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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之計算與分配 
優妮編著《身分法考前攻略關聯推定書》波斯納出版 

 
 
 

一、遺產總額(淨值)之確立： 
 

 

本焦點是司律非常熱門的考點，常常結合夫妻財產制一起出成考題。題目通常會

給一個繼承人的遺產數額，接下來考生應計算該數額再扣除債務、收取債權還有多少

錢可以分配，算出遺產總額（淨值）。 

 
 
 
 
 
 
 
              

(一) 清償債務： 
繼承人需將遺產數額先扣除生前債務、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之債務、繼承費用之債務

和稅捐債務。應注意的是，非繼承費用及剩餘財產分配之其他死後債務，如遺贈債務、遺產

酌給債務，於此時不必先扣除（清償），需待確定繼承人之特留分未受侵害後始扣除1。 

(二) 收取債權： 
1. 對第三人之債權。 

2. 被繼承人對繼承人有債權──扣還： 
  

第1154條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權利、義務，不因繼承而消滅。 

第1172條 
繼承人中如對於被繼承人負有債務者，於遺產分割時，應按其債務數額，由該繼承人

之應繼分內扣還。 

 
1 白話一點來說，遺贈、遺產酌給雖然也是繼承人的債務，但要等到遺產淨值算出來，開始分配繼承人可以
拿多少遺產時，才去當債務扣除。如果繼承人特留分被侵害，他們可以行使扣減權，受遺贈的人就沒有辦

法拿到原本那麼多錢。 

好書搶鮮閱 

 

 學習核心 

 
1. 生前債務 
2. 夫妻剩餘財產分配

請求之債務 
（§1030-1） 

3. 繼承費用之債務 
（§1150） 

4. 稅捐債務 

(一)清償債務 

1. 對第三人之債權 
2. 對繼承人有債權，ex
§1172扣還、§1023
夫妻財產補償請求權

(二)收取債權 

◎繼承人中有在繼承
開始前因結婚、分
居或營業，已從被
繼 承 人 受 特 種 贈
與，應加計成為應
繼財產 

 

(三)加計歸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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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釐清 

為免侵害遺產債權人之利益，繼承人對被繼承人有債務時，該債務不會因此混同消滅。

該部分仍屬繼承人之生前債權，應加入應繼遺產之總額計算，最後再從繼承人之應繼分中扣

還。 
  
  
  

拋棄繼承後，該繼承人是否仍應扣還？ 
拋棄繼承人雖無應繼分可扣還，但不因此免負返還義務。 

  
  

3. 夫妻財產補償請求權： 
  

第1023條 
Ⅰ夫妻各自對其債務負清償之責。 
Ⅱ夫妻之一方以自己財產清償他方之債務時，雖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亦得請求償還。 

  
  
  

 概念釐清 

夫妻一方死亡時，法定財產制消滅，夫妻一方對他方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也要加入遺

產債權。 
  
  

(三) 歸扣： 
  

第1173條 
Ⅰ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編按：此稱為生前特種贈與），已從被繼

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應將該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編按：§1147）被繼承人
所有之財產中，為應繼遺產。但被繼承人於贈與時有反對之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Ⅱ前項贈與價額，應於遺產分割時，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中扣除。 
Ⅲ贈與價額，依贈與時之價值計算。 

  
  
  

 概念釐清 

(一) 性質：生前特種贈與外表上雖為贈與，實質上被法院推測為應繼分之前付，通常無使受

贈人特受利益之意思。換言之，生前特種贈與是繼承人因結婚、分居或營業而急須用

錢，而由被繼承人預行撥給日後應繼承之財產之行為。 
(二) 歸扣義務人：喪失繼承權之人？拋棄繼承權之人？代位繼承人？ 
(三) 歸扣權利人：合法繼承人。 
(四) 免除：被繼承人於贈與時有反對之意思表示。 
(五) 歸扣方式──充當計算主義2： 為求各繼承人之間的公平，應將該贈與價額加入被繼承

 
2 充當計算主義即非現物返還，先擬制把特種贈與數額加回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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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財產中為應繼遺產，且於遺產分割時，自該繼承人應繼分中扣除。 
1. 特種贈與少於應繼分時：仍可受分配。 
2. 特種贈與等於應繼分時：無數額可受分配。 
3. 特種贈與多於應繼分時，是否需返還？ 
(1) 實務與多數學說3採不必返還說：於贈與價額超過應繼分時，該繼承人固不得再受分

配，而我國民法既採充當計算主義，亦無須歸還超過部分之價額。 
(2) 有實務與學說採德國法上採擬制特別受益人不存在說：該說認為若特種贈於大於應

繼分，即擬制該特別受益人不存在，只計算剩餘繼承人之應繼分，該特別受益人之

特種贈與也無庸加入應繼遺產。 
(3) 林師採應返還說4：本說認為為維持共同繼承人間之公平，並避免造成遺產分配之複

雜化，仍應由該繼承人返還超過應繼分部分之價額。 
(六) 題目示範：甲父有乙、丙、丁三子，甲父生前因為乙結婚而贈與100萬元，因丙的營業

贈與50萬，可憐的丁沒有獲得任何贈與。甲父死亡時，留有300萬元遺產，原本乙、

丙、丁三人平均分配可各得100萬元，但因為乙、丙受有生前特種贈與，應歸扣。故在

算應繼遺產時，要先把乙的特種贈與100萬元、丙的50萬加回遺產，變成450萬元。這

450萬再平均分配給三人，每人可分得150萬元。乙已經受贈特種贈與150萬，可以再拿

50萬；丙可以再拿100萬。 
  
    

注意 

民法上扣減之標的，僅限於遺贈（§1225）及應繼分之指定，而不及於生前贈與和酌給
遺產5。歸扣與扣減不一樣，千萬不要搞混囉。 

   
  
  

拋棄繼承人是否負歸扣義務？ 
1. 戴師6、實務7採不必歸扣亦毋須返還說：此說認為拋棄繼承者已非繼承人，法律上

亦無使其所受贈與失去效力，依第1173條之文義解釋，應無須返還超過之部分。 
2. 三人合著8採應扣減說：此說認為未拋棄之繼承人仍有特留分權，故其特留分權一旦

被侵害，應准未拋棄之繼承人得向拋棄者行使特留分之扣減權，否則特留分之規定

形同具文。 
3. 林師採不必歸扣但仍負返還責任說9：拋棄繼承權之人雖非歸扣義務人，並不表示即可

 
3 胡長青，中國民法繼承論，1964年，頁144-145；戴炎輝、戴東雄，繼承法，2003年，頁158-159；陳棋炎、
黃宗樂、郭振恭，民法繼承新論，2010年，頁155；最高法院90年台上字第2460號判決參照。 

4 林秀雄，繼承法講義，2018年2月，7版，頁137。 
5 (51)台函民字第3654號。 
6 戴炎輝、戴東雄，繼承法，2003年2月，頁152。 
7 最高法院31年11月19日民庭總會決議參照。 
8 陳棋炎、黃宗樂、郭振恭，民法繼承新論，2018年1月，修訂10版，頁166-167。 
9 林秀雄，繼承法講義，2018年2月，7版，頁128-129。 

2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好 

書 

搶 

鮮 

閱 

 

66 

法觀人月刊 NO.277 Oct 2022 

不負返還責任。若受有高額特種贈與之繼承人，得藉拋棄繼承而免負返還義務，則

對其他人不公平。 
拋棄繼承人實無權利接受應繼分之前付（蓋其已非繼承人），其雖無應繼分可扣除，

但應將其所受特種贈與價額返還於其他繼承人。既然生前特種贈與實為以「繼承人

將來之應繼分」為給付目的之給付，倘嗣後給付目的無法達成，則該給付自始欠缺

法律上原因，應依不當得利返還受領之給付（像是遺產收取債權）。 
  
  

喪失繼承權之人是否負歸扣義務？ 
1. 三人合著10採應歸扣說：喪失繼承權之人所受特種贈與仍應歸扣，避免對其他繼承

人不公平。 
2. 林師採不必歸扣但仍負返還責任說11：喪失繼承權人已非繼承人，無應繼分更何來應繼

分之前付，故喪失繼承權人應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負返還義務。至於代位繼承人是否

需要歸扣？倘喪失繼承權人尚生存，要求代位繼承人負歸扣義務而喪失繼承權者可

繼續享受特種贈與並不公平，因此代位繼承人不需負歸扣義務。 
  
  

被代位人受有特種贈與後死亡時，是否應由代位繼承人負歸扣義務？ 
多數學者認為應歸扣12：代位繼承人係承襲被代位人之應繼分，此應繼分自應包括被

代位人之特種贈與，故應負歸扣義務。又為謀求共同繼承人間之公平，其他共同繼承

人於被代位人生存時，本可期待歸扣之利益，不應因此喪失。 
  
  

代位繼承人從被繼承人受有特種贈與應否歸扣？ 
1. 戴師採不區分時期皆應歸扣說13：戴師認為我國代位繼承之規定採固有權說，故第

1173條所稱之繼承人，宜指共同順序之繼承人與代位繼承人，代位繼承人自應負歸
扣義務。 

2. 林師採區分時期歸扣說14：林師認為前述見解將造成歸扣與否繫於被代位人是否死亡

之偶然事實，故應區分代位繼承人受有特種贈與之時點來判斷其是否應負歸扣義務。 
(1)成為代位繼承人之前受贈者，繼承人之贈與應無應繼分前付之意思15，毋需歸

扣。 
(2)成為代位繼承人之後受贈者，需歸扣。蓋於成為代位繼承人時，所獲基於結婚、
分居、營業之贈與，自屬應繼分前付，自應歸扣。 

  
  

 
10 陳棋炎、黃宗樂、郭振恭，民法繼承新論，2018年1月，頁166-167。 
11 林秀雄，繼承法講義，2018年2月，7版，頁130。 
12 戴炎輝、戴東雄，繼承法，2003年2月，頁128；林秀雄，繼承法講義，2018年2月，7版，頁130。 
13 戴炎輝、戴東雄，繼承法，2003年2月，頁154。 
14 林秀雄，繼承法講義，2018年2月，7版，頁131-132。 
15 白話來說，難道爺爺送禮物給孫子，是預期兒子會比較早死要由孫子來繼承他嗎？ 

5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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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種贈與侵害特留分時，應否負返還義務16？ 

1. 肯定說認為特留分規定為強行規定，若不許特留分權人行使扣減權，特留分規定恐
形同具文。 

2. 通說則採否定說，認為民法既僅規定生前特種贈與應算入遺產以為應繼遺產，並未
明文特種贈與亦為侵害特留分之扣減標的。 

  
  

繼承人受贈後，贈與物滅失或毀損者，是否仍應負歸扣義務？ 
多數說採肯定說17：我國採充當計算主義，且價額係以贈於時之價額來計算。 
林師採折衷說18：其認為若因天災等不可抗力造成受贈物滅失，為兼具公平性，才例

外毋庸歸扣。 
  

二、遺產計算步驟： 

(一) 遺產總額（淨值）足以清償債務： 
1. 倘清償債務、收取債權後，遺產淨值為正，代表還有剩餘的遺產可分配給繼承人。為

維持各繼承人之間的公平，應將生前特種贈與歸扣，計算出「應繼遺產」。若繼承人

有做成遺囑指定應繼分，則需依據「應繼遺產」計算出各繼承人「特留分」多少，檢

查是否有繼承人之特留分遭侵害。 

2. 分配順序：繼承人之債權人遺產酌給請求權人遺贈及死因贈與之受贈人繼承人

（考慮扣還跟歸扣）。 
  
  

注意 

林師認為，倘受遺贈人兼有受遺產酌給之資格時，其分配順位應提前至與遺產酌給請求

權人相同，更能尊重繼承人之遺囑真意。 
   

(二) 遺產總額（淨值）不足以清償債務19： 
1. 追加繼承人之責任財產範圍（§1148-1）： 

  
第1148條之1 
Ⅰ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二年內，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該財產視為其所得遺產。 
Ⅱ前項財產如已移轉或滅失，其價額，依贈與時之價值計算。 

  
       

 
16 鄧學仁，二年內贈與及特種贈與，月旦法學教室，第133期，2013年11月，頁13-14。 
17 戴炎輝、戴東雄、戴瑀如，繼承法，2014年，頁156；陳棋炎、黃宗樂、郭振恭，民法繼承新論，2018年，
頁147。 

18 林秀雄，繼承法講義，2018年2月，7版，頁127。 
19 這時候遺產根本不夠清償債務，所以要把二年內贈與加回來去清償債務。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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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釐清 

(一) 因繼承人僅需在遺產的範圍內負概括繼承有限責任（§1148），若現存遺產加計收取債

權後，仍不足清償債務，為保障債權人利益，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二年內從被繼承人受

贈之財產，應納入「清償被繼承人之債權」之責任財產之範圍。倘「視為所得遺產」，

即非現物返還，僅為充當計算。 
(二) 繼承人於依第1148條之1追加計算之額度內，應依第1153條第1項之規定，負連帶清償責

任。 
(三) 依第1148條之1之規定追加計算之遺產，功用在於償還債權人，不得分配給繼承人；依

第1173條之規定歸扣之遺產，乃是為維持各被繼承人之分配公平性，亦不得分配給繼承

人之債權人。 
  
  
  

注意 

第1148條之1和第1173條功能不同，可參考以下表格： 
  

 §1148-1 視為所得遺產 §1173 歸扣 

目 的 
希望在繼承人之法定限定責任

下，保護債權人。 
維護內部共同繼承人間應繼分之

公平性。 

標 的 
不限於特種贈與，繼承開始前2
年內所受之贈與皆包含。 

特種贈與。 

影 響 
對外債務清償責任財產範圍。 繼承人內部間遺產分割之實行，影

響應繼遺產。 
順 序20 先清償外部之繼承債務。 後進行內部生前特種贈與之歸扣。 

競 合21 優先清償繼承債務。  
  
  

2. 各共同繼承人進行內部分擔： 
(1) 連帶債務：依據民法第1148條第2項、第1148條之1及第1153條第1項之規定，繼承

人對於遺產債務，限於因繼承所得之遺產為範圍，負限定的以及連帶的清償責

任。林師認為各共同繼承人間為連帶債務，一人清償後，得向其他債務人請求償

還各自分擔之部分（§281）。 
(2) 內部比例分擔： 

①依應繼分比例分擔： 
  

第1153條第2項 
Ⅱ繼承人相互間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另有約定外，按其應繼分比例

負擔之。 
  
  

 
20 元照研究室，生前兩年內之普通贈與及繼承債務之清償順序，時事短評，2017年9月，頁2-3。 
21 生前特種贈與財產與普通贈與財產重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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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戴東雄老師認為，依第1148條之1追加計算之部分，僅由生前2年內受有特種贈

與之人負責，否則對其他未受贈之繼承人不公平22。 
  
  

甲僅有繼承人乙、丙、丁，死亡時有遺產100萬，對A負有400萬債務。甲於死前二年內
贈與乙240萬，贈與丙120萬，請問A應如何請求清償？ 
依第1148條之1規定，甲於死前二年內贈與乙之240萬，贈與丙之120萬皆應視為所得
遺產，故甲之責任財產範圍為100萬＋240萬＋120萬＝460萬，林師認為應由乙丙丁連
帶負責，但戴師認為如此對丁不公平。460萬清償欠A的400萬債務後，剩餘60萬，
乙、丙依比例各分得40萬、20萬。 

  
  

3. 受特種贈與之人是否應返還超過應繼分之部分？ 
(1) 清償債務人後，已無任何遺產，在此回到前述特種贈與多於應繼分時，是否需返

還的爭點。實務與多數學說認為特種贈與不需歸扣、不必返還，蓋此時無剩餘財

產可分配給繼承人。 
(2) 然而，林師仍認為該受特種贈與之繼承人應返還超過應繼分部分之價額，再將該

數額分配給其他繼承人。 
  
  

 
22 戴東雄，生前兩年內之普通贈與及繼承債務之清償順序，月旦法學教室，第179期，2017年9月，頁4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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