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666號

上  訴  人  王台光  

訴訟代理人  陳俊傑律師

被 上訴 人  李日乾  

            林慶忠  

            李柏憲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趙彥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

月2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97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下分稱姓名，並合稱被上訴人）主張：伊等與上

訴人於民國（下同）103年間簽訂「○○市○○段共同投資

興建協議書」（下稱投資協議書），約定李柏憲、林慶忠、

李日乾、上訴人各出資15%、15%、20%、50%，共同投資坐落

改制前桃園縣○○市○○段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並以上訴人為系爭土地之登記名義人，與訴外人合勤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合勤建設公司）簽訂房屋土地合建分售契

約書（下稱系爭合建分售契約），由合勤建設公司在系爭土

地興建地上6層地下1層之房屋。嗣兩造就系爭土地進行投資

結算，先後於104年11月4日、105年1月13日簽訂「○○段00

地號協議書」、「補充協議書」（下分稱協議書、補充協議

書），並依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於110年1月15日依兩造

出資比例分配由合勤建設公司給付予上訴人之地主保留款新

臺幣（下同）170萬元。合勤建設公司已給付上訴人地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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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款170萬元，惟上訴人迄未依兩造出資比例依序給付李日

乾、林慶忠、李柏憲地主保留款各34萬元、25萬5000元、25

萬5000元等情。爰依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求為命上訴人

如數給付，及均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

息之判決。

二、上訴人則以：兩造互約出資以經營購入系爭土地及建屋出售

之共同事業而成立合夥契約，並簽訂投資協議書及指定合勤

建設公司為該合夥契約之執行與決算機關。補充協議書第3

條雖約定兩造應分配地主保留款170萬元，惟此僅係預估性

質，而協議書附件「合勤建設○○段投資結算報告」（下稱

系爭結算報告）記載建設公司之保留款為167萬元，與補充

協議書第2條約定兩造分配之建設公司保留款91萬元間，尚

有76萬元之差額應待釐清，且合勤建設公司復有虛報工程款

情事，是兩造尚未完成合夥清算，被上訴人請求伊按出資比

例分配給付地主保留款，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命上訴人依序給付李日乾、林慶忠、李柏憲各34萬

元、25萬5000元、25萬5000元各本息。上訴人不服，提起上

訴，其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

回。被上訴人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信為真實(見本院卷第8至9

頁，並依判決格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兩造於103年間簽訂投資協議書，約定李柏憲、林慶忠、李

日乾、上訴人各出資15%、15%、20%、50%，共同投資系爭土

地，並以上訴人為系爭土地之登記名義人，與李柏憲擔任法

定代理人之合勤建設公司簽訂系爭合建分售契約，由合勤建

設公司在系爭土地興建地上6層地下1層之房屋，有卷附系爭

合建分售契約、投資契約書、合勤建設公司基本資料可稽

（見原審促字卷第15至16頁、原審卷第137至141頁、本院卷

第55至56頁）。

　㈡兩造先後於104年11月4日、105年1月13日簽訂協議書、補充

協議書，有卷附協議書、補充協議書可稽（見原審促字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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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至18頁、原審卷第167至179頁）。

五、茲就兩造爭點：被上訴人依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請求上

訴人依序給付李日乾、林慶忠、李柏憲地主保留款34萬元、

25萬5000元、25萬5000元各本息，有無理由？說明本院之判

斷如下：

　㈠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

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又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

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

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能反捨契約文字而為曲

解（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60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兩造於103年間約定共同投資系爭土地乙節，為兩造

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觀諸兩造於104年11月4

日簽訂之協議書第5條記載：「104年11月陸續依階段〈第一

階段為11月底之前；第二階段為12月底之前，最後一階段為

四方共同協議之〉退回本金和利潤部分……投資結算報告書

共計11頁，相關資金收入、成本、盈餘及分配詳如附件所

示……」，有卷附協議書可稽（見原審卷第167頁）。而協

議書所附之系爭結算報告記載：「第一次本金及盈餘分配金

額：可分配盈餘：1263（萬元）」、「第二次本金及盈餘分

配金額：房屋可分配盈餘884（萬元）……土地可分配盈餘=

1016（萬元）……此部分可在房屋及土地分配時作找補，降

低匯款風險」、「本案預估保留款：建設公司保留款……16

7萬（元）；地主保留款170萬（元）」（見原審卷第175至1

76頁）。兩造復不爭執其等於104年11月4日進行投資結算及

簽訂協議書（見原審卷第160至161頁、第193頁）。嗣兩造

於105年1月13日簽訂之補充協議書，約定：「緣甲乙丙丁

（依序為上訴人、李日乾、林慶忠、李柏憲）四方共同投資

桃園市○○區○○段00地號土地興建案並簽訂共同投資興建

協議書乙紙，嗣於104年11月間四方作第一次盈餘及本金分

配，分配金額為1263萬元，本案其餘可分配款項之分配方式

經四方協商結果，四方同意依下列方式處理：一、四方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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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分配金額為1583萬元……二、四方同意第三次分配之

金額為建設公司保留款91萬元……三、四方同意第四次分配

之金額為地主保留款170萬元，扣除應共同分擔之支出或費

用後，依出資比例分配盈餘及利息。前揭保留款預計110年1

月15日分配……」，有卷附補充協議書可稽（見原審促字卷

第17頁）。佐以被上訴人自陳建設公司有給伊系爭結算報告

等文件等語（見原審卷第133至134頁）。可見兩造於104年1

1月4日進行投資結算時，已知悉協議書之附件即系爭結算報

告，而了解合勤建設公司就系爭土地投資之本金與盈餘分

配，方於該協議書上簽名；復於105年1月13日以兩造104年1

1月4日協議書及系爭結算報告之本金及盈餘分配為基礎，而

就系爭土地剩餘可分配款項，即第二次本金、盈餘、建設公

司保留款及地主保留款進行協商及約定分配方式，而約定於

110年1月15日分配地主保留款170萬元，兩造自應受該協議

書及補充協議書之拘束，而以出資比例分配地主保留款170

萬元。

　㈢次查，合勤建設公司已於105年1月14日匯款1354萬元予上訴

人，由上訴人轉帳給付李日乾316萬5000元、林慶忠38萬

元、李柏憲38萬元，其餘961萬5000元（計算式：1354萬元-

316萬5000元-38萬元-38萬元=961萬5000元），即為上訴人

之分配金額791萬5000元，與地主保留款170萬元等節，有卷

附榮南段（合勤居易）第二次分配明細及收據、匯款申請書

代收入收據可稽（見原審卷第181至183頁）。是上訴人既已

受領合勤建設公司給付之地主保留款170萬元，且兩造不爭

執就補充協議書第3條部分，均無共同分擔之支出或費用應

予扣除（見本院卷第97頁），則被上訴人依補充協議書第3

條約定，依其等出資比例請求上訴人給付李日乾34萬元（計

算式：170萬元×20%=34萬元）、林慶忠、李柏憲各25萬5000

元（計算式：170萬元×15%=25萬5000元），自屬有據。

　㈣上訴人雖辯稱：補充協議書第3條記載之地主保留款170萬

元，僅為預估性質；且系爭結算報告記載建設公司之保留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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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167萬元，與補充協議書第2條約定兩造分配之建設公司保

留款91萬元間，尚有76萬元之差額應待釐清；又合勤建設公

司復有虛報工程款情事，投資協議書係屬合夥契約，而兩造

尚未完成合夥清算，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伊給付地主保留款云

云。惟協議書所附之系爭結算報告列載地主保留款為170萬

元，且兩造於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第4次分配金額為地主保

留款170萬元，業如前述，則兩造約定依出資比例分配地主

保留款170萬元乙節，堪以認定。上訴人辯稱：補充協議書

第3條記載之地主保留款170萬元，僅係預估性質云云，即無

可採。另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兩造分配地主保留款，並無

以兩造應先釐清建設公司保留款之金額及系爭土地投資結算

完成為必要；而合勤建設公司是否有虛報工程款情事，乃上

訴人與合勤建設公司間有關系爭合建分售契約履行之問題，

亦與被上訴人依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地主

保留款無涉，故上訴人以前揭情詞，辯稱：被上訴人不得請

求伊給付地主保留款云云，即無可取。又上訴人此部分抗辯

既無可取，則上訴人聲請命被上訴人提出合勤建設公司工程

資料，並聲請傳喚證人王智明、謝秋香、游家榮、莊文添及

其配偶、陳建忠，暨命其等帶工程合約書、請款單、開立之

發票，調查合勤建設公司是否有虛報工程款之事實（見本院

卷第44至46頁），即無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請求上訴人

給付李日乾34萬元、林慶忠、李柏憲各25萬5000元，及均自

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2年3月29日（見原審促字卷第43頁）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原審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指

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並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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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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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郭顏毓

　　　　　　　　　　　　　　　法　官  楊雅清

　　　　　　　　　　　　　　　法　官  陳心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江珮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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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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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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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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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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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666號
上  訴  人  王台光  
訴訟代理人  陳俊傑律師
被 上訴 人  李日乾  
            林慶忠  
            李柏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趙彥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2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97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下分稱姓名，並合稱被上訴人）主張：伊等與上訴人於民國（下同）103年間簽訂「○○市○○段共同投資興建協議書」（下稱投資協議書），約定李柏憲、林慶忠、李日乾、上訴人各出資15%、15%、20%、50%，共同投資坐落改制前桃園縣○○市○○段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並以上訴人為系爭土地之登記名義人，與訴外人合勤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勤建設公司）簽訂房屋土地合建分售契約書（下稱系爭合建分售契約），由合勤建設公司在系爭土地興建地上6層地下1層之房屋。嗣兩造就系爭土地進行投資結算，先後於104年11月4日、105年1月13日簽訂「○○段00地號協議書」、「補充協議書」（下分稱協議書、補充協議書），並依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於110年1月15日依兩造出資比例分配由合勤建設公司給付予上訴人之地主保留款新臺幣（下同）170萬元。合勤建設公司已給付上訴人地主保留款170萬元，惟上訴人迄未依兩造出資比例依序給付李日乾、林慶忠、李柏憲地主保留款各34萬元、25萬5000元、25萬5000元等情。爰依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求為命上訴人如數給付，及均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二、上訴人則以：兩造互約出資以經營購入系爭土地及建屋出售之共同事業而成立合夥契約，並簽訂投資協議書及指定合勤建設公司為該合夥契約之執行與決算機關。補充協議書第3條雖約定兩造應分配地主保留款170萬元，惟此僅係預估性質，而協議書附件「合勤建設○○段投資結算報告」（下稱系爭結算報告）記載建設公司之保留款為167萬元，與補充協議書第2條約定兩造分配之建設公司保留款91萬元間，尚有76萬元之差額應待釐清，且合勤建設公司復有虛報工程款情事，是兩造尚未完成合夥清算，被上訴人請求伊按出資比例分配給付地主保留款，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命上訴人依序給付李日乾、林慶忠、李柏憲各34萬元、25萬5000元、25萬5000元各本息。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其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信為真實(見本院卷第8至9頁，並依判決格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兩造於103年間簽訂投資協議書，約定李柏憲、林慶忠、李日乾、上訴人各出資15%、15%、20%、50%，共同投資系爭土地，並以上訴人為系爭土地之登記名義人，與李柏憲擔任法定代理人之合勤建設公司簽訂系爭合建分售契約，由合勤建設公司在系爭土地興建地上6層地下1層之房屋，有卷附系爭合建分售契約、投資契約書、合勤建設公司基本資料可稽（見原審促字卷第15至16頁、原審卷第137至141頁、本院卷第55至56頁）。
　㈡兩造先後於104年11月4日、105年1月13日簽訂協議書、補充協議書，有卷附協議書、補充協議書可稽（見原審促字卷第17至18頁、原審卷第167至179頁）。
五、茲就兩造爭點：被上訴人依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請求上訴人依序給付李日乾、林慶忠、李柏憲地主保留款34萬元、25萬5000元、25萬5000元各本息，有無理由？說明本院之判斷如下：
　㈠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又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能反捨契約文字而為曲解（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60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兩造於103年間約定共同投資系爭土地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觀諸兩造於104年11月4日簽訂之協議書第5條記載：「104年11月陸續依階段〈第一階段為11月底之前；第二階段為12月底之前，最後一階段為四方共同協議之〉退回本金和利潤部分……投資結算報告書共計11頁，相關資金收入、成本、盈餘及分配詳如附件所示……」，有卷附協議書可稽（見原審卷第167頁）。而協議書所附之系爭結算報告記載：「第一次本金及盈餘分配金額：可分配盈餘：1263（萬元）」、「第二次本金及盈餘分配金額：房屋可分配盈餘884（萬元）……土地可分配盈餘=1016（萬元）……此部分可在房屋及土地分配時作找補，降低匯款風險」、「本案預估保留款：建設公司保留款……167萬（元）；地主保留款170萬（元）」（見原審卷第175至176頁）。兩造復不爭執其等於104年11月4日進行投資結算及簽訂協議書（見原審卷第160至161頁、第193頁）。嗣兩造於105年1月13日簽訂之補充協議書，約定：「緣甲乙丙丁（依序為上訴人、李日乾、林慶忠、李柏憲）四方共同投資桃園市○○區○○段00地號土地興建案並簽訂共同投資興建協議書乙紙，嗣於104年11月間四方作第一次盈餘及本金分配，分配金額為1263萬元，本案其餘可分配款項之分配方式經四方協商結果，四方同意依下列方式處理：一、四方同意第二次分配金額為1583萬元……二、四方同意第三次分配之金額為建設公司保留款91萬元……三、四方同意第四次分配之金額為地主保留款170萬元，扣除應共同分擔之支出或費用後，依出資比例分配盈餘及利息。前揭保留款預計110年1月15日分配……」，有卷附補充協議書可稽（見原審促字卷第17頁）。佐以被上訴人自陳建設公司有給伊系爭結算報告等文件等語（見原審卷第133至134頁）。可見兩造於104年11月4日進行投資結算時，已知悉協議書之附件即系爭結算報告，而了解合勤建設公司就系爭土地投資之本金與盈餘分配，方於該協議書上簽名；復於105年1月13日以兩造104年11月4日協議書及系爭結算報告之本金及盈餘分配為基礎，而就系爭土地剩餘可分配款項，即第二次本金、盈餘、建設公司保留款及地主保留款進行協商及約定分配方式，而約定於110年1月15日分配地主保留款170萬元，兩造自應受該協議書及補充協議書之拘束，而以出資比例分配地主保留款170萬元。
　㈢次查，合勤建設公司已於105年1月14日匯款1354萬元予上訴人，由上訴人轉帳給付李日乾316萬5000元、林慶忠38萬元、李柏憲38萬元，其餘961萬5000元（計算式：1354萬元-316萬5000元-38萬元-38萬元=961萬5000元），即為上訴人之分配金額791萬5000元，與地主保留款170萬元等節，有卷附榮南段（合勤居易）第二次分配明細及收據、匯款申請書代收入收據可稽（見原審卷第181至183頁）。是上訴人既已受領合勤建設公司給付之地主保留款170萬元，且兩造不爭執就補充協議書第3條部分，均無共同分擔之支出或費用應予扣除（見本院卷第97頁），則被上訴人依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依其等出資比例請求上訴人給付李日乾34萬元（計算式：170萬元×20%=34萬元）、林慶忠、李柏憲各25萬5000元（計算式：170萬元×15%=25萬5000元），自屬有據。
　㈣上訴人雖辯稱：補充協議書第3條記載之地主保留款170萬元，僅為預估性質；且系爭結算報告記載建設公司之保留款為167萬元，與補充協議書第2條約定兩造分配之建設公司保留款91萬元間，尚有76萬元之差額應待釐清；又合勤建設公司復有虛報工程款情事，投資協議書係屬合夥契約，而兩造尚未完成合夥清算，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伊給付地主保留款云云。惟協議書所附之系爭結算報告列載地主保留款為170萬元，且兩造於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第4次分配金額為地主保留款170萬元，業如前述，則兩造約定依出資比例分配地主保留款170萬元乙節，堪以認定。上訴人辯稱：補充協議書第3條記載之地主保留款170萬元，僅係預估性質云云，即無可採。另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兩造分配地主保留款，並無以兩造應先釐清建設公司保留款之金額及系爭土地投資結算完成為必要；而合勤建設公司是否有虛報工程款情事，乃上訴人與合勤建設公司間有關系爭合建分售契約履行之問題，亦與被上訴人依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地主保留款無涉，故上訴人以前揭情詞，辯稱：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伊給付地主保留款云云，即無可取。又上訴人此部分抗辯既無可取，則上訴人聲請命被上訴人提出合勤建設公司工程資料，並聲請傳喚證人王智明、謝秋香、游家榮、莊文添及其配偶、陳建忠，暨命其等帶工程合約書、請款單、開立之發票，調查合勤建設公司是否有虛報工程款之事實（見本院卷第44至46頁），即無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李日乾34萬元、林慶忠、李柏憲各25萬5000元，及均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2年3月29日（見原審促字卷第43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並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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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郭顏毓
　　　　　　　　　　　　　　　法　官  楊雅清
　　　　　　　　　　　　　　　法　官  陳心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江珮菱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666號
上  訴  人  王台光  
訴訟代理人  陳俊傑律師
被 上訴 人  李日乾  
            林慶忠  
            李柏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趙彥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
月2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97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下分稱姓名，並合稱被上訴人）主張：伊等與上
    訴人於民國（下同）103年間簽訂「○○市○○段共同投資興建
    協議書」（下稱投資協議書），約定李柏憲、林慶忠、李日
    乾、上訴人各出資15%、15%、20%、50%，共同投資坐落改制
    前桃園縣○○市○○段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並以上訴
    人為系爭土地之登記名義人，與訴外人合勤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合勤建設公司）簽訂房屋土地合建分售契約書（下
    稱系爭合建分售契約），由合勤建設公司在系爭土地興建地
    上6層地下1層之房屋。嗣兩造就系爭土地進行投資結算，先
    後於104年11月4日、105年1月13日簽訂「○○段00地號協議書
    」、「補充協議書」（下分稱協議書、補充協議書），並依
    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於110年1月15日依兩造出資比例分
    配由合勤建設公司給付予上訴人之地主保留款新臺幣（下同
    ）170萬元。合勤建設公司已給付上訴人地主保留款170萬元
    ，惟上訴人迄未依兩造出資比例依序給付李日乾、林慶忠、
    李柏憲地主保留款各34萬元、25萬5000元、25萬5000元等情
    。爰依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求為命上訴人如數給付，及
    均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二、上訴人則以：兩造互約出資以經營購入系爭土地及建屋出售
    之共同事業而成立合夥契約，並簽訂投資協議書及指定合勤
    建設公司為該合夥契約之執行與決算機關。補充協議書第3
    條雖約定兩造應分配地主保留款170萬元，惟此僅係預估性
    質，而協議書附件「合勤建設○○段投資結算報告」（下稱系
    爭結算報告）記載建設公司之保留款為167萬元，與補充協
    議書第2條約定兩造分配之建設公司保留款91萬元間，尚有7
    6萬元之差額應待釐清，且合勤建設公司復有虛報工程款情
    事，是兩造尚未完成合夥清算，被上訴人請求伊按出資比例
    分配給付地主保留款，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命上訴人依序給付李日乾、林慶忠、李柏憲各34萬
    元、25萬5000元、25萬5000元各本息。上訴人不服，提起上
    訴，其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被上訴人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信為真實(見本院卷第8至9
    頁，並依判決格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兩造於103年間簽訂投資協議書，約定李柏憲、林慶忠、李日
    乾、上訴人各出資15%、15%、20%、50%，共同投資系爭土地
    ，並以上訴人為系爭土地之登記名義人，與李柏憲擔任法定
    代理人之合勤建設公司簽訂系爭合建分售契約，由合勤建設
    公司在系爭土地興建地上6層地下1層之房屋，有卷附系爭合
    建分售契約、投資契約書、合勤建設公司基本資料可稽（見
    原審促字卷第15至16頁、原審卷第137至141頁、本院卷第55
    至56頁）。
　㈡兩造先後於104年11月4日、105年1月13日簽訂協議書、補充
    協議書，有卷附協議書、補充協議書可稽（見原審促字卷第
    17至18頁、原審卷第167至179頁）。
五、茲就兩造爭點：被上訴人依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請求上
    訴人依序給付李日乾、林慶忠、李柏憲地主保留款34萬元、
    25萬5000元、25萬5000元各本息，有無理由？說明本院之判
    斷如下：
　㈠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
    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又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
    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
    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能反捨契約文字而為曲
    解（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60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兩造於103年間約定共同投資系爭土地乙節，為兩造所
    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觀諸兩造於104年11月4日
    簽訂之協議書第5條記載：「104年11月陸續依階段〈第一階
    段為11月底之前；第二階段為12月底之前，最後一階段為四
    方共同協議之〉退回本金和利潤部分……投資結算報告書共計1
    1頁，相關資金收入、成本、盈餘及分配詳如附件所示……」
    ，有卷附協議書可稽（見原審卷第167頁）。而協議書所附
    之系爭結算報告記載：「第一次本金及盈餘分配金額：可分
    配盈餘：1263（萬元）」、「第二次本金及盈餘分配金額：
    房屋可分配盈餘884（萬元）……土地可分配盈餘=1016（萬元
    ）……此部分可在房屋及土地分配時作找補，降低匯款風險」
    、「本案預估保留款：建設公司保留款……167萬（元）；地
    主保留款170萬（元）」（見原審卷第175至176頁）。兩造
    復不爭執其等於104年11月4日進行投資結算及簽訂協議書（
    見原審卷第160至161頁、第193頁）。嗣兩造於105年1月13
    日簽訂之補充協議書，約定：「緣甲乙丙丁（依序為上訴人
    、李日乾、林慶忠、李柏憲）四方共同投資桃園市○○區○○段
    00地號土地興建案並簽訂共同投資興建協議書乙紙，嗣於10
    4年11月間四方作第一次盈餘及本金分配，分配金額為1263
    萬元，本案其餘可分配款項之分配方式經四方協商結果，四
    方同意依下列方式處理：一、四方同意第二次分配金額為15
    83萬元……二、四方同意第三次分配之金額為建設公司保留款
    91萬元……三、四方同意第四次分配之金額為地主保留款170
    萬元，扣除應共同分擔之支出或費用後，依出資比例分配盈
    餘及利息。前揭保留款預計110年1月15日分配……」，有卷附
    補充協議書可稽（見原審促字卷第17頁）。佐以被上訴人自
    陳建設公司有給伊系爭結算報告等文件等語（見原審卷第13
    3至134頁）。可見兩造於104年11月4日進行投資結算時，已
    知悉協議書之附件即系爭結算報告，而了解合勤建設公司就
    系爭土地投資之本金與盈餘分配，方於該協議書上簽名；復
    於105年1月13日以兩造104年11月4日協議書及系爭結算報告
    之本金及盈餘分配為基礎，而就系爭土地剩餘可分配款項，
    即第二次本金、盈餘、建設公司保留款及地主保留款進行協
    商及約定分配方式，而約定於110年1月15日分配地主保留款
    170萬元，兩造自應受該協議書及補充協議書之拘束，而以
    出資比例分配地主保留款170萬元。
　㈢次查，合勤建設公司已於105年1月14日匯款1354萬元予上訴
    人，由上訴人轉帳給付李日乾316萬5000元、林慶忠38萬元
    、李柏憲38萬元，其餘961萬5000元（計算式：1354萬元-31
    6萬5000元-38萬元-38萬元=961萬5000元），即為上訴人之
    分配金額791萬5000元，與地主保留款170萬元等節，有卷附
    榮南段（合勤居易）第二次分配明細及收據、匯款申請書代
    收入收據可稽（見原審卷第181至183頁）。是上訴人既已受
    領合勤建設公司給付之地主保留款170萬元，且兩造不爭執
    就補充協議書第3條部分，均無共同分擔之支出或費用應予
    扣除（見本院卷第97頁），則被上訴人依補充協議書第3條
    約定，依其等出資比例請求上訴人給付李日乾34萬元（計算
    式：170萬元×20%=34萬元）、林慶忠、李柏憲各25萬5000元
    （計算式：170萬元×15%=25萬5000元），自屬有據。
　㈣上訴人雖辯稱：補充協議書第3條記載之地主保留款170萬元
    ，僅為預估性質；且系爭結算報告記載建設公司之保留款為
    167萬元，與補充協議書第2條約定兩造分配之建設公司保留
    款91萬元間，尚有76萬元之差額應待釐清；又合勤建設公司
    復有虛報工程款情事，投資協議書係屬合夥契約，而兩造尚
    未完成合夥清算，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伊給付地主保留款云云
    。惟協議書所附之系爭結算報告列載地主保留款為170萬元
    ，且兩造於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第4次分配金額為地主保留
    款170萬元，業如前述，則兩造約定依出資比例分配地主保
    留款170萬元乙節，堪以認定。上訴人辯稱：補充協議書第3
    條記載之地主保留款170萬元，僅係預估性質云云，即無可
    採。另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兩造分配地主保留款，並無以
    兩造應先釐清建設公司保留款之金額及系爭土地投資結算完
    成為必要；而合勤建設公司是否有虛報工程款情事，乃上訴
    人與合勤建設公司間有關系爭合建分售契約履行之問題，亦
    與被上訴人依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地主保
    留款無涉，故上訴人以前揭情詞，辯稱：被上訴人不得請求
    伊給付地主保留款云云，即無可取。又上訴人此部分抗辯既
    無可取，則上訴人聲請命被上訴人提出合勤建設公司工程資
    料，並聲請傳喚證人王智明、謝秋香、游家榮、莊文添及其
    配偶、陳建忠，暨命其等帶工程合約書、請款單、開立之發
    票，調查合勤建設公司是否有虛報工程款之事實（見本院卷
    第44至46頁），即無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請求上訴人
    給付李日乾34萬元、林慶忠、李柏憲各25萬5000元，及均自
    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2年3月29日（見原審促字卷第43頁）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原審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指
    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並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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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郭顏毓
　　　　　　　　　　　　　　　法　官  楊雅清
　　　　　　　　　　　　　　　法　官  陳心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江珮菱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666號
上  訴  人  王台光  
訴訟代理人  陳俊傑律師
被 上訴 人  李日乾  
            林慶忠  
            李柏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趙彥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2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97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下分稱姓名，並合稱被上訴人）主張：伊等與上訴人於民國（下同）103年間簽訂「○○市○○段共同投資興建協議書」（下稱投資協議書），約定李柏憲、林慶忠、李日乾、上訴人各出資15%、15%、20%、50%，共同投資坐落改制前桃園縣○○市○○段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並以上訴人為系爭土地之登記名義人，與訴外人合勤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勤建設公司）簽訂房屋土地合建分售契約書（下稱系爭合建分售契約），由合勤建設公司在系爭土地興建地上6層地下1層之房屋。嗣兩造就系爭土地進行投資結算，先後於104年11月4日、105年1月13日簽訂「○○段00地號協議書」、「補充協議書」（下分稱協議書、補充協議書），並依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於110年1月15日依兩造出資比例分配由合勤建設公司給付予上訴人之地主保留款新臺幣（下同）170萬元。合勤建設公司已給付上訴人地主保留款170萬元，惟上訴人迄未依兩造出資比例依序給付李日乾、林慶忠、李柏憲地主保留款各34萬元、25萬5000元、25萬5000元等情。爰依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求為命上訴人如數給付，及均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二、上訴人則以：兩造互約出資以經營購入系爭土地及建屋出售之共同事業而成立合夥契約，並簽訂投資協議書及指定合勤建設公司為該合夥契約之執行與決算機關。補充協議書第3條雖約定兩造應分配地主保留款170萬元，惟此僅係預估性質，而協議書附件「合勤建設○○段投資結算報告」（下稱系爭結算報告）記載建設公司之保留款為167萬元，與補充協議書第2條約定兩造分配之建設公司保留款91萬元間，尚有76萬元之差額應待釐清，且合勤建設公司復有虛報工程款情事，是兩造尚未完成合夥清算，被上訴人請求伊按出資比例分配給付地主保留款，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命上訴人依序給付李日乾、林慶忠、李柏憲各34萬元、25萬5000元、25萬5000元各本息。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其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信為真實(見本院卷第8至9頁，並依判決格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兩造於103年間簽訂投資協議書，約定李柏憲、林慶忠、李日乾、上訴人各出資15%、15%、20%、50%，共同投資系爭土地，並以上訴人為系爭土地之登記名義人，與李柏憲擔任法定代理人之合勤建設公司簽訂系爭合建分售契約，由合勤建設公司在系爭土地興建地上6層地下1層之房屋，有卷附系爭合建分售契約、投資契約書、合勤建設公司基本資料可稽（見原審促字卷第15至16頁、原審卷第137至141頁、本院卷第55至56頁）。
　㈡兩造先後於104年11月4日、105年1月13日簽訂協議書、補充協議書，有卷附協議書、補充協議書可稽（見原審促字卷第17至18頁、原審卷第167至179頁）。
五、茲就兩造爭點：被上訴人依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請求上訴人依序給付李日乾、林慶忠、李柏憲地主保留款34萬元、25萬5000元、25萬5000元各本息，有無理由？說明本院之判斷如下：
　㈠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又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能反捨契約文字而為曲解（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60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兩造於103年間約定共同投資系爭土地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觀諸兩造於104年11月4日簽訂之協議書第5條記載：「104年11月陸續依階段〈第一階段為11月底之前；第二階段為12月底之前，最後一階段為四方共同協議之〉退回本金和利潤部分……投資結算報告書共計11頁，相關資金收入、成本、盈餘及分配詳如附件所示……」，有卷附協議書可稽（見原審卷第167頁）。而協議書所附之系爭結算報告記載：「第一次本金及盈餘分配金額：可分配盈餘：1263（萬元）」、「第二次本金及盈餘分配金額：房屋可分配盈餘884（萬元）……土地可分配盈餘=1016（萬元）……此部分可在房屋及土地分配時作找補，降低匯款風險」、「本案預估保留款：建設公司保留款……167萬（元）；地主保留款170萬（元）」（見原審卷第175至176頁）。兩造復不爭執其等於104年11月4日進行投資結算及簽訂協議書（見原審卷第160至161頁、第193頁）。嗣兩造於105年1月13日簽訂之補充協議書，約定：「緣甲乙丙丁（依序為上訴人、李日乾、林慶忠、李柏憲）四方共同投資桃園市○○區○○段00地號土地興建案並簽訂共同投資興建協議書乙紙，嗣於104年11月間四方作第一次盈餘及本金分配，分配金額為1263萬元，本案其餘可分配款項之分配方式經四方協商結果，四方同意依下列方式處理：一、四方同意第二次分配金額為1583萬元……二、四方同意第三次分配之金額為建設公司保留款91萬元……三、四方同意第四次分配之金額為地主保留款170萬元，扣除應共同分擔之支出或費用後，依出資比例分配盈餘及利息。前揭保留款預計110年1月15日分配……」，有卷附補充協議書可稽（見原審促字卷第17頁）。佐以被上訴人自陳建設公司有給伊系爭結算報告等文件等語（見原審卷第133至134頁）。可見兩造於104年11月4日進行投資結算時，已知悉協議書之附件即系爭結算報告，而了解合勤建設公司就系爭土地投資之本金與盈餘分配，方於該協議書上簽名；復於105年1月13日以兩造104年11月4日協議書及系爭結算報告之本金及盈餘分配為基礎，而就系爭土地剩餘可分配款項，即第二次本金、盈餘、建設公司保留款及地主保留款進行協商及約定分配方式，而約定於110年1月15日分配地主保留款170萬元，兩造自應受該協議書及補充協議書之拘束，而以出資比例分配地主保留款170萬元。
　㈢次查，合勤建設公司已於105年1月14日匯款1354萬元予上訴人，由上訴人轉帳給付李日乾316萬5000元、林慶忠38萬元、李柏憲38萬元，其餘961萬5000元（計算式：1354萬元-316萬5000元-38萬元-38萬元=961萬5000元），即為上訴人之分配金額791萬5000元，與地主保留款170萬元等節，有卷附榮南段（合勤居易）第二次分配明細及收據、匯款申請書代收入收據可稽（見原審卷第181至183頁）。是上訴人既已受領合勤建設公司給付之地主保留款170萬元，且兩造不爭執就補充協議書第3條部分，均無共同分擔之支出或費用應予扣除（見本院卷第97頁），則被上訴人依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依其等出資比例請求上訴人給付李日乾34萬元（計算式：170萬元×20%=34萬元）、林慶忠、李柏憲各25萬5000元（計算式：170萬元×15%=25萬5000元），自屬有據。
　㈣上訴人雖辯稱：補充協議書第3條記載之地主保留款170萬元，僅為預估性質；且系爭結算報告記載建設公司之保留款為167萬元，與補充協議書第2條約定兩造分配之建設公司保留款91萬元間，尚有76萬元之差額應待釐清；又合勤建設公司復有虛報工程款情事，投資協議書係屬合夥契約，而兩造尚未完成合夥清算，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伊給付地主保留款云云。惟協議書所附之系爭結算報告列載地主保留款為170萬元，且兩造於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第4次分配金額為地主保留款170萬元，業如前述，則兩造約定依出資比例分配地主保留款170萬元乙節，堪以認定。上訴人辯稱：補充協議書第3條記載之地主保留款170萬元，僅係預估性質云云，即無可採。另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兩造分配地主保留款，並無以兩造應先釐清建設公司保留款之金額及系爭土地投資結算完成為必要；而合勤建設公司是否有虛報工程款情事，乃上訴人與合勤建設公司間有關系爭合建分售契約履行之問題，亦與被上訴人依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地主保留款無涉，故上訴人以前揭情詞，辯稱：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伊給付地主保留款云云，即無可取。又上訴人此部分抗辯既無可取，則上訴人聲請命被上訴人提出合勤建設公司工程資料，並聲請傳喚證人王智明、謝秋香、游家榮、莊文添及其配偶、陳建忠，暨命其等帶工程合約書、請款單、開立之發票，調查合勤建設公司是否有虛報工程款之事實（見本院卷第44至46頁），即無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李日乾34萬元、林慶忠、李柏憲各25萬5000元，及均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2年3月29日（見原審促字卷第43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並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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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郭顏毓
　　　　　　　　　　　　　　　法　官  楊雅清
　　　　　　　　　　　　　　　法　官  陳心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江珮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