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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課輔講義(二) 

捌、訴權要件	

一、當事人適格：就特定訴訟標的有實施訴訟之權能，亦即可請求法院為本案判

決之資格(正當當事人)	

(一)原則：實體法上權利義務歸屬主體1	

例外：訴訟擔當之擔當人	

1.	 法定訴訟擔當	

2.	 任意(意定)訴訟擔當à有授予訴訟實施(遂行)權之行為(即事前程序

保障)	

(二)職權調查事項，且為須具體、個別認定的資格	

(三)欠缺：實務à§249Ⅱ判決(訴訟判決)駁回à認其為權利保護要件之一(廣義的

訴之利益) 

邱à§249Ⅰ○6 裁定駁回à仍應為一訴訟要件 

à兩說差別在：可否補正、救濟管道不同 

(四)訴之種類2：1.	 給付之訴：主張有權利者即具有原告適格	

à權利是否存在則屬本案請求有無理由之問題	

2.	 確認之訴：判斷有無「確認利益」	

3.	 形成之訴：依法律(或法理)規定得主張形成權者 

	

◎分公司(許士宦：月旦法學教室 89 期─分公司之當事人能力與當事人適格)	

一、當事人能力	

1.	 分公司係受總公司管轄之機構，可獨立自為法律行為，但非實體法上之

																																																								
1 通常該人對於訴訟勝敗之結果， 有利害關係， 為關心，應當會認真進行訴訟，賦予

其程序保障。判決之結果，形同對於權利之處分。 
  但某人是否具有訴訟遂行權，不全然依實體法上有無管理處分權為判斷。EX：破產管理

人、遺產管理人…等。 
2 此種類係以起訴時原告所主張之事實加以判斷，而非以法院判決結果加以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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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義務歸屬主體	

2.	 類推§40Ⅳà不論是否為分公司業務範圍內之事項	

二、當事人適格	

1.	 因分公司之經理係本公司所派任+經理為法定代理人(民§554、555)	

à任意訴訟擔當(事前概括授權)	 	 	

cf.	 合夥à類似概念	

2.	§401Ⅱ判決效力及於本公司(實質當事人)	

Q1：本公司可否另提起後訴？	

	 	 	 	 前訴訟繫屬中à§253 同一事件的判斷：當事人同一(實質當事人)	

	 	 	 	 前訴訟已確定à§400+401 違反一事不再理，且無§507-1 之適用	

Q2：本公司可否自己就分公司所提的訴訟為上訴？	

	 	 	 	 因其為任意訴訟擔當，故可終止授權à§172：本公司承受訴訟 

	

二、訴之利益à職權調查事項	

(一)廣義的訴之利益：能夠強制被告應訴，而要求法院下本案判決之必要性及實

效性。	

1.	 當事人適格à原告、被告之資格	

2.	 請求對象適格à訴訟標的	

3.	(狹義的)訴之利益à有進行訴訟及判決之實效性(能有助於紛爭解決)	

à欠缺：§249Ⅰ○6 裁定駁回	

à實務：訴訟判決(§249Ⅱ)駁回，因§249Ⅰ未列此要件	

(二)確認訴訟的訴之利益3：§247「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1.	 確認訴訟之當事人適格被吸收於(狹義的)訴之利益之中	

																																																								
3 42 台上 1031 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七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

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

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

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縱其所求確認者為他人間之法律關係，亦非不得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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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確認對象：原則上是針對「法律關係」，「單純過去之事實」有所爭議	

à(1)證書真偽	

	 	 (2)法律關係基礎事實，且原告不能提起他訴(§247Ⅱ)	

EX：確認遺囑行為有效(無效)、股東會決議有效…	

3.	 具體內涵4：(1)原告之法律地位不安定	

(2)提起確認訴訟為 有效、適切之方式5(補充性)	 §247Ⅲ	

(三)將來給付之訴：§246「有預為請求之必要」	

1.	 「將來」à言詞辯論終結時(基準時點)，清償期尚未屆至、權利尚未生效	

若在言詞辯論終結前發生事實上變動à「現在」給付之訴	

2.	 須於具體個案中判斷：考慮給付義務之目的、性質、債務人之態度等	

3.	 常見類型：	

(1)繼續性給付à不當得利、積欠薪資、租金	

(2)代償請求(代替性給付)à返還原物變成損害賠償(因原物已滅失)à訴訟

經濟	

(3)補充性債務à保證債務、合夥人補充性債務	

	

◎訴訟擔當	

一、名詞解釋 

																																																								
  4 高法院 27 年上字第 316 號判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七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

上利益，須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

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始為存在。」	

	 高法院 52 年台上字第 1240 號判例：「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

不得提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

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

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5 所謂不有效、不適切的情形如：(1)可以提起給付之訴、形成之訴；(2)判決結果仍造成原

告法律地位不安定，例如：確認之訴的既判力僅在相對人間有效，若甲、乙二人共有 A 地，

丙僅對乙一人提出確認丙對 A 地所有權存在之訴訟，即使判決判丙勝訴而確認丙有 A 地之

所有權，亦僅對乙有效力，對甲無任何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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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形式當事人(擔當人)à起訴狀、判決書上所列之原告、被告	

2.	 實質當事人(被擔當人)à將自己的訴訟遂行權(訴訟實施權)交由他人行使，

且依§401Ⅱ受判決效力所及之人	

à形式當事人與實質當事人分離、判決效力及於擔當人(§401Ⅰ)與被擔當人	

àvs.訴訟代理人：訴訟擔當人係以自己名義起訴，故其為當事人，而非訴訟

代理人	

二、程序保障	

	 	 	 	 1.	 事前的程序保障	

(1)意定(任意)訴訟擔當：自己決定授與他人訴訟遂行權(自己責任原則)	

(2)法定訴訟擔當：職權通知§67-1、§254Ⅳ、訴訟繫屬登記§254Ⅴ	

	 	 	 	 2.	 事後的程序保障：§507-1 第三人撤銷訴訟	

	

三、任意訴訟擔當：依實質上當事人之選定行為(授與訴訟實施權/訴訟遂行權)

使第三人取得訴訟實施權	

(一)選定當事人制度(§41) à目的：簡化訴訟程序、訴訟經濟、保護程序利益	

1.	 要件：(1)多數人	

(2)多數人不構成民事訴訟法§40Ⅲ之非法人團體	

(3)有共同利益	

(4)被選定人須為共同利益人中一人或數人	 得分組選定	

2.	 選定之效力：	

(1)法院：僅簡化當事人，並未簡化訴訟標的及訴訟聲明6	

(2)被選定人：§44 被選定人原則有為一切訴訟行為之權，但可限制	 	
																																																								

6 高法院 90 年第 15 次民庭決議：選定當事人雖係以選定人之名義為形式上之當事人，

實際上選定人仍為其潛在性之當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一條第二項之規定，其判決

效力應及於選定人。多數選定人請求賠償損害，各有獨立之實體法上請求權，原係各別請

求給付，起訴之聲明仍應分別記載「給付某甲若干元、某乙若干元、某丙若干元、某丁若

干元、某戊若干元」，法院判決主文，亦應分別記載，俾將來確定判決之既判力、執行力之

範圍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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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vs.訴訟代理人(§70)	

(3)選定人：選定人脫離訴訟，成為實質當事人；選定人得參加訴訟	

(二)任意訴訟擔當團體訴訟(§44-1)	

1.	 立法意旨：保障當事人之程序利益、謀求訴訟經濟	

2.	 要件：(1)得選定公益社團法人為被選定人，例如：漁會、農會、工會等	

(2)章程所定範圍內	

(3)為其社員	

3.	 特色：(1)簡化當事人	

(2)得簡化訴訟聲明：總額聲明、分配協議、總額裁判	

(3)不簡化訴訟標的	

4.	 §44-1Ⅱ總額裁判協議(程序選擇契約)à集團性請求權	

(消保§50、證期保§28 可類推適用)	

(三)追加選定當事人(§44-2)	 	 訴之變更追加之特別型態	 	 cf.	 消保法§54	

1.	 因公害、交通事故、商品瑕疵或其他本於同一原因事實而涉訟者	

	 	 擴散利益	

2.	 由法院裁量是否有公告曉示之必要	

是否有妨礙、延滯訴訟之虞；原當事人之防禦權是否受影響等因素	

公告應表明請求及原因事實	

3.	 原告同意(原告若不同意→併案審理§44-2Ⅴ)	

4.	 併案請求之聲請	

(四)消費者團體訴訟(消保§50)：○1 20 人以上；○2 讓與請求權；○3 得終止讓與	

	 	 	 類似訴訟信託	

	

四、法定訴訟擔當	

(一)為擔當者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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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有人對第三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à民§821(828Ⅱ準用)	

	 【例】X1、X2、X3 共有甲地，Y 無權占有。	

X1àY：民§767(+§821 本)	

訴之聲明：請求拆屋還地給共有人 X1、X2、X3	(民§821 但)	

à表明 X1、X2、X3à利於通知à程序保障、強制執行	

cf.	 實務認為只要聲明還給「共有人全體」即可à闡明	

通知之後à實質當事人(X2、X3)可衡量自己的實體及程序利益，選擇：	

(1)追加成當事人(§255Ⅰ②)	

(2)訴訟參加(§58 以下)	

(3)提起干預訴訟(§54)	ex：主張 X1 根本不是共有人	

	 	 	 	 à原則上，依§401Ⅱ，X2、X3 受判決效力所及。	

	

2.共有物的處分à土§34-1Ⅰ、Ⅴ	

土地法的規定只是使部分共有人具有全部共有物的處分權，並不會使原本

不同意出賣之共有人變成契約當事(非代理說)。( 高法院 82 年度第 3 次民

事庭會議)	

【例】X1、X2、X3 共有 A 地，應有部分各 1/3，X1、X2 將甲地賣給 Y。	

(1)	Y 遲不給付價金	

(2)	X1、X2 遲未辦理移轉登記及交付	

 

3.債權人代位訴訟à民§242	

【例】X 對 Y 有 10 萬元債權，Y 對 Z 有 5 萬債權但怠於行使，且 Y 無其他

財產，X 依民§242 條對 Z 起訴請求 5 萬元。	

＊訴訟標的為何à是否為訴訟擔當、§253 之適用？à判決效力主觀範圍	

	 	 	 	 	 	 (1)債務人(Y)對第三債務人(Z)的債權à法定訴訟擔當、可能à§401Ⅱ及於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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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Y 的其他債權人是否亦受該判決效力所及？	

許：對 Y 的其他債權人而言，亦屬法定訴訟擔當，故及之。	

沈：X 與 Y 的其他債權人間利害不相同，但在解釋上應認為 Y 的其

他債權人亦受該判決效力所及，因為 Y 都已受既判力所及而不

可再爭執，更何況是 Y 的其他債權人。	

(2)債權人(X)的固有權利7à非訴訟擔當、無à不及於 Y 及其他債權人	

	

4.股東代位(代表)訴訟à公司法§214Ⅱ	

股東行使的並非自己的權利，而係公司的權利	

其提起訴訟係為公司及全體股東(集團訴訟之一種)，故稱為”代表”	

à聲明：被告應給付 XX 公司 OO 元	

Q：判決效力及於公司？V	

其他股東？	 	

Q：股東能否和董事和解？宜賦予公司參與的機會	

§380：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亦得提起§507-1	

à裁判費用太高、對股東沒有誘因 

 

																																																								
7
 高法院 67 年度第 11 次民事庭庭推總會議決議：「甲起訴主張乙將某地應有部分出賣與丙，經

丙將其轉賣與甲，由於丙怠於行使權利，因而代位訴求乙應將某地所有權之應有部分移轉登記與

丙，於第二審言詞辯論期日前，丙復對乙提起上開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之訴，似此情形，

甲	 (債權人)	 代位丙	 (債務人)	 對乙	 (第三債務人)	 提起之訴訟，與丙自己對乙提起之訴訟，並非

同一之訴	 (參照本院二十六年渝上字第三八六號判例)	 。又甲前既因丙怠於行使權利而已代位行

使丙之權利，不因丙以後是否繼續怠於行使權利而影響甲已行使之代位，故甲之代位起訴，不限

制丙以後自己之起訴，而丙自己以後之起訴，亦不影響甲在前之代位起訴，(1)兩訴訟判決結果

如屬相同而為原告勝訴之判決，甲可選擇的請求其代位訴訟之判決之執行或代位請求丙之訴訟之

判決之執行，一判決經執行而達其目的時，債權人之請求權消滅，他判決不再執行。(2)兩訴訟

之判決如有岐異，甲亦可選擇的請求其代位訴訟之判決之執行或代位請求丙之訴訟之判決之執行，

其利益均歸之於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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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3 公益法人之不作為訴訟	 	

à法定訴訟擔當：法律賦予該團體獨立之訴訟遂行權	

立法目的：公害、商品瑕疵等現代型紛爭事故案件，具繼續性、隱微性、

擴散性，受害人常不知或無力獨自請求排除侵害，致社會大眾

持續受損而無從制止，故在消保法外，擴大公益法人之功能，

得以自己名義提起不作為訴訟。	

制度功能：便利消費者追求程序利益，避免獨自訴訟時所需支出之勞費；

但實體法上權利主體，仍屬消費者集團8，亦即，且此團體所代

表者除該團體之構成員外，尚包括非屬其構成員之其他消費者

在內。	

à不作為請求權利益既歸屬於特定消費者集團，而非某一消保團體，因此，

制止請求係屬單一，所以某團體如已合法起訴且繫屬中，其他團體所提

起之後訴將受重複起訴之抗辯。(訴訟經濟、平衡保護實體、程序利益)	

要件：(1)公益法人	

(2)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3)合於章程所定目的範圍	

(4)侵害多數人利益	

	

(二)為被擔當者的利益(職務上當事人)à如：破產管理人、遺產管理人、遺囑執

行人…	

(三)當事人恆定	 §254	

	

捌、複雜訴訟型態 

◎訴之客體合併 §248	(起訴時即合併；訴訟中合併(因訴之追加)) 

																																																								
8 即所有的消費者團體、公益法人、權益受侵害之潛在利害關係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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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保障當事人之實體及程序利益、達成訴訟經濟、防止裁判牴觸 

一、要件： 

(一)原告在同一訴訟程序中合併主張數訴訟(複數訴訟標的/訴之聲明) 

(二)受訴法院就數宗訴訟中之一訴訟有管轄權，但專屬管轄除外(家事§41 不

受此限制) 

(三)數個請求得行同種訴訟程序(例如訴訟與非訟9、小額、簡易與普通訴訟10

即為不同種類之程序，除有特殊規定，如家事§41)  

(四)無禁止合併之規定 

 

二、訴之客觀(體)合併的態樣 

(一)單純合併：原則上合併審理、判決。惟若各訴訟性質上獨立，則可命分

別辯論(§204)、就其中一部先為判決(§382)。 

(1)無關聯性的單純合併。EX：請求買賣價金+借款返還 

(2)具關聯性的單純合併。 

─法律上相牽連。如：給付請求權與其前提法律關係。 

	 	 A.請求：確認租賃關係存在。B.請求：給付租金。	

	 	 A.請求：本金。B.請求：利息。 

─事實上相牽連。如：相同當事人間於同一契約書上成立兩個買賣契約。 

(3)法院之審理與裁判：法院應就各訴是否有理由，分別就各訴有理由之部分

為原告勝訴之判決，並駁回無理由部分之訴。(必要時得分別辯論§204、

一部判決§382) 

 

(二)預備合併：先位請求無理由時，始請求審理備位 

à先位有理由時，僅需就先位為判決即可；先位無理由時，法院除駁回

																																																								
9 採簡易主義、不公開法庭、裁定與抗告程序、非必要言詞辯論等，以簡速為主要考慮。 
10 如無當事人之合意，不得轉換訴訟程序，如：§427Ⅲ、435、436 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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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位請求外，尚須就備位請求為審理、裁判。 

實務：須合併之請求互不相容(不兩立)，且有複數訴訟標的及訴之聲明 

邱：都不用，只要有當事人訂有先後順序即可11 

例：1. 買賣(先位：解除後回復原狀；備位：請求移轉標的物)； 

婚姻(先位：離婚；備位：履行同居義務) 

2. 僅單一聲明，就實體法上數請求排列先後順序 

  (先位：票據；備位：借款返還) 

3. 僅單一訴標及聲明，就攻防方法排列先後(主張之預備合併) 

        à不真正預備合併12 EX：返還借款(先位：時效抗辯；備位：抵銷抗辯) 

 

◎客觀預備合併之上訴	

Q：原告之先位請求有理由而勝訴(備位未審理)，被告提起上訴時，上訴效力是

否及於備位請求？如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即先位請求無理由)時，可否就備

位請求為裁判？	

1. 第一審就先位為原告勝訴判決，即使備位請求部分未於裁判中列入，亦屬一

個「全部判決」。故基於上訴不可分之原則，被告提起上訴，全部判決均移審

至二審法院，全部未確定。	

2. 又基於預備合併之附隨一體性，備位請求亦移審於第二審。第二審認先位請

求無理由而駁回時，得否直接審理備位請求，應視第二審有無影響當事人之

審級利益區別處理：	

(1)不影響：如此預備合併之型態為互斥之請求13，因此時無礙原被告之攻擊

防禦，應認二審法院得直接審理備位請求。	
																																																								
11 意即，若當事人未違反§248 之要件、符合程序法上基本要求(如處分權主義、程序處分權、

程序選擇權…)，則其所採之合併類型，均有承認之必要。 
12 因其並非「訴之客觀合併」(僅有一個訴訟標的)，僅是攻擊防禦方法之預備主張。EX：確

認甲對 A 地所有權存在(先：繼承；備：時效取得)。 
13 如先位請求買賣標的物移轉請求權，備位請求買賣契約被解除或撤銷後之回復原狀請求權，

對於買賣契約是否有效存在，法院於審理先位請求時即同時審理備位請求。 



	 	 	 	 	 	 	 	 	 	 	 	 	 	 	 	 	 	 	 	 	 	 	 	 	 	 	 	 	 	 	 	 	 	 	 	 	 	 	 	 	 	 	 	 	 	 	 	 	 	 	 	 	 	 	 	 27 期 c 班	
	 	 民事訴訟法課輔講義	

11	
	

(2)影響：	 若預備合併之請求可以兩立(或請求權競合、形成權並存)，則因先

備位之審理對象、資料等未必有關連，除有兩造合意由二審法院審

理外(§451)，為保障審級利益應發回一審由一審法院審理	

 

 (三)選擇合併14(傳統上的重疊合併)： 

單一聲明及數訴訟標的，原告請求法院擇一有理由為判決à若法院認為

其一有理由，僅需就該有理由為勝訴判決即可；若認兩者皆無理由，則需均

為敗訴判決。 

 

 (四)重疊合併(邱)： 

先位請求有理由時，始請求審理備位à若認為先位無理由，則無需就備

位審理。又稱「階段訴訟、階梯訴訟」。 

如：§245、撤銷詐害行為(先位：撤銷、備位：返還) 

 

(四)競合合併： 

單一聲明數訴訟標的(請求權 or 形成權競合)à各訴訟標的均要判決。 

 

◎訴之主體合併(共同訴訟)	 	 §53 (起訴即合併、訴訟中合併(因訴之追加))	

à訴之主體合併：原告、被告，或兩造有二人以上參與訴訟的進行	

à功能：訴訟經濟(比較：選定當事人制度)、防止裁判矛盾、實體法上之必要(例

如第三人提起撤銷婚姻之訴，須以夫妻為共同被告)	

à§53 得為共同訴訟人者：	

	 	 ○1 權利共同：共有人、連帶債務人、合夥人、繼承人等	

	 	 ○2 原因共同(本於同一事實上及法律上原因)	

																																																								
14 競合合併和選擇合併在舊訴訟標的理論下才會存在，在新說下僅為攻擊防禦方法之主張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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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因同一侵權行為而受害之多數被害人	

	 	 ○3 請求同種+原因共同+但書(管轄)	

EX：同一房東同時對不同房客請求給付租金、所有人就同一土地上各無權占

有人請求拆屋…(關聯性、共通性較弱)	

	

◎訴之主體合併類型	

同客體合併	

爭議：主體之預備合併 

原告方： 

X1 讓與其對 Y 之債權予 X2，可以 X2 為先位原告、X1 為備位原告請求 Y 給

付，以利債權讓與效力之爭執一併解決	
被告方：	
X 對 Y1(先位被告)請求買賣價金，其主張因 Y2 代理 Y1 締約。但若 Y2 為無權

代理，則請求 Y2(備位被告)無權代理之損害賠償。	
反對理由：	
1. 訴訟行為原則不可附條件，故對備位當事人起訴不合法	
2. 備位者可能參與訴訟卻未獲得任何判決結果。	

備位原告較無問題，因其自甘居為備位。備位被告則非自願為之	
	

回應：	
1. 客體預備合併，亦屬附條件請求之情形	

訴訟行為雖不可附條件，但係指”程序外”條件，而預備合併則為”程序內”
的條件，於訴訟程序中即可知結果	

2. 透過§67-1 職權通知備位被告，其亦可參加訴訟，判決效力仍及之。前例

中，若 X 勝訴，即表示 Y2 為有權代理(爭點效)，若 X 嗣後對 Y2 起訴，

基於爭點效，Y2 可抗辯其為有權代理，X 仍受敗訴結果，Y2 前訴訟之遂

行不會白費	
	

韓國法：可排先、備位被告，但兩者皆要判決，此稱為順位、串連合併	
台灣法：基於處分權主義，若不影響訴訟經濟，主體預備合併對原告具有意

義時，則無否定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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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訴訟標的對該共同訴訟人是否須「合一確定15」？	

	 否à普通共同訴訟à§55	

	 是à必要共同訴訟à§56	

Q2：是否須由全體共同訴訟人一同起訴或被訴，始具當事人適格？	

	 否à類似必要共同訴訟	

	 是à固有必要共同訴訟	

	

一、普通共同訴訟(§55)	

	 共同訴訟人獨立原則	 §55	

	 界線：因法官不可能割裂心證	 	

(「共通」意謂：視為他共同訴訟人亦為相同之事實主張或證據聲明。)	

1. 主張共通原則16	

2. 證據共通原則17	

	

二、必要共同訴訟(§56：訴訟標的須「合一確定」à裁判資料、程序進行齊一)	

	 (一)固有必要共同訴訟	

à除了有合一確定之必要外，尚須全體一同起訴或被訴，當事人方屬適格	

à例如：權利為共有18、變動他人間法律關係19、共同選定擔當人	

																																																								
15 即法院就該共同訴訟人間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須為相一致之判斷，共同訴訟人必須同勝同

敗。 
16 不問事實是由負主張責任之當事人所主張者，或由其對造所主張者，只要其係由當事人之

一造所主張之事實，法院即得作為判決之基礎。例如：原告陳述，被告已清償利息，此陳述

縱未經被告援用，法院亦須將該事實作為裁判之基礎，此係基於辯論主義（就事證資料之蒐

集決定法院與當事人間分擔任務之原則）而來。 
17 一造當事人提出證據時，根據此證據，不但可以認定對於證據之提出者有利之事實，亦可

根據此證據認定對於證據之提出者不利之事實，反之亦然。此係為貫徹法官自由心證主義原

則，不應使事實割裂為對某一當事人有利或不利之事實，而應為整體之評價。 
18 如訴訟標的之財產權有關之管理處分權共同歸屬於二人以上時，須此二人以上全部均成為

當事人，始得認為當事人適格，且被列為當事人後，裁判必須合一確定。例如：公同共有之

財產、合夥財產、繼承財產等。 
19 權利義務關係或法律狀態、身分關係之變動時，起訴之第三人應將權利義務關係或法律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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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若有欠缺一人時，便要解決當事人適格的問題：	

1. 追加當事人：§255Ⅰ○5 、	

§56-1(程序保障、統一解決紛爭、制止權利濫用)	

2. 容許列為被告：例如，分割共有物之訴	

	 (二)類似必要共同訴訟	

	 	 	 à無須以全體為原告或被告，亦即僅以其中一人為原/被告亦具當事人適	

格，但若以多數人為共同原被告時須合一確定，仍適用§56	

	 	 	 	 	 	 àEX：民§821、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	

Q：主債務人與保證人？	

	

三、干預訴訟(主參加訴訟)	 §54	

定義：第三人獨立提起一個訴訟，以本訴訟之當事人雙方為共同被告，與本訴訟

為不同之訴訟。	

目的：保障該第三人有更優厚的程序權(vs 訴訟參加)、統一解決紛爭、防止矛盾	

要件：1.	 須就他人間之訴訟標的之全部或一部為之。	 	

	 	 	 	 	 	 2.	 或因他人間訴訟之結果，自己權利將被侵害。	

	 	 	 	 	 	 	 	 (1、2 擇一)	

	 	 	 	 	 	 3.	 於本訴訟繫屬中向本訴訟繫屬法院提起。	

	 	 	 	 	 	 4.	 以本訴訟之當事人兩造為共同被告，並有自己之聲明。	

*訴訟參加(§58 以下)+訴訟告知(§65)、訴訟通知制度(§67-1、254Ⅳ)	

à效力：§63	

																																																																																																																																																															
態、身分關係會被變動之人全部列為當事人。如：撤銷婚姻關係、確認親子關係存否、撤銷

詐害債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