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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名下僧產之生前處分的各種
方式與利弊分析

方式一 : 借名登記

將個人所有的財產（包括不動產與

動產如信託基金）借用他人名義而登

記。具體做法是立下字據，證明登記

名義人是為了特定僧團或寺廟而持有

財產，這是坊間律師或代書間，最常

見的建議處分方式。

但其缺點有四：

Ⓐ 事後舉證不易：為了避免受託人
（登記名義人）或其繼承人翻臉不認

帳，宜將借名契約詳細地書面化並留

下資產購置的來龍去脈之金流或交易

紀錄，或者就借名契約予以公證或認

證，以避免舉證困難。

Ⓑ 借名登記契約僅有債權效力，
難以防範惡意背信違約或脫產：
須知，借名登記之登記名義人就是財

產的所有權人，得自由的處分財產。

且受託人（即登記名義人）死亡時，

借名財產立刻成為遺產，在委託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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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登記
說明

限制登記
限制登記的一種，為了預保全對於他人土
地、建物變更的權利，而申請限制登記名
義人處分權利之登記。

限制登記名義人處分其土
地權利所為之登記。

不及請求返還借名登記的財產前，其

繼承人可能很快地脫產處分掉，委託

人或其所屬僧團，將很難向繼承人求

償；即使打贏返還所有物或損害賠償

之訴，也因早已脫產而拿不回任何賠

償。

再者，法律上得限制受託人／登記

名義人之處分權的手段，有時無法完

全解決問題。例如：得在不動產上創

設預告登記預告登記或限制登記限制登記，使受託人處

分時必須徵得委託人／實際所有權人

之同意，但是這樣的手段只是防君子

與半吊子壞人。當委託人年老或重病

無法為充分的監督或思考判斷時，或

者沒有監護人或輔助人幫忙判斷行使

同意權時，受託人或其繼承人可能趁

機將財產脫產處分掉，或者乾脆製造

難以分辨真假之鉅額（假）債權，然

後讓第三方／假債權人查封拍賣該借

名登記財產，讓委託人在法律上完全

防不勝防。

Ⓒ 產 生 轉 移 或 登 記 的 費 用 與 稅
金 : 借名登記，有借就有還，借還
登記名義或轉登記第三方，都會來回

地產生轉移或登記的費用與稅金。不

如一次性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詳以

下方法二與三）節省稅金與費用。

Ⓓ 將 成 為 遺 產 : 借名登記之不動
產，有一天終將成為受託人之名義上

遺產，同時實質上會成為委託人之遺

產。屆時將成為多方糾纏爭奪終局所

有權之訟累隱患，亦難以解決繼承之

爭議。

方式二 : 附負擔之贈與契約

個人將名下財產（包括動產不動

產）以（書面）契約，贈與給宗教財

團法人或經寺廟登記之非法人團體，

並以附負擔之方式保留使用權或一定

之權利，例如：約定捐給寺廟的土地

僧物的管理處分與老病死的安排
佛的教法與世間法之綜合分析應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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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建築物，非經贈與人同意不得移轉

或處分，且贈與人終身有優先居住或

使用之權利並設定預告登記或限制登

記以避免被移轉或設定負擔；若贈與

之標的物為銀行、信託業或保險業之

帳戶或保單利益，則可以約定贈與人

為帳戶或保單之管理人，並得在日常

生活或醫療保健或宗教公益捐獻之合

理範圍內，得任意動支帳戶內之餘額

或保單之價值。

直接贈與給宗教法人或已登記之寺

廟 1，除免稅外，其優點是可以避免

上開借名登記產生的債務人與其繼承

人之違約與脫產風險。而且可以事先

約定受贈人的負擔，使贈與人保留居

住權、使用權與個人帳戶的動支權

註 1宗教法人或已登記之寺廟，依監督寺廟條例第八條，非經內部決議及主管機關之核准不　　

得處分或變更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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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物的管理處分與老病死的安排
佛的教法與世間法之綜合分析應用（下）

限。然而，附負擔之贈與並非沒有缺

點，如果受贈人是僧眾個人或係未經

登記且未法人化的寺廟，而寺產（動

產與不動產）是登記在單一代表人個

人名下而非兩個以上的籌備委員，仍

有上述借名契約債權效力之相同缺

點，難以預防僧眾個人或其繼承人惡

意違約與脫產。

再者，已財團法人化的僧產，其財

產不得移轉於個人，財團法人終結清

算時，得由其董事會指定繼受財產之

其他財團法人，故無被個人侵吞之

虞。但非財團法人之寺廟，仍偶有不

肖僧俗，以脫法方式（形式上合法但

實質上違法）霸佔寺產。如果不幸地

遇到這種情況，已贈與的財產除非證

明受贈人違反義務或負擔，將難以取

回；縱使得以法律途徑取回，也同樣

地如同借名登記可能被鉅額的第三方

（假）債權人拍賣掉或扣押取償，從

而使債權性質的贈與負擔（優先使用

權）落空。所以附負擔的贈與仍非萬

無一失。

方法三 : 指定受益人或指定目的

（供僧團用）並保留受益權之

生前信託

信託的最大優點就是保留信託契約

約定內容的彈性與其信託財產獨立性

與（準）物權效力，好的信託契約可

以鎖定受益人與信託財產，兩者均不

得任意移轉或變動。不動產、專利

權、商標權等物權均得為信託之登

記，使信託得到獨立財產之物權的保

護效力，讓受託人無從借由虛設假債

權、高利貸等任何第三方債權來掏空

受託財產。這是信託可以做到，但是

以上兩種方法無法做到的。

信託的具體重點在於以書面契約約

定將個人所有的僧產，移轉於信託之

下並經信託登記：受託人宜為兩人以

上（避免單一受託人獨斷），受託人

得包括委託人（即信託人）或其失能

時之監護人、其他順位受益人（例如

寺廟或承接衣缽之個別僧人）或其他

獨立有信用的受託人。受益人約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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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化，例如：可以約定不動產終身

優先使用權受益人為委託人（即贈與

人），優先使用權人身故前其它受益

人（寺廟或承接衣缽之個別僧人受贈

成為實質上所有權之受益人或共同受

益人）不得處分信託財產。又例如：

銀行帳戶或信託帳戶亦得歸入信託財

產，委託人約定為第一優先受益人，

得任意支配使用，其他受益人於委託

人生前欲動支帳戶者必須得到委託人

或其監護人之書面同意。

在此強調，信託財產係獨立於委託

人與受託人外之獨立財產，委託人與

受託人僅有監督或管理權，但對之並

不享有實質經濟上之利益，故其債權

人均不得對信託財產為扣押或強制執

行。信託契約若約定特定信託財產

（如特定土地與建築物）於受益人／

優先使用權人生前不得移轉、讓與或

設定擔保，就沒有任何人得移轉或設

定或扣押該特定信託財產。

委託人若受有信託利益者，完全是

因為自始於信託契約約定自己為生前

的優先使用權人或帳戶之優先動支權

人。信託受益人就其受益權若無契約

特別約定，係得加以轉讓或處分，故

受益人之債權人得對信託利益加以扣

押或強制執行。但是信託可以加入受

益人保護條款，以避免受益人被第三

方詐取財物或利益。

例如受益人保護條款之內容得加入

受益人之優先使用權為專屬於一身不

得轉讓或設定擔保予第三人（違反者

受託人與監察人得變更受益權之範圍

至合理生活醫療開銷為限），以避免

年老判斷力變差時被他人詐騙而移轉

信託利益。

又例如受益人保護條款又得加入複

數受託人為信託帳戶共同管理人與設

定每月提領上限，讓每月動支不得逾

一定金額，或訂定逾一定金額者，須

得其他受託人全體同意，以避免受益

人年邁欠缺判斷力時，被詐欺或誤導

而買下昂貴而無效之醫療保健品或購

買高價而顯無實益之商品或服務。

另外，委託人可依個案考量在信託

契約保留受益人之變更權或撤銷權，

例如個別受益人若有不敬師長或者違

犯戒律等不當行為發生時，或者以寺

廟僧團為受益人時，若寺廟落入不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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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當之人之掌控時，若預先保留受

益人之變更權或撤銷權，委託人或受

託人可以依據信託契約，撤銷變更受

益人，另行指定戒律清淨之僧眾或寺

廟或法人為受益人。同樣地，若受託

人有不適任之情事，也必須預先訂明

如何選定新受託人（由法院改訂曠日

廢時）。

以生前信託契約方式處分僧產，有

機會達到最圓滿的過程與結果（將財

產設立為獨立財產，使寺廟或繼承衣

缽者為受益人，並使自己成為生前受

益人及優先使用權人，並禁止任意移

轉或處分，並保留變更撤銷不淨戒受

益人之餘地），但卻不一定能夠達到

希望中的圓滿過程與結果。這是因為

信託契約須注意的細節很多，法律專

業性要求較高，通達信託法的律師或

公證人人數並不多，必須慎選通達信

託法之專家。好的信託契約必須依據

個案量身修訂契約內容。且委託人、

受託人與監察人若不熟悉如何執行信

託契約也需要適時的尋求專業法律諮

詢與意見，以確保信託契約執行之適

法性與妥當性。

小結

借名登記在法律實務與訴訟上不易

舉證或解釋特定寺廟或僧團是實質上

所有權人，縱使有留明確證據可以舉

證，也難以防止登記名義人或其繼承

人私售、詐取或脫產，是風險高，事

發難以追償的方式，宜儘量避免。附

負擔的贈與，比較簡單易行，若贈與

對象是淨戒正派的佛教財團法人或已

登記之寺廟，違約與脫產的風險甚

低，是僧眾生前處分個人僧產，避免

遺留遺產的可行方式。若受贈的對象

是個別僧伽或組織紀律難以評估的非

法人寺廟或未登記寺廟，則採取信託

契約與信託登記以處分個人僧產是執

行難度較高，但若適當操作將對贈與

人個人養老與僧產保護兩方面都比較

有保障的方法。

僧物的管理處分與老病死的安排
佛的教法與世間法之綜合分析應用（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