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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曾經統治台灣50年。本論文的主題即是以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調查台灣舊慣中的收養關係，以及根據日本明治民法的

收養關係為探討對象。因此，也必須一併探討使養子制度發生的家族制度和繼承制度。 本論文的內容是透過台灣和日本的

家族制度和繼承制度來比較其收養的要件、目的以及收養的形式。在台灣重視的是男子繼承祖先的祭祀，或是某男子死後

是否有人祭祀等等。另外，因為有繼承權的僅限於男性，因此若是某男子沒有繼承人時就會收養養子。簡單的來說，就是

在台灣男子繼承祖先的祭祀權之後，再將此權利交付至下一代的繼承者，一代傳一代。而在日本為的是家業或家名的存續

，不論男女都有繼承權、無關於是否有血緣關係，即使是沒有血緣關係之人，只要收養為養子女就能被選為「家」的繼承

人。總之，對當代戶主來說，讓家業或家名繼續的傳承下去是最重要的任務。 從台灣和日本各自對家、家族以及親族等的

觀念，還有從繼承的目的上來看，收養的成立要件、形式及目的雖然大不相同，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個人的尊嚴隨之提

高，也因此現今的養子制度皆是以孩子的利益為考量的收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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