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建字第97號

原      告  鴻捷營造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蔣素絢

原      告  鴻圳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鍾閔耀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雯峰律師

            奚淑芳律師

            吳書榮律師

被      告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嘉榮

訴訟代理人  陳文彬律師

            蔡翔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逾期違約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

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鴻捷營造有限公司、鴻圳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新台幣623萬2,091元、新臺幣69萬2,454元，及均自民國112年11

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0.13%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分之3，餘由原告共同負擔。

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鴻捷營造有限公司、鴻圳科技工程有限公

司分別以新臺幣207萬元、新臺幣23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新臺幣623萬2,091元、新臺幣69萬2,454

元為原告原告鴻捷營造有限公司、鴻圳科技工程有限公司預供擔

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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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鴻捷營造有限公司(下稱鴻捷公司)、鴻圳科

技工程有限公司(下稱鴻圳公司)(下統稱原告)於民國110年1

0月5日聯合承攬被告之「溪浦及大泉伏流水原水管工程

(三)」(下稱系爭工程)，承攬契約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億

2,456萬元，詎兩造因延長工期日數、變更設計項目之計

價、品管人員費用及保固費用等事項出現爭議，分述如下：

　㈠延長工期部分：系爭工程之履約期限為開工之日起20日曆天

+200工作天內全部完工，並於110年11月5日開工，不計入工

期天數202.5天，預定竣工日為111年12月31日，實際竣工日

則為112年3月7日，被告遂認原告履約逾期總天數為44.5

天，並依兩造契約17條約定，向原告以扣抵工程金額之方式

收取遲延違約金。惟系爭工程因變更設計問題，於111年9月

22日經原告為第一次提送展延工期申請，被告遂邀同原告至

被告之南區工程處第一工務所共同協調展延修正，並於同年

12月13日由被告南區工程處函覆系爭工程允許展延38個工作

天，然被告卻於112年1月13日反悔並發函通知原告展延天數

改為19.5天，而被告後開更改展延工作天數之要約，並未經

原告公司同意而未達成雙方意思表示合致，故展延之工作天

數仍應以原先允諾展延之38個工作天計算，則被告收取多扣

抵31.5天之逾期違約金401萬7,389元係無法律上原因，爰依

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訴。

　㈡依照系爭工程契約第3條約定，契約價金之給付，依照實際

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其中臨時擋土樁設施原定工

程數量為10M，並依水平長度計算方式計算價金，惟兩造於1

11年11月18日已合意變更該部分工程之施作工法，協議依現

況地質調整增加輔助工法，並約定改以鑽孔垂直深度之加總

計算數量，變更後數量為1萬3,320M，被告卻於工程完工後

逕以水平長度計算方式認總施作長度為1,466.4M，而拒絕給

付該部分金額共計382萬2,158元，原告爰依兩造間之契約約

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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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系爭工程之品管人員費用編列係按月計算，每月為5萬8,800

元，而系爭工程為5千萬元以上之工程，品管人員所要負責

之工作項目並不僅以工作天為限，於其他日曆天亦須為品管

工作，被告卻逕以實際工作天日數221天折算應給付之品管

費用月數10.31個月，惟系爭工程所經過之日曆天數為462

天，折算月數係15.4個月，扣除被告已給付之10.31個月，

尚應在給付原告5.09個月之每月品管費用5萬8,800元及行政

管理費用1萬5,700元，爰依兩造間之契約約定為本項請求。

　㈣依照兩造工程契約第56條約定，消耗品不在保固範圍內，故

原告協助被告監造單位所製作之臨時設施如鋼板樁、監視設

備、地方說明會、架設性安全設施等，皆於工程完工時即須

拆除才能報竣工，且非保固責任項目，被告卻要求原告將該

部分項目也列入保固範圍並給付保固保證金99萬2,035元，

然該部分既非保固範圍，原告自毋須給付保固保證金，故被

告應返還該部分保固保證金予原告，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向被告請求。

　㈤又原告係聯合承攬系爭工程，並依共同承攬協議書內部分擔

額約定，主承攬為鴻捷公司，占比90%，鴻圳公司則占比1

0%，其間債權為可分，遂將被告應給付之金額依前開比例拆

分如原告訴之聲明所示。至遲延利息部分，依系爭工程契約

第21條約定，因非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機關有延遲付款情

形者，廠商得向機關請求依機關簽約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牌告一年期郵政定期儲金機動利率之遲延利息，為此依約

向被告請求以簽約日0.13%計算之遲延利息。

　㈥依兩造間契約、民法第179條及第493條規定為請求，並聲

明：㈠被告應分別給付鴻捷公司827萬5,965元、鴻圳公司91

萬9,552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0.13%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欲展延之工期，係因被告遭原告詐欺而使被

告陷於錯誤而為同意展延38個工作天之意思表示，經被告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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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頁



酌後，遂撤銷前開意思表示，認展延日數應以19.5天為適

當，並已通知原告，而111年12月24日、31日雖為休假日，

然原告仍逕於休假日施作，故應將該2日亦列為工作日，並

以此計算原告之逾期完工日數為44.5天，並無違誤。又引孔

數量之計算，係參酌設計原意依照水平方式計算，被告雖曾

同意變更設計及計價方式，惟此係被告所為之錯誤之意思表

示，業經被告撤銷此意思表示，故被告以水平為計算依據並

無不當。另依照兩造間工程契約詳細價目表-1項品質管理人

員之編列備註記載計算方式為「(實際工期÷30)×依規定應設

專職數」，故被告以實際工作日計算應給予之品管人員費用

及品管行政人員費用即無違誤，原告另行請求額外之品管費

用自屬無據。末就保固保證金部分，兩造已約定計算方式為

結算金額之3%，則本件結算金額為1億2,753萬6,150元，並

依此計算保固保證金金額為382萬6,085元，即屬適當，是以

原告請求皆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

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47至248頁)

　㈠原告聯合承攬被告之系爭工程，約定承攬報酬為1億2,456萬

元。

　㈡系爭工程之履約期限為開工之日起20日曆天，加上200個工

作天內全部完工，並於110年11月5日開工，不計入工期天數

為202.5天，預定竣工日為111年12月31日，實際竣工日則為

112年3月7日。

　㈢原告曾於111年9月22日向被告提出展延工期申請，並經被告

於同年12月13日函覆同意展延38個工作天。嗣被告於112年1

月13日發函通知原告更改展延日數，改為19.5天。

　㈣系爭工程契約原定臨時擋土樁設施之計價方式係以水平計

價，嗣兩造於111年11月18日合意為該項工程之變更設計，

協議依現況地質調整增加輔助工法。

　㈤原告係聯合承攬系爭工程，依共同承攬協議書內部分擔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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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主承攬為鴻捷公司，占比90%，鴻圳公司則占比10%。

　㈥如本院認展延工期天數應以原告之主張之日數為準，則對原

告計算展延日數所對應之工期及違約金金額，被告不爭執

(但被告仍認應以被告主張之展延日數19.5天為準。)

四、得心證的理由：

　㈠展延日數部分：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因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

表示。民法第153條第1項、第9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當

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詐欺而為之者，應就其被詐欺之

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948號判決

意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曾於111年9月22日向被告提出展延工期申請，並

經被告同意展延38個工作天，則就展延38個工作天部分，兩

造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應屬甚明。然被告辯稱：同意展延

38天係因原告提供不實的資料供被告審核，故被告係受詐

欺，嗣被告發現受詐欺一事即於112年1月13日發函通知原告

將展延日數變更為19.5天，以撤銷原先受詐欺之意思表示等

語，惟查原告係依照其自身施作工程之進度及計畫，提出相

關資料向被告為工期展延之申請，而被告經過資料審查認定

後，於111年12月13日發函向原告表示就各項工期展延申請

同意之日數為何及不同意之原因為何，則被告既仍有自主意

思決定空間，且並非原告提出之申請即要同意，顯見被告係

出於自主之審查而決定同意原告展延38個工作天之申請，實

難認原告有何詐欺被告之情。且查，被告於112年1月13日發

函通知原告更改展延工期日數，已於函文中敘明係「經重新

檢視前揭貴公司來函工期展延審查總表，修正展延工期天數

說明如下」，則被告係重新檢視原告所提資料，認工程進

度、計畫，與原告之認知有所不合，故認為部分工期有重複

計算之問題，應予扣除，從未述及有何因原告所提資料不實

而遭詐欺之情，顯見被告仍係出於自我之審查能力，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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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工期展延之日數，實難認被告所稱遭原告詐欺之抗辯可

採。

　⒊再者，被告於前開更改工期日數之函文中，皆未向原告提及

任何有遭原告詐欺之情，則被告所稱更改延長工期日數之函

文係向原告為撤銷受詐欺之意思表示，顯不可採。則被告既

未舉證說明有何遭原告詐欺之事實，亦未向原告為意思表示

之撤銷，其通知更改延長工期日數僅係向原告發出新的要

約，然原告並不同意被告提出之新的延長工期日數19.5天，

故原告未就被告所為之要約為承諾，則經過兩造間合意約定

之展延工期日數即為38個工作天，原告該部分主張應屬有

據。

　⒋準此，系爭工程之展延工期日數應為38個工作天，經被告結

算並計算展延21個工作天後，認預定竣工日應為111年12月3

1日，然該日為國定假日，並放假至112年1月2日，是以該日

為竣工日應有違誤，應修正為112年1月3日。而被告原已允

諾原告得展延工期38個工作天，最終計算逾期違約金時，卻

僅使原告展延21個工作天，則預定竣工日應再展延17個工作

天，扣除放假日13天，預定竣工日應修正為113年2月2日，

而實際竣工日為同年3月7日，故逾期工作天數應為23天(扣

除國定假定及假日)，則原告僅有逾期23天，卻經被告收取4

4.5天之逾期違約金，被告多收取之21.5天違約金即無法律

上之原因，應將該21.5天之違約金，共計274萬2,027元(計

算式：21.5天*127,536,150*0.001=2,742,027，元以下四捨

五入)返還予原告，原告該部分請求實屬有據，逾此部分之

請求則未見原告說明計算之依據，應屬無據。

　㈡臨時擋土樁設施計價部分：

　⒈按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

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

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民法第88條第1項定

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臨時擋土樁設施原係約定以水平方式計價，嗣兩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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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11年11月18日合意為該項工程之變更設計，協議依現況

地質調整增加輔助工法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就設計變

更後之計價方式，原告主張兩造已合意變更為垂直鑽孔方式

計價，即應以引孔數量與各引孔之垂直深度相乘後，得出總

施作數量，此業經原告提出兩造間之變更設計協議書(見本

院卷二第273至275頁)，雖經被告辯稱：系爭工程之鄰近工

程皆係採水平方式計價，本件工程辦理契約變更時，因為承

辦同仁未兼辦其他工程業務，故錯誤同意原告請求而辦理契

約變更，如該同仁知悉鄰近工程之計價方式，自不會同意原

告請求，係屬意思表示內容錯誤，對於該錯誤，被告於履約

過程中已向原告撤銷該錯誤之意思表示，故仍應以水平計價

等語，惟自被告所辯可認兩造間確實曾將臨時擋土樁設施之

計價方式變更為以垂直深度為施作數量之計算方式，僅係被

告認該協議係為意思表示錯誤，並表示已撤銷該意思表示，

故原告主張兩造間曾有協議變更臨時擋土樁設施之計價方

式，改為垂直深度計算等情，應為可採。

　⒊至被告辯稱其同意前開契約變更，係出於意思表示錯誤，因

被告承辦該工程之同仁若知悉鄰近工程皆採水平計價，即不

會同意原告之變更請求等語，惟查，契約是否得辦理變更設

計，並非所屬承辦人員之同意即可，尚需經過被告之負責人

同意，此業經被告自陳在卷(見本院卷二第242至243頁)，則

被告既為自來水公司，負責國家自來水相關業務，對於相關

工程自應有一定程度之專業，且工程之項目需要經過機關內

部層層簽核，即係為確認工程契約之內容是否妥適，如被告

認原告所提出之計算方式有誤，自應在原告提出設計變更

時，及時向原告反應並否決原告之請求，是以該設計變更既

需經被告負責人同意，自可認業經被告為實質審核，並無任

何意思表示錯誤之情事存在，被告所辯實不足採。

　⒋則本件臨時擋土樁設施工程，每公尺之單價為138元，依照

變更之計價方式應以垂直深度及引孔數量計算，則以每公尺

需挖2孔，而明挖段每孔深度9公尺、工作井每孔深度19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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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明挖段之結算水平長度為1,328公尺、工作井之結算水

平長度為138.4公尺，則實際施作數量為2萬9,163.4公尺(計

算方式：138.4*2*19+1328*2*9=29,163.2)，總工程金額即

為4,02萬4,521元(計算式：138*29,163.2=4,024,521)，而

被告以水平方式計價，已給付原告20萬2,363元，自尚有382

萬2,158元未給付，原告為該部分金額之請求，自屬有據。

　㈢品管人員費用部分：

　⒈按兩造間契約之詳細價目表第<F>-1項約定：品質管理人員

按月計價，每月5萬5,800元，計算方式為實際工期/30再乘

以依規定應設專職數，逾期不另給價，其他職務人員兼任者

不予計價，此可見卷附之兩造工程契約；復按五千萬元以上

之工程，品管人員應專職，不得跨越其他標案，且契約施工

期間應在工地執行職務，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

4點第2款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品管人員並非僅於工作天進行品管工作，於非工作

天尚需為相關之品質管理及檢測業務，且品管人員經登載並

負責系爭工程之期間，皆不得再執行其他工程業務，是以該

約定中實際工期應係指系爭工程之完整工期，非工作天者亦

應列入等語，被告則辯稱實際工期即為工作天，故被告之計

算方式並無錯誤等語。經查，兩造間契約第7條第1項第2款

規定：本契約所稱天數詳如機關工程預定進度表(見卷附工

程契約)，即未就契約之日數應以日曆天或工作天計算為約

定，而工程預定進度表為開工之日起20日曆天+200工作天，

則契約約定之日數依據同時涵蓋日曆天及工作天，即難謂實

際工期僅有工作天之意，仍應視各契約項目之實際情況而

定。而因系爭工程為標的5,000萬元以上之工程，品質管理

人員所負責之業務包括「計畫範圍、管理權責及分工、施工

要領、品質管理標準、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自主檢查表、

不合格品之管制、矯正與預防措施、內部品質稽核、文件紀

錄管理系統、設備功能運轉檢測程序及標準」，顯然非僅於

工作天方要出工，而係於工作天以外，尚需進行諸多品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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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規範之研擬製作，並就品管之過程結果為相關之紀錄及

改善建議，兩造間既未明確約定實際工期係以工作天為計算

方式，則單以工作天評價品管人員之工作時數及內容尚嫌不

足，且依前開要點規定，該工程之品管人員已負責系爭工程

即不得再跨越其他標案兼任案件，僅以工作天計費對該工程

之品管人員亦非合理，是以品管人員費用之計算，仍應以系

爭工程之完整工期(即包含工作天、日曆天)為實際工期之計

算較為妥適，被告所辯應不可採。

　⒊準此，本件之工期為20日曆天+200個工作天，加上前開所認

之展延工期日數38天及不計工期日數202.5天，合計為460.5

天，應為15.35個月(計算式：460.5/30=15.35)，扣除被告

已給付之月數10.31個月，尚應給付5.04個月，而品質管理

人員費用為每月5萬5,800元，品質管理之行政費用則為每月

1萬5,700元，故原告請求被告尚應給付品管人員及行政費用

36萬360元(計算式：55,800*5.04+15,700*5.04=360,360)，

自屬有據。至原告計算之日數除前開以外，尚額外加入1.5

天之請求，則未見具體舉證以實其說，該部分應屬無據。

　㈣保固費用部分：

　⒈按契約所含各種文件之內容如有不一致之處，除另有規定

外，招標文件內之投標須知及契約條款優於招標文件內之其

他文件所附記之條款，兩造間之契約第1條第3項第1款定有

明文。

　⒉原告主張：兩造間工程契約中之施工說明書總則及有關規

定，亦屬兩造契約之內容，該規定第56條有明文保固應依各

工程項目之性質訂立保固期間及保固費用，其中消耗品免保

固，亦無需繳納保固保證金，而被告卻將無需保固之臨時設

施列入保固範圍並計入保固金，此顯然不合於工程慣例，則

被告多收取之保固保證金99萬2,035元應返還予原告等語，

此為被告所否認。經查，依兩造間契約可見，其工程契約範

圍涵蓋多種文件內容，如招標投標文件、工程契約書、施工

說明書總則、投標須知等，而眾多契約文件中，若出現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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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相牴觸之情形，兩造已於工程契約書中明定投標須知及

契約條款優先於招標文件內之其他文件，則投標須知之內容

自優先於施工說明書總則及有關規定，而兩造間之投標須知

第45點約定保固保證金金額係以結算金額之3%計算，需以投

標廠商名義繳納，則未區分工程項目是否有保固必要，而是

直接以工程結算之總金額3%計算保固保證金，而臨時設施雖

於完工前皆已拆除，後續亦無保固必要，惟兩造既已明確約

定保固保證金之計算方式，於締約時亦未經原告為否認之主

張，則被告以兩造間工程之結算總金額計算保固保證金係合

於兩造約定，並無違誤，是以原告主張被告應將無需保固之

臨時設施等項目自保固範圍中剔除，並返還該部分之保固保

證金，未合於兩造契約約定，即屬無據。

　㈤基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遲延違約金274萬2,027元、臨時擋

土樁工程費用382萬2,158元及品管人員費用36萬360元，合

計692萬4,545元(計算式：2,742,027+3,822,158+360,360=

6,924,545)，皆屬可採。而鴻捷公司、鴻圳公司共同承攬系

爭工程，主承攬為鴻捷公司占比90%，餘由鴻圳公司負擔，

其間債權可分，故依前開比例計算，鴻捷公司請求被告給付

623萬2091元(計算式：6,924,545*0.9=6,232,090.5，元以

下四捨五入)、鴻圳公司請求被告給付69萬2,454元，即屬有

據。

　㈥末按因非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機關有延遲付款情形者，廠

商得向機關請求依機關簽約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牌告一

年期郵政定期儲金機動利率之遲延利息，系爭工程契約第21

條約定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身為機關基於前開事由，確有

延遲付款之情形，且該遲延情形非可歸責於原告，依該約定

原告自可向被告請求約定之遲延利息，而兩造間締約日之中

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牌告一年期郵政定期儲金機動利率為年

息0.13%(見本院卷一第181頁)，是以被告有前開遲延給付原

因，迄今仍未給付，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即112年11月14日(見本院卷一第207頁)起至清償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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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息0.13%計算之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系爭工程契約請求

被告分別給付鴻捷公司、鴻圳公司623萬2,091元、69萬2,45

4元，及均自112年1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0.13%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六、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

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故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

告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附，不

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對於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故不再逐一論列，併此

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石慶

　　　　　　　　　　　　　　　　法　官　熊祥雲

　　　　　　　　　　　　　　　　法　官　趙薏涵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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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

附繕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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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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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建字第97號
原      告  鴻捷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蔣素絢
原      告  鴻圳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鍾閔耀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雯峰律師
            奚淑芳律師
            吳書榮律師
被      告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嘉榮
訴訟代理人  陳文彬律師
            蔡翔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逾期違約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鴻捷營造有限公司、鴻圳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新台幣623萬2,091元、新臺幣69萬2,454元，及均自民國112年1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0.13%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分之3，餘由原告共同負擔。
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鴻捷營造有限公司、鴻圳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分別以新臺幣207萬元、新臺幣23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新臺幣623萬2,091元、新臺幣69萬2,454元為原告原告鴻捷營造有限公司、鴻圳科技工程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鴻捷營造有限公司(下稱鴻捷公司)、鴻圳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下稱鴻圳公司)(下統稱原告)於民國110年10月5日聯合承攬被告之「溪浦及大泉伏流水原水管工程(三)」(下稱系爭工程)，承攬契約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億2,456萬元，詎兩造因延長工期日數、變更設計項目之計價、品管人員費用及保固費用等事項出現爭議，分述如下：
　㈠延長工期部分：系爭工程之履約期限為開工之日起20日曆天+200工作天內全部完工，並於110年11月5日開工，不計入工期天數202.5天，預定竣工日為111年12月31日，實際竣工日則為112年3月7日，被告遂認原告履約逾期總天數為44.5天，並依兩造契約17條約定，向原告以扣抵工程金額之方式收取遲延違約金。惟系爭工程因變更設計問題，於111年9月22日經原告為第一次提送展延工期申請，被告遂邀同原告至被告之南區工程處第一工務所共同協調展延修正，並於同年12月13日由被告南區工程處函覆系爭工程允許展延38個工作天，然被告卻於112年1月13日反悔並發函通知原告展延天數改為19.5天，而被告後開更改展延工作天數之要約，並未經原告公司同意而未達成雙方意思表示合致，故展延之工作天數仍應以原先允諾展延之38個工作天計算，則被告收取多扣抵31.5天之逾期違約金401萬7,389元係無法律上原因，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訴。
　㈡依照系爭工程契約第3條約定，契約價金之給付，依照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其中臨時擋土樁設施原定工程數量為10M，並依水平長度計算方式計算價金，惟兩造於111年11月18日已合意變更該部分工程之施作工法，協議依現況地質調整增加輔助工法，並約定改以鑽孔垂直深度之加總計算數量，變更後數量為1萬3,320M，被告卻於工程完工後逕以水平長度計算方式認總施作長度為1,466.4M，而拒絕給付該部分金額共計382萬2,158元，原告爰依兩造間之契約約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
　㈢系爭工程之品管人員費用編列係按月計算，每月為5萬8,800元，而系爭工程為5千萬元以上之工程，品管人員所要負責之工作項目並不僅以工作天為限，於其他日曆天亦須為品管工作，被告卻逕以實際工作天日數221天折算應給付之品管費用月數10.31個月，惟系爭工程所經過之日曆天數為462天，折算月數係15.4個月，扣除被告已給付之10.31個月，尚應在給付原告5.09個月之每月品管費用5萬8,800元及行政管理費用1萬5,700元，爰依兩造間之契約約定為本項請求。
　㈣依照兩造工程契約第56條約定，消耗品不在保固範圍內，故原告協助被告監造單位所製作之臨時設施如鋼板樁、監視設備、地方說明會、架設性安全設施等，皆於工程完工時即須拆除才能報竣工，且非保固責任項目，被告卻要求原告將該部分項目也列入保固範圍並給付保固保證金99萬2,035元，然該部分既非保固範圍，原告自毋須給付保固保證金，故被告應返還該部分保固保證金予原告，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向被告請求。
　㈤又原告係聯合承攬系爭工程，並依共同承攬協議書內部分擔額約定，主承攬為鴻捷公司，占比90%，鴻圳公司則占比10%，其間債權為可分，遂將被告應給付之金額依前開比例拆分如原告訴之聲明所示。至遲延利息部分，依系爭工程契約第21條約定，因非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機關有延遲付款情形者，廠商得向機關請求依機關簽約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牌告一年期郵政定期儲金機動利率之遲延利息，為此依約向被告請求以簽約日0.13%計算之遲延利息。
　㈥依兩造間契約、民法第179條及第493條規定為請求，並聲明：㈠被告應分別給付鴻捷公司827萬5,965元、鴻圳公司91萬9,552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0.13%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欲展延之工期，係因被告遭原告詐欺而使被告陷於錯誤而為同意展延38個工作天之意思表示，經被告審酌後，遂撤銷前開意思表示，認展延日數應以19.5天為適當，並已通知原告，而111年12月24日、31日雖為休假日，然原告仍逕於休假日施作，故應將該2日亦列為工作日，並以此計算原告之逾期完工日數為44.5天，並無違誤。又引孔數量之計算，係參酌設計原意依照水平方式計算，被告雖曾同意變更設計及計價方式，惟此係被告所為之錯誤之意思表示，業經被告撤銷此意思表示，故被告以水平為計算依據並無不當。另依照兩造間工程契約詳細價目表-1項品質管理人員之編列備註記載計算方式為「(實際工期÷30)×依規定應設專職數」，故被告以實際工作日計算應給予之品管人員費用及品管行政人員費用即無違誤，原告另行請求額外之品管費用自屬無據。末就保固保證金部分，兩造已約定計算方式為結算金額之3%，則本件結算金額為1億2,753萬6,150元，並依此計算保固保證金金額為382萬6,085元，即屬適當，是以原告請求皆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47至248頁)
　㈠原告聯合承攬被告之系爭工程，約定承攬報酬為1億2,456萬元。
　㈡系爭工程之履約期限為開工之日起20日曆天，加上200個工作天內全部完工，並於110年11月5日開工，不計入工期天數為202.5天，預定竣工日為111年12月31日，實際竣工日則為112年3月7日。
　㈢原告曾於111年9月22日向被告提出展延工期申請，並經被告於同年12月13日函覆同意展延38個工作天。嗣被告於112年1 月13日發函通知原告更改展延日數，改為19.5天。
　㈣系爭工程契約原定臨時擋土樁設施之計價方式係以水平計價，嗣兩造於111年11月18日合意為該項工程之變更設計，協議依現況地質調整增加輔助工法。
　㈤原告係聯合承攬系爭工程，依共同承攬協議書內部分擔額約定，主承攬為鴻捷公司，占比90%，鴻圳公司則占比10%。
　㈥如本院認展延工期天數應以原告之主張之日數為準，則對原告計算展延日數所對應之工期及違約金金額，被告不爭執(但被告仍認應以被告主張之展延日數19.5天為準。)
四、得心證的理由：
　㈠展延日數部分：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因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民法第153條第1項、第9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詐欺而為之者，應就其被詐欺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94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曾於111年9月22日向被告提出展延工期申請，並經被告同意展延38個工作天，則就展延38個工作天部分，兩造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應屬甚明。然被告辯稱：同意展延38天係因原告提供不實的資料供被告審核，故被告係受詐欺，嗣被告發現受詐欺一事即於112年1月13日發函通知原告將展延日數變更為19.5天，以撤銷原先受詐欺之意思表示等語，惟查原告係依照其自身施作工程之進度及計畫，提出相關資料向被告為工期展延之申請，而被告經過資料審查認定後，於111年12月13日發函向原告表示就各項工期展延申請同意之日數為何及不同意之原因為何，則被告既仍有自主意思決定空間，且並非原告提出之申請即要同意，顯見被告係出於自主之審查而決定同意原告展延38個工作天之申請，實難認原告有何詐欺被告之情。且查，被告於112年1月13日發函通知原告更改展延工期日數，已於函文中敘明係「經重新檢視前揭貴公司來函工期展延審查總表，修正展延工期天數說明如下」，則被告係重新檢視原告所提資料，認工程進度、計畫，與原告之認知有所不合，故認為部分工期有重複計算之問題，應予扣除，從未述及有何因原告所提資料不實而遭詐欺之情，顯見被告仍係出於自我之審查能力，而決定更改工期展延之日數，實難認被告所稱遭原告詐欺之抗辯可採。
　⒊再者，被告於前開更改工期日數之函文中，皆未向原告提及任何有遭原告詐欺之情，則被告所稱更改延長工期日數之函文係向原告為撤銷受詐欺之意思表示，顯不可採。則被告既未舉證說明有何遭原告詐欺之事實，亦未向原告為意思表示之撤銷，其通知更改延長工期日數僅係向原告發出新的要約，然原告並不同意被告提出之新的延長工期日數19.5天，故原告未就被告所為之要約為承諾，則經過兩造間合意約定之展延工期日數即為38個工作天，原告該部分主張應屬有據。
　⒋準此，系爭工程之展延工期日數應為38個工作天，經被告結算並計算展延21個工作天後，認預定竣工日應為111年12月31日，然該日為國定假日，並放假至112年1月2日，是以該日為竣工日應有違誤，應修正為112年1月3日。而被告原已允諾原告得展延工期38個工作天，最終計算逾期違約金時，卻僅使原告展延21個工作天，則預定竣工日應再展延17個工作天，扣除放假日13天，預定竣工日應修正為113年2月2日，而實際竣工日為同年3月7日，故逾期工作天數應為23天(扣除國定假定及假日)，則原告僅有逾期23天，卻經被告收取44.5天之逾期違約金，被告多收取之21.5天違約金即無法律上之原因，應將該21.5天之違約金，共計274萬2,027元(計算式：21.5天*127,536,150*0.001=2,742,027，元以下四捨五入)返還予原告，原告該部分請求實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則未見原告說明計算之依據，應屬無據。
　㈡臨時擋土樁設施計價部分：
　⒈按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民法第88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臨時擋土樁設施原係約定以水平方式計價，嗣兩造於111年11月18日合意為該項工程之變更設計，協議依現況地質調整增加輔助工法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就設計變更後之計價方式，原告主張兩造已合意變更為垂直鑽孔方式計價，即應以引孔數量與各引孔之垂直深度相乘後，得出總施作數量，此業經原告提出兩造間之變更設計協議書(見本院卷二第273至275頁)，雖經被告辯稱：系爭工程之鄰近工程皆係採水平方式計價，本件工程辦理契約變更時，因為承辦同仁未兼辦其他工程業務，故錯誤同意原告請求而辦理契約變更，如該同仁知悉鄰近工程之計價方式，自不會同意原告請求，係屬意思表示內容錯誤，對於該錯誤，被告於履約過程中已向原告撤銷該錯誤之意思表示，故仍應以水平計價等語，惟自被告所辯可認兩造間確實曾將臨時擋土樁設施之計價方式變更為以垂直深度為施作數量之計算方式，僅係被告認該協議係為意思表示錯誤，並表示已撤銷該意思表示，故原告主張兩造間曾有協議變更臨時擋土樁設施之計價方式，改為垂直深度計算等情，應為可採。
　⒊至被告辯稱其同意前開契約變更，係出於意思表示錯誤，因被告承辦該工程之同仁若知悉鄰近工程皆採水平計價，即不會同意原告之變更請求等語，惟查，契約是否得辦理變更設計，並非所屬承辦人員之同意即可，尚需經過被告之負責人同意，此業經被告自陳在卷(見本院卷二第242至243頁)，則被告既為自來水公司，負責國家自來水相關業務，對於相關工程自應有一定程度之專業，且工程之項目需要經過機關內部層層簽核，即係為確認工程契約之內容是否妥適，如被告認原告所提出之計算方式有誤，自應在原告提出設計變更時，及時向原告反應並否決原告之請求，是以該設計變更既需經被告負責人同意，自可認業經被告為實質審核，並無任何意思表示錯誤之情事存在，被告所辯實不足採。
　⒋則本件臨時擋土樁設施工程，每公尺之單價為138元，依照變更之計價方式應以垂直深度及引孔數量計算，則以每公尺需挖2孔，而明挖段每孔深度9公尺、工作井每孔深度19公尺，明挖段之結算水平長度為1,328公尺、工作井之結算水平長度為138.4公尺，則實際施作數量為2萬9,163.4公尺(計算方式：138.4*2*19+1328*2*9=29,163.2)，總工程金額即為4,02萬4,521元(計算式：138*29,163.2=4,024,521)，而被告以水平方式計價，已給付原告20萬2,363元，自尚有382萬2,158元未給付，原告為該部分金額之請求，自屬有據。
　㈢品管人員費用部分：
　⒈按兩造間契約之詳細價目表第<F>-1項約定：品質管理人員按月計價，每月5萬5,800元，計算方式為實際工期/30再乘以依規定應設專職數，逾期不另給價，其他職務人員兼任者不予計價，此可見卷附之兩造工程契約；復按五千萬元以上之工程，品管人員應專職，不得跨越其他標案，且契約施工期間應在工地執行職務，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4點第2款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品管人員並非僅於工作天進行品管工作，於非工作天尚需為相關之品質管理及檢測業務，且品管人員經登載並負責系爭工程之期間，皆不得再執行其他工程業務，是以該約定中實際工期應係指系爭工程之完整工期，非工作天者亦應列入等語，被告則辯稱實際工期即為工作天，故被告之計算方式並無錯誤等語。經查，兩造間契約第7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本契約所稱天數詳如機關工程預定進度表(見卷附工程契約)，即未就契約之日數應以日曆天或工作天計算為約定，而工程預定進度表為開工之日起20日曆天+200工作天，則契約約定之日數依據同時涵蓋日曆天及工作天，即難謂實際工期僅有工作天之意，仍應視各契約項目之實際情況而定。而因系爭工程為標的5,000萬元以上之工程，品質管理人員所負責之業務包括「計畫範圍、管理權責及分工、施工要領、品質管理標準、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自主檢查表、不合格品之管制、矯正與預防措施、內部品質稽核、文件紀錄管理系統、設備功能運轉檢測程序及標準」，顯然非僅於工作天方要出工，而係於工作天以外，尚需進行諸多品管文件、規範之研擬製作，並就品管之過程結果為相關之紀錄及改善建議，兩造間既未明確約定實際工期係以工作天為計算方式，則單以工作天評價品管人員之工作時數及內容尚嫌不足，且依前開要點規定，該工程之品管人員已負責系爭工程即不得再跨越其他標案兼任案件，僅以工作天計費對該工程之品管人員亦非合理，是以品管人員費用之計算，仍應以系爭工程之完整工期(即包含工作天、日曆天)為實際工期之計算較為妥適，被告所辯應不可採。
　⒊準此，本件之工期為20日曆天+200個工作天，加上前開所認之展延工期日數38天及不計工期日數202.5天，合計為460.5天，應為15.35個月(計算式：460.5/30=15.35)，扣除被告已給付之月數10.31個月，尚應給付5.04個月，而品質管理人員費用為每月5萬5,800元，品質管理之行政費用則為每月1萬5,700元，故原告請求被告尚應給付品管人員及行政費用36萬360元(計算式：55,800*5.04+15,700*5.04=360,360)，自屬有據。至原告計算之日數除前開以外，尚額外加入1.5天之請求，則未見具體舉證以實其說，該部分應屬無據。
　㈣保固費用部分：
　⒈按契約所含各種文件之內容如有不一致之處，除另有規定外，招標文件內之投標須知及契約條款優於招標文件內之其他文件所附記之條款，兩造間之契約第1條第3項第1款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兩造間工程契約中之施工說明書總則及有關規定，亦屬兩造契約之內容，該規定第56條有明文保固應依各工程項目之性質訂立保固期間及保固費用，其中消耗品免保固，亦無需繳納保固保證金，而被告卻將無需保固之臨時設施列入保固範圍並計入保固金，此顯然不合於工程慣例，則被告多收取之保固保證金99萬2,035元應返還予原告等語，此為被告所否認。經查，依兩造間契約可見，其工程契約範圍涵蓋多種文件內容，如招標投標文件、工程契約書、施工說明書總則、投標須知等，而眾多契約文件中，若出現契約內容相牴觸之情形，兩造已於工程契約書中明定投標須知及契約條款優先於招標文件內之其他文件，則投標須知之內容自優先於施工說明書總則及有關規定，而兩造間之投標須知第45點約定保固保證金金額係以結算金額之3%計算，需以投標廠商名義繳納，則未區分工程項目是否有保固必要，而是直接以工程結算之總金額3%計算保固保證金，而臨時設施雖於完工前皆已拆除，後續亦無保固必要，惟兩造既已明確約定保固保證金之計算方式，於締約時亦未經原告為否認之主張，則被告以兩造間工程之結算總金額計算保固保證金係合於兩造約定，並無違誤，是以原告主張被告應將無需保固之臨時設施等項目自保固範圍中剔除，並返還該部分之保固保證金，未合於兩造契約約定，即屬無據。
　㈤基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遲延違約金274萬2,027元、臨時擋土樁工程費用382萬2,158元及品管人員費用36萬360元，合計692萬4,545元(計算式：2,742,027+3,822,158+360,360=6,924,545)，皆屬可採。而鴻捷公司、鴻圳公司共同承攬系爭工程，主承攬為鴻捷公司占比90%，餘由鴻圳公司負擔，其間債權可分，故依前開比例計算，鴻捷公司請求被告給付623萬2091元(計算式：6,924,545*0.9=6,232,090.5，元以下四捨五入)、鴻圳公司請求被告給付69萬2,454元，即屬有據。
　㈥末按因非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機關有延遲付款情形者，廠商得向機關請求依機關簽約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牌告一年期郵政定期儲金機動利率之遲延利息，系爭工程契約第21條約定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身為機關基於前開事由，確有延遲付款之情形，且該遲延情形非可歸責於原告，依該約定原告自可向被告請求約定之遲延利息，而兩造間締約日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牌告一年期郵政定期儲金機動利率為年息0.13%(見本院卷一第181頁)，是以被告有前開遲延給付原因，迄今仍未給付，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即112年11月14日(見本院卷一第20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0.13%計算之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系爭工程契約請求被告分別給付鴻捷公司、鴻圳公司623萬2,091元、69萬2,454元，及均自112年1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0.13%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故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附，不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對於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故不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石慶
　　　　　　　　　　　　　　　　法　官　熊祥雲
　　　　　　　　　　　　　　　　法　官　趙薏涵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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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附繕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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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俐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建字第97號
原      告  鴻捷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蔣素絢
原      告  鴻圳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鍾閔耀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雯峰律師
            奚淑芳律師
            吳書榮律師
被      告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嘉榮
訴訟代理人  陳文彬律師
            蔡翔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逾期違約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
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鴻捷營造有限公司、鴻圳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新台幣623萬2,091元、新臺幣69萬2,454元，及均自民國112年11
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0.13%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分之3，餘由原告共同負擔。
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鴻捷營造有限公司、鴻圳科技工程有限公
司分別以新臺幣207萬元、新臺幣23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新臺幣623萬2,091元、新臺幣69萬2,454
元為原告原告鴻捷營造有限公司、鴻圳科技工程有限公司預供擔
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鴻捷營造有限公司(下稱鴻捷公司)、鴻圳科
    技工程有限公司(下稱鴻圳公司)(下統稱原告)於民國110年1
    0月5日聯合承攬被告之「溪浦及大泉伏流水原水管工程(三)
    」(下稱系爭工程)，承攬契約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億2,456
    萬元，詎兩造因延長工期日數、變更設計項目之計價、品管
    人員費用及保固費用等事項出現爭議，分述如下：
　㈠延長工期部分：系爭工程之履約期限為開工之日起20日曆天+
    200工作天內全部完工，並於110年11月5日開工，不計入工
    期天數202.5天，預定竣工日為111年12月31日，實際竣工日
    則為112年3月7日，被告遂認原告履約逾期總天數為44.5天
    ，並依兩造契約17條約定，向原告以扣抵工程金額之方式收
    取遲延違約金。惟系爭工程因變更設計問題，於111年9月22
    日經原告為第一次提送展延工期申請，被告遂邀同原告至被
    告之南區工程處第一工務所共同協調展延修正，並於同年12
    月13日由被告南區工程處函覆系爭工程允許展延38個工作天
    ，然被告卻於112年1月13日反悔並發函通知原告展延天數改
    為19.5天，而被告後開更改展延工作天數之要約，並未經原
    告公司同意而未達成雙方意思表示合致，故展延之工作天數
    仍應以原先允諾展延之38個工作天計算，則被告收取多扣抵
    31.5天之逾期違約金401萬7,389元係無法律上原因，爰依民
    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訴。
　㈡依照系爭工程契約第3條約定，契約價金之給付，依照實際施
    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其中臨時擋土樁設施原定工程
    數量為10M，並依水平長度計算方式計算價金，惟兩造於111
    年11月18日已合意變更該部分工程之施作工法，協議依現況
    地質調整增加輔助工法，並約定改以鑽孔垂直深度之加總計
    算數量，變更後數量為1萬3,320M，被告卻於工程完工後逕
    以水平長度計算方式認總施作長度為1,466.4M，而拒絕給付
    該部分金額共計382萬2,158元，原告爰依兩造間之契約約定
    ，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
　㈢系爭工程之品管人員費用編列係按月計算，每月為5萬8,800
    元，而系爭工程為5千萬元以上之工程，品管人員所要負責
    之工作項目並不僅以工作天為限，於其他日曆天亦須為品管
    工作，被告卻逕以實際工作天日數221天折算應給付之品管
    費用月數10.31個月，惟系爭工程所經過之日曆天數為462天
    ，折算月數係15.4個月，扣除被告已給付之10.31個月，尚
    應在給付原告5.09個月之每月品管費用5萬8,800元及行政管
    理費用1萬5,700元，爰依兩造間之契約約定為本項請求。
　㈣依照兩造工程契約第56條約定，消耗品不在保固範圍內，故
    原告協助被告監造單位所製作之臨時設施如鋼板樁、監視設
    備、地方說明會、架設性安全設施等，皆於工程完工時即須
    拆除才能報竣工，且非保固責任項目，被告卻要求原告將該
    部分項目也列入保固範圍並給付保固保證金99萬2,035元，
    然該部分既非保固範圍，原告自毋須給付保固保證金，故被
    告應返還該部分保固保證金予原告，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向被告請求。
　㈤又原告係聯合承攬系爭工程，並依共同承攬協議書內部分擔
    額約定，主承攬為鴻捷公司，占比90%，鴻圳公司則占比10%
    ，其間債權為可分，遂將被告應給付之金額依前開比例拆分
    如原告訴之聲明所示。至遲延利息部分，依系爭工程契約第
    21條約定，因非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機關有延遲付款情形
    者，廠商得向機關請求依機關簽約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牌告一年期郵政定期儲金機動利率之遲延利息，為此依約向
    被告請求以簽約日0.13%計算之遲延利息。
　㈥依兩造間契約、民法第179條及第493條規定為請求，並聲明
    ：㈠被告應分別給付鴻捷公司827萬5,965元、鴻圳公司91萬9
    ,552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0.13%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欲展延之工期，係因被告遭原告詐欺而使被
    告陷於錯誤而為同意展延38個工作天之意思表示，經被告審
    酌後，遂撤銷前開意思表示，認展延日數應以19.5天為適當
    ，並已通知原告，而111年12月24日、31日雖為休假日，然
    原告仍逕於休假日施作，故應將該2日亦列為工作日，並以
    此計算原告之逾期完工日數為44.5天，並無違誤。又引孔數
    量之計算，係參酌設計原意依照水平方式計算，被告雖曾同
    意變更設計及計價方式，惟此係被告所為之錯誤之意思表示
    ，業經被告撤銷此意思表示，故被告以水平為計算依據並無
    不當。另依照兩造間工程契約詳細價目表-1項品質管理人員
    之編列備註記載計算方式為「(實際工期÷30)×依規定應設專
    職數」，故被告以實際工作日計算應給予之品管人員費用及
    品管行政人員費用即無違誤，原告另行請求額外之品管費用
    自屬無據。末就保固保證金部分，兩造已約定計算方式為結
    算金額之3%，則本件結算金額為1億2,753萬6,150元，並依
    此計算保固保證金金額為382萬6,085元，即屬適當，是以原
    告請求皆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
    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47至248頁)
　㈠原告聯合承攬被告之系爭工程，約定承攬報酬為1億2,456萬
    元。
　㈡系爭工程之履約期限為開工之日起20日曆天，加上200個工作
    天內全部完工，並於110年11月5日開工，不計入工期天數為
    202.5天，預定竣工日為111年12月31日，實際竣工日則為11
    2年3月7日。
　㈢原告曾於111年9月22日向被告提出展延工期申請，並經被告
    於同年12月13日函覆同意展延38個工作天。嗣被告於112年1
     月13日發函通知原告更改展延日數，改為19.5天。
　㈣系爭工程契約原定臨時擋土樁設施之計價方式係以水平計價
    ，嗣兩造於111年11月18日合意為該項工程之變更設計，協
    議依現況地質調整增加輔助工法。
　㈤原告係聯合承攬系爭工程，依共同承攬協議書內部分擔額約
    定，主承攬為鴻捷公司，占比90%，鴻圳公司則占比10%。
　㈥如本院認展延工期天數應以原告之主張之日數為準，則對原
    告計算展延日數所對應之工期及違約金金額，被告不爭執(
    但被告仍認應以被告主張之展延日數19.5天為準。)
四、得心證的理由：
　㈠展延日數部分：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因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
    表示。民法第153條第1項、第9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當
    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詐欺而為之者，應就其被詐欺之
    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948號判決
    意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曾於111年9月22日向被告提出展延工期申請，並
    經被告同意展延38個工作天，則就展延38個工作天部分，兩
    造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應屬甚明。然被告辯稱：同意展延
    38天係因原告提供不實的資料供被告審核，故被告係受詐欺
    ，嗣被告發現受詐欺一事即於112年1月13日發函通知原告將
    展延日數變更為19.5天，以撤銷原先受詐欺之意思表示等語
    ，惟查原告係依照其自身施作工程之進度及計畫，提出相關
    資料向被告為工期展延之申請，而被告經過資料審查認定後
    ，於111年12月13日發函向原告表示就各項工期展延申請同
    意之日數為何及不同意之原因為何，則被告既仍有自主意思
    決定空間，且並非原告提出之申請即要同意，顯見被告係出
    於自主之審查而決定同意原告展延38個工作天之申請，實難
    認原告有何詐欺被告之情。且查，被告於112年1月13日發函
    通知原告更改展延工期日數，已於函文中敘明係「經重新檢
    視前揭貴公司來函工期展延審查總表，修正展延工期天數說
    明如下」，則被告係重新檢視原告所提資料，認工程進度、
    計畫，與原告之認知有所不合，故認為部分工期有重複計算
    之問題，應予扣除，從未述及有何因原告所提資料不實而遭
    詐欺之情，顯見被告仍係出於自我之審查能力，而決定更改
    工期展延之日數，實難認被告所稱遭原告詐欺之抗辯可採。
　⒊再者，被告於前開更改工期日數之函文中，皆未向原告提及
    任何有遭原告詐欺之情，則被告所稱更改延長工期日數之函
    文係向原告為撤銷受詐欺之意思表示，顯不可採。則被告既
    未舉證說明有何遭原告詐欺之事實，亦未向原告為意思表示
    之撤銷，其通知更改延長工期日數僅係向原告發出新的要約
    ，然原告並不同意被告提出之新的延長工期日數19.5天，故
    原告未就被告所為之要約為承諾，則經過兩造間合意約定之
    展延工期日數即為38個工作天，原告該部分主張應屬有據。
　⒋準此，系爭工程之展延工期日數應為38個工作天，經被告結
    算並計算展延21個工作天後，認預定竣工日應為111年12月3
    1日，然該日為國定假日，並放假至112年1月2日，是以該日
    為竣工日應有違誤，應修正為112年1月3日。而被告原已允
    諾原告得展延工期38個工作天，最終計算逾期違約金時，卻
    僅使原告展延21個工作天，則預定竣工日應再展延17個工作
    天，扣除放假日13天，預定竣工日應修正為113年2月2日，
    而實際竣工日為同年3月7日，故逾期工作天數應為23天(扣
    除國定假定及假日)，則原告僅有逾期23天，卻經被告收取4
    4.5天之逾期違約金，被告多收取之21.5天違約金即無法律
    上之原因，應將該21.5天之違約金，共計274萬2,027元(計
    算式：21.5天*127,536,150*0.001=2,742,027，元以下四捨
    五入)返還予原告，原告該部分請求實屬有據，逾此部分之
    請求則未見原告說明計算之依據，應屬無據。
　㈡臨時擋土樁設施計價部分：
　⒈按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
    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
    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民法第88條第1項定
    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臨時擋土樁設施原係約定以水平方式計價，嗣兩造
    於111年11月18日合意為該項工程之變更設計，協議依現況
    地質調整增加輔助工法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就設計變
    更後之計價方式，原告主張兩造已合意變更為垂直鑽孔方式
    計價，即應以引孔數量與各引孔之垂直深度相乘後，得出總
    施作數量，此業經原告提出兩造間之變更設計協議書(見本
    院卷二第273至275頁)，雖經被告辯稱：系爭工程之鄰近工
    程皆係採水平方式計價，本件工程辦理契約變更時，因為承
    辦同仁未兼辦其他工程業務，故錯誤同意原告請求而辦理契
    約變更，如該同仁知悉鄰近工程之計價方式，自不會同意原
    告請求，係屬意思表示內容錯誤，對於該錯誤，被告於履約
    過程中已向原告撤銷該錯誤之意思表示，故仍應以水平計價
    等語，惟自被告所辯可認兩造間確實曾將臨時擋土樁設施之
    計價方式變更為以垂直深度為施作數量之計算方式，僅係被
    告認該協議係為意思表示錯誤，並表示已撤銷該意思表示，
    故原告主張兩造間曾有協議變更臨時擋土樁設施之計價方式
    ，改為垂直深度計算等情，應為可採。
　⒊至被告辯稱其同意前開契約變更，係出於意思表示錯誤，因
    被告承辦該工程之同仁若知悉鄰近工程皆採水平計價，即不
    會同意原告之變更請求等語，惟查，契約是否得辦理變更設
    計，並非所屬承辦人員之同意即可，尚需經過被告之負責人
    同意，此業經被告自陳在卷(見本院卷二第242至243頁)，則
    被告既為自來水公司，負責國家自來水相關業務，對於相關
    工程自應有一定程度之專業，且工程之項目需要經過機關內
    部層層簽核，即係為確認工程契約之內容是否妥適，如被告
    認原告所提出之計算方式有誤，自應在原告提出設計變更時
    ，及時向原告反應並否決原告之請求，是以該設計變更既需
    經被告負責人同意，自可認業經被告為實質審核，並無任何
    意思表示錯誤之情事存在，被告所辯實不足採。
　⒋則本件臨時擋土樁設施工程，每公尺之單價為138元，依照變
    更之計價方式應以垂直深度及引孔數量計算，則以每公尺需
    挖2孔，而明挖段每孔深度9公尺、工作井每孔深度19公尺，
    明挖段之結算水平長度為1,328公尺、工作井之結算水平長
    度為138.4公尺，則實際施作數量為2萬9,163.4公尺(計算方
    式：138.4*2*19+1328*2*9=29,163.2)，總工程金額即為4,0
    2萬4,521元(計算式：138*29,163.2=4,024,521)，而被告以
    水平方式計價，已給付原告20萬2,363元，自尚有382萬2,15
    8元未給付，原告為該部分金額之請求，自屬有據。
　㈢品管人員費用部分：
　⒈按兩造間契約之詳細價目表第<F>-1項約定：品質管理人員按
    月計價，每月5萬5,800元，計算方式為實際工期/30再乘以
    依規定應設專職數，逾期不另給價，其他職務人員兼任者不
    予計價，此可見卷附之兩造工程契約；復按五千萬元以上之
    工程，品管人員應專職，不得跨越其他標案，且契約施工期
    間應在工地執行職務，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4
    點第2款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品管人員並非僅於工作天進行品管工作，於非工作
    天尚需為相關之品質管理及檢測業務，且品管人員經登載並
    負責系爭工程之期間，皆不得再執行其他工程業務，是以該
    約定中實際工期應係指系爭工程之完整工期，非工作天者亦
    應列入等語，被告則辯稱實際工期即為工作天，故被告之計
    算方式並無錯誤等語。經查，兩造間契約第7條第1項第2款
    規定：本契約所稱天數詳如機關工程預定進度表(見卷附工
    程契約)，即未就契約之日數應以日曆天或工作天計算為約
    定，而工程預定進度表為開工之日起20日曆天+200工作天，
    則契約約定之日數依據同時涵蓋日曆天及工作天，即難謂實
    際工期僅有工作天之意，仍應視各契約項目之實際情況而定
    。而因系爭工程為標的5,000萬元以上之工程，品質管理人
    員所負責之業務包括「計畫範圍、管理權責及分工、施工要
    領、品質管理標準、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自主檢查表、不
    合格品之管制、矯正與預防措施、內部品質稽核、文件紀錄
    管理系統、設備功能運轉檢測程序及標準」，顯然非僅於工
    作天方要出工，而係於工作天以外，尚需進行諸多品管文件
    、規範之研擬製作，並就品管之過程結果為相關之紀錄及改
    善建議，兩造間既未明確約定實際工期係以工作天為計算方
    式，則單以工作天評價品管人員之工作時數及內容尚嫌不足
    ，且依前開要點規定，該工程之品管人員已負責系爭工程即
    不得再跨越其他標案兼任案件，僅以工作天計費對該工程之
    品管人員亦非合理，是以品管人員費用之計算，仍應以系爭
    工程之完整工期(即包含工作天、日曆天)為實際工期之計算
    較為妥適，被告所辯應不可採。
　⒊準此，本件之工期為20日曆天+200個工作天，加上前開所認
    之展延工期日數38天及不計工期日數202.5天，合計為460.5
    天，應為15.35個月(計算式：460.5/30=15.35)，扣除被告
    已給付之月數10.31個月，尚應給付5.04個月，而品質管理
    人員費用為每月5萬5,800元，品質管理之行政費用則為每月
    1萬5,700元，故原告請求被告尚應給付品管人員及行政費用
    36萬360元(計算式：55,800*5.04+15,700*5.04=360,360)，
    自屬有據。至原告計算之日數除前開以外，尚額外加入1.5
    天之請求，則未見具體舉證以實其說，該部分應屬無據。
　㈣保固費用部分：
　⒈按契約所含各種文件之內容如有不一致之處，除另有規定外
    ，招標文件內之投標須知及契約條款優於招標文件內之其他
    文件所附記之條款，兩造間之契約第1條第3項第1款定有明
    文。
　⒉原告主張：兩造間工程契約中之施工說明書總則及有關規定
    ，亦屬兩造契約之內容，該規定第56條有明文保固應依各工
    程項目之性質訂立保固期間及保固費用，其中消耗品免保固
    ，亦無需繳納保固保證金，而被告卻將無需保固之臨時設施
    列入保固範圍並計入保固金，此顯然不合於工程慣例，則被
    告多收取之保固保證金99萬2,035元應返還予原告等語，此
    為被告所否認。經查，依兩造間契約可見，其工程契約範圍
    涵蓋多種文件內容，如招標投標文件、工程契約書、施工說
    明書總則、投標須知等，而眾多契約文件中，若出現契約內
    容相牴觸之情形，兩造已於工程契約書中明定投標須知及契
    約條款優先於招標文件內之其他文件，則投標須知之內容自
    優先於施工說明書總則及有關規定，而兩造間之投標須知第
    45點約定保固保證金金額係以結算金額之3%計算，需以投標
    廠商名義繳納，則未區分工程項目是否有保固必要，而是直
    接以工程結算之總金額3%計算保固保證金，而臨時設施雖於
    完工前皆已拆除，後續亦無保固必要，惟兩造既已明確約定
    保固保證金之計算方式，於締約時亦未經原告為否認之主張
    ，則被告以兩造間工程之結算總金額計算保固保證金係合於
    兩造約定，並無違誤，是以原告主張被告應將無需保固之臨
    時設施等項目自保固範圍中剔除，並返還該部分之保固保證
    金，未合於兩造契約約定，即屬無據。
　㈤基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遲延違約金274萬2,027元、臨時擋
    土樁工程費用382萬2,158元及品管人員費用36萬360元，合
    計692萬4,545元(計算式：2,742,027+3,822,158+360,360=6
    ,924,545)，皆屬可採。而鴻捷公司、鴻圳公司共同承攬系
    爭工程，主承攬為鴻捷公司占比90%，餘由鴻圳公司負擔，
    其間債權可分，故依前開比例計算，鴻捷公司請求被告給付
    623萬2091元(計算式：6,924,545*0.9=6,232,090.5，元以
    下四捨五入)、鴻圳公司請求被告給付69萬2,454元，即屬有
    據。
　㈥末按因非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機關有延遲付款情形者，廠
    商得向機關請求依機關簽約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牌告一
    年期郵政定期儲金機動利率之遲延利息，系爭工程契約第21
    條約定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身為機關基於前開事由，確有
    延遲付款之情形，且該遲延情形非可歸責於原告，依該約定
    原告自可向被告請求約定之遲延利息，而兩造間締約日之中
    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牌告一年期郵政定期儲金機動利率為年
    息0.13%(見本院卷一第181頁)，是以被告有前開遲延給付原
    因，迄今仍未給付，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即112年11月14日(見本院卷一第207頁)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0.13%計算之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系爭工程契約請求
    被告分別給付鴻捷公司、鴻圳公司623萬2,091元、69萬2,45
    4元，及均自112年1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0.13%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六、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
    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故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
    告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附，不
    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對於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故不再逐一論列，併此
    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石慶
　　　　　　　　　　　　　　　　法　官　熊祥雲
　　　　　　　　　　　　　　　　法　官　趙薏涵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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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
附繕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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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俐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建字第97號
原      告  鴻捷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蔣素絢
原      告  鴻圳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鍾閔耀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雯峰律師
            奚淑芳律師
            吳書榮律師
被      告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嘉榮
訴訟代理人  陳文彬律師
            蔡翔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逾期違約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鴻捷營造有限公司、鴻圳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新台幣623萬2,091元、新臺幣69萬2,454元，及均自民國112年1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0.13%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分之3，餘由原告共同負擔。
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鴻捷營造有限公司、鴻圳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分別以新臺幣207萬元、新臺幣23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新臺幣623萬2,091元、新臺幣69萬2,454元為原告原告鴻捷營造有限公司、鴻圳科技工程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鴻捷營造有限公司(下稱鴻捷公司)、鴻圳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下稱鴻圳公司)(下統稱原告)於民國110年10月5日聯合承攬被告之「溪浦及大泉伏流水原水管工程(三)」(下稱系爭工程)，承攬契約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億2,456萬元，詎兩造因延長工期日數、變更設計項目之計價、品管人員費用及保固費用等事項出現爭議，分述如下：
　㈠延長工期部分：系爭工程之履約期限為開工之日起20日曆天+200工作天內全部完工，並於110年11月5日開工，不計入工期天數202.5天，預定竣工日為111年12月31日，實際竣工日則為112年3月7日，被告遂認原告履約逾期總天數為44.5天，並依兩造契約17條約定，向原告以扣抵工程金額之方式收取遲延違約金。惟系爭工程因變更設計問題，於111年9月22日經原告為第一次提送展延工期申請，被告遂邀同原告至被告之南區工程處第一工務所共同協調展延修正，並於同年12月13日由被告南區工程處函覆系爭工程允許展延38個工作天，然被告卻於112年1月13日反悔並發函通知原告展延天數改為19.5天，而被告後開更改展延工作天數之要約，並未經原告公司同意而未達成雙方意思表示合致，故展延之工作天數仍應以原先允諾展延之38個工作天計算，則被告收取多扣抵31.5天之逾期違約金401萬7,389元係無法律上原因，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訴。
　㈡依照系爭工程契約第3條約定，契約價金之給付，依照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其中臨時擋土樁設施原定工程數量為10M，並依水平長度計算方式計算價金，惟兩造於111年11月18日已合意變更該部分工程之施作工法，協議依現況地質調整增加輔助工法，並約定改以鑽孔垂直深度之加總計算數量，變更後數量為1萬3,320M，被告卻於工程完工後逕以水平長度計算方式認總施作長度為1,466.4M，而拒絕給付該部分金額共計382萬2,158元，原告爰依兩造間之契約約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
　㈢系爭工程之品管人員費用編列係按月計算，每月為5萬8,800元，而系爭工程為5千萬元以上之工程，品管人員所要負責之工作項目並不僅以工作天為限，於其他日曆天亦須為品管工作，被告卻逕以實際工作天日數221天折算應給付之品管費用月數10.31個月，惟系爭工程所經過之日曆天數為462天，折算月數係15.4個月，扣除被告已給付之10.31個月，尚應在給付原告5.09個月之每月品管費用5萬8,800元及行政管理費用1萬5,700元，爰依兩造間之契約約定為本項請求。
　㈣依照兩造工程契約第56條約定，消耗品不在保固範圍內，故原告協助被告監造單位所製作之臨時設施如鋼板樁、監視設備、地方說明會、架設性安全設施等，皆於工程完工時即須拆除才能報竣工，且非保固責任項目，被告卻要求原告將該部分項目也列入保固範圍並給付保固保證金99萬2,035元，然該部分既非保固範圍，原告自毋須給付保固保證金，故被告應返還該部分保固保證金予原告，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向被告請求。
　㈤又原告係聯合承攬系爭工程，並依共同承攬協議書內部分擔額約定，主承攬為鴻捷公司，占比90%，鴻圳公司則占比10%，其間債權為可分，遂將被告應給付之金額依前開比例拆分如原告訴之聲明所示。至遲延利息部分，依系爭工程契約第21條約定，因非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機關有延遲付款情形者，廠商得向機關請求依機關簽約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牌告一年期郵政定期儲金機動利率之遲延利息，為此依約向被告請求以簽約日0.13%計算之遲延利息。
　㈥依兩造間契約、民法第179條及第493條規定為請求，並聲明：㈠被告應分別給付鴻捷公司827萬5,965元、鴻圳公司91萬9,552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0.13%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欲展延之工期，係因被告遭原告詐欺而使被告陷於錯誤而為同意展延38個工作天之意思表示，經被告審酌後，遂撤銷前開意思表示，認展延日數應以19.5天為適當，並已通知原告，而111年12月24日、31日雖為休假日，然原告仍逕於休假日施作，故應將該2日亦列為工作日，並以此計算原告之逾期完工日數為44.5天，並無違誤。又引孔數量之計算，係參酌設計原意依照水平方式計算，被告雖曾同意變更設計及計價方式，惟此係被告所為之錯誤之意思表示，業經被告撤銷此意思表示，故被告以水平為計算依據並無不當。另依照兩造間工程契約詳細價目表-1項品質管理人員之編列備註記載計算方式為「(實際工期÷30)×依規定應設專職數」，故被告以實際工作日計算應給予之品管人員費用及品管行政人員費用即無違誤，原告另行請求額外之品管費用自屬無據。末就保固保證金部分，兩造已約定計算方式為結算金額之3%，則本件結算金額為1億2,753萬6,150元，並依此計算保固保證金金額為382萬6,085元，即屬適當，是以原告請求皆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47至248頁)
　㈠原告聯合承攬被告之系爭工程，約定承攬報酬為1億2,456萬元。
　㈡系爭工程之履約期限為開工之日起20日曆天，加上200個工作天內全部完工，並於110年11月5日開工，不計入工期天數為202.5天，預定竣工日為111年12月31日，實際竣工日則為112年3月7日。
　㈢原告曾於111年9月22日向被告提出展延工期申請，並經被告於同年12月13日函覆同意展延38個工作天。嗣被告於112年1 月13日發函通知原告更改展延日數，改為19.5天。
　㈣系爭工程契約原定臨時擋土樁設施之計價方式係以水平計價，嗣兩造於111年11月18日合意為該項工程之變更設計，協議依現況地質調整增加輔助工法。
　㈤原告係聯合承攬系爭工程，依共同承攬協議書內部分擔額約定，主承攬為鴻捷公司，占比90%，鴻圳公司則占比10%。
　㈥如本院認展延工期天數應以原告之主張之日數為準，則對原告計算展延日數所對應之工期及違約金金額，被告不爭執(但被告仍認應以被告主張之展延日數19.5天為準。)
四、得心證的理由：
　㈠展延日數部分：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因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民法第153條第1項、第9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詐欺而為之者，應就其被詐欺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94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曾於111年9月22日向被告提出展延工期申請，並經被告同意展延38個工作天，則就展延38個工作天部分，兩造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應屬甚明。然被告辯稱：同意展延38天係因原告提供不實的資料供被告審核，故被告係受詐欺，嗣被告發現受詐欺一事即於112年1月13日發函通知原告將展延日數變更為19.5天，以撤銷原先受詐欺之意思表示等語，惟查原告係依照其自身施作工程之進度及計畫，提出相關資料向被告為工期展延之申請，而被告經過資料審查認定後，於111年12月13日發函向原告表示就各項工期展延申請同意之日數為何及不同意之原因為何，則被告既仍有自主意思決定空間，且並非原告提出之申請即要同意，顯見被告係出於自主之審查而決定同意原告展延38個工作天之申請，實難認原告有何詐欺被告之情。且查，被告於112年1月13日發函通知原告更改展延工期日數，已於函文中敘明係「經重新檢視前揭貴公司來函工期展延審查總表，修正展延工期天數說明如下」，則被告係重新檢視原告所提資料，認工程進度、計畫，與原告之認知有所不合，故認為部分工期有重複計算之問題，應予扣除，從未述及有何因原告所提資料不實而遭詐欺之情，顯見被告仍係出於自我之審查能力，而決定更改工期展延之日數，實難認被告所稱遭原告詐欺之抗辯可採。
　⒊再者，被告於前開更改工期日數之函文中，皆未向原告提及任何有遭原告詐欺之情，則被告所稱更改延長工期日數之函文係向原告為撤銷受詐欺之意思表示，顯不可採。則被告既未舉證說明有何遭原告詐欺之事實，亦未向原告為意思表示之撤銷，其通知更改延長工期日數僅係向原告發出新的要約，然原告並不同意被告提出之新的延長工期日數19.5天，故原告未就被告所為之要約為承諾，則經過兩造間合意約定之展延工期日數即為38個工作天，原告該部分主張應屬有據。
　⒋準此，系爭工程之展延工期日數應為38個工作天，經被告結算並計算展延21個工作天後，認預定竣工日應為111年12月31日，然該日為國定假日，並放假至112年1月2日，是以該日為竣工日應有違誤，應修正為112年1月3日。而被告原已允諾原告得展延工期38個工作天，最終計算逾期違約金時，卻僅使原告展延21個工作天，則預定竣工日應再展延17個工作天，扣除放假日13天，預定竣工日應修正為113年2月2日，而實際竣工日為同年3月7日，故逾期工作天數應為23天(扣除國定假定及假日)，則原告僅有逾期23天，卻經被告收取44.5天之逾期違約金，被告多收取之21.5天違約金即無法律上之原因，應將該21.5天之違約金，共計274萬2,027元(計算式：21.5天*127,536,150*0.001=2,742,027，元以下四捨五入)返還予原告，原告該部分請求實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則未見原告說明計算之依據，應屬無據。
　㈡臨時擋土樁設施計價部分：
　⒈按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民法第88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臨時擋土樁設施原係約定以水平方式計價，嗣兩造於111年11月18日合意為該項工程之變更設計，協議依現況地質調整增加輔助工法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就設計變更後之計價方式，原告主張兩造已合意變更為垂直鑽孔方式計價，即應以引孔數量與各引孔之垂直深度相乘後，得出總施作數量，此業經原告提出兩造間之變更設計協議書(見本院卷二第273至275頁)，雖經被告辯稱：系爭工程之鄰近工程皆係採水平方式計價，本件工程辦理契約變更時，因為承辦同仁未兼辦其他工程業務，故錯誤同意原告請求而辦理契約變更，如該同仁知悉鄰近工程之計價方式，自不會同意原告請求，係屬意思表示內容錯誤，對於該錯誤，被告於履約過程中已向原告撤銷該錯誤之意思表示，故仍應以水平計價等語，惟自被告所辯可認兩造間確實曾將臨時擋土樁設施之計價方式變更為以垂直深度為施作數量之計算方式，僅係被告認該協議係為意思表示錯誤，並表示已撤銷該意思表示，故原告主張兩造間曾有協議變更臨時擋土樁設施之計價方式，改為垂直深度計算等情，應為可採。
　⒊至被告辯稱其同意前開契約變更，係出於意思表示錯誤，因被告承辦該工程之同仁若知悉鄰近工程皆採水平計價，即不會同意原告之變更請求等語，惟查，契約是否得辦理變更設計，並非所屬承辦人員之同意即可，尚需經過被告之負責人同意，此業經被告自陳在卷(見本院卷二第242至243頁)，則被告既為自來水公司，負責國家自來水相關業務，對於相關工程自應有一定程度之專業，且工程之項目需要經過機關內部層層簽核，即係為確認工程契約之內容是否妥適，如被告認原告所提出之計算方式有誤，自應在原告提出設計變更時，及時向原告反應並否決原告之請求，是以該設計變更既需經被告負責人同意，自可認業經被告為實質審核，並無任何意思表示錯誤之情事存在，被告所辯實不足採。
　⒋則本件臨時擋土樁設施工程，每公尺之單價為138元，依照變更之計價方式應以垂直深度及引孔數量計算，則以每公尺需挖2孔，而明挖段每孔深度9公尺、工作井每孔深度19公尺，明挖段之結算水平長度為1,328公尺、工作井之結算水平長度為138.4公尺，則實際施作數量為2萬9,163.4公尺(計算方式：138.4*2*19+1328*2*9=29,163.2)，總工程金額即為4,02萬4,521元(計算式：138*29,163.2=4,024,521)，而被告以水平方式計價，已給付原告20萬2,363元，自尚有382萬2,158元未給付，原告為該部分金額之請求，自屬有據。
　㈢品管人員費用部分：
　⒈按兩造間契約之詳細價目表第<F>-1項約定：品質管理人員按月計價，每月5萬5,800元，計算方式為實際工期/30再乘以依規定應設專職數，逾期不另給價，其他職務人員兼任者不予計價，此可見卷附之兩造工程契約；復按五千萬元以上之工程，品管人員應專職，不得跨越其他標案，且契約施工期間應在工地執行職務，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4點第2款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品管人員並非僅於工作天進行品管工作，於非工作天尚需為相關之品質管理及檢測業務，且品管人員經登載並負責系爭工程之期間，皆不得再執行其他工程業務，是以該約定中實際工期應係指系爭工程之完整工期，非工作天者亦應列入等語，被告則辯稱實際工期即為工作天，故被告之計算方式並無錯誤等語。經查，兩造間契約第7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本契約所稱天數詳如機關工程預定進度表(見卷附工程契約)，即未就契約之日數應以日曆天或工作天計算為約定，而工程預定進度表為開工之日起20日曆天+200工作天，則契約約定之日數依據同時涵蓋日曆天及工作天，即難謂實際工期僅有工作天之意，仍應視各契約項目之實際情況而定。而因系爭工程為標的5,000萬元以上之工程，品質管理人員所負責之業務包括「計畫範圍、管理權責及分工、施工要領、品質管理標準、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自主檢查表、不合格品之管制、矯正與預防措施、內部品質稽核、文件紀錄管理系統、設備功能運轉檢測程序及標準」，顯然非僅於工作天方要出工，而係於工作天以外，尚需進行諸多品管文件、規範之研擬製作，並就品管之過程結果為相關之紀錄及改善建議，兩造間既未明確約定實際工期係以工作天為計算方式，則單以工作天評價品管人員之工作時數及內容尚嫌不足，且依前開要點規定，該工程之品管人員已負責系爭工程即不得再跨越其他標案兼任案件，僅以工作天計費對該工程之品管人員亦非合理，是以品管人員費用之計算，仍應以系爭工程之完整工期(即包含工作天、日曆天)為實際工期之計算較為妥適，被告所辯應不可採。
　⒊準此，本件之工期為20日曆天+200個工作天，加上前開所認之展延工期日數38天及不計工期日數202.5天，合計為460.5天，應為15.35個月(計算式：460.5/30=15.35)，扣除被告已給付之月數10.31個月，尚應給付5.04個月，而品質管理人員費用為每月5萬5,800元，品質管理之行政費用則為每月1萬5,700元，故原告請求被告尚應給付品管人員及行政費用36萬360元(計算式：55,800*5.04+15,700*5.04=360,360)，自屬有據。至原告計算之日數除前開以外，尚額外加入1.5天之請求，則未見具體舉證以實其說，該部分應屬無據。
　㈣保固費用部分：
　⒈按契約所含各種文件之內容如有不一致之處，除另有規定外，招標文件內之投標須知及契約條款優於招標文件內之其他文件所附記之條款，兩造間之契約第1條第3項第1款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兩造間工程契約中之施工說明書總則及有關規定，亦屬兩造契約之內容，該規定第56條有明文保固應依各工程項目之性質訂立保固期間及保固費用，其中消耗品免保固，亦無需繳納保固保證金，而被告卻將無需保固之臨時設施列入保固範圍並計入保固金，此顯然不合於工程慣例，則被告多收取之保固保證金99萬2,035元應返還予原告等語，此為被告所否認。經查，依兩造間契約可見，其工程契約範圍涵蓋多種文件內容，如招標投標文件、工程契約書、施工說明書總則、投標須知等，而眾多契約文件中，若出現契約內容相牴觸之情形，兩造已於工程契約書中明定投標須知及契約條款優先於招標文件內之其他文件，則投標須知之內容自優先於施工說明書總則及有關規定，而兩造間之投標須知第45點約定保固保證金金額係以結算金額之3%計算，需以投標廠商名義繳納，則未區分工程項目是否有保固必要，而是直接以工程結算之總金額3%計算保固保證金，而臨時設施雖於完工前皆已拆除，後續亦無保固必要，惟兩造既已明確約定保固保證金之計算方式，於締約時亦未經原告為否認之主張，則被告以兩造間工程之結算總金額計算保固保證金係合於兩造約定，並無違誤，是以原告主張被告應將無需保固之臨時設施等項目自保固範圍中剔除，並返還該部分之保固保證金，未合於兩造契約約定，即屬無據。
　㈤基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遲延違約金274萬2,027元、臨時擋土樁工程費用382萬2,158元及品管人員費用36萬360元，合計692萬4,545元(計算式：2,742,027+3,822,158+360,360=6,924,545)，皆屬可採。而鴻捷公司、鴻圳公司共同承攬系爭工程，主承攬為鴻捷公司占比90%，餘由鴻圳公司負擔，其間債權可分，故依前開比例計算，鴻捷公司請求被告給付623萬2091元(計算式：6,924,545*0.9=6,232,090.5，元以下四捨五入)、鴻圳公司請求被告給付69萬2,454元，即屬有據。
　㈥末按因非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機關有延遲付款情形者，廠商得向機關請求依機關簽約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牌告一年期郵政定期儲金機動利率之遲延利息，系爭工程契約第21條約定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身為機關基於前開事由，確有延遲付款之情形，且該遲延情形非可歸責於原告，依該約定原告自可向被告請求約定之遲延利息，而兩造間締約日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牌告一年期郵政定期儲金機動利率為年息0.13%(見本院卷一第181頁)，是以被告有前開遲延給付原因，迄今仍未給付，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即112年11月14日(見本院卷一第20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0.13%計算之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系爭工程契約請求被告分別給付鴻捷公司、鴻圳公司623萬2,091元、69萬2,454元，及均自112年1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0.13%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故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附，不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對於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故不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石慶
　　　　　　　　　　　　　　　　法　官　熊祥雲
　　　　　　　　　　　　　　　　法　官　趙薏涵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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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附繕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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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