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417號

原      告  合元工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法定代理 

人          林順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哲偉律師

被      告  元宏實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亮穎 

訴訟代理人  黃彥勛 

            陳正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本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30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如附表所示本票貳張返還予原告合元工程有限公司。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前於民國109年6月20日簽立工程承攬合約書（下稱系爭

合約），由原告合元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合元公司）為被告

施作完成15戶工業廠房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約定承

攬報酬為新臺幣（下同）29,822,780元（不含增建部分）。

兩造約定合約簽訂完成被告支付定金即工程款之20％，原告

合元公司同時提交原告林順安所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2紙

（下稱系爭本票）作為履約擔保金，系爭本票交付之原因關

係為用於系爭工程履約擔保，擔保範圍僅針對「主建物」之

工程，不包含增建部分，並約定於取得使用執照後無息退

還。

  ㈡詎被告於000年0月間開工前夕與訴外人仁擇營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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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仁擇公司）私下另為協議，竟單方面要求原告合元公

司退出系爭工程之施作，改由仁擇公司實際接手系爭工程承

攬人之地位，原告合元公司無意介入被告與仁擇公司間之合

作關係，而與被告合意解除系爭合約，並簽立工程承攬合約

解除協議書（下稱系爭解約協議書），仁擇公司則分別與被

告及預售之買家另行簽立工程承攬合約書及工程合約書，以

取代原告合元公司於系爭工程中承攬人之地位。系爭合約既

經兩造合意解除，且兩造已約定不得互為補償（或賠償），

是兩造應互負回復原狀之義務，被告自應將當時作為履約保

證所用之系爭本票返還予原告合元公司。

  ㈢又系爭廠房新建工程早經被告另行發包仁擇公司承攬施作，

則由原告林順安簽發用以供作原告合元公司履約擔保使用之

系爭本票債權自應不存在，依票據法第13條反面解釋，原告

林順安自得對被告為票據不存在之主張。惟被告竟於000年0

0月間持系爭本票向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聲

請本票准許強制執行，經該院以109年度司票字第1267號裁

定准許在案（下稱系爭本票裁定）。綜上，爰依民法第179

條、259條等規定，先位聲明：被告應將如系爭本票返還予

原告合元公司；並備位聲明：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之票據

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

　㈠依系爭合約附件之付款辦法規定，約定原告合元公司應提交

相對金額之公司支票作為履約保證金，惟原告合元公司未提

出公司支票，經被告再三催促，嗣由原告合元公司之法定代

理人即原告林順安簽發交被告收執。系爭工程履約保證内容

及範圍，包括整個工程應依約如期施工，擔保範圍則有工程

承攬合約書附件第2條工程範圍及工程承攬合約書第2條逾期

罰款及第5條違約罰則。

　㈡被告與原告合元公司並未在施工前合意解除雙方承攬契約，

原告合元公司乃系爭工程承攬人，並確實有入場施作，自被

告109年9月2日之工務會議，係由原告林順安親自出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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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且工程履約期間原告林順安與被告公司負責人之父亦多

所聯繫，亦可證明系爭工程係由原告合元公司施作無誤。又

因原告合元公司並無綜合營造業資格，所以表明要借用營造

牌，而仁擇公司僅係原告借牌之出名營造商，與被告並無實

質之工程承攬關係，實際工程仍係由原告合元公司負責施

作，故而工程款形式上由被告交付仁擇公司，但實際上仍由

原告簽收。

　㈢本件原告合元公司承攬系爭工程，施工不符契約約定且進度

嚴重落後，造成被告鉅額損害，被告依據民法第204條、第5

03條及承攬合約第5條第1項，得不經催告，於109年11月20

日以存證信函方式向原告通知解除系爭合約。原告合元公司

既未依契約履行並經被告解除契約，則原告合元公司自應負

擔債務不履行及違約之損害賠償責任，原告林順安開立之系

爭本票之履約保證責任已然發生，擔保債權已經存在，且雙

方約定鋼骨鐵屋完成時無息退回本票並交還開票人即原告林

順安之條件亦未成就。是不論原告合元公司請求返還本票或

原告林順安主張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皆無理由。又系爭工

程原本預計109年11月27日取得使用執照，因原告施工不符

契約約定且進度嚴重落後，被告乃重新委託其他營造廠興建

該10棟廠房，造成被告因而多支出964萬6,440元之損害；且

遲至111年6月1日方取得使用執照，逾期計有540日之久，依

系爭合約第2條規定，累計罰款達3,378萬2,767元；被告慢5

40天方取得使用執照，增加行政費用及廠房因此較慢出賣脫

手，減少買賣價金之利息收入等，皆可歸責於原告。損害賠

償範圍略估為900萬元左右，已超過擔保之系爭本票600萬

元，原告自不能請求返還系爭本票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訴字卷二第142頁）：

　㈠原告合元公司、被告於109年6月20日簽立系爭合約，由原告

合元公司為被告施作完成系爭工程，約定承攬報酬為2,982

萬2,780元（不含增建部分），並約定完工日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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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被告於109年11月20日以存證信函方式向原告合元公司通知

解除系爭合約，原告合元公司確實有收到上開存證信函。

　㈢原告合元公司、被告約定合約簽訂完成支付定金即工程款之

20％，原告合元公司同時提交系爭本票作為履約擔保金，系

爭本票交付之原因關係為用於本件系爭工程履約擔保，擔保

範圍僅針對「主建物」即原證一（審訴卷第19至53頁）之工

程，不包含增建部分，並約定於取得使用執照後無息退還。

　㈣系爭本票由原告合元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即原告林順安簽發，

系爭本票現由被告持有；兩造為直接前後手。

　㈤被告持系爭本票向橋頭地院聲請本票裁定，經該院以系爭本

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

　㈥對於原證4之系爭解約協議書（審訴卷第149頁）之用印及簽

名為兩造所為，形式上不爭執。

四、本件爭點：

　㈠兩造有無合意解除系爭合約，並簽立解除協議書？

　㈡原告合元公司可否以系爭合約業經解除，被告持有系爭本票

已無票據原因關係存在為由，先位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本票返

還予原告合元公司？倘否，原告林順安備位請求確認被告持

有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不存在，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

　㈡經查：

　⒈原告合元公司、被告於109年6月20日簽立系爭合約，由原告

合元公司為被告施作完成系爭工程，約定承攬報酬為2,982

萬2,780元（不含增建部分），並約定合約簽訂完成支付定

金即工程款之20％，原告合元公司同時提交系爭本票作為履

約擔保金，系爭本票交付之原因關係為用於本件系爭工程履

約擔保，擔保範圍僅針對「主建物」之工程，不包含增建部

分，並約定於取得使用執照後無息退還；系爭本票由原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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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即原告林順安簽發，並交付予被告持

有，兩造為直接前後手；被告嗣持系爭本票向橋頭地院聲請

本票裁定，經該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等情，為兩

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㈢至㈤），並有工程承

攬合約書(新建)、（增建）、系爭本票裁定（審訴卷第19至

87頁、第173至174頁）等件為證，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兩造業已合意解除系爭合約：

　　原告主張其與被告合意解除系爭合約，並提出系爭解約協議

書為證。參酌系爭解約協議書記載：雙方同意解除廢止於10

9年6月20日所簽訂之位於燕巢區瓊安段9號地號之廠房新建

工程承攬合約書，因原告合元公司尚未投入動工興建，雙方

同意無相互補償之議等內容（審訴卷第149頁），此與於109

年6月20日所簽訂之系爭合約記載：工程地點為高雄市○○

區○○段0號地號等32筆地號之廠房新建工程工地內之內容

一致（審訴卷第45頁），足認系爭解約協議書所解除之標的

確為系爭合約，且兩造對於系爭解約協議書（審訴卷第149

頁）之用印及簽名之真正在形式上亦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

事項㈣），顯見兩造業已解除系爭合約無訛。

　⒊系爭本票係作為仁擇公司與被告間工程契約之履約擔保金：

　　經查，被告於109年7月與原告合元公司簽立系爭解約協議書

後，原告林順安仍於109年7月9日代為簽收被告簽發予仁擇

公司之300萬元工程保證金支票，且於109年7月9日及同年8

月28日以自己名義開立票面金額300萬元之本票各1紙（即本

件系爭本票）交付被告作為履約擔保，並於109年9月2日參

與被告召開之系爭工程進度及工務檢討會議，原告林順安亦

在系爭工程於109年7月至11月施作期間，陸續與被告負責人

之父黃惠明就請款及系爭工程進度有諸多Line通訊軟體簡訊

對話，原告合元公司並曾於109年11月11日委由陳忠勝律師

對被告寄發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給付工程定金及工程款，於

存證信函中亦自承原告合元公司有承攬系爭工程，並由公司

負責人林順安簽發面額各300萬元之本票2紙為擔保，已於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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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後積極購置H型鋼及連接鋼板等材料，以便進場施作等

語，堪認被告在另與仁擇公司簽立工程承攬合約書（下稱系

爭仁擇名義工程合約）後，實際之履約者仍為原告合元公

司；惟履約之出名人需為仁擇公司（如被告開之300萬元工

程保證金支票指定受款人為仁擇公司，亦由該公司出名具

領），及倘生有承攬人債務不履行情事，係以仁擇公司為究

責對象，始符契約精神等節，有系爭解約協議書（審訴字卷

第149頁）、Line通訊軟體簡訊對話（訴字卷一第161頁、第

165至185頁）、系爭工程進度及工務檢討會議紀錄（訴字卷

二第41頁）、存證信函（訴字卷一第85至88頁）附卷可稽，

復經另案即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上易字第62號判

決認定明確（該判決事實及理由欄六、㈢部分參照）。又被

告訴訟代理人稱：被告與仁擇公司另簽立系爭仁擇名義工程

合約後，仁擇公司並未提出相關票據作為履約保證等語（訴

字卷二第235頁），核與系爭仁擇名義工程合約其上確實未

有如同系爭合約附件所載之提交相對金額之公司支票作為履

約保證金等記載（審訴卷第45頁）情節相符，足認縱使原告

合元公司與被告簽訂系爭解約協議書，嗣仁擇公司並以自己

之名義分別與被告及預售買家另行簽立系爭仁擇名義工程合

約及工程合約書（審訴卷第151至172頁），實際之履約者仍

為原告合元公司，兩造並有以系爭本票繼續作為系爭工程履

約擔保金之意。

　⒋系爭本票之擔保目的已達，被告應將系爭本票返還原告合元

公司：

　　觀諸兩造對於原告合元公司、被告約定合約簽訂完成支付定

金即工程款之20％，原告合元公司同時提交系爭本票作為履

約擔保金，系爭本票交付之原因關係為用於本件系爭工程履

約擔保，擔保範圍僅針對「主建物」之工程，不包含增建部

分，並約定於取得使用執照後無息退還等情並不爭執（見兩

造不爭執事項㈢），足認系爭本票確實係用於擔保「主建

物」之工程，不包含增建部分，且約定「於取得使用執照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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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無息退還」，足認系爭本票僅作為取得使用執照之擔保，原

告主張系爭工程所約定之15戶工業廠房既均已取得建照，並

提出前揭15戶房屋建照查詢結果（審訴卷第145至147頁）為

證，被告亦稱前揭15戶房屋最後於111年6月1日取得建照等

語（訴字卷二第200頁），可見原告合元公司確實已依系爭

合約約定取得前揭15戶房屋之建照。則系爭本票之擔保目的

已達，被告自應將系爭本票返還原告合元公司。

　⒌系爭合約既經兩造合意解除，被告自無再於109年11月20日

單方解除系爭合約之餘地：

　　系爭合約前於000年0月間經兩造合意解除，業如前述，則系

爭合約既經兩造合意解除而失其效力，被告自無再於109年1

1月20日單方解除系爭合約之餘地。則被告抗辯其依據民法

第204條、第503條及承攬合約第5條第1項，於109年11月20

日以存證信函方式向原告通知解除系爭合約云云（訴字卷一

第89至91頁），不足可採。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

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此為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所規

定。被告就其抗辯：系爭工程因原告施工不符契約約定且進

度嚴重落後，致其重新委託其他營造廠興建該10棟廠房，造

成被告因而多支出費用964萬6,440元之損害；且遲至111年6

月1日方取得使用執照，逾期計有540日之久，依系爭合約第

2條規定，累計罰款達3,378萬2,767元，及增加行政費用及

廠房因此較慢出賣脫手，減少買賣價金之利息收入等，皆可

歸責於原告，損害賠償範圍略估為900萬元左右，已超過擔

保之系爭本票600萬元，原告自不能請求返還系爭本票等

情，經受命法官多次於準備程序闡明並諭知被告訴訟代理人

應提出相關證據並說明其主張原告合元公司有何具體違約情

事及損害賠償項目（訴字卷二第141頁、第199至200頁）及

於言詞辯論程序經審判長曉諭對此仍未提出相關舉證，被告

訴訟代理人並陳稱：就是之前提出存證信函等語（訴字卷二

第237頁）。然存證信函僅為被告之單方陳述，不能作為原

告合元公司確有違約之證據；至被告另提出高雄市土木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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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112年10月19日鑑定報告書為證，惟觀諸該份鑑定報告

書係「假設被告抗辯之違約情事均存在」為基礎，鑑定接續

施工所需工程費為何，不僅無法作為被告抗辯前揭違約情事

之證據，亦無法逕將該違約情事認定可歸責於原告。則被告

就此部分既未能舉證以實其說，被告抗辯系爭合約業經前揭

可歸責於原告之故而解除在前，因而衍生損害賠償及違約金

等費用，前揭金額已超過擔保之系爭本票600萬元，原告自

不能請求返還系爭本票云云，均屬無據。遑論，系爭合約已

明文約定作為履約保證金之票據（即本件系爭本票）「於取

得使用執照後無息退還」（審訴卷第45頁），既然系爭本票

作為系爭工程之履約保證目的已達，則被告執有系爭本票之

法律上原因已不復存在，被告再繼續執有系爭本票，即屬無

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從而，原告合元

公司先位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本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㈢綜上，原告合元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

爭本票返還予原告合元公司，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末按主

觀預備合併之訴，先位之訴無理由為備位之訴停止條件，本

件先位之訴部分既有理由，故備位之訴部分即無再予審究及

裁判之必要，附此說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爭點、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

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王耀霆

                              　　　法　官　鄭靜筠

                                    法　官　周玉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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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林秀敏

附表：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新臺幣) 票據號碼

1 109年7月9日 3,000,000元 0000000

2 109年8月28日 3,000,000元 26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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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417號
原      告  合元工程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林順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哲偉律師
被      告  元宏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亮穎  
訴訟代理人  黃彥勛  
            陳正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本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如附表所示本票貳張返還予原告合元工程有限公司。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前於民國109年6月20日簽立工程承攬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由原告合元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合元公司）為被告施作完成15戶工業廠房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約定承攬報酬為新臺幣（下同）29,822,780元（不含增建部分）。兩造約定合約簽訂完成被告支付定金即工程款之20％，原告合元公司同時提交原告林順安所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2紙（下稱系爭本票）作為履約擔保金，系爭本票交付之原因關係為用於系爭工程履約擔保，擔保範圍僅針對「主建物」之工程，不包含增建部分，並約定於取得使用執照後無息退還。
  ㈡詎被告於000年0月間開工前夕與訴外人仁擇營造有限公司（下稱仁擇公司）私下另為協議，竟單方面要求原告合元公司退出系爭工程之施作，改由仁擇公司實際接手系爭工程承攬人之地位，原告合元公司無意介入被告與仁擇公司間之合作關係，而與被告合意解除系爭合約，並簽立工程承攬合約解除協議書（下稱系爭解約協議書），仁擇公司則分別與被告及預售之買家另行簽立工程承攬合約書及工程合約書，以取代原告合元公司於系爭工程中承攬人之地位。系爭合約既經兩造合意解除，且兩造已約定不得互為補償（或賠償），是兩造應互負回復原狀之義務，被告自應將當時作為履約保證所用之系爭本票返還予原告合元公司。
  ㈢又系爭廠房新建工程早經被告另行發包仁擇公司承攬施作，則由原告林順安簽發用以供作原告合元公司履約擔保使用之系爭本票債權自應不存在，依票據法第13條反面解釋，原告林順安自得對被告為票據不存在之主張。惟被告竟於000年00月間持系爭本票向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聲請本票准許強制執行，經該院以109年度司票字第1267號裁定准許在案（下稱系爭本票裁定）。綜上，爰依民法第179條、259條等規定，先位聲明：被告應將如系爭本票返還予原告合元公司；並備位聲明：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
　㈠依系爭合約附件之付款辦法規定，約定原告合元公司應提交相對金額之公司支票作為履約保證金，惟原告合元公司未提出公司支票，經被告再三催促，嗣由原告合元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即原告林順安簽發交被告收執。系爭工程履約保證内容及範圍，包括整個工程應依約如期施工，擔保範圍則有工程承攬合約書附件第2條工程範圍及工程承攬合約書第2條逾期罰款及第5條違約罰則。
　㈡被告與原告合元公司並未在施工前合意解除雙方承攬契約，原告合元公司乃系爭工程承攬人，並確實有入場施作，自被告109年9月2日之工務會議，係由原告林順安親自出席可證，且工程履約期間原告林順安與被告公司負責人之父亦多所聯繫，亦可證明系爭工程係由原告合元公司施作無誤。又因原告合元公司並無綜合營造業資格，所以表明要借用營造牌，而仁擇公司僅係原告借牌之出名營造商，與被告並無實質之工程承攬關係，實際工程仍係由原告合元公司負責施作，故而工程款形式上由被告交付仁擇公司，但實際上仍由原告簽收。
　㈢本件原告合元公司承攬系爭工程，施工不符契約約定且進度嚴重落後，造成被告鉅額損害，被告依據民法第204條、第503條及承攬合約第5條第1項，得不經催告，於109年11月20日以存證信函方式向原告通知解除系爭合約。原告合元公司既未依契約履行並經被告解除契約，則原告合元公司自應負擔債務不履行及違約之損害賠償責任，原告林順安開立之系爭本票之履約保證責任已然發生，擔保債權已經存在，且雙方約定鋼骨鐵屋完成時無息退回本票並交還開票人即原告林順安之條件亦未成就。是不論原告合元公司請求返還本票或原告林順安主張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皆無理由。又系爭工程原本預計109年11月27日取得使用執照，因原告施工不符契約約定且進度嚴重落後，被告乃重新委託其他營造廠興建該10棟廠房，造成被告因而多支出964萬6,440元之損害；且遲至111年6月1日方取得使用執照，逾期計有540日之久，依系爭合約第2條規定，累計罰款達3,378萬2,767元；被告慢540天方取得使用執照，增加行政費用及廠房因此較慢出賣脫手，減少買賣價金之利息收入等，皆可歸責於原告。損害賠償範圍略估為900萬元左右，已超過擔保之系爭本票600萬元，原告自不能請求返還系爭本票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訴字卷二第142頁）：
　㈠原告合元公司、被告於109年6月20日簽立系爭合約，由原告合元公司為被告施作完成系爭工程，約定承攬報酬為2,982萬2,780元（不含增建部分），並約定完工日期為......。
　㈡被告於109年11月20日以存證信函方式向原告合元公司通知解除系爭合約，原告合元公司確實有收到上開存證信函。
　㈢原告合元公司、被告約定合約簽訂完成支付定金即工程款之20％，原告合元公司同時提交系爭本票作為履約擔保金，系爭本票交付之原因關係為用於本件系爭工程履約擔保，擔保範圍僅針對「主建物」即原證一（審訴卷第19至53頁）之工程，不包含增建部分，並約定於取得使用執照後無息退還。
　㈣系爭本票由原告合元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即原告林順安簽發，系爭本票現由被告持有；兩造為直接前後手。
　㈤被告持系爭本票向橋頭地院聲請本票裁定，經該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
　㈥對於原證4之系爭解約協議書（審訴卷第149頁）之用印及簽名為兩造所為，形式上不爭執。
四、本件爭點：
　㈠兩造有無合意解除系爭合約，並簽立解除協議書？
　㈡原告合元公司可否以系爭合約業經解除，被告持有系爭本票已無票據原因關係存在為由，先位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本票返還予原告合元公司？倘否，原告林順安備位請求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不存在，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
　㈡經查：
　⒈原告合元公司、被告於109年6月20日簽立系爭合約，由原告合元公司為被告施作完成系爭工程，約定承攬報酬為2,982萬2,780元（不含增建部分），並約定合約簽訂完成支付定金即工程款之20％，原告合元公司同時提交系爭本票作為履約擔保金，系爭本票交付之原因關係為用於本件系爭工程履約擔保，擔保範圍僅針對「主建物」之工程，不包含增建部分，並約定於取得使用執照後無息退還；系爭本票由原告合元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即原告林順安簽發，並交付予被告持有，兩造為直接前後手；被告嗣持系爭本票向橋頭地院聲請本票裁定，經該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㈢至㈤），並有工程承攬合約書(新建)、（增建）、系爭本票裁定（審訴卷第19至87頁、第173至174頁）等件為證，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兩造業已合意解除系爭合約：
　　原告主張其與被告合意解除系爭合約，並提出系爭解約協議書為證。參酌系爭解約協議書記載：雙方同意解除廢止於109年6月20日所簽訂之位於燕巢區瓊安段9號地號之廠房新建工程承攬合約書，因原告合元公司尚未投入動工興建，雙方同意無相互補償之議等內容（審訴卷第149頁），此與於109年6月20日所簽訂之系爭合約記載：工程地點為高雄市○○區○○段0號地號等32筆地號之廠房新建工程工地內之內容一致（審訴卷第45頁），足認系爭解約協議書所解除之標的確為系爭合約，且兩造對於系爭解約協議書（審訴卷第149頁）之用印及簽名之真正在形式上亦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㈣），顯見兩造業已解除系爭合約無訛。
　⒊系爭本票係作為仁擇公司與被告間工程契約之履約擔保金：
　　經查，被告於109年7月與原告合元公司簽立系爭解約協議書後，原告林順安仍於109年7月9日代為簽收被告簽發予仁擇公司之300萬元工程保證金支票，且於109年7月9日及同年8月28日以自己名義開立票面金額300萬元之本票各1紙（即本件系爭本票）交付被告作為履約擔保，並於109年9月2日參與被告召開之系爭工程進度及工務檢討會議，原告林順安亦在系爭工程於109年7月至11月施作期間，陸續與被告負責人之父黃惠明就請款及系爭工程進度有諸多Line通訊軟體簡訊對話，原告合元公司並曾於109年11月11日委由陳忠勝律師對被告寄發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給付工程定金及工程款，於存證信函中亦自承原告合元公司有承攬系爭工程，並由公司負責人林順安簽發面額各300萬元之本票2紙為擔保，已於簽約後積極購置H型鋼及連接鋼板等材料，以便進場施作等語，堪認被告在另與仁擇公司簽立工程承攬合約書（下稱系爭仁擇名義工程合約）後，實際之履約者仍為原告合元公司；惟履約之出名人需為仁擇公司（如被告開之300萬元工程保證金支票指定受款人為仁擇公司，亦由該公司出名具領），及倘生有承攬人債務不履行情事，係以仁擇公司為究責對象，始符契約精神等節，有系爭解約協議書（審訴字卷第149頁）、Line通訊軟體簡訊對話（訴字卷一第161頁、第165至185頁）、系爭工程進度及工務檢討會議紀錄（訴字卷二第41頁）、存證信函（訴字卷一第85至88頁）附卷可稽，復經另案即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上易字第62號判決認定明確（該判決事實及理由欄六、㈢部分參照）。又被告訴訟代理人稱：被告與仁擇公司另簽立系爭仁擇名義工程合約後，仁擇公司並未提出相關票據作為履約保證等語（訴字卷二第235頁），核與系爭仁擇名義工程合約其上確實未有如同系爭合約附件所載之提交相對金額之公司支票作為履約保證金等記載（審訴卷第45頁）情節相符，足認縱使原告合元公司與被告簽訂系爭解約協議書，嗣仁擇公司並以自己之名義分別與被告及預售買家另行簽立系爭仁擇名義工程合約及工程合約書（審訴卷第151至172頁），實際之履約者仍為原告合元公司，兩造並有以系爭本票繼續作為系爭工程履約擔保金之意。
　⒋系爭本票之擔保目的已達，被告應將系爭本票返還原告合元公司：
　　觀諸兩造對於原告合元公司、被告約定合約簽訂完成支付定金即工程款之20％，原告合元公司同時提交系爭本票作為履約擔保金，系爭本票交付之原因關係為用於本件系爭工程履約擔保，擔保範圍僅針對「主建物」之工程，不包含增建部分，並約定於取得使用執照後無息退還等情並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㈢），足認系爭本票確實係用於擔保「主建物」之工程，不包含增建部分，且約定「於取得使用執照後無息退還」，足認系爭本票僅作為取得使用執照之擔保，原告主張系爭工程所約定之15戶工業廠房既均已取得建照，並提出前揭15戶房屋建照查詢結果（審訴卷第145至147頁）為證，被告亦稱前揭15戶房屋最後於111年6月1日取得建照等語（訴字卷二第200頁），可見原告合元公司確實已依系爭合約約定取得前揭15戶房屋之建照。則系爭本票之擔保目的已達，被告自應將系爭本票返還原告合元公司。
　⒌系爭合約既經兩造合意解除，被告自無再於109年11月20日單方解除系爭合約之餘地：
　　系爭合約前於000年0月間經兩造合意解除，業如前述，則系爭合約既經兩造合意解除而失其效力，被告自無再於109年11月20日單方解除系爭合約之餘地。則被告抗辯其依據民法第204條、第503條及承攬合約第5條第1項，於109年11月20日以存證信函方式向原告通知解除系爭合約云云（訴字卷一第89至91頁），不足可採。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此為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所規定。被告就其抗辯：系爭工程因原告施工不符契約約定且進度嚴重落後，致其重新委託其他營造廠興建該10棟廠房，造成被告因而多支出費用964萬6,440元之損害；且遲至111年6月1日方取得使用執照，逾期計有540日之久，依系爭合約第2條規定，累計罰款達3,378萬2,767元，及增加行政費用及廠房因此較慢出賣脫手，減少買賣價金之利息收入等，皆可歸責於原告，損害賠償範圍略估為900萬元左右，已超過擔保之系爭本票600萬元，原告自不能請求返還系爭本票等情，經受命法官多次於準備程序闡明並諭知被告訴訟代理人應提出相關證據並說明其主張原告合元公司有何具體違約情事及損害賠償項目（訴字卷二第141頁、第199至200頁）及於言詞辯論程序經審判長曉諭對此仍未提出相關舉證，被告訴訟代理人並陳稱：就是之前提出存證信函等語（訴字卷二第237頁）。然存證信函僅為被告之單方陳述，不能作為原告合元公司確有違約之證據；至被告另提出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112年10月19日鑑定報告書為證，惟觀諸該份鑑定報告書係「假設被告抗辯之違約情事均存在」為基礎，鑑定接續施工所需工程費為何，不僅無法作為被告抗辯前揭違約情事之證據，亦無法逕將該違約情事認定可歸責於原告。則被告就此部分既未能舉證以實其說，被告抗辯系爭合約業經前揭可歸責於原告之故而解除在前，因而衍生損害賠償及違約金等費用，前揭金額已超過擔保之系爭本票600萬元，原告自不能請求返還系爭本票云云，均屬無據。遑論，系爭合約已明文約定作為履約保證金之票據（即本件系爭本票）「於取得使用執照後無息退還」（審訴卷第45頁），既然系爭本票作為系爭工程之履約保證目的已達，則被告執有系爭本票之法律上原因已不復存在，被告再繼續執有系爭本票，即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從而，原告合元公司先位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本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㈢綜上，原告合元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本票返還予原告合元公司，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末按主觀預備合併之訴，先位之訴無理由為備位之訴停止條件，本件先位之訴部分既有理由，故備位之訴部分即無再予審究及裁判之必要，附此說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爭點、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王耀霆
                              　　　法　官　鄭靜筠
                                    法　官　周玉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秀敏
附表：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新臺幣)

		票據號碼



		1

		109年7月9日

		3,000,000元

		0000000



		2

		109年8月28日

		3,000,000元

		262115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417號
原      告  合元工程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林順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哲偉律師
被      告  元宏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亮穎  
訴訟代理人  黃彥勛  
            陳正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本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30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如附表所示本票貳張返還予原告合元工程有限公司。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前於民國109年6月20日簽立工程承攬合約書（下稱系爭
    合約），由原告合元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合元公司）為被告
    施作完成15戶工業廠房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約定承
    攬報酬為新臺幣（下同）29,822,780元（不含增建部分）。
    兩造約定合約簽訂完成被告支付定金即工程款之20％，原告
    合元公司同時提交原告林順安所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2紙
    （下稱系爭本票）作為履約擔保金，系爭本票交付之原因關
    係為用於系爭工程履約擔保，擔保範圍僅針對「主建物」之
    工程，不包含增建部分，並約定於取得使用執照後無息退還
    。
  ㈡詎被告於000年0月間開工前夕與訴外人仁擇營造有限公司（
    下稱仁擇公司）私下另為協議，竟單方面要求原告合元公司
    退出系爭工程之施作，改由仁擇公司實際接手系爭工程承攬
    人之地位，原告合元公司無意介入被告與仁擇公司間之合作
    關係，而與被告合意解除系爭合約，並簽立工程承攬合約解
    除協議書（下稱系爭解約協議書），仁擇公司則分別與被告
    及預售之買家另行簽立工程承攬合約書及工程合約書，以取
    代原告合元公司於系爭工程中承攬人之地位。系爭合約既經
    兩造合意解除，且兩造已約定不得互為補償（或賠償），是
    兩造應互負回復原狀之義務，被告自應將當時作為履約保證
    所用之系爭本票返還予原告合元公司。
  ㈢又系爭廠房新建工程早經被告另行發包仁擇公司承攬施作，
    則由原告林順安簽發用以供作原告合元公司履約擔保使用之
    系爭本票債權自應不存在，依票據法第13條反面解釋，原告
    林順安自得對被告為票據不存在之主張。惟被告竟於000年0
    0月間持系爭本票向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聲
    請本票准許強制執行，經該院以109年度司票字第1267號裁
    定准許在案（下稱系爭本票裁定）。綜上，爰依民法第179
    條、259條等規定，先位聲明：被告應將如系爭本票返還予
    原告合元公司；並備位聲明：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之票據
    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
　㈠依系爭合約附件之付款辦法規定，約定原告合元公司應提交
    相對金額之公司支票作為履約保證金，惟原告合元公司未提
    出公司支票，經被告再三催促，嗣由原告合元公司之法定代
    理人即原告林順安簽發交被告收執。系爭工程履約保證内容
    及範圍，包括整個工程應依約如期施工，擔保範圍則有工程
    承攬合約書附件第2條工程範圍及工程承攬合約書第2條逾期
    罰款及第5條違約罰則。
　㈡被告與原告合元公司並未在施工前合意解除雙方承攬契約，
    原告合元公司乃系爭工程承攬人，並確實有入場施作，自被
    告109年9月2日之工務會議，係由原告林順安親自出席可證
    ，且工程履約期間原告林順安與被告公司負責人之父亦多所
    聯繫，亦可證明系爭工程係由原告合元公司施作無誤。又因
    原告合元公司並無綜合營造業資格，所以表明要借用營造牌
    ，而仁擇公司僅係原告借牌之出名營造商，與被告並無實質
    之工程承攬關係，實際工程仍係由原告合元公司負責施作，
    故而工程款形式上由被告交付仁擇公司，但實際上仍由原告
    簽收。
　㈢本件原告合元公司承攬系爭工程，施工不符契約約定且進度
    嚴重落後，造成被告鉅額損害，被告依據民法第204條、第5
    03條及承攬合約第5條第1項，得不經催告，於109年11月20
    日以存證信函方式向原告通知解除系爭合約。原告合元公司
    既未依契約履行並經被告解除契約，則原告合元公司自應負
    擔債務不履行及違約之損害賠償責任，原告林順安開立之系
    爭本票之履約保證責任已然發生，擔保債權已經存在，且雙
    方約定鋼骨鐵屋完成時無息退回本票並交還開票人即原告林
    順安之條件亦未成就。是不論原告合元公司請求返還本票或
    原告林順安主張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皆無理由。又系爭工
    程原本預計109年11月27日取得使用執照，因原告施工不符
    契約約定且進度嚴重落後，被告乃重新委託其他營造廠興建
    該10棟廠房，造成被告因而多支出964萬6,440元之損害；且
    遲至111年6月1日方取得使用執照，逾期計有540日之久，依
    系爭合約第2條規定，累計罰款達3,378萬2,767元；被告慢5
    40天方取得使用執照，增加行政費用及廠房因此較慢出賣脫
    手，減少買賣價金之利息收入等，皆可歸責於原告。損害賠
    償範圍略估為900萬元左右，已超過擔保之系爭本票600萬元
    ，原告自不能請求返還系爭本票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
    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訴字卷二第142頁）：
　㈠原告合元公司、被告於109年6月20日簽立系爭合約，由原告
    合元公司為被告施作完成系爭工程，約定承攬報酬為2,982
    萬2,780元（不含增建部分），並約定完工日期為......。
　㈡被告於109年11月20日以存證信函方式向原告合元公司通知解
    除系爭合約，原告合元公司確實有收到上開存證信函。
　㈢原告合元公司、被告約定合約簽訂完成支付定金即工程款之2
    0％，原告合元公司同時提交系爭本票作為履約擔保金，系爭
    本票交付之原因關係為用於本件系爭工程履約擔保，擔保範
    圍僅針對「主建物」即原證一（審訴卷第19至53頁）之工程
    ，不包含增建部分，並約定於取得使用執照後無息退還。
　㈣系爭本票由原告合元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即原告林順安簽發，
    系爭本票現由被告持有；兩造為直接前後手。
　㈤被告持系爭本票向橋頭地院聲請本票裁定，經該院以系爭本
    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
　㈥對於原證4之系爭解約協議書（審訴卷第149頁）之用印及簽
    名為兩造所為，形式上不爭執。
四、本件爭點：
　㈠兩造有無合意解除系爭合約，並簽立解除協議書？
　㈡原告合元公司可否以系爭合約業經解除，被告持有系爭本票
    已無票據原因關係存在為由，先位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本票返
    還予原告合元公司？倘否，原告林順安備位請求確認被告持
    有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不存在，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
　㈡經查：
　⒈原告合元公司、被告於109年6月20日簽立系爭合約，由原告
    合元公司為被告施作完成系爭工程，約定承攬報酬為2,982
    萬2,780元（不含增建部分），並約定合約簽訂完成支付定
    金即工程款之20％，原告合元公司同時提交系爭本票作為履
    約擔保金，系爭本票交付之原因關係為用於本件系爭工程履
    約擔保，擔保範圍僅針對「主建物」之工程，不包含增建部
    分，並約定於取得使用執照後無息退還；系爭本票由原告合
    元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即原告林順安簽發，並交付予被告持有
    ，兩造為直接前後手；被告嗣持系爭本票向橋頭地院聲請本
    票裁定，經該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等情，為兩造
    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㈢至㈤），並有工程承攬合
    約書(新建)、（增建）、系爭本票裁定（審訴卷第19至87頁
    、第173至174頁）等件為證，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兩造業已合意解除系爭合約：
　　原告主張其與被告合意解除系爭合約，並提出系爭解約協議
    書為證。參酌系爭解約協議書記載：雙方同意解除廢止於10
    9年6月20日所簽訂之位於燕巢區瓊安段9號地號之廠房新建
    工程承攬合約書，因原告合元公司尚未投入動工興建，雙方
    同意無相互補償之議等內容（審訴卷第149頁），此與於109
    年6月20日所簽訂之系爭合約記載：工程地點為高雄市○○區○
    ○段0號地號等32筆地號之廠房新建工程工地內之內容一致（
    審訴卷第45頁），足認系爭解約協議書所解除之標的確為系
    爭合約，且兩造對於系爭解約協議書（審訴卷第149頁）之
    用印及簽名之真正在形式上亦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㈣
    ），顯見兩造業已解除系爭合約無訛。
　⒊系爭本票係作為仁擇公司與被告間工程契約之履約擔保金：
　　經查，被告於109年7月與原告合元公司簽立系爭解約協議書
    後，原告林順安仍於109年7月9日代為簽收被告簽發予仁擇
    公司之300萬元工程保證金支票，且於109年7月9日及同年8
    月28日以自己名義開立票面金額300萬元之本票各1紙（即本
    件系爭本票）交付被告作為履約擔保，並於109年9月2日參
    與被告召開之系爭工程進度及工務檢討會議，原告林順安亦
    在系爭工程於109年7月至11月施作期間，陸續與被告負責人
    之父黃惠明就請款及系爭工程進度有諸多Line通訊軟體簡訊
    對話，原告合元公司並曾於109年11月11日委由陳忠勝律師
    對被告寄發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給付工程定金及工程款，於
    存證信函中亦自承原告合元公司有承攬系爭工程，並由公司
    負責人林順安簽發面額各300萬元之本票2紙為擔保，已於簽
    約後積極購置H型鋼及連接鋼板等材料，以便進場施作等語
    ，堪認被告在另與仁擇公司簽立工程承攬合約書（下稱系爭
    仁擇名義工程合約）後，實際之履約者仍為原告合元公司；
    惟履約之出名人需為仁擇公司（如被告開之300萬元工程保
    證金支票指定受款人為仁擇公司，亦由該公司出名具領），
    及倘生有承攬人債務不履行情事，係以仁擇公司為究責對象
    ，始符契約精神等節，有系爭解約協議書（審訴字卷第149
    頁）、Line通訊軟體簡訊對話（訴字卷一第161頁、第165至
    185頁）、系爭工程進度及工務檢討會議紀錄（訴字卷二第4
    1頁）、存證信函（訴字卷一第85至88頁）附卷可稽，復經
    另案即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上易字第62號判決認
    定明確（該判決事實及理由欄六、㈢部分參照）。又被告訴
    訟代理人稱：被告與仁擇公司另簽立系爭仁擇名義工程合約
    後，仁擇公司並未提出相關票據作為履約保證等語（訴字卷
    二第235頁），核與系爭仁擇名義工程合約其上確實未有如
    同系爭合約附件所載之提交相對金額之公司支票作為履約保
    證金等記載（審訴卷第45頁）情節相符，足認縱使原告合元
    公司與被告簽訂系爭解約協議書，嗣仁擇公司並以自己之名
    義分別與被告及預售買家另行簽立系爭仁擇名義工程合約及
    工程合約書（審訴卷第151至172頁），實際之履約者仍為原
    告合元公司，兩造並有以系爭本票繼續作為系爭工程履約擔
    保金之意。
　⒋系爭本票之擔保目的已達，被告應將系爭本票返還原告合元
    公司：
　　觀諸兩造對於原告合元公司、被告約定合約簽訂完成支付定
    金即工程款之20％，原告合元公司同時提交系爭本票作為履
    約擔保金，系爭本票交付之原因關係為用於本件系爭工程履
    約擔保，擔保範圍僅針對「主建物」之工程，不包含增建部
    分，並約定於取得使用執照後無息退還等情並不爭執（見兩
    造不爭執事項㈢），足認系爭本票確實係用於擔保「主建物
    」之工程，不包含增建部分，且約定「於取得使用執照後無
    息退還」，足認系爭本票僅作為取得使用執照之擔保，原告
    主張系爭工程所約定之15戶工業廠房既均已取得建照，並提
    出前揭15戶房屋建照查詢結果（審訴卷第145至147頁）為證
    ，被告亦稱前揭15戶房屋最後於111年6月1日取得建照等語
    （訴字卷二第200頁），可見原告合元公司確實已依系爭合
    約約定取得前揭15戶房屋之建照。則系爭本票之擔保目的已
    達，被告自應將系爭本票返還原告合元公司。
　⒌系爭合約既經兩造合意解除，被告自無再於109年11月20日單
    方解除系爭合約之餘地：
　　系爭合約前於000年0月間經兩造合意解除，業如前述，則系爭合約既經兩造合意解除而失其效力，被告自無再於109年11月20日單方解除系爭合約之餘地。則被告抗辯其依據民法第204條、第503條及承攬合約第5條第1項，於109年11月20日以存證信函方式向原告通知解除系爭合約云云（訴字卷一第89至91頁），不足可採。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此為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所規定。被告就其抗辯：系爭工程因原告施工不符契約約定且進度嚴重落後，致其重新委託其他營造廠興建該10棟廠房，造成被告因而多支出費用964萬6,440元之損害；且遲至111年6月1日方取得使用執照，逾期計有540日之久，依系爭合約第2條規定，累計罰款達3,378萬2,767元，及增加行政費用及廠房因此較慢出賣脫手，減少買賣價金之利息收入等，皆可歸責於原告，損害賠償範圍略估為900萬元左右，已超過擔保之系爭本票600萬元，原告自不能請求返還系爭本票等情，經受命法官多次於準備程序闡明並諭知被告訴訟代理人應提出相關證據並說明其主張原告合元公司有何具體違約情事及損害賠償項目（訴字卷二第141頁、第199至200頁）及於言詞辯論程序經審判長曉諭對此仍未提出相關舉證，被告訴訟代理人並陳稱：就是之前提出存證信函等語（訴字卷二第237頁）。然存證信函僅為被告之單方陳述，不能作為原告合元公司確有違約之證據；至被告另提出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112年10月19日鑑定報告書為證，惟觀諸該份鑑定報告書係「假設被告抗辯之違約情事均存在」為基礎，鑑定接續施工所需工程費為何，不僅無法作為被告抗辯前揭違約情事之證據，亦無法逕將該違約情事認定可歸責於原告。則被告就此部分既未能舉證以實其說，被告抗辯系爭合約業經前揭可歸責於原告之故而解除在前，因而衍生損害賠償及違約金等費用，前揭金額已超過擔保之系爭本票600萬元，原告自不能請求返還系爭本票云云，均屬無據。遑論，系爭合約已明文約定作為履約保證金之票據（即本件系爭本票）「於取得使用執照後無息退還」（審訴卷第45頁），既然系爭本票作為系爭工程之履約保證目的已達，則被告執有系爭本票之法律上原因已不復存在，被告再繼續執有系爭本票，即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從而，原告合元公司先位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本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㈢綜上，原告合元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
    本票返還予原告合元公司，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末按主觀
    預備合併之訴，先位之訴無理由為備位之訴停止條件，本件
    先位之訴部分既有理由，故備位之訴部分即無再予審究及裁
    判之必要，附此說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爭點、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
    ，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王耀霆
                              　　　法　官　鄭靜筠
                                    法　官　周玉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秀敏
附表：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新臺幣) 票據號碼 1 109年7月9日 3,000,000元 0000000 2 109年8月28日 3,000,000元 262115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417號
原      告  合元工程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林順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哲偉律師
被      告  元宏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亮穎  
訴訟代理人  黃彥勛  
            陳正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本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如附表所示本票貳張返還予原告合元工程有限公司。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前於民國109年6月20日簽立工程承攬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由原告合元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合元公司）為被告施作完成15戶工業廠房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約定承攬報酬為新臺幣（下同）29,822,780元（不含增建部分）。兩造約定合約簽訂完成被告支付定金即工程款之20％，原告合元公司同時提交原告林順安所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2紙（下稱系爭本票）作為履約擔保金，系爭本票交付之原因關係為用於系爭工程履約擔保，擔保範圍僅針對「主建物」之工程，不包含增建部分，並約定於取得使用執照後無息退還。
  ㈡詎被告於000年0月間開工前夕與訴外人仁擇營造有限公司（下稱仁擇公司）私下另為協議，竟單方面要求原告合元公司退出系爭工程之施作，改由仁擇公司實際接手系爭工程承攬人之地位，原告合元公司無意介入被告與仁擇公司間之合作關係，而與被告合意解除系爭合約，並簽立工程承攬合約解除協議書（下稱系爭解約協議書），仁擇公司則分別與被告及預售之買家另行簽立工程承攬合約書及工程合約書，以取代原告合元公司於系爭工程中承攬人之地位。系爭合約既經兩造合意解除，且兩造已約定不得互為補償（或賠償），是兩造應互負回復原狀之義務，被告自應將當時作為履約保證所用之系爭本票返還予原告合元公司。
  ㈢又系爭廠房新建工程早經被告另行發包仁擇公司承攬施作，則由原告林順安簽發用以供作原告合元公司履約擔保使用之系爭本票債權自應不存在，依票據法第13條反面解釋，原告林順安自得對被告為票據不存在之主張。惟被告竟於000年00月間持系爭本票向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聲請本票准許強制執行，經該院以109年度司票字第1267號裁定准許在案（下稱系爭本票裁定）。綜上，爰依民法第179條、259條等規定，先位聲明：被告應將如系爭本票返還予原告合元公司；並備位聲明：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
　㈠依系爭合約附件之付款辦法規定，約定原告合元公司應提交相對金額之公司支票作為履約保證金，惟原告合元公司未提出公司支票，經被告再三催促，嗣由原告合元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即原告林順安簽發交被告收執。系爭工程履約保證内容及範圍，包括整個工程應依約如期施工，擔保範圍則有工程承攬合約書附件第2條工程範圍及工程承攬合約書第2條逾期罰款及第5條違約罰則。
　㈡被告與原告合元公司並未在施工前合意解除雙方承攬契約，原告合元公司乃系爭工程承攬人，並確實有入場施作，自被告109年9月2日之工務會議，係由原告林順安親自出席可證，且工程履約期間原告林順安與被告公司負責人之父亦多所聯繫，亦可證明系爭工程係由原告合元公司施作無誤。又因原告合元公司並無綜合營造業資格，所以表明要借用營造牌，而仁擇公司僅係原告借牌之出名營造商，與被告並無實質之工程承攬關係，實際工程仍係由原告合元公司負責施作，故而工程款形式上由被告交付仁擇公司，但實際上仍由原告簽收。
　㈢本件原告合元公司承攬系爭工程，施工不符契約約定且進度嚴重落後，造成被告鉅額損害，被告依據民法第204條、第503條及承攬合約第5條第1項，得不經催告，於109年11月20日以存證信函方式向原告通知解除系爭合約。原告合元公司既未依契約履行並經被告解除契約，則原告合元公司自應負擔債務不履行及違約之損害賠償責任，原告林順安開立之系爭本票之履約保證責任已然發生，擔保債權已經存在，且雙方約定鋼骨鐵屋完成時無息退回本票並交還開票人即原告林順安之條件亦未成就。是不論原告合元公司請求返還本票或原告林順安主張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皆無理由。又系爭工程原本預計109年11月27日取得使用執照，因原告施工不符契約約定且進度嚴重落後，被告乃重新委託其他營造廠興建該10棟廠房，造成被告因而多支出964萬6,440元之損害；且遲至111年6月1日方取得使用執照，逾期計有540日之久，依系爭合約第2條規定，累計罰款達3,378萬2,767元；被告慢540天方取得使用執照，增加行政費用及廠房因此較慢出賣脫手，減少買賣價金之利息收入等，皆可歸責於原告。損害賠償範圍略估為900萬元左右，已超過擔保之系爭本票600萬元，原告自不能請求返還系爭本票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訴字卷二第142頁）：
　㈠原告合元公司、被告於109年6月20日簽立系爭合約，由原告合元公司為被告施作完成系爭工程，約定承攬報酬為2,982萬2,780元（不含增建部分），並約定完工日期為......。
　㈡被告於109年11月20日以存證信函方式向原告合元公司通知解除系爭合約，原告合元公司確實有收到上開存證信函。
　㈢原告合元公司、被告約定合約簽訂完成支付定金即工程款之20％，原告合元公司同時提交系爭本票作為履約擔保金，系爭本票交付之原因關係為用於本件系爭工程履約擔保，擔保範圍僅針對「主建物」即原證一（審訴卷第19至53頁）之工程，不包含增建部分，並約定於取得使用執照後無息退還。
　㈣系爭本票由原告合元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即原告林順安簽發，系爭本票現由被告持有；兩造為直接前後手。
　㈤被告持系爭本票向橋頭地院聲請本票裁定，經該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
　㈥對於原證4之系爭解約協議書（審訴卷第149頁）之用印及簽名為兩造所為，形式上不爭執。
四、本件爭點：
　㈠兩造有無合意解除系爭合約，並簽立解除協議書？
　㈡原告合元公司可否以系爭合約業經解除，被告持有系爭本票已無票據原因關係存在為由，先位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本票返還予原告合元公司？倘否，原告林順安備位請求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不存在，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
　㈡經查：
　⒈原告合元公司、被告於109年6月20日簽立系爭合約，由原告合元公司為被告施作完成系爭工程，約定承攬報酬為2,982萬2,780元（不含增建部分），並約定合約簽訂完成支付定金即工程款之20％，原告合元公司同時提交系爭本票作為履約擔保金，系爭本票交付之原因關係為用於本件系爭工程履約擔保，擔保範圍僅針對「主建物」之工程，不包含增建部分，並約定於取得使用執照後無息退還；系爭本票由原告合元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即原告林順安簽發，並交付予被告持有，兩造為直接前後手；被告嗣持系爭本票向橋頭地院聲請本票裁定，經該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㈢至㈤），並有工程承攬合約書(新建)、（增建）、系爭本票裁定（審訴卷第19至87頁、第173至174頁）等件為證，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兩造業已合意解除系爭合約：
　　原告主張其與被告合意解除系爭合約，並提出系爭解約協議書為證。參酌系爭解約協議書記載：雙方同意解除廢止於109年6月20日所簽訂之位於燕巢區瓊安段9號地號之廠房新建工程承攬合約書，因原告合元公司尚未投入動工興建，雙方同意無相互補償之議等內容（審訴卷第149頁），此與於109年6月20日所簽訂之系爭合約記載：工程地點為高雄市○○區○○段0號地號等32筆地號之廠房新建工程工地內之內容一致（審訴卷第45頁），足認系爭解約協議書所解除之標的確為系爭合約，且兩造對於系爭解約協議書（審訴卷第149頁）之用印及簽名之真正在形式上亦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㈣），顯見兩造業已解除系爭合約無訛。
　⒊系爭本票係作為仁擇公司與被告間工程契約之履約擔保金：
　　經查，被告於109年7月與原告合元公司簽立系爭解約協議書後，原告林順安仍於109年7月9日代為簽收被告簽發予仁擇公司之300萬元工程保證金支票，且於109年7月9日及同年8月28日以自己名義開立票面金額300萬元之本票各1紙（即本件系爭本票）交付被告作為履約擔保，並於109年9月2日參與被告召開之系爭工程進度及工務檢討會議，原告林順安亦在系爭工程於109年7月至11月施作期間，陸續與被告負責人之父黃惠明就請款及系爭工程進度有諸多Line通訊軟體簡訊對話，原告合元公司並曾於109年11月11日委由陳忠勝律師對被告寄發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給付工程定金及工程款，於存證信函中亦自承原告合元公司有承攬系爭工程，並由公司負責人林順安簽發面額各300萬元之本票2紙為擔保，已於簽約後積極購置H型鋼及連接鋼板等材料，以便進場施作等語，堪認被告在另與仁擇公司簽立工程承攬合約書（下稱系爭仁擇名義工程合約）後，實際之履約者仍為原告合元公司；惟履約之出名人需為仁擇公司（如被告開之300萬元工程保證金支票指定受款人為仁擇公司，亦由該公司出名具領），及倘生有承攬人債務不履行情事，係以仁擇公司為究責對象，始符契約精神等節，有系爭解約協議書（審訴字卷第149頁）、Line通訊軟體簡訊對話（訴字卷一第161頁、第165至185頁）、系爭工程進度及工務檢討會議紀錄（訴字卷二第41頁）、存證信函（訴字卷一第85至88頁）附卷可稽，復經另案即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上易字第62號判決認定明確（該判決事實及理由欄六、㈢部分參照）。又被告訴訟代理人稱：被告與仁擇公司另簽立系爭仁擇名義工程合約後，仁擇公司並未提出相關票據作為履約保證等語（訴字卷二第235頁），核與系爭仁擇名義工程合約其上確實未有如同系爭合約附件所載之提交相對金額之公司支票作為履約保證金等記載（審訴卷第45頁）情節相符，足認縱使原告合元公司與被告簽訂系爭解約協議書，嗣仁擇公司並以自己之名義分別與被告及預售買家另行簽立系爭仁擇名義工程合約及工程合約書（審訴卷第151至172頁），實際之履約者仍為原告合元公司，兩造並有以系爭本票繼續作為系爭工程履約擔保金之意。
　⒋系爭本票之擔保目的已達，被告應將系爭本票返還原告合元公司：
　　觀諸兩造對於原告合元公司、被告約定合約簽訂完成支付定金即工程款之20％，原告合元公司同時提交系爭本票作為履約擔保金，系爭本票交付之原因關係為用於本件系爭工程履約擔保，擔保範圍僅針對「主建物」之工程，不包含增建部分，並約定於取得使用執照後無息退還等情並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㈢），足認系爭本票確實係用於擔保「主建物」之工程，不包含增建部分，且約定「於取得使用執照後無息退還」，足認系爭本票僅作為取得使用執照之擔保，原告主張系爭工程所約定之15戶工業廠房既均已取得建照，並提出前揭15戶房屋建照查詢結果（審訴卷第145至147頁）為證，被告亦稱前揭15戶房屋最後於111年6月1日取得建照等語（訴字卷二第200頁），可見原告合元公司確實已依系爭合約約定取得前揭15戶房屋之建照。則系爭本票之擔保目的已達，被告自應將系爭本票返還原告合元公司。
　⒌系爭合約既經兩造合意解除，被告自無再於109年11月20日單方解除系爭合約之餘地：
　　系爭合約前於000年0月間經兩造合意解除，業如前述，則系爭合約既經兩造合意解除而失其效力，被告自無再於109年11月20日單方解除系爭合約之餘地。則被告抗辯其依據民法第204條、第503條及承攬合約第5條第1項，於109年11月20日以存證信函方式向原告通知解除系爭合約云云（訴字卷一第89至91頁），不足可採。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此為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所規定。被告就其抗辯：系爭工程因原告施工不符契約約定且進度嚴重落後，致其重新委託其他營造廠興建該10棟廠房，造成被告因而多支出費用964萬6,440元之損害；且遲至111年6月1日方取得使用執照，逾期計有540日之久，依系爭合約第2條規定，累計罰款達3,378萬2,767元，及增加行政費用及廠房因此較慢出賣脫手，減少買賣價金之利息收入等，皆可歸責於原告，損害賠償範圍略估為900萬元左右，已超過擔保之系爭本票600萬元，原告自不能請求返還系爭本票等情，經受命法官多次於準備程序闡明並諭知被告訴訟代理人應提出相關證據並說明其主張原告合元公司有何具體違約情事及損害賠償項目（訴字卷二第141頁、第199至200頁）及於言詞辯論程序經審判長曉諭對此仍未提出相關舉證，被告訴訟代理人並陳稱：就是之前提出存證信函等語（訴字卷二第237頁）。然存證信函僅為被告之單方陳述，不能作為原告合元公司確有違約之證據；至被告另提出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112年10月19日鑑定報告書為證，惟觀諸該份鑑定報告書係「假設被告抗辯之違約情事均存在」為基礎，鑑定接續施工所需工程費為何，不僅無法作為被告抗辯前揭違約情事之證據，亦無法逕將該違約情事認定可歸責於原告。則被告就此部分既未能舉證以實其說，被告抗辯系爭合約業經前揭可歸責於原告之故而解除在前，因而衍生損害賠償及違約金等費用，前揭金額已超過擔保之系爭本票600萬元，原告自不能請求返還系爭本票云云，均屬無據。遑論，系爭合約已明文約定作為履約保證金之票據（即本件系爭本票）「於取得使用執照後無息退還」（審訴卷第45頁），既然系爭本票作為系爭工程之履約保證目的已達，則被告執有系爭本票之法律上原因已不復存在，被告再繼續執有系爭本票，即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從而，原告合元公司先位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本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㈢綜上，原告合元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本票返還予原告合元公司，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末按主觀預備合併之訴，先位之訴無理由為備位之訴停止條件，本件先位之訴部分既有理由，故備位之訴部分即無再予審究及裁判之必要，附此說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爭點、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王耀霆
                              　　　法　官　鄭靜筠
                                    法　官　周玉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秀敏
附表：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新臺幣)

		票據號碼



		1

		109年7月9日

		3,000,000元

		0000000



		2

		109年8月28日

		3,000,000元

		262115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417號
原      告  合元工程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林順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哲偉律師
被      告  元宏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亮穎  
訴訟代理人  黃彥勛  
            陳正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本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如附表所示本票貳張返還予原告合元工程有限公司。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前於民國109年6月20日簽立工程承攬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由原告合元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合元公司）為被告施作完成15戶工業廠房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約定承攬報酬為新臺幣（下同）29,822,780元（不含增建部分）。兩造約定合約簽訂完成被告支付定金即工程款之20％，原告合元公司同時提交原告林順安所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2紙（下稱系爭本票）作為履約擔保金，系爭本票交付之原因關係為用於系爭工程履約擔保，擔保範圍僅針對「主建物」之工程，不包含增建部分，並約定於取得使用執照後無息退還。
  ㈡詎被告於000年0月間開工前夕與訴外人仁擇營造有限公司（下稱仁擇公司）私下另為協議，竟單方面要求原告合元公司退出系爭工程之施作，改由仁擇公司實際接手系爭工程承攬人之地位，原告合元公司無意介入被告與仁擇公司間之合作關係，而與被告合意解除系爭合約，並簽立工程承攬合約解除協議書（下稱系爭解約協議書），仁擇公司則分別與被告及預售之買家另行簽立工程承攬合約書及工程合約書，以取代原告合元公司於系爭工程中承攬人之地位。系爭合約既經兩造合意解除，且兩造已約定不得互為補償（或賠償），是兩造應互負回復原狀之義務，被告自應將當時作為履約保證所用之系爭本票返還予原告合元公司。
  ㈢又系爭廠房新建工程早經被告另行發包仁擇公司承攬施作，則由原告林順安簽發用以供作原告合元公司履約擔保使用之系爭本票債權自應不存在，依票據法第13條反面解釋，原告林順安自得對被告為票據不存在之主張。惟被告竟於000年00月間持系爭本票向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聲請本票准許強制執行，經該院以109年度司票字第1267號裁定准許在案（下稱系爭本票裁定）。綜上，爰依民法第179條、259條等規定，先位聲明：被告應將如系爭本票返還予原告合元公司；並備位聲明：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
　㈠依系爭合約附件之付款辦法規定，約定原告合元公司應提交相對金額之公司支票作為履約保證金，惟原告合元公司未提出公司支票，經被告再三催促，嗣由原告合元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即原告林順安簽發交被告收執。系爭工程履約保證内容及範圍，包括整個工程應依約如期施工，擔保範圍則有工程承攬合約書附件第2條工程範圍及工程承攬合約書第2條逾期罰款及第5條違約罰則。
　㈡被告與原告合元公司並未在施工前合意解除雙方承攬契約，原告合元公司乃系爭工程承攬人，並確實有入場施作，自被告109年9月2日之工務會議，係由原告林順安親自出席可證，且工程履約期間原告林順安與被告公司負責人之父亦多所聯繫，亦可證明系爭工程係由原告合元公司施作無誤。又因原告合元公司並無綜合營造業資格，所以表明要借用營造牌，而仁擇公司僅係原告借牌之出名營造商，與被告並無實質之工程承攬關係，實際工程仍係由原告合元公司負責施作，故而工程款形式上由被告交付仁擇公司，但實際上仍由原告簽收。
　㈢本件原告合元公司承攬系爭工程，施工不符契約約定且進度嚴重落後，造成被告鉅額損害，被告依據民法第204條、第503條及承攬合約第5條第1項，得不經催告，於109年11月20日以存證信函方式向原告通知解除系爭合約。原告合元公司既未依契約履行並經被告解除契約，則原告合元公司自應負擔債務不履行及違約之損害賠償責任，原告林順安開立之系爭本票之履約保證責任已然發生，擔保債權已經存在，且雙方約定鋼骨鐵屋完成時無息退回本票並交還開票人即原告林順安之條件亦未成就。是不論原告合元公司請求返還本票或原告林順安主張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皆無理由。又系爭工程原本預計109年11月27日取得使用執照，因原告施工不符契約約定且進度嚴重落後，被告乃重新委託其他營造廠興建該10棟廠房，造成被告因而多支出964萬6,440元之損害；且遲至111年6月1日方取得使用執照，逾期計有540日之久，依系爭合約第2條規定，累計罰款達3,378萬2,767元；被告慢540天方取得使用執照，增加行政費用及廠房因此較慢出賣脫手，減少買賣價金之利息收入等，皆可歸責於原告。損害賠償範圍略估為900萬元左右，已超過擔保之系爭本票600萬元，原告自不能請求返還系爭本票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訴字卷二第142頁）：
　㈠原告合元公司、被告於109年6月20日簽立系爭合約，由原告合元公司為被告施作完成系爭工程，約定承攬報酬為2,982萬2,780元（不含增建部分），並約定完工日期為......。
　㈡被告於109年11月20日以存證信函方式向原告合元公司通知解除系爭合約，原告合元公司確實有收到上開存證信函。
　㈢原告合元公司、被告約定合約簽訂完成支付定金即工程款之20％，原告合元公司同時提交系爭本票作為履約擔保金，系爭本票交付之原因關係為用於本件系爭工程履約擔保，擔保範圍僅針對「主建物」即原證一（審訴卷第19至53頁）之工程，不包含增建部分，並約定於取得使用執照後無息退還。
　㈣系爭本票由原告合元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即原告林順安簽發，系爭本票現由被告持有；兩造為直接前後手。
　㈤被告持系爭本票向橋頭地院聲請本票裁定，經該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
　㈥對於原證4之系爭解約協議書（審訴卷第149頁）之用印及簽名為兩造所為，形式上不爭執。
四、本件爭點：
　㈠兩造有無合意解除系爭合約，並簽立解除協議書？
　㈡原告合元公司可否以系爭合約業經解除，被告持有系爭本票已無票據原因關係存在為由，先位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本票返還予原告合元公司？倘否，原告林順安備位請求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不存在，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
　㈡經查：
　⒈原告合元公司、被告於109年6月20日簽立系爭合約，由原告合元公司為被告施作完成系爭工程，約定承攬報酬為2,982萬2,780元（不含增建部分），並約定合約簽訂完成支付定金即工程款之20％，原告合元公司同時提交系爭本票作為履約擔保金，系爭本票交付之原因關係為用於本件系爭工程履約擔保，擔保範圍僅針對「主建物」之工程，不包含增建部分，並約定於取得使用執照後無息退還；系爭本票由原告合元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即原告林順安簽發，並交付予被告持有，兩造為直接前後手；被告嗣持系爭本票向橋頭地院聲請本票裁定，經該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㈢至㈤），並有工程承攬合約書(新建)、（增建）、系爭本票裁定（審訴卷第19至87頁、第173至174頁）等件為證，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兩造業已合意解除系爭合約：
　　原告主張其與被告合意解除系爭合約，並提出系爭解約協議書為證。參酌系爭解約協議書記載：雙方同意解除廢止於109年6月20日所簽訂之位於燕巢區瓊安段9號地號之廠房新建工程承攬合約書，因原告合元公司尚未投入動工興建，雙方同意無相互補償之議等內容（審訴卷第149頁），此與於109年6月20日所簽訂之系爭合約記載：工程地點為高雄市○○區○○段0號地號等32筆地號之廠房新建工程工地內之內容一致（審訴卷第45頁），足認系爭解約協議書所解除之標的確為系爭合約，且兩造對於系爭解約協議書（審訴卷第149頁）之用印及簽名之真正在形式上亦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㈣），顯見兩造業已解除系爭合約無訛。
　⒊系爭本票係作為仁擇公司與被告間工程契約之履約擔保金：
　　經查，被告於109年7月與原告合元公司簽立系爭解約協議書後，原告林順安仍於109年7月9日代為簽收被告簽發予仁擇公司之300萬元工程保證金支票，且於109年7月9日及同年8月28日以自己名義開立票面金額300萬元之本票各1紙（即本件系爭本票）交付被告作為履約擔保，並於109年9月2日參與被告召開之系爭工程進度及工務檢討會議，原告林順安亦在系爭工程於109年7月至11月施作期間，陸續與被告負責人之父黃惠明就請款及系爭工程進度有諸多Line通訊軟體簡訊對話，原告合元公司並曾於109年11月11日委由陳忠勝律師對被告寄發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給付工程定金及工程款，於存證信函中亦自承原告合元公司有承攬系爭工程，並由公司負責人林順安簽發面額各300萬元之本票2紙為擔保，已於簽約後積極購置H型鋼及連接鋼板等材料，以便進場施作等語，堪認被告在另與仁擇公司簽立工程承攬合約書（下稱系爭仁擇名義工程合約）後，實際之履約者仍為原告合元公司；惟履約之出名人需為仁擇公司（如被告開之300萬元工程保證金支票指定受款人為仁擇公司，亦由該公司出名具領），及倘生有承攬人債務不履行情事，係以仁擇公司為究責對象，始符契約精神等節，有系爭解約協議書（審訴字卷第149頁）、Line通訊軟體簡訊對話（訴字卷一第161頁、第165至185頁）、系爭工程進度及工務檢討會議紀錄（訴字卷二第41頁）、存證信函（訴字卷一第85至88頁）附卷可稽，復經另案即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上易字第62號判決認定明確（該判決事實及理由欄六、㈢部分參照）。又被告訴訟代理人稱：被告與仁擇公司另簽立系爭仁擇名義工程合約後，仁擇公司並未提出相關票據作為履約保證等語（訴字卷二第235頁），核與系爭仁擇名義工程合約其上確實未有如同系爭合約附件所載之提交相對金額之公司支票作為履約保證金等記載（審訴卷第45頁）情節相符，足認縱使原告合元公司與被告簽訂系爭解約協議書，嗣仁擇公司並以自己之名義分別與被告及預售買家另行簽立系爭仁擇名義工程合約及工程合約書（審訴卷第151至172頁），實際之履約者仍為原告合元公司，兩造並有以系爭本票繼續作為系爭工程履約擔保金之意。
　⒋系爭本票之擔保目的已達，被告應將系爭本票返還原告合元公司：
　　觀諸兩造對於原告合元公司、被告約定合約簽訂完成支付定金即工程款之20％，原告合元公司同時提交系爭本票作為履約擔保金，系爭本票交付之原因關係為用於本件系爭工程履約擔保，擔保範圍僅針對「主建物」之工程，不包含增建部分，並約定於取得使用執照後無息退還等情並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㈢），足認系爭本票確實係用於擔保「主建物」之工程，不包含增建部分，且約定「於取得使用執照後無息退還」，足認系爭本票僅作為取得使用執照之擔保，原告主張系爭工程所約定之15戶工業廠房既均已取得建照，並提出前揭15戶房屋建照查詢結果（審訴卷第145至147頁）為證，被告亦稱前揭15戶房屋最後於111年6月1日取得建照等語（訴字卷二第200頁），可見原告合元公司確實已依系爭合約約定取得前揭15戶房屋之建照。則系爭本票之擔保目的已達，被告自應將系爭本票返還原告合元公司。
　⒌系爭合約既經兩造合意解除，被告自無再於109年11月20日單方解除系爭合約之餘地：
　　系爭合約前於000年0月間經兩造合意解除，業如前述，則系爭合約既經兩造合意解除而失其效力，被告自無再於109年11月20日單方解除系爭合約之餘地。則被告抗辯其依據民法第204條、第503條及承攬合約第5條第1項，於109年11月20日以存證信函方式向原告通知解除系爭合約云云（訴字卷一第89至91頁），不足可採。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此為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所規定。被告就其抗辯：系爭工程因原告施工不符契約約定且進度嚴重落後，致其重新委託其他營造廠興建該10棟廠房，造成被告因而多支出費用964萬6,440元之損害；且遲至111年6月1日方取得使用執照，逾期計有540日之久，依系爭合約第2條規定，累計罰款達3,378萬2,767元，及增加行政費用及廠房因此較慢出賣脫手，減少買賣價金之利息收入等，皆可歸責於原告，損害賠償範圍略估為900萬元左右，已超過擔保之系爭本票600萬元，原告自不能請求返還系爭本票等情，經受命法官多次於準備程序闡明並諭知被告訴訟代理人應提出相關證據並說明其主張原告合元公司有何具體違約情事及損害賠償項目（訴字卷二第141頁、第199至200頁）及於言詞辯論程序經審判長曉諭對此仍未提出相關舉證，被告訴訟代理人並陳稱：就是之前提出存證信函等語（訴字卷二第237頁）。然存證信函僅為被告之單方陳述，不能作為原告合元公司確有違約之證據；至被告另提出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112年10月19日鑑定報告書為證，惟觀諸該份鑑定報告書係「假設被告抗辯之違約情事均存在」為基礎，鑑定接續施工所需工程費為何，不僅無法作為被告抗辯前揭違約情事之證據，亦無法逕將該違約情事認定可歸責於原告。則被告就此部分既未能舉證以實其說，被告抗辯系爭合約業經前揭可歸責於原告之故而解除在前，因而衍生損害賠償及違約金等費用，前揭金額已超過擔保之系爭本票600萬元，原告自不能請求返還系爭本票云云，均屬無據。遑論，系爭合約已明文約定作為履約保證金之票據（即本件系爭本票）「於取得使用執照後無息退還」（審訴卷第45頁），既然系爭本票作為系爭工程之履約保證目的已達，則被告執有系爭本票之法律上原因已不復存在，被告再繼續執有系爭本票，即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從而，原告合元公司先位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本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㈢綜上，原告合元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本票返還予原告合元公司，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末按主觀預備合併之訴，先位之訴無理由為備位之訴停止條件，本件先位之訴部分既有理由，故備位之訴部分即無再予審究及裁判之必要，附此說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爭點、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王耀霆
                              　　　法　官　鄭靜筠
                                    法　官　周玉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秀敏
附表：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新臺幣) 票據號碼 1 109年7月9日 3,000,000元 0000000 2 109年8月28日 3,000,000元 262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