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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統  令 

﹏﹏﹏﹏﹏﹏﹏﹏﹏﹏﹏﹏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4 月 9 日

  國立故宮博物院副院長馮明珠另有任用，應予免職。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4 月 1 3 日

  任命房振昆為臺北市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參議，孫清泉為臺北市

體育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黃淑如為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公園路燈工

程管理處簡任第十職等總工程司。 

  任命林福成為高雄市政府秘書處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王文翠

為高雄市立歷史博物館簡任第十職等館長。 

  任命蘇先啟為基隆市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張建祥以簡任第

十一職等為基隆市政府簡任第十職等秘書，曾煥卿為基隆市政府簡任

第十一職等參議。 

  任命王乾勇、洪麗紅為彰化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參議。 

  任命林鑑棋為雲林縣政府政風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李光慧、林士鳴、姚娟、唐慈蓮、吳錫昌、許博勛、蔡依雯

、蔡英柏、顏麗恩、王淑慧、黃鼎欽、李珮瑛、黃建彰、陳瑛玲、陳

美惠、康文聰為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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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勞秀君、陳誼娉、黃紀韶、郭鴻章、蔣明中、張正源、游淑

玲、黃木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林宮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鄭春麗、王忠順、蘇義昌、蔡惠菁、陳明玉、呂秀玲、高志

銘、李英彥、吳珮雯、張宇明、鄧立勤、周舜虞、劉美珍、楊茂村、

王惠瑛、林健智、何葉君、許嘉文、陳凱琳、蔡文峰、陳其標為薦任

公務人員。 

  任命劉玉玲、范佐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念勤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裕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劉基正、蘇惠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孫偉郁、洪怡君、簡鳳娥、鄭釗賢、莊洪麗珠、林毅正、陳

玫杏、蔣明珠、黃素如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朱金柱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廖森立、鍾興俊、邱垂領、鄧健、翁玉琴、王瑞芬、王裕

膺、連宜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蕭西坤、黃秀剩、莊秋茶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游如田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淑惠、歐正琛、邱文聰、黃蘭媚、林秀菁、曾女滿、黃鈺

雲、李惠蒞、張家悅、江俊文、簡素蓮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政宏、張賢欽、鄭慶榮、林朝安、林春治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麗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惠淳、許瑜珍、陳欽娥、蔡慧娟、陳日烈、康正忠、李正

德、戴文停、翁玉玲、張育誠、林潔玉、林淑滿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承學、陳桂芳、黃玉慧、王宗政、廖旭光、許朝淵、許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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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伍恆昭、周豊隆、李柏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邱鴻志、王吉中、李秋蓉、黃尚昌、柯希真、洪合益、潘建

成、潘佩茹、黃順郎、劉美秀、戴國忠、陳玉龍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自凱、黃星凱、林雅慧、張學智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雨龍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麒瑋、蕭爵增、柯演銘、黃建凱、黃文宗、陳恩誼、鍾孟

蓁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高木勤、彭俊叡、張建成、陳建智、王朝瑩、范絢雯為薦任

公務人員。 

  任命林素裡、李秀貞、鄭安庭、許春寶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修正、李文堆、張武達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胡佳楠、吳育巧、林祝華、王秋蓉、郭玉良、許茗貴、胡珈

瑜、徐淑華、林惠媛、林文斌、陳淑華、陸廣瀚、曹常澔、黃姵璇、

林信慶、許文一、吳兆琪、楊雅芳、官瑞忠、詹育齊、姜秀慧、楊蕙

玲、張令臻、張愫錦、李威震、曾得智、黃朝隆、張永穎、范玉枝、

侯昱羽、楊鐵山、曾麗靜、李湘鳳、張仁新、蔡瑞真、邱家梁、廖友

宏、陳貞儒為薦任公務人員。 

  派金惠芬為薦派公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4 月 1 3 日

  任命徐新淵為警監四階警察官。 

  任命楊政勳、許晏禎、柳英守、黃坤泉、周明麟、羅嘉斌、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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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4 月 1 4 日

  法務部政務次長黃世銘另有任用，應予免職。 

  特任黃世銘為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4 月 1 4 日

  任命陳瑞美為國史館會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會計主任。 
  任命吳水源為行政院簡任第十三職等參事。 
  任命陳德新為行政院法規委員會簡任第十四職等主任委員。 
  任命田又安為行政院新聞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 
  任命王宗曦為行政院衛生署簡任第十職等權理簡任第十一職等副

處長，施金水為行政院衛生署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王寰為行政

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簡任第十職等副分局長，李淑芳為行政院衛生署

疾病管制局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 
  任命吳建遠為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簡任第十職等秘書。 
  任命曾希若為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秘書。 
  任命林振坤為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板橋榮譽國民之

家簡任第十一職等副主任，程春正為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臺北市榮民服務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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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林桐生為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雲林縣榮民服務

處簡任第十職等副處長。 

  任命陳振宗、王德全、吳錦裕、陳仁宏、張福麟、曹正熙為行政

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簡任第十職等副研究員，徐獻星、高梓木

、魏聰揚、莊俊為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簡任第十一職等研

究員。 

  任命陳美蓉為檔案管理局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秘書。 

  任命江文全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技正兼科長，張錦

家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簡任第十職等正工程司，蘇茂祥為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東區分署簡任第十一職等分署長。 

  任命江文全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技正。 

  任命楊嘉棟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簡任第十

職等研究員兼主任秘書。 

  任命許瑩珍為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參事。 

  任命李榮哲為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權理簡任第十

一職等副處長。 

  任命蔡炳煌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 

  任命張文惠為司法院簡任第十職等秘書，許金釵以簡任第十四職

等為司法院簡任第十三職等廳長，徐福晉為臺灣高等法院簡任第十二

職等法官，陳中和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簡任第十四職等法官兼庭

長，陳美月為臺灣士林地方法院簡任第十職等登記處主任。 

  任命王毅忠為審計部簡任第十二職等參事。 

  任命廖昇瑾為審計部臺灣省嘉義市審計室簡任第十職等審計兼課

長，鐘慶雲為審計部臺灣省臺東縣審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審計兼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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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邱玉梅為審計部臺灣省宜蘭縣審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審計兼副主

任。 

  任命謝松芳以簡任第十二職等為臺北市稅捐稽徵處簡任第十一職

等處長，葉傑生以簡任第十二職等為臺北市立動物園簡任第十一職等

園長。 

  任命邱旭為臺北縣政府高灘地工程管理處簡任第十職等總工程

司，張本松為臺北縣政府法制局簡任第十職等權理簡任第十一職等副

局長。 

  任命林延文、黃興旺為桃園縣政府地方稅務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局

長。 

  任命范春鑾為新竹市政府簡任第十職等處長。 

  任命程銀河為雲林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參議，吳登林為雲林縣政

府簡任第十職等處長。 

  任命房銘輝為嘉義市政府主計處簡任第十職等處長。 

  任命黃文義為嘉義市議會簡任第十職等權理簡任第十一職等秘書

長。 

  任命彭紹博、吳欣修、方進呈為臺南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劉孟佳、黃安州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謝啟源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潘素霞、蕭光賢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嚴鴻裕、白素綿、謝幸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廖麗琴、陳相尹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文國、吳思熹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賴呈瑞為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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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洪煜森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曲虹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玉玲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建民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睿珈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邱從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淑芬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林書瑋、高惠真、胡毓解、盧威志、吳志宏、梁雪琴、陳惠

姬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林文振、戴振達、陳鶴勳、王淑慧、洪春梅、陳麗、蔡宛

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秀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李京燕、陳美綵、呂佳昇、李瓊銀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孟憶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美桂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林徐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丁淑卿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駱元、楊子鋒、吳芳靜、劉奇廷、粘銘環、胡美娟、余美

松、吳雅菁、吳麗慧、陳振海、郭俊傑、林秀珍、林秀娥、陳郁芬、

彭自青、陳竽、江靜玲、蕭宛琴、張雅慧、薛淑玲、巫偉凱、陳文聰

、林世佳、何俞瑩、游智凱、曾仁勇、黃聖心、林豐富、李文廣、葉

正昭、邱靜銘、周淑娟、陳惠玲、林雯琪、顏平國、鄭美雀、魏慧夷

、林慧芬、洪木志、洪正昌、梁懿慧、黃秉宏、黃光復為薦任公務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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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許瑞鴻、黃子祝、魏里安、楊郁馨、陳恩如、林水木、蕭永

同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錢艷鳳、陳萍茹、楊煌城、楊朋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郝玲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碧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馮梅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淑芬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廖淑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劉建順、王杏竹、李靜玫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潘筱瑩、黃金祝、陳嘉淯、張淑玲、官雅惠、偕宜婷、朱育

理、翁淑華、簡良娟、郭玫希、周仰慈、高添順、王奕喬、侯秋梅、

顏麗玲、蔡曉雯、龔漢芸、許文成、葉思延、林妙靜、張啟信、仲崇

芝、謝慕諴、朱芮瑩、羅紹華、曾靖雯、林金鳳、李則龍、尤柏文為

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邱立源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珍珍、呂雅芬、曾士原、林學慶、王寶棟、葉敏娟、丁湘

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周瑞芬、鄭永陽、鄭景安、吳妍臻、沈恆山、曾美雲、許雅

紋、黃木卿、李金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洪美秋、鄭振昌、陳志榮、侯真衣、張麗雪、黃惠玉、萬伶

芳、張文馨、江麗君、羅秀香、黃世禮、林欣頤、許燕惠、黃鳳嬌、

柯中智、郭剛字、陳清松、林秋芬、李秀芳、鍾佳萍、翁小惠、呂淑

惠、楊淑蓮、羅月銀、張順源、吳采羚、郭瓊英、顏志勳為薦任公務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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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蔡芬妮、楊秀民、黃翠美、黃秋琴、李愛倫、白玉堂為薦任

公務人員。 

  任命李秀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介銘、林春榮、詹銀英、呂素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江盛輝、邱孔謀、曾興倉、曾欣瑜、賴文良、謝森源、何建

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葉永吉、姚秀鳳、陳麗萍、盧碧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馮銘華、李麗容、簡秀麗、陳珮銘、施素禎、陳明添、柯銓

鴻、林怡姮、王旗蓮、許文彥、陳炎發、林惠珠、陳葆源、楊文雄、

劉玫宜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葉婉雪、陳麗蓉、洪偉書、李淑貞、黃雪雯、吳金珍、陳碧

惠、徐湘雲、傅美枝、洪秋林、蘇世清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鳳勤、潘素玟、史新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石麗玲、林松彬、沈碧鳳、翁佳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邱淑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瓊慧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徐貞容、張恒賓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高藹芸、尤碧資、郭淑貞、李美蕙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周育微、莊秀惠、王明財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馬季鈴、鄭惠文、洪志福、巴仁昌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曾琬芳、萬俊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賴秋皇、賴錫璋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周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趙嶺、李俊和、曾天鴻、蔡協進為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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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許彩暖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郭永仁、陳淑珍、方建裕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4 月 1 4 日

  任命蕭志能、楊曉榮、劉博文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張世憲、孫文堯、曾志新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黃宏逸、張達毅、張景敏、王振春、張克寧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許惠綜、巫智城、翁如君、王耀輝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4 月 1 5 日

  任命林建宏為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 
  任命陳芳雪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簡任第十二職等副局長，磊麗薇

、萬美媛為財政部臺北市國稅局簡任第十職等稽核，林建興為財政部

臺北市國稅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曾有成為財政部臺北市國稅局

大安分局簡任第十職等分局長，王子明為財政部臺北市國稅局松山分

局簡任第十職等分局長，林淑真為財政部臺北市國稅局中正分局簡任

第十職等分局長。 
  任命蔡志明為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呂春嬌

為國立臺中圖書館簡任第十職等權理簡任第十一職等館長，謝忠武為

國立科學工藝博物館簡任第十三職等館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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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劉聰熙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三職等檢察官，

鍾和憲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檢察官，薛水

生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三職等主任檢察官，王森榮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一職等檢察官，張太龍為臺灣屏東

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三職等檢察官，盧筱筠、朱帥俊為臺灣板橋

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檢察官，張慶林為臺灣板橋地方

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三職等檢察官，王巧玲、呂永魁為臺灣士林地方

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一職等檢察官。 
  任命黃德台為經濟部政風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傅偉祥為

經濟部工業局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蕭振榮為經濟部工業局簡任第十

職等副組長，張郇生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秘

書，王詠絢、林啟文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

許茂新為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理處中港分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分處長，

邱忠川為經濟部水利署中區水資源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工程司，謝志

能為經濟部水利署南區水資源局簡任第十職等正工程司兼主任，吳金

水為經濟部水利署第一河川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局長。 
  任命林志明以簡任第十三職等為交通部簡任第十二職等技監，王

世堅為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簡任第十職等技正，張修武為交通部中央氣

象局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秘書，葉天降為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簡任第十

二職等副局長，林熺閔為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許

皓淳為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氣象衛星中心簡任第十職等技正，陳建河為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氣象資訊中心簡任第十職等技正，陳賓權為交通部

運輸研究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 
  任命蔡宜霖、王忻平、梁秀芸、蔡修銘、姜玟如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淑美、張瑋鑫、童本慧、林素華、詹心懿、李愛文、陳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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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黃慧娟、蔡東育、蔡美慧、李增智、楊麗慧、陸小冬、陳愛慈、

謝春美、陳進風、林虹汶、林麗娟、李耀文、宋麗芳、徐忠輝、李美

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謝宜靜、郭永凱、高瑋宏、張旗東、楊國澤、張諭印、鄭有

益、陳科瑛、陳宗揚、謝亨輝、黃天鈺、詹顏吉、陳彥銘、陳盈璋、

程美玲、劉文弘、謝恒吉、呂宗翰、邱瑋城、林志堅、鄭力凡、巫俊

翰、楊岱蓉、陳群、楊志銘、林文彬、張家銘、劉紹能、邱玉惠、林

爰均、田豐建、吳聰儒、王麗明、葛夢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莊惠吉、黃志明、黃紀棋、李淑瓊、駱美玲、鄭瑞榮、張麗

芳、黃惠芬、李艷、陳志偉、邱嘉裕、孫國嘉、陳秀美為薦任公務人

員。 
  任命洪惠琳、林碧霞、王美婷、蔡邦國、徐琳斐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美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長霖、黃馨瑩、曹美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慶輝、傅金英、許美蓮、陳美寶、林佩螢、林貞志、蕭玉

如、馮士容、陳文芬、黃曙展、楊惠敏、林羽菁、林芬英為薦任公務

人員。 
  任命陳淑能、王雅茹、龐繼信、賴淑娟、張梅秋為薦任關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4 月 1 5 日

  任命黃清福、黃嘉祿為警監四階警察官。 
  任命柯振利、楊竣升、黃慧玲、林彥宏、葉碩竣、徐誠懋、林佳

慶、張嘉仁、歐冠伶、吳仕皇、蔡佳臻、蔡佳倫、周威廷、林益弘、



總統府公報                          第 6917 號 

 14

陳育新、張瑋志、宋奕賢、張丁弘、郭國展、高梓盛、鄭宇峰為警正

警察官。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99 年 4 月 9 日至 99 年 4 月 15 日 

4 月 9 日（星期五） 

․主持第四次「防疫專家諮詢會議」（總統府） 

․接見拉脫維亞前總統薇契－斐柏嘉博士伉儷 

․蒞臨「歷史的傳唱－余紀忠先生百年藝演」（國家戲劇院） 
4 月 10 日（星期六） 

․接見美國聯邦眾議院議員桑琪絲（Loretta Sanchez）等一行 

․與嘉義、台南、高雄地區產業界、教授、農民及勞工代表舉

辦「兩岸經濟協議座談會」（高雄軟體科技園區） 

․探視高雄中學前校長王家驥（高雄市三民區） 

․前往高雄縣內門鄉「南海紫竹寺」及「內門紫竹寺」參香祈

福（高雄縣） 

․蒞臨「2010高雄內門宋江陣」開幕活動致詞（高雄縣內門鄉） 
4 月 11 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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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公開行程 
4 月 12 日（星期一） 

․接見工會團體代表 
4 月 13 日（星期二） 

․接見巴拉圭共和國外交部長拉科納達（Héctor Lacognata）等

一行 
4 月 14 日（星期三） 

․接見泰國客家文化商務訪問團團長江體成等一行 
4 月 15 日（星期四） 

․接見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第17屆傑青獎獲獎服務性社團

暨社團領袖代表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99 年 4 月 9 日至 99 年 4 月 15 日 

4 月 9 日（星期五） 
․出席第四次「防疫專家諮詢會議」（總統府） 

4 月 10 日（星期六） 
․無公開行程 

4 月 11 日（星期日） 
․蒞臨「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台灣省第三聯合會2009－2010年

度年會」致詞（嘉義大學蘭潭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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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2 日（星期一） 

․無公開行程 
4 月 13 日（星期二） 

․無公開行程 
4 月 14 日（星期三） 

․無公開行程 
4 月 15 日（星期四） 

․蒞臨台北市陽明山國際獅子會授証成立42週年慶祝大會並以

「金融海嘯過後，企業如何再創藍海新願景」為題發表演講

（張榮發基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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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轉載司法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 671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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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司法院 令 
 

發文日期：中 華 民 國 9 9年 1月 2 9日 
發文字號：院台大二字第0990002877號 

公布本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六七一號解釋 

 附釋字第六七一號解釋 

院長 賴 英 照 

 

司法院釋字第六七一號解釋 

解 釋 文 

憲法第十五條關於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旨在確保個人

依財產之存續狀態行使其自由使用、收益及處分之權能，不得因

他人之法律行為而受侵害。分別共有不動產之應有部分，於設定

抵押權後，共有物經分割者，其抵押權不因此而受影響（民法第

八百二十五條及第八百六十八條規定參照）。於分割前未先徵得

抵押權人同意者，於分割後，自係以原設定抵押權而經分別轉載

於各宗土地之應有部分，為抵押權之客體。是強制執行時，係以

分割後各宗土地經轉載抵押權之應有部分為其執行標的物。於拍

定後，因拍定人取得抵押權客體之應有部分，由拍定人與其他共

有人，就該不動產全部回復共有關係，其他共有人回復分割前之

應有部分，經轉載之應有部分抵押權因已實行而消滅，從而得以

維護其他共有人及抵押權人之權益。準此，中華民國九十年九月

十四日修正發布之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零七條之規定，符合民法

規定之意旨，亦與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尚無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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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 

解釋理由書 

憲法第十五條關於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旨在確保個人

依財產之存續狀態行使其自由使用、收益及處分之權能，不得因

他人之法律行為而受侵害。共有物之應有部分乃共有人對共有物

所有權之比例，性質上與所有權本無不同（本院釋字第四００號

、第五六二號解釋參照）。民法第八百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各分

別共有人得自由處分其應有部分。該條項所謂處分，包括讓與應

有部分，或以應有部分為客體設定抵押權（本院釋字第一四一號

解釋參照），旨在保障應有部分之財產權。又抵押權亦屬憲法財

產權保障之範圍，惟因分別共有人就其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得單

獨為之，不須其他分別共有人之同意；故就應有部分設定及實行

抵押權之結果，無害於其他共有人之利益者，符合私法自治原則

及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規定之意旨。 

分別共有不動產之應有部分，於設定抵押權後，共有物經分割

者，其抵押權不因此而受影響（民法第八百二十五條及第八百六

十八條規定參照）。九十年九月十四日修正發布之土地登記規則

第一百零七條規定：「分別共有土地，部分共有人就應有部分設

定抵押權者，於辦理共有物分割登記時，該抵押權按原應有部分

轉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之上。但經先徵得抵押權人同意者，該抵

押權僅轉載於原設定人分割後取得之土地上。」（下稱系爭規定

）亦即限於分割前已先徵得抵押權人同意之情形，始以原設定人

分割後取得之土地為抵押權之客體。對於分割前未先徵得抵押權

人同意之情形，系爭規定抵押權之轉載方式，固可避免應有部分

之抵押權人因分割而受不利益，但系爭規定將該抵押權轉載於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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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後各宗土地之上，致使其他分別共有人取得之土地，亦有抵押

權負擔，且抵押權人得以轉載於該土地經抵押之應有部分拍賣取

償。然抵押權之客體既為原共有物之應有部分，故於分割前未先

徵得抵押權人同意者，於分割後，自係以原設定抵押權而經分別

轉載於各宗土地之應有部分，為抵押權之客體。是強制執行時，

係以轉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經抵押之應有部分，為其執行標的物

。於拍定後，因拍定人取得抵押權客體之應有部分，由拍定人與

其他共有人，就該不動產全部回復共有關係，其他共有人回復分

割前之應有部分，經轉載之應有部分抵押權因已實行而消滅，從

而得以維護其他共有人及抵押權人之權益。準此，系爭規定符合

民法規定之意旨，亦與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尚

無牴觸。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賴英照 

大法官 謝在全 

徐璧湖 

許宗力 

林錫堯 

池啟明 

蔡清遊 

黃茂榮 

陳 敏 

葉百修 

陳春生 

陳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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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意見書        大法官 謝在全 徐璧湖 

 池啟明 蔡清遊 

關於本件解釋，本席等均敬表同意，然其解釋理由似有未盡之

處，爰提出協同意見書，試闡述如下： 

一、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零七條已配合民法第八百二十四條之一

修正： 

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零七條於中華民國九十八年七月六日

配合民法第八百二十四條之一修正（同年七月二十三日施行

）為：「分別共有土地，部分共有人就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

者，於辦理共有物分割登記時，該抵押權按原應有部分轉載

於分割後各宗土地之上。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該抵押權僅

轉載於原設定人分割後取得之土地上：一、抵押權人同意分

割。二、抵押權人已參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抵押權人經

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參加。」可見，關於應有部分設定抵押

權，於共有物分割後，該抵押權應如何處理，於民法第八百

二十四條之一規定施行後，已設有適當之規範，足以保護共

有人及抵押權人之利益，是系爭解釋所應處理者，乃在此之

前所生之問題。 

二、分別共有制度的本質 

分別共有乃數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一物共同享有所有權

。應有部分係所有權之量的比率、抽象分散在共有物之每一

個部分上，故各共有人對共有物所享有之同一所有權因此受

相互之影響或限制（本院釋字第五六二號解釋參照），就此

而言，其法律地位與單獨所有者，尚難相提並論，等量齊觀

。然應有部分性質上與所有權仍無不同，故共有人就其應有

部分得自由為處分、設定擔保物權（本院釋字第一四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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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六二號解釋參照），以實現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三、共有物之分割與抵押權之關係 

（一）民法第八百六十八條規定：「抵押之不動產如經分割，

或讓與其一部，或擔保一債權之數不動產而以其一讓與

他人者，其抵押權不因此而受影響。」  觀本條文意雖

係就不動產設定抵押權，實則係就不動產所有權上成立

抵押權（設定定限物權），而共有物之應有部分，係指

共有人對共有物所有權之比例，性質上與所有權並無不

同（本院釋字第五六二號解釋參照），是以就共有不動

產之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者，與共有不動產所有權設定

抵押權同，於共有物分割後，原就共有物之應有部分設

定之抵押權，依上開規定，不因此而受影響。何況，共

有物分割之效力，我國實務及學說通說採取移轉主義，

共有物分割效力自分割完畢向後發生（民法第八百二十

五條參照），無溯及至共有成立時之效力，自不影響在

共有物分割前，應有部分設定擔保物權之效力（註一）。

抵押權成立後，不因抵押物物權變動而受影響，此為民

法一貫之制度設計（民法第八百六十六條至第八百六十

八條參照），目的在使抵押權人得依抵押權設定時之權

利狀態優先受償（本院釋字第三０四號解釋參照），蓋

抵押權亦為財產權之一種，自同在憲法上財產權保障之

列。 

（二）原就共有物之應有部分設定之抵押權，不因共有物分割

而受影響，已如上述，故該抵押權之標的物仍為原共有

物之應有部分，不因共有物分割而轉化為具體物或其他

變形物。擔保物權之物上代位（民法第八百八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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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百九十九條參照）於此並無適用之餘地，蓋於共有

物之分割，共有物之應有部分係相對滅失，而非絕對滅

失，不符擔保物權物上代位之要件。從而，該抵押權人

實行抵押權時，所得聲請拍賣之標的物應為原共有物設

定抵押權之應有部分。易言之，共有土地之應有部分經

設定抵押權者，於共有物分割係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

時，因土地之共有狀態已不存在，致應有部分抵押權無

從繼續記載於共有土地，在登記技術上，必須轉載於分

割後各宗土地之上，因而形成共同抵押權，但抵押權人

無依民法第八百七十五條規定，僅選擇聲請對其他共有

人分得物上轉載之應有部分抵押物拍賣之權（然抵押人

為債務人時，則有民法第八百七十五條之一之適用，抵

押人非債務人時，為類推適用），此自應有部分之抵押

權人，不能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不利益，亦不能因共有

物之分割而受有利益言，亦合乎事物之本旨。 

四、其他共有人或第三人之財產權保障 

（一）憲法第十五條關於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旨在確

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狀態行使其自由使用、收益及處分

之權能，不得因他人之法律行為而受侵害，但於符合憲

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限度內，仍得以法律或法律明確授

權之命令加以限制，自屬當然。（本院釋字第五六四號

、第五七三號、第五九六號、第六００號、第六０六號

等解釋參照）。 

（二）未就共有物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之共有人（以下稱：其

他共有人），於分割前，就應有部分抵押權，與相關之

利害關係人協商解決者，固屬最佳，然其後共有物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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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抵押權經轉載於其分得之原物時，確有受不利益之

虞，關此，除得依民法第八百二十五條規定辦理外，依

上開說明，抵押權人實行抵押權時，應以原共有物之應

有部分為標的物聲請拍賣，於拍定後，由取得該應有部

分之拍定人，與其他共有人回復共有關係，是其他共有

人之財產權仍可獲得保障。基於此項意旨，共有物分割

之安定性因而退讓，亦即原共有物之分割失其效力。 

（三）於共有物分割後，應有部分抵押權人實行抵押權前，若

有第三人受讓分得之原物，或就該分得物成立物權者，

因應有部分曾設定抵押權，經分割後，應有部分抵押權

仍存在等情形，土地登記自始均有詳細之記載，依此項

登載所公示之狀況為第三人所得知，第三人為交易時可

預為處理，是無礙於交易安全之保障，無善意保護之問

題。 

五、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零七條規定之合憲性 

土地登記規則係依土地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之授權而訂定

，而中華民國九十年九月十四日修正發布之土地登記規則第

一百零七條，係六十九年一月二十三日所增訂，其增訂理由

表明：1.本條規定分別共有土地設定抵押權後，辦理分割時

，其抵押權之轉載方式。2.分別共有土地，共有人就其應有

部分設定抵押權，辦理共有物分割時，其抵押權轉載於抵押

人取得之土地上，前經內政部六十四年十月一日台內字第六

五二０００二號函規定有案，嗣行政院以監察院對上開部函

解釋認為有違民法第八百五十八條（應係第八百六十八條之

誤）規定，特以六十七年五月十九日台六十七內字第四三０

三號函示「辦理分割登記前，由設定抵押權之共有人自行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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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抵押權人取得其同意書後，再辦理土地分割登記及抵押權

之轉載。」3.本條為兼顧法理與實務，特參照監察院、行政

院及內政部意見訂定如上。據上觀之，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

零七條係關於分別共有土地，共有人就其應有部分設定抵押

權，辦理共有物分割時，其抵押權轉載方法之技術規定，不

但未逾越土地法授權之範圍，且符合民法規定之意旨，亦與

憲法保障財產權之規定，尚無牴觸。 

註一：民法已據此意旨增設第八百二十四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本文

規定。日本民法第二百六十一條規定與我國民法第八百二十五

條規定相同，其通說及實務亦採此見解。參我妻榮著，有泉亨

補訂，新訂物権法（民法講義Ⅱ）第三三五頁，一九八四年四

月。另參川島武宜、川井健編集，新版注釈民法（7）第四六九

至四七一頁，二００七年九月。另參近江幸治，民法講義Ⅱ【

物権法】第二四九至二五０頁，一九九八年六月。日本實務見

解詳參日本最高裁判所昭和四十二年八月二十五日判決，最高

裁判所民事判例集第二十一卷七號一七二九頁；日本大審院民

事部昭和十七年四月二十四日判決，大審院民事判例集第二十

一卷四四七頁（其意旨為：共有物分割前，共有人之一就持分

設定抵押權之情形，分割後抵押權仍存在於共有物全部）。 

 

協同意見書           大法官 黃茂榮 

關於分別共有土地，部分共有人就其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者，

嗣後該共有土地如經分割後，該抵押權之標的究竟有何變更？學

說與實務利用將該抵押權轉載於分割後之各單獨所有物的方法解

決。於是，引起該轉載對於其他共有人是否公平之疑問。因此，

亟須在規範規劃上周延安排。雖然民法第八百二十四條之一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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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新為增訂，然在該條文增訂以前已發生之案件，仍須實務及學

說妥為因應。 

基於不告不理原則，本號解釋之聲請，可謂是以司法的方法檢

討及解決該糾紛之契機。本號解釋雖已提出解決途徑，但鑑於在

分別共有之分割，其抵押權人及共有人之利益衝突情狀如學說及

實務所示，所涉問題相當複雜，也因此糾紛不斷。所以，為使本

號解釋之適用及相關制度之發展，能夠有比較詳細而具體之法律

意見可供參酌，爰提出協同意見書如下，謹供參考： 

壹、問題之緣起 

分別共有物在分割後，共有人對該共有物之物權上的客體

發生變化，自其應有部分轉為單獨所有物。該單獨所有物稱

為其所自之應有部分的代位物。在標的上具有同一性。不論

在協議分割或裁判分割皆然。 

然在共有人之一在分割前，將其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於他

人的情形，其抵押權標的本來固為該經設定抵押權的應有部

分，但在分割後，是否同樣以各共有人分得之單獨所有物「

按其（原設定人）應有部分」為抵押權標的？鑑於分割可能

不利於該抵押之設定人，以致不利於其抵押權人，通說及實

務依民法第八百六十八條預防性的認為，該抵押權之客體不

因分割而改變，依然存在於設定人之應有部分上。 

中華民國九十年九月十四日修正發布之土地登記規則第一

百零七條規定：「分別共有土地，部分共有人就應有部分設

定抵押權者，於辦理共有物分割登記時，該抵押權按原應有

部分轉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之上。但經先徵得抵押權人同意

者，該抵押權僅轉載於原設定人分割後取得之土地上。」（

下稱系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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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系爭規定之內容，分割經先徵得抵押權人同意者，該抵

押權僅轉載於原設定人分割後取得之土地；未經先徵得抵押

權人同意者，該抵押權既不集中轉存於原設定人因分割而取

得之土地（單獨所有物），亦不續存於其原應有部分，而係

按原設定人之應有部分比例，以各共有人取得之單獨所有物

之一部分為其標的（註一）。於是引起下列問題：原設定人以

外之共有人（下稱其他共有人）因分割而取得之單獨所有物

之一部分，憑空成為原設定人之債務的第三人抵押標的，其

他共有人形同該債務之連帶保證人（註二）。 

由於系爭規定僅就抵押權人之利益的保護部分加以規定，

而對於其他共有人之所有權的利益並無規定，該不平衡之規

範造成該抵押權人與其他共有人間之利益的重大衝突。且其

他共有人除得依民法第八百二十五條，向原設定人主張其負

有除去該權利瑕疵之擔保責任外，再無其他法律之明文可援

以圓滿解決該衝突。是故，該條規定所涉事項，尚有應規定

而未規定之事項，有必要透過法律補充，予以妥善解決。 

貳、轉載方法之比較 

分別共有土地，部分共有人就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嗣後

共有土地既經分割，該抵押權即失所附麗，蓋此時原共有土

地之所有權既不存在，亦無所謂對原共有土地之應有部分可

言。若抵押人未及於分割時即以清償之方式澈底消滅該抵押

權，即發生抵押權轉載之規範上需求。有疑問者為，此時抵

押權應如何轉載？不外集中轉載於原設定人因分割而取得之

土地上，或係按原應有部分轉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之上。以

下茲將兩種方式之法律依據、衍生問題及其解決方法整理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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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按原應有部分轉載於 
分割後各宗土地 

B.集中轉載於 
原設定人取得之土地 

法律依據 依據不明（註三） 
民法第 825 條所定擔保責任 
（註四） 

衍生問題 一、原設定人設定抵押權時不

須其他共有人同意，其他

共有人因分割而取得之土

地上卻有抵押權負擔（違

反私法自治原則），且其

他共有人之土地上作為抵

押權標的之部分還可能大

於原設定人分得之單獨所

有物應受轉載為抵押權標

的之部分！ 
二、另須說明者，原設定人之

原應有部分越是微小、其

清償能力越是不足，其他

共有人被抵押權人行使抵

押權的可能性就越大，而

且其轉向原設定人求償而

無著的可能性也越大。 
三、其他共有人若為清償，固

將依法承受抵押權人對原

設定人之債權，然而因其

債權行使不得有害於原債

權人之利益（民法第三百

十二條），因此必定劣後

於抵押權人受償（此等情

勢，亦將誘使抵押權人優

先以其他共有人之土地取

償）。 
 

一、無此問題。 
 
 
 
 
 
 
 
 
 
二、無此問題。 
 
 
 
 
 
 
三、無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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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若原設定人所設定者為最

高限額抵押權，則其所擔

保之債權可能隨時增加，

其他共有人之權益更無保

障。 
五、若原設定人於分割後就其

取得之土地再設定另一抵

押權於原抵押權人或第三

人，則將使其他共有人之

不利益更為擴大。  
六、承五，於原設定人分割後

就其取得之土地再設定另

一抵押權於第三人之情形

，若嗣後發生分割失效之

情事，後一抵押權人可能

主張基於信賴保護（土地

法第四十三條）對於該土

地的三分之二有第一順位

之抵押權，另三分之一的

部分則有第二順位之抵押

權，然後再主張分割失效

後之應有部分為後一抵押

權標的之代位物，因此就

該應有部分的三分之二，

享有優先於先一抵押權人

之抵押權。如此勢將治絲

益棼。 
七、最後，純就理論方面而言

，為何分割後，所有權可

以集中，抵押權卻「留在

原地」？  
八、無此問題。 
 
 

四、無此問題。 
 
 
 
 
五、無此問題。 
 
 
 
 
六、無此問題。 
 
 
 
 
 
 
 
 
 
 
 
 
 
 
 
 
七、無此問題。 
 
 
 
八、分割若有不公，將損害

抵押權人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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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決 上述一、至七、問題，均無解

決之道。  
八、在協議分割，可事先

徵得抵押權人同意，

在裁判分割，可告知

抵押權人參加共有物

分割訴訟。未履行上

述程序者，抵押權人

可依詐害債權有關規

定或以裁判分割具有

瑕疵，更行主張其權

利。 

  

系爭規定除在利害關係人間造成如上所述諸多衍生問題外

，其於強制執行方面，亦另外造成難以說明之問題。蓋依系

爭規定，抵押權人得主張按原設定人之應有部分，對於全體

共有人因分割取得之各單獨所有物聲請強制執行，其法律上

之理由為：其聲請強制執行之標的係原設定人對於原共有物

之應有部分，而非該原共有物或各共有人因分割而取得之各

單獨所有物。然而分割之後，實已無原共有物所有權之可言

。因此該等主張有一前提，亦即至遲於拍定時，已否定該分

割之形成效力，再次回復到分割前之法律狀態。 

叁、本件解釋之功能 

前揭二種轉載方式中，依系爭規定轉載抵押權之結果，將

造成諸多無法解決之衍生問題以及強制執行時說理上的困難

，已如上述。若將抵押權集中轉載於原設定人因分割而取得

之土地，僅於分割不公平時，可能損及抵押權人權益；且若

真有分割不公平之情事，亦有補救之道。 

然系爭規定所定之轉載方法既為通說所支持，且因抵押權

制度牽涉廣泛，依現行制度無法立刻改弦更張，故大法官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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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權人及原設定人以外其他共有人之權益的維護，一時只

能力謀兼顧。雖仍有未竟之處，仍期本號解釋能夠發揮其階

段性之功能。 

本解釋之要旨，係考量上述第一種轉載方式（亦即系爭規

定所定之原則轉載方式）所造成之衍生問題，多係因抵押權

人逕以原設定人以外其他共有人之分得土地上受有抵押權轉

載之部分，聲請強制執行取償所造成。因此若在抵押權人聲

請強制執行時，或至遲於拍定時，使原共有物之分割失其效

力，回復至分割前之法律狀態，即一方面可解決系爭規定於

強制執行時說理上之困難，二方面亦可避免諸多無法解決之

衍生問題。且於共有物分割經抵押權人實行抵押權而失效後

，共有人若欲重為分割該共有物，即可依新增訂之民法第八

百二十四條之一所定方式處理，是本號解釋，亦有促進新舊

制度接軌之功能，併此指明。 

將來之最合適的解決之道當是：分別共有物之協議分割應

由共有人及抵押權人共同為之。其不能獲致協議者，以裁判

的方式分割。不論是協議分割或裁判分割，在分割後皆以抵

押人因分割分得之單獨所有物為該抵押權之標的。 

註一：要使該主張成為可能，分別共有物經設定抵押權者，相對於抵

押權人變成不可分割之物。亦即該共有物雖經協議或裁判分割

，但相對於抵押權人依然「割而不分」，該抵押權依然按原設定

人對於共有物之應有部分的比例，存在於各共有人分得之單獨

所有物上。如此，形成一個奇特的法律現象：各共有人分得之

單獨所有物在分割後，隱隱然仍帶有原設定人之原應有部分，

並以該應有部分為抵押權之客體。於是，各共有人分得之單獨

所有物自始帶有權利瑕疵，該瑕疵有待原設定人對於其他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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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履行民法第八百二十五條所定之擔保責任後，始能除去。 

註二：蓋依系爭規定轉載抵押權後，抵押權人不須經先向原設定人請

求給付而無結果，即得就原設定人以外之共有人因分割而取得

之單獨所有物聲請為強制執行，其他共有人並無得以對抗抵押

權人之法律手段。 

註三：學說雖謂此種轉載方法之依據係「移轉主義」，惟由於移轉主義

之內容為何，其實並不清楚，因此由移轉主義是否必然導出系

爭規定，亦有疑問。此外，亦有學者認為，由民法第八百二十

五條亦未必能導出移轉主義。 

註四：原設定人應除去其他共有人所分得之物上之權利瑕疵（抵押權）

，此時除抵押權人同意塗銷外，其除去方式不外：(1)清償(2)將

抵押權轉載於原設定人分割後取得之土地上。若採(2)法，則最

適合之時機即為「辦理共有物分割登記時」，蓋原設定人於分割

後立刻對他共有人負民法第八百二十五條所定之擔保責任，因

此應立刻除去該權利瑕疵。 

 

抄廖林０香釋憲聲請書 

為聲請解釋憲法，謹依法提出聲請事： 

壹、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一、按憲法第 15 條明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

應予保障。」惟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6 年度訴字第 95

號民事判決（附件一）、臺灣高等法院 97 年度上更(一)字

第 73 號民事判決（附件二）及最高法院 98 年度台上字第

135 號民事裁定（附件三）等裁判所適用之土地登記規則

第 107 條及民法第 825 條之規定，使共有人就其應有部分

所設定之抵押權效力，竟及於共有土地分割後之其他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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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分得之土地上，造成未設定抵押權之共有人，必須承擔

其他共有人所設定之抵押義務，致其分得部分之財產權遭

受意外且不當之侵害，而有違反憲法第 15 條關於保障人

民財產權規定之嫌，因認有透過本件聲請加以釐清保護之

必要。 

二、新增修且將於民國 98 年 7 月 23 日施行之民法第 824 條之

1 第 1、2 項雖已規定：「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力發生

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

者，其權利不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列情形之

一者，其權利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

權利人同意分割。二、權利人已參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

、權利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參加。」惟此一規定並不

溯及適用，對於新法增修施行前已發生前述疑義之案件，

尚無法透過新法加以解決，因此仍有進行本件解釋之必要

，併此敘明。 

貳、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一、按坐落桃園縣００鄉００段 648-14 地號，地目建，面積

445 平方公尺之土地原係由聲請人與案外人徐０程所共有

，聲請人之權利範圍為 3 分之 2，徐０程之持分則為 3 分

之 1，嗣於民國（下同）94 年 12 月 13 日經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以 94 年度訴字第 1222 號民事判決分割共有物確定在

案，聲請人分得之土地為桃園縣００鄉００段 330-1 地號

土地。然查，徐０程在上開分割共有物判決確定前，就其

原來與聲請人所共有之桃園縣００鄉００段 648-14 地號

土地應有部分 3 分之 1 之權利範圍，分別於 83 年 4 月 28

日、83 年 8 月 10 日及 84 年 5 月 8 日設定登記本金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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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額各為新臺幣（下同）840 萬、6,000 萬及 1,000 萬之抵

押權與中００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００銀行股份有限公

司及金０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惟前開分割共有物判決確

定後，上開抵押權卻隨同移轉至聲請人所取得之桃園縣０

０鄉００段 330-1 地號土地。由於案外人徐０程與中００

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００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及金０合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間就分割前之上開 648-14 地號土地所設

定之抵押權，聲請人不僅毫無所悉，亦未經聲請人同意，

且其借貸所得聲請人亦未獲絲毫利益，但上揭抵押權卻隨

同移轉至聲請人分割後所分得之土地上，明顯欠缺法律上

之原因，並使聲請人意外負擔抵押之義務，而嚴重妨害聲

請人所有權之行使，致受有損害，明顯不公，為此聲請人

乃依物上請求權及不當得利之法律關係，向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起訴請求塗銷上揭三家公司之抵押權。案經該法院民

事庭審理後以 96 年度訴字第 95 號民事判決駁回聲請人之

請求（詳附件一），聲請人不服提起上訴，蒙臺灣高等法

院以 96 年度上字第 515 號民事判決（附件四），將第一審

判決廢棄並准許聲請人塗銷上開三家公司抵押權之請求，

惟被上訴人之一之中００和股份有限公司不服而上訴於最

高法院（另被上訴人臺灣００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及金０合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因為未提起上訴而告確定），案經

該法院以 97 年度台上字第 875 號民事判決發回臺灣高等

法院更審（附件五），再經該法院以 97 年度上更(一)字第

73 號民事判決駁回聲請人上訴（請參附件二），遞經最高

法院以 98 年度台上字第 135 號民事裁定加以維持而告確

定（詳附件三）。 



 18

二、本案所涉及之主要爭議在於共有人之一於其共有物應有部

分所設定之抵押權效力是否及於共有物分割後其他共有人

分得之部分，而應於分割後隨同轉載至其他共有人分得之

部分。經查，駁回聲請人請求之確定判決主要係依據土地

登記規則第 107 條：「分別共有土地，部分共有人就應有

部分設定抵押權者，於辦理共有物分割登記時，該抵押權

按原應有部分轉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之上。但經先徵得抵

押權人之同意者，該抵押權僅轉載於原設定人分割後取得

之土地上。」及民法第 825 條：「各共有人，對於他共有

人因分割而得之物，按其應有部分，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

保責任。」等規定，認定我國關於共有物之分割係採移轉

主義，亦即共有人間各就其應有部分相互移轉，故因分割

而取得單獨所有權之效力並不溯及既往，而應自分割完畢

後發生。因之，原以應有部分為標的所設定之抵押權，於

共有物分割後，仍以應有部分存於各共有人分得部分土地

上，而非單獨存在於原設定抵押之共有人其分得部分上，

其他共有人分得部分亦有抵押權之存在。從而推論應有部

分上之抵押權於共有物分割後，除有土地登記規則第 107

條但書之情形，即先徵得抵押權人之同意，將其抵押權轉

載於原設定人分割後取得之土地外，抵押權仍按原應有部

分轉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之上，抵押權人得就全部土地行

使其抵押權。 

三、由於共有人之一就其應有部分所設定之抵押權，並不須事

先經過其他共有人同意，且其他共有人亦未獲有任何利益

，如今因為確定判決所依據之土地登記規則第 107 條及民

法第 825 條之規定，致其他共有人必須於分割共有物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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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分得之部分承受他人應有部分所設定抵押權之轉載，而

意外地負擔他人抵押權之義務，致其分得之部分因抵押權

之存在而財產價值受有損害，若日後因設定抵押權之共有

人無法履行清償責任，甚至可能連分得之財產也可能遭到

拍賣而喪失其所有權，可見上述規定明顯違反我國民法關

於善意保護之重要原則及精神，更與憲法第 15 條有關人

民財產權保障之規定相悖，因認有必要請求 大院進行解

釋，以保護聲請人及其他相類案件共有人之權益。 

叁、聲請解釋憲法之理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立場與見解： 

一、本案中有關共有物分割後抵押權應否隨同轉載至其他共有

人分得之部分之爭議，不僅學說上因為就共有物分割之效

力採宣示說或移轉說，而有不同之結論，司法實務上最高

法院先後亦有完全不同之見解，例如最高法院 72 年台上

字第 2642 號判例即曾明揭：「債務人就查封物所為移轉、

設定負擔或其他有礙執行效果之行為，依強制執行法第五

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僅對於債權人不生效力而已，並非絕

對無效；裁判分割，既係法院基於公平原則，決定適當之

方法分割共有物，自不發生有礙執行效果之問題，債權人

即不得對之主張不生效力；且債務人之應有部分，經實施

查封以後，因裁判分割，其權利即集中於分割後之特定物

，此為債務人原有權利在型態上之變更，當為查封效力之

所及，於假處分亦無影響。」核其判例意旨已清楚認定，

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上所存在之權利，在裁判分割後應集中

於分割後之特定物上，準此，則應有部分上所設定之抵押

權，依上開最高法院之判例意旨，自應於裁判分割後集中

移轉至該共有人所分得之特定物上。雖然後來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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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年度台上字第 1801 號等相關民事判決又改採移轉主義

而產生不同之結論，惟至少證明聲請人所訴訟之本案中，

最高法院以我國共有物之分割效力係採移轉主義而判決聲

請人敗訴，並非完全正確且毫無爭議。 

二、次按，善意保護乃 大院於解釋憲法時，所始終奉行不悖

之基本準則，而且法律不能脫離人民而獨立存在，因此一

般社會通（觀）念、人民之法律感情及交易習慣一直也是 

大院在解釋憲法內涵時所念茲在茲之考量因素，如釋字第

186 號、第 349 號、第 362 號、第 552 號、第 579 號解釋

等，均有詳細之論述，並獲得人民之信賴。就本件而言，

一般人取得共有物之應有部分所有權時，因主觀上已認知

就其應有部分有完全獨立之處分權利，而且對於其他共有

人抵押權之設定無從置喙，甚至從不知情，更未分享任何

利益，自難想像會在共有物分割後，由其他共有人所設定

之抵押權竟會轉載至其分割後取得之土地上，造成必須承

擔其他共有人之抵押義務之結果，如此豈不與民法善意保

護之原則有嚴重違背，雖民法第 825 條規定共有人間互負

擔保責任，但若該設定抵押之共有人設定超高額之抵押，

且無其他財產可供執行，則其他共有人之土地，豈非因分

割而有被拍賣又無法向原債務人求償之危險，致變相為該

有抵押權之共有人負擔債務，此對其他共有人而言，顯屬

不利亦不公平，因此在法無明文之情形下若將修正前民法

第 825 條之規定解釋為所謂移轉主義，勢將與人民之法律

情感有嚴重之悖離，難為人民所折服。相對地，抵押權人

與共有人其中一人約定就其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時，主觀

上既已明知係僅就「應有部分」設定抵押，而非全部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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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物，因此日後分割共有物後其抵押權縱未隨同轉載至其

他共有人之分割物上，而僅存在於抵押人分割後所取得之

部分，亦難謂與其最初之認知及期望有所出入，自不致於

對於抵押權人有所不公。可是，依照原確定判決所適用上

揭土地登記規則第 107 條及民法第 825 條規定之結果，卻

反而將使善意之其他共有人遭受莫大不測，而事前可以預

見之抵押權人蒙獲重大利益，足見該法律規定之內涵已明

確違反立憲精神與規定。 

三、復按，民法第 825 條雖明定：「各共有人，對於他共有人

因分割而得之物，按其應有部分，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

責任。」惟遍查我國民法所有條文，俱未就分割共有物之

效力明定採移轉主義，即使民法第 825 條也未明文規定採

移轉主義，但為何確定判決及學者通說卻可以從上開條文

內容中推論出我國民法就分割共有物之效力係採移轉主義

之結論呢？綜觀通說各家學說，其共同之理由竟只是民法

第 825 條規定各共有人對於他共有人因分割而得之物，負

與出賣人相同之瑕疵擔保責任而已，此外再無其他論點。

可是，為何基於共有人應負瑕疵擔保責任之前提，可以再

進一步演譯出共有人就分割物之取得係本於其他共有人之

移轉，則未有詳細之說理，因此單憑這點理由就可以作出

如此影響重大之結論嗎？恐怕大有疑問。其實上開臺灣高

等法院 96 年度上字第 515 號民事判決（請參附件四）判

決聲請人勝訴時所採之理由曾謂：「然出賣人應負權利瑕

疵擔保責任，乃於出賣人已移轉所有權、交付買賣標的物

予買受人後，就標的物之權利瑕疵，所應負之責任（法律

上不利效果），不得謂出賣人因負權利瑕疵擔保責任，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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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受人取得標的物所有權，乃基於出賣人之『移轉』，觀

諸買賣契約以外之有償契約，雖準用出賣人之瑕疵擔保責

任（民法第 347 條參照），但非買賣以外之有償契約，均

為『移轉』權利之契約亦明。因此，不能以各共有人對於

他共有人，負有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責任，即謂分割行為

係各共有人『移轉』其應有部分之行為。何況，若分割共

有物為各共有人互相『移轉』應有部分之行為，則依民法

第 398 條，本應準用關於出賣人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又

何須重複設此明文？因此，依民法第 825 條規定，非但不

能推論出共有物分割為使共有人互相『移轉』應有部分之

結論，反而應解為分割行為在宣示共有人之權利，自始即

存在於分割後取得之物，亦即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因裁判

分割，其權利即集中於分割後之特定物，此為共有人原有

權利在型態上之變更（最高法院 72 年台上字第 2642 號判

例參照），故以共有人之應有部分為標的之抵押權，自應

隨應有部分之集中，而集中於分割後抵押之共有人所取得

之物。申言之，共有人取得分割後之物，並非基於彼此間

互相移轉，本無如出賣人之擔保責任可言，但基於共有人

間之公平，法律乃特別予以明定之見解，較為合理。」（

請參該判決書第 9 頁）等語，相較於原確定判決完全不交

待何以依民法第 825 條可以推演出設定抵押權之應有部分

於分割後具有追及效力之結論，其理由之構成孰優孰劣應

不難分辨。 

四、再者，抵押債權屆期未獲清償，抵押權人查封拍賣後，因

僅拍賣各宗土地所有權之應有部分，而各共有人於分割後

，已無共有人之身分，自不得主張優先承買權，各共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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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必須與拍定人再分別發生新的共有關係，此不僅有違當

初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之初衷，且使物權關係益趨

複雜，明顯與民法分割共有物之立法意旨相違，更將使原

共有人在部分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已設定抵押之情形下，憚

於前述後果，而不敢主張分割共有物，則共有人得隨時請

求分割共有物之規定（即民法第 823 條），豈非形同僅為

保護已設定抵押之共有人，如此豈符事理之平乎。抑有進

者，若各共有人均各以其應有部分設定抵押，在共有物分

割後，因各抵押權均同時存在於分割後各單獨所有之物上

，則各抵押權登記之次序如何轉載？又分割後行使抵押權

時，其受償次序先後如何定奪？頗滋困擾，恐將影響各抵

押權人之權益。此外，對於未設定抵押權之共有人之普通

債權人而言，於共有物分割後，抵押權按原應有部分之成

數，轉載登記於未設定抵押之共有人所分得部分之上。若

他共有人之普通債權人聲請強制執行，其結果將使原可就

全部拍得價金平等受償之地位，反而殿居受優先清償之抵

押權之後。此一結果不僅對他共有人之權益保障不周，甚

或與之無關的第三人(亦即他共有人之債權人）亦同受影

響，足見原確定判決所採納之見解，已嚴重侵害善意第三

人之利益，實不可不慎。 

五、復按，關於人民之權利、義務者，應以法律定之；應以法

律規定之事項，不得以命令定之，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 條

第 2 款、第 6 條分別定有明文。就共有人以其應有部分設

定抵押權後，共有物分割時，抵押權應以何種形態存在於

何宗土地上，直接影響共有人及抵押權人之權利，依上開

規定自應以法律定之。而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07 條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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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共有土地，部分共有人就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者

，於辦理共有物分割登記時，該抵押權按原應有部分轉載

於分割後各宗土地之上。但經先徵得抵押權人之同意者，

該抵押權僅轉載於原設定人分割後取得之土地上。」之內

涵，已直接使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必須受其他共有人就其

應有部分所設定之抵押權所追及，嚴重影響該共有人就分

得土地所有權之行使，明顯屬於有關人民權利義務之事項

，自不得再以具命令性質之土地登記規則加以規範，故原

確定判決以上開規則作為設定分割前應有部分之抵押權應

隨同轉載之依據，恐於法未合，而有違背中央法規標準法

第 5 條第 2 款、第 6 條等規定之不當。 

六、另查，土地登記規則第 107 條但書規定經抵押權人同意者

，得僅轉載於原設定人分割取得之土地，顯見其立法意旨

在保障抵押權人，避免共有人故意將價值較低之土地分割

由原設定人取得，致有礙抵押權人之債權擔保。然而在裁

判分割情形，法院乃是基於公平原則，依職權決定適當之

方法分割共有物，既不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自不生抵押

物價值因分割不公而受影響之問題，當然無損於抵押權人

利益，此觀最高法院 72 年台上字第 2642 號判例意旨自明

，從而，前述土地登記規則第 107 條本文規定中所稱之「

辦理共有物分割登記」，解釋上應不包括裁判分割情形在

內，而僅於協議分割之情形始有其適用。 

七、聲請人認為，確定判決適用土地登記規則第 107 條與民法

第 825 條規定之結果，已造成像聲請人一般之善意共有人

，必須蒙受不測之損害，致分得之財產權遭受意外侵害，

雖新修正之民法第 824 條之 1 第 1、2 項之規定，已經使



 25

共有物分割之效力獲得釐清，可是在新法施行之前因上開

法律規定之存在，仍將使已發生共有物分割案件之未設定

抵押權之共有人繼續處於上述不利之陰影中，因此有必要

請  大院將上開 2 項法律規定解釋為違憲，或至少解釋僅

應於協議分割之情形始有抵押權之效力及於分割後各分得

部分之適用，而土地登記規則第 107 條本文中有關「辦理

共有物分割登記」之規定，未區分裁判分割及協議分割之

不同情形而為規定，自係違反憲法第 15 條之規定而屬無

效，使依據裁判分割取得分得部分之共有人有公平合理之

救濟途徑。 

肆、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數（均為影本）： 

附件一：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6 年度訴字第 95 號民事判決 1

件。 

附件二：臺灣高等法院 97 年度上更(一)字第 73 號民事判決

1 件。 

附件三：最高法院 98 年度台上字第 135 號民事裁定 1 件。 

附件四：臺灣高等法院 96 年度上字第 515 號民事判決 1 件。 

附件五：最高法院 97 年度台上字第 875 號民事判決 1 件。 

謹 致 

司 法 院 公鑒 

聲請人：廖 林 ０ 香 

中  華  民  國  98  年  3  月  3  日 

 

（附件二）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7 年度上更(一)字第 73 號 

上 訴 人 廖 林 ０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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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理人 江 肇 欽 律師 

複 代 理 人 黃 淑 琳 律師 

彭 上 華 律師 

被 上 訴 人 中００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理人 陳 ０ 龍 

訴訟代理人 侯 ０ 善 

上列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96 年 5 月 8 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6 年度訴字第 95 號第一審判

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更審，本院於 97 年 11 月 5 日言詞

辯論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理由 

一、上訴人主張：桃園縣００鄉００段 648 之 14 地號土地（下

稱 648 之 14 地號土地，重測後為００段 330 地號），原係由

上訴人與訴外人徐０程分別共有，上訴人應有部分 3 分之 2

，徐０程應有部分 3 分之 1。徐０程以其應有部分 3 分之 1

，分別於民國 83 年 4 月 28 日、同年 8 月 10 日及 84 年 5 月

8 日，依序為被上訴人及原審共同被告臺灣００銀行股份有

限公司、金０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設定本金依序為新臺幣（

下同）840 萬元、6,000 萬元及 1,000 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

。嗣 648 之 14 地號土地於 94 年 12 月 13 日經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下稱桃園地院）以 94 年度訴字第 1222 號民事判決分

割共有物確定，上訴人分得分割增編之００段 330 之 1 地號

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徐０程分得所餘原編之同段 330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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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土地（下稱 330 地號土地）。然前開抵押權卻隨同登記至

上訴人分割取得之系爭土地上，嚴重妨害上訴人就系爭土地

所有權之行使，並使抵押權人受有不當利益等情，爰依物上

請求權及不當得利之法律關係，求為命被上訴人塗銷前開登

記於系爭土地上之抵押權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上訴人聲明不服，提起上訴，本院前審改判上訴人勝訴，

僅被上訴人聲明不服，原審共同被告部分已告確定）。並上

訴聲明：(一)原判決廢棄。(二)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土地，由

桃園縣００地政事務所於 83 年 4 月 27 日收件，收文字號蘆

字第 5993 號，登記日期為 83 年 4 月 28 日，權利價值本金

最高限額 840 萬元，權利範圍 3 分之 1 之抵押權設定登記予

以塗銷。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開抵押權繼續存在上訴人分割後取得之系

爭土地上，乃係基於法律之規定，並無不法可言。又上訴人

於分割前，並未依照土地登記規則第 107 條規定通知被上訴

人，即逕行分割共有物，故被上訴人依法取得之抵押權不受

影響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上訴人主張 648 之 14 地號土地原為上訴人與徐０程分別共

有，上訴人應有部分 3 分之 2、徐０程應有部分 3 分之 1，

徐０程於 83 年 4 月 28 日以其應有部分 3 分之 1 為擔保，設

定登記本金 840 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被上訴人，並依法

登記在案，嗣該土地經桃園地院於 94 年 12 月 13 日以 94 年

度訴字第 1222 號民事判決分割，於 95 年 1 月 12 日確定，

上開抵押權即轉載登記在分割後之上訴人分得之系爭土地及

徐０程分得之 330 地號土地上之事實，業據提出民事判決暨

確定證明書、土地複丈成果圖、土地登記謄本及土地登記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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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件為證（見原審卷第 9 至 23 頁），且為被上訴人所不爭執

，堪信為真實。 

四、上訴人復主張被上訴人前開抵押權隨同登記至系爭土地上，

嚴重妨害上訴人土地所有權之行使，並使被上訴人受有不當

利益等情，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一）按土地法第 37 條規定：「土地登記，謂土地及建築改良

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利之登記（第 1 項）。土地登記之

內容、程序、規費、資料提供、應附文件及異議處理等

事項之規則，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第 2 項）」。而土地

登記規則第 1 條規定：「本規則依土地法第 37 條第 2 項

規定訂定之」。足見土地登記規則係經由土地法授權所

為之委任命令（委任立法）。故土地登記規則第 107 條

規定：「分別共有土地，部分共有人就應有部分設定抵

押權者，於辦理共有物分割登記時，該抵押權按原應有

部分轉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之上。但經先徵得抵押權人

同意者，該抵押權僅轉載於原設定人分割後取得之土地

上」，亦具有法效力，而非單純行政命令。次按我民法

上共有物之分割，依第 825 條規定意旨，解釋上係採取

移轉主義，即共有人間各就其應有部分相互移轉，故因

分割而取得單獨所有權之效力並不溯及既往，而應自分

割完畢後發生。因之，原以應有部分為標的所設定之抵

押權，於共有物分割後，仍以應有部分存於各共有人分

得部分土地上，亦即不獨原設定抵押之共有人其分得部

分上有抵押權之存在，其他共有人分得部分亦有抵押權

之存在。 

（二）查上訴人及徐０程分別共有之 648 之 14 地號土地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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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分割，由上訴人分得系爭土地、徐０程分得 330 地號

土地，徐０程原就應有部分所設定予被上訴人之抵押權

，並未經先徵得抵押權人即被上訴人同意，於分割後僅

轉載於原設定人徐０程分割後取得之土地上，揆諸上揭

說明，原以徐０程應有部分為標的所設定之抵押權，於

共有物分割後，仍以應有部分存於上訴人分得之系爭土

地上，亦即上訴人分得部分亦有抵押權之存在；且參以

本次最高法院所為廢棄本院前審判決之理由，亦係肯認

應有部分上之抵押權於共有物分割後，除有土地登記規

則第 107 條但書之情形，即先徵得抵押權人之同意，將

其抵押權轉載於原設定人分割後取得之土地外，抵押權

仍按原應有部分轉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之上，抵押權人

得就全部土地行使其抵押權，依民事訴訟法第 478 條第

4 項規定，本院應以最高法院本次所為廢棄理由之法律

上判斷為判決基礎，故被上訴人之抵押權因 648 之 14

地號土地分割而隨同轉載登記於上訴人分得之系爭土地

上，乃係基於法律上之規定，並無不法妨害上訴人所有

權行使，或使被上訴人受有不當利益。 

五、從而，上訴人依物上請求權及不當得利之法律關係，請求被

上訴人將系爭土地，由桃園縣００地政事務所於 83 年 4 月

27 日收件，收文字號蘆字第 5993 號，登記日期為 83 年 4

月 28 日，權利價值本金最高限額 840 萬元，權利範圍 3 分

之 1 之抵押權設定登記予以塗銷，為無理由，不應准許。原

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違誤。上訴論旨指摘原判決不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理由，應予駁回。 

六、兩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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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認為均不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論駁之

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論結，本件上訴為無理由，依民事訴訟法第 449 條第 1

項、第 78 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7  年  11  月  19  日 

 

（附件三） 

最高法院民事裁定       九十八年度台上字第一三五號 

上 訴 人 廖 林 ０ 香 

訴訟代理人 江 肇 欽 律師 

被 上 訴 人 中００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理人 陳 ０ 龍 

上列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九

十七年十一月十九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更審判決（九十七年度

上更(一)字第七三號），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理 由 

按上訴第三審法院，非以原判決違背法令為理由，不得為之。又

提起上訴，上訴狀內應記載上訴理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令

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料合於該違背法令之具體事實，其依民

事訴訟法第四百六十九條之一規定提起上訴者，並應具體敘述為

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律見解具有

原則上重要性之理由，同法第四百六十七條、第四百七十條第二

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依同法第四百六十八條規定，判決不適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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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或適用不當者，為違背法令；依同法第四百六十九條規定，判

決有該條所列各款情形之一者，為當然違背法令。是當事人提起

上訴，如合併以同法第四百六十九條及第四百六十九條之一規定

之情形為上訴理由時，其上訴狀或理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

法令條項，或有關判例、解釋字號，或成文法以外之習慣或法理

等及其具體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料合於該違背法令之具體事實

，並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

之法律見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理由。如未依上述方法表明，或

其所表明者與上開法條規定不合時，即難認為已合法表明上訴理

由，其上訴自非合法。本件上訴人對於原判決提起上訴，雖以該

判決有不適用法規及不備理由等違背法令為由，惟核其上訴理由

狀所載內容，仍屬就與判決結果不生影響之理由，指摘原判決不

當，並就原審所論斷：按應有部分上之抵押權於共有物分割後，

除有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零七條但書之情形，即先徵得抵押權人

之同意，將其抵押權轉載於原設定人分割後取得之土地外，抵押

權仍按原應有部分轉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之上，抵押權人得就全

部土地行使其抵押權。且民法第八百二十五條就分得物之擔保責

任係採移轉主義，即共有人間各就其應有部分相互移轉，該因分

割而取得單獨所有權之效力並不溯及既往，並自分割完畢後發生

。本件系爭土地原與上訴人共有之徐０程以其應有部分所設定之

抵押權，於共有物分割後，自仍以該應有部分存在於上訴人分得

之系爭土地上，亦即上訴人分得部分亦有抵押權之存在。從而，

上訴人依物上請求權及不當得利之法律關係，請求被上訴人塗銷

系爭抵押權登記，即無所據等情，指摘其為不當，並就原審已論

斷說明或與判決基礎無涉者，泛言謂為違法，而非表明該判決所

違背之法令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料合於該違背法令之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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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並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

涉及之法律見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理由，難認其已合法表明上

訴理由。依首揭說明，應認其上訴為不合法。據上論結，本件上

訴為不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十一條、第四百四十四條第

一項前段、第九十五條、第七十八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八 年 二 月 五 日 

（本件聲請書其餘附件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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