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06號

上  訴  人  呂財貴  

訴訟代理人  李育禹律師

            曾靖雯律師

上  訴  人  呂美枝  

            呂招治  

            呂秀絹  

            呂鎭球  

            呂正道  

            呂正雄  

            呂甄秝（原名：呂沛穎）

            呂宜曇  

            莊淑芳  

            呂泳輯  

            呂泳林  

            呂彥緯  

            王俊傑  

兼 上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林芊慧  

上  訴  人  陳奕涵  

兼 上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陳芯儀  

被上訴人    吳紀寬（原名：吳峻亦）

訴訟代理人  陳俊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變價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3年1月22日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24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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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財貴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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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係請求分割共有物訴訟，其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人全

體必須合一確定。原審判決後，僅上訴人呂財貴就○○縣○

○市○○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部分之判決提起

上訴，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款規定，其上訴效力及於該

土地未提起上訴之其他共有人，爰併列是該原審其餘共同被

告為上訴人。

二、上訴人呂美枝、呂招治、呂秀絹、呂鎮球、呂正道、呂正

雄、呂甄秝（即呂沛穎）、呂宜曇、莊淑芳、呂泳輯、呂泳

林、呂彥緯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

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係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所

示。而該地並無不能分割或有不分割協議之情事，惟兩造迄

今無法協議分割系爭土地，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

定，請求裁判分割。（被上訴人請求分割之他筆土地，經原

審判決後，兩造均未上訴而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二、上訴人方面：

　㈠呂財貴：系爭土地上有伊於64年所建門牌號碼○○縣○○市

○○里0○0號之未保存登記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伊已居住

超過50年，有深厚之感情，希望可以保留房子及土地，請求

將土地全部分歸伊單獨所有，並以鑑定之價格每坪新臺幣

（下同）9萬4,200元為找補。

　㈡呂泳林稱：對土地分割方式沒有意見；呂美枝、呂招治、呂

秀絹、呂鎮球則表示：同意變價方割。

　㈢其餘上訴人於原審言詞辯論期日均未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

何聲明或陳述。　　　　　　

三、原審判決以變價方式為分割，上訴人呂財貴不服，而以：應

為原物分割，並將土地分歸其一人單獨所有為由，提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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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聲明求將原判決廢棄，另為適當之分割。被上訴人答辯

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

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

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

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

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

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

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

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

分別定有明文。其次，共有物之分割，原則上應以原物分配

於各共有人或部分共有人，於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始得將

共有物全部或一部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又共有物

分割方法，法院應斟酌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

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若原則上認

原物分配對全體或多數共有人有利，須先就原物分配，必於

原物分配有困難者始予變賣；所謂原物分配有困難，係指共

有物性質上不能以原物分配或以原物分配有困難之情形，例

如共有物本身無法為原物分割，或雖非不能分割，然分割後

將顯然減損其價值或難以為通常使用是（最高法院69年度台

上字第3100號、94年度台上字第1768號、98年度台上字第22

3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77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系爭土地並無依法或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且兩造就土

地分割方法無法達成協議，則被上訴人以共有人之地位，訴

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於法有據。又，訟爭土地使用分區為

一般農業區、使用地類別為甲種建築用地（原審卷一第127

頁），並非耕地，固不受農業發展條例及耕地分割執行要點

等相關規定之限制，然其面積僅184.08平方公尺，面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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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土地形狀略成矩形，雖屬方正，但只有單面臨路，且面

寬僅有12公尺，有地籍圖及不動產估價報告可考（原審卷一

第325頁；卷二第147頁）。系爭土地共有人高達18人之多，

且共有人中，應有部分最大者不過為1/7，最小者僅有1/5

6，若各按其應有比例以原物分配，非但造成土地過於細分

（按：最大應有部分之分配面積亦僅26.3平方公尺），且分

配後之土地，亦會因臨路面寬不足而無法申請建築執照。故

而如採原物分割之方法，不利於單獨建築或開發使用，徒使

法律關係複雜化，並減少系爭土地整體開發價值，不符經濟

效用。上訴人呂財貴雖稱其已建屋並住在訟爭土地逾50年，

應認存有某程度之默示分管協議，希望可將該地分歸其一人

所有，其願以每坪9萬4,200元之價額補償其他共有人云云。

然其所指房屋乃未保存登記建物，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認其

係未經取得他共有人之土地使用同意書即將其屋建築在訟爭

土地上，且其建築基地面積為121.69平方公尺，業經原審到

場勘驗並囑託地政機關測量無訛，有勘測筆錄及複丈成果圖

可稽（原審卷一第397-399、423頁），是該基地面積占訟爭

土地約66％（121.69÷184.08×100％≒66％），顯逾呂財貴

應有部分3/84之比例（約3.6％），即由該房屋占用面積之

比例與呂財貴應有部分比例間存在懸殊差距，乃與一般共有

人間原則上係各按應有部分比例為分管之常情相違背，故而

不能徒以其他共有人或因基於親族情誼關係而未有積極反對

或異議之行舉，據以推認彼等之間存有默示分管契約。依

此，呂財貴據地建屋居住使用，且該屋既已在50年，本身經

濟價值不高之情節，即非本件分割所應考量之重點。故衡酌

呂財貴應有部分僅為3/84，所占比例甚微，較多數共有人之

應有部分為低，如將訟爭土地全部歸予呂財貴一人所有，對

於其他共有人顯然有失公平。是以，本件以原物分割既有如

上困難、失衡之情事；反觀被上訴人及呂美枝、呂招治、呂

秀絹、呂鎮球於原審即均陳明願為變價分割，且經原審以變

價分割方法為判決後，除呂財貴外之其他共有人均未提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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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或表示不同之意見；其中呂泳輯、王俊傑、林芊慧、陳芯

儀、陳奕涵於本院審理時，並到庭陳明同意變價分割（本院

卷一第474頁；卷二第62頁），可徵多數共有人意願係採變

價分割。呂財貴雖以其願以每坪9萬4,200元之價額補償其他

共有人，但該價額為他共有人所反對，且差價甚多，即以由

呂財貴取得全部土地，而金錢補償他共有人之情形，其他共

有人與呂財貴存有重大歧見，而土地估價僅係供參考所用而

已，實際價值牽涉各主、客觀條件及意願，是考量如將訟爭

土地變賣，則在自由市場競爭之情形下，即可將該土地所具

市場價值極大化，對共有人而言，顯較有利，且呂財貴倘認

有取得訟爭土地之必要，仍得於變價分配之執行程序時，依

民法第824條第7項行使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利，以兼顧

其所云其對該地之特殊感情及需求。是而本件應以變賣土

地，共有人再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價金之方法為分割，較屬

允適。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規

定訴請分割訟爭土地，為有理由。本院審酌該土地之使用現

狀、整體利用之效益、共有人之利益及兩造之意願等情，認

將土地予以變賣，所得價金由兩造按附表所示應有部分比例

分配，應屬適當。原審判決訟爭土地予以變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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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

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周佳佩

　　　　　　　　　　　　　　　　　　法　官  蔣志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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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駱青樺　　　

　　　　　　　　　

　　　　　　　

附表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

1 吳紀寬（即吳峻亦） 1/7

2 呂財貴 3/84

3 呂美枝 5/84

4 呂招治 2/84

5 呂秀絹 2/84

6 呂鎭球 1/7

7 呂正道 1/14

8 呂正雄 1/14

9 呂甄秝（即呂沛穎） 1/56

10 呂宜曇 1/56

11 莊淑芳 1/42

12 呂泳輯 1/14

13 呂泳林 1/14

14 呂彥緯 1/7

15 王俊傑 1/56

16 林芊慧 1/56

17 陳奕涵 1/42

18 陳芯儀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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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06號
上  訴  人  呂財貴  
訴訟代理人  李育禹律師
            曾靖雯律師
上  訴  人  呂美枝  
            呂招治  
            呂秀絹  
            呂鎭球  
            呂正道  
            呂正雄  
            呂甄秝（原名：呂沛穎）
            呂宜曇  
            莊淑芳  
            呂泳輯  
            呂泳林  
            呂彥緯  
            王俊傑  
兼 上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林芊慧  
上  訴  人  陳奕涵  
兼 上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陳芯儀  
被上訴人    吳紀寬（原名：吳峻亦）
訴訟代理人  陳俊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變價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22日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2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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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財貴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係請求分割共有物訴訟，其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人全體必須合一確定。原審判決後，僅上訴人呂財貴就○○縣○○市○○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部分之判決提起上訴，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款規定，其上訴效力及於該土地未提起上訴之其他共有人，爰併列是該原審其餘共同被告為上訴人。
二、上訴人呂美枝、呂招治、呂秀絹、呂鎮球、呂正道、呂正雄、呂甄秝（即呂沛穎）、呂宜曇、莊淑芳、呂泳輯、呂泳林、呂彥緯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係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而該地並無不能分割或有不分割協議之情事，惟兩造迄今無法協議分割系爭土地，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請求裁判分割。（被上訴人請求分割之他筆土地，經原審判決後，兩造均未上訴而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二、上訴人方面：
　㈠呂財貴：系爭土地上有伊於64年所建門牌號碼○○縣○○市○○里0○0號之未保存登記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伊已居住超過50年，有深厚之感情，希望可以保留房子及土地，請求將土地全部分歸伊單獨所有，並以鑑定之價格每坪新臺幣（下同）9萬4,200元為找補。
　㈡呂泳林稱：對土地分割方式沒有意見；呂美枝、呂招治、呂秀絹、呂鎮球則表示：同意變價方割。
　㈢其餘上訴人於原審言詞辯論期日均未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原審判決以變價方式為分割，上訴人呂財貴不服，而以：應為原物分割，並將土地分歸其一人單獨所有為由，提起上訴，聲明求將原判決廢棄，另為適當之分割。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其次，共有物之分割，原則上應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部分共有人，於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始得將共有物全部或一部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又共有物分割方法，法院應斟酌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若原則上認原物分配對全體或多數共有人有利，須先就原物分配，必於原物分配有困難者始予變賣；所謂原物分配有困難，係指共有物性質上不能以原物分配或以原物分配有困難之情形，例如共有物本身無法為原物分割，或雖非不能分割，然分割後將顯然減損其價值或難以為通常使用是（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100號、94年度台上字第1768號、98年度台上字第223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77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系爭土地並無依法或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且兩造就土地分割方法無法達成協議，則被上訴人以共有人之地位，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於法有據。又，訟爭土地使用分區為一般農業區、使用地類別為甲種建築用地（原審卷一第127頁），並非耕地，固不受農業發展條例及耕地分割執行要點等相關規定之限制，然其面積僅184.08平方公尺，面積不大；土地形狀略成矩形，雖屬方正，但只有單面臨路，且面寬僅有12公尺，有地籍圖及不動產估價報告可考（原審卷一第325頁；卷二第147頁）。系爭土地共有人高達18人之多，且共有人中，應有部分最大者不過為1/7，最小者僅有1/56，若各按其應有比例以原物分配，非但造成土地過於細分（按：最大應有部分之分配面積亦僅26.3平方公尺），且分配後之土地，亦會因臨路面寬不足而無法申請建築執照。故而如採原物分割之方法，不利於單獨建築或開發使用，徒使法律關係複雜化，並減少系爭土地整體開發價值，不符經濟效用。上訴人呂財貴雖稱其已建屋並住在訟爭土地逾50年，應認存有某程度之默示分管協議，希望可將該地分歸其一人所有，其願以每坪9萬4,200元之價額補償其他共有人云云。然其所指房屋乃未保存登記建物，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認其係未經取得他共有人之土地使用同意書即將其屋建築在訟爭土地上，且其建築基地面積為121.69平方公尺，業經原審到場勘驗並囑託地政機關測量無訛，有勘測筆錄及複丈成果圖可稽（原審卷一第397-399、423頁），是該基地面積占訟爭土地約66％（121.69÷184.08×100％≒66％），顯逾呂財貴應有部分3/84之比例（約3.6％），即由該房屋占用面積之比例與呂財貴應有部分比例間存在懸殊差距，乃與一般共有人間原則上係各按應有部分比例為分管之常情相違背，故而不能徒以其他共有人或因基於親族情誼關係而未有積極反對或異議之行舉，據以推認彼等之間存有默示分管契約。依此，呂財貴據地建屋居住使用，且該屋既已在50年，本身經濟價值不高之情節，即非本件分割所應考量之重點。故衡酌呂財貴應有部分僅為3/84，所占比例甚微，較多數共有人之應有部分為低，如將訟爭土地全部歸予呂財貴一人所有，對於其他共有人顯然有失公平。是以，本件以原物分割既有如上困難、失衡之情事；反觀被上訴人及呂美枝、呂招治、呂秀絹、呂鎮球於原審即均陳明願為變價分割，且經原審以變價分割方法為判決後，除呂財貴外之其他共有人均未提起上訴或表示不同之意見；其中呂泳輯、王俊傑、林芊慧、陳芯儀、陳奕涵於本院審理時，並到庭陳明同意變價分割（本院卷一第474頁；卷二第62頁），可徵多數共有人意願係採變價分割。呂財貴雖以其願以每坪9萬4,200元之價額補償其他共有人，但該價額為他共有人所反對，且差價甚多，即以由呂財貴取得全部土地，而金錢補償他共有人之情形，其他共有人與呂財貴存有重大歧見，而土地估價僅係供參考所用而已，實際價值牽涉各主、客觀條件及意願，是考量如將訟爭土地變賣，則在自由市場競爭之情形下，即可將該土地所具市場價值極大化，對共有人而言，顯較有利，且呂財貴倘認有取得訟爭土地之必要，仍得於變價分配之執行程序時，依民法第824條第7項行使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利，以兼顧其所云其對該地之特殊感情及需求。是而本件應以變賣土地，共有人再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價金之方法為分割，較屬允適。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規定訴請分割訟爭土地，為有理由。本院審酌該土地之使用現狀、整體利用之效益、共有人之利益及兩造之意願等情，認將土地予以變賣，所得價金由兩造按附表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應屬適當。原審判決訟爭土地予以變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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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駁回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周佳佩
　　　　　　　　　　　　　　　　　　法　官  蔣志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駱青樺　　　　　　　　　　　　　　　　　　　
附表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



		1

		吳紀寬（即吳峻亦）

		1/7



		2

		呂財貴

		3/84



		3

		呂美枝

		5/84



		4

		呂招治

		2/84



		5

		呂秀絹

		2/84



		6

		呂鎭球

		1/7



		7

		呂正道

		1/14



		8

		呂正雄

		1/14



		9

		呂甄秝（即呂沛穎）

		1/56



		10

		呂宜曇

		1/56



		11

		莊淑芳

		1/42



		12

		呂泳輯

		1/14



		13

		呂泳林

		1/14



		14

		呂彥緯

		1/7



		15

		王俊傑

		1/56



		16

		林芊慧

		1/56



		17

		陳奕涵

		1/42



		18

		陳芯儀

		1/42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06號
上  訴  人  呂財貴  
訴訟代理人  李育禹律師
            曾靖雯律師
上  訴  人  呂美枝  
            呂招治  
            呂秀絹  
            呂鎭球  
            呂正道  
            呂正雄  
            呂甄秝（原名：呂沛穎）
            呂宜曇  
            莊淑芳  
            呂泳輯  
            呂泳林  
            呂彥緯  
            王俊傑  
兼 上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林芊慧  
上  訴  人  陳奕涵  
兼 上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陳芯儀  
被上訴人    吳紀寬（原名：吳峻亦）
訴訟代理人  陳俊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變價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3年1月22日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24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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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財貴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係請求分割共有物訴訟，其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人全
    體必須合一確定。原審判決後，僅上訴人呂財貴就○○縣○○市
    ○○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部分之判決提起上訴，
    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款規定，其上訴效力及於該土地未
    提起上訴之其他共有人，爰併列是該原審其餘共同被告為上
    訴人。
二、上訴人呂美枝、呂招治、呂秀絹、呂鎮球、呂正道、呂正雄
    、呂甄秝（即呂沛穎）、呂宜曇、莊淑芳、呂泳輯、呂泳林
    、呂彥緯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
    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係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
    。而該地並無不能分割或有不分割協議之情事，惟兩造迄今
    無法協議分割系爭土地，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
    請求裁判分割。（被上訴人請求分割之他筆土地，經原審判
    決後，兩造均未上訴而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二、上訴人方面：
　㈠呂財貴：系爭土地上有伊於64年所建門牌號碼○○縣○○市○○里0
    ○0號之未保存登記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伊已居住超過50年
    ，有深厚之感情，希望可以保留房子及土地，請求將土地全
    部分歸伊單獨所有，並以鑑定之價格每坪新臺幣（下同）9
    萬4,200元為找補。
　㈡呂泳林稱：對土地分割方式沒有意見；呂美枝、呂招治、呂
    秀絹、呂鎮球則表示：同意變價方割。
　㈢其餘上訴人於原審言詞辯論期日均未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
    何聲明或陳述。　　　　　　
三、原審判決以變價方式為分割，上訴人呂財貴不服，而以：應
    為原物分割，並將土地分歸其一人單獨所有為由，提起上訴
    ，聲明求將原判決廢棄，另為適當之分割。被上訴人答辯聲
    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
    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
    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
    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
    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
    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
    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
    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
    分別定有明文。其次，共有物之分割，原則上應以原物分配
    於各共有人或部分共有人，於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始得將
    共有物全部或一部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又共有物
    分割方法，法院應斟酌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
    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若原則上認
    原物分配對全體或多數共有人有利，須先就原物分配，必於
    原物分配有困難者始予變賣；所謂原物分配有困難，係指共
    有物性質上不能以原物分配或以原物分配有困難之情形，例
    如共有物本身無法為原物分割，或雖非不能分割，然分割後
    將顯然減損其價值或難以為通常使用是（最高法院69年度台
    上字第3100號、94年度台上字第1768號、98年度台上字第22
    3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77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系爭土地並無依法或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且兩造就土
    地分割方法無法達成協議，則被上訴人以共有人之地位，訴
    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於法有據。又，訟爭土地使用分區為
    一般農業區、使用地類別為甲種建築用地（原審卷一第127
    頁），並非耕地，固不受農業發展條例及耕地分割執行要點
    等相關規定之限制，然其面積僅184.08平方公尺，面積不大
    ；土地形狀略成矩形，雖屬方正，但只有單面臨路，且面寬
    僅有12公尺，有地籍圖及不動產估價報告可考（原審卷一第
    325頁；卷二第147頁）。系爭土地共有人高達18人之多，且
    共有人中，應有部分最大者不過為1/7，最小者僅有1/56，
    若各按其應有比例以原物分配，非但造成土地過於細分（按
    ：最大應有部分之分配面積亦僅26.3平方公尺），且分配後
    之土地，亦會因臨路面寬不足而無法申請建築執照。故而如
    採原物分割之方法，不利於單獨建築或開發使用，徒使法律
    關係複雜化，並減少系爭土地整體開發價值，不符經濟效用
    。上訴人呂財貴雖稱其已建屋並住在訟爭土地逾50年，應認
    存有某程度之默示分管協議，希望可將該地分歸其一人所有
    ，其願以每坪9萬4,200元之價額補償其他共有人云云。然其
    所指房屋乃未保存登記建物，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認其係未
    經取得他共有人之土地使用同意書即將其屋建築在訟爭土地
    上，且其建築基地面積為121.69平方公尺，業經原審到場勘
    驗並囑託地政機關測量無訛，有勘測筆錄及複丈成果圖可稽
    （原審卷一第397-399、423頁），是該基地面積占訟爭土地
    約66％（121.69÷184.08×100％≒66％），顯逾呂財貴應有部分3
    /84之比例（約3.6％），即由該房屋占用面積之比例與呂財
    貴應有部分比例間存在懸殊差距，乃與一般共有人間原則上
    係各按應有部分比例為分管之常情相違背，故而不能徒以其
    他共有人或因基於親族情誼關係而未有積極反對或異議之行
    舉，據以推認彼等之間存有默示分管契約。依此，呂財貴據
    地建屋居住使用，且該屋既已在50年，本身經濟價值不高之
    情節，即非本件分割所應考量之重點。故衡酌呂財貴應有部
    分僅為3/84，所占比例甚微，較多數共有人之應有部分為低
    ，如將訟爭土地全部歸予呂財貴一人所有，對於其他共有人
    顯然有失公平。是以，本件以原物分割既有如上困難、失衡
    之情事；反觀被上訴人及呂美枝、呂招治、呂秀絹、呂鎮球
    於原審即均陳明願為變價分割，且經原審以變價分割方法為
    判決後，除呂財貴外之其他共有人均未提起上訴或表示不同
    之意見；其中呂泳輯、王俊傑、林芊慧、陳芯儀、陳奕涵於
    本院審理時，並到庭陳明同意變價分割（本院卷一第474頁
    ；卷二第62頁），可徵多數共有人意願係採變價分割。呂財
    貴雖以其願以每坪9萬4,200元之價額補償其他共有人，但該
    價額為他共有人所反對，且差價甚多，即以由呂財貴取得全
    部土地，而金錢補償他共有人之情形，其他共有人與呂財貴
    存有重大歧見，而土地估價僅係供參考所用而已，實際價值
    牽涉各主、客觀條件及意願，是考量如將訟爭土地變賣，則
    在自由市場競爭之情形下，即可將該土地所具市場價值極大
    化，對共有人而言，顯較有利，且呂財貴倘認有取得訟爭土
    地之必要，仍得於變價分配之執行程序時，依民法第824條
    第7項行使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利，以兼顧其所云其對
    該地之特殊感情及需求。是而本件應以變賣土地，共有人再
    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價金之方法為分割，較屬允適。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規
    定訴請分割訟爭土地，為有理由。本院審酌該土地之使用現
    狀、整體利用之效益、共有人之利益及兩造之意願等情，認
    將土地予以變賣，所得價金由兩造按附表所示應有部分比例
    分配，應屬適當。原審判決訟爭土地予以變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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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
    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周佳佩
　　　　　　　　　　　　　　　　　　法　官  蔣志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駱青樺　　　　　　　　　　　　　　　　　　　
附表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 1 吳紀寬（即吳峻亦） 1/7 2 呂財貴 3/84 3 呂美枝 5/84 4 呂招治 2/84 5 呂秀絹 2/84 6 呂鎭球 1/7 7 呂正道 1/14 8 呂正雄 1/14 9 呂甄秝（即呂沛穎） 1/56 10 呂宜曇 1/56 11 莊淑芳 1/42 12 呂泳輯 1/14 13 呂泳林 1/14 14 呂彥緯 1/7 15 王俊傑 1/56 16 林芊慧 1/56 17 陳奕涵 1/42 18 陳芯儀 1/42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06號
上  訴  人  呂財貴  
訴訟代理人  李育禹律師
            曾靖雯律師
上  訴  人  呂美枝  
            呂招治  
            呂秀絹  
            呂鎭球  
            呂正道  
            呂正雄  
            呂甄秝（原名：呂沛穎）
            呂宜曇  
            莊淑芳  
            呂泳輯  
            呂泳林  
            呂彥緯  
            王俊傑  
兼 上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林芊慧  
上  訴  人  陳奕涵  
兼 上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陳芯儀  
被上訴人    吳紀寬（原名：吳峻亦）
訴訟代理人  陳俊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變價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22日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2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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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財貴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係請求分割共有物訴訟，其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人全體必須合一確定。原審判決後，僅上訴人呂財貴就○○縣○○市○○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部分之判決提起上訴，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款規定，其上訴效力及於該土地未提起上訴之其他共有人，爰併列是該原審其餘共同被告為上訴人。
二、上訴人呂美枝、呂招治、呂秀絹、呂鎮球、呂正道、呂正雄、呂甄秝（即呂沛穎）、呂宜曇、莊淑芳、呂泳輯、呂泳林、呂彥緯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係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而該地並無不能分割或有不分割協議之情事，惟兩造迄今無法協議分割系爭土地，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請求裁判分割。（被上訴人請求分割之他筆土地，經原審判決後，兩造均未上訴而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二、上訴人方面：
　㈠呂財貴：系爭土地上有伊於64年所建門牌號碼○○縣○○市○○里0○0號之未保存登記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伊已居住超過50年，有深厚之感情，希望可以保留房子及土地，請求將土地全部分歸伊單獨所有，並以鑑定之價格每坪新臺幣（下同）9萬4,200元為找補。
　㈡呂泳林稱：對土地分割方式沒有意見；呂美枝、呂招治、呂秀絹、呂鎮球則表示：同意變價方割。
　㈢其餘上訴人於原審言詞辯論期日均未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原審判決以變價方式為分割，上訴人呂財貴不服，而以：應為原物分割，並將土地分歸其一人單獨所有為由，提起上訴，聲明求將原判決廢棄，另為適當之分割。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其次，共有物之分割，原則上應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部分共有人，於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始得將共有物全部或一部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又共有物分割方法，法院應斟酌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若原則上認原物分配對全體或多數共有人有利，須先就原物分配，必於原物分配有困難者始予變賣；所謂原物分配有困難，係指共有物性質上不能以原物分配或以原物分配有困難之情形，例如共有物本身無法為原物分割，或雖非不能分割，然分割後將顯然減損其價值或難以為通常使用是（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100號、94年度台上字第1768號、98年度台上字第223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77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系爭土地並無依法或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且兩造就土地分割方法無法達成協議，則被上訴人以共有人之地位，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於法有據。又，訟爭土地使用分區為一般農業區、使用地類別為甲種建築用地（原審卷一第127頁），並非耕地，固不受農業發展條例及耕地分割執行要點等相關規定之限制，然其面積僅184.08平方公尺，面積不大；土地形狀略成矩形，雖屬方正，但只有單面臨路，且面寬僅有12公尺，有地籍圖及不動產估價報告可考（原審卷一第325頁；卷二第147頁）。系爭土地共有人高達18人之多，且共有人中，應有部分最大者不過為1/7，最小者僅有1/56，若各按其應有比例以原物分配，非但造成土地過於細分（按：最大應有部分之分配面積亦僅26.3平方公尺），且分配後之土地，亦會因臨路面寬不足而無法申請建築執照。故而如採原物分割之方法，不利於單獨建築或開發使用，徒使法律關係複雜化，並減少系爭土地整體開發價值，不符經濟效用。上訴人呂財貴雖稱其已建屋並住在訟爭土地逾50年，應認存有某程度之默示分管協議，希望可將該地分歸其一人所有，其願以每坪9萬4,200元之價額補償其他共有人云云。然其所指房屋乃未保存登記建物，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認其係未經取得他共有人之土地使用同意書即將其屋建築在訟爭土地上，且其建築基地面積為121.69平方公尺，業經原審到場勘驗並囑託地政機關測量無訛，有勘測筆錄及複丈成果圖可稽（原審卷一第397-399、423頁），是該基地面積占訟爭土地約66％（121.69÷184.08×100％≒66％），顯逾呂財貴應有部分3/84之比例（約3.6％），即由該房屋占用面積之比例與呂財貴應有部分比例間存在懸殊差距，乃與一般共有人間原則上係各按應有部分比例為分管之常情相違背，故而不能徒以其他共有人或因基於親族情誼關係而未有積極反對或異議之行舉，據以推認彼等之間存有默示分管契約。依此，呂財貴據地建屋居住使用，且該屋既已在50年，本身經濟價值不高之情節，即非本件分割所應考量之重點。故衡酌呂財貴應有部分僅為3/84，所占比例甚微，較多數共有人之應有部分為低，如將訟爭土地全部歸予呂財貴一人所有，對於其他共有人顯然有失公平。是以，本件以原物分割既有如上困難、失衡之情事；反觀被上訴人及呂美枝、呂招治、呂秀絹、呂鎮球於原審即均陳明願為變價分割，且經原審以變價分割方法為判決後，除呂財貴外之其他共有人均未提起上訴或表示不同之意見；其中呂泳輯、王俊傑、林芊慧、陳芯儀、陳奕涵於本院審理時，並到庭陳明同意變價分割（本院卷一第474頁；卷二第62頁），可徵多數共有人意願係採變價分割。呂財貴雖以其願以每坪9萬4,200元之價額補償其他共有人，但該價額為他共有人所反對，且差價甚多，即以由呂財貴取得全部土地，而金錢補償他共有人之情形，其他共有人與呂財貴存有重大歧見，而土地估價僅係供參考所用而已，實際價值牽涉各主、客觀條件及意願，是考量如將訟爭土地變賣，則在自由市場競爭之情形下，即可將該土地所具市場價值極大化，對共有人而言，顯較有利，且呂財貴倘認有取得訟爭土地之必要，仍得於變價分配之執行程序時，依民法第824條第7項行使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利，以兼顧其所云其對該地之特殊感情及需求。是而本件應以變賣土地，共有人再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價金之方法為分割，較屬允適。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規定訴請分割訟爭土地，為有理由。本院審酌該土地之使用現狀、整體利用之效益、共有人之利益及兩造之意願等情，認將土地予以變賣，所得價金由兩造按附表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應屬適當。原審判決訟爭土地予以變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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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駁回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周佳佩
　　　　　　　　　　　　　　　　　　法　官  蔣志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駱青樺　　　　　　　　　　　　　　　　　　　
附表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



		1

		吳紀寬（即吳峻亦）

		1/7



		2

		呂財貴

		3/84



		3

		呂美枝

		5/84



		4

		呂招治

		2/84



		5

		呂秀絹

		2/84



		6

		呂鎭球

		1/7



		7

		呂正道

		1/14



		8

		呂正雄

		1/14



		9

		呂甄秝（即呂沛穎）

		1/56



		10

		呂宜曇

		1/56



		11

		莊淑芳

		1/42



		12

		呂泳輯

		1/14



		13

		呂泳林

		1/14



		14

		呂彥緯

		1/7



		15

		王俊傑

		1/56



		16

		林芊慧

		1/56



		17

		陳奕涵

		1/42



		18

		陳芯儀

		1/42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06號
上  訴  人  呂財貴  
訴訟代理人  李育禹律師
            曾靖雯律師
上  訴  人  呂美枝  
            呂招治  
            呂秀絹  
            呂鎭球  
            呂正道  
            呂正雄  
            呂甄秝（原名：呂沛穎）
            呂宜曇  
            莊淑芳  
            呂泳輯  
            呂泳林  
            呂彥緯  
            王俊傑  
兼 上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林芊慧  
上  訴  人  陳奕涵  
兼 上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陳芯儀  
被上訴人    吳紀寬（原名：吳峻亦）
訴訟代理人  陳俊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變價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22日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2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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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財貴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係請求分割共有物訴訟，其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人全體必須合一確定。原審判決後，僅上訴人呂財貴就○○縣○○市○○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部分之判決提起上訴，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款規定，其上訴效力及於該土地未提起上訴之其他共有人，爰併列是該原審其餘共同被告為上訴人。
二、上訴人呂美枝、呂招治、呂秀絹、呂鎮球、呂正道、呂正雄、呂甄秝（即呂沛穎）、呂宜曇、莊淑芳、呂泳輯、呂泳林、呂彥緯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係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而該地並無不能分割或有不分割協議之情事，惟兩造迄今無法協議分割系爭土地，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請求裁判分割。（被上訴人請求分割之他筆土地，經原審判決後，兩造均未上訴而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二、上訴人方面：
　㈠呂財貴：系爭土地上有伊於64年所建門牌號碼○○縣○○市○○里0○0號之未保存登記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伊已居住超過50年，有深厚之感情，希望可以保留房子及土地，請求將土地全部分歸伊單獨所有，並以鑑定之價格每坪新臺幣（下同）9萬4,200元為找補。
　㈡呂泳林稱：對土地分割方式沒有意見；呂美枝、呂招治、呂秀絹、呂鎮球則表示：同意變價方割。
　㈢其餘上訴人於原審言詞辯論期日均未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原審判決以變價方式為分割，上訴人呂財貴不服，而以：應為原物分割，並將土地分歸其一人單獨所有為由，提起上訴，聲明求將原判決廢棄，另為適當之分割。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其次，共有物之分割，原則上應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部分共有人，於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始得將共有物全部或一部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又共有物分割方法，法院應斟酌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若原則上認原物分配對全體或多數共有人有利，須先就原物分配，必於原物分配有困難者始予變賣；所謂原物分配有困難，係指共有物性質上不能以原物分配或以原物分配有困難之情形，例如共有物本身無法為原物分割，或雖非不能分割，然分割後將顯然減損其價值或難以為通常使用是（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100號、94年度台上字第1768號、98年度台上字第223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77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系爭土地並無依法或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且兩造就土地分割方法無法達成協議，則被上訴人以共有人之地位，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於法有據。又，訟爭土地使用分區為一般農業區、使用地類別為甲種建築用地（原審卷一第127頁），並非耕地，固不受農業發展條例及耕地分割執行要點等相關規定之限制，然其面積僅184.08平方公尺，面積不大；土地形狀略成矩形，雖屬方正，但只有單面臨路，且面寬僅有12公尺，有地籍圖及不動產估價報告可考（原審卷一第325頁；卷二第147頁）。系爭土地共有人高達18人之多，且共有人中，應有部分最大者不過為1/7，最小者僅有1/56，若各按其應有比例以原物分配，非但造成土地過於細分（按：最大應有部分之分配面積亦僅26.3平方公尺），且分配後之土地，亦會因臨路面寬不足而無法申請建築執照。故而如採原物分割之方法，不利於單獨建築或開發使用，徒使法律關係複雜化，並減少系爭土地整體開發價值，不符經濟效用。上訴人呂財貴雖稱其已建屋並住在訟爭土地逾50年，應認存有某程度之默示分管協議，希望可將該地分歸其一人所有，其願以每坪9萬4,200元之價額補償其他共有人云云。然其所指房屋乃未保存登記建物，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認其係未經取得他共有人之土地使用同意書即將其屋建築在訟爭土地上，且其建築基地面積為121.69平方公尺，業經原審到場勘驗並囑託地政機關測量無訛，有勘測筆錄及複丈成果圖可稽（原審卷一第397-399、423頁），是該基地面積占訟爭土地約66％（121.69÷184.08×100％≒66％），顯逾呂財貴應有部分3/84之比例（約3.6％），即由該房屋占用面積之比例與呂財貴應有部分比例間存在懸殊差距，乃與一般共有人間原則上係各按應有部分比例為分管之常情相違背，故而不能徒以其他共有人或因基於親族情誼關係而未有積極反對或異議之行舉，據以推認彼等之間存有默示分管契約。依此，呂財貴據地建屋居住使用，且該屋既已在50年，本身經濟價值不高之情節，即非本件分割所應考量之重點。故衡酌呂財貴應有部分僅為3/84，所占比例甚微，較多數共有人之應有部分為低，如將訟爭土地全部歸予呂財貴一人所有，對於其他共有人顯然有失公平。是以，本件以原物分割既有如上困難、失衡之情事；反觀被上訴人及呂美枝、呂招治、呂秀絹、呂鎮球於原審即均陳明願為變價分割，且經原審以變價分割方法為判決後，除呂財貴外之其他共有人均未提起上訴或表示不同之意見；其中呂泳輯、王俊傑、林芊慧、陳芯儀、陳奕涵於本院審理時，並到庭陳明同意變價分割（本院卷一第474頁；卷二第62頁），可徵多數共有人意願係採變價分割。呂財貴雖以其願以每坪9萬4,200元之價額補償其他共有人，但該價額為他共有人所反對，且差價甚多，即以由呂財貴取得全部土地，而金錢補償他共有人之情形，其他共有人與呂財貴存有重大歧見，而土地估價僅係供參考所用而已，實際價值牽涉各主、客觀條件及意願，是考量如將訟爭土地變賣，則在自由市場競爭之情形下，即可將該土地所具市場價值極大化，對共有人而言，顯較有利，且呂財貴倘認有取得訟爭土地之必要，仍得於變價分配之執行程序時，依民法第824條第7項行使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利，以兼顧其所云其對該地之特殊感情及需求。是而本件應以變賣土地，共有人再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價金之方法為分割，較屬允適。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規定訴請分割訟爭土地，為有理由。本院審酌該土地之使用現狀、整體利用之效益、共有人之利益及兩造之意願等情，認將土地予以變賣，所得價金由兩造按附表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應屬適當。原審判決訟爭土地予以變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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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駁回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周佳佩
　　　　　　　　　　　　　　　　　　法　官  蔣志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駱青樺　　　　　　　　　　　　　　　　　　　
附表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 1 吳紀寬（即吳峻亦） 1/7 2 呂財貴 3/84 3 呂美枝 5/84 4 呂招治 2/84 5 呂秀絹 2/84 6 呂鎭球 1/7 7 呂正道 1/14 8 呂正雄 1/14 9 呂甄秝（即呂沛穎） 1/56 10 呂宜曇 1/56 11 莊淑芳 1/42 12 呂泳輯 1/14 13 呂泳林 1/14 14 呂彥緯 1/7 15 王俊傑 1/56 16 林芊慧 1/56 17 陳奕涵 1/42 18 陳芯儀 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