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55號

原      告  黃玲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曾獻賜律師

            林柏睿律師

被      告  吳曾昭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華生律師

被      告  鄭蔡美緞(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鄭明典(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鄭宏豪(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鄭進樑(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鄭榮洲(即鄭林不纒、鄭盧英娥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鄭健洲(即鄭林不纒、鄭盧英娥之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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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鄭淑慧(即鄭林不纒、鄭盧英娥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鄭月桂(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鄭碧桂(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鄭月理(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郭鄭碧月(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許芳瑞律師即鄭順德之遺產管理人

0000000000000000

            鄭三德(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於民國113年11月19日言詞

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鄭林不纒所遺

坐落臺南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28.82平方公

尺、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5.99平方公

尺，應有部分均3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二、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土地，應按附圖一所示方法合併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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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編號A部分、面積9,478.22平方公尺，分歸原告取得；

編號B部分、面積18,956.43平方公尺，分歸被告吳曾昭美取

得；坐落臺南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28.82平

方公尺、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5.99平

方公尺，均分歸被告吳曾昭美取得。

三、兩造應為補償及應受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二所示。

四、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

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

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

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後，原來之被告即被繼承人鄭盧英

娥於民國113年3月2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鄭榮洲、鄭健

洲、鄭淑慧，有原告提出之戶籍謄本5件、繼承系統表、本

院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各1件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45頁

至第157頁），原告為他造當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

2項規定，於113年3月29日提出民事陳報暨通知承受訴訟

狀、聲明由被告鄭榮洲、鄭健洲、鄭淑慧承受訴訟（見本院

卷第143頁、第144頁），經本院將該民事陳報暨通知承受訴

訟狀繕本送達被告鄭榮洲、鄭健洲、鄭淑慧，有本院送達證

書附於本院回證卷可查；本件原來之被告鄭順德於113年5月

31日死亡，其法定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有原告提出之戶籍謄

本5件、繼承系統表、本院公告各1件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

307頁至第317頁），原告為他造當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17

5條第2項規定，分別於113年8月16日、同年9月25日、同年1

0月16日提出民事陳報狀各1件，聲明由被繼承人鄭順德之遺

產管理人許芳瑞律師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305頁、第306

頁、第323頁至第328頁），經本院將該陳報狀繕本送達許芳

瑞律師，有本院送達證書附於本院回證卷可查，是原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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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被告鄭榮洲、鄭健洲、鄭淑慧承受被繼承人鄭盧英娥之本

件訴訟，由許芳瑞律師承受被繼承人鄭順德之本件訴訟，與

法相合，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坐落臺南市○○區○○○段00地號土地、同段103地號土

地，面積分別為28.82平方公尺、25.99平方公尺，使用分

區均為乙種工業區（下合稱系爭工業區土地）現登記為原

告、被告吳曾昭美、訴外人鄭林不纒所共有，每人應有部

分各3分之1；同段100、101、102、109、110、113地號土

地，使用分區均為農業區（下合稱系爭農業區土地，與系

爭工業區土地合稱系爭土地）為原告、被告吳曾昭美所共

有，其土地面積、每人應有部分各如附表一所示。鄭林不

纒已於82年8月14日死亡，應由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

被告繼承或輾轉繼承，惟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

均未辦理繼承登記，原告請求上開繼承人辦理鄭林不纒所

遺系爭工業區土地應有部分之繼承登記。又系爭土地並無

不得分割之特別約定，且無不能分割之協議，亦無現實上

或法律上不能分割之情形，原告自得請求將系爭工業區土

地合併分割，全部分歸由被告吳曾昭美取得，並以金錢找

補其他被告；將系爭農業區土地合併分割如附圖一所示：

即其中編號A部分、面積9,478.22平方公尺之土地分歸原

告取得；編號B部分、面積18,956.43平方公尺之土地分歸

被告吳曾昭美取得，並互為找補（下稱原告方案）等語。

（二）聲明：如主文第1項至第3項所示。

二、被告鄭榮洲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惟其以前到庭陳述

略以：我同意由原告或被告吳曾昭美購買鄭林不纒的應有部

分等語。並聲明：未為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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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告吳曾昭美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惟據其提出書狀辯

稱：

（一）系爭農業區土地，連結成一塊略呈長方形之土地，四周均

未直接臨路，東邊與西邊之價值，殊無軒輕之分。本院函

請訴外人王建忠不動產估價師鑑價，係以分割後如附圖一

編號A部分土地為「比準宗地」，先評估「比準宗地」之

「正常價格」後，再根據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與「比

準宗地」A部分間之個別條件差異，推估如附圖一編號B部

分土地「正常價格」，再以兩地「正常價格」之差作為找

補之金額。王建忠不動產估價師先就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

土地以比較法評估其「正常價格」為每平方公尺10,200

元，但與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個別因素調整以推估如

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之正常價格時，係以「面積調

整」、「面寬調整」、「臨防汛道路方便性調整」及「地

形調整」等四項為調整依據。惟面積大小，寬度長短，係

因各共有人所擁有應有部分之多寡使然，其優劣理應由各

該共有人自己承受，以之為調整依據，有失公平；又以

「臨防汛道路方便性調整」為調整依據，則過於短視，忽

視將來開發使用的方向。

（二）系爭農業區土地北臨之同段108、111、112、114、107、2

7、26、115、116、117、133地號土地（下稱108等11筆地

號土地），均屬被告家族成員即訴外人吳平原、吳平治所

有，被告吳曾昭美係訴外人吳修齊之配偶，吳平原、吳平

治為吳修齊之子，故被告吳曾昭美分割取得如附圖二編號

甲部分土地，有與上開鄰地共同使用之利，甚至向西可通

至永華路，原告分得如附圖二編號乙部分土地，亦可就近

享「臨防汛道路方便性」，基於互利性原則，且係按各應

有部分比例分配，故無互為補償之必要。系爭工業區土地

因與如附圖二編號乙部分土地臨接，宜全部分割予原告取

得，並以金錢找補其他共有人，就找補金額部分，同意引

用王建忠不動產估價師鑑價金額（下稱被告吳曾昭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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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等語。

（三）聲明：

　１、兩造共有系爭農業區土地同意合併分割，並按被告吳曾昭

美應有部分3分之2、原告應有部分3分之1之比例分配，如

附圖二編號甲部分土地歸被告吳曾昭美取得，如附圖二編

號乙部分土地歸原告取得。

　２、系爭工業區土地全部歸原告取得，並以價金補償其他共有

人。

四、本件原告主張系爭農業區土地為原告、被告吳曾昭美共有，

每人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系爭工業區土地為原告、被告

吳曾昭美、鄭林不纒所共有，每人應有部分各3分之1，鄭林

不纒已於82年8月14日死亡，應由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

被告繼承或輾轉繼承。而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非不能分

割，共有人間復無不分割之約定，惟迄今不能達成分割之協

議之事實，有原告提出之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圖

謄本、鄭林不纒、鄭盧英娥、鄭順德之戶籍謄本、繼承系統

表、本院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本院公告查詢各1件在卷

可稽（見本院調字卷第21頁、第101頁至第142頁、本院卷第

145頁至第157頁、第307頁至第317頁），並有本院112年度

司南調字第138號民事卷可查，而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既未

到庭或提出書狀針對上情為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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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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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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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

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

仍維持共有。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民法第823條、第824條第1項至第5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1人或數人死

亡，而他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時，為求訴訟之經濟起見，

可許原告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合併提起，即以

一訴請求該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

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

動產，即最高法院70年度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亦同此見

解。

六、經查系爭工業區土地為原告、被告吳曾昭美、鄭林不纒共

有，系爭農業區土地為原告、被告吳曾昭美共有，系爭工業

區土地之使用類別為乙種工業區用地，系爭農業區土地之使

用分區為農業區用地，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都市計

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各1件在卷可憑（見本院調字卷第101

頁至第121頁，本院卷第179頁），惟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

所示被告迄未就其被繼承人鄭林不纒對系爭工業區土地之應

有部分3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又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非

不能分割，且查無任何不能分割之法令限制，復無不分割之

約定，亦不能達成分割協議，有如前述，是依上開法條規定

及說明，原告以一訴請求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就

被繼承人鄭林不纒對系爭工業區土地之應有部分3分之1辦理

繼承登記後，並以裁判合併分割系爭工業區土地、合併分割

系爭農業區土地，要屬有據，應予准許。

七、次按請求共有物之分割，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命為

適當之分配，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分割共有物時，法院

應參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客觀情狀、性質、經濟效

用、各共有人之使用現狀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狀公平決

之。又每宗耕地分割後每人所有面積未達0.25公頃者，不得

分割。農業發展條例第12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經查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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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區土地合併後之四周地界尚屬平直，系爭工業區土地合

併後則屬略呈等腰三角形狀，系爭土地現況雜草、樹木叢

生，其上有一頹傾之紅磚地上物，無對外聯絡之道路可供通

行，均為袋地等情，有原告提出之系爭土地地籍圖謄本1

件、系爭土地現況照片12張附卷可憑（見本院調字卷第21

頁、本院卷第117頁至第127頁），可知系爭土地合併分割並

無需要預留道路通行。又查系爭農業區土地按原告方案即如

附圖一所示方法分割，原告、被告吳曾昭美均可按其原應有

部分比例取得原物，且各自取得之土地地形均屬方整，有利

於土地農業發展之經濟利用，系爭農業區土地合併分割後，

原告、被告吳曾昭美取得之土地面積分別為9,478.22平方公

尺、18,956.43平方公尺，面積均遠大於0.25公頃限制，與

農業發展條例第12條第1項本文規定之限制無違；而系爭工

業區土地合併後總面積僅54.81平方公尺，然共有人有原

告、被告吳曾昭美、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每人

之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所示，若依各該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取得土地，將使土地過度細分，不利於系爭工業區土地之利

用，難以發揮土地經濟效益之最大化，若依原告方案分割，

將系爭工業區土地合併分割後，全部由被告吳曾昭美取得，

將可與其分得相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合併利用，有利

於被告吳曾昭美利用土地之最大經濟價值。加以原告起訴原

欲採用另一分割方案，即將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土地分歸原

告取得，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由被告全體依其原應有部

分比例保持共有，然被告吳曾昭美於113年3月25日具狀表示

同意系爭土地按如附圖一所示方法分割，即由被告吳曾昭美

取得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就系爭工業區土地部分則由

其單獨取得，並由原告、被告吳曾昭美以金錢補償未分得土

地之如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原告乃於113年4月1

7日表示同意被告吳曾昭美於同年3月25日提出之上開分割方

案，並變更聲明為與被告吳曾昭美於同年3月25日提出之分

割方案相同之原告方案，有原告之起訴狀1件、民事陳報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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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被告之民事答辯狀、民事陳報狀各1件在卷可查（見本

院調字卷第9頁至第21頁、本院卷第139頁至第141頁、第165

頁、第166頁、第219頁至第221頁），可知原告方案本即為

被告吳曾昭美所提出，之後原告才同意採用，則被告吳曾昭

美嗣後更易前詞改請求採用如其抗辯所稱之被告吳曾昭美方

案，要求其改分割取得如附圖二編號甲部分土地，由原告取

得如附圖二編號乙部分土地，並由原告單獨取得系爭工業區

土地後，由原告以金錢找補未分得土地之附表一編號3至編

號15所示被告，顯屬僅顧及自己利益、忽視其他共有人權益

之作為，違反誠信及公平原則。然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須顧

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被告吳曾昭美抗辯採用之被告吳曾昭

美方案，僅顧及其自身利益，也為原告不同意，自無可採。

再者系爭土地北臨之108等11筆地號土地固為被告吳曾昭美

配偶吳修齊之子吳平原、吳平治所有，然吳平原、吳平治並

非被告吳曾昭美之子，且108等11筆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及

使用地類別均為空白等情，有被告吳曾昭美提出土地登記第

一類謄本11件、吳曾昭美戶籍謄本、吳平原、吳平治身份證

影本各1件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45頁至第369頁），可知

吳平原、吳平治與被告吳曾昭美並無血緣連結，則其2人日

後是否願意將108等11筆地號土地與被告吳曾昭美於本件分

割共有物事件取得之土地合併利用，仍屬未定之事，自不得

以此據為必將如附圖二編號甲部分土地分歸被告吳曾昭美取

得之理由。況系爭農業區土地只能做農業使用，吳平原、吳

平治所有之108等11筆地號土地均非農業用地，將來有很大

機率不做農業使用，被告吳曾昭美於分割後取得如附圖一編

號A部分土地多達18,956.43平方公尺，已足發揮其分割後取

得土地之農業經濟效用，亦無非與108等11筆地號土地合併

使用之必要。是被告吳曾昭美以108等11筆土地為其配偶吳

修齊之子吳平原、吳平治所有，被告吳曾昭美分得之土地有

與上開鄰地共同使用之利為由，抗辯系爭土地應改採被告吳

曾昭美方案分割云云，並無足採。兩造就系爭土地按附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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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分配位置為分割，由原告分得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土

地、面積9,478.22平方公尺，由被告吳曾昭美分得如附圖一

編號B部分土地、面積18,956.43平方公尺，由被告吳曾昭美

單獨分得系爭工業區土地，面積分別為28.82平方公尺、25.

99平方公尺，本即為原告、被告吳曾昭美、被告鄭榮洲同意

之分配位置，其餘被告經本院合法通知，均未到場或以書狀

表示不同意見，堪認採用原告方案亦不違反其等之意願，且

原告方案符合公平原則，更是被告吳曾昭美最初提出之分割

方法，原告、被告吳曾昭美分割後取得之土地，均足以發揮

系爭土地之最大經濟價值，是本院審酌上情，認系爭土地採

原告方案分割，應屬符合大多數共有人期待，發揮最大經濟

效用之分割分法，乃最有利於系爭土地之利用，並兼顧兩造

分得土地之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之分割方式。原告

主張系爭土地應按如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法為分割，並由兩

造以金錢互為找補，要屬可採。被告吳曾昭美抗辯系爭土地

應按如附圖二所示之被告吳曾昭美方案分割，原告並應以金

錢找補未分得土地之如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云

云，委無足採。

八、再查本院依職權囑託王建忠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原告方案

進行鑑價，經就系爭土地之分割位置及面積，估價分割後各

筆土地之價格，據以計算各共有人差額找補如附表二所示，

有113年8月6日王建忠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王建忠估師字第1

1306043-4號函檢送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1本附於外卷可查，

本院審酌鑑定人領有不動產估價師證書，對於土地價額之評

析具有一定之專業，其評估系爭土地分割後之價值，尚屬公

正客觀，應可採信，爰命兩造依附表二所示金額互為找補。

被告吳曾昭美另以其上開三、（一）所示事由，抗辯上開估

價報告有失公平，且過於短視，忽視將來開發使用之方向云

云，要屬其主觀意見，亦無可採。

九、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

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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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共同訴訟人，按其人數，平均分

擔訴訟費用。但共同訴訟人於訴訟之利害關係顯有差異者，

法院得酌量其利害關係之比例，命分別負擔。民事訴訟法第

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事件本

質上並無訟爭性，乃由法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案較能增進共有

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

法。本件原告請求分割共有物，因兩造均獲得利益，如僅由

被告負擔，本院認為顯失公平，因認本件訴訟費用之裁判費

及測量費，應由兩造各按其應有部分比例負擔，較為公允。

爰諭知本件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4項所示。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主張，均與

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說明。

十一、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

之1、第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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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5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附表一：土地面積及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

編號 共有人 不動產標示

臺南市○○區

○○○段00地

號土地，面積2

8.82平方公尺

臺南市○○區

○○○段000地

號土地，面積2

5.99平方公尺

臺南市○○區

○○○段 000

地號土地，面

積3,265.91平

方公尺

臺南市○○區

○○○段000地

號土地，面積2

48.56平方公尺

臺南市○○區

○○○段000地

號土地，面積

7,502.75 平 方

公尺

臺南市○○區

○○○段000地

號土地，面積

6,529.39 平 方

公尺

臺南市○○區

○○○段000地

號土地，面積

2,614.63 平方

公尺

臺南市○○區

○○○段 000

地號土地8,27

3.41平方公尺

1 黃玲珠 3分之1 3分之1 3分之1 3分之1 3分之1 3分之1 3分之1 3分之1

2 吳曾昭美 3分之1 3分之1 3分之2 3分之2 3分之2 3分之2 3分之2 3分之2

3 鄭 林

不 纒

之 繼

承人

鄭蔡美緞 公同共有

3分之1

公同共有

3分之1

0 0 0 0 0 0

4 鄭明典 0 0 0 0 0 0

5 鄭宏豪 0 0 0 0 0 0

6 鄭進樑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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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鄭榮洲兼

鄭盧英娥

之繼承人

0 0 0 0 0 0

8 鄭健洲兼

鄭盧英娥

之繼承人

0 0 0 0 0 0

9 鄭淑慧兼

鄭盧英娥

之繼承人

0 0 0 0 0 0

10 王鄭月桂 0 0 0 0 0 0

11 鄭碧桂 0 0 0 0 0 0

12 鄭月理 0 0 0 0 0 0

13 郭鄭碧月 0 0 0 0 0 0

14 許芳瑞律

師即鄭順

德之遺產

管理人

0 0 0 0 0 0

15 鄭三德 0 0 0 0 0 0

附表二：

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吳曾昭美

黃玲珠 新臺幣1,119,656元

鄭蔡美緞 （公同共有）

新臺幣487,809元鄭明典

鄭宏豪

鄭進樑

鄭榮洲兼

鄭盧英娥

之繼承人

鄭健洲兼

鄭盧英娥

之繼承人

鄭淑慧兼

鄭盧英娥

之繼承人

王鄭月桂

鄭碧桂

01

02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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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月理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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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55號
原      告  黃玲珠  




訴訟代理人  曾獻賜律師
            林柏睿律師
被      告  吳曾昭美




訴訟代理人  林華生律師
被      告  鄭蔡美緞(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鄭明典(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鄭宏豪(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鄭進樑(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鄭榮洲(即鄭林不纒、鄭盧英娥之繼承人)




            鄭健洲(即鄭林不纒、鄭盧英娥之繼承人)




            鄭淑慧(即鄭林不纒、鄭盧英娥之繼承人)




            王鄭月桂(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鄭碧桂(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鄭月理(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郭鄭碧月(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許芳瑞律師即鄭順德之遺產管理人


            鄭三德(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於民國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鄭林不纒所遺坐落臺南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28.82平方公尺、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5.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均3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二、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土地，應按附圖一所示方法合併分割：編號A部分、面積9,478.22平方公尺，分歸原告取得；編號B部分、面積18,956.43平方公尺，分歸被告吳曾昭美取得；坐落臺南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28.82平方公尺、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5.99平方公尺，均分歸被告吳曾昭美取得。
三、兩造應為補償及應受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二所示。
四、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後，原來之被告即被繼承人鄭盧英娥於民國113年3月2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鄭榮洲、鄭健洲、鄭淑慧，有原告提出之戶籍謄本5件、繼承系統表、本院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各1件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45頁至第157頁），原告為他造當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2項規定，於113年3月29日提出民事陳報暨通知承受訴訟狀、聲明由被告鄭榮洲、鄭健洲、鄭淑慧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143頁、第144頁），經本院將該民事陳報暨通知承受訴訟狀繕本送達被告鄭榮洲、鄭健洲、鄭淑慧，有本院送達證書附於本院回證卷可查；本件原來之被告鄭順德於113年5月31日死亡，其法定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有原告提出之戶籍謄本5件、繼承系統表、本院公告各1件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307頁至第317頁），原告為他造當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2項規定，分別於113年8月16日、同年9月25日、同年10月16日提出民事陳報狀各1件，聲明由被繼承人鄭順德之遺產管理人許芳瑞律師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305頁、第306頁、第323頁至第328頁），經本院將該陳報狀繕本送達許芳瑞律師，有本院送達證書附於本院回證卷可查，是原告聲明由被告鄭榮洲、鄭健洲、鄭淑慧承受被繼承人鄭盧英娥之本件訴訟，由許芳瑞律師承受被繼承人鄭順德之本件訴訟，與法相合，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坐落臺南市○○區○○○段00地號土地、同段103地號土地，面積分別為28.82平方公尺、25.99平方公尺，使用分區均為乙種工業區（下合稱系爭工業區土地）現登記為原告、被告吳曾昭美、訴外人鄭林不纒所共有，每人應有部分各3分之1；同段100、101、102、109、110、113地號土地，使用分區均為農業區（下合稱系爭農業區土地，與系爭工業區土地合稱系爭土地）為原告、被告吳曾昭美所共有，其土地面積、每人應有部分各如附表一所示。鄭林不纒已於82年8月14日死亡，應由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繼承或輾轉繼承，惟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均未辦理繼承登記，原告請求上開繼承人辦理鄭林不纒所遺系爭工業區土地應有部分之繼承登記。又系爭土地並無不得分割之特別約定，且無不能分割之協議，亦無現實上或法律上不能分割之情形，原告自得請求將系爭工業區土地合併分割，全部分歸由被告吳曾昭美取得，並以金錢找補其他被告；將系爭農業區土地合併分割如附圖一所示：即其中編號A部分、面積9,478.22平方公尺之土地分歸原告取得；編號B部分、面積18,956.43平方公尺之土地分歸被告吳曾昭美取得，並互為找補（下稱原告方案）等語。
（二）聲明：如主文第1項至第3項所示。
二、被告鄭榮洲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惟其以前到庭陳述略以：我同意由原告或被告吳曾昭美購買鄭林不纒的應有部分等語。並聲明：未為聲明。
三、被告吳曾昭美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惟據其提出書狀辯稱：
（一）系爭農業區土地，連結成一塊略呈長方形之土地，四周均未直接臨路，東邊與西邊之價值，殊無軒輕之分。本院函請訴外人王建忠不動產估價師鑑價，係以分割後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土地為「比準宗地」，先評估「比準宗地」之「正常價格」後，再根據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與「比準宗地」A部分間之個別條件差異，推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正常價格」，再以兩地「正常價格」之差作為找補之金額。王建忠不動產估價師先就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土地以比較法評估其「正常價格」為每平方公尺10,200元，但與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個別因素調整以推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之正常價格時，係以「面積調整」、「面寬調整」、「臨防汛道路方便性調整」及「地形調整」等四項為調整依據。惟面積大小，寬度長短，係因各共有人所擁有應有部分之多寡使然，其優劣理應由各該共有人自己承受，以之為調整依據，有失公平；又以「臨防汛道路方便性調整」為調整依據，則過於短視，忽視將來開發使用的方向。
（二）系爭農業區土地北臨之同段108、111、112、114、107、27、26、115、116、117、133地號土地（下稱108等11筆地號土地），均屬被告家族成員即訴外人吳平原、吳平治所有，被告吳曾昭美係訴外人吳修齊之配偶，吳平原、吳平治為吳修齊之子，故被告吳曾昭美分割取得如附圖二編號甲部分土地，有與上開鄰地共同使用之利，甚至向西可通至永華路，原告分得如附圖二編號乙部分土地，亦可就近享「臨防汛道路方便性」，基於互利性原則，且係按各應有部分比例分配，故無互為補償之必要。系爭工業區土地因與如附圖二編號乙部分土地臨接，宜全部分割予原告取得，並以金錢找補其他共有人，就找補金額部分，同意引用王建忠不動產估價師鑑價金額（下稱被告吳曾昭美方案）等語。
（三）聲明：
　１、兩造共有系爭農業區土地同意合併分割，並按被告吳曾昭美應有部分3分之2、原告應有部分3分之1之比例分配，如附圖二編號甲部分土地歸被告吳曾昭美取得，如附圖二編號乙部分土地歸原告取得。
　２、系爭工業區土地全部歸原告取得，並以價金補償其他共有人。
四、本件原告主張系爭農業區土地為原告、被告吳曾昭美共有，每人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系爭工業區土地為原告、被告吳曾昭美、鄭林不纒所共有，每人應有部分各3分之1，鄭林不纒已於82年8月14日死亡，應由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繼承或輾轉繼承。而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非不能分割，共有人間復無不分割之約定，惟迄今不能達成分割之協議之事實，有原告提出之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鄭林不纒、鄭盧英娥、鄭順德之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本院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本院公告查詢各1件在卷可稽（見本院調字卷第21頁、第101頁至第142頁、本院卷第145頁至第157頁、第307頁至第317頁），並有本院112年度司南調字第138號民事卷可查，而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既未到庭或提出書狀針對上情為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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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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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民法第823條、第824條第1項至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1人或數人死亡，而他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時，為求訴訟之經濟起見，可許原告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合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即最高法院70年度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亦同此見解。
六、經查系爭工業區土地為原告、被告吳曾昭美、鄭林不纒共有，系爭農業區土地為原告、被告吳曾昭美共有，系爭工業區土地之使用類別為乙種工業區用地，系爭農業區土地之使用分區為農業區用地，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各1件在卷可憑（見本院調字卷第101頁至第121頁，本院卷第179頁），惟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迄未就其被繼承人鄭林不纒對系爭工業區土地之應有部分3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又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非不能分割，且查無任何不能分割之法令限制，復無不分割之約定，亦不能達成分割協議，有如前述，是依上開法條規定及說明，原告以一訴請求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就被繼承人鄭林不纒對系爭工業區土地之應有部分3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後，並以裁判合併分割系爭工業區土地、合併分割系爭農業區土地，要屬有據，應予准許。
七、次按請求共有物之分割，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命為適當之分配，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分割共有物時，法院應參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客觀情狀、性質、經濟效用、各共有人之使用現狀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狀公平決之。又每宗耕地分割後每人所有面積未達0.25公頃者，不得分割。農業發展條例第12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經查系爭農業區土地合併後之四周地界尚屬平直，系爭工業區土地合併後則屬略呈等腰三角形狀，系爭土地現況雜草、樹木叢生，其上有一頹傾之紅磚地上物，無對外聯絡之道路可供通行，均為袋地等情，有原告提出之系爭土地地籍圖謄本1件、系爭土地現況照片12張附卷可憑（見本院調字卷第21頁、本院卷第117頁至第127頁），可知系爭土地合併分割並無需要預留道路通行。又查系爭農業區土地按原告方案即如附圖一所示方法分割，原告、被告吳曾昭美均可按其原應有部分比例取得原物，且各自取得之土地地形均屬方整，有利於土地農業發展之經濟利用，系爭農業區土地合併分割後，原告、被告吳曾昭美取得之土地面積分別為9,478.22平方公尺、18,956.43平方公尺，面積均遠大於0.25公頃限制，與農業發展條例第12條第1項本文規定之限制無違；而系爭工業區土地合併後總面積僅54.81平方公尺，然共有人有原告、被告吳曾昭美、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每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所示，若依各該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取得土地，將使土地過度細分，不利於系爭工業區土地之利用，難以發揮土地經濟效益之最大化，若依原告方案分割，將系爭工業區土地合併分割後，全部由被告吳曾昭美取得，將可與其分得相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合併利用，有利於被告吳曾昭美利用土地之最大經濟價值。加以原告起訴原欲採用另一分割方案，即將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土地分歸原告取得，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由被告全體依其原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然被告吳曾昭美於113年3月25日具狀表示同意系爭土地按如附圖一所示方法分割，即由被告吳曾昭美取得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就系爭工業區土地部分則由其單獨取得，並由原告、被告吳曾昭美以金錢補償未分得土地之如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原告乃於113年4月17日表示同意被告吳曾昭美於同年3月25日提出之上開分割方案，並變更聲明為與被告吳曾昭美於同年3月25日提出之分割方案相同之原告方案，有原告之起訴狀1件、民事陳報狀2件、被告之民事答辯狀、民事陳報狀各1件在卷可查（見本院調字卷第9頁至第21頁、本院卷第139頁至第141頁、第165頁、第166頁、第219頁至第221頁），可知原告方案本即為被告吳曾昭美所提出，之後原告才同意採用，則被告吳曾昭美嗣後更易前詞改請求採用如其抗辯所稱之被告吳曾昭美方案，要求其改分割取得如附圖二編號甲部分土地，由原告取得如附圖二編號乙部分土地，並由原告單獨取得系爭工業區土地後，由原告以金錢找補未分得土地之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顯屬僅顧及自己利益、忽視其他共有人權益之作為，違反誠信及公平原則。然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須顧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被告吳曾昭美抗辯採用之被告吳曾昭美方案，僅顧及其自身利益，也為原告不同意，自無可採。再者系爭土地北臨之108等11筆地號土地固為被告吳曾昭美配偶吳修齊之子吳平原、吳平治所有，然吳平原、吳平治並非被告吳曾昭美之子，且108等11筆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均為空白等情，有被告吳曾昭美提出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11件、吳曾昭美戶籍謄本、吳平原、吳平治身份證影本各1件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45頁至第369頁），可知吳平原、吳平治與被告吳曾昭美並無血緣連結，則其2人日後是否願意將108等11筆地號土地與被告吳曾昭美於本件分割共有物事件取得之土地合併利用，仍屬未定之事，自不得以此據為必將如附圖二編號甲部分土地分歸被告吳曾昭美取得之理由。況系爭農業區土地只能做農業使用，吳平原、吳平治所有之108等11筆地號土地均非農業用地，將來有很大機率不做農業使用，被告吳曾昭美於分割後取得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土地多達18,956.43平方公尺，已足發揮其分割後取得土地之農業經濟效用，亦無非與108等11筆地號土地合併使用之必要。是被告吳曾昭美以108等11筆土地為其配偶吳修齊之子吳平原、吳平治所有，被告吳曾昭美分得之土地有與上開鄰地共同使用之利為由，抗辯系爭土地應改採被告吳曾昭美方案分割云云，並無足採。兩造就系爭土地按附圖一所示分配位置為分割，由原告分得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土地、面積9,478.22平方公尺，由被告吳曾昭美分得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面積18,956.43平方公尺，由被告吳曾昭美單獨分得系爭工業區土地，面積分別為28.82平方公尺、25.99平方公尺，本即為原告、被告吳曾昭美、被告鄭榮洲同意之分配位置，其餘被告經本院合法通知，均未到場或以書狀表示不同意見，堪認採用原告方案亦不違反其等之意願，且原告方案符合公平原則，更是被告吳曾昭美最初提出之分割方法，原告、被告吳曾昭美分割後取得之土地，均足以發揮系爭土地之最大經濟價值，是本院審酌上情，認系爭土地採原告方案分割，應屬符合大多數共有人期待，發揮最大經濟效用之分割分法，乃最有利於系爭土地之利用，並兼顧兩造分得土地之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之分割方式。原告主張系爭土地應按如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法為分割，並由兩造以金錢互為找補，要屬可採。被告吳曾昭美抗辯系爭土地應按如附圖二所示之被告吳曾昭美方案分割，原告並應以金錢找補未分得土地之如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云云，委無足採。
八、再查本院依職權囑託王建忠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原告方案進行鑑價，經就系爭土地之分割位置及面積，估價分割後各筆土地之價格，據以計算各共有人差額找補如附表二所示，有113年8月6日王建忠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王建忠估師字第11306043-4號函檢送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1本附於外卷可查，本院審酌鑑定人領有不動產估價師證書，對於土地價額之評析具有一定之專業，其評估系爭土地分割後之價值，尚屬公正客觀，應可採信，爰命兩造依附表二所示金額互為找補。被告吳曾昭美另以其上開三、（一）所示事由，抗辯上開估價報告有失公平，且過於短視，忽視將來開發使用之方向云云，要屬其主觀意見，亦無可採。
九、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共同訴訟人，按其人數，平均分擔訴訟費用。但共同訴訟人於訴訟之利害關係顯有差異者，法院得酌量其利害關係之比例，命分別負擔。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事件本質上並無訟爭性，乃由法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案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本件原告請求分割共有物，因兩造均獲得利益，如僅由被告負擔，本院認為顯失公平，因認本件訴訟費用之裁判費及測量費，應由兩造各按其應有部分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諭知本件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4項所示。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主張，均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說明。
十一、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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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5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附表一：土地面積及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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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28.82平方公尺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5.99平方公尺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3,265.91平方公尺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48.56平方公尺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7,502.75平方公尺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6,529.39平方公尺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614.63平方公尺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8,273.41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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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55號
原      告  黃玲珠  


訴訟代理人  曾獻賜律師
            林柏睿律師
被      告  吳曾昭美


訴訟代理人  林華生律師
被      告  鄭蔡美緞(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鄭明典(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鄭宏豪(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鄭進樑(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鄭榮洲(即鄭林不纒、鄭盧英娥之繼承人)


            鄭健洲(即鄭林不纒、鄭盧英娥之繼承人)


            鄭淑慧(即鄭林不纒、鄭盧英娥之繼承人)


            王鄭月桂(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鄭碧桂(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鄭月理(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郭鄭碧月(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許芳瑞律師即鄭順德之遺產管理人

            鄭三德(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於民國113年11月19日言詞
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鄭林不纒所遺
    坐落臺南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28.82平方公尺、臺
    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5.99平方公尺，應有部
    分均3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二、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土地，應按附圖一所示方法合併分割
    ：編號A部分、面積9,478.22平方公尺，分歸原告取得；編
    號B部分、面積18,956.43平方公尺，分歸被告吳曾昭美取得
    ；坐落臺南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28.82平方公尺、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5.99平方公尺，均分
    歸被告吳曾昭美取得。
三、兩造應為補償及應受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二所示。
四、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
    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
    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
    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後，原來之被告即被繼承人鄭盧英
    娥於民國113年3月2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鄭榮洲、鄭健
    洲、鄭淑慧，有原告提出之戶籍謄本5件、繼承系統表、本
    院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各1件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45頁
    至第157頁），原告為他造當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
    2項規定，於113年3月29日提出民事陳報暨通知承受訴訟狀
    、聲明由被告鄭榮洲、鄭健洲、鄭淑慧承受訴訟（見本院卷
    第143頁、第144頁），經本院將該民事陳報暨通知承受訴訟
    狀繕本送達被告鄭榮洲、鄭健洲、鄭淑慧，有本院送達證書
    附於本院回證卷可查；本件原來之被告鄭順德於113年5月31
    日死亡，其法定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有原告提出之戶籍謄本
    5件、繼承系統表、本院公告各1件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30
    7頁至第317頁），原告為他造當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175
    條第2項規定，分別於113年8月16日、同年9月25日、同年10
    月16日提出民事陳報狀各1件，聲明由被繼承人鄭順德之遺
    產管理人許芳瑞律師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305頁、第306頁
    、第323頁至第328頁），經本院將該陳報狀繕本送達許芳瑞
    律師，有本院送達證書附於本院回證卷可查，是原告聲明由
    被告鄭榮洲、鄭健洲、鄭淑慧承受被繼承人鄭盧英娥之本件
    訴訟，由許芳瑞律師承受被繼承人鄭順德之本件訴訟，與法
    相合，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坐落臺南市○○區○○○段00地號土地、同段103地號土地，面
      積分別為28.82平方公尺、25.99平方公尺，使用分區均為
      乙種工業區（下合稱系爭工業區土地）現登記為原告、被
      告吳曾昭美、訴外人鄭林不纒所共有，每人應有部分各3
      分之1；同段100、101、102、109、110、113地號土地，
      使用分區均為農業區（下合稱系爭農業區土地，與系爭工
      業區土地合稱系爭土地）為原告、被告吳曾昭美所共有，
      其土地面積、每人應有部分各如附表一所示。鄭林不纒已
      於82年8月14日死亡，應由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
      繼承或輾轉繼承，惟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均未
      辦理繼承登記，原告請求上開繼承人辦理鄭林不纒所遺系
      爭工業區土地應有部分之繼承登記。又系爭土地並無不得
      分割之特別約定，且無不能分割之協議，亦無現實上或法
      律上不能分割之情形，原告自得請求將系爭工業區土地合
      併分割，全部分歸由被告吳曾昭美取得，並以金錢找補其
      他被告；將系爭農業區土地合併分割如附圖一所示：即其
      中編號A部分、面積9,478.22平方公尺之土地分歸原告取
      得；編號B部分、面積18,956.43平方公尺之土地分歸被告
      吳曾昭美取得，並互為找補（下稱原告方案）等語。
（二）聲明：如主文第1項至第3項所示。
二、被告鄭榮洲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惟其以前到庭陳述
    略以：我同意由原告或被告吳曾昭美購買鄭林不纒的應有部
    分等語。並聲明：未為聲明。
三、被告吳曾昭美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惟據其提出書狀辯稱
    ：
（一）系爭農業區土地，連結成一塊略呈長方形之土地，四周均
      未直接臨路，東邊與西邊之價值，殊無軒輕之分。本院函
      請訴外人王建忠不動產估價師鑑價，係以分割後如附圖一
      編號A部分土地為「比準宗地」，先評估「比準宗地」之
      「正常價格」後，再根據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與「比
      準宗地」A部分間之個別條件差異，推估如附圖一編號B部
      分土地「正常價格」，再以兩地「正常價格」之差作為找
      補之金額。王建忠不動產估價師先就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
      土地以比較法評估其「正常價格」為每平方公尺10,200元
      ，但與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個別因素調整以推估如附
      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之正常價格時，係以「面積調整」、
      「面寬調整」、「臨防汛道路方便性調整」及「地形調整
      」等四項為調整依據。惟面積大小，寬度長短，係因各共
      有人所擁有應有部分之多寡使然，其優劣理應由各該共有
      人自己承受，以之為調整依據，有失公平；又以「臨防汛
      道路方便性調整」為調整依據，則過於短視，忽視將來開
      發使用的方向。
（二）系爭農業區土地北臨之同段108、111、112、114、107、2
      7、26、115、116、117、133地號土地（下稱108等11筆地
      號土地），均屬被告家族成員即訴外人吳平原、吳平治所
      有，被告吳曾昭美係訴外人吳修齊之配偶，吳平原、吳平
      治為吳修齊之子，故被告吳曾昭美分割取得如附圖二編號
      甲部分土地，有與上開鄰地共同使用之利，甚至向西可通
      至永華路，原告分得如附圖二編號乙部分土地，亦可就近
      享「臨防汛道路方便性」，基於互利性原則，且係按各應
      有部分比例分配，故無互為補償之必要。系爭工業區土地
      因與如附圖二編號乙部分土地臨接，宜全部分割予原告取
      得，並以金錢找補其他共有人，就找補金額部分，同意引
      用王建忠不動產估價師鑑價金額（下稱被告吳曾昭美方案
      ）等語。
（三）聲明：
　１、兩造共有系爭農業區土地同意合併分割，並按被告吳曾昭
      美應有部分3分之2、原告應有部分3分之1之比例分配，如
      附圖二編號甲部分土地歸被告吳曾昭美取得，如附圖二編
      號乙部分土地歸原告取得。
　２、系爭工業區土地全部歸原告取得，並以價金補償其他共有
      人。
四、本件原告主張系爭農業區土地為原告、被告吳曾昭美共有，
    每人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系爭工業區土地為原告、被告
    吳曾昭美、鄭林不纒所共有，每人應有部分各3分之1，鄭林
    不纒已於82年8月14日死亡，應由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
    被告繼承或輾轉繼承。而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非不能分
    割，共有人間復無不分割之約定，惟迄今不能達成分割之協
    議之事實，有原告提出之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圖
    謄本、鄭林不纒、鄭盧英娥、鄭順德之戶籍謄本、繼承系統
    表、本院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本院公告查詢各1件在卷
    可稽（見本院調字卷第21頁、第101頁至第142頁、本院卷第
    145頁至第157頁、第307頁至第317頁），並有本院112年度
    司南調字第138號民事卷可查，而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既未
    到庭或提出書狀針對上情為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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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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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
    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
    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
    仍維持共有。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民法第823條、第824條第1項至第5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1人或數人死亡
    ，而他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時，為求訴訟之經濟起見，可
    許原告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合併提起，即以一
    訴請求該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
    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
    產，即最高法院70年度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亦同此見解。
六、經查系爭工業區土地為原告、被告吳曾昭美、鄭林不纒共有
    ，系爭農業區土地為原告、被告吳曾昭美共有，系爭工業區
    土地之使用類別為乙種工業區用地，系爭農業區土地之使用
    分區為農業區用地，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各1件在卷可憑（見本院調字卷第101頁
    至第121頁，本院卷第179頁），惟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
    示被告迄未就其被繼承人鄭林不纒對系爭工業區土地之應有
    部分3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又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非不
    能分割，且查無任何不能分割之法令限制，復無不分割之約
    定，亦不能達成分割協議，有如前述，是依上開法條規定及
    說明，原告以一訴請求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就被
    繼承人鄭林不纒對系爭工業區土地之應有部分3分之1辦理繼
    承登記後，並以裁判合併分割系爭工業區土地、合併分割系
    爭農業區土地，要屬有據，應予准許。
七、次按請求共有物之分割，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命為
    適當之分配，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分割共有物時，法院
    應參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客觀情狀、性質、經濟效用
    、各共有人之使用現狀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狀公平決之
    。又每宗耕地分割後每人所有面積未達0.25公頃者，不得分
    割。農業發展條例第12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經查系爭農
    業區土地合併後之四周地界尚屬平直，系爭工業區土地合併
    後則屬略呈等腰三角形狀，系爭土地現況雜草、樹木叢生，
    其上有一頹傾之紅磚地上物，無對外聯絡之道路可供通行，
    均為袋地等情，有原告提出之系爭土地地籍圖謄本1件、系
    爭土地現況照片12張附卷可憑（見本院調字卷第21頁、本院
    卷第117頁至第127頁），可知系爭土地合併分割並無需要預
    留道路通行。又查系爭農業區土地按原告方案即如附圖一所
    示方法分割，原告、被告吳曾昭美均可按其原應有部分比例
    取得原物，且各自取得之土地地形均屬方整，有利於土地農
    業發展之經濟利用，系爭農業區土地合併分割後，原告、被
    告吳曾昭美取得之土地面積分別為9,478.22平方公尺、18,9
    56.43平方公尺，面積均遠大於0.25公頃限制，與農業發展
    條例第12條第1項本文規定之限制無違；而系爭工業區土地
    合併後總面積僅54.81平方公尺，然共有人有原告、被告吳
    曾昭美、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每人之應有部分
    比例如附表一所示，若依各該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取得土地，
    將使土地過度細分，不利於系爭工業區土地之利用，難以發
    揮土地經濟效益之最大化，若依原告方案分割，將系爭工業
    區土地合併分割後，全部由被告吳曾昭美取得，將可與其分
    得相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合併利用，有利於被告吳曾
    昭美利用土地之最大經濟價值。加以原告起訴原欲採用另一
    分割方案，即將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土地分歸原告取得，如
    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由被告全體依其原應有部分比例保持
    共有，然被告吳曾昭美於113年3月25日具狀表示同意系爭土
    地按如附圖一所示方法分割，即由被告吳曾昭美取得如附圖
    一編號B部分土地，就系爭工業區土地部分則由其單獨取得
    ，並由原告、被告吳曾昭美以金錢補償未分得土地之如附表
    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原告乃於113年4月17日表示同
    意被告吳曾昭美於同年3月25日提出之上開分割方案，並變
    更聲明為與被告吳曾昭美於同年3月25日提出之分割方案相
    同之原告方案，有原告之起訴狀1件、民事陳報狀2件、被告
    之民事答辯狀、民事陳報狀各1件在卷可查（見本院調字卷
    第9頁至第21頁、本院卷第139頁至第141頁、第165頁、第16
    6頁、第219頁至第221頁），可知原告方案本即為被告吳曾
    昭美所提出，之後原告才同意採用，則被告吳曾昭美嗣後更
    易前詞改請求採用如其抗辯所稱之被告吳曾昭美方案，要求
    其改分割取得如附圖二編號甲部分土地，由原告取得如附圖
    二編號乙部分土地，並由原告單獨取得系爭工業區土地後，
    由原告以金錢找補未分得土地之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
    被告，顯屬僅顧及自己利益、忽視其他共有人權益之作為，
    違反誠信及公平原則。然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須顧及全體共
    有人之利益，被告吳曾昭美抗辯採用之被告吳曾昭美方案，
    僅顧及其自身利益，也為原告不同意，自無可採。再者系爭
    土地北臨之108等11筆地號土地固為被告吳曾昭美配偶吳修
    齊之子吳平原、吳平治所有，然吳平原、吳平治並非被告吳
    曾昭美之子，且108等11筆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
    別均為空白等情，有被告吳曾昭美提出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
    11件、吳曾昭美戶籍謄本、吳平原、吳平治身份證影本各1
    件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45頁至第369頁），可知吳平原、
    吳平治與被告吳曾昭美並無血緣連結，則其2人日後是否願
    意將108等11筆地號土地與被告吳曾昭美於本件分割共有物
    事件取得之土地合併利用，仍屬未定之事，自不得以此據為
    必將如附圖二編號甲部分土地分歸被告吳曾昭美取得之理由
    。況系爭農業區土地只能做農業使用，吳平原、吳平治所有
    之108等11筆地號土地均非農業用地，將來有很大機率不做
    農業使用，被告吳曾昭美於分割後取得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
    土地多達18,956.43平方公尺，已足發揮其分割後取得土地
    之農業經濟效用，亦無非與108等11筆地號土地合併使用之
    必要。是被告吳曾昭美以108等11筆土地為其配偶吳修齊之
    子吳平原、吳平治所有，被告吳曾昭美分得之土地有與上開
    鄰地共同使用之利為由，抗辯系爭土地應改採被告吳曾昭美
    方案分割云云，並無足採。兩造就系爭土地按附圖一所示分
    配位置為分割，由原告分得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土地、面積9
    ,478.22平方公尺，由被告吳曾昭美分得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
    土地、面積18,956.43平方公尺，由被告吳曾昭美單獨分得
    系爭工業區土地，面積分別為28.82平方公尺、25.99平方公
    尺，本即為原告、被告吳曾昭美、被告鄭榮洲同意之分配位
    置，其餘被告經本院合法通知，均未到場或以書狀表示不同
    意見，堪認採用原告方案亦不違反其等之意願，且原告方案
    符合公平原則，更是被告吳曾昭美最初提出之分割方法，原
    告、被告吳曾昭美分割後取得之土地，均足以發揮系爭土地
    之最大經濟價值，是本院審酌上情，認系爭土地採原告方案
    分割，應屬符合大多數共有人期待，發揮最大經濟效用之分
    割分法，乃最有利於系爭土地之利用，並兼顧兩造分得土地
    之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之分割方式。原告主張系爭
    土地應按如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法為分割，並由兩造以金錢
    互為找補，要屬可採。被告吳曾昭美抗辯系爭土地應按如附
    圖二所示之被告吳曾昭美方案分割，原告並應以金錢找補未
    分得土地之如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云云，委無足
    採。
八、再查本院依職權囑託王建忠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原告方案
    進行鑑價，經就系爭土地之分割位置及面積，估價分割後各
    筆土地之價格，據以計算各共有人差額找補如附表二所示，
    有113年8月6日王建忠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王建忠估師字第1
    1306043-4號函檢送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1本附於外卷可查，
    本院審酌鑑定人領有不動產估價師證書，對於土地價額之評
    析具有一定之專業，其評估系爭土地分割後之價值，尚屬公
    正客觀，應可採信，爰命兩造依附表二所示金額互為找補。
    被告吳曾昭美另以其上開三、（一）所示事由，抗辯上開估
    價報告有失公平，且過於短視，忽視將來開發使用之方向云
    云，要屬其主觀意見，亦無可採。
九、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
    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
    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共同訴訟人，按其人數，平均分
    擔訴訟費用。但共同訴訟人於訴訟之利害關係顯有差異者，
    法院得酌量其利害關係之比例，命分別負擔。民事訴訟法第
    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事件本
    質上並無訟爭性，乃由法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案較能增進共有
    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
    。本件原告請求分割共有物，因兩造均獲得利益，如僅由被
    告負擔，本院認為顯失公平，因認本件訴訟費用之裁判費及
    測量費，應由兩造各按其應有部分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
    諭知本件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4項所示。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主張，均與
    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說明。
十一、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
      之1、第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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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5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附表一：土地面積及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           編號 共有人  不動產標示           臺南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28.82平方公尺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5.99平方公尺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3,265.91平方公尺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48.56平方公尺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7,502.75平方公尺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6,529.39平方公尺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614.63平方公尺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8,273.41平方公尺 1 黃玲珠  3分之1 3分之1 3分之1 3分之1 3分之1 3分之1 3分之1 3分之1 2 吳曾昭美  3分之1 3分之1 3分之2 3分之2 3分之2 3分之2 3分之2 3分之2 3 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鄭蔡美緞 公同共有 3分之1 公同共有 3分之1 0 0 0 0 0 0 4  鄭明典   0 0 0 0 0 0 5  鄭宏豪   0 0 0 0 0 0 6  鄭進樑   0 0 0 0 0 0 7  鄭榮洲兼鄭盧英娥之繼承人   0 0 0 0 0 0 8  鄭健洲兼鄭盧英娥之繼承人   0 0 0 0 0 0 9  鄭淑慧兼鄭盧英娥之繼承人   0 0 0 0 0 0 10  王鄭月桂   0 0 0 0 0 0 11  鄭碧桂   0 0 0 0 0 0 12  鄭月理   0 0 0 0 0 0 13  郭鄭碧月   0 0 0 0 0 0 14  許芳瑞律師即鄭順德之遺產管理人   0 0 0 0 0 0 15  鄭三德   0 0 0 0 0 0 

附表二：  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吳曾昭美 黃玲珠 新臺幣1,119,656元 鄭蔡美緞 （公同共有） 新臺幣487,809元 鄭明典  鄭宏豪  鄭進樑  鄭榮洲兼鄭盧英娥之繼承人  鄭健洲兼鄭盧英娥之繼承人  鄭淑慧兼鄭盧英娥之繼承人  王鄭月桂  鄭碧桂  鄭月理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55號
原      告  黃玲珠  




訴訟代理人  曾獻賜律師
            林柏睿律師
被      告  吳曾昭美




訴訟代理人  林華生律師
被      告  鄭蔡美緞(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鄭明典(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鄭宏豪(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鄭進樑(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鄭榮洲(即鄭林不纒、鄭盧英娥之繼承人)




            鄭健洲(即鄭林不纒、鄭盧英娥之繼承人)




            鄭淑慧(即鄭林不纒、鄭盧英娥之繼承人)




            王鄭月桂(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鄭碧桂(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鄭月理(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郭鄭碧月(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許芳瑞律師即鄭順德之遺產管理人


            鄭三德(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於民國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鄭林不纒所遺坐落臺南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28.82平方公尺、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5.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均3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二、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土地，應按附圖一所示方法合併分割：編號A部分、面積9,478.22平方公尺，分歸原告取得；編號B部分、面積18,956.43平方公尺，分歸被告吳曾昭美取得；坐落臺南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28.82平方公尺、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5.99平方公尺，均分歸被告吳曾昭美取得。
三、兩造應為補償及應受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二所示。
四、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後，原來之被告即被繼承人鄭盧英娥於民國113年3月2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鄭榮洲、鄭健洲、鄭淑慧，有原告提出之戶籍謄本5件、繼承系統表、本院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各1件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45頁至第157頁），原告為他造當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2項規定，於113年3月29日提出民事陳報暨通知承受訴訟狀、聲明由被告鄭榮洲、鄭健洲、鄭淑慧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143頁、第144頁），經本院將該民事陳報暨通知承受訴訟狀繕本送達被告鄭榮洲、鄭健洲、鄭淑慧，有本院送達證書附於本院回證卷可查；本件原來之被告鄭順德於113年5月31日死亡，其法定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有原告提出之戶籍謄本5件、繼承系統表、本院公告各1件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307頁至第317頁），原告為他造當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2項規定，分別於113年8月16日、同年9月25日、同年10月16日提出民事陳報狀各1件，聲明由被繼承人鄭順德之遺產管理人許芳瑞律師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305頁、第306頁、第323頁至第328頁），經本院將該陳報狀繕本送達許芳瑞律師，有本院送達證書附於本院回證卷可查，是原告聲明由被告鄭榮洲、鄭健洲、鄭淑慧承受被繼承人鄭盧英娥之本件訴訟，由許芳瑞律師承受被繼承人鄭順德之本件訴訟，與法相合，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坐落臺南市○○區○○○段00地號土地、同段103地號土地，面積分別為28.82平方公尺、25.99平方公尺，使用分區均為乙種工業區（下合稱系爭工業區土地）現登記為原告、被告吳曾昭美、訴外人鄭林不纒所共有，每人應有部分各3分之1；同段100、101、102、109、110、113地號土地，使用分區均為農業區（下合稱系爭農業區土地，與系爭工業區土地合稱系爭土地）為原告、被告吳曾昭美所共有，其土地面積、每人應有部分各如附表一所示。鄭林不纒已於82年8月14日死亡，應由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繼承或輾轉繼承，惟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均未辦理繼承登記，原告請求上開繼承人辦理鄭林不纒所遺系爭工業區土地應有部分之繼承登記。又系爭土地並無不得分割之特別約定，且無不能分割之協議，亦無現實上或法律上不能分割之情形，原告自得請求將系爭工業區土地合併分割，全部分歸由被告吳曾昭美取得，並以金錢找補其他被告；將系爭農業區土地合併分割如附圖一所示：即其中編號A部分、面積9,478.22平方公尺之土地分歸原告取得；編號B部分、面積18,956.43平方公尺之土地分歸被告吳曾昭美取得，並互為找補（下稱原告方案）等語。
（二）聲明：如主文第1項至第3項所示。
二、被告鄭榮洲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惟其以前到庭陳述略以：我同意由原告或被告吳曾昭美購買鄭林不纒的應有部分等語。並聲明：未為聲明。
三、被告吳曾昭美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惟據其提出書狀辯稱：
（一）系爭農業區土地，連結成一塊略呈長方形之土地，四周均未直接臨路，東邊與西邊之價值，殊無軒輕之分。本院函請訴外人王建忠不動產估價師鑑價，係以分割後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土地為「比準宗地」，先評估「比準宗地」之「正常價格」後，再根據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與「比準宗地」A部分間之個別條件差異，推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正常價格」，再以兩地「正常價格」之差作為找補之金額。王建忠不動產估價師先就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土地以比較法評估其「正常價格」為每平方公尺10,200元，但與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個別因素調整以推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之正常價格時，係以「面積調整」、「面寬調整」、「臨防汛道路方便性調整」及「地形調整」等四項為調整依據。惟面積大小，寬度長短，係因各共有人所擁有應有部分之多寡使然，其優劣理應由各該共有人自己承受，以之為調整依據，有失公平；又以「臨防汛道路方便性調整」為調整依據，則過於短視，忽視將來開發使用的方向。
（二）系爭農業區土地北臨之同段108、111、112、114、107、27、26、115、116、117、133地號土地（下稱108等11筆地號土地），均屬被告家族成員即訴外人吳平原、吳平治所有，被告吳曾昭美係訴外人吳修齊之配偶，吳平原、吳平治為吳修齊之子，故被告吳曾昭美分割取得如附圖二編號甲部分土地，有與上開鄰地共同使用之利，甚至向西可通至永華路，原告分得如附圖二編號乙部分土地，亦可就近享「臨防汛道路方便性」，基於互利性原則，且係按各應有部分比例分配，故無互為補償之必要。系爭工業區土地因與如附圖二編號乙部分土地臨接，宜全部分割予原告取得，並以金錢找補其他共有人，就找補金額部分，同意引用王建忠不動產估價師鑑價金額（下稱被告吳曾昭美方案）等語。
（三）聲明：
　１、兩造共有系爭農業區土地同意合併分割，並按被告吳曾昭美應有部分3分之2、原告應有部分3分之1之比例分配，如附圖二編號甲部分土地歸被告吳曾昭美取得，如附圖二編號乙部分土地歸原告取得。
　２、系爭工業區土地全部歸原告取得，並以價金補償其他共有人。
四、本件原告主張系爭農業區土地為原告、被告吳曾昭美共有，每人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系爭工業區土地為原告、被告吳曾昭美、鄭林不纒所共有，每人應有部分各3分之1，鄭林不纒已於82年8月14日死亡，應由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繼承或輾轉繼承。而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非不能分割，共有人間復無不分割之約定，惟迄今不能達成分割之協議之事實，有原告提出之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鄭林不纒、鄭盧英娥、鄭順德之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本院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本院公告查詢各1件在卷可稽（見本院調字卷第21頁、第101頁至第142頁、本院卷第145頁至第157頁、第307頁至第317頁），並有本院112年度司南調字第138號民事卷可查，而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既未到庭或提出書狀針對上情為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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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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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民法第823條、第824條第1項至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1人或數人死亡，而他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時，為求訴訟之經濟起見，可許原告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合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即最高法院70年度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亦同此見解。
六、經查系爭工業區土地為原告、被告吳曾昭美、鄭林不纒共有，系爭農業區土地為原告、被告吳曾昭美共有，系爭工業區土地之使用類別為乙種工業區用地，系爭農業區土地之使用分區為農業區用地，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各1件在卷可憑（見本院調字卷第101頁至第121頁，本院卷第179頁），惟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迄未就其被繼承人鄭林不纒對系爭工業區土地之應有部分3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又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非不能分割，且查無任何不能分割之法令限制，復無不分割之約定，亦不能達成分割協議，有如前述，是依上開法條規定及說明，原告以一訴請求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就被繼承人鄭林不纒對系爭工業區土地之應有部分3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後，並以裁判合併分割系爭工業區土地、合併分割系爭農業區土地，要屬有據，應予准許。
七、次按請求共有物之分割，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命為適當之分配，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分割共有物時，法院應參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客觀情狀、性質、經濟效用、各共有人之使用現狀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狀公平決之。又每宗耕地分割後每人所有面積未達0.25公頃者，不得分割。農業發展條例第12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經查系爭農業區土地合併後之四周地界尚屬平直，系爭工業區土地合併後則屬略呈等腰三角形狀，系爭土地現況雜草、樹木叢生，其上有一頹傾之紅磚地上物，無對外聯絡之道路可供通行，均為袋地等情，有原告提出之系爭土地地籍圖謄本1件、系爭土地現況照片12張附卷可憑（見本院調字卷第21頁、本院卷第117頁至第127頁），可知系爭土地合併分割並無需要預留道路通行。又查系爭農業區土地按原告方案即如附圖一所示方法分割，原告、被告吳曾昭美均可按其原應有部分比例取得原物，且各自取得之土地地形均屬方整，有利於土地農業發展之經濟利用，系爭農業區土地合併分割後，原告、被告吳曾昭美取得之土地面積分別為9,478.22平方公尺、18,956.43平方公尺，面積均遠大於0.25公頃限制，與農業發展條例第12條第1項本文規定之限制無違；而系爭工業區土地合併後總面積僅54.81平方公尺，然共有人有原告、被告吳曾昭美、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每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所示，若依各該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取得土地，將使土地過度細分，不利於系爭工業區土地之利用，難以發揮土地經濟效益之最大化，若依原告方案分割，將系爭工業區土地合併分割後，全部由被告吳曾昭美取得，將可與其分得相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合併利用，有利於被告吳曾昭美利用土地之最大經濟價值。加以原告起訴原欲採用另一分割方案，即將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土地分歸原告取得，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由被告全體依其原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然被告吳曾昭美於113年3月25日具狀表示同意系爭土地按如附圖一所示方法分割，即由被告吳曾昭美取得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就系爭工業區土地部分則由其單獨取得，並由原告、被告吳曾昭美以金錢補償未分得土地之如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原告乃於113年4月17日表示同意被告吳曾昭美於同年3月25日提出之上開分割方案，並變更聲明為與被告吳曾昭美於同年3月25日提出之分割方案相同之原告方案，有原告之起訴狀1件、民事陳報狀2件、被告之民事答辯狀、民事陳報狀各1件在卷可查（見本院調字卷第9頁至第21頁、本院卷第139頁至第141頁、第165頁、第166頁、第219頁至第221頁），可知原告方案本即為被告吳曾昭美所提出，之後原告才同意採用，則被告吳曾昭美嗣後更易前詞改請求採用如其抗辯所稱之被告吳曾昭美方案，要求其改分割取得如附圖二編號甲部分土地，由原告取得如附圖二編號乙部分土地，並由原告單獨取得系爭工業區土地後，由原告以金錢找補未分得土地之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顯屬僅顧及自己利益、忽視其他共有人權益之作為，違反誠信及公平原則。然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須顧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被告吳曾昭美抗辯採用之被告吳曾昭美方案，僅顧及其自身利益，也為原告不同意，自無可採。再者系爭土地北臨之108等11筆地號土地固為被告吳曾昭美配偶吳修齊之子吳平原、吳平治所有，然吳平原、吳平治並非被告吳曾昭美之子，且108等11筆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均為空白等情，有被告吳曾昭美提出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11件、吳曾昭美戶籍謄本、吳平原、吳平治身份證影本各1件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45頁至第369頁），可知吳平原、吳平治與被告吳曾昭美並無血緣連結，則其2人日後是否願意將108等11筆地號土地與被告吳曾昭美於本件分割共有物事件取得之土地合併利用，仍屬未定之事，自不得以此據為必將如附圖二編號甲部分土地分歸被告吳曾昭美取得之理由。況系爭農業區土地只能做農業使用，吳平原、吳平治所有之108等11筆地號土地均非農業用地，將來有很大機率不做農業使用，被告吳曾昭美於分割後取得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土地多達18,956.43平方公尺，已足發揮其分割後取得土地之農業經濟效用，亦無非與108等11筆地號土地合併使用之必要。是被告吳曾昭美以108等11筆土地為其配偶吳修齊之子吳平原、吳平治所有，被告吳曾昭美分得之土地有與上開鄰地共同使用之利為由，抗辯系爭土地應改採被告吳曾昭美方案分割云云，並無足採。兩造就系爭土地按附圖一所示分配位置為分割，由原告分得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土地、面積9,478.22平方公尺，由被告吳曾昭美分得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面積18,956.43平方公尺，由被告吳曾昭美單獨分得系爭工業區土地，面積分別為28.82平方公尺、25.99平方公尺，本即為原告、被告吳曾昭美、被告鄭榮洲同意之分配位置，其餘被告經本院合法通知，均未到場或以書狀表示不同意見，堪認採用原告方案亦不違反其等之意願，且原告方案符合公平原則，更是被告吳曾昭美最初提出之分割方法，原告、被告吳曾昭美分割後取得之土地，均足以發揮系爭土地之最大經濟價值，是本院審酌上情，認系爭土地採原告方案分割，應屬符合大多數共有人期待，發揮最大經濟效用之分割分法，乃最有利於系爭土地之利用，並兼顧兩造分得土地之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之分割方式。原告主張系爭土地應按如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法為分割，並由兩造以金錢互為找補，要屬可採。被告吳曾昭美抗辯系爭土地應按如附圖二所示之被告吳曾昭美方案分割，原告並應以金錢找補未分得土地之如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云云，委無足採。
八、再查本院依職權囑託王建忠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原告方案進行鑑價，經就系爭土地之分割位置及面積，估價分割後各筆土地之價格，據以計算各共有人差額找補如附表二所示，有113年8月6日王建忠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王建忠估師字第11306043-4號函檢送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1本附於外卷可查，本院審酌鑑定人領有不動產估價師證書，對於土地價額之評析具有一定之專業，其評估系爭土地分割後之價值，尚屬公正客觀，應可採信，爰命兩造依附表二所示金額互為找補。被告吳曾昭美另以其上開三、（一）所示事由，抗辯上開估價報告有失公平，且過於短視，忽視將來開發使用之方向云云，要屬其主觀意見，亦無可採。
九、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共同訴訟人，按其人數，平均分擔訴訟費用。但共同訴訟人於訴訟之利害關係顯有差異者，法院得酌量其利害關係之比例，命分別負擔。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事件本質上並無訟爭性，乃由法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案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本件原告請求分割共有物，因兩造均獲得利益，如僅由被告負擔，本院認為顯失公平，因認本件訴訟費用之裁判費及測量費，應由兩造各按其應有部分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諭知本件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4項所示。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主張，均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說明。
十一、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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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5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附表一：土地面積及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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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28.82平方公尺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5.99平方公尺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3,265.91平方公尺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48.56平方公尺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7,502.75平方公尺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6,529.39平方公尺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614.63平方公尺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8,273.41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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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55號
原      告  黃玲珠  


訴訟代理人  曾獻賜律師
            林柏睿律師
被      告  吳曾昭美


訴訟代理人  林華生律師
被      告  鄭蔡美緞(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鄭明典(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鄭宏豪(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鄭進樑(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鄭榮洲(即鄭林不纒、鄭盧英娥之繼承人)


            鄭健洲(即鄭林不纒、鄭盧英娥之繼承人)


            鄭淑慧(即鄭林不纒、鄭盧英娥之繼承人)


            王鄭月桂(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鄭碧桂(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鄭月理(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郭鄭碧月(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許芳瑞律師即鄭順德之遺產管理人

            鄭三德(即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於民國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鄭林不纒所遺坐落臺南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28.82平方公尺、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5.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均3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二、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土地，應按附圖一所示方法合併分割：編號A部分、面積9,478.22平方公尺，分歸原告取得；編號B部分、面積18,956.43平方公尺，分歸被告吳曾昭美取得；坐落臺南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28.82平方公尺、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5.99平方公尺，均分歸被告吳曾昭美取得。
三、兩造應為補償及應受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二所示。
四、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後，原來之被告即被繼承人鄭盧英娥於民國113年3月2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鄭榮洲、鄭健洲、鄭淑慧，有原告提出之戶籍謄本5件、繼承系統表、本院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各1件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45頁至第157頁），原告為他造當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2項規定，於113年3月29日提出民事陳報暨通知承受訴訟狀、聲明由被告鄭榮洲、鄭健洲、鄭淑慧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143頁、第144頁），經本院將該民事陳報暨通知承受訴訟狀繕本送達被告鄭榮洲、鄭健洲、鄭淑慧，有本院送達證書附於本院回證卷可查；本件原來之被告鄭順德於113年5月31日死亡，其法定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有原告提出之戶籍謄本5件、繼承系統表、本院公告各1件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307頁至第317頁），原告為他造當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2項規定，分別於113年8月16日、同年9月25日、同年10月16日提出民事陳報狀各1件，聲明由被繼承人鄭順德之遺產管理人許芳瑞律師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305頁、第306頁、第323頁至第328頁），經本院將該陳報狀繕本送達許芳瑞律師，有本院送達證書附於本院回證卷可查，是原告聲明由被告鄭榮洲、鄭健洲、鄭淑慧承受被繼承人鄭盧英娥之本件訴訟，由許芳瑞律師承受被繼承人鄭順德之本件訴訟，與法相合，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坐落臺南市○○區○○○段00地號土地、同段103地號土地，面積分別為28.82平方公尺、25.99平方公尺，使用分區均為乙種工業區（下合稱系爭工業區土地）現登記為原告、被告吳曾昭美、訴外人鄭林不纒所共有，每人應有部分各3分之1；同段100、101、102、109、110、113地號土地，使用分區均為農業區（下合稱系爭農業區土地，與系爭工業區土地合稱系爭土地）為原告、被告吳曾昭美所共有，其土地面積、每人應有部分各如附表一所示。鄭林不纒已於82年8月14日死亡，應由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繼承或輾轉繼承，惟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均未辦理繼承登記，原告請求上開繼承人辦理鄭林不纒所遺系爭工業區土地應有部分之繼承登記。又系爭土地並無不得分割之特別約定，且無不能分割之協議，亦無現實上或法律上不能分割之情形，原告自得請求將系爭工業區土地合併分割，全部分歸由被告吳曾昭美取得，並以金錢找補其他被告；將系爭農業區土地合併分割如附圖一所示：即其中編號A部分、面積9,478.22平方公尺之土地分歸原告取得；編號B部分、面積18,956.43平方公尺之土地分歸被告吳曾昭美取得，並互為找補（下稱原告方案）等語。
（二）聲明：如主文第1項至第3項所示。
二、被告鄭榮洲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惟其以前到庭陳述略以：我同意由原告或被告吳曾昭美購買鄭林不纒的應有部分等語。並聲明：未為聲明。
三、被告吳曾昭美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惟據其提出書狀辯稱：
（一）系爭農業區土地，連結成一塊略呈長方形之土地，四周均未直接臨路，東邊與西邊之價值，殊無軒輕之分。本院函請訴外人王建忠不動產估價師鑑價，係以分割後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土地為「比準宗地」，先評估「比準宗地」之「正常價格」後，再根據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與「比準宗地」A部分間之個別條件差異，推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正常價格」，再以兩地「正常價格」之差作為找補之金額。王建忠不動產估價師先就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土地以比較法評估其「正常價格」為每平方公尺10,200元，但與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個別因素調整以推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之正常價格時，係以「面積調整」、「面寬調整」、「臨防汛道路方便性調整」及「地形調整」等四項為調整依據。惟面積大小，寬度長短，係因各共有人所擁有應有部分之多寡使然，其優劣理應由各該共有人自己承受，以之為調整依據，有失公平；又以「臨防汛道路方便性調整」為調整依據，則過於短視，忽視將來開發使用的方向。
（二）系爭農業區土地北臨之同段108、111、112、114、107、27、26、115、116、117、133地號土地（下稱108等11筆地號土地），均屬被告家族成員即訴外人吳平原、吳平治所有，被告吳曾昭美係訴外人吳修齊之配偶，吳平原、吳平治為吳修齊之子，故被告吳曾昭美分割取得如附圖二編號甲部分土地，有與上開鄰地共同使用之利，甚至向西可通至永華路，原告分得如附圖二編號乙部分土地，亦可就近享「臨防汛道路方便性」，基於互利性原則，且係按各應有部分比例分配，故無互為補償之必要。系爭工業區土地因與如附圖二編號乙部分土地臨接，宜全部分割予原告取得，並以金錢找補其他共有人，就找補金額部分，同意引用王建忠不動產估價師鑑價金額（下稱被告吳曾昭美方案）等語。
（三）聲明：
　１、兩造共有系爭農業區土地同意合併分割，並按被告吳曾昭美應有部分3分之2、原告應有部分3分之1之比例分配，如附圖二編號甲部分土地歸被告吳曾昭美取得，如附圖二編號乙部分土地歸原告取得。
　２、系爭工業區土地全部歸原告取得，並以價金補償其他共有人。
四、本件原告主張系爭農業區土地為原告、被告吳曾昭美共有，每人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系爭工業區土地為原告、被告吳曾昭美、鄭林不纒所共有，每人應有部分各3分之1，鄭林不纒已於82年8月14日死亡，應由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繼承或輾轉繼承。而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非不能分割，共有人間復無不分割之約定，惟迄今不能達成分割之協議之事實，有原告提出之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鄭林不纒、鄭盧英娥、鄭順德之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本院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本院公告查詢各1件在卷可稽（見本院調字卷第21頁、第101頁至第142頁、本院卷第145頁至第157頁、第307頁至第317頁），並有本院112年度司南調字第138號民事卷可查，而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既未到庭或提出書狀針對上情為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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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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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民法第823條、第824條第1項至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1人或數人死亡，而他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時，為求訴訟之經濟起見，可許原告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合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即最高法院70年度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亦同此見解。
六、經查系爭工業區土地為原告、被告吳曾昭美、鄭林不纒共有，系爭農業區土地為原告、被告吳曾昭美共有，系爭工業區土地之使用類別為乙種工業區用地，系爭農業區土地之使用分區為農業區用地，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各1件在卷可憑（見本院調字卷第101頁至第121頁，本院卷第179頁），惟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迄未就其被繼承人鄭林不纒對系爭工業區土地之應有部分3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又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非不能分割，且查無任何不能分割之法令限制，復無不分割之約定，亦不能達成分割協議，有如前述，是依上開法條規定及說明，原告以一訴請求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就被繼承人鄭林不纒對系爭工業區土地之應有部分3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後，並以裁判合併分割系爭工業區土地、合併分割系爭農業區土地，要屬有據，應予准許。
七、次按請求共有物之分割，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命為適當之分配，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分割共有物時，法院應參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客觀情狀、性質、經濟效用、各共有人之使用現狀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狀公平決之。又每宗耕地分割後每人所有面積未達0.25公頃者，不得分割。農業發展條例第12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經查系爭農業區土地合併後之四周地界尚屬平直，系爭工業區土地合併後則屬略呈等腰三角形狀，系爭土地現況雜草、樹木叢生，其上有一頹傾之紅磚地上物，無對外聯絡之道路可供通行，均為袋地等情，有原告提出之系爭土地地籍圖謄本1件、系爭土地現況照片12張附卷可憑（見本院調字卷第21頁、本院卷第117頁至第127頁），可知系爭土地合併分割並無需要預留道路通行。又查系爭農業區土地按原告方案即如附圖一所示方法分割，原告、被告吳曾昭美均可按其原應有部分比例取得原物，且各自取得之土地地形均屬方整，有利於土地農業發展之經濟利用，系爭農業區土地合併分割後，原告、被告吳曾昭美取得之土地面積分別為9,478.22平方公尺、18,956.43平方公尺，面積均遠大於0.25公頃限制，與農業發展條例第12條第1項本文規定之限制無違；而系爭工業區土地合併後總面積僅54.81平方公尺，然共有人有原告、被告吳曾昭美、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每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所示，若依各該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取得土地，將使土地過度細分，不利於系爭工業區土地之利用，難以發揮土地經濟效益之最大化，若依原告方案分割，將系爭工業區土地合併分割後，全部由被告吳曾昭美取得，將可與其分得相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合併利用，有利於被告吳曾昭美利用土地之最大經濟價值。加以原告起訴原欲採用另一分割方案，即將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土地分歸原告取得，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由被告全體依其原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然被告吳曾昭美於113年3月25日具狀表示同意系爭土地按如附圖一所示方法分割，即由被告吳曾昭美取得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就系爭工業區土地部分則由其單獨取得，並由原告、被告吳曾昭美以金錢補償未分得土地之如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原告乃於113年4月17日表示同意被告吳曾昭美於同年3月25日提出之上開分割方案，並變更聲明為與被告吳曾昭美於同年3月25日提出之分割方案相同之原告方案，有原告之起訴狀1件、民事陳報狀2件、被告之民事答辯狀、民事陳報狀各1件在卷可查（見本院調字卷第9頁至第21頁、本院卷第139頁至第141頁、第165頁、第166頁、第219頁至第221頁），可知原告方案本即為被告吳曾昭美所提出，之後原告才同意採用，則被告吳曾昭美嗣後更易前詞改請求採用如其抗辯所稱之被告吳曾昭美方案，要求其改分割取得如附圖二編號甲部分土地，由原告取得如附圖二編號乙部分土地，並由原告單獨取得系爭工業區土地後，由原告以金錢找補未分得土地之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顯屬僅顧及自己利益、忽視其他共有人權益之作為，違反誠信及公平原則。然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須顧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被告吳曾昭美抗辯採用之被告吳曾昭美方案，僅顧及其自身利益，也為原告不同意，自無可採。再者系爭土地北臨之108等11筆地號土地固為被告吳曾昭美配偶吳修齊之子吳平原、吳平治所有，然吳平原、吳平治並非被告吳曾昭美之子，且108等11筆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均為空白等情，有被告吳曾昭美提出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11件、吳曾昭美戶籍謄本、吳平原、吳平治身份證影本各1件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45頁至第369頁），可知吳平原、吳平治與被告吳曾昭美並無血緣連結，則其2人日後是否願意將108等11筆地號土地與被告吳曾昭美於本件分割共有物事件取得之土地合併利用，仍屬未定之事，自不得以此據為必將如附圖二編號甲部分土地分歸被告吳曾昭美取得之理由。況系爭農業區土地只能做農業使用，吳平原、吳平治所有之108等11筆地號土地均非農業用地，將來有很大機率不做農業使用，被告吳曾昭美於分割後取得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土地多達18,956.43平方公尺，已足發揮其分割後取得土地之農業經濟效用，亦無非與108等11筆地號土地合併使用之必要。是被告吳曾昭美以108等11筆土地為其配偶吳修齊之子吳平原、吳平治所有，被告吳曾昭美分得之土地有與上開鄰地共同使用之利為由，抗辯系爭土地應改採被告吳曾昭美方案分割云云，並無足採。兩造就系爭土地按附圖一所示分配位置為分割，由原告分得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土地、面積9,478.22平方公尺，由被告吳曾昭美分得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土地、面積18,956.43平方公尺，由被告吳曾昭美單獨分得系爭工業區土地，面積分別為28.82平方公尺、25.99平方公尺，本即為原告、被告吳曾昭美、被告鄭榮洲同意之分配位置，其餘被告經本院合法通知，均未到場或以書狀表示不同意見，堪認採用原告方案亦不違反其等之意願，且原告方案符合公平原則，更是被告吳曾昭美最初提出之分割方法，原告、被告吳曾昭美分割後取得之土地，均足以發揮系爭土地之最大經濟價值，是本院審酌上情，認系爭土地採原告方案分割，應屬符合大多數共有人期待，發揮最大經濟效用之分割分法，乃最有利於系爭土地之利用，並兼顧兩造分得土地之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之分割方式。原告主張系爭土地應按如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法為分割，並由兩造以金錢互為找補，要屬可採。被告吳曾昭美抗辯系爭土地應按如附圖二所示之被告吳曾昭美方案分割，原告並應以金錢找補未分得土地之如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15所示被告云云，委無足採。
八、再查本院依職權囑託王建忠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原告方案進行鑑價，經就系爭土地之分割位置及面積，估價分割後各筆土地之價格，據以計算各共有人差額找補如附表二所示，有113年8月6日王建忠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王建忠估師字第11306043-4號函檢送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1本附於外卷可查，本院審酌鑑定人領有不動產估價師證書，對於土地價額之評析具有一定之專業，其評估系爭土地分割後之價值，尚屬公正客觀，應可採信，爰命兩造依附表二所示金額互為找補。被告吳曾昭美另以其上開三、（一）所示事由，抗辯上開估價報告有失公平，且過於短視，忽視將來開發使用之方向云云，要屬其主觀意見，亦無可採。
九、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共同訴訟人，按其人數，平均分擔訴訟費用。但共同訴訟人於訴訟之利害關係顯有差異者，法院得酌量其利害關係之比例，命分別負擔。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事件本質上並無訟爭性，乃由法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案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本件原告請求分割共有物，因兩造均獲得利益，如僅由被告負擔，本院認為顯失公平，因認本件訴訟費用之裁判費及測量費，應由兩造各按其應有部分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諭知本件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4項所示。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主張，均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說明。
十一、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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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5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附表一：土地面積及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           編號 共有人  不動產標示           臺南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28.82平方公尺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5.99平方公尺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3,265.91平方公尺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48.56平方公尺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7,502.75平方公尺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6,529.39平方公尺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614.63平方公尺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8,273.41平方公尺 1 黃玲珠  3分之1 3分之1 3分之1 3分之1 3分之1 3分之1 3分之1 3分之1 2 吳曾昭美  3分之1 3分之1 3分之2 3分之2 3分之2 3分之2 3分之2 3分之2 3 鄭林不纒之繼承人 鄭蔡美緞 公同共有 3分之1 公同共有 3分之1 0 0 0 0 0 0 4  鄭明典   0 0 0 0 0 0 5  鄭宏豪   0 0 0 0 0 0 6  鄭進樑   0 0 0 0 0 0 7  鄭榮洲兼鄭盧英娥之繼承人   0 0 0 0 0 0 8  鄭健洲兼鄭盧英娥之繼承人   0 0 0 0 0 0 9  鄭淑慧兼鄭盧英娥之繼承人   0 0 0 0 0 0 10  王鄭月桂   0 0 0 0 0 0 11  鄭碧桂   0 0 0 0 0 0 12  鄭月理   0 0 0 0 0 0 13  郭鄭碧月   0 0 0 0 0 0 14  許芳瑞律師即鄭順德之遺產管理人   0 0 0 0 0 0 15  鄭三德   0 0 0 0 0 0 

附表二：  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吳曾昭美 黃玲珠 新臺幣1,119,656元 鄭蔡美緞 （公同共有） 新臺幣487,809元 鄭明典  鄭宏豪  鄭進樑  鄭榮洲兼鄭盧英娥之繼承人  鄭健洲兼鄭盧英娥之繼承人  鄭淑慧兼鄭盧英娥之繼承人  王鄭月桂  鄭碧桂  鄭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