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511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黃柏蒼  

0000000000000000

            黃柏銘  

0000000000000000

            黃瑄雯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毛仁全律師

            張百欣律師

共      同

複  代理人  張淑涵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林雪華  

訴訟代理人  毛國樑律師

            蔡佩嬛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軍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3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所共有坐落於桃

園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面積五

百四十七平方公尺），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面積一百八十

二平方公尺）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依各三分之一

應有部分比例繼續維持共有，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面積三

百六十五平方公尺）分由被告林雪華單獨所有，原告黃柏

蒼、黃柏銘、黃瑄雯並應共同補償被告林雪華新臺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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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參佰伍拾伍萬伍仟柒佰捌拾柒元。

二、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桃園市政府養

護工程處所共有坐落於桃園市○○區○○段○○○○段○00

0000000地號土地（面積二百九十二平方公尺），如附圖二

編號A部分（面積七十二平方公尺）由原告黃柏蒼、黃柏

銘、黃瑄雯依各三分之一應有部分比例繼續維持共有，如附

圖二編號B部分（面積一百四十三平方公尺）分由被告林雪

華單獨所有，如附圖二編號C部分（面積七十七平方公尺）

分由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單獨所有。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

負擔。

五、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六、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七、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壹、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查：

一、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起訴時訴之聲明第一、二項分

別為：「一、請求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

華共有坐落桃園市○○區○○段○○○段○000000000地

號，面積547平方公尺之土地（下稱系爭第420-44地號土

地），准予分割，其分割方法如起訴狀附圖一所示：編號A

面積182.3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

雯取得，並按每人1/3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B面積364.67平

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雪華取得」、「二、請就兩造共有

坐落桃園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面

積292平方公尺之土地（下稱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准予

分割，其分割方法如起訴狀附圖二所示：編號A面積71.64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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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取得，並按

每人1/3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B面積143.27平方公尺土地，

分歸被告林雪華取得；編號C面積77.09平方公尺土地，分歸

被告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所有權人：桃園市；管理者：

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取得」（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

卷第5-6頁）。

二、嗣原告等人於民國113年8月1日提出民事綜合辯論意旨狀，

變更訴之聲明第一、二項為「一、請就原告黃柏蒼、黃柏

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共有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准予

分割，其分割方法如附圖一複丈成果圖（即桃園市蘆竹地政

事務所112年2月23日蘆地測法丈字第003300號複丈成果圖）

所示：編號A面積18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黃柏蒼、黃柏

銘、黃瑄雯三人取得，並按每人1/3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B

面積365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雪華取得」、「二、請

就兩造共有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准予分割，其分割方法

如附圖二複丈成果圖（即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112年2月23

日蘆地測法丈字第003400號複丈成果圖）：編號A面積72平

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取得，並按

每人1/3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B面積143平方公尺土地，分

歸被告林雪華取得；編號C面積7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

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所有權人：桃園市；管理者：桃園

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取得」（本院卷二第107-109頁）。

三、經核，原告等人上開聲明之變更，要僅為確認分割方案之範

圍、面積，屬補充、確認事實上之陳述，核與上開規定並無

不合，依法有據，合先敘明。　　

貳、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

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

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分別定

有明文。所謂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有牽連

關係者，乃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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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頁



者之間，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被告作為防禦方法所

主張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有牽連關係而言。舉凡本訴標的

之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

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雙方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

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

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兩者間有

牽連關係（最高法院70年度台抗字第522號民事裁定、91年

度台上字第262號判決、101年度台抗字第335號民事裁定參

照）。查：原告三人基於民法不當得利或無因管理之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林雪華應給付原告黃柏蒼新臺幣（下同）416,

702元、原告黃柏銘416,702元、原告黃瑄雯416,703元，並

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6頁），被告林雪

華提起反訴，主張依被告林雪華與訴外人黃石儀於103年5月

8日簽立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及民法第101條之規

定，向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請求連帶給付3,220,00

0元，及自反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本院卷一第43頁），本訴第三項與反訴間之原因

事實具有共通性、牽連性（即系爭協議書所約定之法律關

係），相關訴訟及證據資料均可相互援用，如合併審理確可

節省勞費，並防止裁判牴觸。揆之前揭說明，應認被告林雪

華提起反訴，確屬合法。

參、被告林雪華於112年1月18日提出之民事答辯暨反訴狀，雖抗

辯被告林雪華已非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所有權，被告林

雪華就該部分土地欠缺當事人適格等語（本院卷一第45

頁），然依土地謄本、異動索引所示（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

14號卷第63-64頁），被告林雪華係於111年8月16日將系爭

第198-3地號土地出售予訴外人賴秋夙，惟本件訴訟於111年

8月8日即已繫屬於本院，有本院收狀戳章可佐（111年度桃

司調字第114號卷第5頁），而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

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民事訴訟法第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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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當事人於訴訟繫屬中，移轉其訴訟標

的法律關係時，為求訴訟程序安定、保有原訴訟遂行成果、

避免增加負擔等理由，本於當事人恆定主義之原則，該移轉

人仍為適格之當事人，可繼續以本人名義實施訴訟行為，賴

秋夙既未聲明承當訴訟，則被告林雪華就系爭第198-3地號

土地之法律關係，自應繼續以其本人名義實施訴訟行為，且

被告林雪華於本院辯論期日，就訴訟實施權部分，亦表示沒

有意見等語（本院卷二第36頁），故以被告林雪華作為當事

人，應無違誤，併予敘明。

肆、被告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下稱養護工程處）經合法通

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

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部分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共有系爭第420-

44地號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之共有比例如附表一編號1所

示，而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屬「變更大園（菓林地區）都

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內，使用分區為「第一種住

宅區」；另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養

護工程處共有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之共

有比例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則屬「大

園鄉（菓林地區）都市計畫案」內，使用分區為「道路用

地」。

　㈡就分割方案部分：

　⒈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部分：

　⑴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面積為547平方公尺，屬於都市計畫

內之住宅區土地，並無任何不能以原物分割之情形，且共有

人本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解消共有關係，使原來因共有

人意見分歧、無法利用土地之狀況，於分割後，得以各自取

得土地並各自利用，以實際達成土地利用之功效，若徒然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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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頁



以未分割土地之帳面價值評斷，未考慮實際上無法使用之現

況，顯然對於土地利用之價值提升無益，而觀諸系爭協議書

之內容，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未約定禁止分割系爭第420-44

地號土地之特約，亦未約定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應整筆土

地出售，不得各自出售之情形。

　⑵另依據誠立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提出之土地價值評估報

告（下稱系爭鑑價報告）所示，就附圖一編號A土地之評估

單價為每平方公尺153,065元、編號B土地之評估單價為每平

方公尺123,420元，應就價差部分進行相互找補：就附圖一

編號A、B土地所示之評估總價加計後，總金額為72,906,130

元，而原告等人之應有部分合計為三分之一、被告林雪華之

應有部分合計為三分之二，依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上開評估總

金額，原告等人合計應受分配之金額為24,302,043元、被告

林雪華應受分配之金額為48,604,087元，若依原告等人主張

之分割方案，即原告等人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分得附圖

一編號A所示部分面積，則原告等人取得該部分之評估總價

為27,857,830元，與其依據應有部分應受分配之價值（24,3

02,043元）相較，原告等人增加3,555,787元，因原告三人

就附圖一編號A土地乃依照每人三分之一比例保持共有，故

原告等人應各自以現金補償被告1,185,262元（元以下，四

捨五入）。

　⒉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部分：

　　就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部分，依被告林雪華、黃石儀所約

定之系爭協議書內容，並未為禁止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分

割之特約，亦未約定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應整筆土地出

售，不得各自出售之情形，而該土地雖編為計劃道路之土

地，然在徵收之前，所有權人自仍得就共有物為使用、收

益，故即便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現供作巷道通行使用，仍

非不能分割，僅係在政府通知開闢前，所有權人使用、收益

之權能受法律節制，惟此與不能分割之情形有別，故原告等

人主張，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應以附圖二作為兩造間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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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土地之方案，即附圖二編號編號A面積72平方公尺土地，

分歸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取得，並按每人1/3之比

例保持共有；編號B面積143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雪華

取得；編號C面積7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養護工程處取

得。

　㈢另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前對被告林雪華提起清算合

資財產等訴訟，經本院以108年度訴字第1858號判決，認被

告林雪華應將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權利範圍三分之一移

轉登記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被告林雪華不服提起上訴，經

臺灣高等法院以110年度重上字第240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

（下稱系爭前案確定判決），故原告等人持系爭前案確定判

決，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經

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蘆竹分局）核算，應繳納土地增值

稅1,250,107元，該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林雪

華，然因被告林雪華卻不願配合辦理，始由原告等人代為繳

納，此本係被告林雪華應盡之公法上義務，原告等人於未受

被告林雪華委任之情形下，代被告林雪華盡公法上之義務，

應屬適法之無因管理，屬有益之必要費用，且被告林雪華亦

係無法律上原因，受有由原告等人繳納土地增值稅之利益，

構成不當得利，故原告等人就代繳上開土地增值稅部分，依

據原告等人各自應有部分之三分之一內部分擔，向被告林雪

華請求償還。

　㈣為此，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第179條、第176條之規

定，提起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請求分割原告黃柏蒼、黃柏

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共有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分割

方法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面積18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

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三人取得，並按每人1/3之比例保

持共有；編號B面積365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雪華取

得；⒉請求分割兩造共有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分割方法

如附圖二所示：編號A面積7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黃柏

蒼、黃柏銘、黃瑄雯取得，並按每人1/3之比例保持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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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B面積143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雪華取得；編號C

面積7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養護工程處（所有權人：桃

園市；管理者：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取得；⒊被告林雪

華應給付原告黃柏蒼416,702元、給付原告黃柏銘416,702

元、給付原告黃瑄雯416,703元，並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⒋前項

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對被告林雪華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林雪華部分：

　⒈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為被告林雪

華於95年間，出資向訴外人蔡正雄等購買並登記為被告林雪

華單獨所有，嗣於98年間，黃石儀（即原告等人之父親）偶

然獲悉被告林雪華購買上開土地投資轉售乙事，故與被告林

雪華商量投資，二人並於98年5月6日簽署協議，因黃石儀未

現實提出資金投資，故約定由黃石儀自98年8月起，按月給

付20,000元利息予被告林雪華，待系爭土地轉售時，價款扣

除上開土地原價金18,000,000元後之利潤餘額，依被告林雪

華三分之二、黃石儀三分之一比例予以分配。

　⒉嗣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復於103年5月8日再簽立系爭協議

書，其內容除重申二人於98年間所達成之協議，並再約定系

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出售後之價款

分配事宜，於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約定：「4.損益分配：

合購土地出售之價款，於甲方(即被告林雪華)得先扣除：⑴

出資額1800萬。(2)因購買及出售合購土地支出之一切費

用。合購土地出售之價款於甲方扣除前開2項金額後，如仍

有賸餘，該餘款由甲方取得3分之2、乙方(即黃石儀)取得3

分之1。但經103年5月8日協商乙方(即黃石儀)應再給付甲方

(即被告)其依第3條約已給付之利息總額。」是以，被告林

雪華及黃石儀對於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

號土地之處理，自始均為投資轉售，待出售土地後，按比例

分配獲益，至於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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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為被告林雪華一人所有，係為了便於出售，雙方並

無使用收益或終局持有上開土地所有權之意。於107年6月9

日黃石儀逝世後，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

號土地尚未出售，原告等人遂向被告起訴請求清算財產，主

張上開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有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於終

止契約後，應將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予原告等人公同共

有，系爭前案確定判決認定被告林雪華應將上開土地所有權

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原告等人嗣後

始以判決移轉為原因，登記取得上開土地所有權之應有部

分。

　⒊分割方案部分：

　⑴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部分，因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就系

爭第420-44地號土地，本無成立土地共有關係之意，更無將

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細分，致整筆土地不能依系爭協議書

予以出售之意，倘若逕以原物分割，將影響土地經濟之價

值，故應採變價分割之方式，始符合系爭協議書簽立之目

的；縱使不採變價分割之方式，然因被告林雪華應有部分之

比例大於原告等人，為利於分割後之土地利用，應依照附圖

三所示編號A部分歸由被告林雪華所有，編號B部分，則由原

告等人分得。

　⑵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部分，該土地為道路用地，依照該地

號土地之使用目的，自不得予以分割。

　⒋另就原告主張被告林雪華應給付土地增值稅部分，因系爭前

案確定判決認定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為原告等人借名登

記予被告林雪華名下，既經原告等人終止借名登記關係，故

被告林雪華應轉上開土地所有權之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

記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被告林雪華既僅出借名義供原告等

人登記，該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仍由原告等人享有所有權

之權利，自應由原告等人負擔相關稅賦，且因系爭第420-44

地號土地為所有權之移轉登記，原因關係係基於借名登記終

止後，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之規定，被告林雪華既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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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頁



收取任何價金，屬無償行為，依土地稅法第5條之規定，本

應由無償取得所有權之人即原告等人負擔該土地增值稅等

語，以資抗辯。

　⒌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養護工程處雖未於本院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到庭表示

意見，惟提出書狀稱：

　　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現況為都市計畫內道路用地，現況

為公眾通行使用之道路（桃園市大園區拔子林三路30巷9

弄），為避免分割後產生裡地阻礙、無法通行之情事，分割

後之土地建議仍以原有比例維持共有，以維道路用地之屬性

及維護公眾通行權益等語。

三、經查：

　　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分別為原告黃柏蒼、黃柏

銘、黃瑄雯及被告林雪華，其等之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編

號1所示，而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原分別為原告

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及被告林雪華、養護工程處，嗣被

告林雪華於111年8月16日將其應有部分，以買賣為登記原

因，移轉所有權予賴秋夙，故該土地目前之所有權人為原告

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被告養護工程處及賴秋夙，其等

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有土地謄本、地籍異動

索引在卷可佐（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60-64頁、本

院卷二第89-95頁），而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

於111年3月11日繳納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土地增值稅

款，總計1,250,107元乙節，業據原告等人提出土地增值稅

繳款書（蘆竹分局）相佐（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46

頁），就上開客觀事實，均堪予認定。而原告黃柏蒼、黃柏

銘、黃瑄雯等人主張應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

198-3地號土地，並提出如附圖一、附圖二所示之分割方

案，且主張被告林雪華依民法不當得利或無因管理之規定，

應返還土地增值稅之稅金予原告三人等節，則為被告林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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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為此，兩造間之爭點厥為：㈠原告

等人請求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有無理由？分割之方

案為何？㈡原告等人請求分割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有無

理由？分割之方案為何？㈢原告等人依民法無因管理、不當

得利之規定， 請求被告林雪華給付原告黃柏蒼416,702元、

給付原告黃柏銘416,702元、給付原告黃瑄雯416,703元暨法

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等人請求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有無理由？

　⒈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

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

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分割之分

配，民法第823條第1項及第824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

文。

　⒉經查：

　⑴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為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及被

告林雪華所共有，其等之應有部分各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

該土地之使用分區為大園（菓林地區）都市計畫（91年12月

19日）第一種住宅區，無土地法第31條最小面積單位之分割

限制，亦非屬農業用地、未申請興建農舍，且未受法定空地

分割限制發照之記載，有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1年11月2

9日桃都行字第1110041883號函、桃園市政府地政局111年11

月30日桃地測字第1110070339號函、桃園市政府農業局111

年12月2日桃農管字第1110045439號函、桃園市政府建築管

理處111年12月2日桃建照字第1110099440號函在卷可佐（本

院卷一第23、27、29、37-39頁）。

　⑵被告林雪華雖辯稱依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簽立系爭協議書之

真意，其等並無成立土地共有關係之意，更無將系爭第420-

44地號土地細分，致整筆土地不能依系爭協議書予以出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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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等語，然：

　①系爭協議書第二條㈡部分約定「鑑於前開約定內容文義尚有

不明確之處，為免日後紛爭，雙方合議變更其內容如下：⒈

合購土地之價金1800萬元，由甲方（被告林雪華）負擔1200

萬元、乙方（黃石儀）負擔600萬元；⒉乙方依前項約定應

負擔之地價金600萬元，由甲方先行墊付；⒊就甲方依第二

項約定墊付之600萬元，乙方應自95年8月起按月給付依週年

利率4％計算之利息（即每月2萬元）予甲方；⒋損益分配：

合購土地出售之價款，於甲方得先扣除：⑴出資額1800萬

元；⑵因購買及出售合購土地支出之一切費用。合購土地出

售之價款於甲方扣除前開2項金額後，如仍有賸餘，該餘款

由甲方取得3分之2、乙方取得3分之1。但經103年5月8日協

商乙方應再給付甲方其依第3條約已給付之利息總額」，有

上開協議書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71-77頁）。

　②原告等人之父親即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雖簽立系爭協議書，

然綜觀協議書該部分之內容，實僅約定其等合購系爭第420-

44地號土地之出資比例，以及日後若出售該地號土地，應如

何分配出售款項，其等「並未」約定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

之所有權人，「不得」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換言

之，縱算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原先合資購入系爭第420-44地

號土地之目的，確實係在意該地號土地之轉售價值，然在被

告林雪華、黃石儀未特別約定之情形下，亦無從排除其等除

整筆出售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外，對於其等應有部分比

例，有其餘自由處分之空間，上開內容既僅特別針對倘若出

售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時，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間應如何

分配價金之比例，而各共有人本有權利，自由處分其所有權

之應有部分，觀諸系爭協議書之文義內容，又無從認定被告

林雪華與黃石儀簽立該協議書內容，有刻意排除系爭第420-

44地號土地共有人除出售該土地外，其餘處分應有部分之可

能，被告林雪華上開辯解內容，無異毫無理由任意限縮土地

共有人自由處分應有部分之權利，實屬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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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是以，原告等人與被告林雪華既未達成分割系爭第420-44地

號土地之協議，其等又未定有不分割之協議，依照系爭協議

書之內容，亦無從認定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有達成不分割該

土地之約定，依照該地號土地之使用目的，又無不能分割之

情形，則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請求分割系爭第420-

44地號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方案，以「原物分割」為宜：

　⒈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

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

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

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

有。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1款前段、第4項規定甚明。以原物

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

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項至第4項分別定有明

文。而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法院裁判分

割共有土地時，除因該土地內部分土地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

（如為道路）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其共有關係，或部分

當事人因繼承關係須就分得之土地保持公同共有者，應就該

部分土地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外，應

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

1534號、91年度台上字第407號判決參照）；另按以原物分

配於各共有人時，除應顧及均衡之原則外，並須就各共有人

應行分得之範圍，例如面積多寡、交通、位置及占有形勢

等，予以確定（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1982號判例意旨參

照）；且按裁判上如何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應斟酌當事

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經濟

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定之外，並不受任何共有

人主張之拘束，法院為顧及全體共有人所得利用之價值等情

形，本有自由裁量之權，惟儘量依各共有人使用現狀定分割

方法，以維持現狀，減少共有人所受損害，當不失為裁判分

割斟酌之一種原則（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990號裁判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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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此見解）。是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

但仍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共有物

之性質、價格、分割前之使用狀態、經濟效用、分得部分之

利用價值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有關情狀，定一適當公平之

方法以為分割，此外，共有人分得之土地是否與外界有適宜

之聯絡，是否會造成袋地情形，及社會利益等均在考慮之列

（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08號、90年度台上字第1607

號、89年度台上字第72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又按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配其價金，法院固

有自由裁量之權，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

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價格、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

益等，公平裁量，以謀分割方法之公平適當。必於原物分配

有困難者，始予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且就原物分

配時，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亦得以金

錢補償之。尤其共有人就共有物在感情上或生活上有密不可

分之依存關係，倘法院全然不顧遽命變價分割，則其所定之

分割方法，是否適當，有無符合公平原則，即值推求（最高

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58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539號判決

意旨參照）。

　⒊經查：

　⑴本院於112年4月7日會同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人員勘驗系

爭第420-44地號土地，該土地面向菓林路，對向為重劃區，

四周有民宅、商店，路旁亦有公車站牌，有本院勘驗筆錄可

佐（本院卷一第177頁），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以原物分

割既無困難，且該地號土地之共有關係並非複雜（共有人僅

有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及被告林雪華），另依該土

地之地籍圖謄本所示（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4頁

7），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形狀相對方正，並無崎嶇、

畸零難以分割之情形，斟酌上情，原告等人主張原物分割

之方案，確為適當。

　⑵被告林雪華雖主張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可認被告林雪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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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石儀乃協議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應整筆出售，故不得為

原物分割，應變價分割等語，然誠如前述，觀諸系爭協議書

之文義內容，至多僅能認被告林雪華、黃石儀就出售系爭第

420-44地號土地後之價金分配，確有為特別之約定，除此之

外，無從認定被告林雪華、黃石儀對於分割之方式，有為其

餘之限制，且紬繹上開協議書之內容，被告林雪華、黃石儀

又未明文約定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除整筆出售外，不得為

其他處分等限制，被告林雪華上開主張，無疑任意增加土地

共有人分割土地之限制，自無所據。

　⑶再者，被告林雪華另主張若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採取原物

分割之方式，將導致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價值下降乙

節，然土地之利用，固可能因細分而使分割後之總價值低於

原未分割前之原價值，然各共有人既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

物，各共有人得自行考量如何利用其分割後受分配之土地，

經分割後而消滅原共有關係，使各共有人成為分割後各筆土

地之單獨所有人，或經部分共有人合意繼續保持部分共有之

分割結果，更有助於各共有人之獨立、個別利用計畫，否

則，徒然具有估價上之較高價值卻無法使全體共有人取得協

議而加以利用，而各共有人亦無法按照自己之個別之利用計

畫加以利用，顯然對於土地之利用價值提升無益，亦有違共

有人得請求分割共有物之立法目的。原告等人迭主張就其等

應有部分，有意願維持共有（本院卷二第113-115頁），且

原告等人有自己使用該土地之規劃（本院卷一第230頁），

殆難僅因分割後之總價值有減損之虞，即遽然否定原物分割

之可行性，應以變價方式而為分割，是以，原告等人對於其

等應有部分既有土地利用之規劃，又願意維持共有提升其等

土地之利用，自難單以分割後之總價值有下降之可能，逕否

定原物分割之方式，被告林雪華此部分之主張，亦不可採。

　⑷末以，被告林雪華尚抗辯若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採原物分

割之方式，將影響容積率等語，惟此部分經桃園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以113年3月21日桃都開字第1130008332號函函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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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內容略以：「查旨揭地號土地（即系爭第420-44地號土

地）屬『大園（菓林地區）都市計畫』第一種住宅區，面積

547平方公尺，法定容積率為140％，前經桃園市政府106年1

月3日府都行字第1050319025號函准予容積移轉229.74平方

公尺（30％）在案，依上開函示，該宗土地分割後，得依原

依核准移入容積比例申請建築」（本院卷一第309-310

頁），依上開函覆內容，主管機關既表示系爭第420-44地號

土地分割後，得依原先核准移入容積比例申請興建建築物，

當無被告林雪華所抗辯將影響建物容積率乙節，被告林雪華

此部分之辯解，實屬無據。

　⒋再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

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定

有明文。又按共有物之原物分割，依民法第825條規定觀

之，係各共有人就存在於共有物全部之應有部分互相移轉，

使各共有人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故原物分割而

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

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

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

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

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2676號判

例意旨參照）。故共有物之分割，如依原物之數量按應有部

分比例分配，價值不相當，而須以金錢補償者，應依原物之

總價值，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算出其價值，再與各共有

人實際分得部分之價值相較，由分得較高之共有人，就其超

出應有部分價值之差額部分，對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

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最

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24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⑴原告黃柏蒼、黃柏銘、林雪華及被告林雪華就系爭第420-44

地號土地之原物分割方案，分別提出附圖一、附圖三所示之

分割方法，上開分割方案之差異即在於分得之位置，有無臨

菓林路，而觀諸原告等人提出之現場照片所示（111年度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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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調字第114號卷第70-71頁），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上目

前多為雜草，並未有任何開發或其他利用，另上開分割方案

經原告等人聲請，由誠立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評估系爭

第420-44地號土地之價值，有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價值評

估報告書1份可佐，依系爭鑑價報告結果（如附表二所示，

詳如下述），無論係附圖一或附圖三所示之方案，分得編號

A所示土地之共有人，其所分得之價值，皆高於按其應有部

分比例計算之價值，依上開規定，舉凡分得編號A所示土地

之共有人，均應就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而觀

諸原告等人提出之準備狀，原告等人確有意願就附圖一之分

割方案，對分得價值較低之被告林雪華為補償（本院卷二第

125-127頁），然依林雪華所提出之答辯狀（本院卷二第7

頁），被告林雪華則僅稱其主張之附圖三分割方案有較高之

經濟價值，惟被告林雪華自始均未表示有無意願補償原告等

人上開短少之金額，且被告林雪華約須補償原告等人總計4,

603,249元（計算式詳如附表二），該金額並非少數，被告

林雪華自始既未表示願補償被告等人上開金額，為避免被告

林雪華因補償金額過高未履行補償義務，致得受補償之原告

等人依民法第824條之1第4項規定對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

行使法定抵押權，繼而拍賣分割後之標的以取償，徒增法律

關係之複雜及糾紛，本院認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應採

附圖一所示將編號A部分分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

共有（因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為手足關係，且

有意願維持共有，以此統合規劃土地之利用，對於土地之使

用並未形成過度複雜之法律關係，故原告等人仍繼續就此部

分土地以各三分之一應有部分比例維持維持共有），編號B

部分則分由被告林雪華所有，對兩造而言應屬最為有利，堪

認允適，應為可採。

　⑵所謂金錢補償，係指依原物市場交易之價格予以補償而言，

法院並應本於職權綜合各共有人之利益、審酌一切情狀以為

定奪。且審酌共有物分割之金錢補償，係以各共有人按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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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比例算出之價額是否相當公允而定其找補金額，各共有

人之經濟能力自非審酌之範疇（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107

年度上字第859號判決參照）。查：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

經誠立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價，估價師對該土地進行

產權、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個別因素、不動產市場現況、

該土地最有效使用情況及專業意見分析後，就附圖一所示之

分割分案評估單價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有系爭鑑價報告在

卷可參，而上開鑑定單位乃原告等人、被告林雪華所合意選

定（本院卷一第275-281頁），系爭鑑價報告亦已敘明相關

鑑價之規定及方法予以鑑定，鑑價過程尚屬客觀詳實、專業

公允，其鑑定亦無何違反技術法規或與經驗法則相違背之情

事，是本院認系爭鑑價報告所認之估價金額，應堪採信，得

為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找補金額之基準，故依系爭鑑價報

告之鑑定價格，原告等人應依附表二「補償金額」欄所示金

額補償被告林雪華總計3,555,787元。

　⒌綜上，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分割方案應採原告黃柏蒼、

黃柏銘、黃瑄雯所主張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由原告

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以各三分之一應有部分比例維持維

持共有，編號B部分，則分由被告林雪華所有，再依系爭鑑

價報告之鑑定價格所示，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依附

圖一所示分割方案分得編號A部分，超出其等依照應有部分

比例算出之價值，而因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係

共有附圖一編號A部分土地，故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

雯應共同補償被告林雪華此部分土地之價值即3,555,787

元，原告等人主張各以現金補償被告1,185,262元，尚有誤

會。

　㈢原告等人請求分割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有無理由？　　

　⒈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於原告等人起訴時，為原告黃柏蒼、

黃柏銘、黃瑄雯及被告林雪華、養護工程處所有，嗣被告林

雪華將其應有部分移轉予賴秋夙，故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

現應有部分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而該部分土地之使用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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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道路用地，無土地法第31條最小面積單位之分割限制，亦

非屬農業用地、未申請興建農舍，且未受法定空地分割限制

發照之記載，有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1年11月29日桃都

行字第1110041883號函、桃園市政府地政局111年11月30日

桃地測字第1110070339號函、桃園市政府農業局111年12月2

日桃農管字第1110045439號函、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111

年12月2日桃建照字第1110099440號函在卷可佐（本院卷一

第23、29、37-39頁）。

　⒉被告林雪華雖一再辯稱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為道路用地，

不得予以分割等語，然按民法第823條第1項但書所謂因物之

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係指該共有物現在依其使用目的不能

分割者而言，倘現在尚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則將來縱有可

能依其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亦無礙於共有人之分割請求

權；又依都市計畫法第42條、第50條、第51條之規定，道路

預定地屬於公共設施用地。於一定期限內以徵收等方式取得

之，逾期即視為撤銷，且於未取得前，所有權人仍得繼續為

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指定目的較輕之使用，並得申請為臨

時建築使用。故經都市計畫法編為道路預定地而尚未闢為道

路之共有土地，其共有人非不能訴請分割（最高法院75年度

5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260號判決意

旨參照），又按編為計劃道路之土地，在徵收之前，所有權

人仍得為使用、收益(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704號判決

意旨足參)，是以，縱使依桃園市政府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所示（本院卷一第34頁），系

爭第198-3地號土地確為大園（菓林地區）都市計畫（70年8

月17日）之道路用地（屬公共設施用地，土地取得方式為徵

收。需地機關為桃園市政府工務局），然揆諸前開說明，因

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於未經徵收前，原告黃柏蒼、黃柏

銘、黃瑄雯及被告養護工程處、賴秋夙皆仍為系爭第198-3

地號土地之共有人，自得本於所有權使用、收益該土地，並

訴請分割，即便該土地若有符合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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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亦僅係土地所有權人有容忍他人通行使用之義務，所有

權權能中關於使用收益之權能受到壓縮，然於所有權之其他

權能則不受影響，無限制共有人訴請分割共有物、脫離共有

關係之理，故被告林雪華以此辯稱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不

能分割，自屬無據。

　⒊是以，兩造既未達成分割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協議，其

等又未定有不分割之協議，依照該地號土地之使用目的，又

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則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請求分

割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㈣分割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方案：

　⒈依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地籍圖謄本所示（111年度桃司調

字第114號卷第48頁），該土地之形狀較為狹長，另佐以該

地號土地之現場照片，該地號土地目前現況為通行之道路、

巷弄使用（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72-73頁），且經

本院至上開地號土地勘驗現場狀況（本院卷一第177-178

頁），該土地位於路口進入後之巷弄，四周皆係公寓及住宅

大樓，路口處則設有一個停車場等情，首堪認定。

　⒉揆諸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現況，形狀較為狹長、平整，

而參以原告等人所提出之附圖二分割方案，即以該地號土地

之地籍線平行劃分為編號A、B、C，編號A分由原告黃柏蒼、

黃柏銘、黃瑄雯等人維持共有、編號B分由被告林雪華所

有、編號C則分由養護工程處所有，該分割方案分割後之土

地多仍完整，且因該地號土地之共有人尚屬單純，以該方案

分割土地後，土地亦未過於零碎或過度細分，審酌該地號土

地之位置坐落於巷弄內，現供通行之道路使用，該分割方案

相異編號位置之經濟價值，縱有交易價值之差異，惟幅度難

謂甚大，暨該地號土地未來可使用之目的有限、土地價格可

能之波動、當事人可獲得利益及公平性等節，本院認原告黃

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所提出之分割方案尚屬適當，即

如附圖二所示，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分得編號A

部分、被告林雪華分得B部分，而被告養護工程處則分得C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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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又因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就附圖二編號A部分

表示願意維持共有，考量其等為手足關係，可一併規劃使用

該部分土地，對於土地利用並未過度複雜化，故就附圖二編

號A部分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各以三分之一應有

部分比例維持維持共有，自得允許，併予敘明。

　㈤原告等人依民法無因管理、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林雪

華給付原告黃柏蒼416,702元、給付原告黃柏銘416,702元、

給付原告黃瑄雯416,703元暨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⒈按借名登記契約之成立，側重於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

給付，具有不屬於法律上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給付契約

性質，應與委任契約同視（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0號

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

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受任人以自己之名

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當事人之任何

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28條、第541條第2項、

第54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委任契約不論有無報酬，

或有無正當理由，均得隨時終止（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

第223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前向被告林雪華提起清

算合資財產等事件，前經本院以108年度訴字第1858號判決

認定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

198-3地號土地以及桃園市○○區○○段○○○○段○00000

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存在以黃石儀給付本金6,000,

000元及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3款約定給付利息，為借

名登記關係終止條件之借名登記契約，故黃石儀之繼承人即

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依繼承關係及類推適用民法第

541條第2項之規定，可請求被告林雪華將上開土地移轉登記

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嗣被告林雪華不服該判決，上訴二

審，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0年度重上字第240號判決同認黃石

儀與被告林雪華就上開合購之土地，雖全數登記於被告林雪

華名義下，然其等就上開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確有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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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該借名登記關係既已告終止，則原告

等人向被告林雪華請求將上開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

記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當屬有據，有上開判決在卷可佐

（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23-44頁），依前開確定判

決（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45頁）認定之內容，黃石

儀與被告林雪華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間，確有成立借名

登記之法律關係，則黃石儀之繼承人即原告黃柏蒼、黃柏

銘、黃瑄雯自得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

告林雪華將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

予原告等人，是以，被告林雪華應移轉系爭第420-44地號土

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予原告等人之原因關係，乃係基於終止

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間所成立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乙節，應

堪認定。

　⒊又按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如左：⑴土地為有償移轉者，

為原所有權人，⑵土地為無償移轉者，為取得所有權之人，

⑶土地設定典權者，為出典人，前項所稱有償移轉，指買

賣、交換、政府照價收買或徵收等方式之移轉；所稱無償移

轉，指遺贈及贈與等方式之移轉，土地稅法第5條定有明

文。然上開規定僅屬例示，其究為有償移轉抑或無償移

轉，應視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取得土地是否付出對價為其判

斷標準，並不以當事人間之契約類型為買賣、交換等典型

有償契約為限，若當事人訂立之契約係屬民法債編中所無之

非典型契約，如當事人之一方取得土地已支付相當之對價，

即屬土地稅法第5條第1項所稱之有償取得土地，其土地增值

稅即應由原所有權人負擔，此觀該條第1項亦稱應由「原所

有權人」而未稱應由「出賣人」為其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

人之文義自明；至該條所稱之無償移轉，則係指取得土地

所有權人取得土地並未支付相當之對價，而係以與贈與、

遺贈等相類之方式取得土地者，諸如因土地分割而取得土地

所有權者而言（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73號解釋意旨參

照）。又若係當事人間有信託關係之存在，於信託關係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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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返還移轉信託物於信託人，應亦屬上開土地法第5條第1

項第2款所謂之無償移轉（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2412號

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主

張其等以系爭前案確定判決，辦理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

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告等人繳納土地增值稅共1,250,

107元，然該繳納義務人應為被告林雪華，爰依民法無因管

理或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向被告林雪華請求返還上開稅

額，然為被告林雪華以前詞否認，故首應釐清原告等人取得

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所有權究竟係基於「有償移轉」

抑或「無償移轉」。

　⑴誠如前述，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間

存有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原告等人乃係基於終止借名登記法

律關係，請求被告林雪華將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應有部

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借名登記契約乃

基於彼此間之信任關係及出名人應負移轉登記相關之勞務給

付關係，實非互有對價之有償行為，借名登記契約終止或消

滅後，原告等人本得基於借名登記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

林雪華移轉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

一，並未因此產生有償行為之關係，揆諸前開說明，系爭第

420-44地號土地之所有權應有部分移轉，既係基於終止借

名登記之法律關係，並未收取對價，該應有部分移轉應屬

無償行為，揆諸上開說明，移轉登記時應負擔土地增值稅

之人為「取得所有權之人」，則依法當由原告黃柏蒼、黃柏

銘、黃瑄雯共同負擔至明。

　⑵原告等人雖主張依據系爭前案確定判決之認定，黃石儀與被

告林雪華就上開土地間，存有以黃石儀給付6,000,000元，

及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3款約定給付利息，為借名登

記關係終止條件之借名登記契約，是以，原告等人請求被告

林雪華返還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自屬於「有償移轉」土

地等語（本院卷二第133頁），然誠如前述，原告等人乃係

基於終止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向被告林雪華請求返還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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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0-44地號土地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而成立借名

登記契約間之權利義務，本係基於當事人間之信任關係與出

名人所負應轉登記之給付關係，借名人本即有法律上之權

利要求出名人返還借名登記之標的物，此乃基於借名人本

即係該標的物所有權人之緣故，是以，原告黃柏蒼、黃柏

銘、黃瑄雯本即有法律上權利要求被告林雪華應返還系爭第

420-44地號土地，並不會因原告等人未給付6,000,000元或

利息，即喪失上開請求返還借名登記標的物之權利，既然無

論原告等人究竟有無給付被告林雪華6,000,000元或利息，

均可向被告林雪華請求返還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自應認

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予原告

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確屬無償行為，至於原告等

人須給付被告林雪華6,000,000元及利息部分，前開臺灣高

等法院110年度重上字第240號判決即認定「依系爭協議書約

定之真意，雖合購土地之價金由上訴人（即被告林雪華）先

代墊，然黃石儀應按月給付上訴人代墊款600萬元之4％利

息...」（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37頁），亦即前開

6,000,000元或利息，乃係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合資購買土

地時，由被告林雪華先行代黃石儀墊付購買土地之價金，顯

然黃石儀須給付6,000,000元暨利息與被告林雪華，與其等

間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乃係基於迥然有異之法律關係，原告

等人卻以此主張其等取得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

移轉登記，係出於有償移轉，顯然混淆上開相異之法律原因

事實，自不足採。

　⑶至於原告等人所提出上開土地增值稅繳款書，雖核定被告林

雪華為納稅義務人，然完納稅捐屬公法上之義務，自應依法

令為之，土地稅法第5條既已為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之認

定，則稅務機關如依申請人申報形式填載納稅義務人，法院

仍得為實質認定以確定納稅義務人之所屬，方符規定，尚不

得僅憑稅務局人員在土地增值稅繳款書上記載納稅義務人為

被告林雪華，即認被告林雪華應為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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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併予敘明。

　⒋是以，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雖主張系爭第420-

44地號土地之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為被告林雪華，其等既

代被告林雪華繳納總計1,250,107元之土地增值稅，自可依

民法無因管理或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向被告林雪華請求返

還上開款項等節，然因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本

為繳納上開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自應繳納土地增值

稅，故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此部分之請求，要無可

採。

五、綜上所述，就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

號土地部分，本院審酌兩造之聲明、應有部分比例、共有物

之客觀事項、上開土地之整體使用、經濟效益之情形，爰判

決分割系爭土地如主文第一項、第二項所示，至於原告黃柏

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另主張依民法無因管理、不當得利

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林雪華返還土地增值稅予原告等人，

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就此部分既經駁回，其

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

　㈠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4款約定「⒋損益分配：合購土地

出售之價款，於甲方得先扣除：⑴出資額1800萬元；⑵因購

買及出售合購土地支出之一切費用。合購土地出售之價款於

甲方扣除前開2項金額後，如仍有賸餘，該餘款由甲方取得3

分之2、乙方取得3分之1。但經103年5月8日協商乙方應再給

付甲方其依第3條約已給付之利息總額」，依該約定內容，

土地於出售辦理結算，應由黃石儀再給付其依系爭協議書第

3條之約定，已給付之利息總額予反訴原告。

　㈡另依系爭前案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

項第4款之前後文義整體脈絡，倘反訴原告欲依該條約定請

求利息，須於土地出售後結算時，反訴原告始有請求加計利

息之權利，故反訴被告依據系爭協議書之約定，有就土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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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該條件成就時，給付加計利息予反訴原告之義務，然反訴

被告依照系爭前案確定判決，移轉登記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

後，卻以違背系爭協議書目的之不正方法，起訴請求分割土

地，欲取得該土地之單獨所有，無非係以「分割」之方式處

分土地，阻止兩造共有之整筆土地出售，應認系爭協議書第

2條第2項第4款請求利息之「系爭土地出售時」之條件業已

成就，反訴被告應依該協議內容，給付利息總額予反訴原

告。

　㈢而系爭協議書第3條約定已給付之利息總額分別為黃石儀自9

5年8月起至107年7月間給付之利息，總計2,880,000元、反

訴原告等人自107年8月起至108年12月間之利息，總計340,0

00元，反訴原告總計已給付之利息總額為3,220,000元。

　㈣為此，爰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4款、民法第101條之規

定，提起訴訟。並聲明：⒈反訴被告應連帶給付反訴原告3,

220,000元及反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⒉反訴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則以：

　㈠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4款所約定之損益分配條款，並未

禁止兩造為土地分割之特約，亦未約定系爭第420-44地號土

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應整筆出售，禁止各自出售之情

形，待土地分割後，兩造各自取得分割之土地後，若未來時

機成熟、不動產市價看漲，其等仍可出售土地，再依據「損

益分配」條款進行找補，自無「不正當方法」可言。遑論反

訴原告已自行出售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予賴秋

夙，更可見兩造並未約定土地須整筆出售。

　㈡另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4款之整體脈絡，該約定適用

於「出售後」，且須扣除「出資額1800萬元」、「因購買及

出售合購土地支出之一切費用」，尚有賸餘，兩造再就該

「賸餘金額」進行損益分配，而反訴被告就「賸餘金額」可

分配三分之一，但反訴被告應再給付反訴原告其依第3條約

定已給付之利息總額，故反訴原告可請求反訴被告給付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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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條約定已給付之利息總額之「前提」，為「土地出售後扣

除出資與費用」尚有「賸餘金額」，且反訴被告依據三分之

一比例獲分配之賸餘金額，尚且大於依第3條約定已給付之

利息總額，然土地既然「尚未出售」，豈會有所謂出售金額

扣除出資與費用，尚有賸餘金額，且反訴被告依據三分之一

比例獲分配之賸餘金額，尚且大於依第3條約定已給付之利

息總額此情形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反訴原告之訴駁

回；⒉如受不利判決，反訴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

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條件，謂法律行為效力的發生或消滅，繫於將來成否客觀

上不確定之事實（民法第99條）。當事人預期不確定事實之

發生，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者，應認該事實發生

時或其發生已不能時，為清償期屆至之時（最高法院28年渝

上字第1740號判決先例要旨參照）。又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

定，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阻其

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已成就。當事人預期不確定事實之

發生，以該事實之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者，倘債務人以不

正當行為阻止該事實之發生，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

定，應視為清償期已屆至（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205號

判決先例意旨參照）。且上開規定固為維護誠實信用原則，

貫徹附條件法律行為之效力，於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當事

人以不正當行為阻止條件成就時，特設該條件視為已成就之

規定。惟對於條件成就施以影響之行為，究應如何定性其為

不正當行為？舉凡故意妨害、違反法令或違背正義之行為均

屬之外，當視法律行為時當事人之意思依誠實信用之原則

客觀地評價，以決定該當事人所為是否可被允許？其評價

之作成，並應考慮該當事人對系爭條件之成就或清償期屆至

施以影響之動機、目的，再參酌具體個案情況予以認定之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06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反訴原告雖迭主張反訴被告起訴請求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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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係以分割為方式處分上開土

地，阻止兩造共有之上開土地「整筆」出售等語，然誠如前

述，綜觀系爭協議書之內容，黃石儀與反訴原告就合購土地

價金之出資、代墊出資利息之給付、利潤分配與出售後利息

之補償等細節約定甚詳，然除此之外，黃石儀或反訴原告皆

未對於其等取得上開土地所有權為任何之限制，換言之，其

等僅係約定若土地出售後，資金究竟應如何分配，以杜絕日

後之爭議，惟上開協議書別無限制反訴原告或黃石儀取得土

地所有權後，不得分割該土地或單獨出售其應有部分之土

地，倘若反訴原告或黃石儀確達成協議限制系爭第420-44地

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僅可「整筆」土地出售，土

地所有權人別無其餘處分之權利，反訴原告或黃石儀應會將

上開顯然影響其等權利之事由，明文約定於系爭協議書內，

然遍查該協議書之內容，難認雙方之真意係指黃石儀及反訴

原告僅得「整筆」出售土地，且土地所有權人本有自由處分

其所有物之權利，反訴原告上開主張，毋寧係極度限縮上開

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系爭協議書既僅係黃石儀與反訴原告

對於土地出售後，應如何分配利潤，為詳盡之約定，然除此

之外，無從認定黃石儀與反訴原告之真意，尚包含有限縮土

地所有權人之權利，實難逸脫該協議書之文義，認定系爭第

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受有除

整筆土地出售外，別無其他處分土地所有權之權利，反訴原

告上開主張，顯然恣意擴張系爭協議書之約定內容，自無所

據。

　㈢從而，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等人提起分割系爭第420-44地

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訴，乃係以不正當方法阻

止條件成就乙節，實已逸脫系爭協議書之文義內容，系爭協

議書僅係反訴原告與黃石儀對於上開土地若係採「整筆出

售」之處分方式，其等應如何分配利潤為特別之約定，然無

論係自協議書之約定內容或文義解釋，皆無法以此判斷黃石

儀、反訴原告之真意，尚包含限制土地所有權人處分土地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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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之方式，難認反訴被告等人上開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

之舉，有何構成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之餘地，自無視為條

件成立或清償期已成立之效力，反訴原告以此主張反訴被告

等人應給付3,220,000元之利息總額，顯然於法不合，洵屬

無據。

四、綜上所述，反訴原告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4款、民法

第101條之規定，請求反訴被告應連帶給付3,220,000元及反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為無理由，並無所據，應予駁回。反訴原告之訴既經駁回，

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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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本訴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

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

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

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而分割共有物事件之分割方法，

應由法院裁量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

本件關於裁判分割共有物部分之訴訟費用負擔，爰依前開規

定，命兩造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其餘原告敗訴部分之

訴訟費用，則應由原告負擔，如主文第四項所示；反訴訴訟

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潘曉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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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佩伶

附圖一：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112年2月23日蘆地測法丈字第00

　　　　3300號複丈成果圖（本院卷一第1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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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112年2月23日蘆地測法丈字第00

　　　　3400號複丈成果圖（本院卷一第185頁）　　　　　　

附圖三：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112年2月23日蘆地測法丈字第00

　　　　3300號複丈成果圖（本院卷一第219頁）　　

附表一

附表二：系爭鑑價報告之鑑價結果（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

◎編號1「應負擔補償金額欄」之計算式：

　27,857,830元＋45,048,300元＝72,906,130元

　72,906,130元3＝24,302,043元　　　　　　　　　　　

　27,857,830元－24,302,043元＝3,555,787元

◎編號2「應負擔補償金額欄」之計算式：

　56,972,850元＋21,581,560元＝78,554,410元

　78,554,410元32＝52,369,607元

　56,972,850元－52,369,607元＝4,603,243元

附表三：本訴部分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編號 土地地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

 1 桃園市○○區○○段○○○段000000地號

（面積547平方公尺）

黃瑄雯 9分之1

黃柏蒼 9分之1

黃柏銘 9分之1

林雪華 3分之2

 2 桃園市○○區○○段○○○○段00000地號

（面積292平方公尺）

黃瑄雯 9000分之736

黃柏蒼 9000分之736

黃博銘 9000分之736

賴秋夙 3000分之1472

桃園市 1000分之264

編號 分割方案 土地標示 面積

（平方公尺）

評估單價

（新臺幣/平方公尺）

評估總價

（新臺幣）

應負擔補償金額

（新臺幣）

 1 附圖一 編號A 182 153,065 27,857,830元 3,555,787元

編號B 365 123,420 45,048,300元

 2 附圖二 編號A 365 156,090 56,972,850元 4,603,243元

編號B 182 118,580 21,581,560元

 3 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 547 156,090 85,381,230元

編號 共有人 本訴部分之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 ①訴訟費用其中百分之八十七分

擔百分之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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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其餘訴訟費用百分之十三由原

告負擔。

　2 被告林雪華 訴訟費用其中百分之八十七分擔

百分之六十二。

　3 被告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訴訟費用其中百分之八十七分擔

百分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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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511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黃柏蒼  


            黃柏銘  


            黃瑄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毛仁全律師
            張百欣律師
共      同
複  代理人  張淑涵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林雪華  
訴訟代理人  毛國樑律師
            蔡佩嬛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  劉軍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所共有坐落於桃園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面積五百四十七平方公尺），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面積一百八十二平方公尺）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依各三分之一應有部分比例繼續維持共有，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面積三百六十五平方公尺）分由被告林雪華單獨所有，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並應共同補償被告林雪華新臺幣（下同）參佰伍拾伍萬伍仟柒佰捌拾柒元。
二、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所共有坐落於桃園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面積二百九十二平方公尺），如附圖二編號A部分（面積七十二平方公尺）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依各三分之一應有部分比例繼續維持共有，如附圖二編號B部分（面積一百四十三平方公尺）分由被告林雪華單獨所有，如附圖二編號C部分（面積七十七平方公尺）分由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單獨所有。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五、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六、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七、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壹、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
一、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起訴時訴之聲明第一、二項分別為：「一、請求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共有坐落桃園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面積547平方公尺之土地（下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准予分割，其分割方法如起訴狀附圖一所示：編號A面積182.3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取得，並按每人1/3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B面積364.6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雪華取得」、「二、請就兩造共有坐落桃園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面積292平方公尺之土地（下稱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准予分割，其分割方法如起訴狀附圖二所示：編號A面積71.64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取得，並按每人1/3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B面積143.2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雪華取得；編號C面積77.09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所有權人：桃園市；管理者：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取得」（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5-6頁）。
二、嗣原告等人於民國113年8月1日提出民事綜合辯論意旨狀，變更訴之聲明第一、二項為「一、請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共有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准予分割，其分割方法如附圖一複丈成果圖（即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112年2月23日蘆地測法丈字第003300號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面積18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三人取得，並按每人1/3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B面積365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雪華取得」、「二、請就兩造共有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准予分割，其分割方法如附圖二複丈成果圖（即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112年2月23日蘆地測法丈字第003400號複丈成果圖）：編號A面積7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取得，並按每人1/3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B面積143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雪華取得；編號C面積7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所有權人：桃園市；管理者：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取得」（本院卷二第107-109頁）。
三、經核，原告等人上開聲明之變更，要僅為確認分割方案之範圍、面積，屬補充、確認事實上之陳述，核與上開規定並無不合，依法有據，合先敘明。　　
貳、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有牽連關係者，乃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被告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有牽連關係而言。舉凡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雙方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兩者間有牽連關係（最高法院70年度台抗字第522號民事裁定、91年度台上字第262號判決、101年度台抗字第335號民事裁定參照）。查：原告三人基於民法不當得利或無因管理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林雪華應給付原告黃柏蒼新臺幣（下同）416,702元、原告黃柏銘416,702元、原告黃瑄雯416,703元，並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6頁），被告林雪華提起反訴，主張依被告林雪華與訴外人黃石儀於103年5月8日簽立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及民法第101條之規定，向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請求連帶給付3,220,000元，及自反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一第43頁），本訴第三項與反訴間之原因事實具有共通性、牽連性（即系爭協議書所約定之法律關係），相關訴訟及證據資料均可相互援用，如合併審理確可節省勞費，並防止裁判牴觸。揆之前揭說明，應認被告林雪華提起反訴，確屬合法。
參、被告林雪華於112年1月18日提出之民事答辯暨反訴狀，雖抗辯被告林雪華已非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所有權，被告林雪華就該部分土地欠缺當事人適格等語（本院卷一第45頁），然依土地謄本、異動索引所示（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63-64頁），被告林雪華係於111年8月16日將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出售予訴外人賴秋夙，惟本件訴訟於111年8月8日即已繫屬於本院，有本院收狀戳章可佐（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5頁），而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當事人於訴訟繫屬中，移轉其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時，為求訴訟程序安定、保有原訴訟遂行成果、避免增加負擔等理由，本於當事人恆定主義之原則，該移轉人仍為適格之當事人，可繼續以本人名義實施訴訟行為，賴秋夙既未聲明承當訴訟，則被告林雪華就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法律關係，自應繼續以其本人名義實施訴訟行為，且被告林雪華於本院辯論期日，就訴訟實施權部分，亦表示沒有意見等語（本院卷二第36頁），故以被告林雪華作為當事人，應無違誤，併予敘明。
肆、被告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下稱養護工程處）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部分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共有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之共有比例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而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屬「變更大園（菓林地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內，使用分區為「第一種住宅區」；另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養護工程處共有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之共有比例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則屬「大園鄉（菓林地區）都市計畫案」內，使用分區為「道路用地」。
　㈡就分割方案部分：
　⒈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部分：
　⑴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面積為547平方公尺，屬於都市計畫內之住宅區土地，並無任何不能以原物分割之情形，且共有人本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解消共有關係，使原來因共有人意見分歧、無法利用土地之狀況，於分割後，得以各自取得土地並各自利用，以實際達成土地利用之功效，若徒然僅以未分割土地之帳面價值評斷，未考慮實際上無法使用之現況，顯然對於土地利用之價值提升無益，而觀諸系爭協議書之內容，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未約定禁止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特約，亦未約定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應整筆土地出售，不得各自出售之情形。
　⑵另依據誠立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提出之土地價值評估報告（下稱系爭鑑價報告）所示，就附圖一編號A土地之評估單價為每平方公尺153,065元、編號B土地之評估單價為每平方公尺123,420元，應就價差部分進行相互找補：就附圖一編號A、B土地所示之評估總價加計後，總金額為72,906,130元，而原告等人之應有部分合計為三分之一、被告林雪華之應有部分合計為三分之二，依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上開評估總金額，原告等人合計應受分配之金額為24,302,043元、被告林雪華應受分配之金額為48,604,087元，若依原告等人主張之分割方案，即原告等人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分得附圖一編號A所示部分面積，則原告等人取得該部分之評估總價為27,857,830元，與其依據應有部分應受分配之價值（24,302,043元）相較，原告等人增加3,555,787元，因原告三人就附圖一編號A土地乃依照每人三分之一比例保持共有，故原告等人應各自以現金補償被告1,185,26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⒉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部分：
　　就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部分，依被告林雪華、黃石儀所約定之系爭協議書內容，並未為禁止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分割之特約，亦未約定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應整筆土地出售，不得各自出售之情形，而該土地雖編為計劃道路之土地，然在徵收之前，所有權人自仍得就共有物為使用、收益，故即便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現供作巷道通行使用，仍非不能分割，僅係在政府通知開闢前，所有權人使用、收益之權能受法律節制，惟此與不能分割之情形有別，故原告等人主張，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應以附圖二作為兩造間分割該土地之方案，即附圖二編號編號A面積7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取得，並按每人1/3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B面積143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雪華取得；編號C面積7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養護工程處取得。
　㈢另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前對被告林雪華提起清算合資財產等訴訟，經本院以108年度訴字第1858號判決，認被告林雪華應將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權利範圍三分之一移轉登記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被告林雪華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0年度重上字第240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下稱系爭前案確定判決），故原告等人持系爭前案確定判決，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經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蘆竹分局）核算，應繳納土地增值稅1,250,107元，該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林雪華，然因被告林雪華卻不願配合辦理，始由原告等人代為繳納，此本係被告林雪華應盡之公法上義務，原告等人於未受被告林雪華委任之情形下，代被告林雪華盡公法上之義務，應屬適法之無因管理，屬有益之必要費用，且被告林雪華亦係無法律上原因，受有由原告等人繳納土地增值稅之利益，構成不當得利，故原告等人就代繳上開土地增值稅部分，依據原告等人各自應有部分之三分之一內部分擔，向被告林雪華請求償還。
　㈣為此，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第179條、第176條之規定，提起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請求分割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共有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分割方法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面積18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三人取得，並按每人1/3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B面積365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雪華取得；⒉請求分割兩造共有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分割方法如附圖二所示：編號A面積7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取得，並按每人1/3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B面積143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雪華取得；編號C面積7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養護工程處（所有權人：桃園市；管理者：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取得；⒊被告林雪華應給付原告黃柏蒼416,702元、給付原告黃柏銘416,702元、給付原告黃瑄雯416,703元，並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⒋前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對被告林雪華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林雪華部分：
　⒈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為被告林雪華於95年間，出資向訴外人蔡正雄等購買並登記為被告林雪華單獨所有，嗣於98年間，黃石儀（即原告等人之父親）偶然獲悉被告林雪華購買上開土地投資轉售乙事，故與被告林雪華商量投資，二人並於98年5月6日簽署協議，因黃石儀未現實提出資金投資，故約定由黃石儀自98年8月起，按月給付20,000元利息予被告林雪華，待系爭土地轉售時，價款扣除上開土地原價金18,000,000元後之利潤餘額，依被告林雪華三分之二、黃石儀三分之一比例予以分配。
　⒉嗣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復於103年5月8日再簽立系爭協議書，其內容除重申二人於98年間所達成之協議，並再約定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出售後之價款分配事宜，於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約定：「4.損益分配：合購土地出售之價款，於甲方(即被告林雪華)得先扣除：⑴出資額1800萬。(2)因購買及出售合購土地支出之一切費用。合購土地出售之價款於甲方扣除前開2項金額後，如仍有賸餘，該餘款由甲方取得3分之2、乙方(即黃石儀)取得3分之1。但經103年5月8日協商乙方(即黃石儀)應再給付甲方(即被告)其依第3條約已給付之利息總額。」是以，被告林雪華及黃石儀對於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處理，自始均為投資轉售，待出售土地後，按比例分配獲益，至於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登記為被告林雪華一人所有，係為了便於出售，雙方並無使用收益或終局持有上開土地所有權之意。於107年6月9日黃石儀逝世後，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尚未出售，原告等人遂向被告起訴請求清算財產，主張上開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有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於終止契約後，應將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系爭前案確定判決認定被告林雪華應將上開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原告等人嗣後始以判決移轉為原因，登記取得上開土地所有權之應有部分。
　⒊分割方案部分：
　⑴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部分，因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本無成立土地共有關係之意，更無將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細分，致整筆土地不能依系爭協議書予以出售之意，倘若逕以原物分割，將影響土地經濟之價值，故應採變價分割之方式，始符合系爭協議書簽立之目的；縱使不採變價分割之方式，然因被告林雪華應有部分之比例大於原告等人，為利於分割後之土地利用，應依照附圖三所示編號A部分歸由被告林雪華所有，編號B部分，則由原告等人分得。
　⑵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部分，該土地為道路用地，依照該地號土地之使用目的，自不得予以分割。
　⒋另就原告主張被告林雪華應給付土地增值稅部分，因系爭前案確定判決認定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為原告等人借名登記予被告林雪華名下，既經原告等人終止借名登記關係，故被告林雪華應轉上開土地所有權之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被告林雪華既僅出借名義供原告等人登記，該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仍由原告等人享有所有權之權利，自應由原告等人負擔相關稅賦，且因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為所有權之移轉登記，原因關係係基於借名登記終止後，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之規定，被告林雪華既未收取任何價金，屬無償行為，依土地稅法第5條之規定，本應由無償取得所有權之人即原告等人負擔該土地增值稅等語，以資抗辯。
　⒌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養護工程處雖未於本院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到庭表示意見，惟提出書狀稱：
　　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現況為都市計畫內道路用地，現況為公眾通行使用之道路（桃園市大園區拔子林三路30巷9弄），為避免分割後產生裡地阻礙、無法通行之情事，分割後之土地建議仍以原有比例維持共有，以維道路用地之屬性及維護公眾通行權益等語。
三、經查：
　　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分別為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及被告林雪華，其等之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而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原分別為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及被告林雪華、養護工程處，嗣被告林雪華於111年8月16日將其應有部分，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移轉所有權予賴秋夙，故該土地目前之所有權人為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被告養護工程處及賴秋夙，其等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有土地謄本、地籍異動索引在卷可佐（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60-64頁、本院卷二第89-95頁），而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於111年3月11日繳納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土地增值稅款，總計1,250,107元乙節，業據原告等人提出土地增值稅繳款書（蘆竹分局）相佐（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46頁），就上開客觀事實，均堪予認定。而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主張應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並提出如附圖一、附圖二所示之分割方案，且主張被告林雪華依民法不當得利或無因管理之規定，應返還土地增值稅之稅金予原告三人等節，則為被告林雪華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為此，兩造間之爭點厥為：㈠原告等人請求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有無理由？分割之方案為何？㈡原告等人請求分割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有無理由？分割之方案為何？㈢原告等人依民法無因管理、不當得利之規定， 請求被告林雪華給付原告黃柏蒼416,702元、給付原告黃柏銘416,702元、給付原告黃瑄雯416,703元暨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等人請求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有無理由？
　⒈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分割之分配，民法第823條第1項及第824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經查：
　⑴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為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及被告林雪華所共有，其等之應有部分各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該土地之使用分區為大園（菓林地區）都市計畫（91年12月19日）第一種住宅區，無土地法第31條最小面積單位之分割限制，亦非屬農業用地、未申請興建農舍，且未受法定空地分割限制發照之記載，有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1年11月29日桃都行字第1110041883號函、桃園市政府地政局111年11月30日桃地測字第1110070339號函、桃園市政府農業局111年12月2日桃農管字第1110045439號函、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111年12月2日桃建照字第1110099440號函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23、27、29、37-39頁）。
　⑵被告林雪華雖辯稱依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簽立系爭協議書之真意，其等並無成立土地共有關係之意，更無將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細分，致整筆土地不能依系爭協議書予以出售之意等語，然：
　①系爭協議書第二條㈡部分約定「鑑於前開約定內容文義尚有不明確之處，為免日後紛爭，雙方合議變更其內容如下：⒈合購土地之價金1800萬元，由甲方（被告林雪華）負擔1200萬元、乙方（黃石儀）負擔600萬元；⒉乙方依前項約定應負擔之地價金600萬元，由甲方先行墊付；⒊就甲方依第二項約定墊付之600萬元，乙方應自95年8月起按月給付依週年利率4％計算之利息（即每月2萬元）予甲方；⒋損益分配：合購土地出售之價款，於甲方得先扣除：⑴出資額1800萬元；⑵因購買及出售合購土地支出之一切費用。合購土地出售之價款於甲方扣除前開2項金額後，如仍有賸餘，該餘款由甲方取得3分之2、乙方取得3分之1。但經103年5月8日協商乙方應再給付甲方其依第3條約已給付之利息總額」，有上開協議書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71-77頁）。
　②原告等人之父親即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雖簽立系爭協議書，然綜觀協議書該部分之內容，實僅約定其等合購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出資比例，以及日後若出售該地號土地，應如何分配出售款項，其等「並未」約定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不得」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換言之，縱算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原先合資購入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目的，確實係在意該地號土地之轉售價值，然在被告林雪華、黃石儀未特別約定之情形下，亦無從排除其等除整筆出售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外，對於其等應有部分比例，有其餘自由處分之空間，上開內容既僅特別針對倘若出售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時，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間應如何分配價金之比例，而各共有人本有權利，自由處分其所有權之應有部分，觀諸系爭協議書之文義內容，又無從認定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簽立該協議書內容，有刻意排除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共有人除出售該土地外，其餘處分應有部分之可能，被告林雪華上開辯解內容，無異毫無理由任意限縮土地共有人自由處分應有部分之權利，實屬無據。
　⑶是以，原告等人與被告林雪華既未達成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協議，其等又未定有不分割之協議，依照系爭協議書之內容，亦無從認定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有達成不分割該土地之約定，依照該地號土地之使用目的，又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則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請求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方案，以「原物分割」為宜：
　⒈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1款前段、第4項規定甚明。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項至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而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法院裁判分割共有土地時，除因該土地內部分土地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如為道路）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其共有關係，或部分當事人因繼承關係須就分得之土地保持公同共有者，應就該部分土地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外，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534號、91年度台上字第407號判決參照）；另按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時，除應顧及均衡之原則外，並須就各共有人應行分得之範圍，例如面積多寡、交通、位置及占有形勢等，予以確定（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1982號判例意旨參照）；且按裁判上如何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定之外，並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法院為顧及全體共有人所得利用之價值等情形，本有自由裁量之權，惟儘量依各共有人使用現狀定分割方法，以維持現狀，減少共有人所受損害，當不失為裁判分割斟酌之一種原則（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990號裁判亦同此見解）。是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但仍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共有物之性質、價格、分割前之使用狀態、經濟效用、分得部分之利用價值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有關情狀，定一適當公平之方法以為分割，此外，共有人分得之土地是否與外界有適宜之聯絡，是否會造成袋地情形，及社會利益等均在考慮之列（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08號、90年度台上字第1607號、89年度台上字第72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又按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配其價金，法院固有自由裁量之權，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價格、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公平裁量，以謀分割方法之公平適當。必於原物分配有困難者，始予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且就原物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亦得以金錢補償之。尤其共有人就共有物在感情上或生活上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倘法院全然不顧遽命變價分割，則其所定之分割方法，是否適當，有無符合公平原則，即值推求（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58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53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經查：
　⑴本院於112年4月7日會同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人員勘驗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該土地面向菓林路，對向為重劃區，四周有民宅、商店，路旁亦有公車站牌，有本院勘驗筆錄可佐（本院卷一第177頁），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以原物分割既無困難，且該地號土地之共有關係並非複雜（共有人僅有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及被告林雪華），另依該土地之地籍圖謄本所示（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4頁7），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形狀相對方正，並無崎嶇、畸零難以分割之情形，斟酌上情，原告等人主張原物分割之方案，確為適當。
　⑵被告林雪華雖主張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可認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乃協議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應整筆出售，故不得為原物分割，應變價分割等語，然誠如前述，觀諸系爭協議書之文義內容，至多僅能認被告林雪華、黃石儀就出售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後之價金分配，確有為特別之約定，除此之外，無從認定被告林雪華、黃石儀對於分割之方式，有為其餘之限制，且紬繹上開協議書之內容，被告林雪華、黃石儀又未明文約定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除整筆出售外，不得為其他處分等限制，被告林雪華上開主張，無疑任意增加土地共有人分割土地之限制，自無所據。
　⑶再者，被告林雪華另主張若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採取原物分割之方式，將導致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價值下降乙節，然土地之利用，固可能因細分而使分割後之總價值低於原未分割前之原價值，然各共有人既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各共有人得自行考量如何利用其分割後受分配之土地，經分割後而消滅原共有關係，使各共有人成為分割後各筆土地之單獨所有人，或經部分共有人合意繼續保持部分共有之分割結果，更有助於各共有人之獨立、個別利用計畫，否則，徒然具有估價上之較高價值卻無法使全體共有人取得協議而加以利用，而各共有人亦無法按照自己之個別之利用計畫加以利用，顯然對於土地之利用價值提升無益，亦有違共有人得請求分割共有物之立法目的。原告等人迭主張就其等應有部分，有意願維持共有（本院卷二第113-115頁），且原告等人有自己使用該土地之規劃（本院卷一第230頁），殆難僅因分割後之總價值有減損之虞，即遽然否定原物分割之可行性，應以變價方式而為分割，是以，原告等人對於其等應有部分既有土地利用之規劃，又願意維持共有提升其等土地之利用，自難單以分割後之總價值有下降之可能，逕否定原物分割之方式，被告林雪華此部分之主張，亦不可採。
　⑷末以，被告林雪華尚抗辯若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採原物分割之方式，將影響容積率等語，惟此部分經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113年3月21日桃都開字第1130008332號函函覆本院，內容略以：「查旨揭地號土地（即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屬『大園（菓林地區）都市計畫』第一種住宅區，面積547平方公尺，法定容積率為140％，前經桃園市政府106年1月3日府都行字第1050319025號函准予容積移轉229.74平方公尺（30％）在案，依上開函示，該宗土地分割後，得依原依核准移入容積比例申請建築」（本院卷一第309-310頁），依上開函覆內容，主管機關既表示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分割後，得依原先核准移入容積比例申請興建建築物，當無被告林雪華所抗辯將影響建物容積率乙節，被告林雪華此部分之辯解，實屬無據。
　⒋再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按共有物之原物分割，依民法第825條規定觀之，係各共有人就存在於共有物全部之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使各共有人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故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2676號判例意旨參照）。故共有物之分割，如依原物之數量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價值不相當，而須以金錢補償者，應依原物之總價值，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算出其價值，再與各共有人實際分得部分之價值相較，由分得較高之共有人，就其超出應有部分價值之差額部分，對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24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⑴原告黃柏蒼、黃柏銘、林雪華及被告林雪華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原物分割方案，分別提出附圖一、附圖三所示之分割方法，上開分割方案之差異即在於分得之位置，有無臨菓林路，而觀諸原告等人提出之現場照片所示（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70-71頁），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上目前多為雜草，並未有任何開發或其他利用，另上開分割方案經原告等人聲請，由誠立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評估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價值，有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價值評估報告書1份可佐，依系爭鑑價報告結果（如附表二所示，詳如下述），無論係附圖一或附圖三所示之方案，分得編號A所示土地之共有人，其所分得之價值，皆高於按其應有部分比例計算之價值，依上開規定，舉凡分得編號A所示土地之共有人，均應就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而觀諸原告等人提出之準備狀，原告等人確有意願就附圖一之分割方案，對分得價值較低之被告林雪華為補償（本院卷二第125-127頁），然依林雪華所提出之答辯狀（本院卷二第7頁），被告林雪華則僅稱其主張之附圖三分割方案有較高之經濟價值，惟被告林雪華自始均未表示有無意願補償原告等人上開短少之金額，且被告林雪華約須補償原告等人總計4,603,249元（計算式詳如附表二），該金額並非少數，被告林雪華自始既未表示願補償被告等人上開金額，為避免被告林雪華因補償金額過高未履行補償義務，致得受補償之原告等人依民法第824條之1第4項規定對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行使法定抵押權，繼而拍賣分割後之標的以取償，徒增法律關係之複雜及糾紛，本院認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應採附圖一所示將編號A部分分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共有（因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為手足關係，且有意願維持共有，以此統合規劃土地之利用，對於土地之使用並未形成過度複雜之法律關係，故原告等人仍繼續就此部分土地以各三分之一應有部分比例維持維持共有），編號B部分則分由被告林雪華所有，對兩造而言應屬最為有利，堪認允適，應為可採。
　⑵所謂金錢補償，係指依原物市場交易之價格予以補償而言，法院並應本於職權綜合各共有人之利益、審酌一切情狀以為定奪。且審酌共有物分割之金錢補償，係以各共有人按應有部分比例算出之價額是否相當公允而定其找補金額，各共有人之經濟能力自非審酌之範疇（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107年度上字第859號判決參照）。查：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經誠立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價，估價師對該土地進行產權、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個別因素、不動產市場現況、該土地最有效使用情況及專業意見分析後，就附圖一所示之分割分案評估單價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有系爭鑑價報告在卷可參，而上開鑑定單位乃原告等人、被告林雪華所合意選定（本院卷一第275-281頁），系爭鑑價報告亦已敘明相關鑑價之規定及方法予以鑑定，鑑價過程尚屬客觀詳實、專業公允，其鑑定亦無何違反技術法規或與經驗法則相違背之情事，是本院認系爭鑑價報告所認之估價金額，應堪採信，得為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找補金額之基準，故依系爭鑑價報告之鑑定價格，原告等人應依附表二「補償金額」欄所示金額補償被告林雪華總計3,555,787元。
　⒌綜上，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分割方案應採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所主張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以各三分之一應有部分比例維持維持共有，編號B部分，則分由被告林雪華所有，再依系爭鑑價報告之鑑定價格所示，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依附圖一所示分割方案分得編號A部分，超出其等依照應有部分比例算出之價值，而因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係共有附圖一編號A部分土地，故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應共同補償被告林雪華此部分土地之價值即3,555,787元，原告等人主張各以現金補償被告1,185,262元，尚有誤會。
　㈢原告等人請求分割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有無理由？　　
　⒈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於原告等人起訴時，為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及被告林雪華、養護工程處所有，嗣被告林雪華將其應有部分移轉予賴秋夙，故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現應有部分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而該部分土地之使用分區為道路用地，無土地法第31條最小面積單位之分割限制，亦非屬農業用地、未申請興建農舍，且未受法定空地分割限制發照之記載，有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1年11月29日桃都行字第1110041883號函、桃園市政府地政局111年11月30日桃地測字第1110070339號函、桃園市政府農業局111年12月2日桃農管字第1110045439號函、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111年12月2日桃建照字第1110099440號函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23、29、37-39頁）。
　⒉被告林雪華雖一再辯稱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為道路用地，不得予以分割等語，然按民法第823條第1項但書所謂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係指該共有物現在依其使用目的不能分割者而言，倘現在尚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則將來縱有可能依其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亦無礙於共有人之分割請求權；又依都市計畫法第42條、第50條、第51條之規定，道路預定地屬於公共設施用地。於一定期限內以徵收等方式取得之，逾期即視為撤銷，且於未取得前，所有權人仍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指定目的較輕之使用，並得申請為臨時建築使用。故經都市計畫法編為道路預定地而尚未闢為道路之共有土地，其共有人非不能訴請分割（最高法院75年度5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26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編為計劃道路之土地，在徵收之前，所有權人仍得為使用、收益(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704號判決意旨足參)，是以，縱使依桃園市政府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所示（本院卷一第34頁），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確為大園（菓林地區）都市計畫（70年8月17日）之道路用地（屬公共設施用地，土地取得方式為徵收。需地機關為桃園市政府工務局），然揆諸前開說明，因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於未經徵收前，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及被告養護工程處、賴秋夙皆仍為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共有人，自得本於所有權使用、收益該土地，並訴請分割，即便該土地若有符合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亦僅係土地所有權人有容忍他人通行使用之義務，所有權權能中關於使用收益之權能受到壓縮，然於所有權之其他權能則不受影響，無限制共有人訴請分割共有物、脫離共有關係之理，故被告林雪華以此辯稱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不能分割，自屬無據。
　⒊是以，兩造既未達成分割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協議，其等又未定有不分割之協議，依照該地號土地之使用目的，又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則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請求分割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㈣分割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方案：
　⒈依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地籍圖謄本所示（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48頁），該土地之形狀較為狹長，另佐以該地號土地之現場照片，該地號土地目前現況為通行之道路、巷弄使用（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72-73頁），且經本院至上開地號土地勘驗現場狀況（本院卷一第177-178頁），該土地位於路口進入後之巷弄，四周皆係公寓及住宅大樓，路口處則設有一個停車場等情，首堪認定。
　⒉揆諸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現況，形狀較為狹長、平整，而參以原告等人所提出之附圖二分割方案，即以該地號土地之地籍線平行劃分為編號A、B、C，編號A分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維持共有、編號B分由被告林雪華所有、編號C則分由養護工程處所有，該分割方案分割後之土地多仍完整，且因該地號土地之共有人尚屬單純，以該方案分割土地後，土地亦未過於零碎或過度細分，審酌該地號土地之位置坐落於巷弄內，現供通行之道路使用，該分割方案相異編號位置之經濟價值，縱有交易價值之差異，惟幅度難謂甚大，暨該地號土地未來可使用之目的有限、土地價格可能之波動、當事人可獲得利益及公平性等節，本院認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所提出之分割方案尚屬適當，即如附圖二所示，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分得編號A部分、被告林雪華分得B部分，而被告養護工程處則分得C部分，又因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就附圖二編號A部分表示願意維持共有，考量其等為手足關係，可一併規劃使用該部分土地，對於土地利用並未過度複雜化，故就附圖二編號A部分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各以三分之一應有部分比例維持維持共有，自得允許，併予敘明。
　㈤原告等人依民法無因管理、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林雪華給付原告黃柏蒼416,702元、給付原告黃柏銘416,702元、給付原告黃瑄雯416,703元暨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⒈按借名登記契約之成立，側重於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具有不屬於法律上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給付契約性質，應與委任契約同視（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28條、第541條第2項、第54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委任契約不論有無報酬，或有無正當理由，均得隨時終止（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23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前向被告林雪華提起清算合資財產等事件，前經本院以108年度訴字第1858號判決認定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以及桃園市○○區○○段○○○○段○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存在以黃石儀給付本金6,000,000元及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3款約定給付利息，為借名登記關係終止條件之借名登記契約，故黃石儀之繼承人即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依繼承關係及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之規定，可請求被告林雪華將上開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嗣被告林雪華不服該判決，上訴二審，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0年度重上字第240號判決同認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就上開合購之土地，雖全數登記於被告林雪華名義下，然其等就上開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確有成立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該借名登記關係既已告終止，則原告等人向被告林雪華請求將上開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當屬有據，有上開判決在卷可佐（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23-44頁），依前開確定判決（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45頁）認定之內容，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間，確有成立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則黃石儀之繼承人即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自得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林雪華將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予原告等人，是以，被告林雪華應移轉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予原告等人之原因關係，乃係基於終止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間所成立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乙節，應堪認定。
　⒊又按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如左：⑴土地為有償移轉者，為原所有權人，⑵土地為無償移轉者，為取得所有權之人，⑶土地設定典權者，為出典人，前項所稱有償移轉，指買賣、交換、政府照價收買或徵收等方式之移轉；所稱無償移轉，指遺贈及贈與等方式之移轉，土地稅法第5條定有明文。然上開規定僅屬例示，其究為有償移轉抑或無償移轉，應視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取得土地是否付出對價為其判斷標準，並不以當事人間之契約類型為買賣、交換等典型有償契約為限，若當事人訂立之契約係屬民法債編中所無之非典型契約，如當事人之一方取得土地已支付相當之對價，即屬土地稅法第5條第1項所稱之有償取得土地，其土地增值稅即應由原所有權人負擔，此觀該條第1項亦稱應由「原所有權人」而未稱應由「出賣人」為其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之文義自明；至該條所稱之無償移轉，則係指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取得土地並未支付相當之對價，而係以與贈與、遺贈等相類之方式取得土地者，諸如因土地分割而取得土地所有權者而言（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73號解釋意旨參照）。又若係當事人間有信託關係之存在，於信託關係消滅時，返還移轉信託物於信託人，應亦屬上開土地法第5條第1項第2款所謂之無償移轉（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241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主張其等以系爭前案確定判決，辦理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告等人繳納土地增值稅共1,250,107元，然該繳納義務人應為被告林雪華，爰依民法無因管理或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向被告林雪華請求返還上開稅額，然為被告林雪華以前詞否認，故首應釐清原告等人取得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所有權究竟係基於「有償移轉」抑或「無償移轉」。
　⑴誠如前述，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間存有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原告等人乃係基於終止借名登記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林雪華將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借名登記契約乃基於彼此間之信任關係及出名人應負移轉登記相關之勞務給付關係，實非互有對價之有償行為，借名登記契約終止或消滅後，原告等人本得基於借名登記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林雪華移轉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並未因此產生有償行為之關係，揆諸前開說明，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所有權應有部分移轉，既係基於終止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並未收取對價，該應有部分移轉應屬無償行為，揆諸上開說明，移轉登記時應負擔土地增值稅之人為「取得所有權之人」，則依法當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共同負擔至明。
　⑵原告等人雖主張依據系爭前案確定判決之認定，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就上開土地間，存有以黃石儀給付6,000,000元，及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3款約定給付利息，為借名登記關係終止條件之借名登記契約，是以，原告等人請求被告林雪華返還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自屬於「有償移轉」土地等語（本院卷二第133頁），然誠如前述，原告等人乃係基於終止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向被告林雪華請求返還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而成立借名登記契約間之權利義務，本係基於當事人間之信任關係與出名人所負應轉登記之給付關係，借名人本即有法律上之權利要求出名人返還借名登記之標的物，此乃基於借名人本即係該標的物所有權人之緣故，是以，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本即有法律上權利要求被告林雪華應返還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並不會因原告等人未給付6,000,000元或利息，即喪失上開請求返還借名登記標的物之權利，既然無論原告等人究竟有無給付被告林雪華6,000,000元或利息，均可向被告林雪華請求返還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自應認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予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確屬無償行為，至於原告等人須給付被告林雪華6,000,000元及利息部分，前開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字第240號判決即認定「依系爭協議書約定之真意，雖合購土地之價金由上訴人（即被告林雪華）先代墊，然黃石儀應按月給付上訴人代墊款600萬元之4％利息...」（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37頁），亦即前開6,000,000元或利息，乃係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合資購買土地時，由被告林雪華先行代黃石儀墊付購買土地之價金，顯然黃石儀須給付6,000,000元暨利息與被告林雪華，與其等間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乃係基於迥然有異之法律關係，原告等人卻以此主張其等取得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係出於有償移轉，顯然混淆上開相異之法律原因事實，自不足採。
　⑶至於原告等人所提出上開土地增值稅繳款書，雖核定被告林雪華為納稅義務人，然完納稅捐屬公法上之義務，自應依法令為之，土地稅法第5條既已為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之認定，則稅務機關如依申請人申報形式填載納稅義務人，法院仍得為實質認定以確定納稅義務人之所屬，方符規定，尚不得僅憑稅務局人員在土地增值稅繳款書上記載納稅義務人為被告林雪華，即認被告林雪華應為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併予敘明。
　⒋是以，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雖主張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為被告林雪華，其等既代被告林雪華繳納總計1,250,107元之土地增值稅，自可依民法無因管理或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向被告林雪華請求返還上開款項等節，然因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本為繳納上開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自應繳納土地增值稅，故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此部分之請求，要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就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部分，本院審酌兩造之聲明、應有部分比例、共有物之客觀事項、上開土地之整體使用、經濟效益之情形，爰判決分割系爭土地如主文第一項、第二項所示，至於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另主張依民法無因管理、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林雪華返還土地增值稅予原告等人，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就此部分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
　㈠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4款約定「⒋損益分配：合購土地出售之價款，於甲方得先扣除：⑴出資額1800萬元；⑵因購買及出售合購土地支出之一切費用。合購土地出售之價款於甲方扣除前開2項金額後，如仍有賸餘，該餘款由甲方取得3分之2、乙方取得3分之1。但經103年5月8日協商乙方應再給付甲方其依第3條約已給付之利息總額」，依該約定內容，土地於出售辦理結算，應由黃石儀再給付其依系爭協議書第3條之約定，已給付之利息總額予反訴原告。
　㈡另依系爭前案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4款之前後文義整體脈絡，倘反訴原告欲依該條約定請求利息，須於土地出售後結算時，反訴原告始有請求加計利息之權利，故反訴被告依據系爭協議書之約定，有就土地出售該條件成就時，給付加計利息予反訴原告之義務，然反訴被告依照系爭前案確定判決，移轉登記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後，卻以違背系爭協議書目的之不正方法，起訴請求分割土地，欲取得該土地之單獨所有，無非係以「分割」之方式處分土地，阻止兩造共有之整筆土地出售，應認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4款請求利息之「系爭土地出售時」之條件業已成就，反訴被告應依該協議內容，給付利息總額予反訴原告。
　㈢而系爭協議書第3條約定已給付之利息總額分別為黃石儀自95年8月起至107年7月間給付之利息，總計2,880,000元、反訴原告等人自107年8月起至108年12月間之利息，總計340,000元，反訴原告總計已給付之利息總額為3,220,000元。
　㈣為此，爰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4款、民法第101條之規定，提起訴訟。並聲明：⒈反訴被告應連帶給付反訴原告3,220,000元及反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反訴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則以：
　㈠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4款所約定之損益分配條款，並未禁止兩造為土地分割之特約，亦未約定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應整筆出售，禁止各自出售之情形，待土地分割後，兩造各自取得分割之土地後，若未來時機成熟、不動產市價看漲，其等仍可出售土地，再依據「損益分配」條款進行找補，自無「不正當方法」可言。遑論反訴原告已自行出售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予賴秋夙，更可見兩造並未約定土地須整筆出售。
　㈡另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4款之整體脈絡，該約定適用於「出售後」，且須扣除「出資額1800萬元」、「因購買及出售合購土地支出之一切費用」，尚有賸餘，兩造再就該「賸餘金額」進行損益分配，而反訴被告就「賸餘金額」可分配三分之一，但反訴被告應再給付反訴原告其依第3條約定已給付之利息總額，故反訴原告可請求反訴被告給付依第3條約定已給付之利息總額之「前提」，為「土地出售後扣除出資與費用」尚有「賸餘金額」，且反訴被告依據三分之一比例獲分配之賸餘金額，尚且大於依第3條約定已給付之利息總額，然土地既然「尚未出售」，豈會有所謂出售金額扣除出資與費用，尚有賸餘金額，且反訴被告依據三分之一比例獲分配之賸餘金額，尚且大於依第3條約定已給付之利息總額此情形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反訴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反訴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條件，謂法律行為效力的發生或消滅，繫於將來成否客觀上不確定之事實（民法第99條）。當事人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者，應認該事實發生時或其發生已不能時，為清償期屆至之時（最高法院28年渝上字第1740號判決先例要旨參照）。又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已成就。當事人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以該事實之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者，倘債務人以不正當行為阻止該事實之發生，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應視為清償期已屆至（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205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且上開規定固為維護誠實信用原則，貫徹附條件法律行為之效力，於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當事人以不正當行為阻止條件成就時，特設該條件視為已成就之規定。惟對於條件成就施以影響之行為，究應如何定性其為不正當行為？舉凡故意妨害、違反法令或違背正義之行為均屬之外，當視法律行為時當事人之意思依誠實信用之原則客觀地評價，以決定該當事人所為是否可被允許？其評價之作成，並應考慮該當事人對系爭條件之成就或清償期屆至施以影響之動機、目的，再參酌具體個案情況予以認定之(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06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反訴原告雖迭主張反訴被告起訴請求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係以分割為方式處分上開土地，阻止兩造共有之上開土地「整筆」出售等語，然誠如前述，綜觀系爭協議書之內容，黃石儀與反訴原告就合購土地價金之出資、代墊出資利息之給付、利潤分配與出售後利息之補償等細節約定甚詳，然除此之外，黃石儀或反訴原告皆未對於其等取得上開土地所有權為任何之限制，換言之，其等僅係約定若土地出售後，資金究竟應如何分配，以杜絕日後之爭議，惟上開協議書別無限制反訴原告或黃石儀取得土地所有權後，不得分割該土地或單獨出售其應有部分之土地，倘若反訴原告或黃石儀確達成協議限制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僅可「整筆」土地出售，土地所有權人別無其餘處分之權利，反訴原告或黃石儀應會將上開顯然影響其等權利之事由，明文約定於系爭協議書內，然遍查該協議書之內容，難認雙方之真意係指黃石儀及反訴原告僅得「整筆」出售土地，且土地所有權人本有自由處分其所有物之權利，反訴原告上開主張，毋寧係極度限縮上開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系爭協議書既僅係黃石儀與反訴原告對於土地出售後，應如何分配利潤，為詳盡之約定，然除此之外，無從認定黃石儀與反訴原告之真意，尚包含有限縮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實難逸脫該協議書之文義，認定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受有除整筆土地出售外，別無其他處分土地所有權之權利，反訴原告上開主張，顯然恣意擴張系爭協議書之約定內容，自無所據。
　㈢從而，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等人提起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訴，乃係以不正當方法阻止條件成就乙節，實已逸脫系爭協議書之文義內容，系爭協議書僅係反訴原告與黃石儀對於上開土地若係採「整筆出售」之處分方式，其等應如何分配利潤為特別之約定，然無論係自協議書之約定內容或文義解釋，皆無法以此判斷黃石儀、反訴原告之真意，尚包含限制土地所有權人處分土地應有部分之方式，難認反訴被告等人上開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之舉，有何構成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之餘地，自無視為條件成立或清償期已成立之效力，反訴原告以此主張反訴被告等人應給付3,220,000元之利息總額，顯然於法不合，洵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反訴原告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4款、民法第101條之規定，請求反訴被告應連帶給付3,220,000元及反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並無所據，應予駁回。反訴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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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本訴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而分割共有物事件之分割方法，應由法院裁量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本件關於裁判分割共有物部分之訴訟費用負擔，爰依前開規定，命兩造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其餘原告敗訴部分之訴訟費用，則應由原告負擔，如主文第四項所示；反訴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潘曉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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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佩伶
附圖一：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112年2月23日蘆地測法丈字第00
　　　　3300號複丈成果圖（本院卷一第187頁）　
附圖二：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112年2月23日蘆地測法丈字第00
　　　　3400號複丈成果圖（本院卷一第185頁）　　　　　　附圖三：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112年2月23日蘆地測法丈字第00
　　　　3300號複丈成果圖（本院卷一第219頁）　　
附表一
		編號

		土地地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



		 1

		桃園市○○區○○段○○○段000000地號
（面積547平方公尺）

		黃瑄雯

		9分之1



		


		


		黃柏蒼

		9分之1



		


		


		黃柏銘

		9分之1



		


		


		林雪華

		3分之2



		 2

		桃園市○○區○○段○○○○段00000地號
（面積292平方公尺）

		黃瑄雯

		9000分之736



		


		


		黃柏蒼

		9000分之736



		


		


		黃博銘

		9000分之736



		


		


		賴秋夙

		3000分之1472



		


		


		桃園市

		1000分之264







附表二：系爭鑑價報告之鑑價結果（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
		編號

		分割方案

		土地標示

		面積
（平方公尺）

		評估單價
（新臺幣/平方公尺）

		評估總價
（新臺幣）

		應負擔補償金額
（新臺幣）



		 1

		附圖一

		編號A

		182

		153,065

		27,857,830元

		3,555,787元



		


		


		編號B

		365

		123,420

		45,048,300元

		




		 2

		附圖二

		編號A

		365

		156,090

		56,972,850元

		4,603,243元



		


		


		編號B

		182

		118,580

		21,581,560元

		




		 3

		


		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

		547

		156,090

		85,381,230元

		








◎編號1「應負擔補償金額欄」之計算式：
　27,857,830元＋45,048,300元＝72,906,130元
　72,906,130元3＝24,302,043元　　　　　　　　　　　
　27,857,830元－24,302,043元＝3,555,787元
◎編號2「應負擔補償金額欄」之計算式：
　56,972,850元＋21,581,560元＝78,554,410元
　78,554,410元32＝52,369,607元
　56,972,850元－52,369,607元＝4,603,243元
附表三：本訴部分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編號

		共有人

		本訴部分之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

		①訴訟費用其中百分之八十七分擔百分之三十一。
②其餘訴訟費用百分之十三由原告負擔。



		　2

		被告林雪華

		訴訟費用其中百分之八十七分擔百分之六十二。



		　3

		被告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訴訟費用其中百分之八十七分擔百分之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511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黃柏蒼  

            黃柏銘  

            黃瑄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毛仁全律師
            張百欣律師
共      同
複  代理人  張淑涵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林雪華  
訴訟代理人  毛國樑律師
            蔡佩嬛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  劉軍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3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所共有坐落於桃
    園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面積五百四十七
    平方公尺），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面積一百八十二平方公
    尺）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依各三分之一應有部分
    比例繼續維持共有，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面積三百六十五
    平方公尺）分由被告林雪華單獨所有，原告黃柏蒼、黃柏銘
    、黃瑄雯並應共同補償被告林雪華新臺幣（下同）參佰伍拾
    伍萬伍仟柒佰捌拾柒元。
二、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桃園市政府養
    護工程處所共有坐落於桃園市○○區○○段○○○○段○000000000地
    號土地（面積二百九十二平方公尺），如附圖二編號A部分
    （面積七十二平方公尺）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依
    各三分之一應有部分比例繼續維持共有，如附圖二編號B部
    分（面積一百四十三平方公尺）分由被告林雪華單獨所有，
    如附圖二編號C部分（面積七十七平方公尺）分由桃園市政
    府養護工程處單獨所有。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
    負擔。
五、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六、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七、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壹、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
    ：
一、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起訴時訴之聲明第一、二項分
    別為：「一、請求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
    華共有坐落桃園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面積547
    平方公尺之土地（下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准予分割
    ，其分割方法如起訴狀附圖一所示：編號A面積182.32平方
    公尺土地，分歸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取得，並按每
    人1/3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B面積364.67平方公尺土地，分
    歸被告林雪華取得」、「二、請就兩造共有坐落桃園市○○區
    ○○段○○○○段○000000000地號，面積292平方公尺之土地（下
    稱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准予分割，其分割方法如起訴
    狀附圖二所示：編號A面積71.64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黃
    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取得，並按每人1/3之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B面積143.2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雪華取得；
    編號C面積77.09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桃園市政府養護工
    程處（所有權人：桃園市；管理者：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取得」（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5-6頁）。
二、嗣原告等人於民國113年8月1日提出民事綜合辯論意旨狀，
    變更訴之聲明第一、二項為「一、請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
    、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共有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准予分
    割，其分割方法如附圖一複丈成果圖（即桃園市蘆竹地政事
    務所112年2月23日蘆地測法丈字第003300號複丈成果圖）所
    示：編號A面積18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黃柏蒼、黃柏銘
    、黃瑄雯三人取得，並按每人1/3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B面
    積365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雪華取得」、「二、請就
    兩造共有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准予分割，其分割方法如
    附圖二複丈成果圖（即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112年2月23日
    蘆地測法丈字第003400號複丈成果圖）：編號A面積72平方
    公尺土地，分歸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取得，並按每
    人1/3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B面積143平方公尺土地，分歸
    被告林雪華取得；編號C面積7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桃
    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所有權人：桃園市；管理者：桃園市
    政府養護工程處）取得」（本院卷二第107-109頁）。
三、經核，原告等人上開聲明之變更，要僅為確認分割方案之範
    圍、面積，屬補充、確認事實上之陳述，核與上開規定並無
    不合，依法有據，合先敘明。　　
貳、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
    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
    ，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分別定有
    明文。所謂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有牽連關
    係者，乃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兩者
    之間，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被告作為防禦方法所主
    張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有牽連關係而言。舉凡本訴標的之
    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之
    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雙方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
    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之
    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兩者間有牽
    連關係（最高法院70年度台抗字第522號民事裁定、91年度
    台上字第262號判決、101年度台抗字第335號民事裁定參照
    ）。查：原告三人基於民法不當得利或無因管理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林雪華應給付原告黃柏蒼新臺幣（下同）416,70
    2元、原告黃柏銘416,702元、原告黃瑄雯416,703元，並均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6頁），被告林雪華提
    起反訴，主張依被告林雪華與訴外人黃石儀於103年5月8日
    簽立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及民法第101條之規定，
    向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請求連帶給付3,220,000元
    ，及自反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本院卷一第43頁），本訴第三項與反訴間之原因事實
    具有共通性、牽連性（即系爭協議書所約定之法律關係），
    相關訴訟及證據資料均可相互援用，如合併審理確可節省勞
    費，並防止裁判牴觸。揆之前揭說明，應認被告林雪華提起
    反訴，確屬合法。
參、被告林雪華於112年1月18日提出之民事答辯暨反訴狀，雖抗
    辯被告林雪華已非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所有權，被告林
    雪華就該部分土地欠缺當事人適格等語（本院卷一第45頁）
    ，然依土地謄本、異動索引所示（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
    卷第63-64頁），被告林雪華係於111年8月16日將系爭第198
    -3地號土地出售予訴外人賴秋夙，惟本件訴訟於111年8月8
    日即已繫屬於本院，有本院收狀戳章可佐（111年度桃司調
    字第114號卷第5頁），而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
    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民事訴訟法第254條
    第1項定有明文。故當事人於訴訟繫屬中，移轉其訴訟標的
    法律關係時，為求訴訟程序安定、保有原訴訟遂行成果、避
    免增加負擔等理由，本於當事人恆定主義之原則，該移轉人
    仍為適格之當事人，可繼續以本人名義實施訴訟行為，賴秋
    夙既未聲明承當訴訟，則被告林雪華就系爭第198-3地號土
    地之法律關係，自應繼續以其本人名義實施訴訟行為，且被
    告林雪華於本院辯論期日，就訴訟實施權部分，亦表示沒有
    意見等語（本院卷二第36頁），故以被告林雪華作為當事人
    ，應無違誤，併予敘明。
肆、被告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下稱養護工程處）經合法通知
    ，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
    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部分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共有系爭第420-4
    4地號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之共有比例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
    ，而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屬「變更大園（菓林地區）都市
    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內，使用分區為「第一種住宅
    區」；另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養護
    工程處共有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之共有
    比例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則屬「大園
    鄉（菓林地區）都市計畫案」內，使用分區為「道路用地」
    。
　㈡就分割方案部分：
　⒈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部分：
　⑴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面積為547平方公尺，屬於都市計畫內
    之住宅區土地，並無任何不能以原物分割之情形，且共有人
    本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解消共有關係，使原來因共有人
    意見分歧、無法利用土地之狀況，於分割後，得以各自取得
    土地並各自利用，以實際達成土地利用之功效，若徒然僅以
    未分割土地之帳面價值評斷，未考慮實際上無法使用之現況
    ，顯然對於土地利用之價值提升無益，而觀諸系爭協議書之
    內容，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未約定禁止分割系爭第420-44地
    號土地之特約，亦未約定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應整筆土地
    出售，不得各自出售之情形。
　⑵另依據誠立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提出之土地價值評估報
    告（下稱系爭鑑價報告）所示，就附圖一編號A土地之評估
    單價為每平方公尺153,065元、編號B土地之評估單價為每平
    方公尺123,420元，應就價差部分進行相互找補：就附圖一
    編號A、B土地所示之評估總價加計後，總金額為72,906,130
    元，而原告等人之應有部分合計為三分之一、被告林雪華之
    應有部分合計為三分之二，依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上開評估總
    金額，原告等人合計應受分配之金額為24,302,043元、被告
    林雪華應受分配之金額為48,604,087元，若依原告等人主張
    之分割方案，即原告等人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分得附圖
    一編號A所示部分面積，則原告等人取得該部分之評估總價
    為27,857,830元，與其依據應有部分應受分配之價值（24,3
    02,043元）相較，原告等人增加3,555,787元，因原告三人
    就附圖一編號A土地乃依照每人三分之一比例保持共有，故
    原告等人應各自以現金補償被告1,185,262元（元以下，四
    捨五入）。
　⒉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部分：
　　就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部分，依被告林雪華、黃石儀所約
    定之系爭協議書內容，並未為禁止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分
    割之特約，亦未約定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應整筆土地出售
    ，不得各自出售之情形，而該土地雖編為計劃道路之土地，
    然在徵收之前，所有權人自仍得就共有物為使用、收益，故
    即便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現供作巷道通行使用，仍非不能
    分割，僅係在政府通知開闢前，所有權人使用、收益之權能
    受法律節制，惟此與不能分割之情形有別，故原告等人主張
    ，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應以附圖二作為兩造間分割該土地
    之方案，即附圖二編號編號A面積7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
    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取得，並按每人1/3之比例保持
    共有；編號B面積143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雪華取得；
    編號C面積7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養護工程處取得。
　㈢另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前對被告林雪華提起清算合
    資財產等訴訟，經本院以108年度訴字第1858號判決，認被
    告林雪華應將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權利範圍三分之一移
    轉登記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被告林雪華不服提起上訴，經
    臺灣高等法院以110年度重上字第240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
    下稱系爭前案確定判決），故原告等人持系爭前案確定判決
    ，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經桃
    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蘆竹分局）核算，應繳納土地增值稅
    1,250,107元，該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林雪華，
    然因被告林雪華卻不願配合辦理，始由原告等人代為繳納，
    此本係被告林雪華應盡之公法上義務，原告等人於未受被告
    林雪華委任之情形下，代被告林雪華盡公法上之義務，應屬
    適法之無因管理，屬有益之必要費用，且被告林雪華亦係無
    法律上原因，受有由原告等人繳納土地增值稅之利益，構成
    不當得利，故原告等人就代繳上開土地增值稅部分，依據原
    告等人各自應有部分之三分之一內部分擔，向被告林雪華請
    求償還。
　㈣為此，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第179條、第176條之規
    定，提起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請求分割原告黃柏蒼、黃柏
    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共有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分割
    方法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面積18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
    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三人取得，並按每人1/3之比例保
    持共有；編號B面積365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雪華取得
    ；⒉請求分割兩造共有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分割方法如附
    圖二所示：編號A面積7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黃柏蒼、
    黃柏銘、黃瑄雯取得，並按每人1/3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B
    面積143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雪華取得；編號C面積77
    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養護工程處（所有權人：桃園市；
    管理者：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取得；⒊被告林雪華應給
    付原告黃柏蒼416,702元、給付原告黃柏銘416,702元、給付
    原告黃瑄雯416,703元，並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⒋前項聲明，願
    供擔保，請准對被告林雪華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林雪華部分：
　⒈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為被告林雪華
    於95年間，出資向訴外人蔡正雄等購買並登記為被告林雪華
    單獨所有，嗣於98年間，黃石儀（即原告等人之父親）偶然
    獲悉被告林雪華購買上開土地投資轉售乙事，故與被告林雪
    華商量投資，二人並於98年5月6日簽署協議，因黃石儀未現
    實提出資金投資，故約定由黃石儀自98年8月起，按月給付2
    0,000元利息予被告林雪華，待系爭土地轉售時，價款扣除
    上開土地原價金18,000,000元後之利潤餘額，依被告林雪華
    三分之二、黃石儀三分之一比例予以分配。
　⒉嗣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復於103年5月8日再簽立系爭協議書，
    其內容除重申二人於98年間所達成之協議，並再約定系爭第
    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出售後之價款分配
    事宜，於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約定：「4.損益分配：合購
    土地出售之價款，於甲方(即被告林雪華)得先扣除：⑴出資
    額1800萬。(2)因購買及出售合購土地支出之一切費用。合
    購土地出售之價款於甲方扣除前開2項金額後，如仍有賸餘
    ，該餘款由甲方取得3分之2、乙方(即黃石儀)取得3分之1。
    但經103年5月8日協商乙方(即黃石儀)應再給付甲方(即被告
    )其依第3條約已給付之利息總額。」是以，被告林雪華及黃
    石儀對於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
    處理，自始均為投資轉售，待出售土地後，按比例分配獲益
    ，至於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登記
    為被告林雪華一人所有，係為了便於出售，雙方並無使用收
    益或終局持有上開土地所有權之意。於107年6月9日黃石儀
    逝世後，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尚
    未出售，原告等人遂向被告起訴請求清算財產，主張上開土
    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有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於終止契約後
    ，應將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系爭前
    案確定判決認定被告林雪華應將上開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三
    分之一移轉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原告等人嗣後始以判決移
    轉為原因，登記取得上開土地所有權之應有部分。
　⒊分割方案部分：
　⑴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部分，因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就系
    爭第420-44地號土地，本無成立土地共有關係之意，更無將
    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細分，致整筆土地不能依系爭協議書
    予以出售之意，倘若逕以原物分割，將影響土地經濟之價值
    ，故應採變價分割之方式，始符合系爭協議書簽立之目的；
    縱使不採變價分割之方式，然因被告林雪華應有部分之比例
    大於原告等人，為利於分割後之土地利用，應依照附圖三所
    示編號A部分歸由被告林雪華所有，編號B部分，則由原告等
    人分得。
　⑵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部分，該土地為道路用地，依照該地號
    土地之使用目的，自不得予以分割。
　⒋另就原告主張被告林雪華應給付土地增值稅部分，因系爭前
    案確定判決認定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為原告等人借名登
    記予被告林雪華名下，既經原告等人終止借名登記關係，故
    被告林雪華應轉上開土地所有權之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
    記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被告林雪華既僅出借名義供原告等
    人登記，該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仍由原告等人享有所有權
    之權利，自應由原告等人負擔相關稅賦，且因系爭第420-44
    地號土地為所有權之移轉登記，原因關係係基於借名登記終
    止後，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之規定，被告林雪華既未
    收取任何價金，屬無償行為，依土地稅法第5條之規定，本
    應由無償取得所有權之人即原告等人負擔該土地增值稅等語
    ，以資抗辯。
　⒌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養護工程處雖未於本院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到庭表示
    意見，惟提出書狀稱：
　　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現況為都市計畫內道路用地，現況
    為公眾通行使用之道路（桃園市大園區拔子林三路30巷9弄
    ），為避免分割後產生裡地阻礙、無法通行之情事，分割後
    之土地建議仍以原有比例維持共有，以維道路用地之屬性及
    維護公眾通行權益等語。
三、經查：
　　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分別為原告黃柏蒼、黃柏
    銘、黃瑄雯及被告林雪華，其等之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編
    號1所示，而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原分別為原告
    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及被告林雪華、養護工程處，嗣被
    告林雪華於111年8月16日將其應有部分，以買賣為登記原因
    ，移轉所有權予賴秋夙，故該土地目前之所有權人為原告黃
    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被告養護工程處及賴秋夙，其等應
    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有土地謄本、地籍異動索
    引在卷可佐（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60-64頁、本院
    卷二第89-95頁），而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於1
    11年3月11日繳納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土地增值稅款，
    總計1,250,107元乙節，業據原告等人提出土地增值稅繳款
    書（蘆竹分局）相佐（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46頁）
    ，就上開客觀事實，均堪予認定。而原告黃柏蒼、黃柏銘、
    黃瑄雯等人主張應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
    3地號土地，並提出如附圖一、附圖二所示之分割方案，且
    主張被告林雪華依民法不當得利或無因管理之規定，應返還
    土地增值稅之稅金予原告三人等節，則為被告林雪華所否認
    ，並以前詞置辯，為此，兩造間之爭點厥為：㈠原告等人請
    求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有無理由？分割之方案為何
    ？㈡原告等人請求分割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有無理由？分
    割之方案為何？㈢原告等人依民法無因管理、不當得利之規
    定， 請求被告林雪華給付原告黃柏蒼416,702元、給付原告
    黃柏銘416,702元、給付原告黃瑄雯416,703元暨法定遲延利
    息，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等人請求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有無理由？
　⒈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
    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
    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分割之分
    配，民法第823條第1項及第824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
    文。
　⒉經查：
　⑴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為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及被
    告林雪華所共有，其等之應有部分各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
    該土地之使用分區為大園（菓林地區）都市計畫（91年12月
    19日）第一種住宅區，無土地法第31條最小面積單位之分割
    限制，亦非屬農業用地、未申請興建農舍，且未受法定空地
    分割限制發照之記載，有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1年11月2
    9日桃都行字第1110041883號函、桃園市政府地政局111年11
    月30日桃地測字第1110070339號函、桃園市政府農業局111
    年12月2日桃農管字第1110045439號函、桃園市政府建築管
    理處111年12月2日桃建照字第1110099440號函在卷可佐（本
    院卷一第23、27、29、37-39頁）。
　⑵被告林雪華雖辯稱依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簽立系爭協議書之
    真意，其等並無成立土地共有關係之意，更無將系爭第420-
    44地號土地細分，致整筆土地不能依系爭協議書予以出售之
    意等語，然：
　①系爭協議書第二條㈡部分約定「鑑於前開約定內容文義尚有不
    明確之處，為免日後紛爭，雙方合議變更其內容如下：⒈合
    購土地之價金1800萬元，由甲方（被告林雪華）負擔1200萬
    元、乙方（黃石儀）負擔600萬元；⒉乙方依前項約定應負擔
    之地價金600萬元，由甲方先行墊付；⒊就甲方依第二項約定
    墊付之600萬元，乙方應自95年8月起按月給付依週年利率4％
    計算之利息（即每月2萬元）予甲方；⒋損益分配：合購土地
    出售之價款，於甲方得先扣除：⑴出資額1800萬元；⑵因購買
    及出售合購土地支出之一切費用。合購土地出售之價款於甲
    方扣除前開2項金額後，如仍有賸餘，該餘款由甲方取得3分
    之2、乙方取得3分之1。但經103年5月8日協商乙方應再給付
    甲方其依第3條約已給付之利息總額」，有上開協議書在卷
    可佐（本院卷一第71-77頁）。
　②原告等人之父親即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雖簽立系爭協議書，然綜觀協議書該部分之內容，實僅約定其等合購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出資比例，以及日後若出售該地號土地，應如何分配出售款項，其等「並未」約定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不得」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換言之，縱算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原先合資購入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目的，確實係在意該地號土地之轉售價值，然在被告林雪華、黃石儀未特別約定之情形下，亦無從排除其等除整筆出售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外，對於其等應有部分比例，有其餘自由處分之空間，上開內容既僅特別針對倘若出售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時，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間應如何分配價金之比例，而各共有人本有權利，自由處分其所有權之應有部分，觀諸系爭協議書之文義內容，又無從認定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簽立該協議書內容，有刻意排除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共有人除出售該土地外，其餘處分應有部分之可能，被告林雪華上開辯解內容，無異毫無理由任意限縮土地共有人自由處分應有部分之權利，實屬無據。
　⑶是以，原告等人與被告林雪華既未達成分割系爭第420-44地
    號土地之協議，其等又未定有不分割之協議，依照系爭協議
    書之內容，亦無從認定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有達成不分割該
    土地之約定，依照該地號土地之使用目的，又無不能分割之
    情形，則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請求分割系爭第420-
    44地號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方案，以「原物分割」為宜：
　⒈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1款前段、第4項規定甚明。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項至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而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法院裁判分割共有土地時，除因該土地內部分土地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如為道路）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其共有關係，或部分當事人因繼承關係須就分得之土地保持公同共有者，應就該部分土地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外，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534號、91年度台上字第407號判決參照）；另按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時，除應顧及均衡之原則外，並須就各共有人應行分得之範圍，例如面積多寡、交通、位置及占有形勢等，予以確定（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1982號判例意旨參照）；且按裁判上如何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定之外，並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法院為顧及全體共有人所得利用之價值等情形，本有自由裁量之權，惟儘量依各共有人使用現狀定分割方法，以維持現狀，減少共有人所受損害，當不失為裁判分割斟酌之一種原則（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990號裁判亦同此見解）。是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但仍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共有物之性質、價格、分割前之使用狀態、經濟效用、分得部分之利用價值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有關情狀，定一適當公平之方法以為分割，此外，共有人分得之土地是否與外界有適宜之聯絡，是否會造成袋地情形，及社會利益等均在考慮之列（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08號、90年度台上字第1607號、89年度台上字第72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又按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配其價金，法院固
    有自由裁量之權，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
    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價格、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
    益等，公平裁量，以謀分割方法之公平適當。必於原物分配
    有困難者，始予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且就原物分
    配時，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亦得以金
    錢補償之。尤其共有人就共有物在感情上或生活上有密不可
    分之依存關係，倘法院全然不顧遽命變價分割，則其所定之
    分割方法，是否適當，有無符合公平原則，即值推求（最高
    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58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539號判決
    意旨參照）。
　⒊經查：
　⑴本院於112年4月7日會同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人員勘驗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該土地面向菓林路，對向為重劃區，四周有民宅、商店，路旁亦有公車站牌，有本院勘驗筆錄可佐（本院卷一第177頁），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以原物分割既無困難，且該地號土地之共有關係並非複雜（共有人僅有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及被告林雪華），另依該土地之地籍圖謄本所示（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4頁7），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形狀相對方正，並無崎嶇、畸零難以分割之情形，斟酌上情，原告等人主張原物分割之方案，確為適當。
　⑵被告林雪華雖主張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可認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乃協議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應整筆出售，故不得為原物分割，應變價分割等語，然誠如前述，觀諸系爭協議書之文義內容，至多僅能認被告林雪華、黃石儀就出售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後之價金分配，確有為特別之約定，除此之外，無從認定被告林雪華、黃石儀對於分割之方式，有為其餘之限制，且紬繹上開協議書之內容，被告林雪華、黃石儀又未明文約定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除整筆出售外，不得為其他處分等限制，被告林雪華上開主張，無疑任意增加土地共有人分割土地之限制，自無所據。
　⑶再者，被告林雪華另主張若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採取原物分割之方式，將導致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價值下降乙節，然土地之利用，固可能因細分而使分割後之總價值低於原未分割前之原價值，然各共有人既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各共有人得自行考量如何利用其分割後受分配之土地，經分割後而消滅原共有關係，使各共有人成為分割後各筆土地之單獨所有人，或經部分共有人合意繼續保持部分共有之分割結果，更有助於各共有人之獨立、個別利用計畫，否則，徒然具有估價上之較高價值卻無法使全體共有人取得協議而加以利用，而各共有人亦無法按照自己之個別之利用計畫加以利用，顯然對於土地之利用價值提升無益，亦有違共有人得請求分割共有物之立法目的。原告等人迭主張就其等應有部分，有意願維持共有（本院卷二第113-115頁），且原告等人有自己使用該土地之規劃（本院卷一第230頁），殆難僅因分割後之總價值有減損之虞，即遽然否定原物分割之可行性，應以變價方式而為分割，是以，原告等人對於其等應有部分既有土地利用之規劃，又願意維持共有提升其等土地之利用，自難單以分割後之總價值有下降之可能，逕否定原物分割之方式，被告林雪華此部分之主張，亦不可採。
　⑷末以，被告林雪華尚抗辯若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採原物分
    割之方式，將影響容積率等語，惟此部分經桃園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以113年3月21日桃都開字第1130008332號函函覆本院
    ，內容略以：「查旨揭地號土地（即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
    ）屬『大園（菓林地區）都市計畫』第一種住宅區，面積547
    平方公尺，法定容積率為140％，前經桃園市政府106年1月3
    日府都行字第1050319025號函准予容積移轉229.74平方公尺
    （30％）在案，依上開函示，該宗土地分割後，得依原依核
    准移入容積比例申請建築」（本院卷一第309-310頁），依
    上開函覆內容，主管機關既表示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分割
    後，得依原先核准移入容積比例申請興建建築物，當無被告
    林雪華所抗辯將影響建物容積率乙節，被告林雪華此部分之
    辯解，實屬無據。
　⒋再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按共有物之原物分割，依民法第825條規定觀之，係各共有人就存在於共有物全部之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使各共有人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故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2676號判例意旨參照）。故共有物之分割，如依原物之數量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價值不相當，而須以金錢補償者，應依原物之總價值，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算出其價值，再與各共有人實際分得部分之價值相較，由分得較高之共有人，就其超出應有部分價值之差額部分，對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24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⑴原告黃柏蒼、黃柏銘、林雪華及被告林雪華就系爭第420-44
    地號土地之原物分割方案，分別提出附圖一、附圖三所示之
    分割方法，上開分割方案之差異即在於分得之位置，有無臨
    菓林路，而觀諸原告等人提出之現場照片所示（111年度桃
    司調字第114號卷第70-71頁），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上目
    前多為雜草，並未有任何開發或其他利用，另上開分割方案
    經原告等人聲請，由誠立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評估系爭
    第420-44地號土地之價值，有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價值評
    估報告書1份可佐，依系爭鑑價報告結果（如附表二所示，
    詳如下述），無論係附圖一或附圖三所示之方案，分得編號
    A所示土地之共有人，其所分得之價值，皆高於按其應有部
    分比例計算之價值，依上開規定，舉凡分得編號A所示土地
    之共有人，均應就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而觀
    諸原告等人提出之準備狀，原告等人確有意願就附圖一之分
    割方案，對分得價值較低之被告林雪華為補償（本院卷二第
    125-127頁），然依林雪華所提出之答辯狀（本院卷二第7頁
    ），被告林雪華則僅稱其主張之附圖三分割方案有較高之經
    濟價值，惟被告林雪華自始均未表示有無意願補償原告等人
    上開短少之金額，且被告林雪華約須補償原告等人總計4,60
    3,249元（計算式詳如附表二），該金額並非少數，被告林
    雪華自始既未表示願補償被告等人上開金額，為避免被告林
    雪華因補償金額過高未履行補償義務，致得受補償之原告等
    人依民法第824條之1第4項規定對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行
    使法定抵押權，繼而拍賣分割後之標的以取償，徒增法律關
    係之複雜及糾紛，本院認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應採附
    圖一所示將編號A部分分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共
    有（因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為手足關係，且有
    意願維持共有，以此統合規劃土地之利用，對於土地之使用
    並未形成過度複雜之法律關係，故原告等人仍繼續就此部分
    土地以各三分之一應有部分比例維持維持共有），編號B部
    分則分由被告林雪華所有，對兩造而言應屬最為有利，堪認
    允適，應為可採。
　⑵所謂金錢補償，係指依原物市場交易之價格予以補償而言，
    法院並應本於職權綜合各共有人之利益、審酌一切情狀以為
    定奪。且審酌共有物分割之金錢補償，係以各共有人按應有
    部分比例算出之價額是否相當公允而定其找補金額，各共有
    人之經濟能力自非審酌之範疇（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107
    年度上字第859號判決參照）。查：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
    經誠立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價，估價師對該土地進行
    產權、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個別因素、不動產市場現況、
    該土地最有效使用情況及專業意見分析後，就附圖一所示之
    分割分案評估單價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有系爭鑑價報告在
    卷可參，而上開鑑定單位乃原告等人、被告林雪華所合意選
    定（本院卷一第275-281頁），系爭鑑價報告亦已敘明相關
    鑑價之規定及方法予以鑑定，鑑價過程尚屬客觀詳實、專業
    公允，其鑑定亦無何違反技術法規或與經驗法則相違背之情
    事，是本院認系爭鑑價報告所認之估價金額，應堪採信，得
    為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找補金額之基準，故依系爭鑑價報
    告之鑑定價格，原告等人應依附表二「補償金額」欄所示金
    額補償被告林雪華總計3,555,787元。
　⒌綜上，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分割方案應採原告黃柏蒼、
    黃柏銘、黃瑄雯所主張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由原告
    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以各三分之一應有部分比例維持維
    持共有，編號B部分，則分由被告林雪華所有，再依系爭鑑
    價報告之鑑定價格所示，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依附
    圖一所示分割方案分得編號A部分，超出其等依照應有部分
    比例算出之價值，而因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係
    共有附圖一編號A部分土地，故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
    雯應共同補償被告林雪華此部分土地之價值即3,555,787元
    ，原告等人主張各以現金補償被告1,185,262元，尚有誤會
    。
　㈢原告等人請求分割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有無理由？　　
　⒈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於原告等人起訴時，為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及被告林雪華、養護工程處所有，嗣被告林雪華將其應有部分移轉予賴秋夙，故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現應有部分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而該部分土地之使用分區為道路用地，無土地法第31條最小面積單位之分割限制，亦非屬農業用地、未申請興建農舍，且未受法定空地分割限制發照之記載，有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1年11月29日桃都行字第1110041883號函、桃園市政府地政局111年11月30日桃地測字第1110070339號函、桃園市政府農業局111年12月2日桃農管字第1110045439號函、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111年12月2日桃建照字第1110099440號函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23、29、37-39頁）。
　⒉被告林雪華雖一再辯稱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為道路用地，不得予以分割等語，然按民法第823條第1項但書所謂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係指該共有物現在依其使用目的不能分割者而言，倘現在尚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則將來縱有可能依其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亦無礙於共有人之分割請求權；又依都市計畫法第42條、第50條、第51條之規定，道路預定地屬於公共設施用地。於一定期限內以徵收等方式取得之，逾期即視為撤銷，且於未取得前，所有權人仍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指定目的較輕之使用，並得申請為臨時建築使用。故經都市計畫法編為道路預定地而尚未闢為道路之共有土地，其共有人非不能訴請分割（最高法院75年度5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26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編為計劃道路之土地，在徵收之前，所有權人仍得為使用、收益(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704號判決意旨足參)，是以，縱使依桃園市政府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所示（本院卷一第34頁），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確為大園（菓林地區）都市計畫（70年8月17日）之道路用地（屬公共設施用地，土地取得方式為徵收。需地機關為桃園市政府工務局），然揆諸前開說明，因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於未經徵收前，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及被告養護工程處、賴秋夙皆仍為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共有人，自得本於所有權使用、收益該土地，並訴請分割，即便該土地若有符合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亦僅係土地所有權人有容忍他人通行使用之義務，所有權權能中關於使用收益之權能受到壓縮，然於所有權之其他權能則不受影響，無限制共有人訴請分割共有物、脫離共有關係之理，故被告林雪華以此辯稱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不能分割，自屬無據。
　⒊是以，兩造既未達成分割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協議，其等
    又未定有不分割之協議，依照該地號土地之使用目的，又無
    不能分割之情形，則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請求分割
    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㈣分割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方案：
　⒈依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地籍圖謄本所示（111年度桃司調
    字第114號卷第48頁），該土地之形狀較為狹長，另佐以該
    地號土地之現場照片，該地號土地目前現況為通行之道路、
    巷弄使用（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72-73頁），且經
    本院至上開地號土地勘驗現場狀況（本院卷一第177-178頁
    ），該土地位於路口進入後之巷弄，四周皆係公寓及住宅大
    樓，路口處則設有一個停車場等情，首堪認定。
　⒉揆諸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現況，形狀較為狹長、平整，而
    參以原告等人所提出之附圖二分割方案，即以該地號土地之
    地籍線平行劃分為編號A、B、C，編號A分由原告黃柏蒼、黃
    柏銘、黃瑄雯等人維持共有、編號B分由被告林雪華所有、
    編號C則分由養護工程處所有，該分割方案分割後之土地多
    仍完整，且因該地號土地之共有人尚屬單純，以該方案分割
    土地後，土地亦未過於零碎或過度細分，審酌該地號土地之
    位置坐落於巷弄內，現供通行之道路使用，該分割方案相異
    編號位置之經濟價值，縱有交易價值之差異，惟幅度難謂甚
    大，暨該地號土地未來可使用之目的有限、土地價格可能之
    波動、當事人可獲得利益及公平性等節，本院認原告黃柏蒼
    、黃柏銘、黃瑄雯等人所提出之分割方案尚屬適當，即如附
    圖二所示，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分得編號A部分
    、被告林雪華分得B部分，而被告養護工程處則分得C部分，
    又因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就附圖二編號A部分表示
    願意維持共有，考量其等為手足關係，可一併規劃使用該部
    分土地，對於土地利用並未過度複雜化，故就附圖二編號A
    部分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各以三分之一應有部分
    比例維持維持共有，自得允許，併予敘明。
　㈤原告等人依民法無因管理、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林雪
    華給付原告黃柏蒼416,702元、給付原告黃柏銘416,702元、
    給付原告黃瑄雯416,703元暨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⒈按借名登記契約之成立，側重於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具有不屬於法律上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給付契約性質，應與委任契約同視（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28條、第541條第2項、第54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委任契約不論有無報酬，或有無正當理由，均得隨時終止（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23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前向被告林雪華提起清算合資財產等事件，前經本院以108年度訴字第1858號判決認定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以及桃園市○○區○○段○○○○段○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存在以黃石儀給付本金6,000,000元及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3款約定給付利息，為借名登記關係終止條件之借名登記契約，故黃石儀之繼承人即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依繼承關係及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之規定，可請求被告林雪華將上開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嗣被告林雪華不服該判決，上訴二審，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0年度重上字第240號判決同認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就上開合購之土地，雖全數登記於被告林雪華名義下，然其等就上開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確有成立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該借名登記關係既已告終止，則原告等人向被告林雪華請求將上開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當屬有據，有上開判決在卷可佐（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23-44頁），依前開確定判決（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45頁）認定之內容，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間，確有成立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則黃石儀之繼承人即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自得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林雪華將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予原告等人，是以，被告林雪華應移轉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予原告等人之原因關係，乃係基於終止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間所成立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乙節，應堪認定。
　⒊又按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如左：⑴土地為有償移轉者，為原所有權人，⑵土地為無償移轉者，為取得所有權之人，⑶土地設定典權者，為出典人，前項所稱有償移轉，指買賣、交換、政府照價收買或徵收等方式之移轉；所稱無償移轉，指遺贈及贈與等方式之移轉，土地稅法第5條定有明文。然上開規定僅屬例示，其究為有償移轉抑或無償移轉，應視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取得土地是否付出對價為其判斷標準，並不以當事人間之契約類型為買賣、交換等典型有償契約為限，若當事人訂立之契約係屬民法債編中所無之非典型契約，如當事人之一方取得土地已支付相當之對價，即屬土地稅法第5條第1項所稱之有償取得土地，其土地增值稅即應由原所有權人負擔，此觀該條第1項亦稱應由「原所有權人」而未稱應由「出賣人」為其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之文義自明；至該條所稱之無償移轉，則係指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取得土地並未支付相當之對價，而係以與贈與、遺贈等相類之方式取得土地者，諸如因土地分割而取得土地所有權者而言（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73號解釋意旨參照）。又若係當事人間有信託關係之存在，於信託關係消滅時，返還移轉信託物於信託人，應亦屬上開土地法第5條第1項第2款所謂之無償移轉（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241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主張其等以系爭前案確定判決，辦理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告等人繳納土地增值稅共1,250,107元，然該繳納義務人應為被告林雪華，爰依民法無因管理或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向被告林雪華請求返還上開稅額，然為被告林雪華以前詞否認，故首應釐清原告等人取得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所有權究竟係基於「有償移轉」抑或「無償移轉」。
　⑴誠如前述，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間存有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原告等人乃係基於終止借名登記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林雪華將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借名登記契約乃基於彼此間之信任關係及出名人應負移轉登記相關之勞務給付關係，實非互有對價之有償行為，借名登記契約終止或消滅後，原告等人本得基於借名登記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林雪華移轉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並未因此產生有償行為之關係，揆諸前開說明，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所有權應有部分移轉，既係基於終止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並未收取對價，該應有部分移轉應屬無償行為，揆諸上開說明，移轉登記時應負擔土地增值稅之人為「取得所有權之人」，則依法當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共同負擔至明。
　⑵原告等人雖主張依據系爭前案確定判決之認定，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就上開土地間，存有以黃石儀給付6,000,000元，及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3款約定給付利息，為借名登記關係終止條件之借名登記契約，是以，原告等人請求被告林雪華返還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自屬於「有償移轉」土地等語（本院卷二第133頁），然誠如前述，原告等人乃係基於終止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向被告林雪華請求返還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而成立借名登記契約間之權利義務，本係基於當事人間之信任關係與出名人所負應轉登記之給付關係，借名人本即有法律上之權利要求出名人返還借名登記之標的物，此乃基於借名人本即係該標的物所有權人之緣故，是以，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本即有法律上權利要求被告林雪華應返還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並不會因原告等人未給付6,000,000元或利息，即喪失上開請求返還借名登記標的物之權利，既然無論原告等人究竟有無給付被告林雪華6,000,000元或利息，均可向被告林雪華請求返還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自應認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予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確屬無償行為，至於原告等人須給付被告林雪華6,000,000元及利息部分，前開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字第240號判決即認定「依系爭協議書約定之真意，雖合購土地之價金由上訴人（即被告林雪華）先代墊，然黃石儀應按月給付上訴人代墊款600萬元之4％利息...」（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37頁），亦即前開6,000,000元或利息，乃係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合資購買土地時，由被告林雪華先行代黃石儀墊付購買土地之價金，顯然黃石儀須給付6,000,000元暨利息與被告林雪華，與其等間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乃係基於迥然有異之法律關係，原告等人卻以此主張其等取得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係出於有償移轉，顯然混淆上開相異之法律原因事實，自不足採。
　⑶至於原告等人所提出上開土地增值稅繳款書，雖核定被告林
    雪華為納稅義務人，然完納稅捐屬公法上之義務，自應依法
    令為之，土地稅法第5條既已為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之認
    定，則稅務機關如依申請人申報形式填載納稅義務人，法院
    仍得為實質認定以確定納稅義務人之所屬，方符規定，尚不
    得僅憑稅務局人員在土地增值稅繳款書上記載納稅義務人為
    被告林雪華，即認被告林雪華應為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
    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併予敘明。
　⒋是以，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雖主張系爭第420-4
    4地號土地之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為被告林雪華，其等既
    代被告林雪華繳納總計1,250,107元之土地增值稅，自可依
    民法無因管理或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向被告林雪華請求返
    還上開款項等節，然因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本
    為繳納上開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自應繳納土地增值稅
    ，故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此部分之請求，要無可採
    。
五、綜上所述，就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
    號土地部分，本院審酌兩造之聲明、應有部分比例、共有物
    之客觀事項、上開土地之整體使用、經濟效益之情形，爰判
    決分割系爭土地如主文第一項、第二項所示，至於原告黃柏
    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另主張依民法無因管理、不當得利
    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林雪華返還土地增值稅予原告等人，
    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就此部分既經駁回，其
    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
　㈠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4款約定「⒋損益分配：合購土地出
    售之價款，於甲方得先扣除：⑴出資額1800萬元；⑵因購買及
    出售合購土地支出之一切費用。合購土地出售之價款於甲方
    扣除前開2項金額後，如仍有賸餘，該餘款由甲方取得3分之
    2、乙方取得3分之1。但經103年5月8日協商乙方應再給付甲
    方其依第3條約已給付之利息總額」，依該約定內容，土地
    於出售辦理結算，應由黃石儀再給付其依系爭協議書第3條
    之約定，已給付之利息總額予反訴原告。
　㈡另依系爭前案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
    項第4款之前後文義整體脈絡，倘反訴原告欲依該條約定請
    求利息，須於土地出售後結算時，反訴原告始有請求加計利
    息之權利，故反訴被告依據系爭協議書之約定，有就土地出
    售該條件成就時，給付加計利息予反訴原告之義務，然反訴
    被告依照系爭前案確定判決，移轉登記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
    後，卻以違背系爭協議書目的之不正方法，起訴請求分割土
    地，欲取得該土地之單獨所有，無非係以「分割」之方式處
    分土地，阻止兩造共有之整筆土地出售，應認系爭協議書第
    2條第2項第4款請求利息之「系爭土地出售時」之條件業已
    成就，反訴被告應依該協議內容，給付利息總額予反訴原告
    。
　㈢而系爭協議書第3條約定已給付之利息總額分別為黃石儀自95
    年8月起至107年7月間給付之利息，總計2,880,000元、反訴
    原告等人自107年8月起至108年12月間之利息，總計340,000
    元，反訴原告總計已給付之利息總額為3,220,000元。
　㈣為此，爰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4款、民法第101條之規
    定，提起訴訟。並聲明：⒈反訴被告應連帶給付反訴原告3,2
    20,000元及反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⒉反訴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則以：
　㈠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4款所約定之損益分配條款，並未禁
    止兩造為土地分割之特約，亦未約定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
    、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應整筆出售，禁止各自出售之情形
    ，待土地分割後，兩造各自取得分割之土地後，若未來時機
    成熟、不動產市價看漲，其等仍可出售土地，再依據「損益
    分配」條款進行找補，自無「不正當方法」可言。遑論反訴
    原告已自行出售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予賴秋夙，
    更可見兩造並未約定土地須整筆出售。
　㈡另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4款之整體脈絡，該約定適用於
    「出售後」，且須扣除「出資額1800萬元」、「因購買及出
    售合購土地支出之一切費用」，尚有賸餘，兩造再就該「賸
    餘金額」進行損益分配，而反訴被告就「賸餘金額」可分配
    三分之一，但反訴被告應再給付反訴原告其依第3條約定已
    給付之利息總額，故反訴原告可請求反訴被告給付依第3條
    約定已給付之利息總額之「前提」，為「土地出售後扣除出
    資與費用」尚有「賸餘金額」，且反訴被告依據三分之一比
    例獲分配之賸餘金額，尚且大於依第3條約定已給付之利息
    總額，然土地既然「尚未出售」，豈會有所謂出售金額扣除
    出資與費用，尚有賸餘金額，且反訴被告依據三分之一比例
    獲分配之賸餘金額，尚且大於依第3條約定已給付之利息總
    額此情形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反訴原告之訴駁回；⒉
    如受不利判決，反訴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條件，謂法律行為效力的發生或消滅，繫於將來成否客觀上不確定之事實（民法第99條）。當事人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者，應認該事實發生時或其發生已不能時，為清償期屆至之時（最高法院28年渝上字第1740號判決先例要旨參照）。又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已成就。當事人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以該事實之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者，倘債務人以不正當行為阻止該事實之發生，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應視為清償期已屆至（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205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且上開規定固為維護誠實信用原則，貫徹附條件法律行為之效力，於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當事人以不正當行為阻止條件成就時，特設該條件視為已成就之規定。惟對於條件成就施以影響之行為，究應如何定性其為不正當行為？舉凡故意妨害、違反法令或違背正義之行為均屬之外，當視法律行為時當事人之意思依誠實信用之原則客觀地評價，以決定該當事人所為是否可被允許？其評價之作成，並應考慮該當事人對系爭條件之成就或清償期屆至施以影響之動機、目的，再參酌具體個案情況予以認定之(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06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反訴原告雖迭主張反訴被告起訴請求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
    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係以分割為方式處分上開土
    地，阻止兩造共有之上開土地「整筆」出售等語，然誠如前
    述，綜觀系爭協議書之內容，黃石儀與反訴原告就合購土地
    價金之出資、代墊出資利息之給付、利潤分配與出售後利息
    之補償等細節約定甚詳，然除此之外，黃石儀或反訴原告皆
    未對於其等取得上開土地所有權為任何之限制，換言之，其
    等僅係約定若土地出售後，資金究竟應如何分配，以杜絕日
    後之爭議，惟上開協議書別無限制反訴原告或黃石儀取得土
    地所有權後，不得分割該土地或單獨出售其應有部分之土地
    ，倘若反訴原告或黃石儀確達成協議限制系爭第420-44地號
    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僅可「整筆」土地出售，土地
    所有權人別無其餘處分之權利，反訴原告或黃石儀應會將上
    開顯然影響其等權利之事由，明文約定於系爭協議書內，然
    遍查該協議書之內容，難認雙方之真意係指黃石儀及反訴原
    告僅得「整筆」出售土地，且土地所有權人本有自由處分其
    所有物之權利，反訴原告上開主張，毋寧係極度限縮上開土
    地所有權人之權利，系爭協議書既僅係黃石儀與反訴原告對
    於土地出售後，應如何分配利潤，為詳盡之約定，然除此之
    外，無從認定黃石儀與反訴原告之真意，尚包含有限縮土地
    所有權人之權利，實難逸脫該協議書之文義，認定系爭第42
    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受有除整
    筆土地出售外，別無其他處分土地所有權之權利，反訴原告
    上開主張，顯然恣意擴張系爭協議書之約定內容，自無所據
    。
　㈢從而，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等人提起分割系爭第420-44地
    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訴，乃係以不正當方法阻
    止條件成就乙節，實已逸脫系爭協議書之文義內容，系爭協
    議書僅係反訴原告與黃石儀對於上開土地若係採「整筆出售
    」之處分方式，其等應如何分配利潤為特別之約定，然無論
    係自協議書之約定內容或文義解釋，皆無法以此判斷黃石儀
    、反訴原告之真意，尚包含限制土地所有權人處分土地應有
    部分之方式，難認反訴被告等人上開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之
    舉，有何構成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之餘地，自無視為條件
    成立或清償期已成立之效力，反訴原告以此主張反訴被告等
    人應給付3,220,000元之利息總額，顯然於法不合，洵屬無
    據。
四、綜上所述，反訴原告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4款、民法
    第101條之規定，請求反訴被告應連帶給付3,220,000元及反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
    無理由，並無所據，應予駁回。反訴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
    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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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本訴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
    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
    ，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
    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而分割共有物事件之分割方法，應
    由法院裁量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本
    件關於裁判分割共有物部分之訴訟費用負擔，爰依前開規定
    ，命兩造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其餘原告敗訴部分之訴
    訟費用，則應由原告負擔，如主文第四項所示；反訴訴訟費
    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潘曉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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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佩伶
附圖一：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112年2月23日蘆地測法丈字第00
　　　　3300號複丈成果圖（本院卷一第187頁）　
附圖二：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112年2月23日蘆地測法丈字第00
　　　　3400號複丈成果圖（本院卷一第185頁）　　　　　　
附圖三：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112年2月23日蘆地測法丈字第00
　　　　3300號複丈成果圖（本院卷一第219頁）　　
附表一
編號 土地地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  1 桃園市○○區○○段○○○段000000地號 （面積547平方公尺） 黃瑄雯 9分之1   黃柏蒼 9分之1   黃柏銘 9分之1   林雪華 3分之2  2 桃園市○○區○○段○○○○段00000地號 （面積292平方公尺） 黃瑄雯 9000分之736   黃柏蒼 9000分之736   黃博銘 9000分之736   賴秋夙 3000分之1472   桃園市 1000分之264 
附表二：系爭鑑價報告之鑑價結果（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
編號 分割方案 土地標示 面積 （平方公尺） 評估單價 （新臺幣/平方公尺） 評估總價 （新臺幣） 應負擔補償金額 （新臺幣）  1 附圖一 編號A 182 153,065 27,857,830元 3,555,787元   編號B 365 123,420 45,048,300元   2 附圖二 編號A 365 156,090 56,972,850元 4,603,243元   編號B 182 118,580 21,581,560元   3  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 547 156,090 85,381,230元  
◎編號1「應負擔補償金額欄」之計算式：
　27,857,830元＋45,048,300元＝72,906,130元
　72,906,130元3＝24,302,043元　　　　　　　　　　　
　27,857,830元－24,302,043元＝3,555,787元
◎編號2「應負擔補償金額欄」之計算式：
　56,972,850元＋21,581,560元＝78,554,410元
　78,554,410元32＝52,369,607元
　56,972,850元－52,369,607元＝4,603,243元
附表三：本訴部分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編號 共有人 本訴部分之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 ①訴訟費用其中百分之八十七分擔百分之三十一。 ②其餘訴訟費用百分之十三由原告負擔。 　2 被告林雪華 訴訟費用其中百分之八十七分擔百分之六十二。 　3 被告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訴訟費用其中百分之八十七分擔百分之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511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黃柏蒼  


            黃柏銘  


            黃瑄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毛仁全律師
            張百欣律師
共      同
複  代理人  張淑涵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林雪華  
訴訟代理人  毛國樑律師
            蔡佩嬛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  劉軍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所共有坐落於桃園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面積五百四十七平方公尺），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面積一百八十二平方公尺）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依各三分之一應有部分比例繼續維持共有，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面積三百六十五平方公尺）分由被告林雪華單獨所有，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並應共同補償被告林雪華新臺幣（下同）參佰伍拾伍萬伍仟柒佰捌拾柒元。
二、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所共有坐落於桃園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面積二百九十二平方公尺），如附圖二編號A部分（面積七十二平方公尺）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依各三分之一應有部分比例繼續維持共有，如附圖二編號B部分（面積一百四十三平方公尺）分由被告林雪華單獨所有，如附圖二編號C部分（面積七十七平方公尺）分由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單獨所有。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五、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六、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七、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壹、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
一、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起訴時訴之聲明第一、二項分別為：「一、請求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共有坐落桃園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面積547平方公尺之土地（下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准予分割，其分割方法如起訴狀附圖一所示：編號A面積182.3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取得，並按每人1/3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B面積364.6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雪華取得」、「二、請就兩造共有坐落桃園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面積292平方公尺之土地（下稱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准予分割，其分割方法如起訴狀附圖二所示：編號A面積71.64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取得，並按每人1/3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B面積143.2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雪華取得；編號C面積77.09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所有權人：桃園市；管理者：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取得」（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5-6頁）。
二、嗣原告等人於民國113年8月1日提出民事綜合辯論意旨狀，變更訴之聲明第一、二項為「一、請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共有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准予分割，其分割方法如附圖一複丈成果圖（即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112年2月23日蘆地測法丈字第003300號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面積18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三人取得，並按每人1/3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B面積365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雪華取得」、「二、請就兩造共有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准予分割，其分割方法如附圖二複丈成果圖（即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112年2月23日蘆地測法丈字第003400號複丈成果圖）：編號A面積7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取得，並按每人1/3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B面積143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雪華取得；編號C面積7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所有權人：桃園市；管理者：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取得」（本院卷二第107-109頁）。
三、經核，原告等人上開聲明之變更，要僅為確認分割方案之範圍、面積，屬補充、確認事實上之陳述，核與上開規定並無不合，依法有據，合先敘明。　　
貳、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有牽連關係者，乃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被告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有牽連關係而言。舉凡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雙方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兩者間有牽連關係（最高法院70年度台抗字第522號民事裁定、91年度台上字第262號判決、101年度台抗字第335號民事裁定參照）。查：原告三人基於民法不當得利或無因管理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林雪華應給付原告黃柏蒼新臺幣（下同）416,702元、原告黃柏銘416,702元、原告黃瑄雯416,703元，並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6頁），被告林雪華提起反訴，主張依被告林雪華與訴外人黃石儀於103年5月8日簽立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及民法第101條之規定，向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請求連帶給付3,220,000元，及自反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一第43頁），本訴第三項與反訴間之原因事實具有共通性、牽連性（即系爭協議書所約定之法律關係），相關訴訟及證據資料均可相互援用，如合併審理確可節省勞費，並防止裁判牴觸。揆之前揭說明，應認被告林雪華提起反訴，確屬合法。
參、被告林雪華於112年1月18日提出之民事答辯暨反訴狀，雖抗辯被告林雪華已非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所有權，被告林雪華就該部分土地欠缺當事人適格等語（本院卷一第45頁），然依土地謄本、異動索引所示（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63-64頁），被告林雪華係於111年8月16日將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出售予訴外人賴秋夙，惟本件訴訟於111年8月8日即已繫屬於本院，有本院收狀戳章可佐（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5頁），而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當事人於訴訟繫屬中，移轉其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時，為求訴訟程序安定、保有原訴訟遂行成果、避免增加負擔等理由，本於當事人恆定主義之原則，該移轉人仍為適格之當事人，可繼續以本人名義實施訴訟行為，賴秋夙既未聲明承當訴訟，則被告林雪華就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法律關係，自應繼續以其本人名義實施訴訟行為，且被告林雪華於本院辯論期日，就訴訟實施權部分，亦表示沒有意見等語（本院卷二第36頁），故以被告林雪華作為當事人，應無違誤，併予敘明。
肆、被告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下稱養護工程處）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部分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共有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之共有比例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而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屬「變更大園（菓林地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內，使用分區為「第一種住宅區」；另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養護工程處共有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之共有比例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則屬「大園鄉（菓林地區）都市計畫案」內，使用分區為「道路用地」。
　㈡就分割方案部分：
　⒈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部分：
　⑴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面積為547平方公尺，屬於都市計畫內之住宅區土地，並無任何不能以原物分割之情形，且共有人本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解消共有關係，使原來因共有人意見分歧、無法利用土地之狀況，於分割後，得以各自取得土地並各自利用，以實際達成土地利用之功效，若徒然僅以未分割土地之帳面價值評斷，未考慮實際上無法使用之現況，顯然對於土地利用之價值提升無益，而觀諸系爭協議書之內容，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未約定禁止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特約，亦未約定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應整筆土地出售，不得各自出售之情形。
　⑵另依據誠立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提出之土地價值評估報告（下稱系爭鑑價報告）所示，就附圖一編號A土地之評估單價為每平方公尺153,065元、編號B土地之評估單價為每平方公尺123,420元，應就價差部分進行相互找補：就附圖一編號A、B土地所示之評估總價加計後，總金額為72,906,130元，而原告等人之應有部分合計為三分之一、被告林雪華之應有部分合計為三分之二，依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上開評估總金額，原告等人合計應受分配之金額為24,302,043元、被告林雪華應受分配之金額為48,604,087元，若依原告等人主張之分割方案，即原告等人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分得附圖一編號A所示部分面積，則原告等人取得該部分之評估總價為27,857,830元，與其依據應有部分應受分配之價值（24,302,043元）相較，原告等人增加3,555,787元，因原告三人就附圖一編號A土地乃依照每人三分之一比例保持共有，故原告等人應各自以現金補償被告1,185,26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⒉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部分：
　　就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部分，依被告林雪華、黃石儀所約定之系爭協議書內容，並未為禁止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分割之特約，亦未約定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應整筆土地出售，不得各自出售之情形，而該土地雖編為計劃道路之土地，然在徵收之前，所有權人自仍得就共有物為使用、收益，故即便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現供作巷道通行使用，仍非不能分割，僅係在政府通知開闢前，所有權人使用、收益之權能受法律節制，惟此與不能分割之情形有別，故原告等人主張，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應以附圖二作為兩造間分割該土地之方案，即附圖二編號編號A面積7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取得，並按每人1/3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B面積143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雪華取得；編號C面積7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養護工程處取得。
　㈢另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前對被告林雪華提起清算合資財產等訴訟，經本院以108年度訴字第1858號判決，認被告林雪華應將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權利範圍三分之一移轉登記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被告林雪華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0年度重上字第240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下稱系爭前案確定判決），故原告等人持系爭前案確定判決，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經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蘆竹分局）核算，應繳納土地增值稅1,250,107元，該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林雪華，然因被告林雪華卻不願配合辦理，始由原告等人代為繳納，此本係被告林雪華應盡之公法上義務，原告等人於未受被告林雪華委任之情形下，代被告林雪華盡公法上之義務，應屬適法之無因管理，屬有益之必要費用，且被告林雪華亦係無法律上原因，受有由原告等人繳納土地增值稅之利益，構成不當得利，故原告等人就代繳上開土地增值稅部分，依據原告等人各自應有部分之三分之一內部分擔，向被告林雪華請求償還。
　㈣為此，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第179條、第176條之規定，提起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請求分割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共有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分割方法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面積18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三人取得，並按每人1/3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B面積365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雪華取得；⒉請求分割兩造共有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分割方法如附圖二所示：編號A面積7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取得，並按每人1/3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B面積143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雪華取得；編號C面積7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養護工程處（所有權人：桃園市；管理者：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取得；⒊被告林雪華應給付原告黃柏蒼416,702元、給付原告黃柏銘416,702元、給付原告黃瑄雯416,703元，並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⒋前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對被告林雪華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林雪華部分：
　⒈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為被告林雪華於95年間，出資向訴外人蔡正雄等購買並登記為被告林雪華單獨所有，嗣於98年間，黃石儀（即原告等人之父親）偶然獲悉被告林雪華購買上開土地投資轉售乙事，故與被告林雪華商量投資，二人並於98年5月6日簽署協議，因黃石儀未現實提出資金投資，故約定由黃石儀自98年8月起，按月給付20,000元利息予被告林雪華，待系爭土地轉售時，價款扣除上開土地原價金18,000,000元後之利潤餘額，依被告林雪華三分之二、黃石儀三分之一比例予以分配。
　⒉嗣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復於103年5月8日再簽立系爭協議書，其內容除重申二人於98年間所達成之協議，並再約定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出售後之價款分配事宜，於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約定：「4.損益分配：合購土地出售之價款，於甲方(即被告林雪華)得先扣除：⑴出資額1800萬。(2)因購買及出售合購土地支出之一切費用。合購土地出售之價款於甲方扣除前開2項金額後，如仍有賸餘，該餘款由甲方取得3分之2、乙方(即黃石儀)取得3分之1。但經103年5月8日協商乙方(即黃石儀)應再給付甲方(即被告)其依第3條約已給付之利息總額。」是以，被告林雪華及黃石儀對於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處理，自始均為投資轉售，待出售土地後，按比例分配獲益，至於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登記為被告林雪華一人所有，係為了便於出售，雙方並無使用收益或終局持有上開土地所有權之意。於107年6月9日黃石儀逝世後，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尚未出售，原告等人遂向被告起訴請求清算財產，主張上開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有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於終止契約後，應將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系爭前案確定判決認定被告林雪華應將上開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原告等人嗣後始以判決移轉為原因，登記取得上開土地所有權之應有部分。
　⒊分割方案部分：
　⑴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部分，因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本無成立土地共有關係之意，更無將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細分，致整筆土地不能依系爭協議書予以出售之意，倘若逕以原物分割，將影響土地經濟之價值，故應採變價分割之方式，始符合系爭協議書簽立之目的；縱使不採變價分割之方式，然因被告林雪華應有部分之比例大於原告等人，為利於分割後之土地利用，應依照附圖三所示編號A部分歸由被告林雪華所有，編號B部分，則由原告等人分得。
　⑵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部分，該土地為道路用地，依照該地號土地之使用目的，自不得予以分割。
　⒋另就原告主張被告林雪華應給付土地增值稅部分，因系爭前案確定判決認定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為原告等人借名登記予被告林雪華名下，既經原告等人終止借名登記關係，故被告林雪華應轉上開土地所有權之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被告林雪華既僅出借名義供原告等人登記，該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仍由原告等人享有所有權之權利，自應由原告等人負擔相關稅賦，且因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為所有權之移轉登記，原因關係係基於借名登記終止後，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之規定，被告林雪華既未收取任何價金，屬無償行為，依土地稅法第5條之規定，本應由無償取得所有權之人即原告等人負擔該土地增值稅等語，以資抗辯。
　⒌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養護工程處雖未於本院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到庭表示意見，惟提出書狀稱：
　　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現況為都市計畫內道路用地，現況為公眾通行使用之道路（桃園市大園區拔子林三路30巷9弄），為避免分割後產生裡地阻礙、無法通行之情事，分割後之土地建議仍以原有比例維持共有，以維道路用地之屬性及維護公眾通行權益等語。
三、經查：
　　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分別為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及被告林雪華，其等之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而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原分別為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及被告林雪華、養護工程處，嗣被告林雪華於111年8月16日將其應有部分，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移轉所有權予賴秋夙，故該土地目前之所有權人為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被告養護工程處及賴秋夙，其等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有土地謄本、地籍異動索引在卷可佐（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60-64頁、本院卷二第89-95頁），而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於111年3月11日繳納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土地增值稅款，總計1,250,107元乙節，業據原告等人提出土地增值稅繳款書（蘆竹分局）相佐（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46頁），就上開客觀事實，均堪予認定。而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主張應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並提出如附圖一、附圖二所示之分割方案，且主張被告林雪華依民法不當得利或無因管理之規定，應返還土地增值稅之稅金予原告三人等節，則為被告林雪華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為此，兩造間之爭點厥為：㈠原告等人請求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有無理由？分割之方案為何？㈡原告等人請求分割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有無理由？分割之方案為何？㈢原告等人依民法無因管理、不當得利之規定， 請求被告林雪華給付原告黃柏蒼416,702元、給付原告黃柏銘416,702元、給付原告黃瑄雯416,703元暨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等人請求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有無理由？
　⒈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分割之分配，民法第823條第1項及第824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經查：
　⑴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為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及被告林雪華所共有，其等之應有部分各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該土地之使用分區為大園（菓林地區）都市計畫（91年12月19日）第一種住宅區，無土地法第31條最小面積單位之分割限制，亦非屬農業用地、未申請興建農舍，且未受法定空地分割限制發照之記載，有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1年11月29日桃都行字第1110041883號函、桃園市政府地政局111年11月30日桃地測字第1110070339號函、桃園市政府農業局111年12月2日桃農管字第1110045439號函、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111年12月2日桃建照字第1110099440號函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23、27、29、37-39頁）。
　⑵被告林雪華雖辯稱依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簽立系爭協議書之真意，其等並無成立土地共有關係之意，更無將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細分，致整筆土地不能依系爭協議書予以出售之意等語，然：
　①系爭協議書第二條㈡部分約定「鑑於前開約定內容文義尚有不明確之處，為免日後紛爭，雙方合議變更其內容如下：⒈合購土地之價金1800萬元，由甲方（被告林雪華）負擔1200萬元、乙方（黃石儀）負擔600萬元；⒉乙方依前項約定應負擔之地價金600萬元，由甲方先行墊付；⒊就甲方依第二項約定墊付之600萬元，乙方應自95年8月起按月給付依週年利率4％計算之利息（即每月2萬元）予甲方；⒋損益分配：合購土地出售之價款，於甲方得先扣除：⑴出資額1800萬元；⑵因購買及出售合購土地支出之一切費用。合購土地出售之價款於甲方扣除前開2項金額後，如仍有賸餘，該餘款由甲方取得3分之2、乙方取得3分之1。但經103年5月8日協商乙方應再給付甲方其依第3條約已給付之利息總額」，有上開協議書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71-77頁）。
　②原告等人之父親即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雖簽立系爭協議書，然綜觀協議書該部分之內容，實僅約定其等合購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出資比例，以及日後若出售該地號土地，應如何分配出售款項，其等「並未」約定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不得」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換言之，縱算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原先合資購入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目的，確實係在意該地號土地之轉售價值，然在被告林雪華、黃石儀未特別約定之情形下，亦無從排除其等除整筆出售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外，對於其等應有部分比例，有其餘自由處分之空間，上開內容既僅特別針對倘若出售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時，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間應如何分配價金之比例，而各共有人本有權利，自由處分其所有權之應有部分，觀諸系爭協議書之文義內容，又無從認定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簽立該協議書內容，有刻意排除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共有人除出售該土地外，其餘處分應有部分之可能，被告林雪華上開辯解內容，無異毫無理由任意限縮土地共有人自由處分應有部分之權利，實屬無據。
　⑶是以，原告等人與被告林雪華既未達成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協議，其等又未定有不分割之協議，依照系爭協議書之內容，亦無從認定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有達成不分割該土地之約定，依照該地號土地之使用目的，又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則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請求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方案，以「原物分割」為宜：
　⒈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1款前段、第4項規定甚明。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項至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而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法院裁判分割共有土地時，除因該土地內部分土地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如為道路）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其共有關係，或部分當事人因繼承關係須就分得之土地保持公同共有者，應就該部分土地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外，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534號、91年度台上字第407號判決參照）；另按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時，除應顧及均衡之原則外，並須就各共有人應行分得之範圍，例如面積多寡、交通、位置及占有形勢等，予以確定（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1982號判例意旨參照）；且按裁判上如何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定之外，並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法院為顧及全體共有人所得利用之價值等情形，本有自由裁量之權，惟儘量依各共有人使用現狀定分割方法，以維持現狀，減少共有人所受損害，當不失為裁判分割斟酌之一種原則（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990號裁判亦同此見解）。是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但仍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共有物之性質、價格、分割前之使用狀態、經濟效用、分得部分之利用價值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有關情狀，定一適當公平之方法以為分割，此外，共有人分得之土地是否與外界有適宜之聯絡，是否會造成袋地情形，及社會利益等均在考慮之列（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08號、90年度台上字第1607號、89年度台上字第72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又按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配其價金，法院固有自由裁量之權，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價格、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公平裁量，以謀分割方法之公平適當。必於原物分配有困難者，始予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且就原物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亦得以金錢補償之。尤其共有人就共有物在感情上或生活上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倘法院全然不顧遽命變價分割，則其所定之分割方法，是否適當，有無符合公平原則，即值推求（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58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53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經查：
　⑴本院於112年4月7日會同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人員勘驗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該土地面向菓林路，對向為重劃區，四周有民宅、商店，路旁亦有公車站牌，有本院勘驗筆錄可佐（本院卷一第177頁），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以原物分割既無困難，且該地號土地之共有關係並非複雜（共有人僅有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及被告林雪華），另依該土地之地籍圖謄本所示（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4頁7），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形狀相對方正，並無崎嶇、畸零難以分割之情形，斟酌上情，原告等人主張原物分割之方案，確為適當。
　⑵被告林雪華雖主張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可認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乃協議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應整筆出售，故不得為原物分割，應變價分割等語，然誠如前述，觀諸系爭協議書之文義內容，至多僅能認被告林雪華、黃石儀就出售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後之價金分配，確有為特別之約定，除此之外，無從認定被告林雪華、黃石儀對於分割之方式，有為其餘之限制，且紬繹上開協議書之內容，被告林雪華、黃石儀又未明文約定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除整筆出售外，不得為其他處分等限制，被告林雪華上開主張，無疑任意增加土地共有人分割土地之限制，自無所據。
　⑶再者，被告林雪華另主張若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採取原物分割之方式，將導致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價值下降乙節，然土地之利用，固可能因細分而使分割後之總價值低於原未分割前之原價值，然各共有人既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各共有人得自行考量如何利用其分割後受分配之土地，經分割後而消滅原共有關係，使各共有人成為分割後各筆土地之單獨所有人，或經部分共有人合意繼續保持部分共有之分割結果，更有助於各共有人之獨立、個別利用計畫，否則，徒然具有估價上之較高價值卻無法使全體共有人取得協議而加以利用，而各共有人亦無法按照自己之個別之利用計畫加以利用，顯然對於土地之利用價值提升無益，亦有違共有人得請求分割共有物之立法目的。原告等人迭主張就其等應有部分，有意願維持共有（本院卷二第113-115頁），且原告等人有自己使用該土地之規劃（本院卷一第230頁），殆難僅因分割後之總價值有減損之虞，即遽然否定原物分割之可行性，應以變價方式而為分割，是以，原告等人對於其等應有部分既有土地利用之規劃，又願意維持共有提升其等土地之利用，自難單以分割後之總價值有下降之可能，逕否定原物分割之方式，被告林雪華此部分之主張，亦不可採。
　⑷末以，被告林雪華尚抗辯若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採原物分割之方式，將影響容積率等語，惟此部分經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113年3月21日桃都開字第1130008332號函函覆本院，內容略以：「查旨揭地號土地（即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屬『大園（菓林地區）都市計畫』第一種住宅區，面積547平方公尺，法定容積率為140％，前經桃園市政府106年1月3日府都行字第1050319025號函准予容積移轉229.74平方公尺（30％）在案，依上開函示，該宗土地分割後，得依原依核准移入容積比例申請建築」（本院卷一第309-310頁），依上開函覆內容，主管機關既表示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分割後，得依原先核准移入容積比例申請興建建築物，當無被告林雪華所抗辯將影響建物容積率乙節，被告林雪華此部分之辯解，實屬無據。
　⒋再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按共有物之原物分割，依民法第825條規定觀之，係各共有人就存在於共有物全部之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使各共有人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故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2676號判例意旨參照）。故共有物之分割，如依原物之數量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價值不相當，而須以金錢補償者，應依原物之總價值，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算出其價值，再與各共有人實際分得部分之價值相較，由分得較高之共有人，就其超出應有部分價值之差額部分，對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24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⑴原告黃柏蒼、黃柏銘、林雪華及被告林雪華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原物分割方案，分別提出附圖一、附圖三所示之分割方法，上開分割方案之差異即在於分得之位置，有無臨菓林路，而觀諸原告等人提出之現場照片所示（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70-71頁），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上目前多為雜草，並未有任何開發或其他利用，另上開分割方案經原告等人聲請，由誠立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評估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價值，有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價值評估報告書1份可佐，依系爭鑑價報告結果（如附表二所示，詳如下述），無論係附圖一或附圖三所示之方案，分得編號A所示土地之共有人，其所分得之價值，皆高於按其應有部分比例計算之價值，依上開規定，舉凡分得編號A所示土地之共有人，均應就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而觀諸原告等人提出之準備狀，原告等人確有意願就附圖一之分割方案，對分得價值較低之被告林雪華為補償（本院卷二第125-127頁），然依林雪華所提出之答辯狀（本院卷二第7頁），被告林雪華則僅稱其主張之附圖三分割方案有較高之經濟價值，惟被告林雪華自始均未表示有無意願補償原告等人上開短少之金額，且被告林雪華約須補償原告等人總計4,603,249元（計算式詳如附表二），該金額並非少數，被告林雪華自始既未表示願補償被告等人上開金額，為避免被告林雪華因補償金額過高未履行補償義務，致得受補償之原告等人依民法第824條之1第4項規定對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行使法定抵押權，繼而拍賣分割後之標的以取償，徒增法律關係之複雜及糾紛，本院認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應採附圖一所示將編號A部分分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共有（因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為手足關係，且有意願維持共有，以此統合規劃土地之利用，對於土地之使用並未形成過度複雜之法律關係，故原告等人仍繼續就此部分土地以各三分之一應有部分比例維持維持共有），編號B部分則分由被告林雪華所有，對兩造而言應屬最為有利，堪認允適，應為可採。
　⑵所謂金錢補償，係指依原物市場交易之價格予以補償而言，法院並應本於職權綜合各共有人之利益、審酌一切情狀以為定奪。且審酌共有物分割之金錢補償，係以各共有人按應有部分比例算出之價額是否相當公允而定其找補金額，各共有人之經濟能力自非審酌之範疇（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107年度上字第859號判決參照）。查：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經誠立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價，估價師對該土地進行產權、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個別因素、不動產市場現況、該土地最有效使用情況及專業意見分析後，就附圖一所示之分割分案評估單價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有系爭鑑價報告在卷可參，而上開鑑定單位乃原告等人、被告林雪華所合意選定（本院卷一第275-281頁），系爭鑑價報告亦已敘明相關鑑價之規定及方法予以鑑定，鑑價過程尚屬客觀詳實、專業公允，其鑑定亦無何違反技術法規或與經驗法則相違背之情事，是本院認系爭鑑價報告所認之估價金額，應堪採信，得為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找補金額之基準，故依系爭鑑價報告之鑑定價格，原告等人應依附表二「補償金額」欄所示金額補償被告林雪華總計3,555,787元。
　⒌綜上，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分割方案應採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所主張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以各三分之一應有部分比例維持維持共有，編號B部分，則分由被告林雪華所有，再依系爭鑑價報告之鑑定價格所示，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依附圖一所示分割方案分得編號A部分，超出其等依照應有部分比例算出之價值，而因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係共有附圖一編號A部分土地，故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應共同補償被告林雪華此部分土地之價值即3,555,787元，原告等人主張各以現金補償被告1,185,262元，尚有誤會。
　㈢原告等人請求分割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有無理由？　　
　⒈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於原告等人起訴時，為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及被告林雪華、養護工程處所有，嗣被告林雪華將其應有部分移轉予賴秋夙，故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現應有部分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而該部分土地之使用分區為道路用地，無土地法第31條最小面積單位之分割限制，亦非屬農業用地、未申請興建農舍，且未受法定空地分割限制發照之記載，有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1年11月29日桃都行字第1110041883號函、桃園市政府地政局111年11月30日桃地測字第1110070339號函、桃園市政府農業局111年12月2日桃農管字第1110045439號函、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111年12月2日桃建照字第1110099440號函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23、29、37-39頁）。
　⒉被告林雪華雖一再辯稱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為道路用地，不得予以分割等語，然按民法第823條第1項但書所謂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係指該共有物現在依其使用目的不能分割者而言，倘現在尚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則將來縱有可能依其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亦無礙於共有人之分割請求權；又依都市計畫法第42條、第50條、第51條之規定，道路預定地屬於公共設施用地。於一定期限內以徵收等方式取得之，逾期即視為撤銷，且於未取得前，所有權人仍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指定目的較輕之使用，並得申請為臨時建築使用。故經都市計畫法編為道路預定地而尚未闢為道路之共有土地，其共有人非不能訴請分割（最高法院75年度5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26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編為計劃道路之土地，在徵收之前，所有權人仍得為使用、收益(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704號判決意旨足參)，是以，縱使依桃園市政府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所示（本院卷一第34頁），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確為大園（菓林地區）都市計畫（70年8月17日）之道路用地（屬公共設施用地，土地取得方式為徵收。需地機關為桃園市政府工務局），然揆諸前開說明，因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於未經徵收前，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及被告養護工程處、賴秋夙皆仍為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共有人，自得本於所有權使用、收益該土地，並訴請分割，即便該土地若有符合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亦僅係土地所有權人有容忍他人通行使用之義務，所有權權能中關於使用收益之權能受到壓縮，然於所有權之其他權能則不受影響，無限制共有人訴請分割共有物、脫離共有關係之理，故被告林雪華以此辯稱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不能分割，自屬無據。
　⒊是以，兩造既未達成分割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協議，其等又未定有不分割之協議，依照該地號土地之使用目的，又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則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請求分割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㈣分割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方案：
　⒈依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地籍圖謄本所示（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48頁），該土地之形狀較為狹長，另佐以該地號土地之現場照片，該地號土地目前現況為通行之道路、巷弄使用（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72-73頁），且經本院至上開地號土地勘驗現場狀況（本院卷一第177-178頁），該土地位於路口進入後之巷弄，四周皆係公寓及住宅大樓，路口處則設有一個停車場等情，首堪認定。
　⒉揆諸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現況，形狀較為狹長、平整，而參以原告等人所提出之附圖二分割方案，即以該地號土地之地籍線平行劃分為編號A、B、C，編號A分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維持共有、編號B分由被告林雪華所有、編號C則分由養護工程處所有，該分割方案分割後之土地多仍完整，且因該地號土地之共有人尚屬單純，以該方案分割土地後，土地亦未過於零碎或過度細分，審酌該地號土地之位置坐落於巷弄內，現供通行之道路使用，該分割方案相異編號位置之經濟價值，縱有交易價值之差異，惟幅度難謂甚大，暨該地號土地未來可使用之目的有限、土地價格可能之波動、當事人可獲得利益及公平性等節，本院認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所提出之分割方案尚屬適當，即如附圖二所示，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分得編號A部分、被告林雪華分得B部分，而被告養護工程處則分得C部分，又因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就附圖二編號A部分表示願意維持共有，考量其等為手足關係，可一併規劃使用該部分土地，對於土地利用並未過度複雜化，故就附圖二編號A部分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各以三分之一應有部分比例維持維持共有，自得允許，併予敘明。
　㈤原告等人依民法無因管理、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林雪華給付原告黃柏蒼416,702元、給付原告黃柏銘416,702元、給付原告黃瑄雯416,703元暨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⒈按借名登記契約之成立，側重於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具有不屬於法律上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給付契約性質，應與委任契約同視（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28條、第541條第2項、第54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委任契約不論有無報酬，或有無正當理由，均得隨時終止（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23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前向被告林雪華提起清算合資財產等事件，前經本院以108年度訴字第1858號判決認定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以及桃園市○○區○○段○○○○段○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存在以黃石儀給付本金6,000,000元及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3款約定給付利息，為借名登記關係終止條件之借名登記契約，故黃石儀之繼承人即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依繼承關係及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之規定，可請求被告林雪華將上開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嗣被告林雪華不服該判決，上訴二審，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0年度重上字第240號判決同認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就上開合購之土地，雖全數登記於被告林雪華名義下，然其等就上開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確有成立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該借名登記關係既已告終止，則原告等人向被告林雪華請求將上開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當屬有據，有上開判決在卷可佐（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23-44頁），依前開確定判決（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45頁）認定之內容，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間，確有成立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則黃石儀之繼承人即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自得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林雪華將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予原告等人，是以，被告林雪華應移轉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予原告等人之原因關係，乃係基於終止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間所成立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乙節，應堪認定。
　⒊又按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如左：⑴土地為有償移轉者，為原所有權人，⑵土地為無償移轉者，為取得所有權之人，⑶土地設定典權者，為出典人，前項所稱有償移轉，指買賣、交換、政府照價收買或徵收等方式之移轉；所稱無償移轉，指遺贈及贈與等方式之移轉，土地稅法第5條定有明文。然上開規定僅屬例示，其究為有償移轉抑或無償移轉，應視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取得土地是否付出對價為其判斷標準，並不以當事人間之契約類型為買賣、交換等典型有償契約為限，若當事人訂立之契約係屬民法債編中所無之非典型契約，如當事人之一方取得土地已支付相當之對價，即屬土地稅法第5條第1項所稱之有償取得土地，其土地增值稅即應由原所有權人負擔，此觀該條第1項亦稱應由「原所有權人」而未稱應由「出賣人」為其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之文義自明；至該條所稱之無償移轉，則係指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取得土地並未支付相當之對價，而係以與贈與、遺贈等相類之方式取得土地者，諸如因土地分割而取得土地所有權者而言（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73號解釋意旨參照）。又若係當事人間有信託關係之存在，於信託關係消滅時，返還移轉信託物於信託人，應亦屬上開土地法第5條第1項第2款所謂之無償移轉（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241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主張其等以系爭前案確定判決，辦理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告等人繳納土地增值稅共1,250,107元，然該繳納義務人應為被告林雪華，爰依民法無因管理或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向被告林雪華請求返還上開稅額，然為被告林雪華以前詞否認，故首應釐清原告等人取得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所有權究竟係基於「有償移轉」抑或「無償移轉」。
　⑴誠如前述，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間存有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原告等人乃係基於終止借名登記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林雪華將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借名登記契約乃基於彼此間之信任關係及出名人應負移轉登記相關之勞務給付關係，實非互有對價之有償行為，借名登記契約終止或消滅後，原告等人本得基於借名登記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林雪華移轉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並未因此產生有償行為之關係，揆諸前開說明，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所有權應有部分移轉，既係基於終止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並未收取對價，該應有部分移轉應屬無償行為，揆諸上開說明，移轉登記時應負擔土地增值稅之人為「取得所有權之人」，則依法當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共同負擔至明。
　⑵原告等人雖主張依據系爭前案確定判決之認定，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就上開土地間，存有以黃石儀給付6,000,000元，及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3款約定給付利息，為借名登記關係終止條件之借名登記契約，是以，原告等人請求被告林雪華返還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自屬於「有償移轉」土地等語（本院卷二第133頁），然誠如前述，原告等人乃係基於終止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向被告林雪華請求返還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而成立借名登記契約間之權利義務，本係基於當事人間之信任關係與出名人所負應轉登記之給付關係，借名人本即有法律上之權利要求出名人返還借名登記之標的物，此乃基於借名人本即係該標的物所有權人之緣故，是以，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本即有法律上權利要求被告林雪華應返還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並不會因原告等人未給付6,000,000元或利息，即喪失上開請求返還借名登記標的物之權利，既然無論原告等人究竟有無給付被告林雪華6,000,000元或利息，均可向被告林雪華請求返還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自應認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予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確屬無償行為，至於原告等人須給付被告林雪華6,000,000元及利息部分，前開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字第240號判決即認定「依系爭協議書約定之真意，雖合購土地之價金由上訴人（即被告林雪華）先代墊，然黃石儀應按月給付上訴人代墊款600萬元之4％利息...」（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37頁），亦即前開6,000,000元或利息，乃係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合資購買土地時，由被告林雪華先行代黃石儀墊付購買土地之價金，顯然黃石儀須給付6,000,000元暨利息與被告林雪華，與其等間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乃係基於迥然有異之法律關係，原告等人卻以此主張其等取得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係出於有償移轉，顯然混淆上開相異之法律原因事實，自不足採。
　⑶至於原告等人所提出上開土地增值稅繳款書，雖核定被告林雪華為納稅義務人，然完納稅捐屬公法上之義務，自應依法令為之，土地稅法第5條既已為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之認定，則稅務機關如依申請人申報形式填載納稅義務人，法院仍得為實質認定以確定納稅義務人之所屬，方符規定，尚不得僅憑稅務局人員在土地增值稅繳款書上記載納稅義務人為被告林雪華，即認被告林雪華應為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併予敘明。
　⒋是以，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雖主張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為被告林雪華，其等既代被告林雪華繳納總計1,250,107元之土地增值稅，自可依民法無因管理或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向被告林雪華請求返還上開款項等節，然因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本為繳納上開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自應繳納土地增值稅，故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此部分之請求，要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就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部分，本院審酌兩造之聲明、應有部分比例、共有物之客觀事項、上開土地之整體使用、經濟效益之情形，爰判決分割系爭土地如主文第一項、第二項所示，至於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另主張依民法無因管理、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林雪華返還土地增值稅予原告等人，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就此部分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
　㈠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4款約定「⒋損益分配：合購土地出售之價款，於甲方得先扣除：⑴出資額1800萬元；⑵因購買及出售合購土地支出之一切費用。合購土地出售之價款於甲方扣除前開2項金額後，如仍有賸餘，該餘款由甲方取得3分之2、乙方取得3分之1。但經103年5月8日協商乙方應再給付甲方其依第3條約已給付之利息總額」，依該約定內容，土地於出售辦理結算，應由黃石儀再給付其依系爭協議書第3條之約定，已給付之利息總額予反訴原告。
　㈡另依系爭前案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4款之前後文義整體脈絡，倘反訴原告欲依該條約定請求利息，須於土地出售後結算時，反訴原告始有請求加計利息之權利，故反訴被告依據系爭協議書之約定，有就土地出售該條件成就時，給付加計利息予反訴原告之義務，然反訴被告依照系爭前案確定判決，移轉登記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後，卻以違背系爭協議書目的之不正方法，起訴請求分割土地，欲取得該土地之單獨所有，無非係以「分割」之方式處分土地，阻止兩造共有之整筆土地出售，應認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4款請求利息之「系爭土地出售時」之條件業已成就，反訴被告應依該協議內容，給付利息總額予反訴原告。
　㈢而系爭協議書第3條約定已給付之利息總額分別為黃石儀自95年8月起至107年7月間給付之利息，總計2,880,000元、反訴原告等人自107年8月起至108年12月間之利息，總計340,000元，反訴原告總計已給付之利息總額為3,220,000元。
　㈣為此，爰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4款、民法第101條之規定，提起訴訟。並聲明：⒈反訴被告應連帶給付反訴原告3,220,000元及反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反訴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則以：
　㈠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4款所約定之損益分配條款，並未禁止兩造為土地分割之特約，亦未約定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應整筆出售，禁止各自出售之情形，待土地分割後，兩造各自取得分割之土地後，若未來時機成熟、不動產市價看漲，其等仍可出售土地，再依據「損益分配」條款進行找補，自無「不正當方法」可言。遑論反訴原告已自行出售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予賴秋夙，更可見兩造並未約定土地須整筆出售。
　㈡另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4款之整體脈絡，該約定適用於「出售後」，且須扣除「出資額1800萬元」、「因購買及出售合購土地支出之一切費用」，尚有賸餘，兩造再就該「賸餘金額」進行損益分配，而反訴被告就「賸餘金額」可分配三分之一，但反訴被告應再給付反訴原告其依第3條約定已給付之利息總額，故反訴原告可請求反訴被告給付依第3條約定已給付之利息總額之「前提」，為「土地出售後扣除出資與費用」尚有「賸餘金額」，且反訴被告依據三分之一比例獲分配之賸餘金額，尚且大於依第3條約定已給付之利息總額，然土地既然「尚未出售」，豈會有所謂出售金額扣除出資與費用，尚有賸餘金額，且反訴被告依據三分之一比例獲分配之賸餘金額，尚且大於依第3條約定已給付之利息總額此情形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反訴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反訴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條件，謂法律行為效力的發生或消滅，繫於將來成否客觀上不確定之事實（民法第99條）。當事人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者，應認該事實發生時或其發生已不能時，為清償期屆至之時（最高法院28年渝上字第1740號判決先例要旨參照）。又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已成就。當事人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以該事實之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者，倘債務人以不正當行為阻止該事實之發生，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應視為清償期已屆至（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205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且上開規定固為維護誠實信用原則，貫徹附條件法律行為之效力，於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當事人以不正當行為阻止條件成就時，特設該條件視為已成就之規定。惟對於條件成就施以影響之行為，究應如何定性其為不正當行為？舉凡故意妨害、違反法令或違背正義之行為均屬之外，當視法律行為時當事人之意思依誠實信用之原則客觀地評價，以決定該當事人所為是否可被允許？其評價之作成，並應考慮該當事人對系爭條件之成就或清償期屆至施以影響之動機、目的，再參酌具體個案情況予以認定之(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06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反訴原告雖迭主張反訴被告起訴請求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係以分割為方式處分上開土地，阻止兩造共有之上開土地「整筆」出售等語，然誠如前述，綜觀系爭協議書之內容，黃石儀與反訴原告就合購土地價金之出資、代墊出資利息之給付、利潤分配與出售後利息之補償等細節約定甚詳，然除此之外，黃石儀或反訴原告皆未對於其等取得上開土地所有權為任何之限制，換言之，其等僅係約定若土地出售後，資金究竟應如何分配，以杜絕日後之爭議，惟上開協議書別無限制反訴原告或黃石儀取得土地所有權後，不得分割該土地或單獨出售其應有部分之土地，倘若反訴原告或黃石儀確達成協議限制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僅可「整筆」土地出售，土地所有權人別無其餘處分之權利，反訴原告或黃石儀應會將上開顯然影響其等權利之事由，明文約定於系爭協議書內，然遍查該協議書之內容，難認雙方之真意係指黃石儀及反訴原告僅得「整筆」出售土地，且土地所有權人本有自由處分其所有物之權利，反訴原告上開主張，毋寧係極度限縮上開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系爭協議書既僅係黃石儀與反訴原告對於土地出售後，應如何分配利潤，為詳盡之約定，然除此之外，無從認定黃石儀與反訴原告之真意，尚包含有限縮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實難逸脫該協議書之文義，認定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受有除整筆土地出售外，別無其他處分土地所有權之權利，反訴原告上開主張，顯然恣意擴張系爭協議書之約定內容，自無所據。
　㈢從而，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等人提起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訴，乃係以不正當方法阻止條件成就乙節，實已逸脫系爭協議書之文義內容，系爭協議書僅係反訴原告與黃石儀對於上開土地若係採「整筆出售」之處分方式，其等應如何分配利潤為特別之約定，然無論係自協議書之約定內容或文義解釋，皆無法以此判斷黃石儀、反訴原告之真意，尚包含限制土地所有權人處分土地應有部分之方式，難認反訴被告等人上開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之舉，有何構成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之餘地，自無視為條件成立或清償期已成立之效力，反訴原告以此主張反訴被告等人應給付3,220,000元之利息總額，顯然於法不合，洵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反訴原告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4款、民法第101條之規定，請求反訴被告應連帶給付3,220,000元及反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並無所據，應予駁回。反訴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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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本訴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而分割共有物事件之分割方法，應由法院裁量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本件關於裁判分割共有物部分之訴訟費用負擔，爰依前開規定，命兩造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其餘原告敗訴部分之訴訟費用，則應由原告負擔，如主文第四項所示；反訴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潘曉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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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佩伶
附圖一：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112年2月23日蘆地測法丈字第00
　　　　3300號複丈成果圖（本院卷一第187頁）　
附圖二：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112年2月23日蘆地測法丈字第00
　　　　3400號複丈成果圖（本院卷一第185頁）　　　　　　附圖三：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112年2月23日蘆地測法丈字第00
　　　　3300號複丈成果圖（本院卷一第219頁）　　
附表一
		編號

		土地地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



		 1

		桃園市○○區○○段○○○段000000地號
（面積547平方公尺）

		黃瑄雯

		9分之1



		


		


		黃柏蒼

		9分之1



		


		


		黃柏銘

		9分之1



		


		


		林雪華

		3分之2



		 2

		桃園市○○區○○段○○○○段00000地號
（面積292平方公尺）

		黃瑄雯

		9000分之736



		


		


		黃柏蒼

		9000分之736



		


		


		黃博銘

		9000分之736



		


		


		賴秋夙

		3000分之1472



		


		


		桃園市

		1000分之264







附表二：系爭鑑價報告之鑑價結果（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
		編號

		分割方案

		土地標示

		面積
（平方公尺）

		評估單價
（新臺幣/平方公尺）

		評估總價
（新臺幣）

		應負擔補償金額
（新臺幣）



		 1

		附圖一

		編號A

		182

		153,065

		27,857,830元

		3,555,787元



		


		


		編號B

		365

		123,420

		45,048,300元

		




		 2

		附圖二

		編號A

		365

		156,090

		56,972,850元

		4,603,243元



		


		


		編號B

		182

		118,580

		21,581,560元

		




		 3

		


		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

		547

		156,090

		85,381,230元

		








◎編號1「應負擔補償金額欄」之計算式：
　27,857,830元＋45,048,300元＝72,906,130元
　72,906,130元3＝24,302,043元　　　　　　　　　　　
　27,857,830元－24,302,043元＝3,555,787元
◎編號2「應負擔補償金額欄」之計算式：
　56,972,850元＋21,581,560元＝78,554,410元
　78,554,410元32＝52,369,607元
　56,972,850元－52,369,607元＝4,603,243元
附表三：本訴部分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編號

		共有人

		本訴部分之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

		①訴訟費用其中百分之八十七分擔百分之三十一。
②其餘訴訟費用百分之十三由原告負擔。



		　2

		被告林雪華

		訴訟費用其中百分之八十七分擔百分之六十二。



		　3

		被告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訴訟費用其中百分之八十七分擔百分之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511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黃柏蒼  

            黃柏銘  

            黃瑄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毛仁全律師
            張百欣律師
共      同
複  代理人  張淑涵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林雪華  
訴訟代理人  毛國樑律師
            蔡佩嬛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  劉軍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所共有坐落於桃園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面積五百四十七平方公尺），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面積一百八十二平方公尺）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依各三分之一應有部分比例繼續維持共有，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面積三百六十五平方公尺）分由被告林雪華單獨所有，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並應共同補償被告林雪華新臺幣（下同）參佰伍拾伍萬伍仟柒佰捌拾柒元。
二、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所共有坐落於桃園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面積二百九十二平方公尺），如附圖二編號A部分（面積七十二平方公尺）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依各三分之一應有部分比例繼續維持共有，如附圖二編號B部分（面積一百四十三平方公尺）分由被告林雪華單獨所有，如附圖二編號C部分（面積七十七平方公尺）分由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單獨所有。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五、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六、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七、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壹、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
一、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起訴時訴之聲明第一、二項分別為：「一、請求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共有坐落桃園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面積547平方公尺之土地（下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准予分割，其分割方法如起訴狀附圖一所示：編號A面積182.3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取得，並按每人1/3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B面積364.6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雪華取得」、「二、請就兩造共有坐落桃園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面積292平方公尺之土地（下稱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准予分割，其分割方法如起訴狀附圖二所示：編號A面積71.64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取得，並按每人1/3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B面積143.2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雪華取得；編號C面積77.09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所有權人：桃園市；管理者：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取得」（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5-6頁）。
二、嗣原告等人於民國113年8月1日提出民事綜合辯論意旨狀，變更訴之聲明第一、二項為「一、請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共有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准予分割，其分割方法如附圖一複丈成果圖（即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112年2月23日蘆地測法丈字第003300號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面積18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三人取得，並按每人1/3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B面積365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雪華取得」、「二、請就兩造共有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准予分割，其分割方法如附圖二複丈成果圖（即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112年2月23日蘆地測法丈字第003400號複丈成果圖）：編號A面積7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取得，並按每人1/3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B面積143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雪華取得；編號C面積7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所有權人：桃園市；管理者：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取得」（本院卷二第107-109頁）。
三、經核，原告等人上開聲明之變更，要僅為確認分割方案之範圍、面積，屬補充、確認事實上之陳述，核與上開規定並無不合，依法有據，合先敘明。　　
貳、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有牽連關係者，乃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被告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有牽連關係而言。舉凡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雙方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兩者間有牽連關係（最高法院70年度台抗字第522號民事裁定、91年度台上字第262號判決、101年度台抗字第335號民事裁定參照）。查：原告三人基於民法不當得利或無因管理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林雪華應給付原告黃柏蒼新臺幣（下同）416,702元、原告黃柏銘416,702元、原告黃瑄雯416,703元，並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6頁），被告林雪華提起反訴，主張依被告林雪華與訴外人黃石儀於103年5月8日簽立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及民法第101條之規定，向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請求連帶給付3,220,000元，及自反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一第43頁），本訴第三項與反訴間之原因事實具有共通性、牽連性（即系爭協議書所約定之法律關係），相關訴訟及證據資料均可相互援用，如合併審理確可節省勞費，並防止裁判牴觸。揆之前揭說明，應認被告林雪華提起反訴，確屬合法。
參、被告林雪華於112年1月18日提出之民事答辯暨反訴狀，雖抗辯被告林雪華已非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所有權，被告林雪華就該部分土地欠缺當事人適格等語（本院卷一第45頁），然依土地謄本、異動索引所示（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63-64頁），被告林雪華係於111年8月16日將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出售予訴外人賴秋夙，惟本件訴訟於111年8月8日即已繫屬於本院，有本院收狀戳章可佐（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5頁），而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當事人於訴訟繫屬中，移轉其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時，為求訴訟程序安定、保有原訴訟遂行成果、避免增加負擔等理由，本於當事人恆定主義之原則，該移轉人仍為適格之當事人，可繼續以本人名義實施訴訟行為，賴秋夙既未聲明承當訴訟，則被告林雪華就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法律關係，自應繼續以其本人名義實施訴訟行為，且被告林雪華於本院辯論期日，就訴訟實施權部分，亦表示沒有意見等語（本院卷二第36頁），故以被告林雪華作為當事人，應無違誤，併予敘明。
肆、被告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下稱養護工程處）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部分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共有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之共有比例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而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屬「變更大園（菓林地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內，使用分區為「第一種住宅區」；另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養護工程處共有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之共有比例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則屬「大園鄉（菓林地區）都市計畫案」內，使用分區為「道路用地」。
　㈡就分割方案部分：
　⒈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部分：
　⑴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面積為547平方公尺，屬於都市計畫內之住宅區土地，並無任何不能以原物分割之情形，且共有人本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解消共有關係，使原來因共有人意見分歧、無法利用土地之狀況，於分割後，得以各自取得土地並各自利用，以實際達成土地利用之功效，若徒然僅以未分割土地之帳面價值評斷，未考慮實際上無法使用之現況，顯然對於土地利用之價值提升無益，而觀諸系爭協議書之內容，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未約定禁止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特約，亦未約定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應整筆土地出售，不得各自出售之情形。
　⑵另依據誠立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提出之土地價值評估報告（下稱系爭鑑價報告）所示，就附圖一編號A土地之評估單價為每平方公尺153,065元、編號B土地之評估單價為每平方公尺123,420元，應就價差部分進行相互找補：就附圖一編號A、B土地所示之評估總價加計後，總金額為72,906,130元，而原告等人之應有部分合計為三分之一、被告林雪華之應有部分合計為三分之二，依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上開評估總金額，原告等人合計應受分配之金額為24,302,043元、被告林雪華應受分配之金額為48,604,087元，若依原告等人主張之分割方案，即原告等人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分得附圖一編號A所示部分面積，則原告等人取得該部分之評估總價為27,857,830元，與其依據應有部分應受分配之價值（24,302,043元）相較，原告等人增加3,555,787元，因原告三人就附圖一編號A土地乃依照每人三分之一比例保持共有，故原告等人應各自以現金補償被告1,185,26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⒉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部分：
　　就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部分，依被告林雪華、黃石儀所約定之系爭協議書內容，並未為禁止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分割之特約，亦未約定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應整筆土地出售，不得各自出售之情形，而該土地雖編為計劃道路之土地，然在徵收之前，所有權人自仍得就共有物為使用、收益，故即便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現供作巷道通行使用，仍非不能分割，僅係在政府通知開闢前，所有權人使用、收益之權能受法律節制，惟此與不能分割之情形有別，故原告等人主張，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應以附圖二作為兩造間分割該土地之方案，即附圖二編號編號A面積7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取得，並按每人1/3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B面積143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雪華取得；編號C面積7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養護工程處取得。
　㈢另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前對被告林雪華提起清算合資財產等訴訟，經本院以108年度訴字第1858號判決，認被告林雪華應將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權利範圍三分之一移轉登記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被告林雪華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0年度重上字第240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下稱系爭前案確定判決），故原告等人持系爭前案確定判決，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經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蘆竹分局）核算，應繳納土地增值稅1,250,107元，該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林雪華，然因被告林雪華卻不願配合辦理，始由原告等人代為繳納，此本係被告林雪華應盡之公法上義務，原告等人於未受被告林雪華委任之情形下，代被告林雪華盡公法上之義務，應屬適法之無因管理，屬有益之必要費用，且被告林雪華亦係無法律上原因，受有由原告等人繳納土地增值稅之利益，構成不當得利，故原告等人就代繳上開土地增值稅部分，依據原告等人各自應有部分之三分之一內部分擔，向被告林雪華請求償還。
　㈣為此，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第179條、第176條之規定，提起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請求分割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與被告林雪華共有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分割方法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面積18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三人取得，並按每人1/3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B面積365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雪華取得；⒉請求分割兩造共有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分割方法如附圖二所示：編號A面積7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取得，並按每人1/3之比例保持共有；編號B面積143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林雪華取得；編號C面積7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被告養護工程處（所有權人：桃園市；管理者：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取得；⒊被告林雪華應給付原告黃柏蒼416,702元、給付原告黃柏銘416,702元、給付原告黃瑄雯416,703元，並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⒋前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對被告林雪華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林雪華部分：
　⒈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為被告林雪華於95年間，出資向訴外人蔡正雄等購買並登記為被告林雪華單獨所有，嗣於98年間，黃石儀（即原告等人之父親）偶然獲悉被告林雪華購買上開土地投資轉售乙事，故與被告林雪華商量投資，二人並於98年5月6日簽署協議，因黃石儀未現實提出資金投資，故約定由黃石儀自98年8月起，按月給付20,000元利息予被告林雪華，待系爭土地轉售時，價款扣除上開土地原價金18,000,000元後之利潤餘額，依被告林雪華三分之二、黃石儀三分之一比例予以分配。
　⒉嗣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復於103年5月8日再簽立系爭協議書，其內容除重申二人於98年間所達成之協議，並再約定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出售後之價款分配事宜，於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約定：「4.損益分配：合購土地出售之價款，於甲方(即被告林雪華)得先扣除：⑴出資額1800萬。(2)因購買及出售合購土地支出之一切費用。合購土地出售之價款於甲方扣除前開2項金額後，如仍有賸餘，該餘款由甲方取得3分之2、乙方(即黃石儀)取得3分之1。但經103年5月8日協商乙方(即黃石儀)應再給付甲方(即被告)其依第3條約已給付之利息總額。」是以，被告林雪華及黃石儀對於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處理，自始均為投資轉售，待出售土地後，按比例分配獲益，至於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登記為被告林雪華一人所有，係為了便於出售，雙方並無使用收益或終局持有上開土地所有權之意。於107年6月9日黃石儀逝世後，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尚未出售，原告等人遂向被告起訴請求清算財產，主張上開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有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於終止契約後，應將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系爭前案確定判決認定被告林雪華應將上開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原告等人嗣後始以判決移轉為原因，登記取得上開土地所有權之應有部分。
　⒊分割方案部分：
　⑴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部分，因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本無成立土地共有關係之意，更無將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細分，致整筆土地不能依系爭協議書予以出售之意，倘若逕以原物分割，將影響土地經濟之價值，故應採變價分割之方式，始符合系爭協議書簽立之目的；縱使不採變價分割之方式，然因被告林雪華應有部分之比例大於原告等人，為利於分割後之土地利用，應依照附圖三所示編號A部分歸由被告林雪華所有，編號B部分，則由原告等人分得。
　⑵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部分，該土地為道路用地，依照該地號土地之使用目的，自不得予以分割。
　⒋另就原告主張被告林雪華應給付土地增值稅部分，因系爭前案確定判決認定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為原告等人借名登記予被告林雪華名下，既經原告等人終止借名登記關係，故被告林雪華應轉上開土地所有權之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被告林雪華既僅出借名義供原告等人登記，該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仍由原告等人享有所有權之權利，自應由原告等人負擔相關稅賦，且因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為所有權之移轉登記，原因關係係基於借名登記終止後，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之規定，被告林雪華既未收取任何價金，屬無償行為，依土地稅法第5條之規定，本應由無償取得所有權之人即原告等人負擔該土地增值稅等語，以資抗辯。
　⒌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養護工程處雖未於本院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到庭表示意見，惟提出書狀稱：
　　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現況為都市計畫內道路用地，現況為公眾通行使用之道路（桃園市大園區拔子林三路30巷9弄），為避免分割後產生裡地阻礙、無法通行之情事，分割後之土地建議仍以原有比例維持共有，以維道路用地之屬性及維護公眾通行權益等語。
三、經查：
　　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分別為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及被告林雪華，其等之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而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原分別為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及被告林雪華、養護工程處，嗣被告林雪華於111年8月16日將其應有部分，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移轉所有權予賴秋夙，故該土地目前之所有權人為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被告養護工程處及賴秋夙，其等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有土地謄本、地籍異動索引在卷可佐（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60-64頁、本院卷二第89-95頁），而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於111年3月11日繳納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土地增值稅款，總計1,250,107元乙節，業據原告等人提出土地增值稅繳款書（蘆竹分局）相佐（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46頁），就上開客觀事實，均堪予認定。而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主張應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並提出如附圖一、附圖二所示之分割方案，且主張被告林雪華依民法不當得利或無因管理之規定，應返還土地增值稅之稅金予原告三人等節，則為被告林雪華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為此，兩造間之爭點厥為：㈠原告等人請求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有無理由？分割之方案為何？㈡原告等人請求分割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有無理由？分割之方案為何？㈢原告等人依民法無因管理、不當得利之規定， 請求被告林雪華給付原告黃柏蒼416,702元、給付原告黃柏銘416,702元、給付原告黃瑄雯416,703元暨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等人請求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有無理由？
　⒈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分割之分配，民法第823條第1項及第824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經查：
　⑴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為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及被告林雪華所共有，其等之應有部分各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該土地之使用分區為大園（菓林地區）都市計畫（91年12月19日）第一種住宅區，無土地法第31條最小面積單位之分割限制，亦非屬農業用地、未申請興建農舍，且未受法定空地分割限制發照之記載，有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1年11月29日桃都行字第1110041883號函、桃園市政府地政局111年11月30日桃地測字第1110070339號函、桃園市政府農業局111年12月2日桃農管字第1110045439號函、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111年12月2日桃建照字第1110099440號函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23、27、29、37-39頁）。
　⑵被告林雪華雖辯稱依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簽立系爭協議書之真意，其等並無成立土地共有關係之意，更無將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細分，致整筆土地不能依系爭協議書予以出售之意等語，然：
　①系爭協議書第二條㈡部分約定「鑑於前開約定內容文義尚有不明確之處，為免日後紛爭，雙方合議變更其內容如下：⒈合購土地之價金1800萬元，由甲方（被告林雪華）負擔1200萬元、乙方（黃石儀）負擔600萬元；⒉乙方依前項約定應負擔之地價金600萬元，由甲方先行墊付；⒊就甲方依第二項約定墊付之600萬元，乙方應自95年8月起按月給付依週年利率4％計算之利息（即每月2萬元）予甲方；⒋損益分配：合購土地出售之價款，於甲方得先扣除：⑴出資額1800萬元；⑵因購買及出售合購土地支出之一切費用。合購土地出售之價款於甲方扣除前開2項金額後，如仍有賸餘，該餘款由甲方取得3分之2、乙方取得3分之1。但經103年5月8日協商乙方應再給付甲方其依第3條約已給付之利息總額」，有上開協議書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71-77頁）。
　②原告等人之父親即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雖簽立系爭協議書，然綜觀協議書該部分之內容，實僅約定其等合購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出資比例，以及日後若出售該地號土地，應如何分配出售款項，其等「並未」約定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不得」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換言之，縱算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原先合資購入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目的，確實係在意該地號土地之轉售價值，然在被告林雪華、黃石儀未特別約定之情形下，亦無從排除其等除整筆出售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外，對於其等應有部分比例，有其餘自由處分之空間，上開內容既僅特別針對倘若出售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時，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間應如何分配價金之比例，而各共有人本有權利，自由處分其所有權之應有部分，觀諸系爭協議書之文義內容，又無從認定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簽立該協議書內容，有刻意排除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共有人除出售該土地外，其餘處分應有部分之可能，被告林雪華上開辯解內容，無異毫無理由任意限縮土地共有人自由處分應有部分之權利，實屬無據。
　⑶是以，原告等人與被告林雪華既未達成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協議，其等又未定有不分割之協議，依照系爭協議書之內容，亦無從認定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有達成不分割該土地之約定，依照該地號土地之使用目的，又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則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請求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方案，以「原物分割」為宜：
　⒈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1款前段、第4項規定甚明。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項至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而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法院裁判分割共有土地時，除因該土地內部分土地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如為道路）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其共有關係，或部分當事人因繼承關係須就分得之土地保持公同共有者，應就該部分土地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外，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534號、91年度台上字第407號判決參照）；另按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時，除應顧及均衡之原則外，並須就各共有人應行分得之範圍，例如面積多寡、交通、位置及占有形勢等，予以確定（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1982號判例意旨參照）；且按裁判上如何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定之外，並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法院為顧及全體共有人所得利用之價值等情形，本有自由裁量之權，惟儘量依各共有人使用現狀定分割方法，以維持現狀，減少共有人所受損害，當不失為裁判分割斟酌之一種原則（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990號裁判亦同此見解）。是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但仍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共有物之性質、價格、分割前之使用狀態、經濟效用、分得部分之利用價值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有關情狀，定一適當公平之方法以為分割，此外，共有人分得之土地是否與外界有適宜之聯絡，是否會造成袋地情形，及社會利益等均在考慮之列（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08號、90年度台上字第1607號、89年度台上字第72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又按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配其價金，法院固有自由裁量之權，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價格、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公平裁量，以謀分割方法之公平適當。必於原物分配有困難者，始予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且就原物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亦得以金錢補償之。尤其共有人就共有物在感情上或生活上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倘法院全然不顧遽命變價分割，則其所定之分割方法，是否適當，有無符合公平原則，即值推求（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58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53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經查：
　⑴本院於112年4月7日會同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人員勘驗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該土地面向菓林路，對向為重劃區，四周有民宅、商店，路旁亦有公車站牌，有本院勘驗筆錄可佐（本院卷一第177頁），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以原物分割既無困難，且該地號土地之共有關係並非複雜（共有人僅有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及被告林雪華），另依該土地之地籍圖謄本所示（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4頁7），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形狀相對方正，並無崎嶇、畸零難以分割之情形，斟酌上情，原告等人主張原物分割之方案，確為適當。
　⑵被告林雪華雖主張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可認被告林雪華與黃石儀乃協議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應整筆出售，故不得為原物分割，應變價分割等語，然誠如前述，觀諸系爭協議書之文義內容，至多僅能認被告林雪華、黃石儀就出售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後之價金分配，確有為特別之約定，除此之外，無從認定被告林雪華、黃石儀對於分割之方式，有為其餘之限制，且紬繹上開協議書之內容，被告林雪華、黃石儀又未明文約定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除整筆出售外，不得為其他處分等限制，被告林雪華上開主張，無疑任意增加土地共有人分割土地之限制，自無所據。
　⑶再者，被告林雪華另主張若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採取原物分割之方式，將導致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價值下降乙節，然土地之利用，固可能因細分而使分割後之總價值低於原未分割前之原價值，然各共有人既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各共有人得自行考量如何利用其分割後受分配之土地，經分割後而消滅原共有關係，使各共有人成為分割後各筆土地之單獨所有人，或經部分共有人合意繼續保持部分共有之分割結果，更有助於各共有人之獨立、個別利用計畫，否則，徒然具有估價上之較高價值卻無法使全體共有人取得協議而加以利用，而各共有人亦無法按照自己之個別之利用計畫加以利用，顯然對於土地之利用價值提升無益，亦有違共有人得請求分割共有物之立法目的。原告等人迭主張就其等應有部分，有意願維持共有（本院卷二第113-115頁），且原告等人有自己使用該土地之規劃（本院卷一第230頁），殆難僅因分割後之總價值有減損之虞，即遽然否定原物分割之可行性，應以變價方式而為分割，是以，原告等人對於其等應有部分既有土地利用之規劃，又願意維持共有提升其等土地之利用，自難單以分割後之總價值有下降之可能，逕否定原物分割之方式，被告林雪華此部分之主張，亦不可採。
　⑷末以，被告林雪華尚抗辯若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採原物分割之方式，將影響容積率等語，惟此部分經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113年3月21日桃都開字第1130008332號函函覆本院，內容略以：「查旨揭地號土地（即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屬『大園（菓林地區）都市計畫』第一種住宅區，面積547平方公尺，法定容積率為140％，前經桃園市政府106年1月3日府都行字第1050319025號函准予容積移轉229.74平方公尺（30％）在案，依上開函示，該宗土地分割後，得依原依核准移入容積比例申請建築」（本院卷一第309-310頁），依上開函覆內容，主管機關既表示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分割後，得依原先核准移入容積比例申請興建建築物，當無被告林雪華所抗辯將影響建物容積率乙節，被告林雪華此部分之辯解，實屬無據。
　⒋再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按共有物之原物分割，依民法第825條規定觀之，係各共有人就存在於共有物全部之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使各共有人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故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2676號判例意旨參照）。故共有物之分割，如依原物之數量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價值不相當，而須以金錢補償者，應依原物之總價值，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算出其價值，再與各共有人實際分得部分之價值相較，由分得較高之共有人，就其超出應有部分價值之差額部分，對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24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⑴原告黃柏蒼、黃柏銘、林雪華及被告林雪華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原物分割方案，分別提出附圖一、附圖三所示之分割方法，上開分割方案之差異即在於分得之位置，有無臨菓林路，而觀諸原告等人提出之現場照片所示（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70-71頁），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上目前多為雜草，並未有任何開發或其他利用，另上開分割方案經原告等人聲請，由誠立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評估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價值，有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價值評估報告書1份可佐，依系爭鑑價報告結果（如附表二所示，詳如下述），無論係附圖一或附圖三所示之方案，分得編號A所示土地之共有人，其所分得之價值，皆高於按其應有部分比例計算之價值，依上開規定，舉凡分得編號A所示土地之共有人，均應就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而觀諸原告等人提出之準備狀，原告等人確有意願就附圖一之分割方案，對分得價值較低之被告林雪華為補償（本院卷二第125-127頁），然依林雪華所提出之答辯狀（本院卷二第7頁），被告林雪華則僅稱其主張之附圖三分割方案有較高之經濟價值，惟被告林雪華自始均未表示有無意願補償原告等人上開短少之金額，且被告林雪華約須補償原告等人總計4,603,249元（計算式詳如附表二），該金額並非少數，被告林雪華自始既未表示願補償被告等人上開金額，為避免被告林雪華因補償金額過高未履行補償義務，致得受補償之原告等人依民法第824條之1第4項規定對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行使法定抵押權，繼而拍賣分割後之標的以取償，徒增法律關係之複雜及糾紛，本院認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應採附圖一所示將編號A部分分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共有（因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為手足關係，且有意願維持共有，以此統合規劃土地之利用，對於土地之使用並未形成過度複雜之法律關係，故原告等人仍繼續就此部分土地以各三分之一應有部分比例維持維持共有），編號B部分則分由被告林雪華所有，對兩造而言應屬最為有利，堪認允適，應為可採。
　⑵所謂金錢補償，係指依原物市場交易之價格予以補償而言，法院並應本於職權綜合各共有人之利益、審酌一切情狀以為定奪。且審酌共有物分割之金錢補償，係以各共有人按應有部分比例算出之價額是否相當公允而定其找補金額，各共有人之經濟能力自非審酌之範疇（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107年度上字第859號判決參照）。查：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經誠立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價，估價師對該土地進行產權、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個別因素、不動產市場現況、該土地最有效使用情況及專業意見分析後，就附圖一所示之分割分案評估單價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有系爭鑑價報告在卷可參，而上開鑑定單位乃原告等人、被告林雪華所合意選定（本院卷一第275-281頁），系爭鑑價報告亦已敘明相關鑑價之規定及方法予以鑑定，鑑價過程尚屬客觀詳實、專業公允，其鑑定亦無何違反技術法規或與經驗法則相違背之情事，是本院認系爭鑑價報告所認之估價金額，應堪採信，得為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找補金額之基準，故依系爭鑑價報告之鑑定價格，原告等人應依附表二「補償金額」欄所示金額補償被告林雪華總計3,555,787元。
　⒌綜上，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分割方案應採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所主張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以各三分之一應有部分比例維持維持共有，編號B部分，則分由被告林雪華所有，再依系爭鑑價報告之鑑定價格所示，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依附圖一所示分割方案分得編號A部分，超出其等依照應有部分比例算出之價值，而因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係共有附圖一編號A部分土地，故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應共同補償被告林雪華此部分土地之價值即3,555,787元，原告等人主張各以現金補償被告1,185,262元，尚有誤會。
　㈢原告等人請求分割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有無理由？　　
　⒈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於原告等人起訴時，為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及被告林雪華、養護工程處所有，嗣被告林雪華將其應有部分移轉予賴秋夙，故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現應有部分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而該部分土地之使用分區為道路用地，無土地法第31條最小面積單位之分割限制，亦非屬農業用地、未申請興建農舍，且未受法定空地分割限制發照之記載，有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1年11月29日桃都行字第1110041883號函、桃園市政府地政局111年11月30日桃地測字第1110070339號函、桃園市政府農業局111年12月2日桃農管字第1110045439號函、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111年12月2日桃建照字第1110099440號函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23、29、37-39頁）。
　⒉被告林雪華雖一再辯稱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為道路用地，不得予以分割等語，然按民法第823條第1項但書所謂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係指該共有物現在依其使用目的不能分割者而言，倘現在尚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則將來縱有可能依其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亦無礙於共有人之分割請求權；又依都市計畫法第42條、第50條、第51條之規定，道路預定地屬於公共設施用地。於一定期限內以徵收等方式取得之，逾期即視為撤銷，且於未取得前，所有權人仍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指定目的較輕之使用，並得申請為臨時建築使用。故經都市計畫法編為道路預定地而尚未闢為道路之共有土地，其共有人非不能訴請分割（最高法院75年度5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26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編為計劃道路之土地，在徵收之前，所有權人仍得為使用、收益(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704號判決意旨足參)，是以，縱使依桃園市政府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所示（本院卷一第34頁），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確為大園（菓林地區）都市計畫（70年8月17日）之道路用地（屬公共設施用地，土地取得方式為徵收。需地機關為桃園市政府工務局），然揆諸前開說明，因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於未經徵收前，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及被告養護工程處、賴秋夙皆仍為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共有人，自得本於所有權使用、收益該土地，並訴請分割，即便該土地若有符合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亦僅係土地所有權人有容忍他人通行使用之義務，所有權權能中關於使用收益之權能受到壓縮，然於所有權之其他權能則不受影響，無限制共有人訴請分割共有物、脫離共有關係之理，故被告林雪華以此辯稱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不能分割，自屬無據。
　⒊是以，兩造既未達成分割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協議，其等又未定有不分割之協議，依照該地號土地之使用目的，又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則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請求分割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㈣分割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方案：
　⒈依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地籍圖謄本所示（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48頁），該土地之形狀較為狹長，另佐以該地號土地之現場照片，該地號土地目前現況為通行之道路、巷弄使用（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72-73頁），且經本院至上開地號土地勘驗現場狀況（本院卷一第177-178頁），該土地位於路口進入後之巷弄，四周皆係公寓及住宅大樓，路口處則設有一個停車場等情，首堪認定。
　⒉揆諸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現況，形狀較為狹長、平整，而參以原告等人所提出之附圖二分割方案，即以該地號土地之地籍線平行劃分為編號A、B、C，編號A分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維持共有、編號B分由被告林雪華所有、編號C則分由養護工程處所有，該分割方案分割後之土地多仍完整，且因該地號土地之共有人尚屬單純，以該方案分割土地後，土地亦未過於零碎或過度細分，審酌該地號土地之位置坐落於巷弄內，現供通行之道路使用，該分割方案相異編號位置之經濟價值，縱有交易價值之差異，惟幅度難謂甚大，暨該地號土地未來可使用之目的有限、土地價格可能之波動、當事人可獲得利益及公平性等節，本院認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所提出之分割方案尚屬適當，即如附圖二所示，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分得編號A部分、被告林雪華分得B部分，而被告養護工程處則分得C部分，又因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就附圖二編號A部分表示願意維持共有，考量其等為手足關係，可一併規劃使用該部分土地，對於土地利用並未過度複雜化，故就附圖二編號A部分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各以三分之一應有部分比例維持維持共有，自得允許，併予敘明。
　㈤原告等人依民法無因管理、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林雪華給付原告黃柏蒼416,702元、給付原告黃柏銘416,702元、給付原告黃瑄雯416,703元暨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⒈按借名登記契約之成立，側重於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具有不屬於法律上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給付契約性質，應與委任契約同視（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28條、第541條第2項、第54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委任契約不論有無報酬，或有無正當理由，均得隨時終止（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23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前向被告林雪華提起清算合資財產等事件，前經本院以108年度訴字第1858號判決認定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以及桃園市○○區○○段○○○○段○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存在以黃石儀給付本金6,000,000元及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3款約定給付利息，為借名登記關係終止條件之借名登記契約，故黃石儀之繼承人即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依繼承關係及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之規定，可請求被告林雪華將上開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嗣被告林雪華不服該判決，上訴二審，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0年度重上字第240號判決同認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就上開合購之土地，雖全數登記於被告林雪華名義下，然其等就上開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確有成立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該借名登記關係既已告終止，則原告等人向被告林雪華請求將上開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當屬有據，有上開判決在卷可佐（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23-44頁），依前開確定判決（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45頁）認定之內容，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間，確有成立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則黃石儀之繼承人即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自得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林雪華將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予原告等人，是以，被告林雪華應移轉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予原告等人之原因關係，乃係基於終止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間所成立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乙節，應堪認定。
　⒊又按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如左：⑴土地為有償移轉者，為原所有權人，⑵土地為無償移轉者，為取得所有權之人，⑶土地設定典權者，為出典人，前項所稱有償移轉，指買賣、交換、政府照價收買或徵收等方式之移轉；所稱無償移轉，指遺贈及贈與等方式之移轉，土地稅法第5條定有明文。然上開規定僅屬例示，其究為有償移轉抑或無償移轉，應視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取得土地是否付出對價為其判斷標準，並不以當事人間之契約類型為買賣、交換等典型有償契約為限，若當事人訂立之契約係屬民法債編中所無之非典型契約，如當事人之一方取得土地已支付相當之對價，即屬土地稅法第5條第1項所稱之有償取得土地，其土地增值稅即應由原所有權人負擔，此觀該條第1項亦稱應由「原所有權人」而未稱應由「出賣人」為其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之文義自明；至該條所稱之無償移轉，則係指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取得土地並未支付相當之對價，而係以與贈與、遺贈等相類之方式取得土地者，諸如因土地分割而取得土地所有權者而言（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73號解釋意旨參照）。又若係當事人間有信託關係之存在，於信託關係消滅時，返還移轉信託物於信託人，應亦屬上開土地法第5條第1項第2款所謂之無償移轉（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241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主張其等以系爭前案確定判決，辦理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告等人繳納土地增值稅共1,250,107元，然該繳納義務人應為被告林雪華，爰依民法無因管理或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向被告林雪華請求返還上開稅額，然為被告林雪華以前詞否認，故首應釐清原告等人取得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所有權究竟係基於「有償移轉」抑或「無償移轉」。
　⑴誠如前述，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就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間存有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原告等人乃係基於終止借名登記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林雪華將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予原告等人公同共有，借名登記契約乃基於彼此間之信任關係及出名人應負移轉登記相關之勞務給付關係，實非互有對價之有償行為，借名登記契約終止或消滅後，原告等人本得基於借名登記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林雪華移轉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並未因此產生有償行為之關係，揆諸前開說明，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所有權應有部分移轉，既係基於終止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並未收取對價，該應有部分移轉應屬無償行為，揆諸上開說明，移轉登記時應負擔土地增值稅之人為「取得所有權之人」，則依法當由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共同負擔至明。
　⑵原告等人雖主張依據系爭前案確定判決之認定，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就上開土地間，存有以黃石儀給付6,000,000元，及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3款約定給付利息，為借名登記關係終止條件之借名登記契約，是以，原告等人請求被告林雪華返還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自屬於「有償移轉」土地等語（本院卷二第133頁），然誠如前述，原告等人乃係基於終止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向被告林雪華請求返還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而成立借名登記契約間之權利義務，本係基於當事人間之信任關係與出名人所負應轉登記之給付關係，借名人本即有法律上之權利要求出名人返還借名登記之標的物，此乃基於借名人本即係該標的物所有權人之緣故，是以，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本即有法律上權利要求被告林雪華應返還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並不會因原告等人未給付6,000,000元或利息，即喪失上開請求返還借名登記標的物之權利，既然無論原告等人究竟有無給付被告林雪華6,000,000元或利息，均可向被告林雪華請求返還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自應認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予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確屬無償行為，至於原告等人須給付被告林雪華6,000,000元及利息部分，前開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字第240號判決即認定「依系爭協議書約定之真意，雖合購土地之價金由上訴人（即被告林雪華）先代墊，然黃石儀應按月給付上訴人代墊款600萬元之4％利息...」（111年度桃司調字第114號卷第37頁），亦即前開6,000,000元或利息，乃係黃石儀與被告林雪華合資購買土地時，由被告林雪華先行代黃石儀墊付購買土地之價金，顯然黃石儀須給付6,000,000元暨利息與被告林雪華，與其等間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乃係基於迥然有異之法律關係，原告等人卻以此主張其等取得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係出於有償移轉，顯然混淆上開相異之法律原因事實，自不足採。
　⑶至於原告等人所提出上開土地增值稅繳款書，雖核定被告林雪華為納稅義務人，然完納稅捐屬公法上之義務，自應依法令為之，土地稅法第5條既已為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之認定，則稅務機關如依申請人申報形式填載納稅義務人，法院仍得為實質認定以確定納稅義務人之所屬，方符規定，尚不得僅憑稅務局人員在土地增值稅繳款書上記載納稅義務人為被告林雪華，即認被告林雪華應為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併予敘明。
　⒋是以，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雖主張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之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為被告林雪華，其等既代被告林雪華繳納總計1,250,107元之土地增值稅，自可依民法無因管理或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向被告林雪華請求返還上開款項等節，然因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本為繳納上開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自應繳納土地增值稅，故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此部分之請求，要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就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部分，本院審酌兩造之聲明、應有部分比例、共有物之客觀事項、上開土地之整體使用、經濟效益之情形，爰判決分割系爭土地如主文第一項、第二項所示，至於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等人另主張依民法無因管理、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林雪華返還土地增值稅予原告等人，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就此部分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
　㈠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4款約定「⒋損益分配：合購土地出售之價款，於甲方得先扣除：⑴出資額1800萬元；⑵因購買及出售合購土地支出之一切費用。合購土地出售之價款於甲方扣除前開2項金額後，如仍有賸餘，該餘款由甲方取得3分之2、乙方取得3分之1。但經103年5月8日協商乙方應再給付甲方其依第3條約已給付之利息總額」，依該約定內容，土地於出售辦理結算，應由黃石儀再給付其依系爭協議書第3條之約定，已給付之利息總額予反訴原告。
　㈡另依系爭前案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4款之前後文義整體脈絡，倘反訴原告欲依該條約定請求利息，須於土地出售後結算時，反訴原告始有請求加計利息之權利，故反訴被告依據系爭協議書之約定，有就土地出售該條件成就時，給付加計利息予反訴原告之義務，然反訴被告依照系爭前案確定判決，移轉登記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後，卻以違背系爭協議書目的之不正方法，起訴請求分割土地，欲取得該土地之單獨所有，無非係以「分割」之方式處分土地，阻止兩造共有之整筆土地出售，應認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4款請求利息之「系爭土地出售時」之條件業已成就，反訴被告應依該協議內容，給付利息總額予反訴原告。
　㈢而系爭協議書第3條約定已給付之利息總額分別為黃石儀自95年8月起至107年7月間給付之利息，總計2,880,000元、反訴原告等人自107年8月起至108年12月間之利息，總計340,000元，反訴原告總計已給付之利息總額為3,220,000元。
　㈣為此，爰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4款、民法第101條之規定，提起訴訟。並聲明：⒈反訴被告應連帶給付反訴原告3,220,000元及反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反訴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則以：
　㈠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4款所約定之損益分配條款，並未禁止兩造為土地分割之特約，亦未約定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應整筆出售，禁止各自出售之情形，待土地分割後，兩造各自取得分割之土地後，若未來時機成熟、不動產市價看漲，其等仍可出售土地，再依據「損益分配」條款進行找補，自無「不正當方法」可言。遑論反訴原告已自行出售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予賴秋夙，更可見兩造並未約定土地須整筆出售。
　㈡另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4款之整體脈絡，該約定適用於「出售後」，且須扣除「出資額1800萬元」、「因購買及出售合購土地支出之一切費用」，尚有賸餘，兩造再就該「賸餘金額」進行損益分配，而反訴被告就「賸餘金額」可分配三分之一，但反訴被告應再給付反訴原告其依第3條約定已給付之利息總額，故反訴原告可請求反訴被告給付依第3條約定已給付之利息總額之「前提」，為「土地出售後扣除出資與費用」尚有「賸餘金額」，且反訴被告依據三分之一比例獲分配之賸餘金額，尚且大於依第3條約定已給付之利息總額，然土地既然「尚未出售」，豈會有所謂出售金額扣除出資與費用，尚有賸餘金額，且反訴被告依據三分之一比例獲分配之賸餘金額，尚且大於依第3條約定已給付之利息總額此情形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反訴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反訴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條件，謂法律行為效力的發生或消滅，繫於將來成否客觀上不確定之事實（民法第99條）。當事人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者，應認該事實發生時或其發生已不能時，為清償期屆至之時（最高法院28年渝上字第1740號判決先例要旨參照）。又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已成就。當事人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以該事實之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者，倘債務人以不正當行為阻止該事實之發生，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應視為清償期已屆至（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205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且上開規定固為維護誠實信用原則，貫徹附條件法律行為之效力，於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當事人以不正當行為阻止條件成就時，特設該條件視為已成就之規定。惟對於條件成就施以影響之行為，究應如何定性其為不正當行為？舉凡故意妨害、違反法令或違背正義之行為均屬之外，當視法律行為時當事人之意思依誠實信用之原則客觀地評價，以決定該當事人所為是否可被允許？其評價之作成，並應考慮該當事人對系爭條件之成就或清償期屆至施以影響之動機、目的，再參酌具體個案情況予以認定之(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06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反訴原告雖迭主張反訴被告起訴請求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係以分割為方式處分上開土地，阻止兩造共有之上開土地「整筆」出售等語，然誠如前述，綜觀系爭協議書之內容，黃石儀與反訴原告就合購土地價金之出資、代墊出資利息之給付、利潤分配與出售後利息之補償等細節約定甚詳，然除此之外，黃石儀或反訴原告皆未對於其等取得上開土地所有權為任何之限制，換言之，其等僅係約定若土地出售後，資金究竟應如何分配，以杜絕日後之爭議，惟上開協議書別無限制反訴原告或黃石儀取得土地所有權後，不得分割該土地或單獨出售其應有部分之土地，倘若反訴原告或黃石儀確達成協議限制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僅可「整筆」土地出售，土地所有權人別無其餘處分之權利，反訴原告或黃石儀應會將上開顯然影響其等權利之事由，明文約定於系爭協議書內，然遍查該協議書之內容，難認雙方之真意係指黃石儀及反訴原告僅得「整筆」出售土地，且土地所有權人本有自由處分其所有物之權利，反訴原告上開主張，毋寧係極度限縮上開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系爭協議書既僅係黃石儀與反訴原告對於土地出售後，應如何分配利潤，為詳盡之約定，然除此之外，無從認定黃石儀與反訴原告之真意，尚包含有限縮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實難逸脫該協議書之文義，認定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受有除整筆土地出售外，別無其他處分土地所有權之權利，反訴原告上開主張，顯然恣意擴張系爭協議書之約定內容，自無所據。
　㈢從而，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等人提起分割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系爭第198-3地號土地之訴，乃係以不正當方法阻止條件成就乙節，實已逸脫系爭協議書之文義內容，系爭協議書僅係反訴原告與黃石儀對於上開土地若係採「整筆出售」之處分方式，其等應如何分配利潤為特別之約定，然無論係自協議書之約定內容或文義解釋，皆無法以此判斷黃石儀、反訴原告之真意，尚包含限制土地所有權人處分土地應有部分之方式，難認反訴被告等人上開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之舉，有何構成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之餘地，自無視為條件成立或清償期已成立之效力，反訴原告以此主張反訴被告等人應給付3,220,000元之利息總額，顯然於法不合，洵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反訴原告依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2項第4款、民法第101條之規定，請求反訴被告應連帶給付3,220,000元及反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並無所據，應予駁回。反訴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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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本訴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而分割共有物事件之分割方法，應由法院裁量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本件關於裁判分割共有物部分之訴訟費用負擔，爰依前開規定，命兩造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其餘原告敗訴部分之訴訟費用，則應由原告負擔，如主文第四項所示；反訴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潘曉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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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佩伶
附圖一：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112年2月23日蘆地測法丈字第00
　　　　3300號複丈成果圖（本院卷一第187頁）　
附圖二：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112年2月23日蘆地測法丈字第00
　　　　3400號複丈成果圖（本院卷一第185頁）　　　　　　附圖三：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112年2月23日蘆地測法丈字第00
　　　　3300號複丈成果圖（本院卷一第219頁）　　
附表一
編號 土地地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  1 桃園市○○區○○段○○○段000000地號 （面積547平方公尺） 黃瑄雯 9分之1   黃柏蒼 9分之1   黃柏銘 9分之1   林雪華 3分之2  2 桃園市○○區○○段○○○○段00000地號 （面積292平方公尺） 黃瑄雯 9000分之736   黃柏蒼 9000分之736   黃博銘 9000分之736   賴秋夙 3000分之1472   桃園市 1000分之264 
附表二：系爭鑑價報告之鑑價結果（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
編號 分割方案 土地標示 面積 （平方公尺） 評估單價 （新臺幣/平方公尺） 評估總價 （新臺幣） 應負擔補償金額 （新臺幣）  1 附圖一 編號A 182 153,065 27,857,830元 3,555,787元   編號B 365 123,420 45,048,300元   2 附圖二 編號A 365 156,090 56,972,850元 4,603,243元   編號B 182 118,580 21,581,560元   3  系爭第420-44地號土地 547 156,090 85,381,230元  
◎編號1「應負擔補償金額欄」之計算式：
　27,857,830元＋45,048,300元＝72,906,130元
　72,906,130元3＝24,302,043元　　　　　　　　　　　
　27,857,830元－24,302,043元＝3,555,787元
◎編號2「應負擔補償金額欄」之計算式：
　56,972,850元＋21,581,560元＝78,554,410元
　78,554,410元32＝52,369,607元
　56,972,850元－52,369,607元＝4,603,243元
附表三：本訴部分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編號 共有人 本訴部分之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原告黃柏蒼、黃柏銘、黃瑄雯 ①訴訟費用其中百分之八十七分擔百分之三十一。 ②其餘訴訟費用百分之十三由原告負擔。 　2 被告林雪華 訴訟費用其中百分之八十七分擔百分之六十二。 　3 被告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訴訟費用其中百分之八十七分擔百分之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