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訴字第65號

原      告  劉美榛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敏明  

            劉敏文  

0000000000000000

兼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劉敏龍  

被      告  劉惠媖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17日言

詞辯論終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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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程序部分：

一、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

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亦即原告提起確

認之訴，必須其主張之法律關係存否在當事人間不明確，致

原告之權利或其他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危險，即時有以確

認判決除去之必要，其在法律上始有受判決之利益，最高法

院52年台上字第1299號裁判意旨可資參照。原告主張兩造就

本院卷第37頁之民國110年11月25日遺產分割協議書（下稱

系爭協議）無效，為被告所否認，並與目前地政登記相違，

是系爭協議之效力存否即有不明確，且此不安之狀態得以確

認判決除去之，從而本件原告起訴確認系爭協議無效，應認

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二、被告劉惠媖先後3次經本院合法通知，均無正當理由未於言

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

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後段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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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依職權由原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即被繼承人劉成霖於民國110年8月31日死

亡，兩造為其繼承人，應繼分各5分之1。被告劉敏龍、劉敏

文、劉敏明（下合稱劉敏龍等3人）當時向原告表示欲代為

辦理過戶，兩造應有部分各5分之1等情，並將空白之遺產分

割協議書交予原告用印。詎被告劉敏龍等3人竟自行製作虛

偽不實之系爭協議，將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合稱系爭不

動產）登記為被告劉敏龍等3人所有，原告卻未獲分配。是

被告劉敏龍等3人持未經全體繼承人同意之系爭協議辦理分

割繼承登記，係故意不法侵害原告之繼承權，自不生協議分

割之效力，系爭不動產應回復為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為

此，爰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179條、第767條、第1146條之

規定，請求將系爭不動產之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並返還

予兩造公同共有等語。並聲明：（一）確認系爭協議無效。

（二）被告劉敏龍等3人應就被繼承人劉成霖所遺系爭不動

產之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返還予兩造公同共有。

二、被告則以：當時因原告無處居住，兩造協議將如附表一編號

4至6所示房地（下稱東坑路房地）讓原告繼續居住，並每月

支付生活費新臺幣（下同）1萬元予原告，原告同意後即於

系爭協議簽名、用印，後被告劉敏龍等3人持系爭協議辦理

分割繼承登記時，因原告所蓋用印章與印鑑證明不符，遭地

政事務所承辦人員電話通知退件，原告因此重新申辦印鑑證

明並於系爭協議補蓋其印鑑，豈有可能不知系爭協議內容。

況原告確實居住於東坑路房地，被告劉敏龍等3人亦自111年

2月起，按月匯款1萬元至原告所申設彰化商業銀行帳戶內，

迄今已26次。且原告前對被告劉敏龍等3人提出詐欺等告

訴，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46128號

為不起訴處分，及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以112年

度上聲議字第54號處分書駁回原告再議，及經本院以112年

度聲判字第8號裁定駁回原告交付審判之聲請在案等語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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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被繼承人劉成霖於110年8月31日死亡，遺有包含系爭不動產

在內之遺產，兩造為其全體繼承人，後被告劉敏龍等3人持

系爭協議申請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系爭不動產於110年12

月1日即以分割繼承為原因登記予被告劉敏龍等3人分別共

有，應有部分各3分之1等情，有系爭不動產土地登記申請書

及後附資料、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戶籍謄本、系爭不動產登

記第一類謄本等件在卷可稽（參本院卷第35至55、61、145

至175頁），應堪認定。

(二)原告主張供系爭不動產辦理分割繼承登記之系爭協議未經兩

造合意，原告係最早於空白之協議書上簽名用印，並因被告

劉敏龍等3人要求而分別蓋印圓形及方形印文，系爭協議應

為無效等情，則為被告4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按私文

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

法第358條定有明文。又私文書之文義經記載明確後，始簽

名、蓋章表示承認為該文義之作成人為常態；先簽名、蓋章

於空白紙據後，再由他人記載文書之文義為變態，故主張變

態事實之當事人，應就此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

字第2631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告自承系爭協議下方立

協議書人欄位中簽名、用印均為其所為（參本院卷第394

頁），亦未曾爭執各該被告簽名、用印之真正，揆諸前開規

定及裁判意旨，系爭協議即應推定為真正，並由主張變態事

實之原告就其係於空白協議書簽名、用印乙節負舉證之責。

惟原告迄今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且觀之系爭協議，

立協議書人欄中上方第一排由左至右分別為被告劉敏龍之簽

名、印文、被告劉敏明之簽名、印文、原告之簽名、方形印

文，且彼此間距、字體大致相當，而原告之方形印文下方另

有與其印鑑證明相符之圓形印文（參本院卷第37頁），則依

一般橫式書寫習慣，原告簽名、用印之順序係於被告劉敏

龍、劉敏明之後，顯較與常情相符；另原告於110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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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動產登記為申請目的至臺中○○○○○○○○申請印鑑

證明（圓形印文），後被告劉敏龍等3人於110年11月25日持

系爭協議至臺中市東勢地政事務所申請辦理所有權移轉登

記，惟於110年11月29日經該所承辦人員電話通知補正，原

告再於同日至臺中○○○○○○○○以不動產登記為申請目

的申辦印鑑證明（圓形印文），後被告劉敏龍等3人即持原

告於110年11月29日申辦之印鑑證明辦理系爭不動產分割繼

承登記等情，亦有系爭不動產土地登記申請書及後附資料、

印鑑證明申請書等件在卷可稽（參本院卷第35至55、415至4

16頁），堪認原告初始係因蓋用與印鑑證明不同之方形印

文，而再次申辦印鑑證明並用印於原本方形印文之下方，而

非原告於簽名時同時蓋用圓形及方形印文。則系爭協議既已

於110年11月25日經被告劉敏龍等3人持以申請辦理所有權移

轉登記，顯已填載完成擬分割之不動產及分割方法，原告於

110年11月29日後重新蓋用圓形印文時，又豈有可能不知系

爭協議內容為何，益徵原告前開主張與卷證有違，難以憑

採。是供系爭不動產辦理分割繼承登記之系爭協議既由原告

親自簽名、用印，其亦未能舉證證明其係於空白協議書上簽

名、用印，堪認系爭協議確係經劉成霖全體繼承人即兩造意

思合致而成立之遺產分割協議。又系爭協議非屬定型化契

約，原告主張系爭協議依民法第247條之1之規定為無效云

云，亦無理由。此外，原告復未舉證證明系爭協議有何無效

事由，其請求確認系爭協議無效，即乏所據。

(三)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

為公同共有，民法第1151條定有明文。次按繼承權被侵害

者，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請求回復之，則為民法第1146

條第1項所明定。惟繼承權是否被侵害，應以繼承人繼承原

因發生後，有無被他人否認其繼承資格並排除其對繼承財產

之占有、管理或處分為斷；若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其繼承人

間對於彼此為繼承人之身分並無爭議，自無民法第1146條繼

承回復請求權之適用（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37號解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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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系爭不動產既經劉成霖之全體繼承人即兩造意思合致

而成立遺產分割協議，業據前開認定，原告之繼承資格自未

遭否認，則被告劉敏龍等3人持系爭協議辦理系爭不動產以

分割繼承登記為渠等分別共有，即無侵害原告繼承權之情，

原告依民法第114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劉敏龍等3人塗銷

前開登記，並返還予兩造公同共有，尚屬無據。

(四)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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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

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179條、第767條第1

項前段、中段固分別定有明文，惟被告劉敏龍等3人係依兩

造意思合致而成立之遺產分割協議辦理系爭不動產之分割繼

承登記，渠等取得系爭不動產自具有法律上之原因，且原告

未獲分配系爭不動產，對系爭不動產亦已無所有權，原告依

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劉敏龍等3人塗

銷前開登記，並返還予兩造公同共有，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179條、第767條、第

1146條之規定，請求確認系爭協議無效，被告劉敏龍等3人

應將系爭不動產之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返還予兩造公同

共有，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

述，原告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後所提出之書狀，亦無從予以

審酌，均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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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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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

編號 　　　　　　　　　不動產

1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2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3 臺中市○○區○○段000○號建物

（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0號）

4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6 臺中市○○區○○段00○號建物

（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巷00弄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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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訴字第65號
原      告  劉美榛  


被      告  劉敏明  
            劉敏文  


兼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劉敏龍  
被      告  劉惠媖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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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程序部分：
一、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亦即原告提起確認之訴，必須其主張之法律關係存否在當事人間不明確，致原告之權利或其他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危險，即時有以確認判決除去之必要，其在法律上始有受判決之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99號裁判意旨可資參照。原告主張兩造就本院卷第37頁之民國110年11月25日遺產分割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無效，為被告所否認，並與目前地政登記相違，是系爭協議之效力存否即有不明確，且此不安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從而本件原告起訴確認系爭協議無效，應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二、被告劉惠媖先後3次經本院合法通知，均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後段規定，依職權由原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即被繼承人劉成霖於民國110年8月31日死亡，兩造為其繼承人，應繼分各5分之1。被告劉敏龍、劉敏文、劉敏明（下合稱劉敏龍等3人）當時向原告表示欲代為辦理過戶，兩造應有部分各5分之1等情，並將空白之遺產分割協議書交予原告用印。詎被告劉敏龍等3人竟自行製作虛偽不實之系爭協議，將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合稱系爭不動產）登記為被告劉敏龍等3人所有，原告卻未獲分配。是被告劉敏龍等3人持未經全體繼承人同意之系爭協議辦理分割繼承登記，係故意不法侵害原告之繼承權，自不生協議分割之效力，系爭不動產應回復為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為此，爰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179條、第767條、第1146條之規定，請求將系爭不動產之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並返還予兩造公同共有等語。並聲明：（一）確認系爭協議無效。（二）被告劉敏龍等3人應就被繼承人劉成霖所遺系爭不動產之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返還予兩造公同共有。
二、被告則以：當時因原告無處居住，兩造協議將如附表一編號4至6所示房地（下稱東坑路房地）讓原告繼續居住，並每月支付生活費新臺幣（下同）1萬元予原告，原告同意後即於系爭協議簽名、用印，後被告劉敏龍等3人持系爭協議辦理分割繼承登記時，因原告所蓋用印章與印鑑證明不符，遭地政事務所承辦人員電話通知退件，原告因此重新申辦印鑑證明並於系爭協議補蓋其印鑑，豈有可能不知系爭協議內容。況原告確實居住於東坑路房地，被告劉敏龍等3人亦自111年2月起，按月匯款1萬元至原告所申設彰化商業銀行帳戶內，迄今已26次。且原告前對被告劉敏龍等3人提出詐欺等告訴，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46128號為不起訴處分，及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54號處分書駁回原告再議，及經本院以112年度聲判字第8號裁定駁回原告交付審判之聲請在案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被繼承人劉成霖於110年8月31日死亡，遺有包含系爭不動產在內之遺產，兩造為其全體繼承人，後被告劉敏龍等3人持系爭協議申請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系爭不動產於110年12月1日即以分割繼承為原因登記予被告劉敏龍等3人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3分之1等情，有系爭不動產土地登記申請書及後附資料、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戶籍謄本、系爭不動產登記第一類謄本等件在卷可稽（參本院卷第35至55、61、145至175頁），應堪認定。
(二)原告主張供系爭不動產辦理分割繼承登記之系爭協議未經兩造合意，原告係最早於空白之協議書上簽名用印，並因被告劉敏龍等3人要求而分別蓋印圓形及方形印文，系爭協議應為無效等情，則為被告4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按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8條定有明文。又私文書之文義經記載明確後，始簽名、蓋章表示承認為該文義之作成人為常態；先簽名、蓋章於空白紙據後，再由他人記載文書之文義為變態，故主張變態事實之當事人，應就此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631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告自承系爭協議下方立協議書人欄位中簽名、用印均為其所為（參本院卷第394頁），亦未曾爭執各該被告簽名、用印之真正，揆諸前開規定及裁判意旨，系爭協議即應推定為真正，並由主張變態事實之原告就其係於空白協議書簽名、用印乙節負舉證之責。惟原告迄今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且觀之系爭協議，立協議書人欄中上方第一排由左至右分別為被告劉敏龍之簽名、印文、被告劉敏明之簽名、印文、原告之簽名、方形印文，且彼此間距、字體大致相當，而原告之方形印文下方另有與其印鑑證明相符之圓形印文（參本院卷第37頁），則依一般橫式書寫習慣，原告簽名、用印之順序係於被告劉敏龍、劉敏明之後，顯較與常情相符；另原告於110年9月15日以不動產登記為申請目的至臺中○○○○○○○○申請印鑑證明（圓形印文），後被告劉敏龍等3人於110年11月25日持系爭協議至臺中市東勢地政事務所申請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惟於110年11月29日經該所承辦人員電話通知補正，原告再於同日至臺中○○○○○○○○以不動產登記為申請目的申辦印鑑證明（圓形印文），後被告劉敏龍等3人即持原告於110年11月29日申辦之印鑑證明辦理系爭不動產分割繼承登記等情，亦有系爭不動產土地登記申請書及後附資料、印鑑證明申請書等件在卷可稽（參本院卷第35至55、415至416頁），堪認原告初始係因蓋用與印鑑證明不同之方形印文，而再次申辦印鑑證明並用印於原本方形印文之下方，而非原告於簽名時同時蓋用圓形及方形印文。則系爭協議既已於110年11月25日經被告劉敏龍等3人持以申請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顯已填載完成擬分割之不動產及分割方法，原告於110年11月29日後重新蓋用圓形印文時，又豈有可能不知系爭協議內容為何，益徵原告前開主張與卷證有違，難以憑採。是供系爭不動產辦理分割繼承登記之系爭協議既由原告親自簽名、用印，其亦未能舉證證明其係於空白協議書上簽名、用印，堪認系爭協議確係經劉成霖全體繼承人即兩造意思合致而成立之遺產分割協議。又系爭協議非屬定型化契約，原告主張系爭協議依民法第247條之1之規定為無效云云，亦無理由。此外，原告復未舉證證明系爭協議有何無效事由，其請求確認系爭協議無效，即乏所據。
(三)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民法第1151條定有明文。次按繼承權被侵害者，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請求回復之，則為民法第1146條第1項所明定。惟繼承權是否被侵害，應以繼承人繼承原因發生後，有無被他人否認其繼承資格並排除其對繼承財產之占有、管理或處分為斷；若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其繼承人間對於彼此為繼承人之身分並無爭議，自無民法第1146條繼承回復請求權之適用（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37號解釋參照）。系爭不動產既經劉成霖之全體繼承人即兩造意思合致而成立遺產分割協議，業據前開認定，原告之繼承資格自未遭否認，則被告劉敏龍等3人持系爭協議辦理系爭不動產以分割繼承登記為渠等分別共有，即無侵害原告繼承權之情，原告依民法第114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劉敏龍等3人塗銷前開登記，並返還予兩造公同共有，尚屬無據。
(四)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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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179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固分別定有明文，惟被告劉敏龍等3人係依兩造意思合致而成立之遺產分割協議辦理系爭不動產之分割繼承登記，渠等取得系爭不動產自具有法律上之原因，且原告未獲分配系爭不動產，對系爭不動產亦已無所有權，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劉敏龍等3人塗銷前開登記，並返還予兩造公同共有，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179條、第767條、第1146條之規定，請求確認系爭協議無效，被告劉敏龍等3人應將系爭不動產之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返還予兩造公同共有，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述，原告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後所提出之書狀，亦無從予以審酌，均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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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
		編號

		　　　　　　　　　不動產



		1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2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3

		臺中市○○區○○段000○號建物
（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0號）



		4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6

		臺中市○○區○○段00○號建物
（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巷00弄0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訴字第65號
原      告  劉美榛  

被      告  劉敏明  
            劉敏文  

兼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劉敏龍  
被      告  劉惠媖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17日言
詞辯論終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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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程序部分：
一、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
    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亦即原告提起確
    認之訴，必須其主張之法律關係存否在當事人間不明確，致
    原告之權利或其他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危險，即時有以確
    認判決除去之必要，其在法律上始有受判決之利益，最高法
    院52年台上字第1299號裁判意旨可資參照。原告主張兩造就
    本院卷第37頁之民國110年11月25日遺產分割協議書（下稱
    系爭協議）無效，為被告所否認，並與目前地政登記相違，
    是系爭協議之效力存否即有不明確，且此不安之狀態得以確
    認判決除去之，從而本件原告起訴確認系爭協議無效，應認
    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二、被告劉惠媖先後3次經本院合法通知，均無正當理由未於言
    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
    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後段規
    定，依職權由原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即被繼承人劉成霖於民國110年8月31日死
    亡，兩造為其繼承人，應繼分各5分之1。被告劉敏龍、劉敏
    文、劉敏明（下合稱劉敏龍等3人）當時向原告表示欲代為
    辦理過戶，兩造應有部分各5分之1等情，並將空白之遺產分
    割協議書交予原告用印。詎被告劉敏龍等3人竟自行製作虛
    偽不實之系爭協議，將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合稱系爭不
    動產）登記為被告劉敏龍等3人所有，原告卻未獲分配。是
    被告劉敏龍等3人持未經全體繼承人同意之系爭協議辦理分
    割繼承登記，係故意不法侵害原告之繼承權，自不生協議分
    割之效力，系爭不動產應回復為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為此
    ，爰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179條、第767條、第1146條之規
    定，請求將系爭不動產之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並返還予
    兩造公同共有等語。並聲明：（一）確認系爭協議無效。（
    二）被告劉敏龍等3人應就被繼承人劉成霖所遺系爭不動產
    之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返還予兩造公同共有。
二、被告則以：當時因原告無處居住，兩造協議將如附表一編號
    4至6所示房地（下稱東坑路房地）讓原告繼續居住，並每月
    支付生活費新臺幣（下同）1萬元予原告，原告同意後即於
    系爭協議簽名、用印，後被告劉敏龍等3人持系爭協議辦理
    分割繼承登記時，因原告所蓋用印章與印鑑證明不符，遭地
    政事務所承辦人員電話通知退件，原告因此重新申辦印鑑證
    明並於系爭協議補蓋其印鑑，豈有可能不知系爭協議內容。
    況原告確實居住於東坑路房地，被告劉敏龍等3人亦自111年
    2月起，按月匯款1萬元至原告所申設彰化商業銀行帳戶內，
    迄今已26次。且原告前對被告劉敏龍等3人提出詐欺等告訴
    ，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46128號為
    不起訴處分，及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以112年度
    上聲議字第54號處分書駁回原告再議，及經本院以112年度
    聲判字第8號裁定駁回原告交付審判之聲請在案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被繼承人劉成霖於110年8月31日死亡，遺有包含系爭不動產
    在內之遺產，兩造為其全體繼承人，後被告劉敏龍等3人持
    系爭協議申請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系爭不動產於110年12
    月1日即以分割繼承為原因登記予被告劉敏龍等3人分別共有
    ，應有部分各3分之1等情，有系爭不動產土地登記申請書及
    後附資料、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戶籍謄本、系爭不動產登記
    第一類謄本等件在卷可稽（參本院卷第35至55、61、145至1
    75頁），應堪認定。
(二)原告主張供系爭不動產辦理分割繼承登記之系爭協議未經兩
    造合意，原告係最早於空白之協議書上簽名用印，並因被告
    劉敏龍等3人要求而分別蓋印圓形及方形印文，系爭協議應
    為無效等情，則為被告4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按私文
    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
    法第358條定有明文。又私文書之文義經記載明確後，始簽
    名、蓋章表示承認為該文義之作成人為常態；先簽名、蓋章
    於空白紙據後，再由他人記載文書之文義為變態，故主張變
    態事實之當事人，應就此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
    字第2631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告自承系爭協議下方立
    協議書人欄位中簽名、用印均為其所為（參本院卷第394頁
    ），亦未曾爭執各該被告簽名、用印之真正，揆諸前開規定
    及裁判意旨，系爭協議即應推定為真正，並由主張變態事實
    之原告就其係於空白協議書簽名、用印乙節負舉證之責。惟
    原告迄今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且觀之系爭協議，立
    協議書人欄中上方第一排由左至右分別為被告劉敏龍之簽名
    、印文、被告劉敏明之簽名、印文、原告之簽名、方形印文
    ，且彼此間距、字體大致相當，而原告之方形印文下方另有
    與其印鑑證明相符之圓形印文（參本院卷第37頁），則依一
    般橫式書寫習慣，原告簽名、用印之順序係於被告劉敏龍、
    劉敏明之後，顯較與常情相符；另原告於110年9月15日以不
    動產登記為申請目的至臺中○○○○○○○○申請印鑑證明（圓形印
    文），後被告劉敏龍等3人於110年11月25日持系爭協議至臺
    中市東勢地政事務所申請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惟於110年1
    1月29日經該所承辦人員電話通知補正，原告再於同日至臺
    中○○○○○○○○以不動產登記為申請目的申辦印鑑證明（圓形印
    文），後被告劉敏龍等3人即持原告於110年11月29日申辦之
    印鑑證明辦理系爭不動產分割繼承登記等情，亦有系爭不動
    產土地登記申請書及後附資料、印鑑證明申請書等件在卷可
    稽（參本院卷第35至55、415至416頁），堪認原告初始係因
    蓋用與印鑑證明不同之方形印文，而再次申辦印鑑證明並用
    印於原本方形印文之下方，而非原告於簽名時同時蓋用圓形
    及方形印文。則系爭協議既已於110年11月25日經被告劉敏
    龍等3人持以申請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顯已填載完成擬分
    割之不動產及分割方法，原告於110年11月29日後重新蓋用
    圓形印文時，又豈有可能不知系爭協議內容為何，益徵原告
    前開主張與卷證有違，難以憑採。是供系爭不動產辦理分割
    繼承登記之系爭協議既由原告親自簽名、用印，其亦未能舉
    證證明其係於空白協議書上簽名、用印，堪認系爭協議確係
    經劉成霖全體繼承人即兩造意思合致而成立之遺產分割協議
    。又系爭協議非屬定型化契約，原告主張系爭協議依民法第
    247條之1之規定為無效云云，亦無理由。此外，原告復未舉
    證證明系爭協議有何無效事由，其請求確認系爭協議無效，
    即乏所據。
(三)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
    為公同共有，民法第1151條定有明文。次按繼承權被侵害者
    ，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請求回復之，則為民法第1146條
    第1項所明定。惟繼承權是否被侵害，應以繼承人繼承原因
    發生後，有無被他人否認其繼承資格並排除其對繼承財產之
    占有、管理或處分為斷；若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其繼承人間
    對於彼此為繼承人之身分並無爭議，自無民法第1146條繼承
    回復請求權之適用（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37號解釋參照）
    。系爭不動產既經劉成霖之全體繼承人即兩造意思合致而成
    立遺產分割協議，業據前開認定，原告之繼承資格自未遭否
    認，則被告劉敏龍等3人持系爭協議辦理系爭不動產以分割
    繼承登記為渠等分別共有，即無侵害原告繼承權之情，原告
    依民法第114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劉敏龍等3人塗銷前開
    登記，並返還予兩造公同共有，尚屬無據。
(四)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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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
    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179條、第767條第1
    項前段、中段固分別定有明文，惟被告劉敏龍等3人係依兩
    造意思合致而成立之遺產分割協議辦理系爭不動產之分割繼
    承登記，渠等取得系爭不動產自具有法律上之原因，且原告
    未獲分配系爭不動產，對系爭不動產亦已無所有權，原告依
    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劉敏龍等3人塗
    銷前開登記，並返還予兩造公同共有，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179條、第767條、第
    1146條之規定，請求確認系爭協議無效，被告劉敏龍等3人
    應將系爭不動產之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返還予兩造公同
    共有，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述
    ，原告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後所提出之書狀，亦無從予以審
    酌，均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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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
編號 　　　　　　　　　不動產 1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2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3 臺中市○○區○○段000○號建物 （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0號） 4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6 臺中市○○區○○段00○號建物 （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巷00弄0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訴字第65號
原      告  劉美榛  


被      告  劉敏明  
            劉敏文  


兼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劉敏龍  
被      告  劉惠媖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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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程序部分：
一、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亦即原告提起確認之訴，必須其主張之法律關係存否在當事人間不明確，致原告之權利或其他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危險，即時有以確認判決除去之必要，其在法律上始有受判決之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99號裁判意旨可資參照。原告主張兩造就本院卷第37頁之民國110年11月25日遺產分割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無效，為被告所否認，並與目前地政登記相違，是系爭協議之效力存否即有不明確，且此不安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從而本件原告起訴確認系爭協議無效，應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二、被告劉惠媖先後3次經本院合法通知，均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後段規定，依職權由原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即被繼承人劉成霖於民國110年8月31日死亡，兩造為其繼承人，應繼分各5分之1。被告劉敏龍、劉敏文、劉敏明（下合稱劉敏龍等3人）當時向原告表示欲代為辦理過戶，兩造應有部分各5分之1等情，並將空白之遺產分割協議書交予原告用印。詎被告劉敏龍等3人竟自行製作虛偽不實之系爭協議，將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合稱系爭不動產）登記為被告劉敏龍等3人所有，原告卻未獲分配。是被告劉敏龍等3人持未經全體繼承人同意之系爭協議辦理分割繼承登記，係故意不法侵害原告之繼承權，自不生協議分割之效力，系爭不動產應回復為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為此，爰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179條、第767條、第1146條之規定，請求將系爭不動產之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並返還予兩造公同共有等語。並聲明：（一）確認系爭協議無效。（二）被告劉敏龍等3人應就被繼承人劉成霖所遺系爭不動產之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返還予兩造公同共有。
二、被告則以：當時因原告無處居住，兩造協議將如附表一編號4至6所示房地（下稱東坑路房地）讓原告繼續居住，並每月支付生活費新臺幣（下同）1萬元予原告，原告同意後即於系爭協議簽名、用印，後被告劉敏龍等3人持系爭協議辦理分割繼承登記時，因原告所蓋用印章與印鑑證明不符，遭地政事務所承辦人員電話通知退件，原告因此重新申辦印鑑證明並於系爭協議補蓋其印鑑，豈有可能不知系爭協議內容。況原告確實居住於東坑路房地，被告劉敏龍等3人亦自111年2月起，按月匯款1萬元至原告所申設彰化商業銀行帳戶內，迄今已26次。且原告前對被告劉敏龍等3人提出詐欺等告訴，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46128號為不起訴處分，及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54號處分書駁回原告再議，及經本院以112年度聲判字第8號裁定駁回原告交付審判之聲請在案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被繼承人劉成霖於110年8月31日死亡，遺有包含系爭不動產在內之遺產，兩造為其全體繼承人，後被告劉敏龍等3人持系爭協議申請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系爭不動產於110年12月1日即以分割繼承為原因登記予被告劉敏龍等3人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3分之1等情，有系爭不動產土地登記申請書及後附資料、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戶籍謄本、系爭不動產登記第一類謄本等件在卷可稽（參本院卷第35至55、61、145至175頁），應堪認定。
(二)原告主張供系爭不動產辦理分割繼承登記之系爭協議未經兩造合意，原告係最早於空白之協議書上簽名用印，並因被告劉敏龍等3人要求而分別蓋印圓形及方形印文，系爭協議應為無效等情，則為被告4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按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8條定有明文。又私文書之文義經記載明確後，始簽名、蓋章表示承認為該文義之作成人為常態；先簽名、蓋章於空白紙據後，再由他人記載文書之文義為變態，故主張變態事實之當事人，應就此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631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告自承系爭協議下方立協議書人欄位中簽名、用印均為其所為（參本院卷第394頁），亦未曾爭執各該被告簽名、用印之真正，揆諸前開規定及裁判意旨，系爭協議即應推定為真正，並由主張變態事實之原告就其係於空白協議書簽名、用印乙節負舉證之責。惟原告迄今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且觀之系爭協議，立協議書人欄中上方第一排由左至右分別為被告劉敏龍之簽名、印文、被告劉敏明之簽名、印文、原告之簽名、方形印文，且彼此間距、字體大致相當，而原告之方形印文下方另有與其印鑑證明相符之圓形印文（參本院卷第37頁），則依一般橫式書寫習慣，原告簽名、用印之順序係於被告劉敏龍、劉敏明之後，顯較與常情相符；另原告於110年9月15日以不動產登記為申請目的至臺中○○○○○○○○申請印鑑證明（圓形印文），後被告劉敏龍等3人於110年11月25日持系爭協議至臺中市東勢地政事務所申請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惟於110年11月29日經該所承辦人員電話通知補正，原告再於同日至臺中○○○○○○○○以不動產登記為申請目的申辦印鑑證明（圓形印文），後被告劉敏龍等3人即持原告於110年11月29日申辦之印鑑證明辦理系爭不動產分割繼承登記等情，亦有系爭不動產土地登記申請書及後附資料、印鑑證明申請書等件在卷可稽（參本院卷第35至55、415至416頁），堪認原告初始係因蓋用與印鑑證明不同之方形印文，而再次申辦印鑑證明並用印於原本方形印文之下方，而非原告於簽名時同時蓋用圓形及方形印文。則系爭協議既已於110年11月25日經被告劉敏龍等3人持以申請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顯已填載完成擬分割之不動產及分割方法，原告於110年11月29日後重新蓋用圓形印文時，又豈有可能不知系爭協議內容為何，益徵原告前開主張與卷證有違，難以憑採。是供系爭不動產辦理分割繼承登記之系爭協議既由原告親自簽名、用印，其亦未能舉證證明其係於空白協議書上簽名、用印，堪認系爭協議確係經劉成霖全體繼承人即兩造意思合致而成立之遺產分割協議。又系爭協議非屬定型化契約，原告主張系爭協議依民法第247條之1之規定為無效云云，亦無理由。此外，原告復未舉證證明系爭協議有何無效事由，其請求確認系爭協議無效，即乏所據。
(三)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民法第1151條定有明文。次按繼承權被侵害者，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請求回復之，則為民法第1146條第1項所明定。惟繼承權是否被侵害，應以繼承人繼承原因發生後，有無被他人否認其繼承資格並排除其對繼承財產之占有、管理或處分為斷；若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其繼承人間對於彼此為繼承人之身分並無爭議，自無民法第1146條繼承回復請求權之適用（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37號解釋參照）。系爭不動產既經劉成霖之全體繼承人即兩造意思合致而成立遺產分割協議，業據前開認定，原告之繼承資格自未遭否認，則被告劉敏龍等3人持系爭協議辦理系爭不動產以分割繼承登記為渠等分別共有，即無侵害原告繼承權之情，原告依民法第114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劉敏龍等3人塗銷前開登記，並返還予兩造公同共有，尚屬無據。
(四)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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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179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固分別定有明文，惟被告劉敏龍等3人係依兩造意思合致而成立之遺產分割協議辦理系爭不動產之分割繼承登記，渠等取得系爭不動產自具有法律上之原因，且原告未獲分配系爭不動產，對系爭不動產亦已無所有權，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劉敏龍等3人塗銷前開登記，並返還予兩造公同共有，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179條、第767條、第1146條之規定，請求確認系爭協議無效，被告劉敏龍等3人應將系爭不動產之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返還予兩造公同共有，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述，原告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後所提出之書狀，亦無從予以審酌，均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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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
		編號

		　　　　　　　　　不動產



		1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2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3

		臺中市○○區○○段000○號建物
（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0號）



		4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6

		臺中市○○區○○段00○號建物
（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巷00弄0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訴字第65號
原      告  劉美榛  

被      告  劉敏明  
            劉敏文  

兼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劉敏龍  
被      告  劉惠媖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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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程序部分：
一、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亦即原告提起確認之訴，必須其主張之法律關係存否在當事人間不明確，致原告之權利或其他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危險，即時有以確認判決除去之必要，其在法律上始有受判決之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99號裁判意旨可資參照。原告主張兩造就本院卷第37頁之民國110年11月25日遺產分割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無效，為被告所否認，並與目前地政登記相違，是系爭協議之效力存否即有不明確，且此不安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從而本件原告起訴確認系爭協議無效，應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二、被告劉惠媖先後3次經本院合法通知，均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後段規定，依職權由原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即被繼承人劉成霖於民國110年8月31日死亡，兩造為其繼承人，應繼分各5分之1。被告劉敏龍、劉敏文、劉敏明（下合稱劉敏龍等3人）當時向原告表示欲代為辦理過戶，兩造應有部分各5分之1等情，並將空白之遺產分割協議書交予原告用印。詎被告劉敏龍等3人竟自行製作虛偽不實之系爭協議，將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合稱系爭不動產）登記為被告劉敏龍等3人所有，原告卻未獲分配。是被告劉敏龍等3人持未經全體繼承人同意之系爭協議辦理分割繼承登記，係故意不法侵害原告之繼承權，自不生協議分割之效力，系爭不動產應回復為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為此，爰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179條、第767條、第1146條之規定，請求將系爭不動產之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並返還予兩造公同共有等語。並聲明：（一）確認系爭協議無效。（二）被告劉敏龍等3人應就被繼承人劉成霖所遺系爭不動產之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返還予兩造公同共有。
二、被告則以：當時因原告無處居住，兩造協議將如附表一編號4至6所示房地（下稱東坑路房地）讓原告繼續居住，並每月支付生活費新臺幣（下同）1萬元予原告，原告同意後即於系爭協議簽名、用印，後被告劉敏龍等3人持系爭協議辦理分割繼承登記時，因原告所蓋用印章與印鑑證明不符，遭地政事務所承辦人員電話通知退件，原告因此重新申辦印鑑證明並於系爭協議補蓋其印鑑，豈有可能不知系爭協議內容。況原告確實居住於東坑路房地，被告劉敏龍等3人亦自111年2月起，按月匯款1萬元至原告所申設彰化商業銀行帳戶內，迄今已26次。且原告前對被告劉敏龍等3人提出詐欺等告訴，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46128號為不起訴處分，及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54號處分書駁回原告再議，及經本院以112年度聲判字第8號裁定駁回原告交付審判之聲請在案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被繼承人劉成霖於110年8月31日死亡，遺有包含系爭不動產在內之遺產，兩造為其全體繼承人，後被告劉敏龍等3人持系爭協議申請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系爭不動產於110年12月1日即以分割繼承為原因登記予被告劉敏龍等3人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3分之1等情，有系爭不動產土地登記申請書及後附資料、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戶籍謄本、系爭不動產登記第一類謄本等件在卷可稽（參本院卷第35至55、61、145至175頁），應堪認定。
(二)原告主張供系爭不動產辦理分割繼承登記之系爭協議未經兩造合意，原告係最早於空白之協議書上簽名用印，並因被告劉敏龍等3人要求而分別蓋印圓形及方形印文，系爭協議應為無效等情，則為被告4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按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8條定有明文。又私文書之文義經記載明確後，始簽名、蓋章表示承認為該文義之作成人為常態；先簽名、蓋章於空白紙據後，再由他人記載文書之文義為變態，故主張變態事實之當事人，應就此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631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告自承系爭協議下方立協議書人欄位中簽名、用印均為其所為（參本院卷第394頁），亦未曾爭執各該被告簽名、用印之真正，揆諸前開規定及裁判意旨，系爭協議即應推定為真正，並由主張變態事實之原告就其係於空白協議書簽名、用印乙節負舉證之責。惟原告迄今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且觀之系爭協議，立協議書人欄中上方第一排由左至右分別為被告劉敏龍之簽名、印文、被告劉敏明之簽名、印文、原告之簽名、方形印文，且彼此間距、字體大致相當，而原告之方形印文下方另有與其印鑑證明相符之圓形印文（參本院卷第37頁），則依一般橫式書寫習慣，原告簽名、用印之順序係於被告劉敏龍、劉敏明之後，顯較與常情相符；另原告於110年9月15日以不動產登記為申請目的至臺中○○○○○○○○申請印鑑證明（圓形印文），後被告劉敏龍等3人於110年11月25日持系爭協議至臺中市東勢地政事務所申請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惟於110年11月29日經該所承辦人員電話通知補正，原告再於同日至臺中○○○○○○○○以不動產登記為申請目的申辦印鑑證明（圓形印文），後被告劉敏龍等3人即持原告於110年11月29日申辦之印鑑證明辦理系爭不動產分割繼承登記等情，亦有系爭不動產土地登記申請書及後附資料、印鑑證明申請書等件在卷可稽（參本院卷第35至55、415至416頁），堪認原告初始係因蓋用與印鑑證明不同之方形印文，而再次申辦印鑑證明並用印於原本方形印文之下方，而非原告於簽名時同時蓋用圓形及方形印文。則系爭協議既已於110年11月25日經被告劉敏龍等3人持以申請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顯已填載完成擬分割之不動產及分割方法，原告於110年11月29日後重新蓋用圓形印文時，又豈有可能不知系爭協議內容為何，益徵原告前開主張與卷證有違，難以憑採。是供系爭不動產辦理分割繼承登記之系爭協議既由原告親自簽名、用印，其亦未能舉證證明其係於空白協議書上簽名、用印，堪認系爭協議確係經劉成霖全體繼承人即兩造意思合致而成立之遺產分割協議。又系爭協議非屬定型化契約，原告主張系爭協議依民法第247條之1之規定為無效云云，亦無理由。此外，原告復未舉證證明系爭協議有何無效事由，其請求確認系爭協議無效，即乏所據。
(三)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民法第1151條定有明文。次按繼承權被侵害者，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請求回復之，則為民法第1146條第1項所明定。惟繼承權是否被侵害，應以繼承人繼承原因發生後，有無被他人否認其繼承資格並排除其對繼承財產之占有、管理或處分為斷；若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其繼承人間對於彼此為繼承人之身分並無爭議，自無民法第1146條繼承回復請求權之適用（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37號解釋參照）。系爭不動產既經劉成霖之全體繼承人即兩造意思合致而成立遺產分割協議，業據前開認定，原告之繼承資格自未遭否認，則被告劉敏龍等3人持系爭協議辦理系爭不動產以分割繼承登記為渠等分別共有，即無侵害原告繼承權之情，原告依民法第114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劉敏龍等3人塗銷前開登記，並返還予兩造公同共有，尚屬無據。
(四)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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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179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固分別定有明文，惟被告劉敏龍等3人係依兩造意思合致而成立之遺產分割協議辦理系爭不動產之分割繼承登記，渠等取得系爭不動產自具有法律上之原因，且原告未獲分配系爭不動產，對系爭不動產亦已無所有權，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劉敏龍等3人塗銷前開登記，並返還予兩造公同共有，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179條、第767條、第1146條之規定，請求確認系爭協議無效，被告劉敏龍等3人應將系爭不動產之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返還予兩造公同共有，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述，原告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後所提出之書狀，亦無從予以審酌，均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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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
編號 　　　　　　　　　不動產 1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2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3 臺中市○○區○○段000○號建物 （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0號） 4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6 臺中市○○區○○段00○號建物 （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巷00弄0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