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於不相鄰之共有土地得否併同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疑義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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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民國93年2月18日

主旨：關於不相鄰之共有土地得否併同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疑義乙案，本部意見如說明二。

　　　請查照參考。

說明：

　一、復貴部九十三年一月七日內授中辦地字第０九三０００００七五號函。

　二、按「數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一物有所有權者，為共有人。」民法第八百十七條第一

　　　項定有明文。準此，符合分別共有之人數必在二人以上、共有人所享有者為共有物之

　　　「一所有權」、數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共享「一所有權」等要件者，即成立分別共有

　　　之關係。本件來函所附臺北市政府地政處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北市地一字第０九

　　　二三三六一二六００號函所敘依上開規定，所謂共有應係對「一物」而言，並引敘最

　　　高法院八十一年臺上字第五四九號判決，認為不相鄰之共有土地其共有關係係分別存

　　　在於個別共有土地之上，自無從合併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等之意見，似有所誤解，上

　　　開規定主要闡明一物僅能成立一個所有權，數人對於一物有一所有權者，則成立共有

　　　關係，即共有人共有「一物之所有權」，並非指僅能對於一物成立共有關係，進而為

　　　共有物之分割，且上開最高法院判決之意見，亦認為共有人如非以成立一個共有關係

　　　之意思而共有數筆土地，應其共有關係分別存在於數筆土地之上，除經全體共有人之

　　　同意外，法院為裁判分割時，不能任意予以合併分割。因此，反面解釋可知，共有人

　　　以成立一個共有關係之意思而共有數筆土地（數物）或經全體共有人之同意，似得合

　　　併分割（參照謝在全著，民法物權論上冊修訂二版，頁六三四）。又共有物分割之自

　　　由乃共有之本質，如欲對共有物分割之自由加以限制，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

　　　留及比例原則之規定，否則恐有違反憲法保障財產權之規定（參照謝在全前揭著，頁

　　　六一六、六一八）。故貴部來函說明三之意見，本部敬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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