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20號

原      告  黃秀鳳  

訴訟代理人  何文雄律師

            謝允正律師

被      告  1范李瑞霞之遺產管理人林本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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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上四人  

訴訟代理人  11李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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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七  人                 

訴訟代理人  黃盈袖  

被      告  13李沂青

            15李沂鈞

0000000000000000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沈靜怡  

被      告  14李沂仁

訴訟代理人  李文竹  

被      告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6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分割方法如附圖

及附表所示。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分割前應有部分」欄所示之比例負

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1范李瑞霞之遺產管理人林本忠、13李沂青、15李沂鈞

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同為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

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詳如附表「分割前應

有部分」欄所示，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分割之協議，亦無

因物之使用目的而有不能分割之情形，茲因兩造就分割方式

未能達成協議，為此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及第824條之規

定，請求裁判准予變價分割系爭土地等語，並聲明：系爭土

地准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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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2至12、14、16：系爭土地上有李氏祖墳，希望由全體

被告繼續維持共有，並聲明：系爭土地如附圖地號1224⑴⑵

⑶分由原告單獨取得，地號1224由全體被告維持共有。

　㈡被告13、15：同意維持共有（本院卷第422、448頁）。　

　㈢被告1范李瑞霞之遺產管理人林本忠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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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分割之期限者，

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主張系爭土地

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且兩造間就系爭土

地並無不分割之約定，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而有不能分割之

情形，惟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等情，有土地登記第一類

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第322至330頁），堪信系爭土地並無

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惟兩造迄今仍無法就分割

方法達成協議，且被告1范李瑞霞之遺產管理人林本忠迄至

言詞辯論終結前仍未提出相關陳述，則原告請求分割系爭土

地，即屬有據。　　

　㈡次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

求，命為下列之分配：1.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

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

人。2.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

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

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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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法院裁判分

割共有物，若係以原物分割，原則上應按其應有部分為分

配，且該應有部分係以經登記者為準，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

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規定

甚明(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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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請求分割共有物，以原物分配於各全部共有人為原則，例

外於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方得將原物分配

於部分共有人，而以金錢補償。

　㈢經查，系爭土地面積為1,020.66平方公尺，係屬都市計劃外

土地，一般農業區林業用地，土地形狀為斧頭型，斧頭部分

有墳墓，握柄部分中間有被道路占用，臨中正路佳安段，系

爭土地地勢比道路高，有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函文、桃園

市大溪地政事務所函文暨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桃園市龍潭

區公所函文、勘驗測量筆錄、照片等件附卷可參（本院卷第

49至50、53至63、67、404至414頁）。本院審酌系爭土地如

附圖地號1224上有墳墓存在，且除被告1范李瑞霞之遺產管

理人林本忠外，其餘被告均同意將系爭土地作為李氏祖墳之

用，並同意維持共有（本院卷第420至448頁），考量系爭土

地倘再單獨分割一部分予范李瑞霞之遺產管理人林本忠，將

使土地過於細分，不利土地利用，復考量系爭土地如附圖地

號1224⑴⑵⑶面臨道路且無地上物存在，倘將此部分分由原

告單獨取得，對於原告並無不利，系爭土地既得依原物分

配，則原告主張本件應予變價分割即屬無據，綜合上開情

狀，本院認系爭土地分割如附圖及附表所示應屬適當。

　㈣又原告雖請求鑑定系爭土地如附圖地號1224⑴⑵⑶合併每平

方公尺的價值，與分割前系爭土地每平方公尺價值乘以原告

應有部分云云（本院卷第477頁）。惟系爭土地既有墳墓存

在，而原告取得之部分並未有地上物存在，且原告分得之面

積與分割前應有部分面積相同，並未短少，故本院認無鑑定

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原告訴請分割系爭土地，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地

形、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對分割方案之意願、通行之便利性

及土地之利用等情，認系爭土地應分割如附圖及附表最為公

平合理，且合乎經濟之效益，爰判決分割系爭土地如主文第

1項所示。

五、又分割共有物之訴，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原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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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本件訴訟於法雖屬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

不然，其所為抗辯自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是本件訴訟

費用應由兩造依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分擔，始為公允，爰依民

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諭知兩造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如主文

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吳佩玲

附圖、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113年5月9日113溪測法字第19100

　　　號複丈成果圖

附表、分割方法（如附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龍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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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黃秀鳳  
訴訟代理人  何文雄律師
            謝允正律師
被      告  1范李瑞霞之遺產管理人林本忠








            2李智惠  




            3李梨惠  




            9吳青雲  
            10吳東海
兼  上四人  
訴訟代理人  11李淑芳




被      告  4廖茂昌  


            5廖茂榮  
            6廖茂鴻  
            7廖愛秀  
            8廖玉秀  
            12李敏惠
            16李沂峯


上  七  人                  
訴訟代理人  黃盈袖  
被      告  13李沂青
            15李沂鈞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沈靜怡  
被      告  14李沂仁
訴訟代理人  李文竹  
被      告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分割方法如附圖及附表所示。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分割前應有部分」欄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1范李瑞霞之遺產管理人林本忠、13李沂青、15李沂鈞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同為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詳如附表「分割前應有部分」欄所示，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分割之協議，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而有不能分割之情形，茲因兩造就分割方式未能達成協議，為此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及第824條之規定，請求裁判准予變價分割系爭土地等語，並聲明：系爭土地准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2至12、14、16：系爭土地上有李氏祖墳，希望由全體被告繼續維持共有，並聲明：系爭土地如附圖地號1224⑴⑵⑶分由原告單獨取得，地號1224由全體被告維持共有。
　㈡被告13、15：同意維持共有（本院卷第422、448頁）。　
　㈢被告1范李瑞霞之遺產管理人林本忠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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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且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並無不分割之約定，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而有不能分割之情形，惟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等情，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第322至330頁），堪信系爭土地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惟兩造迄今仍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且被告1范李瑞霞之遺產管理人林本忠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仍未提出相關陳述，則原告請求分割系爭土地，即屬有據。　　
　㈡次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1.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2.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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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若係以原物分割，原則上應按其應有部分為分配，且該應有部分係以經登記者為準，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規定甚明(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請求分割共有物，以原物分配於各全部共有人為原則，例外於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方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而以金錢補償。
　㈢經查，系爭土地面積為1,020.66平方公尺，係屬都市計劃外土地，一般農業區林業用地，土地形狀為斧頭型，斧頭部分有墳墓，握柄部分中間有被道路占用，臨中正路佳安段，系爭土地地勢比道路高，有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函文、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函文暨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桃園市龍潭區公所函文、勘驗測量筆錄、照片等件附卷可參（本院卷第49至50、53至63、67、404至414頁）。本院審酌系爭土地如附圖地號1224上有墳墓存在，且除被告1范李瑞霞之遺產管理人林本忠外，其餘被告均同意將系爭土地作為李氏祖墳之用，並同意維持共有（本院卷第420至448頁），考量系爭土地倘再單獨分割一部分予范李瑞霞之遺產管理人林本忠，將使土地過於細分，不利土地利用，復考量系爭土地如附圖地號1224⑴⑵⑶面臨道路且無地上物存在，倘將此部分分由原告單獨取得，對於原告並無不利，系爭土地既得依原物分配，則原告主張本件應予變價分割即屬無據，綜合上開情狀，本院認系爭土地分割如附圖及附表所示應屬適當。
　㈣又原告雖請求鑑定系爭土地如附圖地號1224⑴⑵⑶合併每平方公尺的價值，與分割前系爭土地每平方公尺價值乘以原告應有部分云云（本院卷第477頁）。惟系爭土地既有墳墓存在，而原告取得之部分並未有地上物存在，且原告分得之面積與分割前應有部分面積相同，並未短少，故本院認無鑑定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原告訴請分割系爭土地，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地形、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對分割方案之意願、通行之便利性及土地之利用等情，認系爭土地應分割如附圖及附表最為公平合理，且合乎經濟之效益，爰判決分割系爭土地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又分割共有物之訴，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於法雖屬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其所為抗辯自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是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兩造依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分擔，始為公允，爰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諭知兩造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吳佩玲
附圖、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113年5月9日113溪測法字第19100
　　　號複丈成果圖
附表、分割方法（如附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龍明珠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20號
原      告  黃秀鳳  
訴訟代理人  何文雄律師
            謝允正律師
被      告  1范李瑞霞之遺產管理人林本忠




            2李智惠  


            3李梨惠  


            9吳青雲  
            10吳東海
兼  上四人  
訴訟代理人  11李淑芳


被      告  4廖茂昌  

            5廖茂榮  
            6廖茂鴻  
            7廖愛秀  
            8廖玉秀  
            12李敏惠
            16李沂峯

上  七  人                  
訴訟代理人  黃盈袖  
被      告  13李沂青
            15李沂鈞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沈靜怡  
被      告  14李沂仁
訴訟代理人  李文竹  
被      告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6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分割方法如附圖及附
    表所示。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分割前應有部分」欄所示之比例負
    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1范李瑞霞之遺產管理人林本忠、13李沂青、15李沂鈞
    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同為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
    爭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詳如附表「分割前應有部
    分」欄所示，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分割之協議，亦無因物
    之使用目的而有不能分割之情形，茲因兩造就分割方式未能
    達成協議，為此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及第824條之規定，請
    求裁判准予變價分割系爭土地等語，並聲明：系爭土地准予
    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2至12、14、16：系爭土地上有李氏祖墳，希望由全體被
    告繼續維持共有，並聲明：系爭土地如附圖地號1224⑴⑵⑶分
    由原告單獨取得，地號1224由全體被告維持共有。
　㈡被告13、15：同意維持共有（本院卷第422、448頁）。　
　㈢被告1范李瑞霞之遺產管理人林本忠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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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分割之期限者，
    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主張系爭土地
    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且兩造間就系爭土
    地並無不分割之約定，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而有不能分割之
    情形，惟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等情，有土地登記第一類
    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第322至330頁），堪信系爭土地並無
    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惟兩造迄今仍無法就分割
    方法達成協議，且被告1范李瑞霞之遺產管理人林本忠迄至
    言詞辯論終結前仍未提出相關陳述，則原告請求分割系爭土
    地，即屬有據。　　
　㈡次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
    ，命為下列之分配：1.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
    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
    2.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
    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
    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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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
    物，若係以原物分割，原則上應按其應有部分為分配，且該
    應有部分係以經登記者為準，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
    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規定甚明(最高
    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請求分
    割共有物，以原物分配於各全部共有人為原則，例外於各共
    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方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
    有人，而以金錢補償。
　㈢經查，系爭土地面積為1,020.66平方公尺，係屬都市計劃外
    土地，一般農業區林業用地，土地形狀為斧頭型，斧頭部分
    有墳墓，握柄部分中間有被道路占用，臨中正路佳安段，系
    爭土地地勢比道路高，有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函文、桃園
    市大溪地政事務所函文暨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桃園市龍潭
    區公所函文、勘驗測量筆錄、照片等件附卷可參（本院卷第
    49至50、53至63、67、404至414頁）。本院審酌系爭土地如
    附圖地號1224上有墳墓存在，且除被告1范李瑞霞之遺產管
    理人林本忠外，其餘被告均同意將系爭土地作為李氏祖墳之
    用，並同意維持共有（本院卷第420至448頁），考量系爭土
    地倘再單獨分割一部分予范李瑞霞之遺產管理人林本忠，將
    使土地過於細分，不利土地利用，復考量系爭土地如附圖地
    號1224⑴⑵⑶面臨道路且無地上物存在，倘將此部分分由原告
    單獨取得，對於原告並無不利，系爭土地既得依原物分配，
    則原告主張本件應予變價分割即屬無據，綜合上開情狀，本
    院認系爭土地分割如附圖及附表所示應屬適當。
　㈣又原告雖請求鑑定系爭土地如附圖地號1224⑴⑵⑶合併每平方公
    尺的價值，與分割前系爭土地每平方公尺價值乘以原告應有
    部分云云（本院卷第477頁）。惟系爭土地既有墳墓存在，
    而原告取得之部分並未有地上物存在，且原告分得之面積與
    分割前應有部分面積相同，並未短少，故本院認無鑑定之必
    要。
四、綜上所述，原告訴請分割系爭土地，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地
    形、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對分割方案之意願、通行之便利性
    及土地之利用等情，認系爭土地應分割如附圖及附表最為公
    平合理，且合乎經濟之效益，爰判決分割系爭土地如主文第
    1項所示。
五、又分割共有物之訴，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原告提
    起本件訴訟於法雖屬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
    不然，其所為抗辯自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是本件訴訟
    費用應由兩造依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分擔，始為公允，爰依民
    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諭知兩造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如主文
    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吳佩玲
附圖、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113年5月9日113溪測法字第19100
　　　號複丈成果圖
附表、分割方法（如附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龍明珠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20號
原      告  黃秀鳳  
訴訟代理人  何文雄律師
            謝允正律師
被      告  1范李瑞霞之遺產管理人林本忠




            2李智惠  


            3李梨惠  


            9吳青雲  
            10吳東海
兼  上四人  
訴訟代理人  11李淑芳


被      告  4廖茂昌  

            5廖茂榮  
            6廖茂鴻  
            7廖愛秀  
            8廖玉秀  
            12李敏惠
            16李沂峯

上  七  人                  
訴訟代理人  黃盈袖  
被      告  13李沂青
            15李沂鈞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沈靜怡  
被      告  14李沂仁
訴訟代理人  李文竹  
被      告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分割方法如附圖及附表所示。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分割前應有部分」欄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1范李瑞霞之遺產管理人林本忠、13李沂青、15李沂鈞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同為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詳如附表「分割前應有部分」欄所示，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分割之協議，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而有不能分割之情形，茲因兩造就分割方式未能達成協議，為此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及第824條之規定，請求裁判准予變價分割系爭土地等語，並聲明：系爭土地准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2至12、14、16：系爭土地上有李氏祖墳，希望由全體被告繼續維持共有，並聲明：系爭土地如附圖地號1224⑴⑵⑶分由原告單獨取得，地號1224由全體被告維持共有。
　㈡被告13、15：同意維持共有（本院卷第422、448頁）。　
　㈢被告1范李瑞霞之遺產管理人林本忠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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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且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並無不分割之約定，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而有不能分割之情形，惟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等情，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第322至330頁），堪信系爭土地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惟兩造迄今仍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且被告1范李瑞霞之遺產管理人林本忠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仍未提出相關陳述，則原告請求分割系爭土地，即屬有據。　　
　㈡次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1.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2.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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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若係以原物分割，原則上應按其應有部分為分配，且該應有部分係以經登記者為準，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規定甚明(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請求分割共有物，以原物分配於各全部共有人為原則，例外於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方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而以金錢補償。
　㈢經查，系爭土地面積為1,020.66平方公尺，係屬都市計劃外土地，一般農業區林業用地，土地形狀為斧頭型，斧頭部分有墳墓，握柄部分中間有被道路占用，臨中正路佳安段，系爭土地地勢比道路高，有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函文、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函文暨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桃園市龍潭區公所函文、勘驗測量筆錄、照片等件附卷可參（本院卷第49至50、53至63、67、404至414頁）。本院審酌系爭土地如附圖地號1224上有墳墓存在，且除被告1范李瑞霞之遺產管理人林本忠外，其餘被告均同意將系爭土地作為李氏祖墳之用，並同意維持共有（本院卷第420至448頁），考量系爭土地倘再單獨分割一部分予范李瑞霞之遺產管理人林本忠，將使土地過於細分，不利土地利用，復考量系爭土地如附圖地號1224⑴⑵⑶面臨道路且無地上物存在，倘將此部分分由原告單獨取得，對於原告並無不利，系爭土地既得依原物分配，則原告主張本件應予變價分割即屬無據，綜合上開情狀，本院認系爭土地分割如附圖及附表所示應屬適當。
　㈣又原告雖請求鑑定系爭土地如附圖地號1224⑴⑵⑶合併每平方公尺的價值，與分割前系爭土地每平方公尺價值乘以原告應有部分云云（本院卷第477頁）。惟系爭土地既有墳墓存在，而原告取得之部分並未有地上物存在，且原告分得之面積與分割前應有部分面積相同，並未短少，故本院認無鑑定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原告訴請分割系爭土地，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地形、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對分割方案之意願、通行之便利性及土地之利用等情，認系爭土地應分割如附圖及附表最為公平合理，且合乎經濟之效益，爰判決分割系爭土地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又分割共有物之訴，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於法雖屬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其所為抗辯自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是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兩造依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分擔，始為公允，爰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諭知兩造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吳佩玲
附圖、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113年5月9日113溪測法字第19100
　　　號複丈成果圖
附表、分割方法（如附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龍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