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易字第12號

上  訴  人  王畹菁(即王游菊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畹芬(即王游菊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畹芳(即王游菊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畹春(即王游菊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朱俊雄律師

被 上訴 人  胡秀香  

訴訟代理人  朱政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袋地通行權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

年8月12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2660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2月11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主文第一、二項及除確定部分外之訴訟費用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被上訴人追加之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含追加之訴部分）訴訟費用

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王游菊於本院審理中之民國111年11月23日死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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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卷一第411頁），其繼承人為王畹菁、王畹芬、王畹

芳、王畹春等4人（王游菊之子即王俊彥、王順明等2人業已

聲明拋棄繼承，並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准予備查在案，非屬

王游菊之繼承人，渠2人並撤回承受訴訟之聲明，見本院卷

三第15、17、89頁）；是本件應由王畹菁、王畹芬、王畹

芳、王畹春等4人為王游菊之承受訴訟人，並據渠4人聲明承

受訴訟在案（見本院卷一第407至423頁），核與民事訴訟法

第170條、第175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

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在原

審係求為判決確認伊就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

（下稱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有通行權

存在，王游菊應容忍伊通行，並應將坐落編號A土地上之地

上物拆除（見原審卷第477頁）；嗣於本院審理中，被上訴

人將上開聲明移為先位聲明，另提出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

圖二所示甲至己之6個通行方案，並追加第1至6備位聲明

（詳如附件所示）。經核被上訴人所為追加，與原起訴請求

均係本於其對0000-0地號土地得否主張袋地通行權之同一基

礎事實，就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於追加之訴得以

利用，且無害於上訴人程序權之保障，上訴人就此雖表示程

序上不同意等語（見本院卷三第91頁），揆諸上開規定，並

無不合，仍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王游菊等16位地主為起造人，於64年間共同

在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69年8月27日重測合

併前為臺北縣○○市○○○段○○○段000○000地號土地）

興建6棟各4層合計24戶房屋（下合稱系爭集合住宅），興建

完工後已獲主管機關核發68淡洪建使字第004號使用執照，

並於69年9月4日門牌編釘為新北市○○區○○街00000○000

00號。嗣0000地號土地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同段0000-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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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地號土地（下分別稱其地號），其中0000-0至0000-

0地號土地即為系爭集合住宅所坐落之土地，而0000-0地號

土地則於71年2月17日登記為王游菊所有。伊於80年5月14日

買賣取得系爭集合住○○○○○街00000號3樓房屋（權利範

圍全部）及所坐落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4，下稱系

爭土地）所有權，嗣發現王游菊圖謀0000-0地號土地面臨○

○街道路之商業利益，竟與建商合謀於其上興建違章建物，

並於67年11月6日申請門牌初編為○○街000號（下稱000號

建物），該建物雖已遭主管機關以重大違建為由打穿其結

構，惟殘留之結構體仍由王游菊及其繼承人持續使用至今，

以致包含伊在內之系爭集合住宅住戶僅得自寬約85公分、呈

ㄣ型之狹窄小巷通行至○○街，極度不便利，亦有公共安全

之疑慮。系爭土地現況客觀上確屬對外無適宜之聯絡通道、

致不能為通常使用之袋地，且系爭土地原係自0000地號土地

所分割新增，自得對同為0000地號土地所分割新增之0000-0

地號土地主張袋地通行權，爰依民法第787條、第789條規

定，並考量防火、防災、避難等安全需求，及通行0000-0地

號土地為最小侵害方法，求為判決確認伊就0000-0地號土地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並應容忍伊

通行；又編號A所示土地上仍有000號建物殘餘之結構體存

在，已妨礙伊所有系爭土地與○○街間之通行往來，致不能

為通常使用，伊自得一併請求上訴人予以拆除等語（未繫屬

於本院者，茲不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

　㈠000號建物之門牌係於67年11月6日由訴外人汪繼宗等5人申

請初編，且其所坐落之0000-0地號土地非屬系爭集合住宅之

建築基地範圍，亦非法定空地，故0000-0地號土地與系爭集

合住宅住戶之通行全然無關。系爭集合住宅所屬建案在規劃

之初，即有指定建築線為○○街，並設計住宅旁興建室內停

車場及騎樓等鄰接○○街，而使人車得以經由室內停車場及

騎樓通行至○○街，作為通行方式，故系爭集合住宅所坐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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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含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土地）均非袋地。又經比對系

爭集合住宅竣工圖、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下稱新北工務局）

主管業務人員之證詞及新北市三重地政事務所（下稱三重地

政）測量結果，原始設計鄰接○○街之室內停車場及騎樓應

坐落於0000-0、0000地號土地上，而0000地號土地現為道

路，0000-0地號土地上現則存有○○街000、000號之違章建

物（下稱000、000號建物），以致上訴人無法經由0000-0地

號土地通行至○○街，故被上訴人應向0000-0地號土地之所

有權人主張通行權、回復原始通行設計方為正辦，自無允許

其任意找尋其他鄰地而替代通行之理。

　㈡又系爭集合住宅之住戶歷年來皆係透過新北市○○區○○街

000號1樓（未設前後門，寬度近3米）（下稱000號建物）通

行至仁政街，此為該等住戶入住時所明知且通行多年，可見

000號建物原所有權人係同意將該建物所坐落之土地提供系

爭集合住宅之住戶通行使用，並為該等住戶所肯認，成立通

行契約，具有長期公示外觀，000號建物及所坐落土地之繼

受人自應受此拘束，而應繼續提供該部分土地以俾含被上訴

人在內之系爭集合住宅住戶得自由通行，益徵系爭土地並非

袋地；詎000號建物（含所坐落土地）於108年1月9日出售予

原審共同被告張永達後，即遭張永達逕行封閉000號建物之

前後鐵門，以致人車無法繼續藉此通行至仁政街，是被上訴

人應依上開通行約定向張永達主張容忍通行，而非轉而向伊

主張通行0000-0地號土地。

　㈢建築法規並未規定建築基地內興建之集合住宅必須規劃消防

車、救護車均可開至各戶大門口始屬合法，蓋因000、000號

建物深度均不及10米，消防車、救護車駛至○○街上再從ㄣ

型巷道拉水線、抬擔架仍可接近系爭集合住宅而執行救火及

醫護工作，故現有ㄣ型巷道已足供上訴人通常使用；況原審

判決認定伊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土地，

其寬度約4公尺，實與建築技術規則就私設道路寬度僅需留

設2公尺之規範不符，亦有違民法第787條第2項所定之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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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性，不應採取該通行方案等語，資為抗辯。　　

三、經查，被上訴人於原審聲明：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

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面積24.37平方公尺，有

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㈡上訴人應將坐

落附圖一所示編號A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原審就此判

決被上訴人勝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至被上訴人逾此部

分請求，未據其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而未繫屬於本院，茲不

贅述）。上訴人之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

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

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並於本院表示將其原審

聲明移為先位聲明，另追加如附件所示之備位聲明。上訴人

就追加之訴則答辯聲明：追加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王游菊與其他地主（合計15人）為起造人，於64年間取得建

造執照（64淡洪建第057號），共同在重測前臺北縣○○市

○○○段○○○段000○000地號土地上興建系爭集合住宅

（見本院卷二第67至69頁），嗣於65年12月30日申請變更為

16位起造人（見本院卷一第163頁）。系爭集合住宅興建完

工後，王游菊等16位起造人於67年11月18日提出使用執照申

請書（見本院卷二第59頁），嗣獲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

（68淡洪建使字第004號），復經新北市三重戶政事務所

（下稱三重戶政）於69年9月4日將門牌編釘為○○街000-0

至000-0號各附1至4樓（見本院卷二第135頁）。　

　㈡○○小段000地號土地於67年11月27日分割新增000-0地號，

000-0地號土地於69年間辦理地籍圖重測後變更為○○段000

0地號；嗣0000地號土地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0000-0至000

0-0地號，而0000、0000-0至0000-0地號土地復於82年5月1

日合併於○○段0000地號，0000地號土地現況為道路已無建

物存在（見本院卷二第403頁）。

　㈢○○小段000地號土地於67年11月27日分割新增000-0、000-

0地號土地（見外放限閱卷第82頁）；嗣000地號土地於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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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合併於000地號，並經69年辦理地籍圖重測變更為○

○段0000地號；嗣0000地號土地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0000

-0至0000-00地號土地（見原審卷第193、141頁、本院卷卷

一第115頁、本院卷二第403頁）。

　㈣經三重地政依系爭集合住宅使用執照地籍圖說申請位置比對

重測後地籍圖，其坐落地號為0000（部分）、0000、0000-

0、0000-0至0000-0等9筆土地（見本院卷二第403頁）。而

系爭集合住宅係坐落於0000-0至0000-0地號土地上（見外放

限閱卷第109至126、129至186頁）。

　㈤被上訴人係於80年5月14日因買賣而取得○○街000-0號3樓

房屋（權利範圍全部）及所坐落之系爭土地（權利範圍1/4

土地）所有權（見原審調解卷第19、21頁）。

　㈥王游菊係於71年2月17日以共有物分割為原因，登記為0000-

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見原審卷第71至72頁）。0000-0地

號土地上存有違章建物（見本院卷一第95頁），係由起造人

汪繼宗等5人申請門牌初編，經三重戶政於67年11月6日編釘

為000號（見本院卷二第135頁）。該建物經新北市政府違章

建築拆除大隊（下稱新北違章拆除大隊）以104年3月6日新

北拆認一字第1043032111號違章建築認定通知書認定屬違章

建物，並於104年8月21日辦理拆除結案；嗣再重建，復經新

北違章拆除大隊以108年9月25日新北拆認一字第1083210541

號違章建築認定通知書認定屬違章建物，經王游菊自行拆

除，並於109年2月21日以新北拆拆一字第1093237975號辦理

結案（見原審卷第213至248頁）。

　㈦000號建物坐落位置在000-0及0000-0地號土地上（見本院卷

一第95頁），000號建物坐落位置在0000-0地號土地上（見

本院卷二第405頁）。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

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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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

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而

袋地通行權紛爭事件，依民法第787條第3項準用同法第779

條第4項規定，有通行權人或鄰地所有權人得請求法院以判

決定之，是基於程序選擇權，原告可提起確認之訴、形成之

訴及給付之訴。倘通行權人係訴請法院對特定之處所及方法

確認其有無通行權限時，因係就特定處所及方法有無通行權

爭議之事件，為確認訴訟之性質（民法第779條第4項立法理

由參照）。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伊就上訴人所有0000-0地號土

地有袋地通行權存在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是兩造間既就

袋地通行權存否已有爭執，則被上訴人得否通行0000-0地號

土地即屬不明確，且此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足認被

上訴人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確認利益。又依被上訴人之先

備聲明，係請求確認伊就上訴人所有之0000-0地號土地於特

定範圍有通行權限（詳如附圖一、二所示），依上說明，本

件自應僅就其請求確認通行權之範圍為審理。

　㈡本院前於111年6月29日會同兩造前往現場履勘（見本院卷一

第209至213頁），並依履勘現況繪製現場環境示意圖（下稱

系爭示意圖，見本院卷一第215頁），而兩造均對於系爭示

意圖並無意見（見本院卷二第276至277頁），應認得以此對

照現場相關情狀，合先敘明。　

　㈢系爭土地是否為袋地？

　⒈按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依民法

第787條第1項規定，土地所有人固得主張袋地通行權，通行

周圍地以至公路。然土地所有人任意拋棄原有之通行地役權

或其他通行土地使用權，或破壞原有通路、設障阻礙原接公

路，即不能主張必要通行權（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088

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王游菊等起造人前取得64淡洪建第057號建造執照，共同於

重測前臺北縣○○市○○○段○○○段000○000地號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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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興建系爭集合住宅（參不爭執事項㈠）。其中○○小段

000地號土地於67年11月27日分割新增000-0地號，000-0地

號土地於69年間辦理地籍圖重測後變更為○○段0000地號；

嗣0000地號土地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0000-0至0000-0地

號，而0000、0000-0至0000-0地號土地復於82年5月1日合併

於○○段0000地號，0000地號土地現況為道路已無建物存在

（參不爭執事項㈡）。又○○小段000地號土地於67年11月2

7日分割新增000-0、000-0地號土地；嗣000地號土地於69年

8月27日合併於000地號，並經69年辦理地籍圖重測變更為○

○段0000地號；0000地號土地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0000-0

至0000-00地號土地（參不爭執事項㈢）。經三重地政依系

爭集合住宅使用執照地籍圖說申請位置比對重測後地籍圖，

其坐落地號為0000（部分）、0000、0000-0、0000-0至0000

-0等9筆土地（參不爭執事項㈣），而完工後之系爭集合住

宅坐落於0000-0至0000-0地號土地（其中0000-0地號即為被

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土地)（參不爭執事項㈣），並取得68淡

洪建使字第004號使用執照（參不爭執事項㈠）。且依新北

工務局施工科人員即證人施明言證稱：「0000-0地號套繪看

起來應該是空地」（見本院卷二第177頁）、新北工務局建

照科人員即證人王宣化證稱：「由套繪圖來看，0000-0地號

目前沒有使用執照套繪在上面，不是屬於申請使用執照的範

圍…當初蓋房子的地號為○○○段○○小段000、000地號，

都為部分使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77頁）。由上足見，0

000-0地號土地雖分割自0000地號，而0000地號土地為三重

埔段○○小段000、000地號合併重測後所變更而來，惟三重

埔段○○小段000、000地號本即部分使用作為系爭集合住宅

之建築基地，對照現今地號應為0000（部分）、0000、0000

-0、0000-0至0000-0等9筆土地，是0000-0地號土地自非系

爭集合住宅之建築基地，更遑論為法定空地。

　⑵而新北工務局就系爭集合住宅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所為規

劃通行一事，函覆略以：「㈠64淡洪建第000號建造執照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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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書圖資料：⒈建築基地坐落於臺北縣○○市○○○段○○

○段000○000地號等2筆土地，另查卷附僅載示室內停車

場，且坐落於○○小段000地號，並經由騎樓連接建築線

（○○街）進出自成區劃，尚無連接住宅。⒉住宅係由兩座

直通樓梯進出，經由騎樓連接建築線（○○街）。㈡68淡洪

建使字第004號使用執照卷附資料：⒈本案建築基地坐落於

臺北縣○○市○○○段○○○段000○000地號等2筆土地，

另卷查附竣工圖（1樓平面圖），設有室內停車場（位置同

建造執照），另查地籍圖及都市計畫圖所示，其臨建築線道

路為○○街，道路寬度為18公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7

頁），並檢附地籍圖、都市計畫圖等圖說供參（見本院卷二

第61頁，其放大清晰版為原審卷第649頁）；並再度函覆表

示：「其1樓平面圖、都市計畫圖及地籍圖內所示建築線道

路為本市三重區○○街」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1至194

頁）；可徵系爭集合住宅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均以○○街

為建築線，並以地籍圖、都市計畫圖觀之，其建築基地乃直

接鄰接於○○街，自非與公路無適宜聯絡之袋地。

　⑶再者，證人施明言證稱：「室內停車場出入口應該是臨建築

線的那一側，圖面上當初是沒有設計車道，但有1個騎樓，

應該是由鄰接建築線的騎樓出入，鄰建築線那一側有1個

門，車輛應該是從那邊出入，人應該也是從那邊出入。依竣

工圖來看，應該要從停車場上方那邊出入，就是從1樓店鋪

那邊進出。由竣工圖來看，當初沒有設置隔間，都是可供通

行的」、「從竣工圖來看，在店鋪與室內停車場中間有1個

通道可以出入，並由騎樓進出仁愛路」（見本院卷二第17

7、179頁）；證人王宣化證稱：「在建造執照竣工圖上有1

座樓梯是在1樓店鋪與室內停車場中間、靠騎樓側，使用執

照的時候就沒有了。有1座樓梯是在現在店鋪的左上方，就

是竣工圖現況也有。在使用執照店鋪跟室內停車場之間有各

設1個樓梯這個樓梯是跟樓上相連，室內停車場是1樓」、

「騎樓上方可以蓋建物，1樓要保留騎樓的淨空（人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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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空地），2樓以上可以蓋房子」（見本院卷二第178至17

9、181至182頁）。對照系爭集合住宅之上證9竣工圖（見本

院卷二第101頁），系爭集合住宅與室内停車場間除設有防

火巷及空地，可供住戶由此進入室内停車場，此從該圖面所

繪室内停車場臨防火巷端留有門，可由防火巷循此門進入室

内停車場，再透過停車場正中央之樓梯出入騎樓；且依系爭

集合住宅之上證10竣工圖（見本院卷二第103頁），住戶亦

可經該橘色範圍之門進出停車場所設另一樓梯出入停車場

(含前述設於停車場中央之另一座樓梯，合計共兩座），而

此停車場（含騎樓）即為鄰接系爭集合住宅之○○街建築線

之建築；又依上開竣工圖所示，系爭集合住宅本身或其大門

前法定空地並未設有任何停車位，故住戶車輛應係規劃停放

於該室内停車場後，再循前述方式進出系爭集合住宅。是綜

觀前揭竣工圖、新北市工務局回函內容，及新北市工務局所

屬人員施明言、王宣化之證詞，可知系爭集合住宅於設計之

初，即規劃以緊鄰○○街之停車場（含騎樓）作為人車通行

方法，且直至核發使用執照均未變更（從卷內資料僅曾於65

年12月30日申請變更為16位起造人，參不爭執事項㈠）。

　⑷嗣經三重地政函覆表示：「經比對重測後地籍圖，該『騎

樓』及『室內停車場』係坐落0000-0及0000地號，惟坐落於

0000地號部分已全部拆除，另坐落0000-0地號為拆除剩餘部

分建物」（見本院卷二第404頁）；被上訴人亦不爭執依系

爭集合住宅之建案圖說原先規劃室內停車場通道是坐落在00

00-0地號土地上（見本院卷三第92頁）。而0000-0地號土地

本屬系爭集合住宅之建築基地一部分（參不爭執事項㈣），

原申請建築基地顯已就系爭集合住宅留設經由防火巷透過停

車場出入騎樓方式通行至○○街之通行方法，並經新北工務

局審核後發給使用執照，無論停車場（含騎樓）是否曾經興

建存在，均不影響此通行權利。準此，系爭土地既屬系爭集

合住宅建築基地之一部分，原即有通行0000-0及0000地號土

地至○○街之權，非為袋地，自不能對0000-0地號土地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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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地通行權；至於0000-0地號土地現雖有000、000號建物

（參不爭執事項㈦）阻隔通行，但其性質屬違章建物，被上

訴人非不得向建管機關查報拆除，或基於通行權依法訴請拆

除，被上訴人不通行原有通路，執意通行0000-0地號土地，

相當於任意拋棄其原有通行土地使用權，自不應准許。

　⒊被上訴人固主張：以系爭示意圖觀之，系爭土地於現況客觀

上即無適宜聯絡可至道路，且伊僅為系爭集合住宅其中一戶

之買受人，並無任何可歸責事由造成通路受阻之情狀，乃上

訴人與建商於67年間合謀於緊鄰○○街之土地上違規興建00

0、000、000號建物所致，系爭土地自屬袋地云云。惟查：

　⑴倘土地原有狀態與公路已有適宜之聯絡，得為通常之使用，

因周圍地所有人非法妨阻，致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應由土

地所有人請求除去該障礙，不得捨此請求通行其他周圍地，

始符立法本旨，俾維持原有法律關係之安定，避免非法因素

之介入（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15號判決意旨參

照）。

　⑵系爭集合住宅之原始建築基地既已指定○○街為建築線，並

留設經由防火巷透過停車場出入騎樓方式通行至○○街之通

行方法，經新北工務局審核後發給使用執照，可見其原有狀

態與○○街已有適宜之聯絡，得為通常之使用；嗣該建築基

地即三重埔段○○小段000、000地號合併重測後變更為0000

地號，再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0000-0至0000-00地號土地

（參不爭執事項㈢），其中0000（部分）、0000、0000-0、

0000-0至0000-0等9筆土地為建築基地範圍（參不爭執事項

㈣），原規劃停車場（含騎樓）所在之0000-0地號土地自仍

應供系爭集合住宅建築基地通行使用，如有阻礙，應由被上

訴人向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請求除去，不得捨此請求通行

其他周圍地。

　⑶又依三重戶政門牌證明書記載：「查王游菊等16人君在本市

○○○段○○○段000○000地號新建肆層店鋪集合住宅壹座

貳間經本所查編門牌為溪美里十四鄰○○街000、000號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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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四樓」（見本院卷一第293頁），此與三重戶政回

函意旨：「○○街000號門牌：由起造人汪繼宗等5人申請初

編，經本所於67年11月6日編釘為○○街000號各附1至4樓。

○○街000、000號門牌：由起造人王游菊等16人申請初編，

經本所於67年11月6日編釘為○○街000、000號各附1至4

樓。○○街000-0至000-0號門牌（即系爭集合住宅）：由○

○街000號房屋所有權人王游菊等16人申請初編，經本所於6

9年9月4日編釘為○○街000-0至000-0號各附1至4樓」（見

本院卷二第135頁）相符，足徵000號建物與000、000號建物

原屬不同起造人；而000、000號建物起造人為王游菊等16

人，適與系爭集合住宅之起造人為王游菊等16人（參不爭執

事項㈠）均屬一致，且系爭集合住宅於興建完成後所申用之

門牌號碼即為000號之延伸號碼（000-0至000-0號），參以0

00號建物坐落於0000-0地號土地上（參不爭執事項㈦），00

00-0地號土地原屬系爭集合住宅之建築基地(參不爭執事項

㈣)等情，足認000號建物自始與系爭集合住宅無關，其坐落

之0000-0地號土地亦非建築基地範圍（參不爭執事項㈣）；

反係坐落於0000-0地號土地上之000、000號建物（參不爭執

事項㈦）既為王游菊等16人所起造，自應明知該部分原為系

爭集合住宅建築基地出入○○街之通行方向，渠等私設違章

建築，已侵害被上訴人之通行權，被上訴人自得向0000-0地

號土地主張通行，並非任意選擇鄰地通行。　

　⒋被上訴人又主張：依系爭示意圖觀之，縱將000、000號建物

予以拆除，系爭集合住宅住戶仍須自B空地通過ㄣ型巷之一

部分始能通行至○○街，無法恢復竣工圖之通行方法，亦非

與○○街為適宜之聯絡云云。惟按袋地通行權之規範，目的

在於解決與公路無適宜聯絡「土地」之通行問題，如土地與

公路已有適宜之聯絡，則坐落該土地上之建物原則上可藉由

該聯絡方式通往公路，應不致發生通行困難情事；然因土地

上建物之出入方向問題，導致該建物無法藉由土地與公路原

有之聯絡通行，此應屬土地所有人或共有人之間應如何使用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二頁



土地問題，尚不得據此主張為袋地。而前已敘明系爭土地原

即有通行0000-0及0000地號土地至○○街之權，非為袋地，

自不得以系爭土地上之建物出入方向問題捨棄上開通行權

利，而轉向周圍鄰地主張通行。再者，若拆除000、000號建

物，系爭集合住宅與○○街之間即無任何障礙物，其住戶可

透過B空地通往寬約90公分（見本院卷二第296頁）巷子直接

鄰接至○○街，雖救護車、消防車仍無法直接停放在系爭集

合住宅之1樓大門口，而需將車輛停放在000、000號建物拆

除後之空地上，再拉水線或擔架至系爭集合住宅之1樓大門

口，惟此在都市土地中人口稠密或商業密集區域並非罕見，

尚不至於因此導致就醫、救災困難，或系爭集合住宅不能為

通常之居住使用，是被上訴人以此為由主張系爭土地為袋地

云云，非為可採。　　

　㈣依此，系爭集合住宅建築基地原即有通行0000-0及0000地號

土地至○○街之權，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土地同屬上開建築

基地，自有上開通行權利，非屬袋地；至於0000-0地號土地

遭人搭設違章建築，以致被上訴人有通行不便利之情形，被

上訴人應向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請求除去，不得捨此請求

通行其他周圍地。系爭土地既不符合民法第787條、第789條

規定之袋地要件，則被上訴人據此求為判決確認其就上訴人

所有之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二所示先備位聲明範

圍有袋地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其通行，並應將上開聲

明範圍內之地上物予以拆除，自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陳，被上訴人民法第787條、第789條規定，求為判

決：㈠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

編號A面積24.37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

上訴人通行；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一所示編號A土地上之

地上物予以拆除；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判決被

上訴人勝訴，於法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

2項所示。又被上訴人追加如附件所示備位之訴部分，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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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理由，應併予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有理由、被上訴人追加之訴

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陳雯珊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附件：　　　　

被上訴人追加之備位聲明（見本院卷三第90至91頁）

一、第一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

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丙面積20平方公尺有通

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丙

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二、第二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

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己面積19平方公尺有通

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己

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三、第三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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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

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乙面積16平方公尺有通

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乙

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四、第四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

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戊面積15平方公尺有通

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戊

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五、第五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

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甲面積12平方公尺有通

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甲

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六、第六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

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丁面積11平方公尺，有

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丁

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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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易字第12號
上  訴  人  王畹菁(即王游菊之承受訴訟人)




            王畹芬(即王游菊之承受訴訟人)




            王畹芳(即王游菊之承受訴訟人)




            王畹春(即王游菊之承受訴訟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朱俊雄律師
被 上訴 人  胡秀香  
訴訟代理人  朱政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袋地通行權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8月12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266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主文第一、二項及除確定部分外之訴訟費用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被上訴人追加之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含追加之訴部分）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王游菊於本院審理中之民國111年11月23日死亡（見本院卷一第411頁），其繼承人為王畹菁、王畹芬、王畹芳、王畹春等4人（王游菊之子即王俊彥、王順明等2人業已聲明拋棄繼承，並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准予備查在案，非屬王游菊之繼承人，渠2人並撤回承受訴訟之聲明，見本院卷三第15、17、89頁）；是本件應由王畹菁、王畹芬、王畹芳、王畹春等4人為王游菊之承受訴訟人，並據渠4人聲明承受訴訟在案（見本院卷一第407至423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在原審係求為判決確認伊就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有通行權存在，王游菊應容忍伊通行，並應將坐落編號A土地上之地上物拆除（見原審卷第477頁）；嗣於本院審理中，被上訴人將上開聲明移為先位聲明，另提出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甲至己之6個通行方案，並追加第1至6備位聲明（詳如附件所示）。經核被上訴人所為追加，與原起訴請求均係本於其對0000-0地號土地得否主張袋地通行權之同一基礎事實，就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於追加之訴得以利用，且無害於上訴人程序權之保障，上訴人就此雖表示程序上不同意等語（見本院卷三第91頁），揆諸上開規定，並無不合，仍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王游菊等16位地主為起造人，於64年間共同在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69年8月27日重測合併前為臺北縣○○市○○○段○○○段000○000地號土地）興建6棟各4層合計24戶房屋（下合稱系爭集合住宅），興建完工後已獲主管機關核發68淡洪建使字第004號使用執照，並於69年9月4日門牌編釘為新北市○○區○○街00000○00000號。嗣0000地號土地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同段0000-0至0000-00地號土地（下分別稱其地號），其中0000-0至0000-0地號土地即為系爭集合住宅所坐落之土地，而0000-0地號土地則於71年2月17日登記為王游菊所有。伊於80年5月14日買賣取得系爭集合住○○○○○街00000號3樓房屋（權利範圍全部）及所坐落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4，下稱系爭土地）所有權，嗣發現王游菊圖謀0000-0地號土地面臨○○街道路之商業利益，竟與建商合謀於其上興建違章建物，並於67年11月6日申請門牌初編為○○街000號（下稱000號建物），該建物雖已遭主管機關以重大違建為由打穿其結構，惟殘留之結構體仍由王游菊及其繼承人持續使用至今，以致包含伊在內之系爭集合住宅住戶僅得自寬約85公分、呈ㄣ型之狹窄小巷通行至○○街，極度不便利，亦有公共安全之疑慮。系爭土地現況客觀上確屬對外無適宜之聯絡通道、致不能為通常使用之袋地，且系爭土地原係自0000地號土地所分割新增，自得對同為0000地號土地所分割新增之0000-0地號土地主張袋地通行權，爰依民法第787條、第789條規定，並考量防火、防災、避難等安全需求，及通行0000-0地號土地為最小侵害方法，求為判決確認伊就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並應容忍伊通行；又編號A所示土地上仍有000號建物殘餘之結構體存在，已妨礙伊所有系爭土地與○○街間之通行往來，致不能為通常使用，伊自得一併請求上訴人予以拆除等語（未繫屬於本院者，茲不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
　㈠000號建物之門牌係於67年11月6日由訴外人汪繼宗等5人申請初編，且其所坐落之0000-0地號土地非屬系爭集合住宅之建築基地範圍，亦非法定空地，故0000-0地號土地與系爭集合住宅住戶之通行全然無關。系爭集合住宅所屬建案在規劃之初，即有指定建築線為○○街，並設計住宅旁興建室內停車場及騎樓等鄰接○○街，而使人車得以經由室內停車場及騎樓通行至○○街，作為通行方式，故系爭集合住宅所坐落土地（含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土地）均非袋地。又經比對系爭集合住宅竣工圖、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下稱新北工務局）主管業務人員之證詞及新北市三重地政事務所（下稱三重地政）測量結果，原始設計鄰接○○街之室內停車場及騎樓應坐落於0000-0、0000地號土地上，而0000地號土地現為道路，0000-0地號土地上現則存有○○街000、000號之違章建物（下稱000、000號建物），以致上訴人無法經由0000-0地號土地通行至○○街，故被上訴人應向0000-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主張通行權、回復原始通行設計方為正辦，自無允許其任意找尋其他鄰地而替代通行之理。
　㈡又系爭集合住宅之住戶歷年來皆係透過新北市○○區○○街000號1樓（未設前後門，寬度近3米）（下稱000號建物）通行至仁政街，此為該等住戶入住時所明知且通行多年，可見000號建物原所有權人係同意將該建物所坐落之土地提供系爭集合住宅之住戶通行使用，並為該等住戶所肯認，成立通行契約，具有長期公示外觀，000號建物及所坐落土地之繼受人自應受此拘束，而應繼續提供該部分土地以俾含被上訴人在內之系爭集合住宅住戶得自由通行，益徵系爭土地並非袋地；詎000號建物（含所坐落土地）於108年1月9日出售予原審共同被告張永達後，即遭張永達逕行封閉000號建物之前後鐵門，以致人車無法繼續藉此通行至仁政街，是被上訴人應依上開通行約定向張永達主張容忍通行，而非轉而向伊主張通行0000-0地號土地。
　㈢建築法規並未規定建築基地內興建之集合住宅必須規劃消防車、救護車均可開至各戶大門口始屬合法，蓋因000、000號建物深度均不及10米，消防車、救護車駛至○○街上再從ㄣ型巷道拉水線、抬擔架仍可接近系爭集合住宅而執行救火及醫護工作，故現有ㄣ型巷道已足供上訴人通常使用；況原審判決認定伊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土地，其寬度約4公尺，實與建築技術規則就私設道路寬度僅需留設2公尺之規範不符，亦有違民法第787條第2項所定之最小侵害性，不應採取該通行方案等語，資為抗辯。　　
三、經查，被上訴人於原審聲明：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面積24.37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一所示編號A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原審就此判決被上訴人勝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至被上訴人逾此部分請求，未據其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而未繫屬於本院，茲不贅述）。上訴人之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並於本院表示將其原審聲明移為先位聲明，另追加如附件所示之備位聲明。上訴人就追加之訴則答辯聲明：追加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王游菊與其他地主（合計15人）為起造人，於64年間取得建造執照（64淡洪建第057號），共同在重測前臺北縣○○市○○○段○○○段000○000地號土地上興建系爭集合住宅（見本院卷二第67至69頁），嗣於65年12月30日申請變更為16位起造人（見本院卷一第163頁）。系爭集合住宅興建完工後，王游菊等16位起造人於67年11月18日提出使用執照申請書（見本院卷二第59頁），嗣獲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68淡洪建使字第004號），復經新北市三重戶政事務所（下稱三重戶政）於69年9月4日將門牌編釘為○○街000-0至000-0號各附1至4樓（見本院卷二第135頁）。　
　㈡○○小段000地號土地於67年11月27日分割新增000-0地號，000-0地號土地於69年間辦理地籍圖重測後變更為○○段0000地號；嗣0000地號土地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0000-0至0000-0地號，而0000、0000-0至0000-0地號土地復於82年5月1日合併於○○段0000地號，0000地號土地現況為道路已無建物存在（見本院卷二第403頁）。
　㈢○○小段000地號土地於67年11月27日分割新增000-0、000-0地號土地（見外放限閱卷第82頁）；嗣000地號土地於69年8月27日合併於000地號，並經69年辦理地籍圖重測變更為○○段0000地號；嗣0000地號土地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0000-0至0000-00地號土地（見原審卷第193、141頁、本院卷卷一第115頁、本院卷二第403頁）。
　㈣經三重地政依系爭集合住宅使用執照地籍圖說申請位置比對重測後地籍圖，其坐落地號為0000（部分）、0000、0000-0、0000-0至0000-0等9筆土地（見本院卷二第403頁）。而系爭集合住宅係坐落於0000-0至0000-0地號土地上（見外放限閱卷第109至126、129至186頁）。
　㈤被上訴人係於80年5月14日因買賣而取得○○街000-0號3樓房屋（權利範圍全部）及所坐落之系爭土地（權利範圍1/4土地）所有權（見原審調解卷第19、21頁）。
　㈥王游菊係於71年2月17日以共有物分割為原因，登記為0000-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見原審卷第71至72頁）。0000-0地號土地上存有違章建物（見本院卷一第95頁），係由起造人汪繼宗等5人申請門牌初編，經三重戶政於67年11月6日編釘為000號（見本院卷二第135頁）。該建物經新北市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下稱新北違章拆除大隊）以104年3月6日新北拆認一字第1043032111號違章建築認定通知書認定屬違章建物，並於104年8月21日辦理拆除結案；嗣再重建，復經新北違章拆除大隊以108年9月25日新北拆認一字第1083210541號違章建築認定通知書認定屬違章建物，經王游菊自行拆除，並於109年2月21日以新北拆拆一字第1093237975號辦理結案（見原審卷第213至248頁）。
　㈦000號建物坐落位置在000-0及0000-0地號土地上（見本院卷一第95頁），000號建物坐落位置在0000-0地號土地上（見本院卷二第405頁）。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而袋地通行權紛爭事件，依民法第787條第3項準用同法第779條第4項規定，有通行權人或鄰地所有權人得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是基於程序選擇權，原告可提起確認之訴、形成之訴及給付之訴。倘通行權人係訴請法院對特定之處所及方法確認其有無通行權限時，因係就特定處所及方法有無通行權爭議之事件，為確認訴訟之性質（民法第779條第4項立法理由參照）。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伊就上訴人所有0000-0地號土地有袋地通行權存在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是兩造間既就袋地通行權存否已有爭執，則被上訴人得否通行0000-0地號土地即屬不明確，且此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足認被上訴人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確認利益。又依被上訴人之先備聲明，係請求確認伊就上訴人所有之0000-0地號土地於特定範圍有通行權限（詳如附圖一、二所示），依上說明，本件自應僅就其請求確認通行權之範圍為審理。
　㈡本院前於111年6月29日會同兩造前往現場履勘（見本院卷一第209至213頁），並依履勘現況繪製現場環境示意圖（下稱系爭示意圖，見本院卷一第215頁），而兩造均對於系爭示意圖並無意見（見本院卷二第276至277頁），應認得以此對照現場相關情狀，合先敘明。　
　㈢系爭土地是否為袋地？
　⒈按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土地所有人固得主張袋地通行權，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然土地所有人任意拋棄原有之通行地役權或其他通行土地使用權，或破壞原有通路、設障阻礙原接公路，即不能主張必要通行權（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08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王游菊等起造人前取得64淡洪建第057號建造執照，共同於重測前臺北縣○○市○○○段○○○段000○000地號土地上申請興建系爭集合住宅（參不爭執事項㈠）。其中○○小段000地號土地於67年11月27日分割新增000-0地號，000-0地號土地於69年間辦理地籍圖重測後變更為○○段0000地號；嗣0000地號土地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0000-0至0000-0地號，而0000、0000-0至0000-0地號土地復於82年5月1日合併於○○段0000地號，0000地號土地現況為道路已無建物存在（參不爭執事項㈡）。又○○小段000地號土地於67年11月27日分割新增000-0、000-0地號土地；嗣000地號土地於69年8月27日合併於000地號，並經69年辦理地籍圖重測變更為○○段0000地號；0000地號土地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0000-0至0000-00地號土地（參不爭執事項㈢）。經三重地政依系爭集合住宅使用執照地籍圖說申請位置比對重測後地籍圖，其坐落地號為0000（部分）、0000、0000-0、0000-0至0000-0等9筆土地（參不爭執事項㈣），而完工後之系爭集合住宅坐落於0000-0至0000-0地號土地（其中0000-0地號即為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土地)（參不爭執事項㈣），並取得68淡洪建使字第004號使用執照（參不爭執事項㈠）。且依新北工務局施工科人員即證人施明言證稱：「0000-0地號套繪看起來應該是空地」（見本院卷二第177頁）、新北工務局建照科人員即證人王宣化證稱：「由套繪圖來看，0000-0地號目前沒有使用執照套繪在上面，不是屬於申請使用執照的範圍…當初蓋房子的地號為○○○段○○小段000、000地號，都為部分使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77頁）。由上足見，0000-0地號土地雖分割自0000地號，而0000地號土地為三重埔段○○小段000、000地號合併重測後所變更而來，惟三重埔段○○小段000、000地號本即部分使用作為系爭集合住宅之建築基地，對照現今地號應為0000（部分）、0000、0000-0、0000-0至0000-0等9筆土地，是0000-0地號土地自非系爭集合住宅之建築基地，更遑論為法定空地。
　⑵而新北工務局就系爭集合住宅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所為規劃通行一事，函覆略以：「㈠64淡洪建第000號建造執照卷附書圖資料：⒈建築基地坐落於臺北縣○○市○○○段○○○段000○000地號等2筆土地，另查卷附僅載示室內停車場，且坐落於○○小段000地號，並經由騎樓連接建築線（○○街）進出自成區劃，尚無連接住宅。⒉住宅係由兩座直通樓梯進出，經由騎樓連接建築線（○○街）。㈡68淡洪建使字第004號使用執照卷附資料：⒈本案建築基地坐落於臺北縣○○市○○○段○○○段000○000地號等2筆土地，另卷查附竣工圖（1樓平面圖），設有室內停車場（位置同建造執照），另查地籍圖及都市計畫圖所示，其臨建築線道路為○○街，道路寬度為18公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7頁），並檢附地籍圖、都市計畫圖等圖說供參（見本院卷二第61頁，其放大清晰版為原審卷第649頁）；並再度函覆表示：「其1樓平面圖、都市計畫圖及地籍圖內所示建築線道路為本市三重區○○街」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1至194頁）；可徵系爭集合住宅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均以○○街為建築線，並以地籍圖、都市計畫圖觀之，其建築基地乃直接鄰接於○○街，自非與公路無適宜聯絡之袋地。
　⑶再者，證人施明言證稱：「室內停車場出入口應該是臨建築線的那一側，圖面上當初是沒有設計車道，但有1個騎樓，應該是由鄰接建築線的騎樓出入，鄰建築線那一側有1個門，車輛應該是從那邊出入，人應該也是從那邊出入。依竣工圖來看，應該要從停車場上方那邊出入，就是從1樓店鋪那邊進出。由竣工圖來看，當初沒有設置隔間，都是可供通行的」、「從竣工圖來看，在店鋪與室內停車場中間有1個通道可以出入，並由騎樓進出仁愛路」（見本院卷二第177、179頁）；證人王宣化證稱：「在建造執照竣工圖上有1座樓梯是在1樓店鋪與室內停車場中間、靠騎樓側，使用執照的時候就沒有了。有1座樓梯是在現在店鋪的左上方，就是竣工圖現況也有。在使用執照店鋪跟室內停車場之間有各設1個樓梯這個樓梯是跟樓上相連，室內停車場是1樓」、「騎樓上方可以蓋建物，1樓要保留騎樓的淨空（人可以通行的空地），2樓以上可以蓋房子」（見本院卷二第178至179、181至182頁）。對照系爭集合住宅之上證9竣工圖（見本院卷二第101頁），系爭集合住宅與室内停車場間除設有防火巷及空地，可供住戶由此進入室内停車場，此從該圖面所繪室内停車場臨防火巷端留有門，可由防火巷循此門進入室内停車場，再透過停車場正中央之樓梯出入騎樓；且依系爭集合住宅之上證10竣工圖（見本院卷二第103頁），住戶亦可經該橘色範圍之門進出停車場所設另一樓梯出入停車場(含前述設於停車場中央之另一座樓梯，合計共兩座），而此停車場（含騎樓）即為鄰接系爭集合住宅之○○街建築線之建築；又依上開竣工圖所示，系爭集合住宅本身或其大門前法定空地並未設有任何停車位，故住戶車輛應係規劃停放於該室内停車場後，再循前述方式進出系爭集合住宅。是綜觀前揭竣工圖、新北市工務局回函內容，及新北市工務局所屬人員施明言、王宣化之證詞，可知系爭集合住宅於設計之初，即規劃以緊鄰○○街之停車場（含騎樓）作為人車通行方法，且直至核發使用執照均未變更（從卷內資料僅曾於65年12月30日申請變更為16位起造人，參不爭執事項㈠）。
　⑷嗣經三重地政函覆表示：「經比對重測後地籍圖，該『騎樓』及『室內停車場』係坐落0000-0及0000地號，惟坐落於0000地號部分已全部拆除，另坐落0000-0地號為拆除剩餘部分建物」（見本院卷二第404頁）；被上訴人亦不爭執依系爭集合住宅之建案圖說原先規劃室內停車場通道是坐落在0000-0地號土地上（見本院卷三第92頁）。而0000-0地號土地本屬系爭集合住宅之建築基地一部分（參不爭執事項㈣），原申請建築基地顯已就系爭集合住宅留設經由防火巷透過停車場出入騎樓方式通行至○○街之通行方法，並經新北工務局審核後發給使用執照，無論停車場（含騎樓）是否曾經興建存在，均不影響此通行權利。準此，系爭土地既屬系爭集合住宅建築基地之一部分，原即有通行0000-0及0000地號土地至○○街之權，非為袋地，自不能對0000-0地號土地主張袋地通行權；至於0000-0地號土地現雖有000、000號建物（參不爭執事項㈦）阻隔通行，但其性質屬違章建物，被上訴人非不得向建管機關查報拆除，或基於通行權依法訴請拆除，被上訴人不通行原有通路，執意通行0000-0地號土地，相當於任意拋棄其原有通行土地使用權，自不應准許。
　⒊被上訴人固主張：以系爭示意圖觀之，系爭土地於現況客觀上即無適宜聯絡可至道路，且伊僅為系爭集合住宅其中一戶之買受人，並無任何可歸責事由造成通路受阻之情狀，乃上訴人與建商於67年間合謀於緊鄰○○街之土地上違規興建000、000、000號建物所致，系爭土地自屬袋地云云。惟查：
　⑴倘土地原有狀態與公路已有適宜之聯絡，得為通常之使用，因周圍地所有人非法妨阻，致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應由土地所有人請求除去該障礙，不得捨此請求通行其他周圍地，始符立法本旨，俾維持原有法律關係之安定，避免非法因素之介入（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1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系爭集合住宅之原始建築基地既已指定○○街為建築線，並留設經由防火巷透過停車場出入騎樓方式通行至○○街之通行方法，經新北工務局審核後發給使用執照，可見其原有狀態與○○街已有適宜之聯絡，得為通常之使用；嗣該建築基地即三重埔段○○小段000、000地號合併重測後變更為0000地號，再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0000-0至0000-00地號土地（參不爭執事項㈢），其中0000（部分）、0000、0000-0、0000-0至0000-0等9筆土地為建築基地範圍（參不爭執事項㈣），原規劃停車場（含騎樓）所在之0000-0地號土地自仍應供系爭集合住宅建築基地通行使用，如有阻礙，應由被上訴人向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請求除去，不得捨此請求通行其他周圍地。
　⑶又依三重戶政門牌證明書記載：「查王游菊等16人君在本市○○○段○○○段000○000地號新建肆層店鋪集合住宅壹座貳間經本所查編門牌為溪美里十四鄰○○街000、000號附二、三、四樓」（見本院卷一第293頁），此與三重戶政回函意旨：「○○街000號門牌：由起造人汪繼宗等5人申請初編，經本所於67年11月6日編釘為○○街000號各附1至4樓。○○街000、000號門牌：由起造人王游菊等16人申請初編，經本所於67年11月6日編釘為○○街000、000號各附1至4樓。○○街000-0至000-0號門牌（即系爭集合住宅）：由○○街000號房屋所有權人王游菊等16人申請初編，經本所於69年9月4日編釘為○○街000-0至000-0號各附1至4樓」（見本院卷二第135頁）相符，足徵000號建物與000、000號建物原屬不同起造人；而000、000號建物起造人為王游菊等16人，適與系爭集合住宅之起造人為王游菊等16人（參不爭執事項㈠）均屬一致，且系爭集合住宅於興建完成後所申用之門牌號碼即為000號之延伸號碼（000-0至000-0號），參以000號建物坐落於0000-0地號土地上（參不爭執事項㈦），0000-0地號土地原屬系爭集合住宅之建築基地(參不爭執事項㈣)等情，足認000號建物自始與系爭集合住宅無關，其坐落之0000-0地號土地亦非建築基地範圍（參不爭執事項㈣）；反係坐落於0000-0地號土地上之000、000號建物（參不爭執事項㈦）既為王游菊等16人所起造，自應明知該部分原為系爭集合住宅建築基地出入○○街之通行方向，渠等私設違章建築，已侵害被上訴人之通行權，被上訴人自得向0000-0地號土地主張通行，並非任意選擇鄰地通行。　
　⒋被上訴人又主張：依系爭示意圖觀之，縱將000、000號建物予以拆除，系爭集合住宅住戶仍須自B空地通過ㄣ型巷之一部分始能通行至○○街，無法恢復竣工圖之通行方法，亦非與○○街為適宜之聯絡云云。惟按袋地通行權之規範，目的在於解決與公路無適宜聯絡「土地」之通行問題，如土地與公路已有適宜之聯絡，則坐落該土地上之建物原則上可藉由該聯絡方式通往公路，應不致發生通行困難情事；然因土地上建物之出入方向問題，導致該建物無法藉由土地與公路原有之聯絡通行，此應屬土地所有人或共有人之間應如何使用土地問題，尚不得據此主張為袋地。而前已敘明系爭土地原即有通行0000-0及0000地號土地至○○街之權，非為袋地，自不得以系爭土地上之建物出入方向問題捨棄上開通行權利，而轉向周圍鄰地主張通行。再者，若拆除000、000號建物，系爭集合住宅與○○街之間即無任何障礙物，其住戶可透過B空地通往寬約90公分（見本院卷二第296頁）巷子直接鄰接至○○街，雖救護車、消防車仍無法直接停放在系爭集合住宅之1樓大門口，而需將車輛停放在000、000號建物拆除後之空地上，再拉水線或擔架至系爭集合住宅之1樓大門口，惟此在都市土地中人口稠密或商業密集區域並非罕見，尚不至於因此導致就醫、救災困難，或系爭集合住宅不能為通常之居住使用，是被上訴人以此為由主張系爭土地為袋地云云，非為可採。　　
　㈣依此，系爭集合住宅建築基地原即有通行0000-0及0000地號土地至○○街之權，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土地同屬上開建築基地，自有上開通行權利，非屬袋地；至於0000-0地號土地遭人搭設違章建築，以致被上訴人有通行不便利之情形，被上訴人應向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請求除去，不得捨此請求通行其他周圍地。系爭土地既不符合民法第787條、第789條規定之袋地要件，則被上訴人據此求為判決確認其就上訴人所有之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二所示先備位聲明範圍有袋地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其通行，並應將上開聲明範圍內之地上物予以拆除，自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陳，被上訴人民法第787條、第789條規定，求為判決：㈠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面積24.37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一所示編號A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判決被上訴人勝訴，於法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被上訴人追加如附件所示備位之訴部分，亦為無理由，應併予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有理由、被上訴人追加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陳雯珊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附件：　　　　
		被上訴人追加之備位聲明（見本院卷三第90至91頁）



		一、第一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丙面積20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丙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二、第二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己面積19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己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三、第三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乙面積16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乙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四、第四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戊面積15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戊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五、第五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甲面積12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甲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六、第六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丁面積11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丁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易字第12號
上  訴  人  王畹菁(即王游菊之承受訴訟人)


            王畹芬(即王游菊之承受訴訟人)


            王畹芳(即王游菊之承受訴訟人)


            王畹春(即王游菊之承受訴訟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朱俊雄律師
被 上訴 人  胡秀香  
訴訟代理人  朱政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袋地通行權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
年8月12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2660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2月11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主文第一、二項及除確定部分外之訴訟費用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被上訴人追加之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含追加之訴部分）訴訟費用
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王游菊於本院審理中之民國111年11月23日死亡（見
    本院卷一第411頁），其繼承人為王畹菁、王畹芬、王畹芳
    、王畹春等4人（王游菊之子即王俊彥、王順明等2人業已聲
    明拋棄繼承，並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准予備查在案，非屬王
    游菊之繼承人，渠2人並撤回承受訴訟之聲明，見本院卷三
    第15、17、89頁）；是本件應由王畹菁、王畹芬、王畹芳、
    王畹春等4人為王游菊之承受訴訟人，並據渠4人聲明承受訴
    訟在案（見本院卷一第407至423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
    0條、第175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
    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在原
    審係求為判決確認伊就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
    稱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有通行權存在
    ，王游菊應容忍伊通行，並應將坐落編號A土地上之地上物
    拆除（見原審卷第477頁）；嗣於本院審理中，被上訴人將
    上開聲明移為先位聲明，另提出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
    所示甲至己之6個通行方案，並追加第1至6備位聲明（詳如
    附件所示）。經核被上訴人所為追加，與原起訴請求均係本
    於其對0000-0地號土地得否主張袋地通行權之同一基礎事實
    ，就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於追加之訴得以利用，
    且無害於上訴人程序權之保障，上訴人就此雖表示程序上不
    同意等語（見本院卷三第91頁），揆諸上開規定，並無不合
    ，仍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王游菊等16位地主為起造人，於64年間共同
    在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69年8月27日重測合併前
    為臺北縣○○市○○○段○○○段000○000地號土地）興建6棟各4層
    合計24戶房屋（下合稱系爭集合住宅），興建完工後已獲主
    管機關核發68淡洪建使字第004號使用執照，並於69年9月4
    日門牌編釘為新北市○○區○○街00000○00000號。嗣0000地號
    土地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同段0000-0至0000-00地號土地
    （下分別稱其地號），其中0000-0至0000-0地號土地即為系
    爭集合住宅所坐落之土地，而0000-0地號土地則於71年2月1
    7日登記為王游菊所有。伊於80年5月14日買賣取得系爭集合
    住○○○○○街00000號3樓房屋（權利範圍全部）及所坐落0000-
    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4，下稱系爭土地）所有權，嗣發現
    王游菊圖謀0000-0地號土地面臨○○街道路之商業利益，竟與
    建商合謀於其上興建違章建物，並於67年11月6日申請門牌
    初編為○○街000號（下稱000號建物），該建物雖已遭主管機
    關以重大違建為由打穿其結構，惟殘留之結構體仍由王游菊
    及其繼承人持續使用至今，以致包含伊在內之系爭集合住宅
    住戶僅得自寬約85公分、呈ㄣ型之狹窄小巷通行至○○街，極
    度不便利，亦有公共安全之疑慮。系爭土地現況客觀上確屬
    對外無適宜之聯絡通道、致不能為通常使用之袋地，且系爭
    土地原係自0000地號土地所分割新增，自得對同為0000地號
    土地所分割新增之0000-0地號土地主張袋地通行權，爰依民
    法第787條、第789條規定，並考量防火、防災、避難等安全
    需求，及通行0000-0地號土地為最小侵害方法，求為判決確
    認伊就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有通行權存
    在，上訴人並應容忍伊通行；又編號A所示土地上仍有000號
    建物殘餘之結構體存在，已妨礙伊所有系爭土地與○○街間之
    通行往來，致不能為通常使用，伊自得一併請求上訴人予以
    拆除等語（未繫屬於本院者，茲不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
　㈠000號建物之門牌係於67年11月6日由訴外人汪繼宗等5人申請
    初編，且其所坐落之0000-0地號土地非屬系爭集合住宅之建
    築基地範圍，亦非法定空地，故0000-0地號土地與系爭集合
    住宅住戶之通行全然無關。系爭集合住宅所屬建案在規劃之
    初，即有指定建築線為○○街，並設計住宅旁興建室內停車場
    及騎樓等鄰接○○街，而使人車得以經由室內停車場及騎樓通
    行至○○街，作為通行方式，故系爭集合住宅所坐落土地（含
    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土地）均非袋地。又經比對系爭集合住
    宅竣工圖、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下稱新北工務局）主管業務
    人員之證詞及新北市三重地政事務所（下稱三重地政）測量
    結果，原始設計鄰接○○街之室內停車場及騎樓應坐落於0000
    -0、0000地號土地上，而0000地號土地現為道路，0000-0地
    號土地上現則存有○○街000、000號之違章建物（下稱000、0
    00號建物），以致上訴人無法經由0000-0地號土地通行至○○
    街，故被上訴人應向0000-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主張通行權
    、回復原始通行設計方為正辦，自無允許其任意找尋其他鄰
    地而替代通行之理。
　㈡又系爭集合住宅之住戶歷年來皆係透過新北市○○區○○街000號
    1樓（未設前後門，寬度近3米）（下稱000號建物）通行至
    仁政街，此為該等住戶入住時所明知且通行多年，可見000
    號建物原所有權人係同意將該建物所坐落之土地提供系爭集
    合住宅之住戶通行使用，並為該等住戶所肯認，成立通行契
    約，具有長期公示外觀，000號建物及所坐落土地之繼受人
    自應受此拘束，而應繼續提供該部分土地以俾含被上訴人在
    內之系爭集合住宅住戶得自由通行，益徵系爭土地並非袋地
    ；詎000號建物（含所坐落土地）於108年1月9日出售予原審
    共同被告張永達後，即遭張永達逕行封閉000號建物之前後
    鐵門，以致人車無法繼續藉此通行至仁政街，是被上訴人應
    依上開通行約定向張永達主張容忍通行，而非轉而向伊主張
    通行0000-0地號土地。
　㈢建築法規並未規定建築基地內興建之集合住宅必須規劃消防
    車、救護車均可開至各戶大門口始屬合法，蓋因000、000號
    建物深度均不及10米，消防車、救護車駛至○○街上再從ㄣ型
    巷道拉水線、抬擔架仍可接近系爭集合住宅而執行救火及醫
    護工作，故現有ㄣ型巷道已足供上訴人通常使用；況原審判
    決認定伊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土地，其
    寬度約4公尺，實與建築技術規則就私設道路寬度僅需留設2
    公尺之規範不符，亦有違民法第787條第2項所定之最小侵害
    性，不應採取該通行方案等語，資為抗辯。　　
三、經查，被上訴人於原審聲明：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0
    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面積24.37平方公尺，有
    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㈡上訴人應將坐
    落附圖一所示編號A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原審就此判
    決被上訴人勝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至被上訴人逾此部
    分請求，未據其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而未繫屬於本院，茲不
    贅述）。上訴人之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
    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
    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並於本院表示將其原審
    聲明移為先位聲明，另追加如附件所示之備位聲明。上訴人
    就追加之訴則答辯聲明：追加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王游菊與其他地主（合計15人）為起造人，於64年間取得建
    造執照（64淡洪建第057號），共同在重測前臺北縣○○市○○○
    段○○○段000○000地號土地上興建系爭集合住宅（見本院卷二
    第67至69頁），嗣於65年12月30日申請變更為16位起造人（
    見本院卷一第163頁）。系爭集合住宅興建完工後，王游菊
    等16位起造人於67年11月18日提出使用執照申請書（見本院
    卷二第59頁），嗣獲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68淡洪建使字
    第004號），復經新北市三重戶政事務所（下稱三重戶政）
    於69年9月4日將門牌編釘為○○街000-0至000-0號各附1至4樓
    （見本院卷二第135頁）。　
　㈡○○小段000地號土地於67年11月27日分割新增000-0地號，000
    -0地號土地於69年間辦理地籍圖重測後變更為○○段0000地號
    ；嗣0000地號土地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0000-0至0000-0地
    號，而0000、0000-0至0000-0地號土地復於82年5月1日合併
    於○○段0000地號，0000地號土地現況為道路已無建物存在（
    見本院卷二第403頁）。
　㈢○○小段000地號土地於67年11月27日分割新增000-0、000-0地
    號土地（見外放限閱卷第82頁）；嗣000地號土地於69年8月
    27日合併於000地號，並經69年辦理地籍圖重測變更為○○段0
    000地號；嗣0000地號土地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0000-0至0
    000-00地號土地（見原審卷第193、141頁、本院卷卷一第11
    5頁、本院卷二第403頁）。
　㈣經三重地政依系爭集合住宅使用執照地籍圖說申請位置比對
    重測後地籍圖，其坐落地號為0000（部分）、0000、0000-0
    、0000-0至0000-0等9筆土地（見本院卷二第403頁）。而系
    爭集合住宅係坐落於0000-0至0000-0地號土地上（見外放限
    閱卷第109至126、129至186頁）。
　㈤被上訴人係於80年5月14日因買賣而取得○○街000-0號3樓房屋
    （權利範圍全部）及所坐落之系爭土地（權利範圍1/4土地
    ）所有權（見原審調解卷第19、21頁）。
　㈥王游菊係於71年2月17日以共有物分割為原因，登記為0000-0
    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見原審卷第71至72頁）。0000-0地號
    土地上存有違章建物（見本院卷一第95頁），係由起造人汪
    繼宗等5人申請門牌初編，經三重戶政於67年11月6日編釘為
    000號（見本院卷二第135頁）。該建物經新北市政府違章建
    築拆除大隊（下稱新北違章拆除大隊）以104年3月6日新北
    拆認一字第1043032111號違章建築認定通知書認定屬違章建
    物，並於104年8月21日辦理拆除結案；嗣再重建，復經新北
    違章拆除大隊以108年9月25日新北拆認一字第1083210541號
    違章建築認定通知書認定屬違章建物，經王游菊自行拆除，
    並於109年2月21日以新北拆拆一字第1093237975號辦理結案
    （見原審卷第213至248頁）。
　㈦000號建物坐落位置在000-0及0000-0地號土地上（見本院卷
    一第95頁），000號建物坐落位置在0000-0地號土地上（見
    本院卷二第405頁）。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
    。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
    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
    ，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而袋
    地通行權紛爭事件，依民法第787條第3項準用同法第779條
    第4項規定，有通行權人或鄰地所有權人得請求法院以判決
    定之，是基於程序選擇權，原告可提起確認之訴、形成之訴
    及給付之訴。倘通行權人係訴請法院對特定之處所及方法確
    認其有無通行權限時，因係就特定處所及方法有無通行權爭
    議之事件，為確認訴訟之性質（民法第779條第4項立法理由
    參照）。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伊就上訴人所有0000-0地號土地
    有袋地通行權存在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是兩造間既就袋
    地通行權存否已有爭執，則被上訴人得否通行0000-0地號土
    地即屬不明確，且此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足認被上
    訴人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確認利益。又依被上訴人之先備
    聲明，係請求確認伊就上訴人所有之0000-0地號土地於特定
    範圍有通行權限（詳如附圖一、二所示），依上說明，本件
    自應僅就其請求確認通行權之範圍為審理。
　㈡本院前於111年6月29日會同兩造前往現場履勘（見本院卷一
    第209至213頁），並依履勘現況繪製現場環境示意圖（下稱
    系爭示意圖，見本院卷一第215頁），而兩造均對於系爭示
    意圖並無意見（見本院卷二第276至277頁），應認得以此對
    照現場相關情狀，合先敘明。　
　㈢系爭土地是否為袋地？
　⒈按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依民法
    第787條第1項規定，土地所有人固得主張袋地通行權，通行
    周圍地以至公路。然土地所有人任意拋棄原有之通行地役權
    或其他通行土地使用權，或破壞原有通路、設障阻礙原接公
    路，即不能主張必要通行權（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088
    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王游菊等起造人前取得64淡洪建第057號建造執照，共同於重
    測前臺北縣○○市○○○段○○○段000○000地號土地上申請興建系
    爭集合住宅（參不爭執事項㈠）。其中○○小段000地號土地於
    67年11月27日分割新增000-0地號，000-0地號土地於69年間
    辦理地籍圖重測後變更為○○段0000地號；嗣0000地號土地於
    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0000-0至0000-0地號，而0000、0000-0
    至0000-0地號土地復於82年5月1日合併於○○段0000地號，00
    00地號土地現況為道路已無建物存在（參不爭執事項㈡）。
    又○○小段000地號土地於67年11月27日分割新增000-0、000-
    0地號土地；嗣000地號土地於69年8月27日合併於000地號，
    並經69年辦理地籍圖重測變更為○○段0000地號；0000地號土
    地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0000-0至0000-00地號土地（參不
    爭執事項㈢）。經三重地政依系爭集合住宅使用執照地籍圖
    說申請位置比對重測後地籍圖，其坐落地號為0000（部分）
    、0000、0000-0、0000-0至0000-0等9筆土地（參不爭執事
    項㈣），而完工後之系爭集合住宅坐落於0000-0至0000-0地
    號土地（其中0000-0地號即為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土地)（
    參不爭執事項㈣），並取得68淡洪建使字第004號使用執照（
    參不爭執事項㈠）。且依新北工務局施工科人員即證人施明
    言證稱：「0000-0地號套繪看起來應該是空地」（見本院卷
    二第177頁）、新北工務局建照科人員即證人王宣化證稱：
    「由套繪圖來看，0000-0地號目前沒有使用執照套繪在上面
    ，不是屬於申請使用執照的範圍…當初蓋房子的地號為○○○段
    ○○小段000、000地號，都為部分使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
    177頁）。由上足見，0000-0地號土地雖分割自0000地號，
    而0000地號土地為三重埔段○○小段000、000地號合併重測後
    所變更而來，惟三重埔段○○小段000、000地號本即部分使用
    作為系爭集合住宅之建築基地，對照現今地號應為0000（部
    分）、0000、0000-0、0000-0至0000-0等9筆土地，是0000-
    0地號土地自非系爭集合住宅之建築基地，更遑論為法定空
    地。
　⑵而新北工務局就系爭集合住宅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所為規
    劃通行一事，函覆略以：「㈠64淡洪建第000號建造執照卷附
    書圖資料：⒈建築基地坐落於臺北縣○○市○○○段○○○段000○000
    地號等2筆土地，另查卷附僅載示室內停車場，且坐落於○○
    小段000地號，並經由騎樓連接建築線（○○街）進出自成區
    劃，尚無連接住宅。⒉住宅係由兩座直通樓梯進出，經由騎
    樓連接建築線（○○街）。㈡68淡洪建使字第004號使用執照卷
    附資料：⒈本案建築基地坐落於臺北縣○○市○○○段○○○段000○0
    00地號等2筆土地，另卷查附竣工圖（1樓平面圖），設有室
    內停車場（位置同建造執照），另查地籍圖及都市計畫圖所
    示，其臨建築線道路為○○街，道路寬度為18公尺」等語（見
    本院卷二第47頁），並檢附地籍圖、都市計畫圖等圖說供參
    （見本院卷二第61頁，其放大清晰版為原審卷第649頁）；
    並再度函覆表示：「其1樓平面圖、都市計畫圖及地籍圖內
    所示建築線道路為本市三重區○○街」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
    1至194頁）；可徵系爭集合住宅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均以
    ○○街為建築線，並以地籍圖、都市計畫圖觀之，其建築基地
    乃直接鄰接於○○街，自非與公路無適宜聯絡之袋地。
　⑶再者，證人施明言證稱：「室內停車場出入口應該是臨建築
    線的那一側，圖面上當初是沒有設計車道，但有1個騎樓，
    應該是由鄰接建築線的騎樓出入，鄰建築線那一側有1個門
    ，車輛應該是從那邊出入，人應該也是從那邊出入。依竣工
    圖來看，應該要從停車場上方那邊出入，就是從1樓店鋪那
    邊進出。由竣工圖來看，當初沒有設置隔間，都是可供通行
    的」、「從竣工圖來看，在店鋪與室內停車場中間有1個通
    道可以出入，並由騎樓進出仁愛路」（見本院卷二第177、1
    79頁）；證人王宣化證稱：「在建造執照竣工圖上有1座樓
    梯是在1樓店鋪與室內停車場中間、靠騎樓側，使用執照的
    時候就沒有了。有1座樓梯是在現在店鋪的左上方，就是竣
    工圖現況也有。在使用執照店鋪跟室內停車場之間有各設1
    個樓梯這個樓梯是跟樓上相連，室內停車場是1樓」、「騎
    樓上方可以蓋建物，1樓要保留騎樓的淨空（人可以通行的
    空地），2樓以上可以蓋房子」（見本院卷二第178至179、1
    81至182頁）。對照系爭集合住宅之上證9竣工圖（見本院卷
    二第101頁），系爭集合住宅與室内停車場間除設有防火巷
    及空地，可供住戶由此進入室内停車場，此從該圖面所繪室
    内停車場臨防火巷端留有門，可由防火巷循此門進入室内停
    車場，再透過停車場正中央之樓梯出入騎樓；且依系爭集合
    住宅之上證10竣工圖（見本院卷二第103頁），住戶亦可經
    該橘色範圍之門進出停車場所設另一樓梯出入停車場(含前
    述設於停車場中央之另一座樓梯，合計共兩座），而此停車
    場（含騎樓）即為鄰接系爭集合住宅之○○街建築線之建築；
    又依上開竣工圖所示，系爭集合住宅本身或其大門前法定空
    地並未設有任何停車位，故住戶車輛應係規劃停放於該室内
    停車場後，再循前述方式進出系爭集合住宅。是綜觀前揭竣
    工圖、新北市工務局回函內容，及新北市工務局所屬人員施
    明言、王宣化之證詞，可知系爭集合住宅於設計之初，即規
    劃以緊鄰○○街之停車場（含騎樓）作為人車通行方法，且直
    至核發使用執照均未變更（從卷內資料僅曾於65年12月30日
    申請變更為16位起造人，參不爭執事項㈠）。
　⑷嗣經三重地政函覆表示：「經比對重測後地籍圖，該『騎樓』
    及『室內停車場』係坐落0000-0及0000地號，惟坐落於0000地
    號部分已全部拆除，另坐落0000-0地號為拆除剩餘部分建物
    」（見本院卷二第404頁）；被上訴人亦不爭執依系爭集合
    住宅之建案圖說原先規劃室內停車場通道是坐落在0000-0地
    號土地上（見本院卷三第92頁）。而0000-0地號土地本屬系
    爭集合住宅之建築基地一部分（參不爭執事項㈣），原申請
    建築基地顯已就系爭集合住宅留設經由防火巷透過停車場出
    入騎樓方式通行至○○街之通行方法，並經新北工務局審核後
    發給使用執照，無論停車場（含騎樓）是否曾經興建存在，
    均不影響此通行權利。準此，系爭土地既屬系爭集合住宅建
    築基地之一部分，原即有通行0000-0及0000地號土地至○○街
    之權，非為袋地，自不能對0000-0地號土地主張袋地通行權
    ；至於0000-0地號土地現雖有000、000號建物（參不爭執事
    項㈦）阻隔通行，但其性質屬違章建物，被上訴人非不得向
    建管機關查報拆除，或基於通行權依法訴請拆除，被上訴人
    不通行原有通路，執意通行0000-0地號土地，相當於任意拋
    棄其原有通行土地使用權，自不應准許。
　⒊被上訴人固主張：以系爭示意圖觀之，系爭土地於現況客觀
    上即無適宜聯絡可至道路，且伊僅為系爭集合住宅其中一戶
    之買受人，並無任何可歸責事由造成通路受阻之情狀，乃上
    訴人與建商於67年間合謀於緊鄰○○街之土地上違規興建000
    、000、000號建物所致，系爭土地自屬袋地云云。惟查：
　⑴倘土地原有狀態與公路已有適宜之聯絡，得為通常之使用，
    因周圍地所有人非法妨阻，致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應由土
    地所有人請求除去該障礙，不得捨此請求通行其他周圍地，
    始符立法本旨，俾維持原有法律關係之安定，避免非法因素
    之介入（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15號判決意旨參照）
    。
　⑵系爭集合住宅之原始建築基地既已指定○○街為建築線，並留
    設經由防火巷透過停車場出入騎樓方式通行至○○街之通行方
    法，經新北工務局審核後發給使用執照，可見其原有狀態與
    ○○街已有適宜之聯絡，得為通常之使用；嗣該建築基地即三
    重埔段○○小段000、000地號合併重測後變更為0000地號，再
    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0000-0至0000-00地號土地（參不爭
    執事項㈢），其中0000（部分）、0000、0000-0、0000-0至0
    000-0等9筆土地為建築基地範圍（參不爭執事項㈣），原規
    劃停車場（含騎樓）所在之0000-0地號土地自仍應供系爭集
    合住宅建築基地通行使用，如有阻礙，應由被上訴人向0000
    -0地號土地所有人請求除去，不得捨此請求通行其他周圍地
    。
　⑶又依三重戶政門牌證明書記載：「查王游菊等16人君在本市○
    ○○段○○○段000○000地號新建肆層店鋪集合住宅壹座貳間經本
    所查編門牌為溪美里十四鄰○○街000、000號附二、三、四樓
    」（見本院卷一第293頁），此與三重戶政回函意旨：「○○
    街000號門牌：由起造人汪繼宗等5人申請初編，經本所於67
    年11月6日編釘為○○街000號各附1至4樓。○○街000、000號門
    牌：由起造人王游菊等16人申請初編，經本所於67年11月6
    日編釘為○○街000、000號各附1至4樓。○○街000-0至000-0號
    門牌（即系爭集合住宅）：由○○街000號房屋所有權人王游
    菊等16人申請初編，經本所於69年9月4日編釘為○○街000-0
    至000-0號各附1至4樓」（見本院卷二第135頁）相符，足徵
    000號建物與000、000號建物原屬不同起造人；而000、000
    號建物起造人為王游菊等16人，適與系爭集合住宅之起造人
    為王游菊等16人（參不爭執事項㈠）均屬一致，且系爭集合
    住宅於興建完成後所申用之門牌號碼即為000號之延伸號碼
    （000-0至000-0號），參以000號建物坐落於0000-0地號土
    地上（參不爭執事項㈦），0000-0地號土地原屬系爭集合住
    宅之建築基地(參不爭執事項㈣)等情，足認000號建物自始與
    系爭集合住宅無關，其坐落之0000-0地號土地亦非建築基地
    範圍（參不爭執事項㈣）；反係坐落於0000-0地號土地上之0
    00、000號建物（參不爭執事項㈦）既為王游菊等16人所起造
    ，自應明知該部分原為系爭集合住宅建築基地出入○○街之通
    行方向，渠等私設違章建築，已侵害被上訴人之通行權，被
    上訴人自得向0000-0地號土地主張通行，並非任意選擇鄰地
    通行。　
　⒋被上訴人又主張：依系爭示意圖觀之，縱將000、000號建物
    予以拆除，系爭集合住宅住戶仍須自B空地通過ㄣ型巷之一部
    分始能通行至○○街，無法恢復竣工圖之通行方法，亦非與○○
    街為適宜之聯絡云云。惟按袋地通行權之規範，目的在於解
    決與公路無適宜聯絡「土地」之通行問題，如土地與公路已
    有適宜之聯絡，則坐落該土地上之建物原則上可藉由該聯絡
    方式通往公路，應不致發生通行困難情事；然因土地上建物
    之出入方向問題，導致該建物無法藉由土地與公路原有之聯
    絡通行，此應屬土地所有人或共有人之間應如何使用土地問
    題，尚不得據此主張為袋地。而前已敘明系爭土地原即有通
    行0000-0及0000地號土地至○○街之權，非為袋地，自不得以
    系爭土地上之建物出入方向問題捨棄上開通行權利，而轉向
    周圍鄰地主張通行。再者，若拆除000、000號建物，系爭集
    合住宅與○○街之間即無任何障礙物，其住戶可透過B空地通
    往寬約90公分（見本院卷二第296頁）巷子直接鄰接至○○街
    ，雖救護車、消防車仍無法直接停放在系爭集合住宅之1樓
    大門口，而需將車輛停放在000、000號建物拆除後之空地上
    ，再拉水線或擔架至系爭集合住宅之1樓大門口，惟此在都
    市土地中人口稠密或商業密集區域並非罕見，尚不至於因此
    導致就醫、救災困難，或系爭集合住宅不能為通常之居住使
    用，是被上訴人以此為由主張系爭土地為袋地云云，非為可
    採。　　
　㈣依此，系爭集合住宅建築基地原即有通行0000-0及0000地號
    土地至○○街之權，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土地同屬上開建築基
    地，自有上開通行權利，非屬袋地；至於0000-0地號土地遭
    人搭設違章建築，以致被上訴人有通行不便利之情形，被上
    訴人應向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請求除去，不得捨此請求通
    行其他周圍地。系爭土地既不符合民法第787條、第789條規
    定之袋地要件，則被上訴人據此求為判決確認其就上訴人所
    有之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二所示先備位聲明範圍
    有袋地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其通行，並應將上開聲明
    範圍內之地上物予以拆除，自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陳，被上訴人民法第787條、第789條規定，求為判決
    ：㈠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
    號A面積24.37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
    訴人通行；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一所示編號A土地上之地上
    物予以拆除；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判決被上訴
    人勝訴，於法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
    所示。又被上訴人追加如附件所示備位之訴部分，亦為無理
    由，應併予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有理由、被上訴人追加之訴
    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陳雯珊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附件：　　　　
被上訴人追加之備位聲明（見本院卷三第90至91頁） 一、第一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丙面積20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丙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二、第二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己面積19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己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三、第三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乙面積16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乙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四、第四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戊面積15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戊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五、第五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甲面積12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甲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六、第六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丁面積11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丁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易字第12號
上  訴  人  王畹菁(即王游菊之承受訴訟人)




            王畹芬(即王游菊之承受訴訟人)




            王畹芳(即王游菊之承受訴訟人)




            王畹春(即王游菊之承受訴訟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朱俊雄律師
被 上訴 人  胡秀香  
訴訟代理人  朱政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袋地通行權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8月12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266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主文第一、二項及除確定部分外之訴訟費用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被上訴人追加之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含追加之訴部分）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王游菊於本院審理中之民國111年11月23日死亡（見本院卷一第411頁），其繼承人為王畹菁、王畹芬、王畹芳、王畹春等4人（王游菊之子即王俊彥、王順明等2人業已聲明拋棄繼承，並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准予備查在案，非屬王游菊之繼承人，渠2人並撤回承受訴訟之聲明，見本院卷三第15、17、89頁）；是本件應由王畹菁、王畹芬、王畹芳、王畹春等4人為王游菊之承受訴訟人，並據渠4人聲明承受訴訟在案（見本院卷一第407至423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在原審係求為判決確認伊就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有通行權存在，王游菊應容忍伊通行，並應將坐落編號A土地上之地上物拆除（見原審卷第477頁）；嗣於本院審理中，被上訴人將上開聲明移為先位聲明，另提出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甲至己之6個通行方案，並追加第1至6備位聲明（詳如附件所示）。經核被上訴人所為追加，與原起訴請求均係本於其對0000-0地號土地得否主張袋地通行權之同一基礎事實，就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於追加之訴得以利用，且無害於上訴人程序權之保障，上訴人就此雖表示程序上不同意等語（見本院卷三第91頁），揆諸上開規定，並無不合，仍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王游菊等16位地主為起造人，於64年間共同在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69年8月27日重測合併前為臺北縣○○市○○○段○○○段000○000地號土地）興建6棟各4層合計24戶房屋（下合稱系爭集合住宅），興建完工後已獲主管機關核發68淡洪建使字第004號使用執照，並於69年9月4日門牌編釘為新北市○○區○○街00000○00000號。嗣0000地號土地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同段0000-0至0000-00地號土地（下分別稱其地號），其中0000-0至0000-0地號土地即為系爭集合住宅所坐落之土地，而0000-0地號土地則於71年2月17日登記為王游菊所有。伊於80年5月14日買賣取得系爭集合住○○○○○街00000號3樓房屋（權利範圍全部）及所坐落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4，下稱系爭土地）所有權，嗣發現王游菊圖謀0000-0地號土地面臨○○街道路之商業利益，竟與建商合謀於其上興建違章建物，並於67年11月6日申請門牌初編為○○街000號（下稱000號建物），該建物雖已遭主管機關以重大違建為由打穿其結構，惟殘留之結構體仍由王游菊及其繼承人持續使用至今，以致包含伊在內之系爭集合住宅住戶僅得自寬約85公分、呈ㄣ型之狹窄小巷通行至○○街，極度不便利，亦有公共安全之疑慮。系爭土地現況客觀上確屬對外無適宜之聯絡通道、致不能為通常使用之袋地，且系爭土地原係自0000地號土地所分割新增，自得對同為0000地號土地所分割新增之0000-0地號土地主張袋地通行權，爰依民法第787條、第789條規定，並考量防火、防災、避難等安全需求，及通行0000-0地號土地為最小侵害方法，求為判決確認伊就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並應容忍伊通行；又編號A所示土地上仍有000號建物殘餘之結構體存在，已妨礙伊所有系爭土地與○○街間之通行往來，致不能為通常使用，伊自得一併請求上訴人予以拆除等語（未繫屬於本院者，茲不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
　㈠000號建物之門牌係於67年11月6日由訴外人汪繼宗等5人申請初編，且其所坐落之0000-0地號土地非屬系爭集合住宅之建築基地範圍，亦非法定空地，故0000-0地號土地與系爭集合住宅住戶之通行全然無關。系爭集合住宅所屬建案在規劃之初，即有指定建築線為○○街，並設計住宅旁興建室內停車場及騎樓等鄰接○○街，而使人車得以經由室內停車場及騎樓通行至○○街，作為通行方式，故系爭集合住宅所坐落土地（含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土地）均非袋地。又經比對系爭集合住宅竣工圖、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下稱新北工務局）主管業務人員之證詞及新北市三重地政事務所（下稱三重地政）測量結果，原始設計鄰接○○街之室內停車場及騎樓應坐落於0000-0、0000地號土地上，而0000地號土地現為道路，0000-0地號土地上現則存有○○街000、000號之違章建物（下稱000、000號建物），以致上訴人無法經由0000-0地號土地通行至○○街，故被上訴人應向0000-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主張通行權、回復原始通行設計方為正辦，自無允許其任意找尋其他鄰地而替代通行之理。
　㈡又系爭集合住宅之住戶歷年來皆係透過新北市○○區○○街000號1樓（未設前後門，寬度近3米）（下稱000號建物）通行至仁政街，此為該等住戶入住時所明知且通行多年，可見000號建物原所有權人係同意將該建物所坐落之土地提供系爭集合住宅之住戶通行使用，並為該等住戶所肯認，成立通行契約，具有長期公示外觀，000號建物及所坐落土地之繼受人自應受此拘束，而應繼續提供該部分土地以俾含被上訴人在內之系爭集合住宅住戶得自由通行，益徵系爭土地並非袋地；詎000號建物（含所坐落土地）於108年1月9日出售予原審共同被告張永達後，即遭張永達逕行封閉000號建物之前後鐵門，以致人車無法繼續藉此通行至仁政街，是被上訴人應依上開通行約定向張永達主張容忍通行，而非轉而向伊主張通行0000-0地號土地。
　㈢建築法規並未規定建築基地內興建之集合住宅必須規劃消防車、救護車均可開至各戶大門口始屬合法，蓋因000、000號建物深度均不及10米，消防車、救護車駛至○○街上再從ㄣ型巷道拉水線、抬擔架仍可接近系爭集合住宅而執行救火及醫護工作，故現有ㄣ型巷道已足供上訴人通常使用；況原審判決認定伊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土地，其寬度約4公尺，實與建築技術規則就私設道路寬度僅需留設2公尺之規範不符，亦有違民法第787條第2項所定之最小侵害性，不應採取該通行方案等語，資為抗辯。　　
三、經查，被上訴人於原審聲明：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面積24.37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一所示編號A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原審就此判決被上訴人勝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至被上訴人逾此部分請求，未據其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而未繫屬於本院，茲不贅述）。上訴人之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並於本院表示將其原審聲明移為先位聲明，另追加如附件所示之備位聲明。上訴人就追加之訴則答辯聲明：追加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王游菊與其他地主（合計15人）為起造人，於64年間取得建造執照（64淡洪建第057號），共同在重測前臺北縣○○市○○○段○○○段000○000地號土地上興建系爭集合住宅（見本院卷二第67至69頁），嗣於65年12月30日申請變更為16位起造人（見本院卷一第163頁）。系爭集合住宅興建完工後，王游菊等16位起造人於67年11月18日提出使用執照申請書（見本院卷二第59頁），嗣獲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68淡洪建使字第004號），復經新北市三重戶政事務所（下稱三重戶政）於69年9月4日將門牌編釘為○○街000-0至000-0號各附1至4樓（見本院卷二第135頁）。　
　㈡○○小段000地號土地於67年11月27日分割新增000-0地號，000-0地號土地於69年間辦理地籍圖重測後變更為○○段0000地號；嗣0000地號土地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0000-0至0000-0地號，而0000、0000-0至0000-0地號土地復於82年5月1日合併於○○段0000地號，0000地號土地現況為道路已無建物存在（見本院卷二第403頁）。
　㈢○○小段000地號土地於67年11月27日分割新增000-0、000-0地號土地（見外放限閱卷第82頁）；嗣000地號土地於69年8月27日合併於000地號，並經69年辦理地籍圖重測變更為○○段0000地號；嗣0000地號土地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0000-0至0000-00地號土地（見原審卷第193、141頁、本院卷卷一第115頁、本院卷二第403頁）。
　㈣經三重地政依系爭集合住宅使用執照地籍圖說申請位置比對重測後地籍圖，其坐落地號為0000（部分）、0000、0000-0、0000-0至0000-0等9筆土地（見本院卷二第403頁）。而系爭集合住宅係坐落於0000-0至0000-0地號土地上（見外放限閱卷第109至126、129至186頁）。
　㈤被上訴人係於80年5月14日因買賣而取得○○街000-0號3樓房屋（權利範圍全部）及所坐落之系爭土地（權利範圍1/4土地）所有權（見原審調解卷第19、21頁）。
　㈥王游菊係於71年2月17日以共有物分割為原因，登記為0000-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見原審卷第71至72頁）。0000-0地號土地上存有違章建物（見本院卷一第95頁），係由起造人汪繼宗等5人申請門牌初編，經三重戶政於67年11月6日編釘為000號（見本院卷二第135頁）。該建物經新北市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下稱新北違章拆除大隊）以104年3月6日新北拆認一字第1043032111號違章建築認定通知書認定屬違章建物，並於104年8月21日辦理拆除結案；嗣再重建，復經新北違章拆除大隊以108年9月25日新北拆認一字第1083210541號違章建築認定通知書認定屬違章建物，經王游菊自行拆除，並於109年2月21日以新北拆拆一字第1093237975號辦理結案（見原審卷第213至248頁）。
　㈦000號建物坐落位置在000-0及0000-0地號土地上（見本院卷一第95頁），000號建物坐落位置在0000-0地號土地上（見本院卷二第405頁）。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而袋地通行權紛爭事件，依民法第787條第3項準用同法第779條第4項規定，有通行權人或鄰地所有權人得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是基於程序選擇權，原告可提起確認之訴、形成之訴及給付之訴。倘通行權人係訴請法院對特定之處所及方法確認其有無通行權限時，因係就特定處所及方法有無通行權爭議之事件，為確認訴訟之性質（民法第779條第4項立法理由參照）。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伊就上訴人所有0000-0地號土地有袋地通行權存在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是兩造間既就袋地通行權存否已有爭執，則被上訴人得否通行0000-0地號土地即屬不明確，且此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足認被上訴人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確認利益。又依被上訴人之先備聲明，係請求確認伊就上訴人所有之0000-0地號土地於特定範圍有通行權限（詳如附圖一、二所示），依上說明，本件自應僅就其請求確認通行權之範圍為審理。
　㈡本院前於111年6月29日會同兩造前往現場履勘（見本院卷一第209至213頁），並依履勘現況繪製現場環境示意圖（下稱系爭示意圖，見本院卷一第215頁），而兩造均對於系爭示意圖並無意見（見本院卷二第276至277頁），應認得以此對照現場相關情狀，合先敘明。　
　㈢系爭土地是否為袋地？
　⒈按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土地所有人固得主張袋地通行權，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然土地所有人任意拋棄原有之通行地役權或其他通行土地使用權，或破壞原有通路、設障阻礙原接公路，即不能主張必要通行權（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08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王游菊等起造人前取得64淡洪建第057號建造執照，共同於重測前臺北縣○○市○○○段○○○段000○000地號土地上申請興建系爭集合住宅（參不爭執事項㈠）。其中○○小段000地號土地於67年11月27日分割新增000-0地號，000-0地號土地於69年間辦理地籍圖重測後變更為○○段0000地號；嗣0000地號土地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0000-0至0000-0地號，而0000、0000-0至0000-0地號土地復於82年5月1日合併於○○段0000地號，0000地號土地現況為道路已無建物存在（參不爭執事項㈡）。又○○小段000地號土地於67年11月27日分割新增000-0、000-0地號土地；嗣000地號土地於69年8月27日合併於000地號，並經69年辦理地籍圖重測變更為○○段0000地號；0000地號土地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0000-0至0000-00地號土地（參不爭執事項㈢）。經三重地政依系爭集合住宅使用執照地籍圖說申請位置比對重測後地籍圖，其坐落地號為0000（部分）、0000、0000-0、0000-0至0000-0等9筆土地（參不爭執事項㈣），而完工後之系爭集合住宅坐落於0000-0至0000-0地號土地（其中0000-0地號即為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土地)（參不爭執事項㈣），並取得68淡洪建使字第004號使用執照（參不爭執事項㈠）。且依新北工務局施工科人員即證人施明言證稱：「0000-0地號套繪看起來應該是空地」（見本院卷二第177頁）、新北工務局建照科人員即證人王宣化證稱：「由套繪圖來看，0000-0地號目前沒有使用執照套繪在上面，不是屬於申請使用執照的範圍…當初蓋房子的地號為○○○段○○小段000、000地號，都為部分使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77頁）。由上足見，0000-0地號土地雖分割自0000地號，而0000地號土地為三重埔段○○小段000、000地號合併重測後所變更而來，惟三重埔段○○小段000、000地號本即部分使用作為系爭集合住宅之建築基地，對照現今地號應為0000（部分）、0000、0000-0、0000-0至0000-0等9筆土地，是0000-0地號土地自非系爭集合住宅之建築基地，更遑論為法定空地。
　⑵而新北工務局就系爭集合住宅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所為規劃通行一事，函覆略以：「㈠64淡洪建第000號建造執照卷附書圖資料：⒈建築基地坐落於臺北縣○○市○○○段○○○段000○000地號等2筆土地，另查卷附僅載示室內停車場，且坐落於○○小段000地號，並經由騎樓連接建築線（○○街）進出自成區劃，尚無連接住宅。⒉住宅係由兩座直通樓梯進出，經由騎樓連接建築線（○○街）。㈡68淡洪建使字第004號使用執照卷附資料：⒈本案建築基地坐落於臺北縣○○市○○○段○○○段000○000地號等2筆土地，另卷查附竣工圖（1樓平面圖），設有室內停車場（位置同建造執照），另查地籍圖及都市計畫圖所示，其臨建築線道路為○○街，道路寬度為18公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7頁），並檢附地籍圖、都市計畫圖等圖說供參（見本院卷二第61頁，其放大清晰版為原審卷第649頁）；並再度函覆表示：「其1樓平面圖、都市計畫圖及地籍圖內所示建築線道路為本市三重區○○街」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1至194頁）；可徵系爭集合住宅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均以○○街為建築線，並以地籍圖、都市計畫圖觀之，其建築基地乃直接鄰接於○○街，自非與公路無適宜聯絡之袋地。
　⑶再者，證人施明言證稱：「室內停車場出入口應該是臨建築線的那一側，圖面上當初是沒有設計車道，但有1個騎樓，應該是由鄰接建築線的騎樓出入，鄰建築線那一側有1個門，車輛應該是從那邊出入，人應該也是從那邊出入。依竣工圖來看，應該要從停車場上方那邊出入，就是從1樓店鋪那邊進出。由竣工圖來看，當初沒有設置隔間，都是可供通行的」、「從竣工圖來看，在店鋪與室內停車場中間有1個通道可以出入，並由騎樓進出仁愛路」（見本院卷二第177、179頁）；證人王宣化證稱：「在建造執照竣工圖上有1座樓梯是在1樓店鋪與室內停車場中間、靠騎樓側，使用執照的時候就沒有了。有1座樓梯是在現在店鋪的左上方，就是竣工圖現況也有。在使用執照店鋪跟室內停車場之間有各設1個樓梯這個樓梯是跟樓上相連，室內停車場是1樓」、「騎樓上方可以蓋建物，1樓要保留騎樓的淨空（人可以通行的空地），2樓以上可以蓋房子」（見本院卷二第178至179、181至182頁）。對照系爭集合住宅之上證9竣工圖（見本院卷二第101頁），系爭集合住宅與室内停車場間除設有防火巷及空地，可供住戶由此進入室内停車場，此從該圖面所繪室内停車場臨防火巷端留有門，可由防火巷循此門進入室内停車場，再透過停車場正中央之樓梯出入騎樓；且依系爭集合住宅之上證10竣工圖（見本院卷二第103頁），住戶亦可經該橘色範圍之門進出停車場所設另一樓梯出入停車場(含前述設於停車場中央之另一座樓梯，合計共兩座），而此停車場（含騎樓）即為鄰接系爭集合住宅之○○街建築線之建築；又依上開竣工圖所示，系爭集合住宅本身或其大門前法定空地並未設有任何停車位，故住戶車輛應係規劃停放於該室内停車場後，再循前述方式進出系爭集合住宅。是綜觀前揭竣工圖、新北市工務局回函內容，及新北市工務局所屬人員施明言、王宣化之證詞，可知系爭集合住宅於設計之初，即規劃以緊鄰○○街之停車場（含騎樓）作為人車通行方法，且直至核發使用執照均未變更（從卷內資料僅曾於65年12月30日申請變更為16位起造人，參不爭執事項㈠）。
　⑷嗣經三重地政函覆表示：「經比對重測後地籍圖，該『騎樓』及『室內停車場』係坐落0000-0及0000地號，惟坐落於0000地號部分已全部拆除，另坐落0000-0地號為拆除剩餘部分建物」（見本院卷二第404頁）；被上訴人亦不爭執依系爭集合住宅之建案圖說原先規劃室內停車場通道是坐落在0000-0地號土地上（見本院卷三第92頁）。而0000-0地號土地本屬系爭集合住宅之建築基地一部分（參不爭執事項㈣），原申請建築基地顯已就系爭集合住宅留設經由防火巷透過停車場出入騎樓方式通行至○○街之通行方法，並經新北工務局審核後發給使用執照，無論停車場（含騎樓）是否曾經興建存在，均不影響此通行權利。準此，系爭土地既屬系爭集合住宅建築基地之一部分，原即有通行0000-0及0000地號土地至○○街之權，非為袋地，自不能對0000-0地號土地主張袋地通行權；至於0000-0地號土地現雖有000、000號建物（參不爭執事項㈦）阻隔通行，但其性質屬違章建物，被上訴人非不得向建管機關查報拆除，或基於通行權依法訴請拆除，被上訴人不通行原有通路，執意通行0000-0地號土地，相當於任意拋棄其原有通行土地使用權，自不應准許。
　⒊被上訴人固主張：以系爭示意圖觀之，系爭土地於現況客觀上即無適宜聯絡可至道路，且伊僅為系爭集合住宅其中一戶之買受人，並無任何可歸責事由造成通路受阻之情狀，乃上訴人與建商於67年間合謀於緊鄰○○街之土地上違規興建000、000、000號建物所致，系爭土地自屬袋地云云。惟查：
　⑴倘土地原有狀態與公路已有適宜之聯絡，得為通常之使用，因周圍地所有人非法妨阻，致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應由土地所有人請求除去該障礙，不得捨此請求通行其他周圍地，始符立法本旨，俾維持原有法律關係之安定，避免非法因素之介入（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1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系爭集合住宅之原始建築基地既已指定○○街為建築線，並留設經由防火巷透過停車場出入騎樓方式通行至○○街之通行方法，經新北工務局審核後發給使用執照，可見其原有狀態與○○街已有適宜之聯絡，得為通常之使用；嗣該建築基地即三重埔段○○小段000、000地號合併重測後變更為0000地號，再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0000-0至0000-00地號土地（參不爭執事項㈢），其中0000（部分）、0000、0000-0、0000-0至0000-0等9筆土地為建築基地範圍（參不爭執事項㈣），原規劃停車場（含騎樓）所在之0000-0地號土地自仍應供系爭集合住宅建築基地通行使用，如有阻礙，應由被上訴人向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請求除去，不得捨此請求通行其他周圍地。
　⑶又依三重戶政門牌證明書記載：「查王游菊等16人君在本市○○○段○○○段000○000地號新建肆層店鋪集合住宅壹座貳間經本所查編門牌為溪美里十四鄰○○街000、000號附二、三、四樓」（見本院卷一第293頁），此與三重戶政回函意旨：「○○街000號門牌：由起造人汪繼宗等5人申請初編，經本所於67年11月6日編釘為○○街000號各附1至4樓。○○街000、000號門牌：由起造人王游菊等16人申請初編，經本所於67年11月6日編釘為○○街000、000號各附1至4樓。○○街000-0至000-0號門牌（即系爭集合住宅）：由○○街000號房屋所有權人王游菊等16人申請初編，經本所於69年9月4日編釘為○○街000-0至000-0號各附1至4樓」（見本院卷二第135頁）相符，足徵000號建物與000、000號建物原屬不同起造人；而000、000號建物起造人為王游菊等16人，適與系爭集合住宅之起造人為王游菊等16人（參不爭執事項㈠）均屬一致，且系爭集合住宅於興建完成後所申用之門牌號碼即為000號之延伸號碼（000-0至000-0號），參以000號建物坐落於0000-0地號土地上（參不爭執事項㈦），0000-0地號土地原屬系爭集合住宅之建築基地(參不爭執事項㈣)等情，足認000號建物自始與系爭集合住宅無關，其坐落之0000-0地號土地亦非建築基地範圍（參不爭執事項㈣）；反係坐落於0000-0地號土地上之000、000號建物（參不爭執事項㈦）既為王游菊等16人所起造，自應明知該部分原為系爭集合住宅建築基地出入○○街之通行方向，渠等私設違章建築，已侵害被上訴人之通行權，被上訴人自得向0000-0地號土地主張通行，並非任意選擇鄰地通行。　
　⒋被上訴人又主張：依系爭示意圖觀之，縱將000、000號建物予以拆除，系爭集合住宅住戶仍須自B空地通過ㄣ型巷之一部分始能通行至○○街，無法恢復竣工圖之通行方法，亦非與○○街為適宜之聯絡云云。惟按袋地通行權之規範，目的在於解決與公路無適宜聯絡「土地」之通行問題，如土地與公路已有適宜之聯絡，則坐落該土地上之建物原則上可藉由該聯絡方式通往公路，應不致發生通行困難情事；然因土地上建物之出入方向問題，導致該建物無法藉由土地與公路原有之聯絡通行，此應屬土地所有人或共有人之間應如何使用土地問題，尚不得據此主張為袋地。而前已敘明系爭土地原即有通行0000-0及0000地號土地至○○街之權，非為袋地，自不得以系爭土地上之建物出入方向問題捨棄上開通行權利，而轉向周圍鄰地主張通行。再者，若拆除000、000號建物，系爭集合住宅與○○街之間即無任何障礙物，其住戶可透過B空地通往寬約90公分（見本院卷二第296頁）巷子直接鄰接至○○街，雖救護車、消防車仍無法直接停放在系爭集合住宅之1樓大門口，而需將車輛停放在000、000號建物拆除後之空地上，再拉水線或擔架至系爭集合住宅之1樓大門口，惟此在都市土地中人口稠密或商業密集區域並非罕見，尚不至於因此導致就醫、救災困難，或系爭集合住宅不能為通常之居住使用，是被上訴人以此為由主張系爭土地為袋地云云，非為可採。　　
　㈣依此，系爭集合住宅建築基地原即有通行0000-0及0000地號土地至○○街之權，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土地同屬上開建築基地，自有上開通行權利，非屬袋地；至於0000-0地號土地遭人搭設違章建築，以致被上訴人有通行不便利之情形，被上訴人應向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請求除去，不得捨此請求通行其他周圍地。系爭土地既不符合民法第787條、第789條規定之袋地要件，則被上訴人據此求為判決確認其就上訴人所有之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二所示先備位聲明範圍有袋地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其通行，並應將上開聲明範圍內之地上物予以拆除，自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陳，被上訴人民法第787條、第789條規定，求為判決：㈠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面積24.37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一所示編號A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判決被上訴人勝訴，於法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被上訴人追加如附件所示備位之訴部分，亦為無理由，應併予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有理由、被上訴人追加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陳雯珊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附件：　　　　
		被上訴人追加之備位聲明（見本院卷三第90至91頁）



		一、第一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丙面積20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丙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二、第二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己面積19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己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三、第三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乙面積16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乙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四、第四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戊面積15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戊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五、第五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甲面積12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甲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六、第六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丁面積11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丁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易字第12號
上  訴  人  王畹菁(即王游菊之承受訴訟人)


            王畹芬(即王游菊之承受訴訟人)


            王畹芳(即王游菊之承受訴訟人)


            王畹春(即王游菊之承受訴訟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朱俊雄律師
被 上訴 人  胡秀香  
訴訟代理人  朱政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袋地通行權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8月12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266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主文第一、二項及除確定部分外之訴訟費用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被上訴人追加之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含追加之訴部分）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王游菊於本院審理中之民國111年11月23日死亡（見本院卷一第411頁），其繼承人為王畹菁、王畹芬、王畹芳、王畹春等4人（王游菊之子即王俊彥、王順明等2人業已聲明拋棄繼承，並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准予備查在案，非屬王游菊之繼承人，渠2人並撤回承受訴訟之聲明，見本院卷三第15、17、89頁）；是本件應由王畹菁、王畹芬、王畹芳、王畹春等4人為王游菊之承受訴訟人，並據渠4人聲明承受訴訟在案（見本院卷一第407至423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在原審係求為判決確認伊就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有通行權存在，王游菊應容忍伊通行，並應將坐落編號A土地上之地上物拆除（見原審卷第477頁）；嗣於本院審理中，被上訴人將上開聲明移為先位聲明，另提出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甲至己之6個通行方案，並追加第1至6備位聲明（詳如附件所示）。經核被上訴人所為追加，與原起訴請求均係本於其對0000-0地號土地得否主張袋地通行權之同一基礎事實，就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於追加之訴得以利用，且無害於上訴人程序權之保障，上訴人就此雖表示程序上不同意等語（見本院卷三第91頁），揆諸上開規定，並無不合，仍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王游菊等16位地主為起造人，於64年間共同在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69年8月27日重測合併前為臺北縣○○市○○○段○○○段000○000地號土地）興建6棟各4層合計24戶房屋（下合稱系爭集合住宅），興建完工後已獲主管機關核發68淡洪建使字第004號使用執照，並於69年9月4日門牌編釘為新北市○○區○○街00000○00000號。嗣0000地號土地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同段0000-0至0000-00地號土地（下分別稱其地號），其中0000-0至0000-0地號土地即為系爭集合住宅所坐落之土地，而0000-0地號土地則於71年2月17日登記為王游菊所有。伊於80年5月14日買賣取得系爭集合住○○○○○街00000號3樓房屋（權利範圍全部）及所坐落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4，下稱系爭土地）所有權，嗣發現王游菊圖謀0000-0地號土地面臨○○街道路之商業利益，竟與建商合謀於其上興建違章建物，並於67年11月6日申請門牌初編為○○街000號（下稱000號建物），該建物雖已遭主管機關以重大違建為由打穿其結構，惟殘留之結構體仍由王游菊及其繼承人持續使用至今，以致包含伊在內之系爭集合住宅住戶僅得自寬約85公分、呈ㄣ型之狹窄小巷通行至○○街，極度不便利，亦有公共安全之疑慮。系爭土地現況客觀上確屬對外無適宜之聯絡通道、致不能為通常使用之袋地，且系爭土地原係自0000地號土地所分割新增，自得對同為0000地號土地所分割新增之0000-0地號土地主張袋地通行權，爰依民法第787條、第789條規定，並考量防火、防災、避難等安全需求，及通行0000-0地號土地為最小侵害方法，求為判決確認伊就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並應容忍伊通行；又編號A所示土地上仍有000號建物殘餘之結構體存在，已妨礙伊所有系爭土地與○○街間之通行往來，致不能為通常使用，伊自得一併請求上訴人予以拆除等語（未繫屬於本院者，茲不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
　㈠000號建物之門牌係於67年11月6日由訴外人汪繼宗等5人申請初編，且其所坐落之0000-0地號土地非屬系爭集合住宅之建築基地範圍，亦非法定空地，故0000-0地號土地與系爭集合住宅住戶之通行全然無關。系爭集合住宅所屬建案在規劃之初，即有指定建築線為○○街，並設計住宅旁興建室內停車場及騎樓等鄰接○○街，而使人車得以經由室內停車場及騎樓通行至○○街，作為通行方式，故系爭集合住宅所坐落土地（含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土地）均非袋地。又經比對系爭集合住宅竣工圖、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下稱新北工務局）主管業務人員之證詞及新北市三重地政事務所（下稱三重地政）測量結果，原始設計鄰接○○街之室內停車場及騎樓應坐落於0000-0、0000地號土地上，而0000地號土地現為道路，0000-0地號土地上現則存有○○街000、000號之違章建物（下稱000、000號建物），以致上訴人無法經由0000-0地號土地通行至○○街，故被上訴人應向0000-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主張通行權、回復原始通行設計方為正辦，自無允許其任意找尋其他鄰地而替代通行之理。
　㈡又系爭集合住宅之住戶歷年來皆係透過新北市○○區○○街000號1樓（未設前後門，寬度近3米）（下稱000號建物）通行至仁政街，此為該等住戶入住時所明知且通行多年，可見000號建物原所有權人係同意將該建物所坐落之土地提供系爭集合住宅之住戶通行使用，並為該等住戶所肯認，成立通行契約，具有長期公示外觀，000號建物及所坐落土地之繼受人自應受此拘束，而應繼續提供該部分土地以俾含被上訴人在內之系爭集合住宅住戶得自由通行，益徵系爭土地並非袋地；詎000號建物（含所坐落土地）於108年1月9日出售予原審共同被告張永達後，即遭張永達逕行封閉000號建物之前後鐵門，以致人車無法繼續藉此通行至仁政街，是被上訴人應依上開通行約定向張永達主張容忍通行，而非轉而向伊主張通行0000-0地號土地。
　㈢建築法規並未規定建築基地內興建之集合住宅必須規劃消防車、救護車均可開至各戶大門口始屬合法，蓋因000、000號建物深度均不及10米，消防車、救護車駛至○○街上再從ㄣ型巷道拉水線、抬擔架仍可接近系爭集合住宅而執行救火及醫護工作，故現有ㄣ型巷道已足供上訴人通常使用；況原審判決認定伊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土地，其寬度約4公尺，實與建築技術規則就私設道路寬度僅需留設2公尺之規範不符，亦有違民法第787條第2項所定之最小侵害性，不應採取該通行方案等語，資為抗辯。　　
三、經查，被上訴人於原審聲明：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面積24.37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一所示編號A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原審就此判決被上訴人勝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至被上訴人逾此部分請求，未據其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而未繫屬於本院，茲不贅述）。上訴人之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並於本院表示將其原審聲明移為先位聲明，另追加如附件所示之備位聲明。上訴人就追加之訴則答辯聲明：追加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王游菊與其他地主（合計15人）為起造人，於64年間取得建造執照（64淡洪建第057號），共同在重測前臺北縣○○市○○○段○○○段000○000地號土地上興建系爭集合住宅（見本院卷二第67至69頁），嗣於65年12月30日申請變更為16位起造人（見本院卷一第163頁）。系爭集合住宅興建完工後，王游菊等16位起造人於67年11月18日提出使用執照申請書（見本院卷二第59頁），嗣獲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68淡洪建使字第004號），復經新北市三重戶政事務所（下稱三重戶政）於69年9月4日將門牌編釘為○○街000-0至000-0號各附1至4樓（見本院卷二第135頁）。　
　㈡○○小段000地號土地於67年11月27日分割新增000-0地號，000-0地號土地於69年間辦理地籍圖重測後變更為○○段0000地號；嗣0000地號土地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0000-0至0000-0地號，而0000、0000-0至0000-0地號土地復於82年5月1日合併於○○段0000地號，0000地號土地現況為道路已無建物存在（見本院卷二第403頁）。
　㈢○○小段000地號土地於67年11月27日分割新增000-0、000-0地號土地（見外放限閱卷第82頁）；嗣000地號土地於69年8月27日合併於000地號，並經69年辦理地籍圖重測變更為○○段0000地號；嗣0000地號土地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0000-0至0000-00地號土地（見原審卷第193、141頁、本院卷卷一第115頁、本院卷二第403頁）。
　㈣經三重地政依系爭集合住宅使用執照地籍圖說申請位置比對重測後地籍圖，其坐落地號為0000（部分）、0000、0000-0、0000-0至0000-0等9筆土地（見本院卷二第403頁）。而系爭集合住宅係坐落於0000-0至0000-0地號土地上（見外放限閱卷第109至126、129至186頁）。
　㈤被上訴人係於80年5月14日因買賣而取得○○街000-0號3樓房屋（權利範圍全部）及所坐落之系爭土地（權利範圍1/4土地）所有權（見原審調解卷第19、21頁）。
　㈥王游菊係於71年2月17日以共有物分割為原因，登記為0000-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見原審卷第71至72頁）。0000-0地號土地上存有違章建物（見本院卷一第95頁），係由起造人汪繼宗等5人申請門牌初編，經三重戶政於67年11月6日編釘為000號（見本院卷二第135頁）。該建物經新北市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下稱新北違章拆除大隊）以104年3月6日新北拆認一字第1043032111號違章建築認定通知書認定屬違章建物，並於104年8月21日辦理拆除結案；嗣再重建，復經新北違章拆除大隊以108年9月25日新北拆認一字第1083210541號違章建築認定通知書認定屬違章建物，經王游菊自行拆除，並於109年2月21日以新北拆拆一字第1093237975號辦理結案（見原審卷第213至248頁）。
　㈦000號建物坐落位置在000-0及0000-0地號土地上（見本院卷一第95頁），000號建物坐落位置在0000-0地號土地上（見本院卷二第405頁）。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而袋地通行權紛爭事件，依民法第787條第3項準用同法第779條第4項規定，有通行權人或鄰地所有權人得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是基於程序選擇權，原告可提起確認之訴、形成之訴及給付之訴。倘通行權人係訴請法院對特定之處所及方法確認其有無通行權限時，因係就特定處所及方法有無通行權爭議之事件，為確認訴訟之性質（民法第779條第4項立法理由參照）。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伊就上訴人所有0000-0地號土地有袋地通行權存在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是兩造間既就袋地通行權存否已有爭執，則被上訴人得否通行0000-0地號土地即屬不明確，且此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足認被上訴人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確認利益。又依被上訴人之先備聲明，係請求確認伊就上訴人所有之0000-0地號土地於特定範圍有通行權限（詳如附圖一、二所示），依上說明，本件自應僅就其請求確認通行權之範圍為審理。
　㈡本院前於111年6月29日會同兩造前往現場履勘（見本院卷一第209至213頁），並依履勘現況繪製現場環境示意圖（下稱系爭示意圖，見本院卷一第215頁），而兩造均對於系爭示意圖並無意見（見本院卷二第276至277頁），應認得以此對照現場相關情狀，合先敘明。　
　㈢系爭土地是否為袋地？
　⒈按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土地所有人固得主張袋地通行權，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然土地所有人任意拋棄原有之通行地役權或其他通行土地使用權，或破壞原有通路、設障阻礙原接公路，即不能主張必要通行權（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08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王游菊等起造人前取得64淡洪建第057號建造執照，共同於重測前臺北縣○○市○○○段○○○段000○000地號土地上申請興建系爭集合住宅（參不爭執事項㈠）。其中○○小段000地號土地於67年11月27日分割新增000-0地號，000-0地號土地於69年間辦理地籍圖重測後變更為○○段0000地號；嗣0000地號土地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0000-0至0000-0地號，而0000、0000-0至0000-0地號土地復於82年5月1日合併於○○段0000地號，0000地號土地現況為道路已無建物存在（參不爭執事項㈡）。又○○小段000地號土地於67年11月27日分割新增000-0、000-0地號土地；嗣000地號土地於69年8月27日合併於000地號，並經69年辦理地籍圖重測變更為○○段0000地號；0000地號土地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0000-0至0000-00地號土地（參不爭執事項㈢）。經三重地政依系爭集合住宅使用執照地籍圖說申請位置比對重測後地籍圖，其坐落地號為0000（部分）、0000、0000-0、0000-0至0000-0等9筆土地（參不爭執事項㈣），而完工後之系爭集合住宅坐落於0000-0至0000-0地號土地（其中0000-0地號即為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土地)（參不爭執事項㈣），並取得68淡洪建使字第004號使用執照（參不爭執事項㈠）。且依新北工務局施工科人員即證人施明言證稱：「0000-0地號套繪看起來應該是空地」（見本院卷二第177頁）、新北工務局建照科人員即證人王宣化證稱：「由套繪圖來看，0000-0地號目前沒有使用執照套繪在上面，不是屬於申請使用執照的範圍…當初蓋房子的地號為○○○段○○小段000、000地號，都為部分使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77頁）。由上足見，0000-0地號土地雖分割自0000地號，而0000地號土地為三重埔段○○小段000、000地號合併重測後所變更而來，惟三重埔段○○小段000、000地號本即部分使用作為系爭集合住宅之建築基地，對照現今地號應為0000（部分）、0000、0000-0、0000-0至0000-0等9筆土地，是0000-0地號土地自非系爭集合住宅之建築基地，更遑論為法定空地。
　⑵而新北工務局就系爭集合住宅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所為規劃通行一事，函覆略以：「㈠64淡洪建第000號建造執照卷附書圖資料：⒈建築基地坐落於臺北縣○○市○○○段○○○段000○000地號等2筆土地，另查卷附僅載示室內停車場，且坐落於○○小段000地號，並經由騎樓連接建築線（○○街）進出自成區劃，尚無連接住宅。⒉住宅係由兩座直通樓梯進出，經由騎樓連接建築線（○○街）。㈡68淡洪建使字第004號使用執照卷附資料：⒈本案建築基地坐落於臺北縣○○市○○○段○○○段000○000地號等2筆土地，另卷查附竣工圖（1樓平面圖），設有室內停車場（位置同建造執照），另查地籍圖及都市計畫圖所示，其臨建築線道路為○○街，道路寬度為18公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7頁），並檢附地籍圖、都市計畫圖等圖說供參（見本院卷二第61頁，其放大清晰版為原審卷第649頁）；並再度函覆表示：「其1樓平面圖、都市計畫圖及地籍圖內所示建築線道路為本市三重區○○街」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1至194頁）；可徵系爭集合住宅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均以○○街為建築線，並以地籍圖、都市計畫圖觀之，其建築基地乃直接鄰接於○○街，自非與公路無適宜聯絡之袋地。
　⑶再者，證人施明言證稱：「室內停車場出入口應該是臨建築線的那一側，圖面上當初是沒有設計車道，但有1個騎樓，應該是由鄰接建築線的騎樓出入，鄰建築線那一側有1個門，車輛應該是從那邊出入，人應該也是從那邊出入。依竣工圖來看，應該要從停車場上方那邊出入，就是從1樓店鋪那邊進出。由竣工圖來看，當初沒有設置隔間，都是可供通行的」、「從竣工圖來看，在店鋪與室內停車場中間有1個通道可以出入，並由騎樓進出仁愛路」（見本院卷二第177、179頁）；證人王宣化證稱：「在建造執照竣工圖上有1座樓梯是在1樓店鋪與室內停車場中間、靠騎樓側，使用執照的時候就沒有了。有1座樓梯是在現在店鋪的左上方，就是竣工圖現況也有。在使用執照店鋪跟室內停車場之間有各設1個樓梯這個樓梯是跟樓上相連，室內停車場是1樓」、「騎樓上方可以蓋建物，1樓要保留騎樓的淨空（人可以通行的空地），2樓以上可以蓋房子」（見本院卷二第178至179、181至182頁）。對照系爭集合住宅之上證9竣工圖（見本院卷二第101頁），系爭集合住宅與室内停車場間除設有防火巷及空地，可供住戶由此進入室内停車場，此從該圖面所繪室内停車場臨防火巷端留有門，可由防火巷循此門進入室内停車場，再透過停車場正中央之樓梯出入騎樓；且依系爭集合住宅之上證10竣工圖（見本院卷二第103頁），住戶亦可經該橘色範圍之門進出停車場所設另一樓梯出入停車場(含前述設於停車場中央之另一座樓梯，合計共兩座），而此停車場（含騎樓）即為鄰接系爭集合住宅之○○街建築線之建築；又依上開竣工圖所示，系爭集合住宅本身或其大門前法定空地並未設有任何停車位，故住戶車輛應係規劃停放於該室内停車場後，再循前述方式進出系爭集合住宅。是綜觀前揭竣工圖、新北市工務局回函內容，及新北市工務局所屬人員施明言、王宣化之證詞，可知系爭集合住宅於設計之初，即規劃以緊鄰○○街之停車場（含騎樓）作為人車通行方法，且直至核發使用執照均未變更（從卷內資料僅曾於65年12月30日申請變更為16位起造人，參不爭執事項㈠）。
　⑷嗣經三重地政函覆表示：「經比對重測後地籍圖，該『騎樓』及『室內停車場』係坐落0000-0及0000地號，惟坐落於0000地號部分已全部拆除，另坐落0000-0地號為拆除剩餘部分建物」（見本院卷二第404頁）；被上訴人亦不爭執依系爭集合住宅之建案圖說原先規劃室內停車場通道是坐落在0000-0地號土地上（見本院卷三第92頁）。而0000-0地號土地本屬系爭集合住宅之建築基地一部分（參不爭執事項㈣），原申請建築基地顯已就系爭集合住宅留設經由防火巷透過停車場出入騎樓方式通行至○○街之通行方法，並經新北工務局審核後發給使用執照，無論停車場（含騎樓）是否曾經興建存在，均不影響此通行權利。準此，系爭土地既屬系爭集合住宅建築基地之一部分，原即有通行0000-0及0000地號土地至○○街之權，非為袋地，自不能對0000-0地號土地主張袋地通行權；至於0000-0地號土地現雖有000、000號建物（參不爭執事項㈦）阻隔通行，但其性質屬違章建物，被上訴人非不得向建管機關查報拆除，或基於通行權依法訴請拆除，被上訴人不通行原有通路，執意通行0000-0地號土地，相當於任意拋棄其原有通行土地使用權，自不應准許。
　⒊被上訴人固主張：以系爭示意圖觀之，系爭土地於現況客觀上即無適宜聯絡可至道路，且伊僅為系爭集合住宅其中一戶之買受人，並無任何可歸責事由造成通路受阻之情狀，乃上訴人與建商於67年間合謀於緊鄰○○街之土地上違規興建000、000、000號建物所致，系爭土地自屬袋地云云。惟查：
　⑴倘土地原有狀態與公路已有適宜之聯絡，得為通常之使用，因周圍地所有人非法妨阻，致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應由土地所有人請求除去該障礙，不得捨此請求通行其他周圍地，始符立法本旨，俾維持原有法律關係之安定，避免非法因素之介入（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1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系爭集合住宅之原始建築基地既已指定○○街為建築線，並留設經由防火巷透過停車場出入騎樓方式通行至○○街之通行方法，經新北工務局審核後發給使用執照，可見其原有狀態與○○街已有適宜之聯絡，得為通常之使用；嗣該建築基地即三重埔段○○小段000、000地號合併重測後變更為0000地號，再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0000-0至0000-00地號土地（參不爭執事項㈢），其中0000（部分）、0000、0000-0、0000-0至0000-0等9筆土地為建築基地範圍（參不爭執事項㈣），原規劃停車場（含騎樓）所在之0000-0地號土地自仍應供系爭集合住宅建築基地通行使用，如有阻礙，應由被上訴人向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請求除去，不得捨此請求通行其他周圍地。
　⑶又依三重戶政門牌證明書記載：「查王游菊等16人君在本市○○○段○○○段000○000地號新建肆層店鋪集合住宅壹座貳間經本所查編門牌為溪美里十四鄰○○街000、000號附二、三、四樓」（見本院卷一第293頁），此與三重戶政回函意旨：「○○街000號門牌：由起造人汪繼宗等5人申請初編，經本所於67年11月6日編釘為○○街000號各附1至4樓。○○街000、000號門牌：由起造人王游菊等16人申請初編，經本所於67年11月6日編釘為○○街000、000號各附1至4樓。○○街000-0至000-0號門牌（即系爭集合住宅）：由○○街000號房屋所有權人王游菊等16人申請初編，經本所於69年9月4日編釘為○○街000-0至000-0號各附1至4樓」（見本院卷二第135頁）相符，足徵000號建物與000、000號建物原屬不同起造人；而000、000號建物起造人為王游菊等16人，適與系爭集合住宅之起造人為王游菊等16人（參不爭執事項㈠）均屬一致，且系爭集合住宅於興建完成後所申用之門牌號碼即為000號之延伸號碼（000-0至000-0號），參以000號建物坐落於0000-0地號土地上（參不爭執事項㈦），0000-0地號土地原屬系爭集合住宅之建築基地(參不爭執事項㈣)等情，足認000號建物自始與系爭集合住宅無關，其坐落之0000-0地號土地亦非建築基地範圍（參不爭執事項㈣）；反係坐落於0000-0地號土地上之000、000號建物（參不爭執事項㈦）既為王游菊等16人所起造，自應明知該部分原為系爭集合住宅建築基地出入○○街之通行方向，渠等私設違章建築，已侵害被上訴人之通行權，被上訴人自得向0000-0地號土地主張通行，並非任意選擇鄰地通行。　
　⒋被上訴人又主張：依系爭示意圖觀之，縱將000、000號建物予以拆除，系爭集合住宅住戶仍須自B空地通過ㄣ型巷之一部分始能通行至○○街，無法恢復竣工圖之通行方法，亦非與○○街為適宜之聯絡云云。惟按袋地通行權之規範，目的在於解決與公路無適宜聯絡「土地」之通行問題，如土地與公路已有適宜之聯絡，則坐落該土地上之建物原則上可藉由該聯絡方式通往公路，應不致發生通行困難情事；然因土地上建物之出入方向問題，導致該建物無法藉由土地與公路原有之聯絡通行，此應屬土地所有人或共有人之間應如何使用土地問題，尚不得據此主張為袋地。而前已敘明系爭土地原即有通行0000-0及0000地號土地至○○街之權，非為袋地，自不得以系爭土地上之建物出入方向問題捨棄上開通行權利，而轉向周圍鄰地主張通行。再者，若拆除000、000號建物，系爭集合住宅與○○街之間即無任何障礙物，其住戶可透過B空地通往寬約90公分（見本院卷二第296頁）巷子直接鄰接至○○街，雖救護車、消防車仍無法直接停放在系爭集合住宅之1樓大門口，而需將車輛停放在000、000號建物拆除後之空地上，再拉水線或擔架至系爭集合住宅之1樓大門口，惟此在都市土地中人口稠密或商業密集區域並非罕見，尚不至於因此導致就醫、救災困難，或系爭集合住宅不能為通常之居住使用，是被上訴人以此為由主張系爭土地為袋地云云，非為可採。　　
　㈣依此，系爭集合住宅建築基地原即有通行0000-0及0000地號土地至○○街之權，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土地同屬上開建築基地，自有上開通行權利，非屬袋地；至於0000-0地號土地遭人搭設違章建築，以致被上訴人有通行不便利之情形，被上訴人應向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請求除去，不得捨此請求通行其他周圍地。系爭土地既不符合民法第787條、第789條規定之袋地要件，則被上訴人據此求為判決確認其就上訴人所有之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二所示先備位聲明範圍有袋地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其通行，並應將上開聲明範圍內之地上物予以拆除，自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陳，被上訴人民法第787條、第789條規定，求為判決：㈠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面積24.37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一所示編號A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判決被上訴人勝訴，於法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被上訴人追加如附件所示備位之訴部分，亦為無理由，應併予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有理由、被上訴人追加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陳雯珊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附件：　　　　
被上訴人追加之備位聲明（見本院卷三第90至91頁） 一、第一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丙面積20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丙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二、第二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己面積19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己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三、第三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乙面積16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乙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四、第四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戊面積15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戊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五、第五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甲面積12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甲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六、第六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丁面積11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丁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