ 促進訴訟 

我國民事訴訟程序採行集中審理制度（民訴法第 296 條之 1），前階段先進

行爭點整理，後階段再集中調查證據，以充實必要之審理，排除不必要之審理，

保護當事人之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並維護公益層面之訴訟經濟。 

 

二、爭點整理之思維及方法 

（一）最上位爭點整理 

1. 訴訟標的 

(1) 原告須特定訴訟標的（民訴法第 244 條第 1 項）。應檢視人事時地物

是否有具體陳述？是否得與其他事件區隔？若原告的陳述不夠清楚，法院

應先加以闡明，使原告為具體的陳述，以特定訴訟標的。 

(2) 依訴訟標的相對論，原告得選擇以「權利」作為訴訟標的的單位，或

以「紛爭事實」為單位。若原告採取權利單位型，由其主張中，可構成其

他原告未列為訴訟標的之權利，法院得闡明其追加（或變更），選擇客體

合併的型態（預備合併、選擇合併或競合合併等）；若為紛爭單位型，其

陳述之事實，可該當多項權利所根據規定之要件，雖非訴訟標的，僅為攻

 
1 本講義之內容，參考許士宦（2012），集中審理之爭點整理－依一貫性審查及可證性審查之法

律思維，月旦法學教室，第 117 期，頁 42-59；許士宦（2017），口述講義: 民事訴訟法（下），

頁 91-124，台北：新學林。僅供講座使用。詳細學說請同學參考上述或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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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方法，法院仍得闡明其排列審理順位，為不真正合併。 

 

權利單位型之論理型爭點整理 紛爭單位型之事實型爭點整理 

從原告所主張之權利中釐清該權

利之要件事實， 並檢視其主張之

事實，有無要件事實該當性。 

從原告主張之事實中，找出該當權

利發生之要件事實，並檢視有無要

件事實該當性。 

若原告主張之事實該當數權利要

件事實，法院應闡明其追加或變更

訴訟標的（民訴法第 199 條之 1 第

1 項）。 

法院應適度表明其所持之法律見

解，當事人之法律意見，並不拘束

法院，法院得依法官知法原則裁

判，並適時闡明。（民訴法第 199 條

第 1 項）。 

2. 訴之聲明 

原告須為訴之聲明（民訴法第 244 條第 1 項）。應檢視訴之聲明是否特定，

即是否達可「強制執行」之程度。 

（二）主張階段之爭點整理 

1. 原告請求之一貫性審查 

(1) 假設原告所主張之事實為真實（民訴法第 195 條第 1 項、第 266 條第

3 項），從實體法予以評價結果，足以導出其訴訟上請求而成為論據，則原

告請求即屬具一貫性。 

(2) 原告可能有誤解法律而作成錯誤之法律上構成，或主張過多、過少，

為了防止發生突襲性裁判，法院應指明誤認，或適度表明法律觀點，使當

事人有機會為適當之法律上陳述及補充。 

(3) 如法院闡明後，原告仍未通過一貫性審查，法院應以其所訴之事實在

法律上顯無理由，判決駁回起訴（民訴法第 249 條第 2 項），或勸使其撤

回起訴、捨棄或與被告成立接近捨棄之訴訟上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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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告答辯之重要性審查 

(1) 假設被告所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從實體法予以評價結果，足以導出原

告訴訟上請求無理由，則被告答辯即屬具重要性。 

(2) 被告自認或擬制自認之事實，亦成為審查之對象，故須「積極否認」，

否則欠缺否認之適格，視同自認（民訴法第 280 條第 1 項）。為了防止發

生突襲性裁判，法院應闡明，使當事人有機會為適當之法律上陳述及補充。 

(3) 如法院闡明後，被告仍未通過重要性審查，法院應不經證據調查， 逕

為原告勝訴之判決，或勸使被告認諾或與原告成立接近認諾之訴訟上和解。 

（三）證據階段之爭點整理 

1. 確定待證事項 

須確定有爭執事項與無爭執事項，就有爭執事實分配舉證責任。 

2. 分配舉證責任 

(1) 依民訴法第 277 條本文規定，原則上當事人應就有利於己之待證事項

負舉證責任。配合規範說之解釋，權利發生之要件事實，應由主張權利存

在者負舉證責任，否認權利存在或抗辯權利不得行使者，就權利消滅、權

利障礙或權利抑制規定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 

(2)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 

a. 法律別有規定：如民法第 191 條之 2，動力車輛駕駛人之特殊侵權責

任，由被告就其「無過失」負舉證責任，而非由原告就被告有「過失」

負舉證責任，為因法律別有規定而轉換舉證責任之情形。 

b. 顯失公平：若依原則分配舉證責任，有證據偏在或舉證困難等情事，

得降低證明度，使舉證較容易成功，或對不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課予事

案解明義務，使其須陳述具體事實、提出相關證據，甚至轉換舉證責任，

以保障武器平等原則。 

3. 可證性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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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院須審查間接事實之推認力及使用可能性，避免不必要之證據調查。 

(2) 負舉證責任之人，須提出本證，使受訴法院確信事實存在，如其未能

使達確信，法院即無從適用其事實所該當發生之法律效果的法規，以致不

得為對該適時主張者有利之裁判。若未提出，法院應闡明該當事人聲明證

據，若仍未聲明，則為本證懈怠，應受未盡行為責任之舉證責任的敗訴判

決。 

(3) 不負舉證責任之人，須提出反證，然若負舉證責任之人未提出本證，

除非涉及公益、集團性利益或為維持兩造間實質公平，法院應依職權調查

證據（民訴法第 288 條）否則，即使被告已有反證之聲明，反證亦不需調

查，在已經闡明而賦予原告聲明證據機會之前提下，直接終結訴訟而以原

告之請求為無理由駁回其訴。 

 

三、模板 

（一）法院應行以下之爭點整理，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並_____________________：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訴訟標的 

a. 就訴訟標的的特定，實務、學說有新、舊訴訟標的說，然本文認為，

此 二 說 皆 不 夠 尊 重 當 事 人 之 ___________________ ， 應 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為宜，亦即訴訟標的之範圍應尊重原告的

決定，由其選擇係以 ___________（即 ____________________）或

________________（即_________________）來特定訴訟標的。 

b. 本件原告…，似欲以權利單位型特定訴訟標的，以下應行

____________爭點整理程序。原告已陳述紛爭之人事時物，足以和其他

紛爭相__________，訴訟標的已經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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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訴之聲明 

原告請求法院判命被告…，此聲明已達可_______________之程度，聲明

已_________。 

2. 主張階段之爭點整理 

(1) 原告請求之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 從 ____________ 加 以 評 價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則具有一貫性。① 本件原告…（主張之

據權事實），得支撐…（________________），通過一貫性審查。② 本件

原告已陳述...，法院應_________其為更具體之陳述（可舉例），始通過一

貫性審查。 

(2) 被告答辯之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 從 ____________ 加 以 評 價 ， 足 以 導 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則具有重要性。① 本件被告…（主

張之礙權事實、滅權事實或抑權事實），得________________，通過重要

性審查。② 本件被告已陳述...，法院應_________其為更具體之陳述（可

舉例），始通過重要性審查。 

3. 證據階段之爭點整理 

(1) __________________ 

本件原、被告_____________為…，應就其分配舉證責任，其他不爭執事

項，則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 

a. 按______________，輔以___________，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

者，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 

b. 本件…（待證事實），為…（權利根據事實、權利障礙事實、權利消滅

事實或權利抑制事實），對…（原告或被告）有利，應由其負舉證責任。 

(3)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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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負舉證責任之人應就 ________ 聲明證據，若未提出，則為

______________ 。 法 院 亦 須 審 查 間 接 事 實 之 _________ 及

__________________，避免不必要之證據調查。 

b. （假設負舉證責任之人尚未提出本證）本件原（被）告尚未提出本證，

法院應________其聲明證據，以續行可證性審查。 

 

四、牛刀小試 

107 司律一試 

61. 關於法院踐行爭點整理之方法及步驟，下列選項所排列之順序，何者正

確？ 

①曉諭當事人具體主張主要事實及有關聯性之間接事實 

②確認兩造當事人就主要事實及關聯性間接事實有無爭執 

③曉諭原告就訴訟標的之特定為敘明或補充  

④曉諭當事人就事實上爭點聲明證據方法 

(A) ①②③④ (B) ②④③① (C) ③①②④ (D) ④①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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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台大第 1 題 

X 對 Y 起訴，聲明求為判命 Y 給付 X 新臺幣（下同）400 萬元，事實及理由陳

述：Y 於 107 年 1 月 5 日向 X 買受臺灣檜木，用以施作 Y 之住家，約定每坪臺

灣檜木材料費 2 萬元，上開裝潢工程於 108 年 12 月 10 日完工，Y 應給付價金

500 萬元，扣除 107 年 1 月 10 日所給付 100 萬元，尚欠 400 萬元，爱依買賣

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給付該價金。在言詞辩論期日，Y 答辯請求駁回原告之

訴，抗辩主張：X 以連工帶料之方式承攬系争裝潢工程，兩造間並無木材料買

賣契約。對此，X 再主張：承攬系爭裝潢工程者為 Z 而非 X，且 Y 已付 100 萬

元價金。對此，Y 再抗辯主張：Z 係 X 之使用人，且該 100 萬元係承攬報酬之

預付。問：(50 分) 
（一）受訴法院就本案審理之爭點整理，應如何進行一貫性審查及可證性審

查？ 
（二）如法院集中調查證據結果，認定 Y 所主張之事實為真實，應如何處理？

是否判決 X 勝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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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司法官第 2 題 

甲列乙為被告，向該管法院起訴，主張：乙於民國 104 年 6 月 1 日將 A 地

及其上 B 屋（下稱系爭房地）出賣予甲，約定買賣價金為新臺幣 2,000 萬元，

甲已給付全部價金，乙亦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甲，惟乙目前仍居住於

內，遲未將系爭房地交付予甲，無權占有並侵害甲之所有權等語。為此，甲基

於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法院判決乙將系爭房地

返還予甲及賠償因遲延交付房地所生之損害。試問： 
（一）若甲前開主張之事實確屬真實，其主張對乙有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及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有理由？甲欲請求乙交付系爭房地及損害賠償，有

無其他請求權？（40 分） 
（二）受訴法院就甲之返還系爭房地請求，整理爭點時，應如何行一貫性審查，

及行使闡明權？甲就前開權利主張，陳明不為任何變動，請求法院依所有物返

還請求權為裁判，受訴法院就本案請求應如何裁判？（3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