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繼訴字第87號

原      告  金雯   

訴訟代理人  閻道至律師

            尤文粲律師

複代理人    鄭佳雯律師

被      告  金玉珍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江皇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裁定（11

2年度家繼訴字第34號）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2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繼承人金伍秀蘭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一

「本院分割方法」欄所示。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　實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於家事訴訟事件亦有準用。又

民法第1164條規定之遺產分割，其目的係廢止全部遺產公同

共有關係。法院為裁判分割時，得審酌共有物性質、經濟效

用等因素為分割，不受共有人主張拘束。故當事人關於遺產

範圍、分割方法主張之變更、增減，均屬補充或更正法律或

事實上之陳述，尚非訴之變更、追加（最高法院109年度台

上字第233號判決可參）。原告起訴時聲明：兩造共有如附

表一編號1、2所示之房地（以下合稱系爭臺南房地）應以變

價方式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有部分各2分之1比例分配

等語(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家調字第98號卷第7

頁)。嗣於本件訴訟期間變更聲明，最後聲明為：就被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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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金伍秀蘭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請求分割如附表一

「原告主張分割方法」欄所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5頁)。核

均屬對於遺產範圍及分割方法補充、更正事實及法律上之陳

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程序上合法，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繼承人金伍秀蘭於民國105年3月7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

所示之遺產，兩造為其全體繼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

因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

不分割之約定，惟兩造無法協議分割，爰依民法第1164條規

定請求分割遺產。又被繼承人死亡後，被告將系爭臺南房地

出租所收取之租金，亦應列入遺產為分配。

　㈡就被告主張從遺產中取償費用之意見：

　 ⒈系爭臺南房地房貸部分：原告長期交付現金作為被繼承人

之生活費、房貸等家庭支出， 再由被繼承人將款項交由被

告繳納系爭臺南房地房貸，自100年起原告提供名下華泰商

業銀行0000000000000帳號之提款卡、密碼予被繼承人使

用，平均每月1萬多元至2萬多元之支出，均屬原告對被繼

承人之孝親費用，被告為被繼承人支付之各類款項亦同此

性質，兩造均有分擔被繼承人之經濟所需，被告之給付並

非基於借貸被繼承人之意思，不得自被繼承人遺產扣除。

況依被告提出之交易明細，無法特定被告匯款之目的與用

途，無法認定係用於繳納系爭臺南房地貸款。縱認被告於1

12年9月20日答辯狀主張其代墊系爭臺南房地房屋貸款之抗

辯有理，然自95年5月24日起至97年9月12日之款項共計48

8,000元已罹於15年之時效。

　 ⒉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房屋（下稱系爭南海路房屋）修繕費用

部分：原告雖於電子郵件表示欠被告快40萬元，然此金額

與被告主張之修繕總金額510,830元並不相符，無法證明被

告墊付金額高達510,830元，且原告亦有交付現金予被繼承

人用於修繕系爭南海路房屋。縱認被告支付修繕費高達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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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元，然系爭南海路房屋為兩造之祖厝，為被繼承人生

前所居，上開修繕費用係為改善被繼承人生活環境所支

出，具孝親費性質，非可自被繼承人遺產中扣除。

　 ⒊醫療費用部分：被繼承人於104年7月至105年3月住院期間

均由原告全天候照顧，並協助被繼承人自華泰商業銀行帳

戶每月提領現金支付醫療與生活必要開銷，因被告有請領

保險需求，原告即將相關費用單據交付被告，自己並未留

存，觀諸原告華泰商業銀行帳戶於被繼承人住院期間，平

均每月支出高達7萬多元，高於其他月份之1至2萬元，足見

原告確實將上開銀行帳戶款項用於被繼承人之生活開銷，

是兩造對於被繼承人生活中各項支出雖未有明確數額、時

間之分擔紀錄，然均有貢獻，被告支付之醫療費用應具有

孝親性質，且其中655元為證明書費用，自不得主張於被繼

承人遺產扣除。

　 ⒋看護費用部分：被告提出之單據僅能看出被繼承人已結清

款項，無法證明該款項係由被告繳納。

　㈢並聲明：就被繼承人金伍秀蘭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請

求分割如附表一「原告主張分割方法」欄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被繼承人之遺產如附表一，至原告主張系爭臺南房地於被繼

承人死亡後由被告出租一事，未有任何舉證，即便有租金收

入，亦非屬遺產範圍。

　㈡對於原告主張之遺產分割方法無意見，但應就下列項目及金

額，由被告自被繼承人之遺產中先行取償：

　⒈被告墊付系爭臺南房地之房屋貸款2,330,821元：被繼承人

於88年10月4日購入系爭臺南房地，被告自91年開始將部分

薪水交付被繼承人用以支付每期房貸約1/2或1/3不等，兩造

父親於95年2月死亡後，系爭臺南房地貸款便由被告支付，

於107年6月11日被告以匯款方式結清剩餘貸款294,901元。

被告係匯款給被繼承人，無法確知是否全數用以繳納房貸，

但由被繼承人帳戶自95年5月25日起至107年扣完最後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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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繳貸款」為止，所有「代繳貸款」金額合計2,337,083

元，而自被告主張全額給付房貸開始（即95年5月24日）至1

07年結清貸款為止，被告共給付房貸2,330,821元，與上開

「代繳貸款」之差額僅6,262元，足認被告給付之金額均用

以支付房屋貸款。

　⒉被告墊付系爭南海路房屋之修繕費用510,830元：被繼承人

生前與原告居住於系爭南海路房屋，被告共墊付該屋修繕費

用510,830元，此有原告於100年5月24日以電子郵件傳送系

爭南海路房屋修繕項目及費用表予被告，並於信件中表示

「我把手邊有的單據大約估算了下...我最少已經欠妳快四

十萬元（裝修加上房貸）」等語可證。

　⒊被告墊付被繼承人之醫療費用110,806元及257,825元：被繼

承人住院期間之醫療費用係由被告支付，故由被告取得相關

收據，其中110,806元之費用係被告以信用卡繳費。另被繼

承人之保險受益人記載為被告，給付項目為「身故保險金56

2,426元」，「醫療給付0元」，給付時間為「105年4月8

日」即被繼承人死亡後，是被繼承人之醫療費用並非由其醫

療保險給付。

　⒋被告墊付被繼承人之看護費用57,725元：被繼承人生前之看

護係由被告聘僱並給付相關費用，故由非同住之被告保存相

關收據。

　⒌被告墊付被繼承人喪葬費193,850元。

　⒍被告墊付東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家建設公司)之違約

金81,667元。

　⒎被告墊付系爭臺南房地之繼承登記相關費用40,646元。

　㈢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繼承人金伍秀蘭於105年3月7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

之遺產，兩造為其全體繼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等情，

業據其提出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土地建物第一類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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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建物土地所有權狀為證（除繼承系統表外，其他均影

本，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家調字第98號卷第13至1

5、35至43、55至62頁、本院卷一第131至134、147至151

頁），並有臺灣土地銀行集中作業中心112年9月8日總集作

查字第1121011950號函附客戶存款往來一覽表及交易明細

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9月13日中信銀字

第112224839339224號函附存款交易明細在卷可稽（見本院

卷一第33至45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以認定。至原告

主張被繼承人死亡後之系爭臺南房地租金收入亦應列入遺產

範圍云云，查被繼承人死亡後，系爭臺南房地即由兩造所繼

承而為公同共有，倘若被繼承人死亡後有繼續出租之情事，

此部分租金亦為兩造公同共有，並非被繼承人之遺產，是原

告此部分主張，並無理由。

　㈡有關由金伍秀蘭遺產中先行取償之項目與金額：

　⒈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

之，民法第1150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具

有共益之性質，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

用，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等均屬之。次按被繼承

人之喪葬費用，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且依一般倫

理價值觀念認屬必要者，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並由遺

產支付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

照）。又被繼承人所遺債務，亦為遺產之一部分。繼承人就

遺產享有債權，為方便遺產分割實行，及期共同繼承人間之

公平，於遺產分割時，應先由被繼承人之遺產扣除繼承人所

享有之債權數額後，再分割遺產。

　⒉就附表三編號5至7部分：

　　被告主張其曾支付如附表三編號5至7所示之費用，應自本件

遺產中先行取償等節，業據被告提出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其他

收入憑單、德恩禮儀有限公司領據、東家建設公司收款證

明、民事撤回起訴狀、合作金庫銀行存款憑條、房地產登記

費用收據明細表、臺南市永康地政事務所地政規費徵收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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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臺北市地政規費及其他收入收據為證（均影本，見本院

卷一第107至127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66

頁），另提出兩造、被繼承人與東家建設公司簽訂之合建契

約影本為佐（見本院卷一第163至170頁），堪認被告確有支

付此部分繼承費用（附表三編號5、7）及清償被繼承人生前

債務（附表三編號6）。

　⒊就系爭臺南房地之房貸部分：

　　被告主張其為被繼承人墊付系爭臺南房地貸款合計2,330,82

1元（即附表三編號1）乙節，業據其提出被證1至3之土地銀

行房屋擔保借款繳息清單、被告匯款明細、被告存摺、匯豐

銀行綜合對帳單、土地銀行客戶歷史交易明細查詢、放款繳

納單、匯款申請書為證（均影本，見本院卷一第53至99、19

5至201頁），惟為原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且提出

原證3之原告華泰商業銀行交易明細影本為佐（見本院卷一

第171至176頁）。查：⑴本件被繼承人死亡後，被告曾從其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匯款如附表

四所示之金額至被繼承人土地銀行帳戶內，用以支付系爭臺

南房地房貸，合計匯款585,821元等情，此有臺灣土地銀行

集中作業中心112年9月8日總集作查字第1121011950號函附

客戶存款往來一覽表及交易明細表、被告存摺封面影本、放

款繳納單影本、匯款申請書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3

至37、61、99頁）。參以被繼承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

0-000000000000號帳戶於105年3月9日、同年月10日各經轉

出156,406元、276,530元至被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

000000000000號帳戶內，此有被繼承人上開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帳戶存款交易明細、被告上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存摺

封面影本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5、61頁），故應認被告

實際上代被繼承人清償房貸債務之金額為152,885元（計算

式：585,821元-156,406元-276,530元＝152,885元），可列

為被告代被繼承人清償債務。⑵被告主張被繼承人死亡前，

其曾為被繼承人代墊房貸部分，查被告自95年5月25日起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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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年止，雖有匯款多筆金額至被繼承人帳戶內，但被繼承人

帳戶同時有現金存入，並有提領現金之情形，而原告亦主張

其有提供被繼承人每月1萬多元至2萬多元之孝親費用，原以

現金方式交付，後提供其華泰商業銀行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供

被繼承人自由使用等語等語，並提出其華泰商業銀行帳戶交

易明細為佐（見本院卷一第171至176頁），故尚難排除兩造

交付給被繼承人之金錢，均係供被繼承人作為日常生活、房

貸等各項家庭生活支出統籌分配，性質上屬孝親費。況被告

就其在被繼承人生前每月所交付之金錢與被繼承人間究成立

何法律關係，並未加以舉證，自難認定被告在被繼承人生前

有為其墊付房貸之情形。

  ⒋就房屋修繕費用部分：

　　被告主張其墊付系爭南海路房屋之修繕費用510,830元（即

附表三編號2）乙節，雖據其提出被證4之原告於100年5月24

日電子郵件及所附之修繕總結表為佐（見本院卷一第101至1

03頁），惟為原告所爭執。本件被告並未提出相關修繕單

據，僅憑被告繕打之上開修繕總結表，尚難認定被告有為被

繼承人代墊系爭南海路房屋之修繕費510,830元，且被告於

電子郵件中係表示「我把手邊有的單據大約估算了下...我

最少已經欠妳快四十萬元（裝修加上房貸）」等語，倘若被

告真有支付修繕費，債務人究為原告或被繼承人，亦有未

明，是被告主張其有為被繼承人墊付房屋修繕費510,830

元，舉證尚有不足。

　⒌就醫療費用及看護費用部分：

　　被告主張其為被繼承人支出醫療費用110,806元、257,825

元，及看護費用57,725元（即附表三編號3、4）等語，雖據

其提出被證5、10、11之信用卡簽帳單、臺大醫院醫療費用

收據、病患家屬自行聘僱照顧服務員費用收據（均影本，見

本院卷一第105、207至269頁），惟為被告所爭執。查依被

告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資料（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

家繼訴字第34號卷第13至14頁），顯示被告所提出之醫療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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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單據包含日期為104年8月10日、104年9月8日、104年9月1

0日、104年11月12日，被告均在國外，被告如何為被繼承人

支付醫療費用，實有疑問，故難僅憑被告持有上開醫療費用

收據、聘僱照顧服務員費用收據，即認定被告有為被繼承人

代墊相關醫療、聘僱費用。至被告雖提出臺大醫院105年3月

7日之信用卡刷卡簽帳單（金額110,806元），惟被告並未提

出相對應之臺大醫院醫療費用收據，本院亦無從認定被告有

支付此部分醫療費用。是以，被告主張其有墊付如附表三編

號3、4所示之醫療、看護費用，並非可採。

　⒍綜上，本件被告得自被繼承人金伍秀蘭遺產中先行扣除取償

之部分，為152,885元（即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房貸）、193,

850元、81,667元、40,646元（即附表三編號5、6、7），合

計為469,048元。

　㈢關於遺產分割方法：　

　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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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按公同共有物之分

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為民

法第830條第2項所明定。準此，公同共有遺產之分割，於共

有人不能協議決定分割方法時，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準用同

法第824條第2項、第3項為分配。又民法第1164條所定之遺

產分割，其目的在於遺產公同共有關係全部之廢止，而非個

別財產公同共有關係之消滅。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

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

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

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

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

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

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不受繼承人所主張

分割方法之拘束。

　⒉就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之不動產，兩造均希望採變價分割方

式，本院參酌兩造意見、該遺產性質及價格、經濟效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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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人間之意願及公平性，認宜採變價分割，且所得價金應

先扣除被告前開支出之房貸、喪葬費用、東家建設公司違約

金、系爭臺南房地繼承登記費用合計469,048元後，餘款再

按附表編號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予兩造。另如附表編號

3、4所示之遺產，為存款、孳息，性質可分，考量所餘金額

不多，尚不足以償還被告支出之全部費用，被告將來勢必需

就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不動產變價所得價金取償，為免增加

被告後續證明上之負擔，減少兩造爭議，存款及其孳息部分

宜直接按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原物分配予兩造，被告支出費用

均從上開不動產變價價金取償，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

示。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證據調查聲請，於本件不生影

響，均無調查之必要。且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五、本件遺產既因兩造無法協議分割，原告始提起訴訟，而分割

遺產之訴兩造在訴訟上之地位得互易，且兩造亦因本件遺產

分割而均蒙其利，依民事訴訟法第81條第2款規定，本院認

為本案訴訟費用由兩造依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

文第2項所示。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

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陳苑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文松

附表一：被繼承人金伍秀蘭之遺產

編號 遺產名稱 權 利 範 圍

或金額

(新臺幣)

原告主張分

割方法

被告意見 本院分割

方法

1 臺南市○○區○○○段0

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

60/90000

變價方式分

割，所得價

變 價 分

割，價金

變 價 分

割，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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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應繼分比例

 

附表三：被告主張應自遺產中扣償之項目

金由兩造按

應繼分比例

分配

應先予扣

償被告代

墊費用

價金由被

告就其所

支出之46

9,048 元

先 行 取

償，餘款

再由兩造

按附表二

所示之應

繼分比例

分配取得

2 臺南市○○里○○○街0

00巷 00號 2樓之1房屋

（即臺南市○○區○○

○段0000○號建物）

權 利 範 圍

全部

3 臺北市○○區○○段○

○段000○0地號土地

權 利 範 圍

1/3

4 臺北市○○區○○路00

巷00號房屋（未辦保存

登記）

權 利 範 圍

全部

5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存款 61 元 及 其

孳息

原物分割，

由兩造按應

繼分比例分

配

應先予扣

償被告代

墊費用

原 物 分

割，由兩

造按附表

二所示之

應繼分比

例分配取

得。

　6 臺灣土地銀行存款 6,350元及

其孳息

編號 姓名 應繼分比例

1 金雯 1/2

2 金玉珍 1/2

編號 項目 金額

(新臺幣)

原告意見

1 系爭臺南房地

之房屋貸款

2,330,821元 爭執

2 系爭南海路房

屋修繕費用

510,830元 爭執

3 被繼承人醫療

費用

110,806元 爭執

257,825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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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4

05

(續上頁)

第十頁



 

附表四：被告繳付系爭臺南房地房貸

4 被繼承人看護

費用

57,725元 爭執

5 被繼承人喪葬

費用

193,850元 不爭執

6 東家建設公司

違約金

81,667元 不爭執

7 系爭臺南房地

繼承登記費用

40,646元 不爭執

編號 日期 金額（新臺幣）

 1 105年11月13日 15,500元

 2 105年12月6日 16,000元

 3 106年1月15日 30,000元

 4 106年3月1日 45,460元

 5 106年6月5日 45,460元

 6 106年9月5日 45,500元

 7 106年12月3日 46,500元

 8 107年2月21日 46,500元

 9 107年6月11日 294,901元

合計 585,82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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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繼訴字第87號
原      告  金雯    
訴訟代理人  閻道至律師
            尤文粲律師
複代理人    鄭佳雯律師
被      告  金玉珍  


訴訟代理人  江皇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裁定（112年度家繼訴字第34號）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繼承人金伍秀蘭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一「本院分割方法」欄所示。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　實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於家事訴訟事件亦有準用。又民法第1164條規定之遺產分割，其目的係廢止全部遺產公同共有關係。法院為裁判分割時，得審酌共有物性質、經濟效用等因素為分割，不受共有人主張拘束。故當事人關於遺產範圍、分割方法主張之變更、增減，均屬補充或更正法律或事實上之陳述，尚非訴之變更、追加（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33號判決可參）。原告起訴時聲明：兩造共有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房地（以下合稱系爭臺南房地）應以變價方式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有部分各2分之1比例分配等語(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家調字第98號卷第7頁)。嗣於本件訴訟期間變更聲明，最後聲明為：就被繼承人金伍秀蘭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請求分割如附表一「原告主張分割方法」欄所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5頁)。核均屬對於遺產範圍及分割方法補充、更正事實及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程序上合法，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繼承人金伍秀蘭於民國105年3月7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兩造為其全體繼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因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兩造無法協議分割，爰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請求分割遺產。又被繼承人死亡後，被告將系爭臺南房地出租所收取之租金，亦應列入遺產為分配。
　㈡就被告主張從遺產中取償費用之意見：
　 ⒈系爭臺南房地房貸部分：原告長期交付現金作為被繼承人之生活費、房貸等家庭支出， 再由被繼承人將款項交由被告繳納系爭臺南房地房貸，自100年起原告提供名下華泰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帳號之提款卡、密碼予被繼承人使用，平均每月1萬多元至2萬多元之支出，均屬原告對被繼承人之孝親費用，被告為被繼承人支付之各類款項亦同此性質，兩造均有分擔被繼承人之經濟所需，被告之給付並非基於借貸被繼承人之意思，不得自被繼承人遺產扣除。況依被告提出之交易明細，無法特定被告匯款之目的與用途，無法認定係用於繳納系爭臺南房地貸款。縱認被告於112年9月20日答辯狀主張其代墊系爭臺南房地房屋貸款之抗辯有理，然自95年5月24日起至97年9月12日之款項共計488,000元已罹於15年之時效。
　 ⒉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房屋（下稱系爭南海路房屋）修繕費用部分：原告雖於電子郵件表示欠被告快40萬元，然此金額與被告主張之修繕總金額510,830元並不相符，無法證明被告墊付金額高達510,830元，且原告亦有交付現金予被繼承人用於修繕系爭南海路房屋。縱認被告支付修繕費高達510,830元，然系爭南海路房屋為兩造之祖厝，為被繼承人生前所居，上開修繕費用係為改善被繼承人生活環境所支出，具孝親費性質，非可自被繼承人遺產中扣除。
　 ⒊醫療費用部分：被繼承人於104年7月至105年3月住院期間均由原告全天候照顧，並協助被繼承人自華泰商業銀行帳戶每月提領現金支付醫療與生活必要開銷，因被告有請領保險需求，原告即將相關費用單據交付被告，自己並未留存，觀諸原告華泰商業銀行帳戶於被繼承人住院期間，平均每月支出高達7萬多元，高於其他月份之1至2萬元，足見原告確實將上開銀行帳戶款項用於被繼承人之生活開銷，是兩造對於被繼承人生活中各項支出雖未有明確數額、時間之分擔紀錄，然均有貢獻，被告支付之醫療費用應具有孝親性質，且其中655元為證明書費用，自不得主張於被繼承人遺產扣除。
　 ⒋看護費用部分：被告提出之單據僅能看出被繼承人已結清款項，無法證明該款項係由被告繳納。
　㈢並聲明：就被繼承人金伍秀蘭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請求分割如附表一「原告主張分割方法」欄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被繼承人之遺產如附表一，至原告主張系爭臺南房地於被繼承人死亡後由被告出租一事，未有任何舉證，即便有租金收入，亦非屬遺產範圍。
　㈡對於原告主張之遺產分割方法無意見，但應就下列項目及金額，由被告自被繼承人之遺產中先行取償：
　⒈被告墊付系爭臺南房地之房屋貸款2,330,821元：被繼承人於88年10月4日購入系爭臺南房地，被告自91年開始將部分薪水交付被繼承人用以支付每期房貸約1/2或1/3不等，兩造父親於95年2月死亡後，系爭臺南房地貸款便由被告支付，於107年6月11日被告以匯款方式結清剩餘貸款294,901元。被告係匯款給被繼承人，無法確知是否全數用以繳納房貸，但由被繼承人帳戶自95年5月25日起至107年扣完最後一筆「代繳貸款」為止，所有「代繳貸款」金額合計2,337,083元，而自被告主張全額給付房貸開始（即95年5月24日）至107年結清貸款為止，被告共給付房貸2,330,821元，與上開「代繳貸款」之差額僅6,262元，足認被告給付之金額均用以支付房屋貸款。
　⒉被告墊付系爭南海路房屋之修繕費用510,830元：被繼承人生前與原告居住於系爭南海路房屋，被告共墊付該屋修繕費用510,830元，此有原告於100年5月24日以電子郵件傳送系爭南海路房屋修繕項目及費用表予被告，並於信件中表示「我把手邊有的單據大約估算了下...我最少已經欠妳快四十萬元（裝修加上房貸）」等語可證。
　⒊被告墊付被繼承人之醫療費用110,806元及257,825元：被繼承人住院期間之醫療費用係由被告支付，故由被告取得相關收據，其中110,806元之費用係被告以信用卡繳費。另被繼承人之保險受益人記載為被告，給付項目為「身故保險金562,426元」，「醫療給付0元」，給付時間為「105年4月8日」即被繼承人死亡後，是被繼承人之醫療費用並非由其醫療保險給付。
　⒋被告墊付被繼承人之看護費用57,725元：被繼承人生前之看護係由被告聘僱並給付相關費用，故由非同住之被告保存相關收據。
　⒌被告墊付被繼承人喪葬費193,850元。
　⒍被告墊付東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家建設公司)之違約金81,667元。
　⒎被告墊付系爭臺南房地之繼承登記相關費用40,646元。
　㈢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繼承人金伍秀蘭於105年3月7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兩造為其全體繼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等情，業據其提出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土地建物第一類謄本、建物土地所有權狀為證（除繼承系統表外，其他均影本，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家調字第98號卷第13至15、35至43、55至62頁、本院卷一第131至134、147至151頁），並有臺灣土地銀行集中作業中心112年9月8日總集作查字第1121011950號函附客戶存款往來一覽表及交易明細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9月13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339224號函附存款交易明細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3至45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以認定。至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死亡後之系爭臺南房地租金收入亦應列入遺產範圍云云，查被繼承人死亡後，系爭臺南房地即由兩造所繼承而為公同共有，倘若被繼承人死亡後有繼續出租之情事，此部分租金亦為兩造公同共有，並非被繼承人之遺產，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理由。
　㈡有關由金伍秀蘭遺產中先行取償之項目與金額：
　⒈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民法第1150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具有共益之性質，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等均屬之。次按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且依一般倫理價值觀念認屬必要者，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並由遺產支付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被繼承人所遺債務，亦為遺產之一部分。繼承人就遺產享有債權，為方便遺產分割實行，及期共同繼承人間之公平，於遺產分割時，應先由被繼承人之遺產扣除繼承人所享有之債權數額後，再分割遺產。
　⒉就附表三編號5至7部分：
　　被告主張其曾支付如附表三編號5至7所示之費用，應自本件遺產中先行取償等節，業據被告提出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其他收入憑單、德恩禮儀有限公司領據、東家建設公司收款證明、民事撤回起訴狀、合作金庫銀行存款憑條、房地產登記費用收據明細表、臺南市永康地政事務所地政規費徵收聯單、臺北市地政規費及其他收入收據為證（均影本，見本院卷一第107至127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66頁），另提出兩造、被繼承人與東家建設公司簽訂之合建契約影本為佐（見本院卷一第163至170頁），堪認被告確有支付此部分繼承費用（附表三編號5、7）及清償被繼承人生前債務（附表三編號6）。
　⒊就系爭臺南房地之房貸部分：
　　被告主張其為被繼承人墊付系爭臺南房地貸款合計2,330,821元（即附表三編號1）乙節，業據其提出被證1至3之土地銀行房屋擔保借款繳息清單、被告匯款明細、被告存摺、匯豐銀行綜合對帳單、土地銀行客戶歷史交易明細查詢、放款繳納單、匯款申請書為證（均影本，見本院卷一第53至99、195至201頁），惟為原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且提出原證3之原告華泰商業銀行交易明細影本為佐（見本院卷一第171至176頁）。查：⑴本件被繼承人死亡後，被告曾從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匯款如附表四所示之金額至被繼承人土地銀行帳戶內，用以支付系爭臺南房地房貸，合計匯款585,821元等情，此有臺灣土地銀行集中作業中心112年9月8日總集作查字第1121011950號函附客戶存款往來一覽表及交易明細表、被告存摺封面影本、放款繳納單影本、匯款申請書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3至37、61、99頁）。參以被繼承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於105年3月9日、同年月10日各經轉出156,406元、276,530元至被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此有被繼承人上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存款交易明細、被告上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存摺封面影本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5、61頁），故應認被告實際上代被繼承人清償房貸債務之金額為152,885元（計算式：585,821元-156,406元-276,530元＝152,885元），可列為被告代被繼承人清償債務。⑵被告主張被繼承人死亡前，其曾為被繼承人代墊房貸部分，查被告自95年5月25日起至107年止，雖有匯款多筆金額至被繼承人帳戶內，但被繼承人帳戶同時有現金存入，並有提領現金之情形，而原告亦主張其有提供被繼承人每月1萬多元至2萬多元之孝親費用，原以現金方式交付，後提供其華泰商業銀行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供被繼承人自由使用等語等語，並提出其華泰商業銀行帳戶交易明細為佐（見本院卷一第171至176頁），故尚難排除兩造交付給被繼承人之金錢，均係供被繼承人作為日常生活、房貸等各項家庭生活支出統籌分配，性質上屬孝親費。況被告就其在被繼承人生前每月所交付之金錢與被繼承人間究成立何法律關係，並未加以舉證，自難認定被告在被繼承人生前有為其墊付房貸之情形。
  ⒋就房屋修繕費用部分：
　　被告主張其墊付系爭南海路房屋之修繕費用510,830元（即附表三編號2）乙節，雖據其提出被證4之原告於100年5月24日電子郵件及所附之修繕總結表為佐（見本院卷一第101至103頁），惟為原告所爭執。本件被告並未提出相關修繕單據，僅憑被告繕打之上開修繕總結表，尚難認定被告有為被繼承人代墊系爭南海路房屋之修繕費510,830元，且被告於電子郵件中係表示「我把手邊有的單據大約估算了下...我最少已經欠妳快四十萬元（裝修加上房貸）」等語，倘若被告真有支付修繕費，債務人究為原告或被繼承人，亦有未明，是被告主張其有為被繼承人墊付房屋修繕費510,830元，舉證尚有不足。
　⒌就醫療費用及看護費用部分：
　　被告主張其為被繼承人支出醫療費用110,806元、257,825元，及看護費用57,725元（即附表三編號3、4）等語，雖據其提出被證5、10、11之信用卡簽帳單、臺大醫院醫療費用收據、病患家屬自行聘僱照顧服務員費用收據（均影本，見本院卷一第105、207至269頁），惟為被告所爭執。查依被告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資料（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家繼訴字第34號卷第13至14頁），顯示被告所提出之醫療費用單據包含日期為104年8月10日、104年9月8日、104年9月10日、104年11月12日，被告均在國外，被告如何為被繼承人支付醫療費用，實有疑問，故難僅憑被告持有上開醫療費用收據、聘僱照顧服務員費用收據，即認定被告有為被繼承人代墊相關醫療、聘僱費用。至被告雖提出臺大醫院105年3月7日之信用卡刷卡簽帳單（金額110,806元），惟被告並未提出相對應之臺大醫院醫療費用收據，本院亦無從認定被告有支付此部分醫療費用。是以，被告主張其有墊付如附表三編號3、4所示之醫療、看護費用，並非可採。
　⒍綜上，本件被告得自被繼承人金伍秀蘭遺產中先行扣除取償之部分，為152,885元（即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房貸）、193,850元、81,667元、40,646元（即附表三編號5、6、7），合計為469,048元。
　㈢關於遺產分割方法：　
　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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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按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為民法第830條第2項所明定。準此，公同共有遺產之分割，於共有人不能協議決定分割方法時，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824條第2項、第3項為分配。又民法第1164條所定之遺產分割，其目的在於遺產公同共有關係全部之廢止，而非個別財產公同共有關係之消滅。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不受繼承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
　⒉就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之不動產，兩造均希望採變價分割方式，本院參酌兩造意見、該遺產性質及價格、經濟效用、各繼承人間之意願及公平性，認宜採變價分割，且所得價金應先扣除被告前開支出之房貸、喪葬費用、東家建設公司違約金、系爭臺南房地繼承登記費用合計469,048元後，餘款再按附表編號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予兩造。另如附表編號3、4所示之遺產，為存款、孳息，性質可分，考量所餘金額不多，尚不足以償還被告支出之全部費用，被告將來勢必需就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不動產變價所得價金取償，為免增加被告後續證明上之負擔，減少兩造爭議，存款及其孳息部分宜直接按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原物分配予兩造，被告支出費用均從上開不動產變價價金取償，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證據調查聲請，於本件不生影響，均無調查之必要。且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五、本件遺產既因兩造無法協議分割，原告始提起訴訟，而分割遺產之訴兩造在訴訟上之地位得互易，且兩造亦因本件遺產分割而均蒙其利，依民事訴訟法第81條第2款規定，本院認為本案訴訟費用由兩造依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陳苑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文松
附表一：被繼承人金伍秀蘭之遺產
		編號

		遺產名稱

		權利範圍或金額
(新臺幣)

		原告主張分割方法

		被告意見

		本院分割方法



		1

		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
60/90000

		變價方式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





		變價分割，價金應先予扣償被告代墊費用

		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被告就其所支出之469,048元先行取償，餘款再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取得



		2

		臺南市○○里○○○街000巷00號2樓之1房屋（即臺南市○○區○○○段0000○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

		


		


		




		3

		臺北市○○區○○段○○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1/3

		


		


		




		4

		臺北市○○區○○路00巷00號房屋（未辦保存登記）

		權利範圍全部

		


		


		




		5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存款

		61元及其孳息

		原物分割，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

		應先予扣償被告代墊費用

		原物分割，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取得。



		　6

		臺灣土地銀行存款

		6,350元及其孳息

		


		


		








 
附表二：應繼分比例
		編號

		姓名

		應繼分比例



		1

		金雯

		1/2



		2

		金玉珍

		1/2







 
附表三：被告主張應自遺產中扣償之項目
		編號

		項目

		金額
(新臺幣)

		原告意見



		1

		系爭臺南房地之房屋貸款

		2,330,821元

		爭執



		2

		系爭南海路房屋修繕費用

		510,830元

		爭執



		3

		被繼承人醫療費用

		110,806元

		爭執



		


		


		257,825元

		




		4

		被繼承人看護費用

		57,725元

		爭執



		5

		被繼承人喪葬費用

		193,850元

		不爭執



		6

		東家建設公司違約金

		81,667元

		不爭執



		7

		系爭臺南房地繼承登記費用

		40,646元

		不爭執







 
附表四：被告繳付系爭臺南房地房貸
		編號

		日期

		金額（新臺幣）



		 1

		105年11月13日

		15,500元



		 2

		105年12月6日

		16,000元



		 3

		106年1月15日

		30,000元



		 4

		106年3月1日

		45,460元



		 5

		106年6月5日

		45,460元



		 6

		106年9月5日

		45,500元



		 7

		106年12月3日

		46,500元



		 8

		107年2月21日

		46,500元



		 9

		107年6月11日

		294,901元



		


		合計

		585,821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繼訴字第87號
原      告  金雯    
訴訟代理人  閻道至律師
            尤文粲律師
複代理人    鄭佳雯律師
被      告  金玉珍  

訴訟代理人  江皇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裁定（11
2年度家繼訴字第34號）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2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繼承人金伍秀蘭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一「
本院分割方法」欄所示。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　實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上
    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於家事訴訟事件亦有準用。又民
    法第1164條規定之遺產分割，其目的係廢止全部遺產公同共
    有關係。法院為裁判分割時，得審酌共有物性質、經濟效用
    等因素為分割，不受共有人主張拘束。故當事人關於遺產範
    圍、分割方法主張之變更、增減，均屬補充或更正法律或事
    實上之陳述，尚非訴之變更、追加（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
    字第233號判決可參）。原告起訴時聲明：兩造共有如附表
    一編號1、2所示之房地（以下合稱系爭臺南房地）應以變價
    方式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有部分各2分之1比例分配等
    語(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家調字第98號卷第7頁)。
    嗣於本件訴訟期間變更聲明，最後聲明為：就被繼承人金伍
    秀蘭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請求分割如附表一「原告主
    張分割方法」欄所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5頁)。核均屬對於
    遺產範圍及分割方法補充、更正事實及法律上之陳述，非為
    訴之變更或追加程序上合法，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繼承人金伍秀蘭於民國105年3月7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
    示之遺產，兩造為其全體繼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因
    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
    分割之約定，惟兩造無法協議分割，爰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
    請求分割遺產。又被繼承人死亡後，被告將系爭臺南房地出
    租所收取之租金，亦應列入遺產為分配。
　㈡就被告主張從遺產中取償費用之意見：
　 ⒈系爭臺南房地房貸部分：原告長期交付現金作為被繼承人之
     生活費、房貸等家庭支出， 再由被繼承人將款項交由被告
     繳納系爭臺南房地房貸，自100年起原告提供名下華泰商業
     銀行0000000000000帳號之提款卡、密碼予被繼承人使用，
     平均每月1萬多元至2萬多元之支出，均屬原告對被繼承人
     之孝親費用，被告為被繼承人支付之各類款項亦同此性質
     ，兩造均有分擔被繼承人之經濟所需，被告之給付並非基
     於借貸被繼承人之意思，不得自被繼承人遺產扣除。況依
     被告提出之交易明細，無法特定被告匯款之目的與用途，
     無法認定係用於繳納系爭臺南房地貸款。縱認被告於112年
     9月20日答辯狀主張其代墊系爭臺南房地房屋貸款之抗辯有
     理，然自95年5月24日起至97年9月12日之款項共計488,000
     元已罹於15年之時效。
　 ⒉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房屋（下稱系爭南海路房屋）修繕費用
     部分：原告雖於電子郵件表示欠被告快40萬元，然此金額
     與被告主張之修繕總金額510,830元並不相符，無法證明被
     告墊付金額高達510,830元，且原告亦有交付現金予被繼承
     人用於修繕系爭南海路房屋。縱認被告支付修繕費高達510
     ,830元，然系爭南海路房屋為兩造之祖厝，為被繼承人生
     前所居，上開修繕費用係為改善被繼承人生活環境所支出
     ，具孝親費性質，非可自被繼承人遺產中扣除。
　 ⒊醫療費用部分：被繼承人於104年7月至105年3月住院期間均
     由原告全天候照顧，並協助被繼承人自華泰商業銀行帳戶
     每月提領現金支付醫療與生活必要開銷，因被告有請領保
     險需求，原告即將相關費用單據交付被告，自己並未留存
     ，觀諸原告華泰商業銀行帳戶於被繼承人住院期間，平均
     每月支出高達7萬多元，高於其他月份之1至2萬元，足見原
     告確實將上開銀行帳戶款項用於被繼承人之生活開銷，是
     兩造對於被繼承人生活中各項支出雖未有明確數額、時間
     之分擔紀錄，然均有貢獻，被告支付之醫療費用應具有孝
     親性質，且其中655元為證明書費用，自不得主張於被繼承
     人遺產扣除。
　 ⒋看護費用部分：被告提出之單據僅能看出被繼承人已結清款
     項，無法證明該款項係由被告繳納。
　㈢並聲明：就被繼承人金伍秀蘭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請
    求分割如附表一「原告主張分割方法」欄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被繼承人之遺產如附表一，至原告主張系爭臺南房地於被繼
    承人死亡後由被告出租一事，未有任何舉證，即便有租金收
    入，亦非屬遺產範圍。
　㈡對於原告主張之遺產分割方法無意見，但應就下列項目及金
    額，由被告自被繼承人之遺產中先行取償：
　⒈被告墊付系爭臺南房地之房屋貸款2,330,821元：被繼承人於
    88年10月4日購入系爭臺南房地，被告自91年開始將部分薪
    水交付被繼承人用以支付每期房貸約1/2或1/3不等，兩造父
    親於95年2月死亡後，系爭臺南房地貸款便由被告支付，於1
    07年6月11日被告以匯款方式結清剩餘貸款294,901元。被告
    係匯款給被繼承人，無法確知是否全數用以繳納房貸，但由
    被繼承人帳戶自95年5月25日起至107年扣完最後一筆「代繳
    貸款」為止，所有「代繳貸款」金額合計2,337,083元，而
    自被告主張全額給付房貸開始（即95年5月24日）至107年結
    清貸款為止，被告共給付房貸2,330,821元，與上開「代繳
    貸款」之差額僅6,262元，足認被告給付之金額均用以支付
    房屋貸款。
　⒉被告墊付系爭南海路房屋之修繕費用510,830元：被繼承人生
    前與原告居住於系爭南海路房屋，被告共墊付該屋修繕費用
    510,830元，此有原告於100年5月24日以電子郵件傳送系爭
    南海路房屋修繕項目及費用表予被告，並於信件中表示「我
    把手邊有的單據大約估算了下...我最少已經欠妳快四十萬
    元（裝修加上房貸）」等語可證。
　⒊被告墊付被繼承人之醫療費用110,806元及257,825元：被繼
    承人住院期間之醫療費用係由被告支付，故由被告取得相關
    收據，其中110,806元之費用係被告以信用卡繳費。另被繼
    承人之保險受益人記載為被告，給付項目為「身故保險金56
    2,426元」，「醫療給付0元」，給付時間為「105年4月8日
    」即被繼承人死亡後，是被繼承人之醫療費用並非由其醫療
    保險給付。
　⒋被告墊付被繼承人之看護費用57,725元：被繼承人生前之看
    護係由被告聘僱並給付相關費用，故由非同住之被告保存相
    關收據。
　⒌被告墊付被繼承人喪葬費193,850元。
　⒍被告墊付東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家建設公司)之違約
    金81,667元。
　⒎被告墊付系爭臺南房地之繼承登記相關費用40,646元。
　㈢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繼承人金伍秀蘭於105年3月7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
    遺產，兩造為其全體繼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等情，業
    據其提出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財
    政部臺北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土地建物第一類謄本、
    建物土地所有權狀為證（除繼承系統表外，其他均影本，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家調字第98號卷第13至15、35
    至43、55至62頁、本院卷一第131至134、147至151頁），並
    有臺灣土地銀行集中作業中心112年9月8日總集作查字第112
    1011950號函附客戶存款往來一覽表及交易明細表、中國信
    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9月13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
    9339224號函附存款交易明細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3至4
    5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以認定。至原告主張被繼承
    人死亡後之系爭臺南房地租金收入亦應列入遺產範圍云云，
    查被繼承人死亡後，系爭臺南房地即由兩造所繼承而為公同
    共有，倘若被繼承人死亡後有繼續出租之情事，此部分租金
    亦為兩造公同共有，並非被繼承人之遺產，是原告此部分主
    張，並無理由。
　㈡有關由金伍秀蘭遺產中先行取償之項目與金額：
　⒈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
    ，民法第1150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具有
    共益之性質，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
    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等均屬之。次按被繼承人之
    喪葬費用，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且依一般倫理價
    值觀念認屬必要者，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並由遺產支
    付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又被繼承人所遺債務，亦為遺產之一部分。繼承人就遺產
    享有債權，為方便遺產分割實行，及期共同繼承人間之公平
    ，於遺產分割時，應先由被繼承人之遺產扣除繼承人所享有
    之債權數額後，再分割遺產。
　⒉就附表三編號5至7部分：
　　被告主張其曾支付如附表三編號5至7所示之費用，應自本件
    遺產中先行取償等節，業據被告提出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其他
    收入憑單、德恩禮儀有限公司領據、東家建設公司收款證明
    、民事撤回起訴狀、合作金庫銀行存款憑條、房地產登記費
    用收據明細表、臺南市永康地政事務所地政規費徵收聯單、
    臺北市地政規費及其他收入收據為證（均影本，見本院卷一
    第107至127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66頁）
    ，另提出兩造、被繼承人與東家建設公司簽訂之合建契約影
    本為佐（見本院卷一第163至170頁），堪認被告確有支付此
    部分繼承費用（附表三編號5、7）及清償被繼承人生前債務
    （附表三編號6）。
　⒊就系爭臺南房地之房貸部分：
　　被告主張其為被繼承人墊付系爭臺南房地貸款合計2,330,82
    1元（即附表三編號1）乙節，業據其提出被證1至3之土地銀
    行房屋擔保借款繳息清單、被告匯款明細、被告存摺、匯豐
    銀行綜合對帳單、土地銀行客戶歷史交易明細查詢、放款繳
    納單、匯款申請書為證（均影本，見本院卷一第53至99、19
    5至201頁），惟為原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且提出
    原證3之原告華泰商業銀行交易明細影本為佐（見本院卷一
    第171至176頁）。查：⑴本件被繼承人死亡後，被告曾從其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匯款如附表
    四所示之金額至被繼承人土地銀行帳戶內，用以支付系爭臺
    南房地房貸，合計匯款585,821元等情，此有臺灣土地銀行
    集中作業中心112年9月8日總集作查字第1121011950號函附
    客戶存款往來一覽表及交易明細表、被告存摺封面影本、放
    款繳納單影本、匯款申請書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3
    至37、61、99頁）。參以被繼承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
    0-000000000000號帳戶於105年3月9日、同年月10日各經轉
    出156,406元、276,530元至被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
    000000000000號帳戶內，此有被繼承人上開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帳戶存款交易明細、被告上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存摺
    封面影本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5、61頁），故應認被告
    實際上代被繼承人清償房貸債務之金額為152,885元（計算
    式：585,821元-156,406元-276,530元＝152,885元），可列
    為被告代被繼承人清償債務。⑵被告主張被繼承人死亡前，
    其曾為被繼承人代墊房貸部分，查被告自95年5月25日起至1
    07年止，雖有匯款多筆金額至被繼承人帳戶內，但被繼承人
    帳戶同時有現金存入，並有提領現金之情形，而原告亦主張
    其有提供被繼承人每月1萬多元至2萬多元之孝親費用，原以
    現金方式交付，後提供其華泰商業銀行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供
    被繼承人自由使用等語等語，並提出其華泰商業銀行帳戶交
    易明細為佐（見本院卷一第171至176頁），故尚難排除兩造
    交付給被繼承人之金錢，均係供被繼承人作為日常生活、房
    貸等各項家庭生活支出統籌分配，性質上屬孝親費。況被告
    就其在被繼承人生前每月所交付之金錢與被繼承人間究成立
    何法律關係，並未加以舉證，自難認定被告在被繼承人生前
    有為其墊付房貸之情形。
  ⒋就房屋修繕費用部分：
　　被告主張其墊付系爭南海路房屋之修繕費用510,830元（即
    附表三編號2）乙節，雖據其提出被證4之原告於100年5月24
    日電子郵件及所附之修繕總結表為佐（見本院卷一第101至1
    03頁），惟為原告所爭執。本件被告並未提出相關修繕單據
    ，僅憑被告繕打之上開修繕總結表，尚難認定被告有為被繼
    承人代墊系爭南海路房屋之修繕費510,830元，且被告於電
    子郵件中係表示「我把手邊有的單據大約估算了下...我最
    少已經欠妳快四十萬元（裝修加上房貸）」等語，倘若被告
    真有支付修繕費，債務人究為原告或被繼承人，亦有未明，
    是被告主張其有為被繼承人墊付房屋修繕費510,830元，舉
    證尚有不足。
　⒌就醫療費用及看護費用部分：
　　被告主張其為被繼承人支出醫療費用110,806元、257,825元
    ，及看護費用57,725元（即附表三編號3、4）等語，雖據其
    提出被證5、10、11之信用卡簽帳單、臺大醫院醫療費用收
    據、病患家屬自行聘僱照顧服務員費用收據（均影本，見本
    院卷一第105、207至269頁），惟為被告所爭執。查依被告
    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資料（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家
    繼訴字第34號卷第13至14頁），顯示被告所提出之醫療費用
    單據包含日期為104年8月10日、104年9月8日、104年9月10
    日、104年11月12日，被告均在國外，被告如何為被繼承人
    支付醫療費用，實有疑問，故難僅憑被告持有上開醫療費用
    收據、聘僱照顧服務員費用收據，即認定被告有為被繼承人
    代墊相關醫療、聘僱費用。至被告雖提出臺大醫院105年3月
    7日之信用卡刷卡簽帳單（金額110,806元），惟被告並未提
    出相對應之臺大醫院醫療費用收據，本院亦無從認定被告有
    支付此部分醫療費用。是以，被告主張其有墊付如附表三編
    號3、4所示之醫療、看護費用，並非可採。
　⒍綜上，本件被告得自被繼承人金伍秀蘭遺產中先行扣除取償
    之部分，為152,885元（即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房貸）、193,
    850元、81,667元、40,646元（即附表三編號5、6、7），合
    計為469,048元。
　㈢關於遺產分割方法：　
　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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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按公同共有物之分
    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為民
    法第830條第2項所明定。準此，公同共有遺產之分割，於共
    有人不能協議決定分割方法時，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準用同
    法第824條第2項、第3項為分配。又民法第1164條所定之遺
    產分割，其目的在於遺產公同共有關係全部之廢止，而非個
    別財產公同共有關係之消滅。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
    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
    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
    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
    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
    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
    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不受繼承人所主張
    分割方法之拘束。
　⒉就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之不動產，兩造均希望採變價分割方
    式，本院參酌兩造意見、該遺產性質及價格、經濟效用、各
    繼承人間之意願及公平性，認宜採變價分割，且所得價金應
    先扣除被告前開支出之房貸、喪葬費用、東家建設公司違約
    金、系爭臺南房地繼承登記費用合計469,048元後，餘款再
    按附表編號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予兩造。另如附表編號3
    、4所示之遺產，為存款、孳息，性質可分，考量所餘金額
    不多，尚不足以償還被告支出之全部費用，被告將來勢必需
    就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不動產變價所得價金取償，為免增加
    被告後續證明上之負擔，減少兩造爭議，存款及其孳息部分
    宜直接按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原物分配予兩造，被告支出費用
    均從上開不動產變價價金取償，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證據調查聲請，於本件不生影
    響，均無調查之必要。且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五、本件遺產既因兩造無法協議分割，原告始提起訴訟，而分割
    遺產之訴兩造在訴訟上之地位得互易，且兩造亦因本件遺產
    分割而均蒙其利，依民事訴訟法第81條第2款規定，本院認
    為本案訴訟費用由兩造依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
    文第2項所示。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
    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陳苑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文松
附表一：被繼承人金伍秀蘭之遺產
編號 遺產名稱 權利範圍或金額 (新臺幣) 原告主張分割方法 被告意見 本院分割方法 1 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 60/90000 變價方式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   變價分割，價金應先予扣償被告代墊費用 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被告就其所支出之469,048元先行取償，餘款再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取得 2 臺南市○○里○○○街000巷00號2樓之1房屋（即臺南市○○區○○○段0000○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    3 臺北市○○區○○段○○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1/3    4 臺北市○○區○○路00巷00號房屋（未辦保存登記） 權利範圍全部    5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存款 61元及其孳息 原物分割，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 應先予扣償被告代墊費用 原物分割，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取得。 　6 臺灣土地銀行存款 6,350元及其孳息    
 
附表二：應繼分比例
編號 姓名 應繼分比例 1 金雯 1/2 2 金玉珍 1/2 
 
附表三：被告主張應自遺產中扣償之項目
編號 項目 金額 (新臺幣) 原告意見 1 系爭臺南房地之房屋貸款 2,330,821元 爭執 2 系爭南海路房屋修繕費用 510,830元 爭執 3 被繼承人醫療費用 110,806元 爭執   257,825元  4 被繼承人看護費用 57,725元 爭執 5 被繼承人喪葬費用 193,850元 不爭執 6 東家建設公司違約金 81,667元 不爭執 7 系爭臺南房地繼承登記費用 40,646元 不爭執 
 
附表四：被告繳付系爭臺南房地房貸
編號 日期 金額（新臺幣）  1 105年11月13日 15,500元  2 105年12月6日 16,000元  3 106年1月15日 30,000元  4 106年3月1日 45,460元  5 106年6月5日 45,460元  6 106年9月5日 45,500元  7 106年12月3日 46,500元  8 107年2月21日 46,500元  9 107年6月11日 294,901元  合計 585,821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繼訴字第87號
原      告  金雯    
訴訟代理人  閻道至律師
            尤文粲律師
複代理人    鄭佳雯律師
被      告  金玉珍  


訴訟代理人  江皇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裁定（112年度家繼訴字第34號）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繼承人金伍秀蘭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一「本院分割方法」欄所示。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　實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於家事訴訟事件亦有準用。又民法第1164條規定之遺產分割，其目的係廢止全部遺產公同共有關係。法院為裁判分割時，得審酌共有物性質、經濟效用等因素為分割，不受共有人主張拘束。故當事人關於遺產範圍、分割方法主張之變更、增減，均屬補充或更正法律或事實上之陳述，尚非訴之變更、追加（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33號判決可參）。原告起訴時聲明：兩造共有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房地（以下合稱系爭臺南房地）應以變價方式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有部分各2分之1比例分配等語(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家調字第98號卷第7頁)。嗣於本件訴訟期間變更聲明，最後聲明為：就被繼承人金伍秀蘭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請求分割如附表一「原告主張分割方法」欄所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5頁)。核均屬對於遺產範圍及分割方法補充、更正事實及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程序上合法，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繼承人金伍秀蘭於民國105年3月7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兩造為其全體繼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因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兩造無法協議分割，爰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請求分割遺產。又被繼承人死亡後，被告將系爭臺南房地出租所收取之租金，亦應列入遺產為分配。
　㈡就被告主張從遺產中取償費用之意見：
　 ⒈系爭臺南房地房貸部分：原告長期交付現金作為被繼承人之生活費、房貸等家庭支出， 再由被繼承人將款項交由被告繳納系爭臺南房地房貸，自100年起原告提供名下華泰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帳號之提款卡、密碼予被繼承人使用，平均每月1萬多元至2萬多元之支出，均屬原告對被繼承人之孝親費用，被告為被繼承人支付之各類款項亦同此性質，兩造均有分擔被繼承人之經濟所需，被告之給付並非基於借貸被繼承人之意思，不得自被繼承人遺產扣除。況依被告提出之交易明細，無法特定被告匯款之目的與用途，無法認定係用於繳納系爭臺南房地貸款。縱認被告於112年9月20日答辯狀主張其代墊系爭臺南房地房屋貸款之抗辯有理，然自95年5月24日起至97年9月12日之款項共計488,000元已罹於15年之時效。
　 ⒉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房屋（下稱系爭南海路房屋）修繕費用部分：原告雖於電子郵件表示欠被告快40萬元，然此金額與被告主張之修繕總金額510,830元並不相符，無法證明被告墊付金額高達510,830元，且原告亦有交付現金予被繼承人用於修繕系爭南海路房屋。縱認被告支付修繕費高達510,830元，然系爭南海路房屋為兩造之祖厝，為被繼承人生前所居，上開修繕費用係為改善被繼承人生活環境所支出，具孝親費性質，非可自被繼承人遺產中扣除。
　 ⒊醫療費用部分：被繼承人於104年7月至105年3月住院期間均由原告全天候照顧，並協助被繼承人自華泰商業銀行帳戶每月提領現金支付醫療與生活必要開銷，因被告有請領保險需求，原告即將相關費用單據交付被告，自己並未留存，觀諸原告華泰商業銀行帳戶於被繼承人住院期間，平均每月支出高達7萬多元，高於其他月份之1至2萬元，足見原告確實將上開銀行帳戶款項用於被繼承人之生活開銷，是兩造對於被繼承人生活中各項支出雖未有明確數額、時間之分擔紀錄，然均有貢獻，被告支付之醫療費用應具有孝親性質，且其中655元為證明書費用，自不得主張於被繼承人遺產扣除。
　 ⒋看護費用部分：被告提出之單據僅能看出被繼承人已結清款項，無法證明該款項係由被告繳納。
　㈢並聲明：就被繼承人金伍秀蘭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請求分割如附表一「原告主張分割方法」欄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被繼承人之遺產如附表一，至原告主張系爭臺南房地於被繼承人死亡後由被告出租一事，未有任何舉證，即便有租金收入，亦非屬遺產範圍。
　㈡對於原告主張之遺產分割方法無意見，但應就下列項目及金額，由被告自被繼承人之遺產中先行取償：
　⒈被告墊付系爭臺南房地之房屋貸款2,330,821元：被繼承人於88年10月4日購入系爭臺南房地，被告自91年開始將部分薪水交付被繼承人用以支付每期房貸約1/2或1/3不等，兩造父親於95年2月死亡後，系爭臺南房地貸款便由被告支付，於107年6月11日被告以匯款方式結清剩餘貸款294,901元。被告係匯款給被繼承人，無法確知是否全數用以繳納房貸，但由被繼承人帳戶自95年5月25日起至107年扣完最後一筆「代繳貸款」為止，所有「代繳貸款」金額合計2,337,083元，而自被告主張全額給付房貸開始（即95年5月24日）至107年結清貸款為止，被告共給付房貸2,330,821元，與上開「代繳貸款」之差額僅6,262元，足認被告給付之金額均用以支付房屋貸款。
　⒉被告墊付系爭南海路房屋之修繕費用510,830元：被繼承人生前與原告居住於系爭南海路房屋，被告共墊付該屋修繕費用510,830元，此有原告於100年5月24日以電子郵件傳送系爭南海路房屋修繕項目及費用表予被告，並於信件中表示「我把手邊有的單據大約估算了下...我最少已經欠妳快四十萬元（裝修加上房貸）」等語可證。
　⒊被告墊付被繼承人之醫療費用110,806元及257,825元：被繼承人住院期間之醫療費用係由被告支付，故由被告取得相關收據，其中110,806元之費用係被告以信用卡繳費。另被繼承人之保險受益人記載為被告，給付項目為「身故保險金562,426元」，「醫療給付0元」，給付時間為「105年4月8日」即被繼承人死亡後，是被繼承人之醫療費用並非由其醫療保險給付。
　⒋被告墊付被繼承人之看護費用57,725元：被繼承人生前之看護係由被告聘僱並給付相關費用，故由非同住之被告保存相關收據。
　⒌被告墊付被繼承人喪葬費193,850元。
　⒍被告墊付東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家建設公司)之違約金81,667元。
　⒎被告墊付系爭臺南房地之繼承登記相關費用40,646元。
　㈢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繼承人金伍秀蘭於105年3月7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兩造為其全體繼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等情，業據其提出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土地建物第一類謄本、建物土地所有權狀為證（除繼承系統表外，其他均影本，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家調字第98號卷第13至15、35至43、55至62頁、本院卷一第131至134、147至151頁），並有臺灣土地銀行集中作業中心112年9月8日總集作查字第1121011950號函附客戶存款往來一覽表及交易明細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9月13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339224號函附存款交易明細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3至45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以認定。至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死亡後之系爭臺南房地租金收入亦應列入遺產範圍云云，查被繼承人死亡後，系爭臺南房地即由兩造所繼承而為公同共有，倘若被繼承人死亡後有繼續出租之情事，此部分租金亦為兩造公同共有，並非被繼承人之遺產，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理由。
　㈡有關由金伍秀蘭遺產中先行取償之項目與金額：
　⒈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民法第1150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具有共益之性質，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等均屬之。次按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且依一般倫理價值觀念認屬必要者，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並由遺產支付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被繼承人所遺債務，亦為遺產之一部分。繼承人就遺產享有債權，為方便遺產分割實行，及期共同繼承人間之公平，於遺產分割時，應先由被繼承人之遺產扣除繼承人所享有之債權數額後，再分割遺產。
　⒉就附表三編號5至7部分：
　　被告主張其曾支付如附表三編號5至7所示之費用，應自本件遺產中先行取償等節，業據被告提出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其他收入憑單、德恩禮儀有限公司領據、東家建設公司收款證明、民事撤回起訴狀、合作金庫銀行存款憑條、房地產登記費用收據明細表、臺南市永康地政事務所地政規費徵收聯單、臺北市地政規費及其他收入收據為證（均影本，見本院卷一第107至127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66頁），另提出兩造、被繼承人與東家建設公司簽訂之合建契約影本為佐（見本院卷一第163至170頁），堪認被告確有支付此部分繼承費用（附表三編號5、7）及清償被繼承人生前債務（附表三編號6）。
　⒊就系爭臺南房地之房貸部分：
　　被告主張其為被繼承人墊付系爭臺南房地貸款合計2,330,821元（即附表三編號1）乙節，業據其提出被證1至3之土地銀行房屋擔保借款繳息清單、被告匯款明細、被告存摺、匯豐銀行綜合對帳單、土地銀行客戶歷史交易明細查詢、放款繳納單、匯款申請書為證（均影本，見本院卷一第53至99、195至201頁），惟為原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且提出原證3之原告華泰商業銀行交易明細影本為佐（見本院卷一第171至176頁）。查：⑴本件被繼承人死亡後，被告曾從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匯款如附表四所示之金額至被繼承人土地銀行帳戶內，用以支付系爭臺南房地房貸，合計匯款585,821元等情，此有臺灣土地銀行集中作業中心112年9月8日總集作查字第1121011950號函附客戶存款往來一覽表及交易明細表、被告存摺封面影本、放款繳納單影本、匯款申請書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3至37、61、99頁）。參以被繼承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於105年3月9日、同年月10日各經轉出156,406元、276,530元至被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此有被繼承人上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存款交易明細、被告上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存摺封面影本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5、61頁），故應認被告實際上代被繼承人清償房貸債務之金額為152,885元（計算式：585,821元-156,406元-276,530元＝152,885元），可列為被告代被繼承人清償債務。⑵被告主張被繼承人死亡前，其曾為被繼承人代墊房貸部分，查被告自95年5月25日起至107年止，雖有匯款多筆金額至被繼承人帳戶內，但被繼承人帳戶同時有現金存入，並有提領現金之情形，而原告亦主張其有提供被繼承人每月1萬多元至2萬多元之孝親費用，原以現金方式交付，後提供其華泰商業銀行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供被繼承人自由使用等語等語，並提出其華泰商業銀行帳戶交易明細為佐（見本院卷一第171至176頁），故尚難排除兩造交付給被繼承人之金錢，均係供被繼承人作為日常生活、房貸等各項家庭生活支出統籌分配，性質上屬孝親費。況被告就其在被繼承人生前每月所交付之金錢與被繼承人間究成立何法律關係，並未加以舉證，自難認定被告在被繼承人生前有為其墊付房貸之情形。
  ⒋就房屋修繕費用部分：
　　被告主張其墊付系爭南海路房屋之修繕費用510,830元（即附表三編號2）乙節，雖據其提出被證4之原告於100年5月24日電子郵件及所附之修繕總結表為佐（見本院卷一第101至103頁），惟為原告所爭執。本件被告並未提出相關修繕單據，僅憑被告繕打之上開修繕總結表，尚難認定被告有為被繼承人代墊系爭南海路房屋之修繕費510,830元，且被告於電子郵件中係表示「我把手邊有的單據大約估算了下...我最少已經欠妳快四十萬元（裝修加上房貸）」等語，倘若被告真有支付修繕費，債務人究為原告或被繼承人，亦有未明，是被告主張其有為被繼承人墊付房屋修繕費510,830元，舉證尚有不足。
　⒌就醫療費用及看護費用部分：
　　被告主張其為被繼承人支出醫療費用110,806元、257,825元，及看護費用57,725元（即附表三編號3、4）等語，雖據其提出被證5、10、11之信用卡簽帳單、臺大醫院醫療費用收據、病患家屬自行聘僱照顧服務員費用收據（均影本，見本院卷一第105、207至269頁），惟為被告所爭執。查依被告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資料（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家繼訴字第34號卷第13至14頁），顯示被告所提出之醫療費用單據包含日期為104年8月10日、104年9月8日、104年9月10日、104年11月12日，被告均在國外，被告如何為被繼承人支付醫療費用，實有疑問，故難僅憑被告持有上開醫療費用收據、聘僱照顧服務員費用收據，即認定被告有為被繼承人代墊相關醫療、聘僱費用。至被告雖提出臺大醫院105年3月7日之信用卡刷卡簽帳單（金額110,806元），惟被告並未提出相對應之臺大醫院醫療費用收據，本院亦無從認定被告有支付此部分醫療費用。是以，被告主張其有墊付如附表三編號3、4所示之醫療、看護費用，並非可採。
　⒍綜上，本件被告得自被繼承人金伍秀蘭遺產中先行扣除取償之部分，為152,885元（即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房貸）、193,850元、81,667元、40,646元（即附表三編號5、6、7），合計為469,048元。
　㈢關於遺產分割方法：　
　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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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按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為民法第830條第2項所明定。準此，公同共有遺產之分割，於共有人不能協議決定分割方法時，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824條第2項、第3項為分配。又民法第1164條所定之遺產分割，其目的在於遺產公同共有關係全部之廢止，而非個別財產公同共有關係之消滅。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不受繼承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
　⒉就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之不動產，兩造均希望採變價分割方式，本院參酌兩造意見、該遺產性質及價格、經濟效用、各繼承人間之意願及公平性，認宜採變價分割，且所得價金應先扣除被告前開支出之房貸、喪葬費用、東家建設公司違約金、系爭臺南房地繼承登記費用合計469,048元後，餘款再按附表編號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予兩造。另如附表編號3、4所示之遺產，為存款、孳息，性質可分，考量所餘金額不多，尚不足以償還被告支出之全部費用，被告將來勢必需就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不動產變價所得價金取償，為免增加被告後續證明上之負擔，減少兩造爭議，存款及其孳息部分宜直接按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原物分配予兩造，被告支出費用均從上開不動產變價價金取償，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證據調查聲請，於本件不生影響，均無調查之必要。且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五、本件遺產既因兩造無法協議分割，原告始提起訴訟，而分割遺產之訴兩造在訴訟上之地位得互易，且兩造亦因本件遺產分割而均蒙其利，依民事訴訟法第81條第2款規定，本院認為本案訴訟費用由兩造依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陳苑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文松
附表一：被繼承人金伍秀蘭之遺產
		編號

		遺產名稱

		權利範圍或金額
(新臺幣)

		原告主張分割方法

		被告意見

		本院分割方法



		1

		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
60/90000

		變價方式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





		變價分割，價金應先予扣償被告代墊費用

		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被告就其所支出之469,048元先行取償，餘款再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取得



		2

		臺南市○○里○○○街000巷00號2樓之1房屋（即臺南市○○區○○○段0000○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

		


		


		




		3

		臺北市○○區○○段○○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1/3

		


		


		




		4

		臺北市○○區○○路00巷00號房屋（未辦保存登記）

		權利範圍全部

		


		


		




		5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存款

		61元及其孳息

		原物分割，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

		應先予扣償被告代墊費用

		原物分割，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取得。



		　6

		臺灣土地銀行存款

		6,350元及其孳息

		


		


		








 
附表二：應繼分比例
		編號

		姓名

		應繼分比例



		1

		金雯

		1/2



		2

		金玉珍

		1/2







 
附表三：被告主張應自遺產中扣償之項目
		編號

		項目

		金額
(新臺幣)

		原告意見



		1

		系爭臺南房地之房屋貸款

		2,330,821元

		爭執



		2

		系爭南海路房屋修繕費用

		510,830元

		爭執



		3

		被繼承人醫療費用

		110,806元

		爭執



		


		


		257,825元

		




		4

		被繼承人看護費用

		57,725元

		爭執



		5

		被繼承人喪葬費用

		193,850元

		不爭執



		6

		東家建設公司違約金

		81,667元

		不爭執



		7

		系爭臺南房地繼承登記費用

		40,646元

		不爭執







 
附表四：被告繳付系爭臺南房地房貸
		編號

		日期

		金額（新臺幣）



		 1

		105年11月13日

		15,500元



		 2

		105年12月6日

		16,000元



		 3

		106年1月15日

		30,000元



		 4

		106年3月1日

		45,460元



		 5

		106年6月5日

		45,460元



		 6

		106年9月5日

		45,500元



		 7

		106年12月3日

		46,500元



		 8

		107年2月21日

		46,500元



		 9

		107年6月11日

		294,901元



		


		合計

		585,821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繼訴字第87號
原      告  金雯    
訴訟代理人  閻道至律師
            尤文粲律師
複代理人    鄭佳雯律師
被      告  金玉珍  

訴訟代理人  江皇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裁定（112年度家繼訴字第34號）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繼承人金伍秀蘭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一「本院分割方法」欄所示。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　實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於家事訴訟事件亦有準用。又民法第1164條規定之遺產分割，其目的係廢止全部遺產公同共有關係。法院為裁判分割時，得審酌共有物性質、經濟效用等因素為分割，不受共有人主張拘束。故當事人關於遺產範圍、分割方法主張之變更、增減，均屬補充或更正法律或事實上之陳述，尚非訴之變更、追加（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33號判決可參）。原告起訴時聲明：兩造共有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房地（以下合稱系爭臺南房地）應以變價方式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有部分各2分之1比例分配等語(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家調字第98號卷第7頁)。嗣於本件訴訟期間變更聲明，最後聲明為：就被繼承人金伍秀蘭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請求分割如附表一「原告主張分割方法」欄所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5頁)。核均屬對於遺產範圍及分割方法補充、更正事實及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程序上合法，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繼承人金伍秀蘭於民國105年3月7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兩造為其全體繼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因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兩造無法協議分割，爰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請求分割遺產。又被繼承人死亡後，被告將系爭臺南房地出租所收取之租金，亦應列入遺產為分配。
　㈡就被告主張從遺產中取償費用之意見：
　 ⒈系爭臺南房地房貸部分：原告長期交付現金作為被繼承人之生活費、房貸等家庭支出， 再由被繼承人將款項交由被告繳納系爭臺南房地房貸，自100年起原告提供名下華泰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帳號之提款卡、密碼予被繼承人使用，平均每月1萬多元至2萬多元之支出，均屬原告對被繼承人之孝親費用，被告為被繼承人支付之各類款項亦同此性質，兩造均有分擔被繼承人之經濟所需，被告之給付並非基於借貸被繼承人之意思，不得自被繼承人遺產扣除。況依被告提出之交易明細，無法特定被告匯款之目的與用途，無法認定係用於繳納系爭臺南房地貸款。縱認被告於112年9月20日答辯狀主張其代墊系爭臺南房地房屋貸款之抗辯有理，然自95年5月24日起至97年9月12日之款項共計488,000元已罹於15年之時效。
　 ⒉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房屋（下稱系爭南海路房屋）修繕費用部分：原告雖於電子郵件表示欠被告快40萬元，然此金額與被告主張之修繕總金額510,830元並不相符，無法證明被告墊付金額高達510,830元，且原告亦有交付現金予被繼承人用於修繕系爭南海路房屋。縱認被告支付修繕費高達510,830元，然系爭南海路房屋為兩造之祖厝，為被繼承人生前所居，上開修繕費用係為改善被繼承人生活環境所支出，具孝親費性質，非可自被繼承人遺產中扣除。
　 ⒊醫療費用部分：被繼承人於104年7月至105年3月住院期間均由原告全天候照顧，並協助被繼承人自華泰商業銀行帳戶每月提領現金支付醫療與生活必要開銷，因被告有請領保險需求，原告即將相關費用單據交付被告，自己並未留存，觀諸原告華泰商業銀行帳戶於被繼承人住院期間，平均每月支出高達7萬多元，高於其他月份之1至2萬元，足見原告確實將上開銀行帳戶款項用於被繼承人之生活開銷，是兩造對於被繼承人生活中各項支出雖未有明確數額、時間之分擔紀錄，然均有貢獻，被告支付之醫療費用應具有孝親性質，且其中655元為證明書費用，自不得主張於被繼承人遺產扣除。
　 ⒋看護費用部分：被告提出之單據僅能看出被繼承人已結清款項，無法證明該款項係由被告繳納。
　㈢並聲明：就被繼承人金伍秀蘭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請求分割如附表一「原告主張分割方法」欄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被繼承人之遺產如附表一，至原告主張系爭臺南房地於被繼承人死亡後由被告出租一事，未有任何舉證，即便有租金收入，亦非屬遺產範圍。
　㈡對於原告主張之遺產分割方法無意見，但應就下列項目及金額，由被告自被繼承人之遺產中先行取償：
　⒈被告墊付系爭臺南房地之房屋貸款2,330,821元：被繼承人於88年10月4日購入系爭臺南房地，被告自91年開始將部分薪水交付被繼承人用以支付每期房貸約1/2或1/3不等，兩造父親於95年2月死亡後，系爭臺南房地貸款便由被告支付，於107年6月11日被告以匯款方式結清剩餘貸款294,901元。被告係匯款給被繼承人，無法確知是否全數用以繳納房貸，但由被繼承人帳戶自95年5月25日起至107年扣完最後一筆「代繳貸款」為止，所有「代繳貸款」金額合計2,337,083元，而自被告主張全額給付房貸開始（即95年5月24日）至107年結清貸款為止，被告共給付房貸2,330,821元，與上開「代繳貸款」之差額僅6,262元，足認被告給付之金額均用以支付房屋貸款。
　⒉被告墊付系爭南海路房屋之修繕費用510,830元：被繼承人生前與原告居住於系爭南海路房屋，被告共墊付該屋修繕費用510,830元，此有原告於100年5月24日以電子郵件傳送系爭南海路房屋修繕項目及費用表予被告，並於信件中表示「我把手邊有的單據大約估算了下...我最少已經欠妳快四十萬元（裝修加上房貸）」等語可證。
　⒊被告墊付被繼承人之醫療費用110,806元及257,825元：被繼承人住院期間之醫療費用係由被告支付，故由被告取得相關收據，其中110,806元之費用係被告以信用卡繳費。另被繼承人之保險受益人記載為被告，給付項目為「身故保險金562,426元」，「醫療給付0元」，給付時間為「105年4月8日」即被繼承人死亡後，是被繼承人之醫療費用並非由其醫療保險給付。
　⒋被告墊付被繼承人之看護費用57,725元：被繼承人生前之看護係由被告聘僱並給付相關費用，故由非同住之被告保存相關收據。
　⒌被告墊付被繼承人喪葬費193,850元。
　⒍被告墊付東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家建設公司)之違約金81,667元。
　⒎被告墊付系爭臺南房地之繼承登記相關費用40,646元。
　㈢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繼承人金伍秀蘭於105年3月7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兩造為其全體繼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等情，業據其提出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土地建物第一類謄本、建物土地所有權狀為證（除繼承系統表外，其他均影本，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家調字第98號卷第13至15、35至43、55至62頁、本院卷一第131至134、147至151頁），並有臺灣土地銀行集中作業中心112年9月8日總集作查字第1121011950號函附客戶存款往來一覽表及交易明細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9月13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339224號函附存款交易明細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3至45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以認定。至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死亡後之系爭臺南房地租金收入亦應列入遺產範圍云云，查被繼承人死亡後，系爭臺南房地即由兩造所繼承而為公同共有，倘若被繼承人死亡後有繼續出租之情事，此部分租金亦為兩造公同共有，並非被繼承人之遺產，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理由。
　㈡有關由金伍秀蘭遺產中先行取償之項目與金額：
　⒈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民法第1150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具有共益之性質，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等均屬之。次按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且依一般倫理價值觀念認屬必要者，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並由遺產支付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被繼承人所遺債務，亦為遺產之一部分。繼承人就遺產享有債權，為方便遺產分割實行，及期共同繼承人間之公平，於遺產分割時，應先由被繼承人之遺產扣除繼承人所享有之債權數額後，再分割遺產。
　⒉就附表三編號5至7部分：
　　被告主張其曾支付如附表三編號5至7所示之費用，應自本件遺產中先行取償等節，業據被告提出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其他收入憑單、德恩禮儀有限公司領據、東家建設公司收款證明、民事撤回起訴狀、合作金庫銀行存款憑條、房地產登記費用收據明細表、臺南市永康地政事務所地政規費徵收聯單、臺北市地政規費及其他收入收據為證（均影本，見本院卷一第107至127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66頁），另提出兩造、被繼承人與東家建設公司簽訂之合建契約影本為佐（見本院卷一第163至170頁），堪認被告確有支付此部分繼承費用（附表三編號5、7）及清償被繼承人生前債務（附表三編號6）。
　⒊就系爭臺南房地之房貸部分：
　　被告主張其為被繼承人墊付系爭臺南房地貸款合計2,330,821元（即附表三編號1）乙節，業據其提出被證1至3之土地銀行房屋擔保借款繳息清單、被告匯款明細、被告存摺、匯豐銀行綜合對帳單、土地銀行客戶歷史交易明細查詢、放款繳納單、匯款申請書為證（均影本，見本院卷一第53至99、195至201頁），惟為原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且提出原證3之原告華泰商業銀行交易明細影本為佐（見本院卷一第171至176頁）。查：⑴本件被繼承人死亡後，被告曾從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匯款如附表四所示之金額至被繼承人土地銀行帳戶內，用以支付系爭臺南房地房貸，合計匯款585,821元等情，此有臺灣土地銀行集中作業中心112年9月8日總集作查字第1121011950號函附客戶存款往來一覽表及交易明細表、被告存摺封面影本、放款繳納單影本、匯款申請書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3至37、61、99頁）。參以被繼承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於105年3月9日、同年月10日各經轉出156,406元、276,530元至被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此有被繼承人上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存款交易明細、被告上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存摺封面影本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5、61頁），故應認被告實際上代被繼承人清償房貸債務之金額為152,885元（計算式：585,821元-156,406元-276,530元＝152,885元），可列為被告代被繼承人清償債務。⑵被告主張被繼承人死亡前，其曾為被繼承人代墊房貸部分，查被告自95年5月25日起至107年止，雖有匯款多筆金額至被繼承人帳戶內，但被繼承人帳戶同時有現金存入，並有提領現金之情形，而原告亦主張其有提供被繼承人每月1萬多元至2萬多元之孝親費用，原以現金方式交付，後提供其華泰商業銀行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供被繼承人自由使用等語等語，並提出其華泰商業銀行帳戶交易明細為佐（見本院卷一第171至176頁），故尚難排除兩造交付給被繼承人之金錢，均係供被繼承人作為日常生活、房貸等各項家庭生活支出統籌分配，性質上屬孝親費。況被告就其在被繼承人生前每月所交付之金錢與被繼承人間究成立何法律關係，並未加以舉證，自難認定被告在被繼承人生前有為其墊付房貸之情形。
  ⒋就房屋修繕費用部分：
　　被告主張其墊付系爭南海路房屋之修繕費用510,830元（即附表三編號2）乙節，雖據其提出被證4之原告於100年5月24日電子郵件及所附之修繕總結表為佐（見本院卷一第101至103頁），惟為原告所爭執。本件被告並未提出相關修繕單據，僅憑被告繕打之上開修繕總結表，尚難認定被告有為被繼承人代墊系爭南海路房屋之修繕費510,830元，且被告於電子郵件中係表示「我把手邊有的單據大約估算了下...我最少已經欠妳快四十萬元（裝修加上房貸）」等語，倘若被告真有支付修繕費，債務人究為原告或被繼承人，亦有未明，是被告主張其有為被繼承人墊付房屋修繕費510,830元，舉證尚有不足。
　⒌就醫療費用及看護費用部分：
　　被告主張其為被繼承人支出醫療費用110,806元、257,825元，及看護費用57,725元（即附表三編號3、4）等語，雖據其提出被證5、10、11之信用卡簽帳單、臺大醫院醫療費用收據、病患家屬自行聘僱照顧服務員費用收據（均影本，見本院卷一第105、207至269頁），惟為被告所爭執。查依被告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資料（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家繼訴字第34號卷第13至14頁），顯示被告所提出之醫療費用單據包含日期為104年8月10日、104年9月8日、104年9月10日、104年11月12日，被告均在國外，被告如何為被繼承人支付醫療費用，實有疑問，故難僅憑被告持有上開醫療費用收據、聘僱照顧服務員費用收據，即認定被告有為被繼承人代墊相關醫療、聘僱費用。至被告雖提出臺大醫院105年3月7日之信用卡刷卡簽帳單（金額110,806元），惟被告並未提出相對應之臺大醫院醫療費用收據，本院亦無從認定被告有支付此部分醫療費用。是以，被告主張其有墊付如附表三編號3、4所示之醫療、看護費用，並非可採。
　⒍綜上，本件被告得自被繼承人金伍秀蘭遺產中先行扣除取償之部分，為152,885元（即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房貸）、193,850元、81,667元、40,646元（即附表三編號5、6、7），合計為469,048元。
　㈢關於遺產分割方法：　
　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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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按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為民法第830條第2項所明定。準此，公同共有遺產之分割，於共有人不能協議決定分割方法時，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824條第2項、第3項為分配。又民法第1164條所定之遺產分割，其目的在於遺產公同共有關係全部之廢止，而非個別財產公同共有關係之消滅。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不受繼承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
　⒉就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之不動產，兩造均希望採變價分割方式，本院參酌兩造意見、該遺產性質及價格、經濟效用、各繼承人間之意願及公平性，認宜採變價分割，且所得價金應先扣除被告前開支出之房貸、喪葬費用、東家建設公司違約金、系爭臺南房地繼承登記費用合計469,048元後，餘款再按附表編號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予兩造。另如附表編號3、4所示之遺產，為存款、孳息，性質可分，考量所餘金額不多，尚不足以償還被告支出之全部費用，被告將來勢必需就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不動產變價所得價金取償，為免增加被告後續證明上之負擔，減少兩造爭議，存款及其孳息部分宜直接按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原物分配予兩造，被告支出費用均從上開不動產變價價金取償，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證據調查聲請，於本件不生影響，均無調查之必要。且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五、本件遺產既因兩造無法協議分割，原告始提起訴訟，而分割遺產之訴兩造在訴訟上之地位得互易，且兩造亦因本件遺產分割而均蒙其利，依民事訴訟法第81條第2款規定，本院認為本案訴訟費用由兩造依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陳苑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文松
附表一：被繼承人金伍秀蘭之遺產
編號 遺產名稱 權利範圍或金額 (新臺幣) 原告主張分割方法 被告意見 本院分割方法 1 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 60/90000 變價方式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   變價分割，價金應先予扣償被告代墊費用 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被告就其所支出之469,048元先行取償，餘款再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取得 2 臺南市○○里○○○街000巷00號2樓之1房屋（即臺南市○○區○○○段0000○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    3 臺北市○○區○○段○○段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1/3    4 臺北市○○區○○路00巷00號房屋（未辦保存登記） 權利範圍全部    5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存款 61元及其孳息 原物分割，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 應先予扣償被告代墊費用 原物分割，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取得。 　6 臺灣土地銀行存款 6,350元及其孳息    
 
附表二：應繼分比例
編號 姓名 應繼分比例 1 金雯 1/2 2 金玉珍 1/2 
 
附表三：被告主張應自遺產中扣償之項目
編號 項目 金額 (新臺幣) 原告意見 1 系爭臺南房地之房屋貸款 2,330,821元 爭執 2 系爭南海路房屋修繕費用 510,830元 爭執 3 被繼承人醫療費用 110,806元 爭執   257,825元  4 被繼承人看護費用 57,725元 爭執 5 被繼承人喪葬費用 193,850元 不爭執 6 東家建設公司違約金 81,667元 不爭執 7 系爭臺南房地繼承登記費用 40,646元 不爭執 
 
附表四：被告繳付系爭臺南房地房貸
編號 日期 金額（新臺幣）  1 105年11月13日 15,500元  2 105年12月6日 16,000元  3 106年1月15日 30,000元  4 106年3月1日 45,460元  5 106年6月5日 45,460元  6 106年9月5日 45,500元  7 106年12月3日 46,500元  8 107年2月21日 46,500元  9 107年6月11日 294,901元  合計 585,821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