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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一家平面媒體大幅報導，主管民法修正案的法務部，已完成研議修

正有關物權編中遺失物的相關法條草案，其中列有引自國外的立法例，讓遺失物

的拾得人為了索取應得的報酬，得對拾得的遺失物享有留置權，並增訂「證件獎

勵條款」的法條，立法以後如果有人遺失學經歷證件、身分證明，或其他具有紀

念性，但不具財產價值的物品，拾得人也可以請求給付報酬，報酬的多寡由拾得

人與失主協議，協議不成，則由法院解決。立法的主要理由是希望利用報酬的給

付，增加物歸原主的誘因。前述修正條文草案，已報經行政院院會通過，將函司

法院徵求意見，會齊意見後再由兩院會銜送請立法院審議。由於這立法動作關係

多數人民的利益，所以媒體非常重視，於獲知消息後曾指派記者隨機訪問各階層

民眾對修法的意見，當然正反意見都有，惟多數民眾認為「拾金不昧」，是國人

自古流傳下來的美德，君不見曾有銀行工友拾獲兩千萬現金，毫不動心交由銀行

招領。一旦修法成真，讓拾得人擁有留置權，豈不是逼令失主吐出酬金才能領回

失物。道德物權化以後，如何鼓勵人心向善，恢復國人固有美德？另外據報導：

拾得遺失物索取報酬而鬧進法院，台北地方法院近二十年來僅只受理一件。而民

法物權編第八百零五條第二項的：「拾得人對於所有人，得請求其物價值十分之

三之報酬。」是民法物權編於民國十八年十一月三十日公布時即有的規定，為時

已有七十多年的歷史，大多數人都應知道。每年所遺失的物件，何止千千萬萬。

竟甚少發生索取報酬的爭議。足見國人對於「拾金不昧」的明訓，已經深入人心，

因此也有法律學家認為此際修法增訂索取報酬的留置權，欠缺必要性。目前距立

法院進行法條的討論，最快也得一、二年，在這麼長的期間裡，各方各抒自見，

供立法者參考，在集思廣益之下，未來必定能訂出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好條文。 

這裡暫且不談該不該賦予遺失物拾得人對遺失物的留置權，因為那畢竟是

立法者深思熟慮的問題！所以只談談與這問題有關的民法上留置權的意義，也就

是留置權能留置什麼的相關問題。 

民法上的留置權，規定在民法物權編第九章中，法條自第九百二十八條起

至第九百三十九條止，因為留置權是擔保物權的一種，民國九十六年三月二十八

日公布的民法物權編有關擔保物權部分條文的修正案，留置權部分法條已併入修

正，其中的第九百三十五條、第九百三十八條的法條，已在那次修正案中被刪除。

有關規定留置權發生原因的第九百二十八條也在修正之列，新修正的第九百二十

八條第一項是對於留置權的定義作出說明，條文是這樣規定的：「稱留置權者，

謂債權人占有他人之動產，而其債權之發生與該動產有牽連關係，於債權已屆清

償期未受清償時，得留置該動產之權。」其第二項規定：「債權人因侵權行為或

其他不法之原因而占有動產者，不適用前項之規定。其占有之始明知或因重大過

失而不知該動產非為債務人所有者，亦同。」由該修正法條來看，具有第一項所

規定的情形，債權人便可以對所占有的他人動產享有留置權。至於第二項，則是



第一項除外的規定，也就是凡是合予除外規定的情形，縱然有債權存在，但留置

權卻被排除。依第一項所定的要件，債權若享有留置權，必須債權人擁有的債權

發生時，與所占有的債務人的動產之間有牽連關係，也就是有連帶的關係，例如

汽車所有人將車開進汽車修理廠修理，應付廠方的修理費與修理的這輛汽車，便

有牽連關係。如果汽車所有人在該給付汽車修理費的時候不給付，修理廠方面是

可以主張留置權，在修理費未付清以前，留置這汽車不讓開走。由上面所舉的例

子來看，遺失物拾得人與拾得的遺失物之間，是有牽連關係。縱不修法給予明文

規定，拾得人也可以依現行的留置權規定，主張有留置權。不過，這裡面還有一

個問題需要解決，那就是民法第九百二十八條所定的另一個要件，必須要「債權

已屆清償期未受清償時」才得留置。拾得人的報酬請求權是出於法律的規定，法

律並沒有訂明失主該在何時給付酬金，就是沒有訂明清償期。拾得人若想行使留

置權，還得先行完成一項手續，那就是要催告遺失所有人，在適當的一定期間內

給付報酬，經催告不給付才符合「價權已屆清償期未受清償」的要件，方得留置

遺失物。 

現行民法第八百零三條規定：「拾得遺失物者，應通知所有人。不知所有人，

或所有人所在不明者，應為招領之揭示，或報告警署或自治機關，報告時應將其

物一併交存。」拾得物經揭示後無人認領，依第八百零四條規定，亦應將拾得物

送交警署或自治機關。而留置權以占有他人的動產為要件，送交警署後手頭已無

拾得物，又如何主張留置權？未來這些法律勢必要配合修正。 

（本文登載日期為 97 年 8 月 14 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

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