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429號

原      告  李振申  

            李睿軒（原名李明泰）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涂燕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緣被告持2張債務人為原告2人姓名、其上借

款數額均為新臺幣（下同）55萬元之借據（下稱系爭借

據），向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聲請核發支付

命令，經原告異議後視為起訴，由橋頭地院以112年訴字第7

7號案件（下稱系爭前案訴訟）審理，於審理期間，被告坦

承系爭借據均是由伊偽造，且被告主張系爭借據中記載原告

等自願將薪轉銀行金融卡（下稱系爭金融卡）交付予伊作為

還款使用等情也與實情未符，且被告於系爭前案訴訟中提供

之金流資料，亦與系爭借據記載之借款日期即民國103年6月

分不同，後經橋頭地院審理後，以被告未能證明曾交付借款

110萬元予原告為由駁回其請求，是原告實未向被告借款110

萬元，被告卻持偽造之系爭借據向橋頭地院提起系爭前案訴

訟之行為，使原告名譽因此受損，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

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各30萬元。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提起系爭前案訴訟，係為解決與原告間之私

權爭執，不得逕憑訴訟結果，即認受敗訴判決之當事人行使

訴訟權，係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對造權益，亦不能謂有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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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對造之情形，被告於系爭前案

訴訟經法院認定係對原告可受公評之事為個人意見表達，縱

未獲勝訴判決，僅被告認知與法院就證據判斷、法律評價之

結果不同，被告乃正當行使訴訟權，非不法侵害原告權利，

又被告未曾於系爭前案訴訟審理中承認偽造系爭借據，當初

是因原告父親向伊借錢，原告後來也向伊借錢，伊先寫好借

據後再交給原告父親拿回去給其等簽名蓋指印，伊沒有偽造

系爭借據，其上的簽名均是原告所親為等語置辯，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駁回。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

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是侵權行為之成立，須

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之行為須

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且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

能成立。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

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

判決要旨參照）。又按訴訟權為憲法所保障之權利，而民事

訴訟係以辯論主義為審理原則，由當事人於訴訟程序中，就

為裁判基礎之事實詳為主張並聲明證據以資證明，並由法院

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

真偽而為判決。從而，為期兼顧發現真實之公共利益，以及

個人名譽法益之保護，暨當事人訴訟權之保障，應認為訴訟

當事人於訴訟程序中，固然不得故意就與本案爭訟無關之事

實，虛構陳述而侵害他人之名譽。惟當事人於訴訟程序進行

中，為說明其請求及抗辯之事實為正當，就其爭訟相關事

實，提出有利其請求之主張或抗辯，無論係屬事實陳述或意

見表達，或其於訴訟中所提攻擊防禦方法是否經法院認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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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相符，如非惡意所為之言論，縱因此影響他人名譽，仍

為正當權利之行使，屬於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利益所發

表之善意言論（刑法第311條規定參照），不構成侵權行

為。再按侵害名譽權而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者，須以

行為人意圖散布於眾，故意或過失詆毀他人名譽為必要，蓋

如此始有使他人之名譽在社會之評價受到貶損之虞（最高法

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被告為上開侵害名譽權之侵權行為，無非係以被告

於系爭前案訴訟坦承偽造系爭借據，及其請求遭駁回等為

據，惟查：兩造於系爭前案中共為4次庭訊，然於庭訊中被

告（即前案原告）就系爭借據來由乙情均稱：系爭借據內容

是伊寫的，本來要求原告兩兄弟（即前案被告）現場簽名，

但因為上班時間遇不到，所以要求訴外人李建興（即前案被

告，原告之父）帶會去給兒子簽名，簽完後再拿給我，當時

系爭借據2張是同時寫的，一人要給1份，可能當初伊比較

懶，所以同樣的內容就用複寫的方式，除了原告之簽名及身

分證字號以及住址外，其他都是伊複寫過去，但他們都有簽

名，簽完後拿給伊就是系爭借據的樣子等情，有各次審理筆

錄在卷可參（見系爭前案卷一第237頁至第239頁、卷二第33

4頁），並經本院調閱系爭前案卷宗查明無訛，核與被告於

本院審理中之陳述大致相符（見本院卷二第44頁），顯見被

告坦承部分僅是伊先於系爭借據書寫內容後交予原告簽名乙

節，復原告於本院審理中亦不否認系爭借據上之簽名及指印

均為其等所親為（見本院卷二第44頁至第45頁），足證系爭

借據之內容縱為被告先行填載，然簽名及按捺指印均係原告

嗣後親為乙情為真，原告雖主張簽名時系爭借據上尚無其他

內容，均為被告自行填載云云，然細究系爭借據（見本院卷

一第43頁至第45頁），原告2人姓名均不偏不倚落在2處「債

務人：」下方，而觀諸借據內容也係平舖直述而無刻意為使

原告簽署姓名處留空之感，且又原告就此亦未再為任何舉

證，自難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則原告既為智識正常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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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常情應得認其等係理解該借據內容後，始在其上為簽名及

按捺指印，如此，顯難認被告有何原告主張之偽造系爭借據

行為，進而以被告持系爭借據提起系爭前案訴訟為由，逕認

其主觀上有何故意或過失甚明。

　㈢再揆諸上揭說明及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被告於訴訟中所提攻

擊防禦方法，無論事實陳述或意見表達，或是否經法院認定

與事實相符，客觀上本難認其係出於惡意，而係屬正當權利

（訴訟權）之行使，並本於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利益所發

表之善意言論而阻卻違法，遑論系爭借據非如原告主張為被

告偽造乙情，已如前述，縱系爭前案判決以被告無法證明有

交付金流為由駁回其請求，惟審之被告僅於訴訟過程中提出

系爭借據並據之主張等情，更難認被告有將之散布於眾以詆

毀他人名譽之意圖，其所為上開訴訟行為，當不構成侵權行

為，從而，被告於系爭前案訴訟中提出系爭借據所為，難認

屬侵害原告名譽權之行為，亦尚難認原告之名譽權有因此遭

受侵害，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告各自給付原告30萬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之

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各自給付原告30萬元均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

即失所附麗，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述，併此敘

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楊景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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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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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黃雅慧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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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429號
原      告  李振申  
            李睿軒（原名李明泰）


被      告  涂燕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緣被告持2張債務人為原告2人姓名、其上借款數額均為新臺幣（下同）55萬元之借據（下稱系爭借據），向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聲請核發支付命令，經原告異議後視為起訴，由橋頭地院以112年訴字第77號案件（下稱系爭前案訴訟）審理，於審理期間，被告坦承系爭借據均是由伊偽造，且被告主張系爭借據中記載原告等自願將薪轉銀行金融卡（下稱系爭金融卡）交付予伊作為還款使用等情也與實情未符，且被告於系爭前案訴訟中提供之金流資料，亦與系爭借據記載之借款日期即民國103年6月分不同，後經橋頭地院審理後，以被告未能證明曾交付借款110萬元予原告為由駁回其請求，是原告實未向被告借款110萬元，被告卻持偽造之系爭借據向橋頭地院提起系爭前案訴訟之行為，使原告名譽因此受損，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各30萬元。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提起系爭前案訴訟，係為解決與原告間之私權爭執，不得逕憑訴訟結果，即認受敗訴判決之當事人行使訴訟權，係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對造權益，亦不能謂有何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對造之情形，被告於系爭前案訴訟經法院認定係對原告可受公評之事為個人意見表達，縱未獲勝訴判決，僅被告認知與法院就證據判斷、法律評價之結果不同，被告乃正當行使訴訟權，非不法侵害原告權利，又被告未曾於系爭前案訴訟審理中承認偽造系爭借據，當初是因原告父親向伊借錢，原告後來也向伊借錢，伊先寫好借據後再交給原告父親拿回去給其等簽名蓋指印，伊沒有偽造系爭借據，其上的簽名均是原告所親為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駁回。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是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之行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且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按訴訟權為憲法所保障之權利，而民事訴訟係以辯論主義為審理原則，由當事人於訴訟程序中，就為裁判基礎之事實詳為主張並聲明證據以資證明，並由法院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而為判決。從而，為期兼顧發現真實之公共利益，以及個人名譽法益之保護，暨當事人訴訟權之保障，應認為訴訟當事人於訴訟程序中，固然不得故意就與本案爭訟無關之事實，虛構陳述而侵害他人之名譽。惟當事人於訴訟程序進行中，為說明其請求及抗辯之事實為正當，就其爭訟相關事實，提出有利其請求之主張或抗辯，無論係屬事實陳述或意見表達，或其於訴訟中所提攻擊防禦方法是否經法院認定與事實相符，如非惡意所為之言論，縱因此影響他人名譽，仍為正當權利之行使，屬於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利益所發表之善意言論（刑法第311條規定參照），不構成侵權行為。再按侵害名譽權而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者，須以行為人意圖散布於眾，故意或過失詆毀他人名譽為必要，蓋如此始有使他人之名譽在社會之評價受到貶損之虞（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被告為上開侵害名譽權之侵權行為，無非係以被告於系爭前案訴訟坦承偽造系爭借據，及其請求遭駁回等為據，惟查：兩造於系爭前案中共為4次庭訊，然於庭訊中被告（即前案原告）就系爭借據來由乙情均稱：系爭借據內容是伊寫的，本來要求原告兩兄弟（即前案被告）現場簽名，但因為上班時間遇不到，所以要求訴外人李建興（即前案被告，原告之父）帶會去給兒子簽名，簽完後再拿給我，當時系爭借據2張是同時寫的，一人要給1份，可能當初伊比較懶，所以同樣的內容就用複寫的方式，除了原告之簽名及身分證字號以及住址外，其他都是伊複寫過去，但他們都有簽名，簽完後拿給伊就是系爭借據的樣子等情，有各次審理筆錄在卷可參（見系爭前案卷一第237頁至第239頁、卷二第334頁），並經本院調閱系爭前案卷宗查明無訛，核與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之陳述大致相符（見本院卷二第44頁），顯見被告坦承部分僅是伊先於系爭借據書寫內容後交予原告簽名乙節，復原告於本院審理中亦不否認系爭借據上之簽名及指印均為其等所親為（見本院卷二第44頁至第45頁），足證系爭借據之內容縱為被告先行填載，然簽名及按捺指印均係原告嗣後親為乙情為真，原告雖主張簽名時系爭借據上尚無其他內容，均為被告自行填載云云，然細究系爭借據（見本院卷一第43頁至第45頁），原告2人姓名均不偏不倚落在2處「債務人：」下方，而觀諸借據內容也係平舖直述而無刻意為使原告簽署姓名處留空之感，且又原告就此亦未再為任何舉證，自難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則原告既為智識正常成年人，按常情應得認其等係理解該借據內容後，始在其上為簽名及按捺指印，如此，顯難認被告有何原告主張之偽造系爭借據行為，進而以被告持系爭借據提起系爭前案訴訟為由，逕認其主觀上有何故意或過失甚明。
　㈢再揆諸上揭說明及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被告於訴訟中所提攻擊防禦方法，無論事實陳述或意見表達，或是否經法院認定與事實相符，客觀上本難認其係出於惡意，而係屬正當權利（訴訟權）之行使，並本於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利益所發表之善意言論而阻卻違法，遑論系爭借據非如原告主張為被告偽造乙情，已如前述，縱系爭前案判決以被告無法證明有交付金流為由駁回其請求，惟審之被告僅於訴訟過程中提出系爭借據並據之主張等情，更難認被告有將之散布於眾以詆毀他人名譽之意圖，其所為上開訴訟行為，當不構成侵權行為，從而，被告於系爭前案訴訟中提出系爭借據所為，難認屬侵害原告名譽權之行為，亦尚難認原告之名譽權有因此遭受侵害，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各自給付原告30萬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之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各自給付原告30萬元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楊景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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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黃雅慧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429號
原      告  李振申  
            李睿軒（原名李明泰）

被      告  涂燕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緣被告持2張債務人為原告2人姓名、其上借
    款數額均為新臺幣（下同）55萬元之借據（下稱系爭借據）
    ，向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聲請核發支付命令
    ，經原告異議後視為起訴，由橋頭地院以112年訴字第77號
    案件（下稱系爭前案訴訟）審理，於審理期間，被告坦承系
    爭借據均是由伊偽造，且被告主張系爭借據中記載原告等自
    願將薪轉銀行金融卡（下稱系爭金融卡）交付予伊作為還款
    使用等情也與實情未符，且被告於系爭前案訴訟中提供之金
    流資料，亦與系爭借據記載之借款日期即民國103年6月分不
    同，後經橋頭地院審理後，以被告未能證明曾交付借款110
    萬元予原告為由駁回其請求，是原告實未向被告借款110萬
    元，被告卻持偽造之系爭借據向橋頭地院提起系爭前案訴訟
    之行為，使原告名譽因此受損，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各30萬元。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
二、被告則以：被告提起系爭前案訴訟，係為解決與原告間之私
    權爭執，不得逕憑訴訟結果，即認受敗訴判決之當事人行使
    訴訟權，係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對造權益，亦不能謂有何以
    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對造之情形，被告於系爭前案
    訴訟經法院認定係對原告可受公評之事為個人意見表達，縱
    未獲勝訴判決，僅被告認知與法院就證據判斷、法律評價之
    結果不同，被告乃正當行使訴訟權，非不法侵害原告權利，
    又被告未曾於系爭前案訴訟審理中承認偽造系爭借據，當初
    是因原告父親向伊借錢，原告後來也向伊借錢，伊先寫好借
    據後再交給原告父親拿回去給其等簽名蓋指印，伊沒有偽造
    系爭借據，其上的簽名均是原告所親為等語置辯，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駁回。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
    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
    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是侵權行為之成立，須
    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之行為須
    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且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
    能成立。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
    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
    判決要旨參照）。又按訴訟權為憲法所保障之權利，而民事
    訴訟係以辯論主義為審理原則，由當事人於訴訟程序中，就
    為裁判基礎之事實詳為主張並聲明證據以資證明，並由法院
    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
    真偽而為判決。從而，為期兼顧發現真實之公共利益，以及
    個人名譽法益之保護，暨當事人訴訟權之保障，應認為訴訟
    當事人於訴訟程序中，固然不得故意就與本案爭訟無關之事
    實，虛構陳述而侵害他人之名譽。惟當事人於訴訟程序進行
    中，為說明其請求及抗辯之事實為正當，就其爭訟相關事實
    ，提出有利其請求之主張或抗辯，無論係屬事實陳述或意見
    表達，或其於訴訟中所提攻擊防禦方法是否經法院認定與事
    實相符，如非惡意所為之言論，縱因此影響他人名譽，仍為
    正當權利之行使，屬於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利益所發表
    之善意言論（刑法第311條規定參照），不構成侵權行為。
    再按侵害名譽權而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者，須以行為
    人意圖散布於眾，故意或過失詆毀他人名譽為必要，蓋如此
    始有使他人之名譽在社會之評價受到貶損之虞（最高法院99
    年度台上字第166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被告為上開侵害名譽權之侵權行為，無非係以被告
    於系爭前案訴訟坦承偽造系爭借據，及其請求遭駁回等為據
    ，惟查：兩造於系爭前案中共為4次庭訊，然於庭訊中被告
    （即前案原告）就系爭借據來由乙情均稱：系爭借據內容是
    伊寫的，本來要求原告兩兄弟（即前案被告）現場簽名，但
    因為上班時間遇不到，所以要求訴外人李建興（即前案被告
    ，原告之父）帶會去給兒子簽名，簽完後再拿給我，當時系
    爭借據2張是同時寫的，一人要給1份，可能當初伊比較懶，
    所以同樣的內容就用複寫的方式，除了原告之簽名及身分證
    字號以及住址外，其他都是伊複寫過去，但他們都有簽名，
    簽完後拿給伊就是系爭借據的樣子等情，有各次審理筆錄在
    卷可參（見系爭前案卷一第237頁至第239頁、卷二第334頁
    ），並經本院調閱系爭前案卷宗查明無訛，核與被告於本院
    審理中之陳述大致相符（見本院卷二第44頁），顯見被告坦
    承部分僅是伊先於系爭借據書寫內容後交予原告簽名乙節，
    復原告於本院審理中亦不否認系爭借據上之簽名及指印均為
    其等所親為（見本院卷二第44頁至第45頁），足證系爭借據
    之內容縱為被告先行填載，然簽名及按捺指印均係原告嗣後
    親為乙情為真，原告雖主張簽名時系爭借據上尚無其他內容
    ，均為被告自行填載云云，然細究系爭借據（見本院卷一第
    43頁至第45頁），原告2人姓名均不偏不倚落在2處「債務人
    ：」下方，而觀諸借據內容也係平舖直述而無刻意為使原告
    簽署姓名處留空之感，且又原告就此亦未再為任何舉證，自
    難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則原告既為智識正常成年人，按常情
    應得認其等係理解該借據內容後，始在其上為簽名及按捺指
    印，如此，顯難認被告有何原告主張之偽造系爭借據行為，
    進而以被告持系爭借據提起系爭前案訴訟為由，逕認其主觀
    上有何故意或過失甚明。
　㈢再揆諸上揭說明及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被告於訴訟中所提攻
    擊防禦方法，無論事實陳述或意見表達，或是否經法院認定
    與事實相符，客觀上本難認其係出於惡意，而係屬正當權利
    （訴訟權）之行使，並本於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利益所發
    表之善意言論而阻卻違法，遑論系爭借據非如原告主張為被
    告偽造乙情，已如前述，縱系爭前案判決以被告無法證明有
    交付金流為由駁回其請求，惟審之被告僅於訴訟過程中提出
    系爭借據並據之主張等情，更難認被告有將之散布於眾以詆
    毀他人名譽之意圖，其所為上開訴訟行為，當不構成侵權行
    為，從而，被告於系爭前案訴訟中提出系爭借據所為，難認
    屬侵害原告名譽權之行為，亦尚難認原告之名譽權有因此遭
    受侵害，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
    ，請求被告各自給付原告30萬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之
    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各自給付原告30萬元均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
    即失所附麗，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述，併此敘
    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楊景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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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黃雅慧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429號
原      告  李振申  
            李睿軒（原名李明泰）

被      告  涂燕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緣被告持2張債務人為原告2人姓名、其上借款數額均為新臺幣（下同）55萬元之借據（下稱系爭借據），向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聲請核發支付命令，經原告異議後視為起訴，由橋頭地院以112年訴字第77號案件（下稱系爭前案訴訟）審理，於審理期間，被告坦承系爭借據均是由伊偽造，且被告主張系爭借據中記載原告等自願將薪轉銀行金融卡（下稱系爭金融卡）交付予伊作為還款使用等情也與實情未符，且被告於系爭前案訴訟中提供之金流資料，亦與系爭借據記載之借款日期即民國103年6月分不同，後經橋頭地院審理後，以被告未能證明曾交付借款110萬元予原告為由駁回其請求，是原告實未向被告借款110萬元，被告卻持偽造之系爭借據向橋頭地院提起系爭前案訴訟之行為，使原告名譽因此受損，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各30萬元。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提起系爭前案訴訟，係為解決與原告間之私權爭執，不得逕憑訴訟結果，即認受敗訴判決之當事人行使訴訟權，係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對造權益，亦不能謂有何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對造之情形，被告於系爭前案訴訟經法院認定係對原告可受公評之事為個人意見表達，縱未獲勝訴判決，僅被告認知與法院就證據判斷、法律評價之結果不同，被告乃正當行使訴訟權，非不法侵害原告權利，又被告未曾於系爭前案訴訟審理中承認偽造系爭借據，當初是因原告父親向伊借錢，原告後來也向伊借錢，伊先寫好借據後再交給原告父親拿回去給其等簽名蓋指印，伊沒有偽造系爭借據，其上的簽名均是原告所親為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駁回。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是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之行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且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按訴訟權為憲法所保障之權利，而民事訴訟係以辯論主義為審理原則，由當事人於訴訟程序中，就為裁判基礎之事實詳為主張並聲明證據以資證明，並由法院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而為判決。從而，為期兼顧發現真實之公共利益，以及個人名譽法益之保護，暨當事人訴訟權之保障，應認為訴訟當事人於訴訟程序中，固然不得故意就與本案爭訟無關之事實，虛構陳述而侵害他人之名譽。惟當事人於訴訟程序進行中，為說明其請求及抗辯之事實為正當，就其爭訟相關事實，提出有利其請求之主張或抗辯，無論係屬事實陳述或意見表達，或其於訴訟中所提攻擊防禦方法是否經法院認定與事實相符，如非惡意所為之言論，縱因此影響他人名譽，仍為正當權利之行使，屬於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利益所發表之善意言論（刑法第311條規定參照），不構成侵權行為。再按侵害名譽權而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者，須以行為人意圖散布於眾，故意或過失詆毀他人名譽為必要，蓋如此始有使他人之名譽在社會之評價受到貶損之虞（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被告為上開侵害名譽權之侵權行為，無非係以被告於系爭前案訴訟坦承偽造系爭借據，及其請求遭駁回等為據，惟查：兩造於系爭前案中共為4次庭訊，然於庭訊中被告（即前案原告）就系爭借據來由乙情均稱：系爭借據內容是伊寫的，本來要求原告兩兄弟（即前案被告）現場簽名，但因為上班時間遇不到，所以要求訴外人李建興（即前案被告，原告之父）帶會去給兒子簽名，簽完後再拿給我，當時系爭借據2張是同時寫的，一人要給1份，可能當初伊比較懶，所以同樣的內容就用複寫的方式，除了原告之簽名及身分證字號以及住址外，其他都是伊複寫過去，但他們都有簽名，簽完後拿給伊就是系爭借據的樣子等情，有各次審理筆錄在卷可參（見系爭前案卷一第237頁至第239頁、卷二第334頁），並經本院調閱系爭前案卷宗查明無訛，核與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之陳述大致相符（見本院卷二第44頁），顯見被告坦承部分僅是伊先於系爭借據書寫內容後交予原告簽名乙節，復原告於本院審理中亦不否認系爭借據上之簽名及指印均為其等所親為（見本院卷二第44頁至第45頁），足證系爭借據之內容縱為被告先行填載，然簽名及按捺指印均係原告嗣後親為乙情為真，原告雖主張簽名時系爭借據上尚無其他內容，均為被告自行填載云云，然細究系爭借據（見本院卷一第43頁至第45頁），原告2人姓名均不偏不倚落在2處「債務人：」下方，而觀諸借據內容也係平舖直述而無刻意為使原告簽署姓名處留空之感，且又原告就此亦未再為任何舉證，自難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則原告既為智識正常成年人，按常情應得認其等係理解該借據內容後，始在其上為簽名及按捺指印，如此，顯難認被告有何原告主張之偽造系爭借據行為，進而以被告持系爭借據提起系爭前案訴訟為由，逕認其主觀上有何故意或過失甚明。
　㈢再揆諸上揭說明及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被告於訴訟中所提攻擊防禦方法，無論事實陳述或意見表達，或是否經法院認定與事實相符，客觀上本難認其係出於惡意，而係屬正當權利（訴訟權）之行使，並本於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利益所發表之善意言論而阻卻違法，遑論系爭借據非如原告主張為被告偽造乙情，已如前述，縱系爭前案判決以被告無法證明有交付金流為由駁回其請求，惟審之被告僅於訴訟過程中提出系爭借據並據之主張等情，更難認被告有將之散布於眾以詆毀他人名譽之意圖，其所為上開訴訟行為，當不構成侵權行為，從而，被告於系爭前案訴訟中提出系爭借據所為，難認屬侵害原告名譽權之行為，亦尚難認原告之名譽權有因此遭受侵害，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各自給付原告30萬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之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各自給付原告30萬元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楊景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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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黃雅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