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1號

上   訴   人  農恒桂  

              張月美  

共        同

訴 訟代理 人  陳博文律師

              許正次律師

上   一   人       

複訴訟代理人  張雅雯律師

被 上 訴  人  陳繪琦  

              陳士玄  

共        同

訴 訟代理 人  吳順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2月16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花蓮簡易庭111年度花簡字第354

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係被上訴人對上訴人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等事件。被上

訴人於原審主張因上訴人、被上訴人及訴外人趙維雄當初分

別向建商黃長煌購買之房屋均坐落於並無道路聯通公路之農

地上，故簽訂買賣契約書時，分別同意就所有之花蓮縣○○

鄉○○段000○000○00000地號土地提供5米道路（下稱系爭

道路）供社區使用並載明於買賣契約書之特約事項，被上訴

人經由系爭道路5米寬道路通往廣豐路已十餘年，詎上訴人

擅自於該5米寬之道路上興建水泥柱鐵絲圍籬限縮通行寬

度，造成路寬僅3米，顯違反買賣當時所有住戶與建商之約

定，兩造及趙維雄既有約定提供自己一部份之土地供作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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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使用，上訴人違反上開約定，上訴人自得請求拆除水泥

柱鐵絲圍籬，縱認兩造間無意定通行權之約定，被上訴人亦

主張法定通行權通行系爭路寬5米寬道路，爰請求確認通行

權存在並依民法第269條第1項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聲

明：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花蓮縣○○鄉○○段00

0地號土地如附表地籍圖謄本上所示紅色斜線部分有通行權

存在；上訴人應將上揭被上訴人有通行權之土地上所架設之

水泥柱鐵絲圍籬(長約38公尺、高約1.6公尺)拆除，並容忍

被上訴人通行。

二、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意

旨除引用原審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三所載內容外，並補充：㈠

原審以訴外人趙維雄與建商黃長煌、盧敏慧的買賣契約特約

事項及社區現況，即推論建商在興建社區時，已規劃通行道

路，並分別與買方於買賣契約中有所約定，據此認定上訴人

於購買坐落於花蓮縣○○鄉○○段000地號之廣豐路168巷9

號房地時，已知土地上有提供他人使用之私設通路存在，然

上訴人與建商所簽之買賣契約書，與上述趙維雄所簽之買賣

契約書，立約時間不同，約款未必相同，且建商於買賣契約

做成後使與趙維雄締結增補特約條款，契約附圖又與上訴人

張月美之契約附圖式樣不同，原審未注意上情，逕以同一建

商規劃同一社區即推論上訴人張月美契約同樣有提供土地與

社區通行之約款，實為速斷。上訴人於購買上述9號房地時

並不知土地上有何負擔，並無明知故買情事，兩造間並無意

定通行權存在。㈡縱認上訴人明知646地號土地有供被上訴

人所有同段643地號土地指定建築線並鋪設道路仍願買受，

應受相同拘束，惟被上訴人已另取得同段645地號土地可直

接對外同行，藉由買賣契約約定的意定通行權，在法律效果

上會因為使用目的已達而當然消滅，被上訴人猶繼續通行上

訴人所有之同段646地號土地，顯失公平。㈢上訴人已經找

不到原始的不動產買賣契約，請求傳訊當時承辦此案的代書

或向代書調取該份買賣契約書，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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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㈡被上訴人於原審之訴駁回。 　

三、被上訴人之答辯除引用原審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二所載內容

外，並補充：㈠上訴人、被上訴人，以及訴外人趙維雄共三

戶分別與建商黃長煌、盧敏慧簽立買賣契約購買房屋時，均

同意買賣契約書特約事項約定提供5米道路供社區使用，且

上訴人、被上訴人，以及訴外人趙維雄三戶於100年7月11

日，復與建商黃長煌、盧敏惠簽立農路通行協議書，並經何

叔孋公證人以100年7月11日100年度花院民認孋字第21185號

公證書公證。㈡意定通行權並不因法定通行權存在而消滅。

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依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

引用第一審判決所載之理由，並補充：

（一）97年1月9日間稻園段646、646-1、502地號土地之所有權

人王月凰、楊建發、楊德意均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簽

名，同意提供系爭道路之土地作為供農路通行使用，以供

建物起造人申請建築執照使用之事實，有被上訴人於原審

提出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及花蓮縣○○○○○○○○○○

○○○○00○○○○○○00○00○00○○鄉○○○00000

號函做農路通行使用（稻園段646-1地號）。5.依據中華

民國96年12月26日吉鄉農字第24324號函做農路通行使用

（稻園段646地號）在卷可查（原審卷第145至149頁），

復有花蓮縣○○○○○○地○○○○○○○○○○○鄉○

○○00000○00000號做農業經營農路使用之圖示可參（原

審卷第157至161頁），足徵於97年起，系爭道路即已劃作

為農路使用至今，而上訴人係於97年12月8日與建商簽立

買賣契約，雖未提出附卷，但被上訴人於98年4月7日與建

商簽訂買賣契約，訴外人趙維雄於97年11月8日與建商簽

訂買賣契約，2份契約之特約事項第1點均約明買方須無條

件提供如契約附圖所示現有5米道路供社區使用（原審卷

第39頁、221頁），上訴人既稱其係於97年12月8日與建商

簽約，且所購之房屋土地及應提供作為系爭道路之土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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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及趙維明買受之房屋土地相連，依據花蓮縣政府

函覆資料及前述2份契約內容所示，當無可能不於特約事

項第1點約明買方須無條件提供如契約附圖所示現有5米道

路供社區使用之約定。

（二）況經函詢本院所屬民間公證人何叔孋事務所後（回函見卷

第89-96頁），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提出之農路通行協議書

不爭執，而上訴人二人均有簽名於該協議書上，顯見上訴

人亦同意提供土地供通行，兩造間有意定通行權協議，上

訴人自當依該協議提供通行，不得再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

對被上訴人主張應依法定通行權之規定另擇更適宜通行道

路，經函詢本院所屬民間公證人何叔孋事務所後，上訴人

對被上訴人提出之農路通行協議書不爭執，顯見上訴人同

意提供土地供通行，兩造間有意定通行權協議，上訴人自

當依該協議提供通行，不得再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對被上

訴人主張應依法定通行權之規定另擇更適宜通行道路。

（三）末按債權契約具相對性，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其他特別情形

外，固僅對當事人發生效力，惟以使用土地為標的之繼續

性債權契約目的，倘在便利社區發展、促進社會經濟或公

共利益，且該社區團體成員已長期使用該土地，縱該債權

關係未經以登記為公示方法，如第三人於受讓該土地所有

權時，明知或可得而知該債權契約存在及土地使用實況，

且令其受該拘束無致其財產權受不測損害之虞者，不妨產

生「債權物權化」之法律效果，以維法律秩序之安定（參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714號民事判決）。查系爭道

路原土地所有權人王月凰、楊建發、楊德意均於土地使用

權同意書上簽名同意提供系爭道路之土地作為供農路通行

使用，以供建物起造人申請建築執照使用，花蓮縣○○○

○○○○○○○○○○00○○○○○○00○00○00○○鄉

○○○00000號函做農路通行使用（稻園段646-1地號）。

5.依據中華民國96年12月26日吉鄉農字第24324號函做農

路通行使用（稻園段646地號）之使用執照，故系爭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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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土地於97年起，即已經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劃作為農路使

用至今，上訴人、被上訴人，以及訴外人趙維雄三戶於10

0年7月11日，復與建商黃長煌、盧敏惠簽立農路通行協議

書，並經何叔孋公證人公證在案之事實，已詳如前述。足

認上訴人主張終止意定通行權之土地已長期作為用路人通

行之用，具有公示外觀。且原土地所有權人明知提供土地

所為系爭道路聲請使用執照將使系爭道路成為建案之一

部，土地所有權權能行使即有限縮，仍予同意，上訴人復

亦簽訂農路通行協議書同受拘束，基於債權物權化之法理

與誠信原則，該意定通行權之使用目的既係供兩造及一般

人通行之用，於此目的消滅前，無論有無其他聯外道路，

上訴人均不得任意終止，以維法律秩序之安定與公共利

益。故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主張意定通行權存在，訴請如原審判決

主文第一、二項所示，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從而，原審

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明，上訴人請求傳訊當時承辦此案的代書或向代

書調取該份買賣契約書，然未提出任何代書資相關資料供本

院傳訊或調取資料，又請求函詢花蓮地政事務所97年11月8

日前後有無就稻園段464 地號申請鑑界之紀錄，併請調取當

時移轉登記申請書及全部附件，暨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

所提證據，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　法　官　陳雅敏

　　　　　　　　　　　　　　　法　官　楊碧惠

　　　　　　　　　　　　　　　法　官　施孟弦

以上正本證明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胡旭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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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1號
上   訴   人  農恒桂  
              張月美  
共        同
訴 訟代理 人  陳博文律師
              許正次律師
上   一   人        
複訴訟代理人  張雅雯律師
被 上 訴  人  陳繪琦  
              陳士玄  
共        同
訴 訟代理 人  吳順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16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花蓮簡易庭111年度花簡字第35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係被上訴人對上訴人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等事件。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因上訴人、被上訴人及訴外人趙維雄當初分別向建商黃長煌購買之房屋均坐落於並無道路聯通公路之農地上，故簽訂買賣契約書時，分別同意就所有之花蓮縣○○鄉○○段000○000○00000地號土地提供5米道路（下稱系爭道路）供社區使用並載明於買賣契約書之特約事項，被上訴人經由系爭道路5米寬道路通往廣豐路已十餘年，詎上訴人擅自於該5米寬之道路上興建水泥柱鐵絲圍籬限縮通行寬度，造成路寬僅3米，顯違反買賣當時所有住戶與建商之約定，兩造及趙維雄既有約定提供自己一部份之土地供作社區通行使用，上訴人違反上開約定，上訴人自得請求拆除水泥柱鐵絲圍籬，縱認兩造間無意定通行權之約定，被上訴人亦主張法定通行權通行系爭路寬5米寬道路，爰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並依民法第269條第1項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聲明：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花蓮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如附表地籍圖謄本上所示紅色斜線部分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將上揭被上訴人有通行權之土地上所架設之水泥柱鐵絲圍籬(長約38公尺、高約1.6公尺)拆除，並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二、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意旨除引用原審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三所載內容外，並補充：㈠原審以訴外人趙維雄與建商黃長煌、盧敏慧的買賣契約特約事項及社區現況，即推論建商在興建社區時，已規劃通行道路，並分別與買方於買賣契約中有所約定，據此認定上訴人於購買坐落於花蓮縣○○鄉○○段000地號之廣豐路168巷9號房地時，已知土地上有提供他人使用之私設通路存在，然上訴人與建商所簽之買賣契約書，與上述趙維雄所簽之買賣契約書，立約時間不同，約款未必相同，且建商於買賣契約做成後使與趙維雄締結增補特約條款，契約附圖又與上訴人張月美之契約附圖式樣不同，原審未注意上情，逕以同一建商規劃同一社區即推論上訴人張月美契約同樣有提供土地與社區通行之約款，實為速斷。上訴人於購買上述9號房地時並不知土地上有何負擔，並無明知故買情事，兩造間並無意定通行權存在。㈡縱認上訴人明知646地號土地有供被上訴人所有同段643地號土地指定建築線並鋪設道路仍願買受，應受相同拘束，惟被上訴人已另取得同段645地號土地可直接對外同行，藉由買賣契約約定的意定通行權，在法律效果上會因為使用目的已達而當然消滅，被上訴人猶繼續通行上訴人所有之同段646地號土地，顯失公平。㈢上訴人已經找不到原始的不動產買賣契約，請求傳訊當時承辦此案的代書或向代書調取該份買賣契約書，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原審之訴駁回。 　
三、被上訴人之答辯除引用原審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二所載內容外，並補充：㈠上訴人、被上訴人，以及訴外人趙維雄共三戶分別與建商黃長煌、盧敏慧簽立買賣契約購買房屋時，均同意買賣契約書特約事項約定提供5米道路供社區使用，且上訴人、被上訴人，以及訴外人趙維雄三戶於100年7月11日，復與建商黃長煌、盧敏惠簽立農路通行協議書，並經何叔孋公證人以100年7月11日100年度花院民認孋字第21185號公證書公證。㈡意定通行權並不因法定通行權存在而消滅。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依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所載之理由，並補充：
（一）97年1月9日間稻園段646、646-1、502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王月凰、楊建發、楊德意均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簽名，同意提供系爭道路之土地作為供農路通行使用，以供建物起造人申請建築執照使用之事實，有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及花蓮縣○○○○○○○○○○○○○○00○○○○○○00○00○00○○鄉○○○00000號函做農路通行使用（稻園段646-1地號）。5.依據中華民國96年12月26日吉鄉農字第24324號函做農路通行使用（稻園段646地號）在卷可查（原審卷第145至149頁），復有花蓮縣○○○○○○地○○○○○○○○○○○鄉○○○00000○00000號做農業經營農路使用之圖示可參（原審卷第157至161頁），足徵於97年起，系爭道路即已劃作為農路使用至今，而上訴人係於97年12月8日與建商簽立買賣契約，雖未提出附卷，但被上訴人於98年4月7日與建商簽訂買賣契約，訴外人趙維雄於97年11月8日與建商簽訂買賣契約，2份契約之特約事項第1點均約明買方須無條件提供如契約附圖所示現有5米道路供社區使用（原審卷第39頁、221頁），上訴人既稱其係於97年12月8日與建商簽約，且所購之房屋土地及應提供作為系爭道路之土地與被上訴人及趙維明買受之房屋土地相連，依據花蓮縣政府函覆資料及前述2份契約內容所示，當無可能不於特約事項第1點約明買方須無條件提供如契約附圖所示現有5米道路供社區使用之約定。
（二）況經函詢本院所屬民間公證人何叔孋事務所後（回函見卷第89-96頁），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提出之農路通行協議書不爭執，而上訴人二人均有簽名於該協議書上，顯見上訴人亦同意提供土地供通行，兩造間有意定通行權協議，上訴人自當依該協議提供通行，不得再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對被上訴人主張應依法定通行權之規定另擇更適宜通行道路，經函詢本院所屬民間公證人何叔孋事務所後，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提出之農路通行協議書不爭執，顯見上訴人同意提供土地供通行，兩造間有意定通行權協議，上訴人自當依該協議提供通行，不得再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對被上訴人主張應依法定通行權之規定另擇更適宜通行道路。
（三）末按債權契約具相對性，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其他特別情形外，固僅對當事人發生效力，惟以使用土地為標的之繼續性債權契約目的，倘在便利社區發展、促進社會經濟或公共利益，且該社區團體成員已長期使用該土地，縱該債權關係未經以登記為公示方法，如第三人於受讓該土地所有權時，明知或可得而知該債權契約存在及土地使用實況，且令其受該拘束無致其財產權受不測損害之虞者，不妨產生「債權物權化」之法律效果，以維法律秩序之安定（參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714號民事判決）。查系爭道路原土地所有權人王月凰、楊建發、楊德意均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簽名同意提供系爭道路之土地作為供農路通行使用，以供建物起造人申請建築執照使用，花蓮縣○○○○○○○○○○○○○00○○○○○○00○00○00○○鄉○○○00000號函做農路通行使用（稻園段646-1地號）。5.依據中華民國96年12月26日吉鄉農字第24324號函做農路通行使用（稻園段646地號）之使用執照，故系爭道路之土地於97年起，即已經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劃作為農路使用至今，上訴人、被上訴人，以及訴外人趙維雄三戶於100年7月11日，復與建商黃長煌、盧敏惠簽立農路通行協議書，並經何叔孋公證人公證在案之事實，已詳如前述。足認上訴人主張終止意定通行權之土地已長期作為用路人通行之用，具有公示外觀。且原土地所有權人明知提供土地所為系爭道路聲請使用執照將使系爭道路成為建案之一部，土地所有權權能行使即有限縮，仍予同意，上訴人復亦簽訂農路通行協議書同受拘束，基於債權物權化之法理與誠信原則，該意定通行權之使用目的既係供兩造及一般人通行之用，於此目的消滅前，無論有無其他聯外道路，上訴人均不得任意終止，以維法律秩序之安定與公共利益。故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主張意定通行權存在，訴請如原審判決主文第一、二項所示，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明，上訴人請求傳訊當時承辦此案的代書或向代書調取該份買賣契約書，然未提出任何代書資相關資料供本院傳訊或調取資料，又請求函詢花蓮地政事務所97年11月8 日前後有無就稻園段464 地號申請鑑界之紀錄，併請調取當時移轉登記申請書及全部附件，暨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　法　官　陳雅敏
　　　　　　　　　　　　　　　法　官　楊碧惠
　　　　　　　　　　　　　　　法　官　施孟弦
以上正本證明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胡旭玫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1號
上   訴   人  農恒桂  
              張月美  
共        同
訴 訟代理 人  陳博文律師
              許正次律師
上   一   人        
複訴訟代理人  張雅雯律師
被 上 訴  人  陳繪琦  
              陳士玄  
共        同
訴 訟代理 人  吳順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2月16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花蓮簡易庭111年度花簡字第354
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係被上訴人對上訴人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等事件。被上
    訴人於原審主張因上訴人、被上訴人及訴外人趙維雄當初分
    別向建商黃長煌購買之房屋均坐落於並無道路聯通公路之農
    地上，故簽訂買賣契約書時，分別同意就所有之花蓮縣○○鄉
    ○○段000○000○00000地號土地提供5米道路（下稱系爭道路）
    供社區使用並載明於買賣契約書之特約事項，被上訴人經由
    系爭道路5米寬道路通往廣豐路已十餘年，詎上訴人擅自於
    該5米寬之道路上興建水泥柱鐵絲圍籬限縮通行寬度，造成
    路寬僅3米，顯違反買賣當時所有住戶與建商之約定，兩造
    及趙維雄既有約定提供自己一部份之土地供作社區通行使用
    ，上訴人違反上開約定，上訴人自得請求拆除水泥柱鐵絲圍
    籬，縱認兩造間無意定通行權之約定，被上訴人亦主張法定
    通行權通行系爭路寬5米寬道路，爰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並
    依民法第269條第1項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聲明：確認
    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花蓮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如
    附表地籍圖謄本上所示紅色斜線部分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
    應將上揭被上訴人有通行權之土地上所架設之水泥柱鐵絲圍
    籬(長約38公尺、高約1.6公尺)拆除，並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
二、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意旨除引用原審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三所載內容外，並補充：㈠原審以訴外人趙維雄與建商黃長煌、盧敏慧的買賣契約特約事項及社區現況，即推論建商在興建社區時，已規劃通行道路，並分別與買方於買賣契約中有所約定，據此認定上訴人於購買坐落於花蓮縣○○鄉○○段000地號之廣豐路168巷9號房地時，已知土地上有提供他人使用之私設通路存在，然上訴人與建商所簽之買賣契約書，與上述趙維雄所簽之買賣契約書，立約時間不同，約款未必相同，且建商於買賣契約做成後使與趙維雄締結增補特約條款，契約附圖又與上訴人張月美之契約附圖式樣不同，原審未注意上情，逕以同一建商規劃同一社區即推論上訴人張月美契約同樣有提供土地與社區通行之約款，實為速斷。上訴人於購買上述9號房地時並不知土地上有何負擔，並無明知故買情事，兩造間並無意定通行權存在。㈡縱認上訴人明知646地號土地有供被上訴人所有同段643地號土地指定建築線並鋪設道路仍願買受，應受相同拘束，惟被上訴人已另取得同段645地號土地可直接對外同行，藉由買賣契約約定的意定通行權，在法律效果上會因為使用目的已達而當然消滅，被上訴人猶繼續通行上訴人所有之同段646地號土地，顯失公平。㈢上訴人已經找不到原始的不動產買賣契約，請求傳訊當時承辦此案的代書或向代書調取該份買賣契約書，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原審之訴駁回。 　
三、被上訴人之答辯除引用原審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二所載內容外
    ，並補充：㈠上訴人、被上訴人，以及訴外人趙維雄共三戶
    分別與建商黃長煌、盧敏慧簽立買賣契約購買房屋時，均同
    意買賣契約書特約事項約定提供5米道路供社區使用，且上
    訴人、被上訴人，以及訴外人趙維雄三戶於100年7月11日，
    復與建商黃長煌、盧敏惠簽立農路通行協議書，並經何叔孋
    公證人以100年7月11日100年度花院民認孋字第21185號公證
    書公證。㈡意定通行權並不因法定通行權存在而消滅。並答
    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依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
    引用第一審判決所載之理由，並補充：
（一）97年1月9日間稻園段646、646-1、502地號土地之所有權
      人王月凰、楊建發、楊德意均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簽名
      ，同意提供系爭道路之土地作為供農路通行使用，以供建
      物起造人申請建築執照使用之事實，有被上訴人於原審提
      出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及花蓮縣○○○○○○○○○○○○○○00○○○○○○
      00○00○00○○鄉○○○00000號函做農路通行使用（稻園段646-
      1地號）。5.依據中華民國96年12月26日吉鄉農字第24324
      號函做農路通行使用（稻園段646地號）在卷可查（原審
      卷第145至149頁），復有花蓮縣○○○○○○地○○○○○○○○○○○鄉○
      ○○00000○00000號做農業經營農路使用之圖示可參（原審
      卷第157至161頁），足徵於97年起，系爭道路即已劃作為
      農路使用至今，而上訴人係於97年12月8日與建商簽立買
      賣契約，雖未提出附卷，但被上訴人於98年4月7日與建商
      簽訂買賣契約，訴外人趙維雄於97年11月8日與建商簽訂
      買賣契約，2份契約之特約事項第1點均約明買方須無條件
      提供如契約附圖所示現有5米道路供社區使用（原審卷第3
      9頁、221頁），上訴人既稱其係於97年12月8日與建商簽
      約，且所購之房屋土地及應提供作為系爭道路之土地與被
      上訴人及趙維明買受之房屋土地相連，依據花蓮縣政府函
      覆資料及前述2份契約內容所示，當無可能不於特約事項
      第1點約明買方須無條件提供如契約附圖所示現有5米道路
      供社區使用之約定。
（二）況經函詢本院所屬民間公證人何叔孋事務所後（回函見卷
      第89-96頁），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提出之農路通行協議書
      不爭執，而上訴人二人均有簽名於該協議書上，顯見上訴
      人亦同意提供土地供通行，兩造間有意定通行權協議，上
      訴人自當依該協議提供通行，不得再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
      對被上訴人主張應依法定通行權之規定另擇更適宜通行道
      路，經函詢本院所屬民間公證人何叔孋事務所後，上訴人
      對被上訴人提出之農路通行協議書不爭執，顯見上訴人同
      意提供土地供通行，兩造間有意定通行權協議，上訴人自
      當依該協議提供通行，不得再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對被上
      訴人主張應依法定通行權之規定另擇更適宜通行道路。
（三）末按債權契約具相對性，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其他特別情形
      外，固僅對當事人發生效力，惟以使用土地為標的之繼續
      性債權契約目的，倘在便利社區發展、促進社會經濟或公
      共利益，且該社區團體成員已長期使用該土地，縱該債權
      關係未經以登記為公示方法，如第三人於受讓該土地所有
      權時，明知或可得而知該債權契約存在及土地使用實況，
      且令其受該拘束無致其財產權受不測損害之虞者，不妨產
      生「債權物權化」之法律效果，以維法律秩序之安定（參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714號民事判決）。查系爭道
      路原土地所有權人王月凰、楊建發、楊德意均於土地使用
      權同意書上簽名同意提供系爭道路之土地作為供農路通行
      使用，以供建物起造人申請建築執照使用，花蓮縣○○○○○○
      ○○○○○○○00○○○○○○00○00○00○○鄉○○○00000號函做農路通行
      使用（稻園段646-1地號）。5.依據中華民國96年12月26
      日吉鄉農字第24324號函做農路通行使用（稻園段646地號
      ）之使用執照，故系爭道路之土地於97年起，即已經土地
      所有權人同意劃作為農路使用至今，上訴人、被上訴人，
      以及訴外人趙維雄三戶於100年7月11日，復與建商黃長煌
      、盧敏惠簽立農路通行協議書，並經何叔孋公證人公證在
      案之事實，已詳如前述。足認上訴人主張終止意定通行權
      之土地已長期作為用路人通行之用，具有公示外觀。且原
      土地所有權人明知提供土地所為系爭道路聲請使用執照將
      使系爭道路成為建案之一部，土地所有權權能行使即有限
      縮，仍予同意，上訴人復亦簽訂農路通行協議書同受拘束
      ，基於債權物權化之法理與誠信原則，該意定通行權之使
      用目的既係供兩造及一般人通行之用，於此目的消滅前，
      無論有無其他聯外道路，上訴人均不得任意終止，以維法
      律秩序之安定與公共利益。故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亦無可
      採。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主張意定通行權存在，訴請如原審判決
    主文第一、二項所示，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從而，原審
    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明，上訴人請求傳訊當時承辦此案的代書或向代
    書調取該份買賣契約書，然未提出任何代書資相關資料供本
    院傳訊或調取資料，又請求函詢花蓮地政事務所97年11月8 
    日前後有無就稻園段464 地號申請鑑界之紀錄，併請調取當
    時移轉登記申請書及全部附件，暨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
    所提證據，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　法　官　陳雅敏
　　　　　　　　　　　　　　　法　官　楊碧惠
　　　　　　　　　　　　　　　法　官　施孟弦
以上正本證明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胡旭玫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1號
上   訴   人  農恒桂  
              張月美  
共        同
訴 訟代理 人  陳博文律師
              許正次律師
上   一   人        
複訴訟代理人  張雅雯律師
被 上 訴  人  陳繪琦  
              陳士玄  
共        同
訴 訟代理 人  吳順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16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花蓮簡易庭111年度花簡字第35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係被上訴人對上訴人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等事件。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因上訴人、被上訴人及訴外人趙維雄當初分別向建商黃長煌購買之房屋均坐落於並無道路聯通公路之農地上，故簽訂買賣契約書時，分別同意就所有之花蓮縣○○鄉○○段000○000○00000地號土地提供5米道路（下稱系爭道路）供社區使用並載明於買賣契約書之特約事項，被上訴人經由系爭道路5米寬道路通往廣豐路已十餘年，詎上訴人擅自於該5米寬之道路上興建水泥柱鐵絲圍籬限縮通行寬度，造成路寬僅3米，顯違反買賣當時所有住戶與建商之約定，兩造及趙維雄既有約定提供自己一部份之土地供作社區通行使用，上訴人違反上開約定，上訴人自得請求拆除水泥柱鐵絲圍籬，縱認兩造間無意定通行權之約定，被上訴人亦主張法定通行權通行系爭路寬5米寬道路，爰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並依民法第269條第1項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聲明：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花蓮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如附表地籍圖謄本上所示紅色斜線部分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將上揭被上訴人有通行權之土地上所架設之水泥柱鐵絲圍籬(長約38公尺、高約1.6公尺)拆除，並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二、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意旨除引用原審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三所載內容外，並補充：㈠原審以訴外人趙維雄與建商黃長煌、盧敏慧的買賣契約特約事項及社區現況，即推論建商在興建社區時，已規劃通行道路，並分別與買方於買賣契約中有所約定，據此認定上訴人於購買坐落於花蓮縣○○鄉○○段000地號之廣豐路168巷9號房地時，已知土地上有提供他人使用之私設通路存在，然上訴人與建商所簽之買賣契約書，與上述趙維雄所簽之買賣契約書，立約時間不同，約款未必相同，且建商於買賣契約做成後使與趙維雄締結增補特約條款，契約附圖又與上訴人張月美之契約附圖式樣不同，原審未注意上情，逕以同一建商規劃同一社區即推論上訴人張月美契約同樣有提供土地與社區通行之約款，實為速斷。上訴人於購買上述9號房地時並不知土地上有何負擔，並無明知故買情事，兩造間並無意定通行權存在。㈡縱認上訴人明知646地號土地有供被上訴人所有同段643地號土地指定建築線並鋪設道路仍願買受，應受相同拘束，惟被上訴人已另取得同段645地號土地可直接對外同行，藉由買賣契約約定的意定通行權，在法律效果上會因為使用目的已達而當然消滅，被上訴人猶繼續通行上訴人所有之同段646地號土地，顯失公平。㈢上訴人已經找不到原始的不動產買賣契約，請求傳訊當時承辦此案的代書或向代書調取該份買賣契約書，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原審之訴駁回。 　
三、被上訴人之答辯除引用原審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二所載內容外，並補充：㈠上訴人、被上訴人，以及訴外人趙維雄共三戶分別與建商黃長煌、盧敏慧簽立買賣契約購買房屋時，均同意買賣契約書特約事項約定提供5米道路供社區使用，且上訴人、被上訴人，以及訴外人趙維雄三戶於100年7月11日，復與建商黃長煌、盧敏惠簽立農路通行協議書，並經何叔孋公證人以100年7月11日100年度花院民認孋字第21185號公證書公證。㈡意定通行權並不因法定通行權存在而消滅。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依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所載之理由，並補充：
（一）97年1月9日間稻園段646、646-1、502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王月凰、楊建發、楊德意均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簽名，同意提供系爭道路之土地作為供農路通行使用，以供建物起造人申請建築執照使用之事實，有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及花蓮縣○○○○○○○○○○○○○○00○○○○○○00○00○00○○鄉○○○00000號函做農路通行使用（稻園段646-1地號）。5.依據中華民國96年12月26日吉鄉農字第24324號函做農路通行使用（稻園段646地號）在卷可查（原審卷第145至149頁），復有花蓮縣○○○○○○地○○○○○○○○○○○鄉○○○00000○00000號做農業經營農路使用之圖示可參（原審卷第157至161頁），足徵於97年起，系爭道路即已劃作為農路使用至今，而上訴人係於97年12月8日與建商簽立買賣契約，雖未提出附卷，但被上訴人於98年4月7日與建商簽訂買賣契約，訴外人趙維雄於97年11月8日與建商簽訂買賣契約，2份契約之特約事項第1點均約明買方須無條件提供如契約附圖所示現有5米道路供社區使用（原審卷第39頁、221頁），上訴人既稱其係於97年12月8日與建商簽約，且所購之房屋土地及應提供作為系爭道路之土地與被上訴人及趙維明買受之房屋土地相連，依據花蓮縣政府函覆資料及前述2份契約內容所示，當無可能不於特約事項第1點約明買方須無條件提供如契約附圖所示現有5米道路供社區使用之約定。
（二）況經函詢本院所屬民間公證人何叔孋事務所後（回函見卷第89-96頁），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提出之農路通行協議書不爭執，而上訴人二人均有簽名於該協議書上，顯見上訴人亦同意提供土地供通行，兩造間有意定通行權協議，上訴人自當依該協議提供通行，不得再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對被上訴人主張應依法定通行權之規定另擇更適宜通行道路，經函詢本院所屬民間公證人何叔孋事務所後，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提出之農路通行協議書不爭執，顯見上訴人同意提供土地供通行，兩造間有意定通行權協議，上訴人自當依該協議提供通行，不得再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對被上訴人主張應依法定通行權之規定另擇更適宜通行道路。
（三）末按債權契約具相對性，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其他特別情形外，固僅對當事人發生效力，惟以使用土地為標的之繼續性債權契約目的，倘在便利社區發展、促進社會經濟或公共利益，且該社區團體成員已長期使用該土地，縱該債權關係未經以登記為公示方法，如第三人於受讓該土地所有權時，明知或可得而知該債權契約存在及土地使用實況，且令其受該拘束無致其財產權受不測損害之虞者，不妨產生「債權物權化」之法律效果，以維法律秩序之安定（參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714號民事判決）。查系爭道路原土地所有權人王月凰、楊建發、楊德意均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簽名同意提供系爭道路之土地作為供農路通行使用，以供建物起造人申請建築執照使用，花蓮縣○○○○○○○○○○○○○00○○○○○○00○00○00○○鄉○○○00000號函做農路通行使用（稻園段646-1地號）。5.依據中華民國96年12月26日吉鄉農字第24324號函做農路通行使用（稻園段646地號）之使用執照，故系爭道路之土地於97年起，即已經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劃作為農路使用至今，上訴人、被上訴人，以及訴外人趙維雄三戶於100年7月11日，復與建商黃長煌、盧敏惠簽立農路通行協議書，並經何叔孋公證人公證在案之事實，已詳如前述。足認上訴人主張終止意定通行權之土地已長期作為用路人通行之用，具有公示外觀。且原土地所有權人明知提供土地所為系爭道路聲請使用執照將使系爭道路成為建案之一部，土地所有權權能行使即有限縮，仍予同意，上訴人復亦簽訂農路通行協議書同受拘束，基於債權物權化之法理與誠信原則，該意定通行權之使用目的既係供兩造及一般人通行之用，於此目的消滅前，無論有無其他聯外道路，上訴人均不得任意終止，以維法律秩序之安定與公共利益。故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主張意定通行權存在，訴請如原審判決主文第一、二項所示，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明，上訴人請求傳訊當時承辦此案的代書或向代書調取該份買賣契約書，然未提出任何代書資相關資料供本院傳訊或調取資料，又請求函詢花蓮地政事務所97年11月8 日前後有無就稻園段464 地號申請鑑界之紀錄，併請調取當時移轉登記申請書及全部附件，暨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　法　官　陳雅敏
　　　　　　　　　　　　　　　法　官　楊碧惠
　　　　　　　　　　　　　　　法　官　施孟弦
以上正本證明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胡旭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