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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文】 

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

償付解約金。 

【本案法律爭議】 

執行法院能否核發執行命令逕予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壽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

金？ 

【理由】 

1. 債權人之金錢債權，係憲法第 15 條保障之財產權，債務人之財產，凡具金錢價值者，原則上

均屬其責任財產，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 

(1) 按債權人之金錢債權，係憲法第 15 條保障之財產權，國家為保護其權利，設有民事強制執

行制度，俾使其得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法院，使用強制手段，對於債務人之財產加以

執行，以實現其債權。 

(2) 債務人之財產，凡具金錢價值者，除法令明文禁止扣押或讓與，或依其性質不得為讓與者

等外，均屬其責任財產，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 

2. 保單價值，實質上歸屬要保人，要保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之權利，應為其

所有之財產權 

(1) 於人壽保險，要保人因採平準保費制預(溢)繳保費等累積而形成保單現金價值(下稱保單價

值)，保險法謂為保單價值準備金(下稱保價金)，即人身保險業以計算保險契約簽單保險費

之利率及危險發生率為基礎，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規定參照)。 

(2) 保價金係要保人應有保單價值之計算基準，非保險會計上保險人之負債科目，與保險法第

11 條、第 145 條所定保險業者應提存、記載於特設帳簿之準備金不同。 

(3) 要保人對於以保價金計算所得之保單價值，不因壽險契約之解除、終止、變更而喪失，亦

稱不喪失價值，要保人得依保險法規定請求返還或予以運用，諸如保險人依保險法第 116

條規定終止壽險契約，保險費已付足 2 年以上，有保價金者，要保人有請求返還之權利；

要保人依同法第 119 條第 1 項、第 120 條第 1 項規定終止壽險契約時，得請求保險人償付

解約金，或基於保單借款權向保險人借款等，享有將保單價值轉化為金錢給付之權利。 

(4) 足見保單價值，實質上歸屬要保人，要保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之權利，

應為其所有之財產權。 

3. 要保人依保險法第 119 條第 1 項規定之終止權，非為一身專屬性之權利 

(1) 人壽保險，雖以被保險人之生命作為保險標的，且以保險事故之發生作為保險金給付之要

件，惟保險金，為單純之金錢給付，並非被保險人生命之轉化或替代物，壽險契約亦非發

生身分關係之契約，其性質與一般財產契約尚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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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壽保險，亦非基於公益目的或社會政策之保險制度，其權利客體與權利主體並無不可分

之關係，依契約自由原則，要保人之契約上地位，於符合保險法規定之情形下，得為變更，

亦得為繼承，凡此，均與一身專屬權具有不得讓與或繼承之特性有間。 

(3) 要保人依保險法第 119 條第 1 項規定之終止權，既係依壽險契約所生之權利，即非屬身分

權或人格權，亦非以身分關係、人格法益或對保險人之特別信任關係為基礎，得隨同要保

人地位之變更而移轉或繼承；其行使之目的復在取回具經濟交易價值之解約金，關涉要保

人全體債權人之共同擔保利益，並非僅委諸要保人之意思，再參諸保險法第 28 條但書規定

要保人破產時，破產管理人得終止保險契約；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 24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

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時，監督人或管理人得終止債務人所訂包含壽險契約在內之

雙務契約，足見其非為一身專屬性之權利。 

4. 終止壽險契約，係達成換價目的所必要之行為，執行法院自得為之 

(1) 強制執行法關於以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標的，無論該債權是否附條件、期

限，於第 115 條定有扣押、換價、分配之共同執行方法。債務人於其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

權經扣押後，即喪失對於該債權之處分權，執行法院於換價清償債權之目的範圍內，得進

行將該扣押權利金錢化所必要、適切之處分行為。 

(2) 要保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之權利，為其所有之財產權，已如前述，即

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 

(3) 而終止壽險契約，乃使抽象之保單價值轉化為具體解約金償付請求權所不可欠缺，係達成

換價目的所必要之行為，執行法院自得為之。 

(4) 至於壽險契約或因訂有效力依附條款，致其附約亦因壽險契約之終止而同失其效力，惟此

係依要保人與保險人間事先約定之契約條款致生之結果，非可執之即謂執行法院不得行使

終止權。 

5. 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所採取之執行方法，應符比例原則 

(1) 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

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 1 條第 2 項定有明文。 

(2) 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

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該條項立法說明參照)。 

(3) 我國雖無如瑞、奧、德、日等國立法於強制執行程序中採取介入權制度，惟依上開規定立

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

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 少之方

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4) 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

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並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 1 條第 2 項及第 122 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

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 

6. 結論 

綜上，執行法院核發扣押命令，禁止債務人處分壽險契約權利後，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

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壽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