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0號

原      告  林寬裕  

被      告  林朋杰即林奕成即林寬榕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略以：

　　被告前於民國99年6月25日向南投縣草屯鎮農會（下稱草屯

農會）借款新臺幣（下同）30萬，於還款3期後即不繳納，

所餘26萬元經訴外人即兩造之父林惟鐘要求原告代被告還

款，因此原告遂於100年10月5日代被告清償草屯鎮農會借款

26萬1,950元（下稱系爭農會借款），代償之26萬1,950元自

100年起計算至114年共14年，按利率10％計算利息，共36萬

6,730元。又坐落南投縣○○鎮○○路000○00○00號房屋

（下稱系爭房屋）之房屋稅款自107年度起即未繳納，經法

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通知原告，由原告代為繳納房屋稅

款3,565元（下稱系爭107年房屋稅款）；另原告亦代被告繳

納系爭房屋108年及110年之房屋稅603元及582元(以下稱系

爭108及110年房屋稅款)。以上合計被告共積欠原告62萬9,8

65元，爰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提起本訴。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

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

命補正：二、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民事訴

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2款）。立法理由言，原告之訴如欠缺

第2項之一貫性審查要件（合理主張），其情形可以補正，

為保障原告之訴訟權及維持訴訟經濟，應予補正機會；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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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補正而未補正，法院始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

之。又所謂一貫性審查，係法院於行證據調查前，先暫認原

告主張之事實係真實，輔以其主張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依

實體法予以法律要件評價，倘其所主張之事實足以導出其權

利主張，始具備事實主張之一貫性；繼而再依實體法予以法

律效果評價，倘足以導出其訴之聲明，始具備權利主張之一

貫性。而原告所提起之訴訟不具備一貫性，經法院闡明後仍

未能補正，其主張即欠缺實體法之正當性，法院可不再進行

實質審理，逕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規定，以其請求為

無理由而予以判決駁回。

　㈡經查：

　⒈原告前曾以代被告清償系爭農會借款及系爭107年房屋稅款

之事實，依不當得利法關係向被告提起訴訟，經本院於110

年8月19日以110年度訴字第96號民事判決駁回原告此部分請

求，並已於110年12月22日確定(下稱另案)，業經本院依職

權調取上開民事卷宗核閱屬實。故原告於本件訴訟中復依不

當得利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給付系爭農會借款（含計算迄今

之及利息）及系爭107年房屋稅款部分，顯為另案訴訟確定

判決既判力之範圍所及，此部分請求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1項第7款同一事件受既判力拘束禁止重複起訴之規定，

由本院另以裁定駁回，先予敘明。

　⒉又原告所稱尚代被告繳納系爭房屋108年及110年房屋稅603

元及582元部分，根據原告提出南投縣政府稅務局108年、11

0年房屋稅繳款書，已明確記載「分單繳納人林寬裕等5人公

同共有：分單繳納人林奕成、林寬柔、林素緞、林素玲」等

字樣(見本院卷第41至43頁)，顯見就系爭108年及110年房屋

稅已有申請分單繳納，並按公同共有人應繼分比例分擔繳

納，此觀原告所繳納金額與系爭107年房屋稅款3,565元有

別，即屬明瞭，並無如原告所主張代被告繳納之事實。另本

院已發文告知上情，命原告於7日內補正，然於114年2月6日

送達原告後迄今未有回復(見本院卷第163至165頁)，是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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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頁



形式上依原告所主張之事實，並無法推導其於實體法上之不

當得利請求權存在，而無法通過一貫性審查，本件起訴顯然

無理由。

三、綜上所述，原告起訴主張，依其所訴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

由，且未依法補正，不能准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

駁回之。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葛耀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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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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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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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略以：
　　被告前於民國99年6月25日向南投縣草屯鎮農會（下稱草屯農會）借款新臺幣（下同）30萬，於還款3期後即不繳納，所餘26萬元經訴外人即兩造之父林惟鐘要求原告代被告還款，因此原告遂於100年10月5日代被告清償草屯鎮農會借款26萬1,950元（下稱系爭農會借款），代償之26萬1,950元自100年起計算至114年共14年，按利率10％計算利息，共36萬6,730元。又坐落南投縣○○鎮○○路000○0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房屋稅款自107年度起即未繳納，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通知原告，由原告代為繳納房屋稅款3,565元（下稱系爭107年房屋稅款）；另原告亦代被告繳納系爭房屋108年及110年之房屋稅603元及582元(以下稱系爭108及110年房屋稅款)。以上合計被告共積欠原告62萬9,865元，爰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提起本訴。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二、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2款）。立法理由言，原告之訴如欠缺第2項之一貫性審查要件（合理主張），其情形可以補正，為保障原告之訴訟權及維持訴訟經濟，應予補正機會；須經命補正而未補正，法院始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又所謂一貫性審查，係法院於行證據調查前，先暫認原告主張之事實係真實，輔以其主張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依實體法予以法律要件評價，倘其所主張之事實足以導出其權利主張，始具備事實主張之一貫性；繼而再依實體法予以法律效果評價，倘足以導出其訴之聲明，始具備權利主張之一貫性。而原告所提起之訴訟不具備一貫性，經法院闡明後仍未能補正，其主張即欠缺實體法之正當性，法院可不再進行實質審理，逕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規定，以其請求為無理由而予以判決駁回。
　㈡經查：
　⒈原告前曾以代被告清償系爭農會借款及系爭107年房屋稅款之事實，依不當得利法關係向被告提起訴訟，經本院於110年8月19日以110年度訴字第96號民事判決駁回原告此部分請求，並已於110年12月22日確定(下稱另案)，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民事卷宗核閱屬實。故原告於本件訴訟中復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給付系爭農會借款（含計算迄今之及利息）及系爭107年房屋稅款部分，顯為另案訴訟確定判決既判力之範圍所及，此部分請求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同一事件受既判力拘束禁止重複起訴之規定，由本院另以裁定駁回，先予敘明。
　⒉又原告所稱尚代被告繳納系爭房屋108年及110年房屋稅603元及582元部分，根據原告提出南投縣政府稅務局108年、110年房屋稅繳款書，已明確記載「分單繳納人林寬裕等5人公同共有：分單繳納人林奕成、林寬柔、林素緞、林素玲」等字樣(見本院卷第41至43頁)，顯見就系爭108年及110年房屋稅已有申請分單繳納，並按公同共有人應繼分比例分擔繳納，此觀原告所繳納金額與系爭107年房屋稅款3,565元有別，即屬明瞭，並無如原告所主張代被告繳納之事實。另本院已發文告知上情，命原告於7日內補正，然於114年2月6日送達原告後迄今未有回復(見本院卷第163至165頁)，是本件形式上依原告所主張之事實，並無法推導其於實體法上之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而無法通過一貫性審查，本件起訴顯然無理由。
三、綜上所述，原告起訴主張，依其所訴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且未依法補正，不能准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葛耀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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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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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略以：
　　被告前於民國99年6月25日向南投縣草屯鎮農會（下稱草屯
    農會）借款新臺幣（下同）30萬，於還款3期後即不繳納，
    所餘26萬元經訴外人即兩造之父林惟鐘要求原告代被告還款
    ，因此原告遂於100年10月5日代被告清償草屯鎮農會借款26
    萬1,950元（下稱系爭農會借款），代償之26萬1,950元自10
    0年起計算至114年共14年，按利率10％計算利息，共36萬6,7
    30元。又坐落南投縣○○鎮○○路000○00○00號房屋（下稱系爭
    房屋）之房屋稅款自107年度起即未繳納，經法務部行政執
    行署彰化分署通知原告，由原告代為繳納房屋稅款3,565元
    （下稱系爭107年房屋稅款）；另原告亦代被告繳納系爭房
    屋108年及110年之房屋稅603元及582元(以下稱系爭108及11
    0年房屋稅款)。以上合計被告共積欠原告62萬9,865元，爰
    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提起本訴。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
    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
    命補正：二、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民事訴
    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2款）。立法理由言，原告之訴如欠缺
    第2項之一貫性審查要件（合理主張），其情形可以補正，
    為保障原告之訴訟權及維持訴訟經濟，應予補正機會；須經
    命補正而未補正，法院始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又所謂一貫性審查，係法院於行證據調查前，先暫認原告
    主張之事實係真實，輔以其主張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依實
    體法予以法律要件評價，倘其所主張之事實足以導出其權利
    主張，始具備事實主張之一貫性；繼而再依實體法予以法律
    效果評價，倘足以導出其訴之聲明，始具備權利主張之一貫
    性。而原告所提起之訴訟不具備一貫性，經法院闡明後仍未
    能補正，其主張即欠缺實體法之正當性，法院可不再進行實
    質審理，逕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規定，以其請求為無
    理由而予以判決駁回。
　㈡經查：
　⒈原告前曾以代被告清償系爭農會借款及系爭107年房屋稅款之
    事實，依不當得利法關係向被告提起訴訟，經本院於110年8
    月19日以110年度訴字第96號民事判決駁回原告此部分請求
    ，並已於110年12月22日確定(下稱另案)，業經本院依職權
    調取上開民事卷宗核閱屬實。故原告於本件訴訟中復依不當
    得利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給付系爭農會借款（含計算迄今之
    及利息）及系爭107年房屋稅款部分，顯為另案訴訟確定判
    決既判力之範圍所及，此部分請求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49條
    第1項第7款同一事件受既判力拘束禁止重複起訴之規定，由
    本院另以裁定駁回，先予敘明。
　⒉又原告所稱尚代被告繳納系爭房屋108年及110年房屋稅603元
    及582元部分，根據原告提出南投縣政府稅務局108年、110
    年房屋稅繳款書，已明確記載「分單繳納人林寬裕等5人公
    同共有：分單繳納人林奕成、林寬柔、林素緞、林素玲」等
    字樣(見本院卷第41至43頁)，顯見就系爭108年及110年房屋
    稅已有申請分單繳納，並按公同共有人應繼分比例分擔繳納
    ，此觀原告所繳納金額與系爭107年房屋稅款3,565元有別，
    即屬明瞭，並無如原告所主張代被告繳納之事實。另本院已
    發文告知上情，命原告於7日內補正，然於114年2月6日送達
    原告後迄今未有回復(見本院卷第163至165頁)，是本件形式
    上依原告所主張之事實，並無法推導其於實體法上之不當得
    利請求權存在，而無法通過一貫性審查，本件起訴顯然無理
    由。
三、綜上所述，原告起訴主張，依其所訴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
    由，且未依法補正，不能准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
    駁回之。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葛耀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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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0號
原      告  林寬裕  
被      告  林朋杰即林奕成即林寬榕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略以：
　　被告前於民國99年6月25日向南投縣草屯鎮農會（下稱草屯農會）借款新臺幣（下同）30萬，於還款3期後即不繳納，所餘26萬元經訴外人即兩造之父林惟鐘要求原告代被告還款，因此原告遂於100年10月5日代被告清償草屯鎮農會借款26萬1,950元（下稱系爭農會借款），代償之26萬1,950元自100年起計算至114年共14年，按利率10％計算利息，共36萬6,730元。又坐落南投縣○○鎮○○路000○0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房屋稅款自107年度起即未繳納，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通知原告，由原告代為繳納房屋稅款3,565元（下稱系爭107年房屋稅款）；另原告亦代被告繳納系爭房屋108年及110年之房屋稅603元及582元(以下稱系爭108及110年房屋稅款)。以上合計被告共積欠原告62萬9,865元，爰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提起本訴。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二、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2款）。立法理由言，原告之訴如欠缺第2項之一貫性審查要件（合理主張），其情形可以補正，為保障原告之訴訟權及維持訴訟經濟，應予補正機會；須經命補正而未補正，法院始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又所謂一貫性審查，係法院於行證據調查前，先暫認原告主張之事實係真實，輔以其主張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依實體法予以法律要件評價，倘其所主張之事實足以導出其權利主張，始具備事實主張之一貫性；繼而再依實體法予以法律效果評價，倘足以導出其訴之聲明，始具備權利主張之一貫性。而原告所提起之訴訟不具備一貫性，經法院闡明後仍未能補正，其主張即欠缺實體法之正當性，法院可不再進行實質審理，逕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規定，以其請求為無理由而予以判決駁回。
　㈡經查：
　⒈原告前曾以代被告清償系爭農會借款及系爭107年房屋稅款之事實，依不當得利法關係向被告提起訴訟，經本院於110年8月19日以110年度訴字第96號民事判決駁回原告此部分請求，並已於110年12月22日確定(下稱另案)，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民事卷宗核閱屬實。故原告於本件訴訟中復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給付系爭農會借款（含計算迄今之及利息）及系爭107年房屋稅款部分，顯為另案訴訟確定判決既判力之範圍所及，此部分請求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同一事件受既判力拘束禁止重複起訴之規定，由本院另以裁定駁回，先予敘明。
　⒉又原告所稱尚代被告繳納系爭房屋108年及110年房屋稅603元及582元部分，根據原告提出南投縣政府稅務局108年、110年房屋稅繳款書，已明確記載「分單繳納人林寬裕等5人公同共有：分單繳納人林奕成、林寬柔、林素緞、林素玲」等字樣(見本院卷第41至43頁)，顯見就系爭108年及110年房屋稅已有申請分單繳納，並按公同共有人應繼分比例分擔繳納，此觀原告所繳納金額與系爭107年房屋稅款3,565元有別，即屬明瞭，並無如原告所主張代被告繳納之事實。另本院已發文告知上情，命原告於7日內補正，然於114年2月6日送達原告後迄今未有回復(見本院卷第163至165頁)，是本件形式上依原告所主張之事實，並無法推導其於實體法上之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而無法通過一貫性審查，本件起訴顯然無理由。
三、綜上所述，原告起訴主張，依其所訴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且未依法補正，不能准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葛耀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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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