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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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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什麼是繼承？

繼承，因被繼承人

死亡 而開始

(民法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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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誰是繼承人?

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下列順序定之

第二順序 父母

第三順序
兄弟姊妹
(含同父異母、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

第一順序
直系血親卑親屬，以親等近者為先
（子女、孫子女、曾孫子女）

第四順序 祖父母(含外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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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繼承人?壹

父(2) 母(2)

妹妹(3)

長女(1)長子(1)

被繼承人

配偶(一定有
)

祖父母(4)

弟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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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轉繼承

繼承人在被繼承人
死亡後才往生，該
繼承人往生時已取
得繼承權，其繼承
權由其(該往生繼
承人)配偶及子女
再轉繼承其應繼分。

代位繼承

第一順序之繼承人，
在繼承開始前死亡
或喪失繼承權者，
由其直系血親卑親
屬代位繼承其應繼
分。(民1140)

壹 再轉繼承&代位繼承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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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誰是繼承人-再轉繼承

被繼承人老王
(101.1.1死亡) 配偶

次子(乙)

甲之女兒
(B)

甲之兒子
(A)

長子(甲)
(102.2.3死亡)

甲之妻(丁)

長女(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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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誰是繼承人-代位繼承

被繼承人老王
(101.1.1死亡) 配偶

長女(丙)

甲之女兒
(B)

甲之兒子
(A)

長子(甲)
(98.2.3死亡)

甲之妻(丁)

次子(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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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人與應繼分

 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民1141)

 配偶與各順序繼承人一同繼承時，其應繼分比例如下：(民1144)

按人數均分

第二
順序

第三
順序

第四
順序

第一
順序

配偶1/2

配偶1/2

配偶2/3

各順序
繼承人

無第一順序至第
四順序者，配偶
應繼分為全部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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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繼承人與應繼分-再轉繼承

被繼承人老王
(101.1.1死亡) 配偶

長女(丙)

甲之女兒
(B)

甲之兒子
(A)

長子(甲)
(102.2.3死亡)

甲之妻(丁)

次子(乙)

1/4

1/4 1/4

1/12

1/12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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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繼承人與應繼分-代位繼承

被繼承人老王
(101.1.1死亡) 配偶

長女(丙)

甲之女兒
(B)

甲之兒子
(A)

長子(甲)
(98.2.3死亡)

甲之妻(丁)

次子(乙)

1/4

1/4 1/4

1/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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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人得拋棄其繼承權繼承權(
自由選擇)

01.

方式：自知悉得繼承之時起3個月內，
以書面向法院為之

02.

通知：完成法定程序後，應以書面通知因
其拋棄而應為繼承之人。但不能通知者，
不在此限。

03.

效力：被繼承人的權利義務皆拋棄，並
溯及於繼承開始時發生效力。04.

壹 拋棄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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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繼承人-拋棄繼承壹

被繼承人老王
(101.1.1死亡) 配偶

長女(丙)

甲之女兒
(B)

甲之兒子
(A)

長子(甲)甲之妻(丁) 次子(乙)

無繼承權

丙之夫(戊)

丙之女兒
(C)

無繼承權

1/4

1/4 1/4 1/4

12



誰是繼承人-進階(一)壹
乙於103年死亡，沒有配偶、小

孩，父母(祖父母)都比乙早過世，

乙有兄長甲及姐姐丙，甲於98年

亡，丙於104年亡，都有配偶及

小孩，請問誰有繼承權？

父
95年亡

母
100年亡

長女(丙)
104年亡

甲之女兒
(B)

甲之兒子
(A)

長子(甲
)
98年亡

甲之妻(丁) 被繼承人
次子(乙)
103年亡

無繼承權

丙之夫(戊)

丙之女兒
(C)

無配偶
無子嗣

丙的孫子(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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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繼承人-進階(二)壹 乙於106年死亡，沒有配偶、

小孩，父母(祖父母)、兄姊都

比乙早過世，兄姊都有配偶

及小孩，請問誰有繼承權？

無繼承權

父
95年亡

母
100年亡

長女(丙)
104年亡

甲之女兒
(B)

甲之兒子
(A)

長子(甲
)
98年亡

甲之妻(丁) 被繼承人
次子(乙)
106年亡

無繼承權

丙之夫(戊)

丙之女兒
(C)

無配偶
無子嗣

丙的孫子(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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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繼承人-進階(三)壹
老王於105年死亡，長

女丙比老王早過世，

原本繼承人是老王的

配偶、長子甲、次子

乙、丙的女兒C等4人，

但配偶及甲乙C都拋棄

繼承，之後甲的女兒B

也拋棄，丙有孫子，

請問誰有繼承權？

丙之夫(戊)

被繼承人
老王
105年亡

配偶

長女(丙)
100年亡

甲之女兒
(B)

甲之兒子
(A)

長子(甲
)

甲之妻(丁
) 次子(乙)

丙之女兒
(C)

無繼承權 無繼承權

丙的孫子(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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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
繼承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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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不動產繼承登記之申辦流程

不動產繼承登記應於繼承開始起6個
月內辦竣登記！不然會有罰鍰喔~

請領
戶籍謄本

(除戶及現戶)

戶政
事務所

地政
事務所

+
稅捐處

國稅局

稅捐處

地政
事務所

申請
登記謄本

+房屋現值

申報
遺產稅

查欠
房屋稅
及地價稅

申請
繼承登記
並繳納
登記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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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不動產繼承登記之應備文件(一)

需要 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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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不動產繼承登記之應備文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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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不動產繼承登記之應備文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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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不動產繼承登記之應備文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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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不動產繼承登記之應備文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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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不動產繼承登記之常見類型

公同
共有

繼承
登記

分別
共有

(應繼分)

分割
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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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不動產繼承登記之公同共有(一)

繼承人間還沒喬好如何分配財產
有繼承人長期住在國外，不方便回來辦登記
隔代太多，繼承人分散各地或沒聯絡，無法
全部出面蓋章

公同
共有

遺產在未分割前，由全體繼承人公同

共有之，必須全體繼承人同意，始得

申請分割為分別共有。

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

共同申請繼承登記，由一人或數人為

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不動

產申請公同共有。

被繼承人

土地持分1/4，

全部繼承人共有5人

全體繼承人皆能出面
申請一般繼承，每人
均分繼承各1/20。

部分繼承人不能會
同申請，只能申請
公同共有繼承登記，
每人之土地持分為
「公同共有1/4」，
各共有人無所謂應
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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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繼承人

長男

次男

三男

長女

配偶
(先亡)

配偶

配偶

配偶

貳

公同
共有

不動產繼承登記之公同共有(二)

(1)被繼承人於民國40年死亡，長

男、次男、三男、長女為其繼

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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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繼承人

長男

次男

三男

長女

孫

孫

孫

孫

曾
孫

孫

孫

孫

曾
孫

配偶
(先亡)

配偶

配偶

配偶

配偶

貳

公同
共有

不動產繼承登記之公同共有(三)

(1)被繼承人於民國40年死亡，長

男、次男、三男、長女為其繼

承人。

(2)因長久未辦繼承登記，致繼承

人數越來越多，繼承人無法全

部會同申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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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繼承人於民國40年死亡，長

男、次男、三男、長女為其繼

承人。

(2)因長久未辦繼承登記，致繼承

人數越來越多，繼承人無法全

部會同申請登記

(3)得由三男一人代全體繼承人申

請公同共有繼承登記，登記為

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

被繼承人

長男

次男

三男

長女

孫

孫

孫

孫

曾
孫

孫

孫

孫

曾
孫

配偶
(先亡)

配偶

配偶

配偶

配偶

貳

公同
共有

不動產繼承登記之公同共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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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不動產繼承登記之分別共有(應繼分)

分別
共有

(應繼分)

 全體繼承人都同意按民法所定應繼分繼承。

 全體繼承人都會同申請及蓋章。

 申請登記無須檢附印鑑證明及蓋印鑑章。

依人數
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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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不動產繼承登記之分割繼承

• 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

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64條)

• 全體繼承人都同意(協議分割)由部分繼承人繼承取得。

• 全體繼承人共同訂立遺產分割協議書，並於協議書

上蓋印鑑章。

• 須檢附印鑑證明，並蓋印鑑章，以確認繼承人之意

思表示。

分割
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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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常見繼承登記類型之比較

全體繼承人
需會同申請

可否
自由處分

繼承結果

需印鑑證明
及印鑑章

公同共有

X

全體繼承人
公同共有

X

X

應繼分

O

X

按應繼分
分別共有

O

X(但分割協議書需蓋全

體繼承人印鑑章)

O

部分繼承人
個別所有

O

分割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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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其他提醒事項(一)

受理機關：地政事務所。

應繳納之地政規費：

 登記費：按被繼承人死亡當期不動產權利價值1‰計算。

(土地=申報地價X面積X持分，建物=房屋現值)

 書狀費：每張新臺幣80元。

申辦期限：自繼承開始之日起6個月內為之。
【逾期申請登記，每超過1個月，處登記費1倍之罰鍰，
最高不超過2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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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其他提醒事項(二)-繼承人有未成年人

父或母與未成年子女同為繼承人，依法定

應繼分申請為分別共有繼承登記，仍應依

民法第1086條第2項規定選任特別代理人，

由特別代理人與未成年子女之父或母共同

申請登記，否則僅能辦理公同共有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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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辦
繼承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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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

土地法第73條第2項規定：
繼承登記者，應自繼承開始之日
起， 6個月內為之。

聲請逾期者，每逾1個月得處應
納登記費額1倍之罰鍰，但最高
不得超過 20 倍。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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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逾1年未辦繼承登記將列冊管理

公告
3個月

列冊管理
15年

移國產署
標售

自繼承開始之日起逾1年未
辦理繼承登記者，經地政
機關查明後，於每年4月1
日至6月30日公告3個月，
請繼承人儘速申請登記。

公告期滿後仍未辦
竣繼承登記者，由
地政機關予以列冊
管理15年。

列管期間繼承人仍
可申辦繼承登記。

列冊管理滿15年仍未辦
竣繼承登記者，由地政
機關將不動產移請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標售後所得價款於國庫
設立專戶儲存，繼承人
得依法定應繼分領取。

逾10年無繼承人申請提
領價款者，歸屬國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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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未辦繼承登記不動產列冊管理公告

1.臺北市政府地政局網站

2.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公佈欄及機關網站

3.臺北市各區公所公佈欄

4.被繼承人原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

公所公佈欄

5.被繼承人原戶籍所在地之村里辦公處
公佈欄

公告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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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 Q&A

如果繼承人中有人不願意配合辦理繼承登記，無法在6個月
內辦理，怎麼辦？

Q1

可以先由部分繼承人申辦公同共有繼承登記，以避免逾期
計收罰鍰。

A1

逾期登記的罰鍰如何計算？Q2

不動產繼承應於被繼承人死亡之日起6個月內辦竣登記，
每逾1個月得處應納登記費1倍罰鍰，最多20倍。但如有不
可歸責之事由，應檢附書面證明文件供地所審核。(登記費
=不動產權利價值X1‰ )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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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 Q&A

爸爸死亡，遺有配偶及兒子女兒各一名，其中兒子尚未成
年，應如何辦理不動產繼承登記？

Q3

1.繼承人3人可申辦公同共有繼承登記。
2.申辦分割繼承或一般繼承(每人各分別共有1/3)，應向法
院聲請選定特別代理人，由特別代理人代替未成年人與
其他繼承人協議分割遺產。

A3

被繼承人所遺不動產被法院查封，還可以申請繼承登記？Q4

可以，但只能登記為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該查封登記也
會轉載至繼承人繼承取得的不動產上。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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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專區/列冊管理情形查詢

本府地政局網站(https://land.gov.taipei/)首頁>業務資訊>登記
>未辦繼承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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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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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清理之緣起肆

民國79年全國土地問題獲致結論

內政部研擬地籍清理條例

訂定相關6子法，民國97年7月1日施行

訂定地籍清理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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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清理之目的肆

健全地籍管理

確保土地權益

促進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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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清理之程序肆

清查地籍

公告

受理申報

受理申請登記

審查及公告審查結果

登記並發給權利證書

異動或其他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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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清理之範圍肆

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名義登記之土地

神明會名義登記之土地

所有權以外之土地權利

限制登記及權利內容不詳或不符之土地

寺廟或宗教團體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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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情形應代為標售肆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辦理代為標售

屆期無人申報或申請登記

經申報或申請登記被駁回，且屆期未提起訴願或訴請法院判決

經訴願決定或法院裁判駁回確定

公共設施用地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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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售土地之處理肆

標售土地之優先購買權

代為標售前應公告三個月

脫標土地之處理

 國庫設立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專戶

未脫標土地之處理

 經二次標售未標出者登記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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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為標售資訊查詢網站肆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首頁＞地政主題＞

地籍清理專區＞代為標售資訊＞

47



各項地政
便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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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各項地政便民措施－內政部數位櫃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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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各項地政便民措施－臺北市智慧地所服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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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各項地政便民措施－線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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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各項地政便民措施－線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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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各項地政便民措施－線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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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各項地政便民措施－不動產移轉一站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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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各項地政便民措施－跨縣市收辦土地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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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各項地政便民措施－地籍異動即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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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各項地政便民措施－住址隱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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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各項地政便民措施－電子產權憑證

51



伍 各項地政便民措施－電子產權憑證

51



伍 各項地政便民措施－多元繳納地政規費

52



伍 各項地政措施宣導－私法人購屋許可制

53



伍 各項地政措施宣導－外國人及大陸人地權宣導

53



伍 各項地政措施宣導－未辦繼承

53



伍 各項地政措施宣導－地籍清理

53



伍 各項地政措施宣導－防制洗錢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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