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598號

原      告  鄭連文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兼

送達代收人  陳郁婷律師

複代 理 人  韓昌軒律師

被      告  陳鄭素卿

訴訟代理人  孫瑞蓮律師

複代 理 人  顏詒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

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被告住所、不動產所在地、侵權行為

地或其他據以定管轄法院之地，跨連或散在數法院管轄區域

內者，各該法院俱有管轄權；被告不抗辯法院無管轄權，而

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以其法院為有管轄權之法院，民事訴

訟法第1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第21條、第25條分別定有

明文。查原告乃本於返還借款、不當得利、侵權行為法律關

係、債務拘束契約法律關係起訴，依上揭民事訴訟法第1條

第1項前段、第15條第1項規定，應由被告住所地或行為地之

法院管轄。而被告之戶籍設於臺北市大同區，且依原告提出

之事證尚無從特定侵權行為地之範圍是否在本院轄區，然被

告既不抗辯本院無管轄權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依前揭規

定，已生應訴管轄效力，本院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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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其原為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號5樓房屋

（下稱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於民國83年間，其大姊即被

告，及二姊即訴外人鄭素蓮共同謀議，由鄭素蓮向原告誆稱

有以系爭房屋抵押貸款之需求，其乃同意鄭素蓮得以系爭房

屋辦理抵押貸款，嗣鄭素蓮將系爭房屋以新臺幣（下同）24

0萬元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予臺北市第

一信用合作社（現為瑞興商業銀行，下逕稱瑞興銀行），然

竟係由被告取得全部借款金額，而原告為免系爭房屋遭強制

執行，遂於94年間委請鄭素蓮將系爭房屋以240萬元出售

後，代為清償前述抵押權。詎原告於112年間因處理兩造大

哥即訴外人鄭紹仲之繼承事宜，始知悉上開抵押權登記之債

務人實為被告，則被告不法侵害原告意思決定自由權利，致

原告成為其借款之物上保證人而受有損害，其除依民法第87

9條第1項規定，已於清償之限度內取得對被告之借款債權即

240萬元外，被告亦無法律上原因，受有系爭房屋抵押借款

之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自得依民法第478條、民法

第879條第1項、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

項前段、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返還240萬元。

　㈡又原告早期皆在南部工作，乃將其瑞興銀行之帳戶（帳號詳

卷，下稱系爭帳戶）存摺、印章交予鄭素蓮保管，以便鄭素

蓮取用款項供父母使用。詎被告有用錢需求，而與鄭素蓮合

謀，由鄭素蓮於附表一「交易日期」欄所示之日期，將附表

一「轉出金額」欄所示之金額，自系爭帳戶匯出共計3,913,

031元至鄭素蓮之瑞興銀行帳戶（帳號詳卷，下稱系爭鄭素

蓮帳戶）；又由鄭素蓮於附表二編號1至3「交易日期」欄所

示之日期，將附表二編號1至3「轉出金額」欄所示之金額，

自系爭帳戶匯入被告及其可得支配、控制之訴外人剛裕機械

企業有限公司（由被告配偶陳政熙所設立，下稱剛裕公司）

帳戶；鄭素蓮再陸續於附表一編號4至18「交易日期」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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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之日期，將附表一編號4至18「轉出金額」欄所示之金

額，自其系爭鄭素蓮帳戶匯入被告及其可得支配、控制之剛

裕公司、訴外人陳政熙（即被告配偶）、陳佩琪（即被告女

兒）之帳戶，合計挪用原告銀行帳戶款項共計2,622,500元

（詳附表二各該編號所示），可見被告顯係與鄭素蓮共同故

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致原告損失2,622,

500元，被告亦屬無法律上原因，受有此等款項之利益，並

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得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

段、第185條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賠償2,622,500元。

　㈢上開款項合計5,022,500元（計算式：240萬元＋2,622,500

元＝5,022,500元）。縱認此等款項均已罹於請求權時效，

惟被告於112年12月14日通話中向原告表明願意償債務，可

知兩造就此等款項已口頭成立債務拘束契約，原告仍得基於

債務拘束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如數給付等語。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5,022,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

　㈠其確有於83年間，經原告同意以其名下之系爭房屋供作擔

保，惟其僅向瑞興銀行借貸200萬元，嗣因原告欲出售系爭

房屋，被告即於94年3月8日分別轉帳933,868元、930,245元

以繳清對其對瑞興銀行所欠之餘款，並由原告於94年3月10

日親至瑞興銀行領取清償證明並辦理抵押權之塗銷，是被告

並未向原告借款，亦未積欠瑞興銀行貸款致原告受有損害，

原告實無由請求被告返還。況銀行辦理房貸，諸多程序均須

房屋所有人親自出面，則原告於94年間出售系爭房屋時，即

可知悉被告有以系爭房屋設定抵押權向瑞興銀行借款之事，

　　故原告就此款項之借款返還、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自94年起

算15年，至109年即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其損害賠償請求權

亦因自侵權行為時即83年間起，迄今逾10年而時效完成，被

告自無庸再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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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又被告從未與鄭素蓮合謀挪用原告系爭帳戶內之款項，鄭素

蓮亦已於98年1月15日過世，原告就所主張事實始終未能舉

證以實其說，實無由請求被告賠償。而附表二編號1至2共計

25萬元之款項雖係匯入被告之銀行帳戶，但仍應由原告先舉

證說明被告收受此筆款項有何無法律上原因，或有何不法侵

權行為之情事；又附表二編號3之款項，非匯至被告之銀行

帳戶，當與被告無涉；另附表二編號4至18款項皆係自系爭

鄭素蓮帳戶匯出，其中編號10至18更非匯至被告之帳戶；至

附表一所示各筆款項，則均係由原告之系爭帳戶匯款至系爭

鄭素蓮帳戶，顯與被告無關，自應由原告自行說明該等款項

之匯款原因，實難逕認被告有何侵權行為或受有何不當得

利。

　㈢此外，兩造固於112年12月14日互通電話，但被告自始均係

表明原告應先提出相關證據，顯未與原告達成債務拘束契約

之合意，自無成立債務拘束契約可言，原告依此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給付5,022,500元，亦無理由等語。並聲明：⒈原告

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其同意，以其名下系爭房屋申貸，並挪用

其系爭帳戶之金錢，致原告受有損害等情，其得請求被告返

還5,022,500元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

故本院應審究者為：㈠原告依民法第879條第1項、第478

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

項規定，及債務拘束契約之約定，擇一請求被告返還240萬

元，有無理由？㈡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

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及債務拘束契約之約

定，擇一請求被告返還2,622,500元，有無理由？茲分論如

下：

　㈠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240萬元部分：

　⒈按為債務人設定抵押權之第三人，代為清償債務，或因抵押

權人實行抵押權致失抵押物之所有權時，該第三人於其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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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限度內，承受債權人對於債務人之債權。但不得有害於債

權人之利益；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

品質、數量相同之物，未定返還期限者，借用人得隨時返

還，貸與人亦得定一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民法

第879條第1項、第478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當事人主張有

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

7條定有明文。

　⒉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

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

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

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侵權行

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

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

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

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另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

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

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

害。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利時，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

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故主張該項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

之當事人，應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最高法院99

年度台上字第1009號裁判意旨參照）。而基於給付而受利益

之給付型不當得利，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受益人

之得利欠缺「財貨變動之基礎權利及法律關係」之給付目的

而言，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應由主張該不當得利返還請求

權存在之人即原告，舉證證明其給付欠缺給付目的；如受領

給付之原因不明，其不利益自應歸於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

在之人，始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上

字第440號判決、107年度台上字第1007號裁定意旨參照）。

　⒊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而原告主張權利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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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

之事實為真實，即令被告就其抗辯事實不能舉證或尚有不

足，仍不能遽認原告主張事實為真實。準此，原告既主張被

告2人成立侵權行為，自應就其權利之成立要件先負舉證之

責。準此，原告主張被告與鄭素蓮共謀以原告所有之系爭房

屋設定系爭抵押權予瑞興銀行，使被告取得借款，並致原告

受有損害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依前揭說明，自應由原告就

民法第879條第1項、第478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

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等請求權之成立要件負舉證

責任。

　⒋經查，原告就其主張鄭素蓮向其謊稱欲貸款，而將系爭房屋

設定24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瑞興銀行，並由被告將借

款取走，原告為清償債務本金，乃委由鄭素蓮代為出售系爭

房屋，然鄭秀蓮並未將出賣該屋所得價金240萬元交付原

告，反匯入被告帳戶以清償前開貸款等事實，固提出抵押權

設定契約書、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抵押權塗銷同意書為證

（見本院113年度北司補字第1144號卷，下稱北司補卷，第5

9至65頁），然上情亦據被告否認，辯稱其雖確有以系爭房

地設定系爭抵押權向瑞興銀行借款，但其已於94年3月8日將

銀行欠款全部清償，原告亦於94年3月10日親自至瑞興銀行

領取清償證明等語，並提出被告之瑞興銀行大橋分行帳戶往

來明細、轉帳憑證為佐（見本院卷第65頁）。觀諸原告上開

所提證據，至多僅能證明系爭房屋於83年2月1日設定系爭抵

押權予瑞興銀行，嗣該屋售出予陳武明，瑞豐銀行並於94年

3月10日塗銷系爭抵押權並出具抵押權塗銷同意書等客觀事

實，然無足說明被告有與鄭素蓮共同詐欺以系爭房屋向瑞興

房屋借款之情，且原告自述其係委由鄭素蓮出售系爭房屋，

但鄭素蓮未將買賣價金交付原告等語（見北司補卷第7頁本

院卷第147頁），則該房屋價款既係由鄭素蓮處理，鄭素蓮

未按受託內容交付所取得之金錢，此即屬原告得否依委任之

法律關係向鄭素蓮或其繼承人請求返還之問題，要與被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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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此外，原告並未提出其他具體事證，實難遽認其稱以系

爭房屋出售價款代償被告借款等情屬實，故其主張依民法第

879條第1項規定承受瑞興銀行對被告之債權，得依民法第47

8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借款云云，洵屬無憑。

　⒌又查，原告並未提出任何具體事證說明被告有與鄭素蓮合謀

欺騙原告以其所有之系爭房屋設定抵押乙節，業如前述，故

原告主張被告與鄭素蓮共同侵害其意思表示自由云云，實難

逕信。另原告稱被告因其代為清償借款而受有利益，即不具

法律上原因，屬權益侵害型之不當得利，故其得依民法第17

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云云。惟所謂「權益侵害之不當得

利」，係指侵害歸屬於他人權益內容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

害而言，然原告既係主張其代償被告之貸款，使被告受有利

益，屬因給付行為而發生之不當得利，乃給付型不當得利甚

明，依上說明，自應由原告先舉證證明其有於代被告清償貸

款，且其所為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等事實，惟原告就此並未

舉證，被告亦主張其有於94年3月8日轉帳清償全數銀行欠

款，並舉前開瑞興銀行大橋分行帳戶往來明細、轉帳憑證為

憑（見本院卷第65頁），自難為原告有利之認定。是以，原

告未能舉證說明侵權行為及不當得利之法定要件，其依民法

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79條規

定，請求被告賠償或返還240萬元，皆無依據。

  ⒍況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

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

時起，逾10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有明文，則依原

告所稱其係遭被告及鄭素蓮詐騙而提供系爭房屋設定抵押，

嗣並以出賣該屋之價金代償被告之貸款，可見其所主張之被

告之侵權行為至遲於94年3月10日系爭抵押權塗銷時即告完

成，然原告於113年2月29日始提起本訴（見本院收文時間戳

記），依民法第197條第1項後段規定，原告關於侵權行為之

請求權已逾侵權行為時起10年，已經消滅；且94年迄原告11

3年起訴時已將近19年，原告長年不為權利之主張，即難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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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提出時效抗辯有違誠信原則，因認被告辯稱原告此部分

請求權已罹於時效，其得拒絕給付等語，尚非無憑。至原告

稱其係於112年7月辦理兩造大哥鄭紹仲之遺產清冊事宜，經

瑞興銀行返還借據及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始悉前情（見北司

補卷第12頁），則依民法第128條規定應自此時起算原告之

消費借貸及不當得利請求權，故此部分請求權尚未逾民法第

125條之15年消滅時效，附此敘明。

  ㈡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2,622,500元部分：

　⒈按請求權，因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法律所定期間較短

者，依其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以不行

為為目的之請求權，自為行為時起算；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

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民

法第125條、第128條、第19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

告自述其於鄭素蓮98年1月過世後將系爭帳戶之存摺取回，

自該時即可行使請求權等語（見北司補卷第14至15頁），則

迄原告113年2月29日向本院提起本訴時，已逾民法第125條

之15年時效，亦逾民法第197條之時效，是被告主張原告之

侵權行為、不當得利請求權均已罹於時效而消滅，要非無

憑。原告雖主張被告有於112年12月間承認有挪用原告之存

款，故依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款中斷時效之進行云云，並

舉兩造間對話錄音光碟為憑（見北司補卷證物袋），然此經

被告否認，並提出上開錄音譯文為證（見本院卷第69至80

頁），通觀上開檔案及譯文內容乃兩造討論債務內容，被告

係稱其均有按期付款予銀行，其現仍保存銀行存摺，雙方可

以核對釐清，其不會占原告款項等語，未見有何承認債務之

表示，是原告上開主張，尚難採信。又原告早於98年1月間

即已取得系爭帳戶之存摺等資料，並自承於當時即可主張請

求權，顯無證據偏在他方或證據隱蔽之情事，原告仍遲至11

3年2月29日始提起本訴，則被告對原告為時效抗辯，實難謂

違反誠信原則，是原告另主張被告不得於一定期間以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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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於消滅時效為抗辯云云，猶屬無稽。

　⒉況查，原告就所主張被告與鄭素蓮共謀侵占原告系爭帳戶內

之款項等情，僅提出之系爭帳戶、系爭鄭素蓮帳戶之交易明

細為證（見北司補卷第67至108頁），但此至多只可證明金

流往來之事實，尚無足認定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再觀諸附表

一編號1至10、附表二編號3所示款項，原告均非匯至被告帳

戶，難認與被告有關；附表二編號4至18所示款項，皆係由

系爭鄭素蓮帳戶匯出，非由系爭帳戶所匯出，原告復未舉證

說明此部分之關聯性；附表二編號1、2所示款項部分，雖係

由系爭帳戶匯至被告帳戶，然原告自述將系爭帳戶之存摺及

印鑑交由鄭素蓮保管，當應由原告先予舉證證明其給付欠缺

給付目的，惟原告並未舉證，均難為其有利之認定。

　⒊從而，原告之不當得利及侵權行為請求權均已罹於時效，且

其就所主張之事實亦未盡舉證責任，是其依民法第179條、

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

被告返還2,622,500元，皆屬無據。

  ㈢原告得否依債務拘束契約請求被告給付5,022,500元部分：

　⒈按民法上之典型契約固均屬有因契約，惟基於契約自由原

則，當事人於不背於法律強行規定及公序良俗之範圍內，亦

得訂定無因契約，此種由一方負擔不標明原因之契約，自屬

無因行為（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189號判決意旨參

照）；當事人訂立債務拘束契約之目的，在於不受原因行為

之影響，及避免原因行為之抗辯。又當事人為消弭紛擾並顧

及情誼，得簽訂債務拘束契約，此屬無因債務契約（最高法

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223號裁定意旨參照)，是一定債務存在

或債務拘束之無因契約，得由當事人有效訂立。惟債務拘束

契約仍屬契約之一種，仍應以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始克成

立。

　⒉然查，被告於112年12月間之兩造對話中，並未承認積欠原

告債務，僅表明其有保存銀行存摺，雙方可以進行核對以釐

清債務之意，業如前述，實難認兩造間已達債務拘束契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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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表示合致，因認原告主張依債務拘束契約請求被告給付

5,022,500元，亦無理由。

　㈣綜上，原告依民法第879條第1項、第478條、第179條、第18

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債務拘束

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返還240萬元；及依民法第179條、第

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債務拘

束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返還2,622,500元，核均無理，不

應准許。至原告另聲請向瑞興銀行調取鄭素蓮相關帳戶資

料，以釐清鄭素蓮帳戶之相關金流（見北司補卷第16頁、本

院卷第150頁），及聲請本院對被告進行當事人訊問，以證

剛裕公司、陳政熙、陳佩琪之帳戶為被告所控制使用（見本

院卷第150頁），然原告既未能說明被告確有與鄭素蓮共謀

詐騙或侵占原告金錢之事實，前開事項縱經調查，亦無足認

定與被告間之關聯性，被告復已否認其有控制或使用剛裕公

司、陳政熙、陳佩琪之帳戶之事實，因認上開證據均無調查

必要，末此敘明。

四、據上論結，原告依民法第879條第1項、第478條、第179條、

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債務

拘束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5,022,500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

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本院未經援用

之證據，經審酌後，核與本件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

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娟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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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李登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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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598號
原      告  鄭連文  


訴訟代理人
兼
送達代收人  陳郁婷律師
複代 理 人  韓昌軒律師
被      告  陳鄭素卿
訴訟代理人  孫瑞蓮律師
複代 理 人  顏詒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被告住所、不動產所在地、侵權行為地或其他據以定管轄法院之地，跨連或散在數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各該法院俱有管轄權；被告不抗辯法院無管轄權，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以其法院為有管轄權之法院，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第21條、第2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乃本於返還借款、不當得利、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債務拘束契約法律關係起訴，依上揭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前段、第15條第1項規定，應由被告住所地或行為地之法院管轄。而被告之戶籍設於臺北市大同區，且依原告提出之事證尚無從特定侵權行為地之範圍是否在本院轄區，然被告既不抗辯本院無管轄權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依前揭規定，已生應訴管轄效力，本院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其原為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號5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於民國83年間，其大姊即被告，及二姊即訴外人鄭素蓮共同謀議，由鄭素蓮向原告誆稱有以系爭房屋抵押貸款之需求，其乃同意鄭素蓮得以系爭房屋辦理抵押貸款，嗣鄭素蓮將系爭房屋以新臺幣（下同）240萬元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予臺北市第一信用合作社（現為瑞興商業銀行，下逕稱瑞興銀行），然竟係由被告取得全部借款金額，而原告為免系爭房屋遭強制執行，遂於94年間委請鄭素蓮將系爭房屋以240萬元出售後，代為清償前述抵押權。詎原告於112年間因處理兩造大哥即訴外人鄭紹仲之繼承事宜，始知悉上開抵押權登記之債務人實為被告，則被告不法侵害原告意思決定自由權利，致原告成為其借款之物上保證人而受有損害，其除依民法第879條第1項規定，已於清償之限度內取得對被告之借款債權即240萬元外，被告亦無法律上原因，受有系爭房屋抵押借款之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自得依民法第478條、民法第879條第1項、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返還240萬元。
　㈡又原告早期皆在南部工作，乃將其瑞興銀行之帳戶（帳號詳卷，下稱系爭帳戶）存摺、印章交予鄭素蓮保管，以便鄭素蓮取用款項供父母使用。詎被告有用錢需求，而與鄭素蓮合謀，由鄭素蓮於附表一「交易日期」欄所示之日期，將附表一「轉出金額」欄所示之金額，自系爭帳戶匯出共計3,913,031元至鄭素蓮之瑞興銀行帳戶（帳號詳卷，下稱系爭鄭素蓮帳戶）；又由鄭素蓮於附表二編號1至3「交易日期」欄所示之日期，將附表二編號1至3「轉出金額」欄所示之金額，自系爭帳戶匯入被告及其可得支配、控制之訴外人剛裕機械企業有限公司（由被告配偶陳政熙所設立，下稱剛裕公司）帳戶；鄭素蓮再陸續於附表一編號4至18「交易日期」欄所示之日期，將附表一編號4至18「轉出金額」欄所示之金額，自其系爭鄭素蓮帳戶匯入被告及其可得支配、控制之剛裕公司、訴外人陳政熙（即被告配偶）、陳佩琪（即被告女兒）之帳戶，合計挪用原告銀行帳戶款項共計2,622,500元（詳附表二各該編號所示），可見被告顯係與鄭素蓮共同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致原告損失2,622,500元，被告亦屬無法律上原因，受有此等款項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得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賠償2,622,500元。
　㈢上開款項合計5,022,500元（計算式：240萬元＋2,622,500元＝5,022,500元）。縱認此等款項均已罹於請求權時效，惟被告於112年12月14日通話中向原告表明願意償債務，可知兩造就此等款項已口頭成立債務拘束契約，原告仍得基於債務拘束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如數給付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5,022,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
　㈠其確有於83年間，經原告同意以其名下之系爭房屋供作擔保，惟其僅向瑞興銀行借貸200萬元，嗣因原告欲出售系爭房屋，被告即於94年3月8日分別轉帳933,868元、930,245元以繳清對其對瑞興銀行所欠之餘款，並由原告於94年3月10日親至瑞興銀行領取清償證明並辦理抵押權之塗銷，是被告並未向原告借款，亦未積欠瑞興銀行貸款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實無由請求被告返還。況銀行辦理房貸，諸多程序均須房屋所有人親自出面，則原告於94年間出售系爭房屋時，即可知悉被告有以系爭房屋設定抵押權向瑞興銀行借款之事，
　　故原告就此款項之借款返還、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自94年起算15年，至109年即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其損害賠償請求權亦因自侵權行為時即83年間起，迄今逾10年而時效完成，被告自無庸再給付。
　㈡又被告從未與鄭素蓮合謀挪用原告系爭帳戶內之款項，鄭素蓮亦已於98年1月15日過世，原告就所主張事實始終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實無由請求被告賠償。而附表二編號1至2共計25萬元之款項雖係匯入被告之銀行帳戶，但仍應由原告先舉證說明被告收受此筆款項有何無法律上原因，或有何不法侵權行為之情事；又附表二編號3之款項，非匯至被告之銀行帳戶，當與被告無涉；另附表二編號4至18款項皆係自系爭鄭素蓮帳戶匯出，其中編號10至18更非匯至被告之帳戶；至附表一所示各筆款項，則均係由原告之系爭帳戶匯款至系爭鄭素蓮帳戶，顯與被告無關，自應由原告自行說明該等款項之匯款原因，實難逕認被告有何侵權行為或受有何不當得利。
　㈢此外，兩造固於112年12月14日互通電話，但被告自始均係表明原告應先提出相關證據，顯未與原告達成債務拘束契約之合意，自無成立債務拘束契約可言，原告依此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022,500元，亦無理由等語。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其同意，以其名下系爭房屋申貸，並挪用其系爭帳戶之金錢，致原告受有損害等情，其得請求被告返還5,022,500元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故本院應審究者為：㈠原告依民法第879條第1項、第478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及債務拘束契約之約定，擇一請求被告返還240萬元，有無理由？㈡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及債務拘束契約之約定，擇一請求被告返還2,622,500元，有無理由？茲分論如下：
　㈠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240萬元部分：
　⒈按為債務人設定抵押權之第三人，代為清償債務，或因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致失抵押物之所有權時，該第三人於其清償之限度內，承受債權人對於債務人之債權。但不得有害於債權人之利益；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未定返還期限者，借用人得隨時返還，貸與人亦得定一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民法第879條第1項、第478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
　⒉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另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利時，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故主張該項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應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009號裁判意旨參照）。而基於給付而受利益之給付型不當得利，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受益人之得利欠缺「財貨變動之基礎權利及法律關係」之給付目的而言，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應由主張該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存在之人即原告，舉證證明其給付欠缺給付目的；如受領給付之原因不明，其不利益自應歸於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人，始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上字第440號判決、107年度台上字第1007號裁定意旨參照）。
　⒊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而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即令被告就其抗辯事實不能舉證或尚有不足，仍不能遽認原告主張事實為真實。準此，原告既主張被告2人成立侵權行為，自應就其權利之成立要件先負舉證之責。準此，原告主張被告與鄭素蓮共謀以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屋設定系爭抵押權予瑞興銀行，使被告取得借款，並致原告受有損害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依前揭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民法第879條第1項、第478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等請求權之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
　⒋經查，原告就其主張鄭素蓮向其謊稱欲貸款，而將系爭房屋設定24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瑞興銀行，並由被告將借款取走，原告為清償債務本金，乃委由鄭素蓮代為出售系爭房屋，然鄭秀蓮並未將出賣該屋所得價金240萬元交付原告，反匯入被告帳戶以清償前開貸款等事實，固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抵押權塗銷同意書為證（見本院113年度北司補字第1144號卷，下稱北司補卷，第59至65頁），然上情亦據被告否認，辯稱其雖確有以系爭房地設定系爭抵押權向瑞興銀行借款，但其已於94年3月8日將銀行欠款全部清償，原告亦於94年3月10日親自至瑞興銀行領取清償證明等語，並提出被告之瑞興銀行大橋分行帳戶往來明細、轉帳憑證為佐（見本院卷第65頁）。觀諸原告上開所提證據，至多僅能證明系爭房屋於83年2月1日設定系爭抵押權予瑞興銀行，嗣該屋售出予陳武明，瑞豐銀行並於94年3月10日塗銷系爭抵押權並出具抵押權塗銷同意書等客觀事實，然無足說明被告有與鄭素蓮共同詐欺以系爭房屋向瑞興房屋借款之情，且原告自述其係委由鄭素蓮出售系爭房屋，但鄭素蓮未將買賣價金交付原告等語（見北司補卷第7頁本院卷第147頁），則該房屋價款既係由鄭素蓮處理，鄭素蓮未按受託內容交付所取得之金錢，此即屬原告得否依委任之法律關係向鄭素蓮或其繼承人請求返還之問題，要與被告無涉。此外，原告並未提出其他具體事證，實難遽認其稱以系爭房屋出售價款代償被告借款等情屬實，故其主張依民法第879條第1項規定承受瑞興銀行對被告之債權，得依民法第478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借款云云，洵屬無憑。
　⒌又查，原告並未提出任何具體事證說明被告有與鄭素蓮合謀欺騙原告以其所有之系爭房屋設定抵押乙節，業如前述，故原告主張被告與鄭素蓮共同侵害其意思表示自由云云，實難逕信。另原告稱被告因其代為清償借款而受有利益，即不具法律上原因，屬權益侵害型之不當得利，故其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云云。惟所謂「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係指侵害歸屬於他人權益內容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而言，然原告既係主張其代償被告之貸款，使被告受有利益，屬因給付行為而發生之不當得利，乃給付型不當得利甚明，依上說明，自應由原告先舉證證明其有於代被告清償貸款，且其所為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等事實，惟原告就此並未舉證，被告亦主張其有於94年3月8日轉帳清償全數銀行欠款，並舉前開瑞興銀行大橋分行帳戶往來明細、轉帳憑證為憑（見本院卷第65頁），自難為原告有利之認定。是以，原告未能舉證說明侵權行為及不當得利之法定要件，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或返還240萬元，皆無依據。
  ⒍況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有明文，則依原告所稱其係遭被告及鄭素蓮詐騙而提供系爭房屋設定抵押，嗣並以出賣該屋之價金代償被告之貸款，可見其所主張之被告之侵權行為至遲於94年3月10日系爭抵押權塗銷時即告完成，然原告於113年2月29日始提起本訴（見本院收文時間戳記），依民法第197條第1項後段規定，原告關於侵權行為之請求權已逾侵權行為時起10年，已經消滅；且94年迄原告113年起訴時已將近19年，原告長年不為權利之主張，即難謂被告提出時效抗辯有違誠信原則，因認被告辯稱原告此部分請求權已罹於時效，其得拒絕給付等語，尚非無憑。至原告稱其係於112年7月辦理兩造大哥鄭紹仲之遺產清冊事宜，經瑞興銀行返還借據及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始悉前情（見北司補卷第12頁），則依民法第128條規定應自此時起算原告之消費借貸及不當得利請求權，故此部分請求權尚未逾民法第125條之15年消滅時效，附此敘明。
  ㈡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2,622,500元部分：
　⒈按請求權，因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法律所定期間較短者，依其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以不行為為目的之請求權，自為行為時起算；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民法第125條、第128條、第19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自述其於鄭素蓮98年1月過世後將系爭帳戶之存摺取回，自該時即可行使請求權等語（見北司補卷第14至15頁），則迄原告113年2月29日向本院提起本訴時，已逾民法第125條之15年時效，亦逾民法第197條之時效，是被告主張原告之侵權行為、不當得利請求權均已罹於時效而消滅，要非無憑。原告雖主張被告有於112年12月間承認有挪用原告之存款，故依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款中斷時效之進行云云，並舉兩造間對話錄音光碟為憑（見北司補卷證物袋），然此經被告否認，並提出上開錄音譯文為證（見本院卷第69至80頁），通觀上開檔案及譯文內容乃兩造討論債務內容，被告係稱其均有按期付款予銀行，其現仍保存銀行存摺，雙方可以核對釐清，其不會占原告款項等語，未見有何承認債務之表示，是原告上開主張，尚難採信。又原告早於98年1月間即已取得系爭帳戶之存摺等資料，並自承於當時即可主張請求權，顯無證據偏在他方或證據隱蔽之情事，原告仍遲至113年2月29日始提起本訴，則被告對原告為時效抗辯，實難謂違反誠信原則，是原告另主張被告不得於一定期間以請求權罹於消滅時效為抗辯云云，猶屬無稽。
　⒉況查，原告就所主張被告與鄭素蓮共謀侵占原告系爭帳戶內之款項等情，僅提出之系爭帳戶、系爭鄭素蓮帳戶之交易明細為證（見北司補卷第67至108頁），但此至多只可證明金流往來之事實，尚無足認定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再觀諸附表一編號1至10、附表二編號3所示款項，原告均非匯至被告帳戶，難認與被告有關；附表二編號4至18所示款項，皆係由系爭鄭素蓮帳戶匯出，非由系爭帳戶所匯出，原告復未舉證說明此部分之關聯性；附表二編號1、2所示款項部分，雖係由系爭帳戶匯至被告帳戶，然原告自述將系爭帳戶之存摺及印鑑交由鄭素蓮保管，當應由原告先予舉證證明其給付欠缺給付目的，惟原告並未舉證，均難為其有利之認定。
　⒊從而，原告之不當得利及侵權行為請求權均已罹於時效，且其就所主張之事實亦未盡舉證責任，是其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返還2,622,500元，皆屬無據。
  ㈢原告得否依債務拘束契約請求被告給付5,022,500元部分：
　⒈按民法上之典型契約固均屬有因契約，惟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於不背於法律強行規定及公序良俗之範圍內，亦得訂定無因契約，此種由一方負擔不標明原因之契約，自屬無因行為（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189號判決意旨參照）；當事人訂立債務拘束契約之目的，在於不受原因行為之影響，及避免原因行為之抗辯。又當事人為消弭紛擾並顧及情誼，得簽訂債務拘束契約，此屬無因債務契約（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223號裁定意旨參照)，是一定債務存在或債務拘束之無因契約，得由當事人有效訂立。惟債務拘束契約仍屬契約之一種，仍應以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始克成立。
　⒉然查，被告於112年12月間之兩造對話中，並未承認積欠原告債務，僅表明其有保存銀行存摺，雙方可以進行核對以釐清債務之意，業如前述，實難認兩造間已達債務拘束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因認原告主張依債務拘束契約請求被告給付5,022,500元，亦無理由。
　㈣綜上，原告依民法第879條第1項、第478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債務拘束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返還240萬元；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債務拘束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返還2,622,500元，核均無理，不應准許。至原告另聲請向瑞興銀行調取鄭素蓮相關帳戶資料，以釐清鄭素蓮帳戶之相關金流（見北司補卷第16頁、本院卷第150頁），及聲請本院對被告進行當事人訊問，以證剛裕公司、陳政熙、陳佩琪之帳戶為被告所控制使用（見本院卷第150頁），然原告既未能說明被告確有與鄭素蓮共謀詐騙或侵占原告金錢之事實，前開事項縱經調查，亦無足認定與被告間之關聯性，被告復已否認其有控制或使用剛裕公司、陳政熙、陳佩琪之帳戶之事實，因認上開證據均無調查必要，末此敘明。
四、據上論結，原告依民法第879條第1項、第478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債務拘束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5,022,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本院未經援用之證據，經審酌後，核與本件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娟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李登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598號
原      告  鄭連文  

訴訟代理人
兼
送達代收人  陳郁婷律師
複代 理 人  韓昌軒律師
被      告  陳鄭素卿
訴訟代理人  孫瑞蓮律師
複代 理 人  顏詒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
    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被告住所、不動產所在地、侵權行為
    地或其他據以定管轄法院之地，跨連或散在數法院管轄區域
    內者，各該法院俱有管轄權；被告不抗辯法院無管轄權，而
    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以其法院為有管轄權之法院，民事訴
    訟法第1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第21條、第25條分別定有
    明文。查原告乃本於返還借款、不當得利、侵權行為法律關
    係、債務拘束契約法律關係起訴，依上揭民事訴訟法第1條
    第1項前段、第15條第1項規定，應由被告住所地或行為地之
    法院管轄。而被告之戶籍設於臺北市大同區，且依原告提出
    之事證尚無從特定侵權行為地之範圍是否在本院轄區，然被
    告既不抗辯本院無管轄權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依前揭規定
    ，已生應訴管轄效力，本院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其原為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號5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於民國83年間，其大姊即被告，及二姊即訴外人鄭素蓮共同謀議，由鄭素蓮向原告誆稱有以系爭房屋抵押貸款之需求，其乃同意鄭素蓮得以系爭房屋辦理抵押貸款，嗣鄭素蓮將系爭房屋以新臺幣（下同）240萬元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予臺北市第一信用合作社（現為瑞興商業銀行，下逕稱瑞興銀行），然竟係由被告取得全部借款金額，而原告為免系爭房屋遭強制執行，遂於94年間委請鄭素蓮將系爭房屋以240萬元出售後，代為清償前述抵押權。詎原告於112年間因處理兩造大哥即訴外人鄭紹仲之繼承事宜，始知悉上開抵押權登記之債務人實為被告，則被告不法侵害原告意思決定自由權利，致原告成為其借款之物上保證人而受有損害，其除依民法第879條第1項規定，已於清償之限度內取得對被告之借款債權即240萬元外，被告亦無法律上原因，受有系爭房屋抵押借款之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自得依民法第478條、民法第879條第1項、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返還240萬元。
　㈡又原告早期皆在南部工作，乃將其瑞興銀行之帳戶（帳號詳卷，下稱系爭帳戶）存摺、印章交予鄭素蓮保管，以便鄭素蓮取用款項供父母使用。詎被告有用錢需求，而與鄭素蓮合謀，由鄭素蓮於附表一「交易日期」欄所示之日期，將附表一「轉出金額」欄所示之金額，自系爭帳戶匯出共計3,913,031元至鄭素蓮之瑞興銀行帳戶（帳號詳卷，下稱系爭鄭素蓮帳戶）；又由鄭素蓮於附表二編號1至3「交易日期」欄所示之日期，將附表二編號1至3「轉出金額」欄所示之金額，自系爭帳戶匯入被告及其可得支配、控制之訴外人剛裕機械企業有限公司（由被告配偶陳政熙所設立，下稱剛裕公司）帳戶；鄭素蓮再陸續於附表一編號4至18「交易日期」欄所示之日期，將附表一編號4至18「轉出金額」欄所示之金額，自其系爭鄭素蓮帳戶匯入被告及其可得支配、控制之剛裕公司、訴外人陳政熙（即被告配偶）、陳佩琪（即被告女兒）之帳戶，合計挪用原告銀行帳戶款項共計2,622,500元（詳附表二各該編號所示），可見被告顯係與鄭素蓮共同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致原告損失2,622,500元，被告亦屬無法律上原因，受有此等款項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得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賠償2,622,500元。
　㈢上開款項合計5,022,500元（計算式：240萬元＋2,622,500元＝
    5,022,500元）。縱認此等款項均已罹於請求權時效，惟被
    告於112年12月14日通話中向原告表明願意償債務，可知兩
    造就此等款項已口頭成立債務拘束契約，原告仍得基於債務
    拘束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如數給付等語。並聲明：⒈被
    告應給付原告5,022,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
　㈠其確有於83年間，經原告同意以其名下之系爭房屋供作擔保
    ，惟其僅向瑞興銀行借貸200萬元，嗣因原告欲出售系爭房
    屋，被告即於94年3月8日分別轉帳933,868元、930,245元以
    繳清對其對瑞興銀行所欠之餘款，並由原告於94年3月10日
    親至瑞興銀行領取清償證明並辦理抵押權之塗銷，是被告並
    未向原告借款，亦未積欠瑞興銀行貸款致原告受有損害，原
    告實無由請求被告返還。況銀行辦理房貸，諸多程序均須房
    屋所有人親自出面，則原告於94年間出售系爭房屋時，即可
    知悉被告有以系爭房屋設定抵押權向瑞興銀行借款之事，
　　故原告就此款項之借款返還、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自94年起
    算15年，至109年即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其損害賠償請求權
    亦因自侵權行為時即83年間起，迄今逾10年而時效完成，被
    告自無庸再給付。
　㈡又被告從未與鄭素蓮合謀挪用原告系爭帳戶內之款項，鄭素
    蓮亦已於98年1月15日過世，原告就所主張事實始終未能舉
    證以實其說，實無由請求被告賠償。而附表二編號1至2共計
    25萬元之款項雖係匯入被告之銀行帳戶，但仍應由原告先舉
    證說明被告收受此筆款項有何無法律上原因，或有何不法侵
    權行為之情事；又附表二編號3之款項，非匯至被告之銀行
    帳戶，當與被告無涉；另附表二編號4至18款項皆係自系爭
    鄭素蓮帳戶匯出，其中編號10至18更非匯至被告之帳戶；至
    附表一所示各筆款項，則均係由原告之系爭帳戶匯款至系爭
    鄭素蓮帳戶，顯與被告無關，自應由原告自行說明該等款項
    之匯款原因，實難逕認被告有何侵權行為或受有何不當得利
    。
　㈢此外，兩造固於112年12月14日互通電話，但被告自始均係表
    明原告應先提出相關證據，顯未與原告達成債務拘束契約之
    合意，自無成立債務拘束契約可言，原告依此法律關係請求
    被告給付5,022,500元，亦無理由等語。並聲明：⒈原告之訴
    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其同意，以其名下系爭房屋申貸，並挪用
    其系爭帳戶之金錢，致原告受有損害等情，其得請求被告返
    還5,022,500元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
    故本院應審究者為：㈠原告依民法第879條第1項、第478條、
    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
    定，及債務拘束契約之約定，擇一請求被告返還240萬元，
    有無理由？㈡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
    5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及債務拘束契約之約定，擇一
    請求被告返還2,622,500元，有無理由？茲分論如下：
　㈠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240萬元部分：
　⒈按為債務人設定抵押權之第三人，代為清償債務，或因抵押
    權人實行抵押權致失抵押物之所有權時，該第三人於其清償
    之限度內，承受債權人對於債務人之債權。但不得有害於債
    權人之利益；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
    品質、數量相同之物，未定返還期限者，借用人得隨時返還
    ，貸與人亦得定一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民法第
    879條第1項、第478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
    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定有明文。
　⒉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
    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
    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
    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侵權行
    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
    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
    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
    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另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
    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
    ，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
    。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利時，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
    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故主張該項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
    當事人，應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最高法院99年
    度台上字第1009號裁判意旨參照）。而基於給付而受利益之
    給付型不當得利，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受益人之
    得利欠缺「財貨變動之基礎權利及法律關係」之給付目的而
    言，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應由主張該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
    存在之人即原告，舉證證明其給付欠缺給付目的；如受領給
    付之原因不明，其不利益自應歸於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
    之人，始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上字
    第440號判決、107年度台上字第1007號裁定意旨參照）。
　⒊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而原告主張權利者，應
    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
    之事實為真實，即令被告就其抗辯事實不能舉證或尚有不足
    ，仍不能遽認原告主張事實為真實。準此，原告既主張被告
    2人成立侵權行為，自應就其權利之成立要件先負舉證之責
    。準此，原告主張被告與鄭素蓮共謀以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屋
    設定系爭抵押權予瑞興銀行，使被告取得借款，並致原告受
    有損害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依前揭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民
    法第879條第1項、第478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
    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等請求權之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
    。
　⒋經查，原告就其主張鄭素蓮向其謊稱欲貸款，而將系爭房屋設定24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瑞興銀行，並由被告將借款取走，原告為清償債務本金，乃委由鄭素蓮代為出售系爭房屋，然鄭秀蓮並未將出賣該屋所得價金240萬元交付原告，反匯入被告帳戶以清償前開貸款等事實，固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抵押權塗銷同意書為證（見本院113年度北司補字第1144號卷，下稱北司補卷，第59至65頁），然上情亦據被告否認，辯稱其雖確有以系爭房地設定系爭抵押權向瑞興銀行借款，但其已於94年3月8日將銀行欠款全部清償，原告亦於94年3月10日親自至瑞興銀行領取清償證明等語，並提出被告之瑞興銀行大橋分行帳戶往來明細、轉帳憑證為佐（見本院卷第65頁）。觀諸原告上開所提證據，至多僅能證明系爭房屋於83年2月1日設定系爭抵押權予瑞興銀行，嗣該屋售出予陳武明，瑞豐銀行並於94年3月10日塗銷系爭抵押權並出具抵押權塗銷同意書等客觀事實，然無足說明被告有與鄭素蓮共同詐欺以系爭房屋向瑞興房屋借款之情，且原告自述其係委由鄭素蓮出售系爭房屋，但鄭素蓮未將買賣價金交付原告等語（見北司補卷第7頁本院卷第147頁），則該房屋價款既係由鄭素蓮處理，鄭素蓮未按受託內容交付所取得之金錢，此即屬原告得否依委任之法律關係向鄭素蓮或其繼承人請求返還之問題，要與被告無涉。此外，原告並未提出其他具體事證，實難遽認其稱以系爭房屋出售價款代償被告借款等情屬實，故其主張依民法第879條第1項規定承受瑞興銀行對被告之債權，得依民法第478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借款云云，洵屬無憑。
　⒌又查，原告並未提出任何具體事證說明被告有與鄭素蓮合謀欺騙原告以其所有之系爭房屋設定抵押乙節，業如前述，故原告主張被告與鄭素蓮共同侵害其意思表示自由云云，實難逕信。另原告稱被告因其代為清償借款而受有利益，即不具法律上原因，屬權益侵害型之不當得利，故其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云云。惟所謂「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係指侵害歸屬於他人權益內容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而言，然原告既係主張其代償被告之貸款，使被告受有利益，屬因給付行為而發生之不當得利，乃給付型不當得利甚明，依上說明，自應由原告先舉證證明其有於代被告清償貸款，且其所為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等事實，惟原告就此並未舉證，被告亦主張其有於94年3月8日轉帳清償全數銀行欠款，並舉前開瑞興銀行大橋分行帳戶往來明細、轉帳憑證為憑（見本院卷第65頁），自難為原告有利之認定。是以，原告未能舉證說明侵權行為及不當得利之法定要件，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或返還240萬元，皆無依據。
  ⒍況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有明文，則依原告所稱其係遭被告及鄭素蓮詐騙而提供系爭房屋設定抵押，嗣並以出賣該屋之價金代償被告之貸款，可見其所主張之被告之侵權行為至遲於94年3月10日系爭抵押權塗銷時即告完成，然原告於113年2月29日始提起本訴（見本院收文時間戳記），依民法第197條第1項後段規定，原告關於侵權行為之請求權已逾侵權行為時起10年，已經消滅；且94年迄原告113年起訴時已將近19年，原告長年不為權利之主張，即難謂被告提出時效抗辯有違誠信原則，因認被告辯稱原告此部分請求權已罹於時效，其得拒絕給付等語，尚非無憑。至原告稱其係於112年7月辦理兩造大哥鄭紹仲之遺產清冊事宜，經瑞興銀行返還借據及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始悉前情（見北司補卷第12頁），則依民法第128條規定應自此時起算原告之消費借貸及不當得利請求權，故此部分請求權尚未逾民法第125條之15年消滅時效，附此敘明。
  ㈡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2,622,500元部分：
　⒈按請求權，因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法律所定期間較短者
    ，依其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以不行為
    為目的之請求權，自為行為時起算；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
    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
    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民法
    第125條、第128條、第19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
    自述其於鄭素蓮98年1月過世後將系爭帳戶之存摺取回，自
    該時即可行使請求權等語（見北司補卷第14至15頁），則迄
    原告113年2月29日向本院提起本訴時，已逾民法第125條之1
    5年時效，亦逾民法第197條之時效，是被告主張原告之侵權
    行為、不當得利請求權均已罹於時效而消滅，要非無憑。原
    告雖主張被告有於112年12月間承認有挪用原告之存款，故
    依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款中斷時效之進行云云，並舉兩造
    間對話錄音光碟為憑（見北司補卷證物袋），然此經被告否
    認，並提出上開錄音譯文為證（見本院卷第69至80頁），通
    觀上開檔案及譯文內容乃兩造討論債務內容，被告係稱其均
    有按期付款予銀行，其現仍保存銀行存摺，雙方可以核對釐
    清，其不會占原告款項等語，未見有何承認債務之表示，是
    原告上開主張，尚難採信。又原告早於98年1月間即已取得
    系爭帳戶之存摺等資料，並自承於當時即可主張請求權，顯
    無證據偏在他方或證據隱蔽之情事，原告仍遲至113年2月29
    日始提起本訴，則被告對原告為時效抗辯，實難謂違反誠信
    原則，是原告另主張被告不得於一定期間以請求權罹於消滅
    時效為抗辯云云，猶屬無稽。
　⒉況查，原告就所主張被告與鄭素蓮共謀侵占原告系爭帳戶內
    之款項等情，僅提出之系爭帳戶、系爭鄭素蓮帳戶之交易明
    細為證（見北司補卷第67至108頁），但此至多只可證明金
    流往來之事實，尚無足認定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再觀諸附表
    一編號1至10、附表二編號3所示款項，原告均非匯至被告帳
    戶，難認與被告有關；附表二編號4至18所示款項，皆係由
    系爭鄭素蓮帳戶匯出，非由系爭帳戶所匯出，原告復未舉證
    說明此部分之關聯性；附表二編號1、2所示款項部分，雖係
    由系爭帳戶匯至被告帳戶，然原告自述將系爭帳戶之存摺及
    印鑑交由鄭素蓮保管，當應由原告先予舉證證明其給付欠缺
    給付目的，惟原告並未舉證，均難為其有利之認定。
　⒊從而，原告之不當得利及侵權行為請求權均已罹於時效，且
    其就所主張之事實亦未盡舉證責任，是其依民法第179條、
    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
    被告返還2,622,500元，皆屬無據。
  ㈢原告得否依債務拘束契約請求被告給付5,022,500元部分：
　⒈按民法上之典型契約固均屬有因契約，惟基於契約自由原則
    ，當事人於不背於法律強行規定及公序良俗之範圍內，亦得
    訂定無因契約，此種由一方負擔不標明原因之契約，自屬無
    因行為（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189號判決意旨參照）；
    當事人訂立債務拘束契約之目的，在於不受原因行為之影響
    ，及避免原因行為之抗辯。又當事人為消弭紛擾並顧及情誼
    ，得簽訂債務拘束契約，此屬無因債務契約（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上字第1223號裁定意旨參照)，是一定債務存在或債
    務拘束之無因契約，得由當事人有效訂立。惟債務拘束契約
    仍屬契約之一種，仍應以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始克成立。
　⒉然查，被告於112年12月間之兩造對話中，並未承認積欠原告
    債務，僅表明其有保存銀行存摺，雙方可以進行核對以釐清
    債務之意，業如前述，實難認兩造間已達債務拘束契約之意
    思表示合致，因認原告主張依債務拘束契約請求被告給付5,
    022,500元，亦無理由。
　㈣綜上，原告依民法第879條第1項、第478條、第179條、第184
    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債務拘束契
    約之約定，請求被告返還240萬元；及依民法第179條、第18
    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債務拘束
    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返還2,622,500元，核均無理，不應
    准許。至原告另聲請向瑞興銀行調取鄭素蓮相關帳戶資料，
    以釐清鄭素蓮帳戶之相關金流（見北司補卷第16頁、本院卷
    第150頁），及聲請本院對被告進行當事人訊問，以證剛裕
    公司、陳政熙、陳佩琪之帳戶為被告所控制使用（見本院卷
    第150頁），然原告既未能說明被告確有與鄭素蓮共謀詐騙
    或侵占原告金錢之事實，前開事項縱經調查，亦無足認定與
    被告間之關聯性，被告復已否認其有控制或使用剛裕公司、
    陳政熙、陳佩琪之帳戶之事實，因認上開證據均無調查必要
    ，末此敘明。
四、據上論結，原告依民法第879條第1項、第478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債務拘束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5,022,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本院未經援用
    之證據，經審酌後，核與本件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
    ，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娟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李登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598號
原      告  鄭連文  

訴訟代理人
兼
送達代收人  陳郁婷律師
複代 理 人  韓昌軒律師
被      告  陳鄭素卿
訴訟代理人  孫瑞蓮律師
複代 理 人  顏詒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被告住所、不動產所在地、侵權行為地或其他據以定管轄法院之地，跨連或散在數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各該法院俱有管轄權；被告不抗辯法院無管轄權，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以其法院為有管轄權之法院，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第21條、第2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乃本於返還借款、不當得利、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債務拘束契約法律關係起訴，依上揭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前段、第15條第1項規定，應由被告住所地或行為地之法院管轄。而被告之戶籍設於臺北市大同區，且依原告提出之事證尚無從特定侵權行為地之範圍是否在本院轄區，然被告既不抗辯本院無管轄權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依前揭規定，已生應訴管轄效力，本院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其原為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號5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於民國83年間，其大姊即被告，及二姊即訴外人鄭素蓮共同謀議，由鄭素蓮向原告誆稱有以系爭房屋抵押貸款之需求，其乃同意鄭素蓮得以系爭房屋辦理抵押貸款，嗣鄭素蓮將系爭房屋以新臺幣（下同）240萬元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予臺北市第一信用合作社（現為瑞興商業銀行，下逕稱瑞興銀行），然竟係由被告取得全部借款金額，而原告為免系爭房屋遭強制執行，遂於94年間委請鄭素蓮將系爭房屋以240萬元出售後，代為清償前述抵押權。詎原告於112年間因處理兩造大哥即訴外人鄭紹仲之繼承事宜，始知悉上開抵押權登記之債務人實為被告，則被告不法侵害原告意思決定自由權利，致原告成為其借款之物上保證人而受有損害，其除依民法第879條第1項規定，已於清償之限度內取得對被告之借款債權即240萬元外，被告亦無法律上原因，受有系爭房屋抵押借款之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自得依民法第478條、民法第879條第1項、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返還240萬元。
　㈡又原告早期皆在南部工作，乃將其瑞興銀行之帳戶（帳號詳卷，下稱系爭帳戶）存摺、印章交予鄭素蓮保管，以便鄭素蓮取用款項供父母使用。詎被告有用錢需求，而與鄭素蓮合謀，由鄭素蓮於附表一「交易日期」欄所示之日期，將附表一「轉出金額」欄所示之金額，自系爭帳戶匯出共計3,913,031元至鄭素蓮之瑞興銀行帳戶（帳號詳卷，下稱系爭鄭素蓮帳戶）；又由鄭素蓮於附表二編號1至3「交易日期」欄所示之日期，將附表二編號1至3「轉出金額」欄所示之金額，自系爭帳戶匯入被告及其可得支配、控制之訴外人剛裕機械企業有限公司（由被告配偶陳政熙所設立，下稱剛裕公司）帳戶；鄭素蓮再陸續於附表一編號4至18「交易日期」欄所示之日期，將附表一編號4至18「轉出金額」欄所示之金額，自其系爭鄭素蓮帳戶匯入被告及其可得支配、控制之剛裕公司、訴外人陳政熙（即被告配偶）、陳佩琪（即被告女兒）之帳戶，合計挪用原告銀行帳戶款項共計2,622,500元（詳附表二各該編號所示），可見被告顯係與鄭素蓮共同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致原告損失2,622,500元，被告亦屬無法律上原因，受有此等款項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得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賠償2,622,500元。
　㈢上開款項合計5,022,500元（計算式：240萬元＋2,622,500元＝5,022,500元）。縱認此等款項均已罹於請求權時效，惟被告於112年12月14日通話中向原告表明願意償債務，可知兩造就此等款項已口頭成立債務拘束契約，原告仍得基於債務拘束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如數給付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5,022,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
　㈠其確有於83年間，經原告同意以其名下之系爭房屋供作擔保，惟其僅向瑞興銀行借貸200萬元，嗣因原告欲出售系爭房屋，被告即於94年3月8日分別轉帳933,868元、930,245元以繳清對其對瑞興銀行所欠之餘款，並由原告於94年3月10日親至瑞興銀行領取清償證明並辦理抵押權之塗銷，是被告並未向原告借款，亦未積欠瑞興銀行貸款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實無由請求被告返還。況銀行辦理房貸，諸多程序均須房屋所有人親自出面，則原告於94年間出售系爭房屋時，即可知悉被告有以系爭房屋設定抵押權向瑞興銀行借款之事，
　　故原告就此款項之借款返還、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自94年起算15年，至109年即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其損害賠償請求權亦因自侵權行為時即83年間起，迄今逾10年而時效完成，被告自無庸再給付。
　㈡又被告從未與鄭素蓮合謀挪用原告系爭帳戶內之款項，鄭素蓮亦已於98年1月15日過世，原告就所主張事實始終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實無由請求被告賠償。而附表二編號1至2共計25萬元之款項雖係匯入被告之銀行帳戶，但仍應由原告先舉證說明被告收受此筆款項有何無法律上原因，或有何不法侵權行為之情事；又附表二編號3之款項，非匯至被告之銀行帳戶，當與被告無涉；另附表二編號4至18款項皆係自系爭鄭素蓮帳戶匯出，其中編號10至18更非匯至被告之帳戶；至附表一所示各筆款項，則均係由原告之系爭帳戶匯款至系爭鄭素蓮帳戶，顯與被告無關，自應由原告自行說明該等款項之匯款原因，實難逕認被告有何侵權行為或受有何不當得利。
　㈢此外，兩造固於112年12月14日互通電話，但被告自始均係表明原告應先提出相關證據，顯未與原告達成債務拘束契約之合意，自無成立債務拘束契約可言，原告依此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022,500元，亦無理由等語。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其同意，以其名下系爭房屋申貸，並挪用其系爭帳戶之金錢，致原告受有損害等情，其得請求被告返還5,022,500元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故本院應審究者為：㈠原告依民法第879條第1項、第478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及債務拘束契約之約定，擇一請求被告返還240萬元，有無理由？㈡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及債務拘束契約之約定，擇一請求被告返還2,622,500元，有無理由？茲分論如下：
　㈠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240萬元部分：
　⒈按為債務人設定抵押權之第三人，代為清償債務，或因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致失抵押物之所有權時，該第三人於其清償之限度內，承受債權人對於債務人之債權。但不得有害於債權人之利益；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未定返還期限者，借用人得隨時返還，貸與人亦得定一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民法第879條第1項、第478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
　⒉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另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利時，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故主張該項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應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009號裁判意旨參照）。而基於給付而受利益之給付型不當得利，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受益人之得利欠缺「財貨變動之基礎權利及法律關係」之給付目的而言，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應由主張該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存在之人即原告，舉證證明其給付欠缺給付目的；如受領給付之原因不明，其不利益自應歸於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人，始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上字第440號判決、107年度台上字第1007號裁定意旨參照）。
　⒊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而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即令被告就其抗辯事實不能舉證或尚有不足，仍不能遽認原告主張事實為真實。準此，原告既主張被告2人成立侵權行為，自應就其權利之成立要件先負舉證之責。準此，原告主張被告與鄭素蓮共謀以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屋設定系爭抵押權予瑞興銀行，使被告取得借款，並致原告受有損害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依前揭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民法第879條第1項、第478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等請求權之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
　⒋經查，原告就其主張鄭素蓮向其謊稱欲貸款，而將系爭房屋設定24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瑞興銀行，並由被告將借款取走，原告為清償債務本金，乃委由鄭素蓮代為出售系爭房屋，然鄭秀蓮並未將出賣該屋所得價金240萬元交付原告，反匯入被告帳戶以清償前開貸款等事實，固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抵押權塗銷同意書為證（見本院113年度北司補字第1144號卷，下稱北司補卷，第59至65頁），然上情亦據被告否認，辯稱其雖確有以系爭房地設定系爭抵押權向瑞興銀行借款，但其已於94年3月8日將銀行欠款全部清償，原告亦於94年3月10日親自至瑞興銀行領取清償證明等語，並提出被告之瑞興銀行大橋分行帳戶往來明細、轉帳憑證為佐（見本院卷第65頁）。觀諸原告上開所提證據，至多僅能證明系爭房屋於83年2月1日設定系爭抵押權予瑞興銀行，嗣該屋售出予陳武明，瑞豐銀行並於94年3月10日塗銷系爭抵押權並出具抵押權塗銷同意書等客觀事實，然無足說明被告有與鄭素蓮共同詐欺以系爭房屋向瑞興房屋借款之情，且原告自述其係委由鄭素蓮出售系爭房屋，但鄭素蓮未將買賣價金交付原告等語（見北司補卷第7頁本院卷第147頁），則該房屋價款既係由鄭素蓮處理，鄭素蓮未按受託內容交付所取得之金錢，此即屬原告得否依委任之法律關係向鄭素蓮或其繼承人請求返還之問題，要與被告無涉。此外，原告並未提出其他具體事證，實難遽認其稱以系爭房屋出售價款代償被告借款等情屬實，故其主張依民法第879條第1項規定承受瑞興銀行對被告之債權，得依民法第478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借款云云，洵屬無憑。
　⒌又查，原告並未提出任何具體事證說明被告有與鄭素蓮合謀欺騙原告以其所有之系爭房屋設定抵押乙節，業如前述，故原告主張被告與鄭素蓮共同侵害其意思表示自由云云，實難逕信。另原告稱被告因其代為清償借款而受有利益，即不具法律上原因，屬權益侵害型之不當得利，故其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云云。惟所謂「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係指侵害歸屬於他人權益內容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而言，然原告既係主張其代償被告之貸款，使被告受有利益，屬因給付行為而發生之不當得利，乃給付型不當得利甚明，依上說明，自應由原告先舉證證明其有於代被告清償貸款，且其所為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等事實，惟原告就此並未舉證，被告亦主張其有於94年3月8日轉帳清償全數銀行欠款，並舉前開瑞興銀行大橋分行帳戶往來明細、轉帳憑證為憑（見本院卷第65頁），自難為原告有利之認定。是以，原告未能舉證說明侵權行為及不當得利之法定要件，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或返還240萬元，皆無依據。
  ⒍況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有明文，則依原告所稱其係遭被告及鄭素蓮詐騙而提供系爭房屋設定抵押，嗣並以出賣該屋之價金代償被告之貸款，可見其所主張之被告之侵權行為至遲於94年3月10日系爭抵押權塗銷時即告完成，然原告於113年2月29日始提起本訴（見本院收文時間戳記），依民法第197條第1項後段規定，原告關於侵權行為之請求權已逾侵權行為時起10年，已經消滅；且94年迄原告113年起訴時已將近19年，原告長年不為權利之主張，即難謂被告提出時效抗辯有違誠信原則，因認被告辯稱原告此部分請求權已罹於時效，其得拒絕給付等語，尚非無憑。至原告稱其係於112年7月辦理兩造大哥鄭紹仲之遺產清冊事宜，經瑞興銀行返還借據及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始悉前情（見北司補卷第12頁），則依民法第128條規定應自此時起算原告之消費借貸及不當得利請求權，故此部分請求權尚未逾民法第125條之15年消滅時效，附此敘明。
  ㈡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2,622,500元部分：
　⒈按請求權，因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法律所定期間較短者，依其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以不行為為目的之請求權，自為行為時起算；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民法第125條、第128條、第19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自述其於鄭素蓮98年1月過世後將系爭帳戶之存摺取回，自該時即可行使請求權等語（見北司補卷第14至15頁），則迄原告113年2月29日向本院提起本訴時，已逾民法第125條之15年時效，亦逾民法第197條之時效，是被告主張原告之侵權行為、不當得利請求權均已罹於時效而消滅，要非無憑。原告雖主張被告有於112年12月間承認有挪用原告之存款，故依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款中斷時效之進行云云，並舉兩造間對話錄音光碟為憑（見北司補卷證物袋），然此經被告否認，並提出上開錄音譯文為證（見本院卷第69至80頁），通觀上開檔案及譯文內容乃兩造討論債務內容，被告係稱其均有按期付款予銀行，其現仍保存銀行存摺，雙方可以核對釐清，其不會占原告款項等語，未見有何承認債務之表示，是原告上開主張，尚難採信。又原告早於98年1月間即已取得系爭帳戶之存摺等資料，並自承於當時即可主張請求權，顯無證據偏在他方或證據隱蔽之情事，原告仍遲至113年2月29日始提起本訴，則被告對原告為時效抗辯，實難謂違反誠信原則，是原告另主張被告不得於一定期間以請求權罹於消滅時效為抗辯云云，猶屬無稽。
　⒉況查，原告就所主張被告與鄭素蓮共謀侵占原告系爭帳戶內之款項等情，僅提出之系爭帳戶、系爭鄭素蓮帳戶之交易明細為證（見北司補卷第67至108頁），但此至多只可證明金流往來之事實，尚無足認定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再觀諸附表一編號1至10、附表二編號3所示款項，原告均非匯至被告帳戶，難認與被告有關；附表二編號4至18所示款項，皆係由系爭鄭素蓮帳戶匯出，非由系爭帳戶所匯出，原告復未舉證說明此部分之關聯性；附表二編號1、2所示款項部分，雖係由系爭帳戶匯至被告帳戶，然原告自述將系爭帳戶之存摺及印鑑交由鄭素蓮保管，當應由原告先予舉證證明其給付欠缺給付目的，惟原告並未舉證，均難為其有利之認定。
　⒊從而，原告之不當得利及侵權行為請求權均已罹於時效，且其就所主張之事實亦未盡舉證責任，是其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返還2,622,500元，皆屬無據。
  ㈢原告得否依債務拘束契約請求被告給付5,022,500元部分：
　⒈按民法上之典型契約固均屬有因契約，惟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於不背於法律強行規定及公序良俗之範圍內，亦得訂定無因契約，此種由一方負擔不標明原因之契約，自屬無因行為（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189號判決意旨參照）；當事人訂立債務拘束契約之目的，在於不受原因行為之影響，及避免原因行為之抗辯。又當事人為消弭紛擾並顧及情誼，得簽訂債務拘束契約，此屬無因債務契約（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223號裁定意旨參照)，是一定債務存在或債務拘束之無因契約，得由當事人有效訂立。惟債務拘束契約仍屬契約之一種，仍應以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始克成立。
　⒉然查，被告於112年12月間之兩造對話中，並未承認積欠原告債務，僅表明其有保存銀行存摺，雙方可以進行核對以釐清債務之意，業如前述，實難認兩造間已達債務拘束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因認原告主張依債務拘束契約請求被告給付5,022,500元，亦無理由。
　㈣綜上，原告依民法第879條第1項、第478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債務拘束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返還240萬元；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債務拘束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返還2,622,500元，核均無理，不應准許。至原告另聲請向瑞興銀行調取鄭素蓮相關帳戶資料，以釐清鄭素蓮帳戶之相關金流（見北司補卷第16頁、本院卷第150頁），及聲請本院對被告進行當事人訊問，以證剛裕公司、陳政熙、陳佩琪之帳戶為被告所控制使用（見本院卷第150頁），然原告既未能說明被告確有與鄭素蓮共謀詐騙或侵占原告金錢之事實，前開事項縱經調查，亦無足認定與被告間之關聯性，被告復已否認其有控制或使用剛裕公司、陳政熙、陳佩琪之帳戶之事實，因認上開證據均無調查必要，末此敘明。
四、據上論結，原告依民法第879條第1項、第478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債務拘束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5,022,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本院未經援用之證據，經審酌後，核與本件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娟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李登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