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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意 見  

壹、案  由：據訴，渠等前向連江縣政府申辦坐落連江縣

南竿鄉介壽段 260 地號土地總登記及取得土

地所有權權屬等事宜，惟該府疑未依規定審

理，率予駁回，損及權益等情案。 

一、馬祖地區歷史背景特殊，於國民政府遷臺前，未曾辦

理地籍測量及土地總登記，而國民政府遷臺後，旋因

軍事原因實施戰地政務，加上許多民眾遠渡他鄉謀

生，無法注意或保障自身權利，造成當地土地問題複

雜，後續申辦土地登記案件屢因舉證不易，滋生糾紛。

政府多年來雖透過立法程序，希冀還地於民，惟實務

執行上迭遇爭議，截至 113 年 1 月底止，仍有 470.32

公頃土地尚未完成登記，約占全境土地之 15.7%。探

究其未完成登記之主要態樣，多涉及申請時間認定及

適用法令等疑義。為維護馬祖地區民眾財產權益，連

江縣政府及內政部允應通力合作，釐清當地歷史緣故

與土地權屬脈絡，進行舊有慣例、習俗之調查、蒐整

與研究，俾供登記機關審查作業之參據，並衡諸立法

目的，在不違反法令之前提下，以同理心之態度因地

制宜，積極研商解決對策，突破現階段問題癥結，早

日完成全縣無主土地與公地返還登記案件，落實還地

於民政策，俾利後續推動馬祖地區土地利用及活化發

展。 

(一)相較臺灣本島於日據時期已建立地籍資料、開辦土

地登記工作，馬祖地區因軍事原因長年施行戰地政

務
1
，其間，遲至 61 年後才在兵馬倥傯、資料闕如

                   
1 39 年金門古寧頭砲戰後，臺海兩岸情勢緊張，因金門、馬祖地區位處戰地前線，為適應戰

時需要，統一戰地軍政指揮，使金門、馬祖兩地成為支援野地作戰的據點，國防部參考美軍

2 次世界大戰中在戰地設置軍政府的經驗，研擬金門、馬祖地區實施戰地政務辦法 (草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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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下由連江縣政府民政科開辦地政業務
2
。茲綜

整馬祖地區土地登記概況如下： 

1、62 年起，馬祖地區首先針對轄內十分之一範圍土

地辦理第 1 次測量。65 年 3 月 9 日，連江縣政府

以連地字第 0686 號公告該縣南竿鄉、北竿鄉、莒

光鄉辦理土地總登記，登記期限 1 個月(自 3 月

10 日起至 4 月 9 日止)。因上開登記期限未符土

地法第 49 條
3
規定，爰俟連江縣地政事務所於 82

年成立後，陸續依土地法第 48 條
4
規定補辦土地

總登記。83 年起，內政部訂定「馬祖地區地籍航

測計畫」並補助經費，依土地法第 36 條及 38 條
5
、土地法第 46 條之 1 至第 46 條之 3 執行要點，

由連江縣政府及連江縣地政事務所參與執行「未

登記土地地籍整理」及「已登記土地地籍圖重

測」。據連江縣政府查復稱：65 年當時僅辦理全

縣十分之一土地總登記，戰地政務終止後(戰地

政務期間：自 45 年 6 月 23 日起至 81 年 11 月 7

日止)，復於 82 年 7 月 1 日起依內政部「馬祖地

                   
45 年 6 月 23 日，行政院以臺內字第 3417 號令頒布施行金門、馬祖地區戰地政務實驗辦法，

同年 7 月 16 日成立金門、馬祖防衛司令部政務委員會，開始實施戰地政務。嗣臺灣地區於

76 年解嚴，惟金門、馬祖地區仍維持戰地政務狀態。爾後，隨著民主普及，金馬地區民眾

開始醞釀社會運動，逐步爭取應有權利。81 年 8 月 7 日，金門馬祖東沙南沙地區安全及輔

導條例制定公布，並自該條例公布日後 3 個月 (即 81 年 11 月 7 日 )施行，戰地政務委員會於

同日解散，金門、馬祖地區戰地政務因此終止。  
2 連江縣政府於 61 年由民政科辦理地政作業，係開辦該縣土地作業之濫觴。嗣先後於 62 年

7 月 31 日成立連江縣政府民政科地政股、81 年成立連江縣政府民政局地政課、82 年 7 月 1

日成立連江縣地政事務所專責辦理地政業務。而後考量該縣地政業務日趨繁重，於 106 年 1

月 1 日改制為連江縣政府地政局，轄區為南竿、北竿、莒光、東引 4 鄉，以應業務推展之

需。  
3 土地法第 49 條規定：「每一登記區接受登記聲請之期限，不得少於 2 個月。」  
4 土地法第 48 條規定：「土地總登記，依左列次序辦理。一、調查地籍。二、公布登記區及登

記期限。三、接收文件。四、審查并公告。五、登記發給書狀并造冊。」  
5 土地法第 36 條規定：「(第 1 項)地籍除已依法律整理者外，應依本法之規定整理之。(第 2

項)地籍整理之程序，為地籍測量及土地登記。」土地法第 38 條規定：「(第 1 項)辦理土地

登記前，應先辦地籍測量，其已依法辦理地籍測量之地方，應即依本法規定辦理土地總登記。

(第 2 項)前項土地總登記，謂於一定期間內就直轄市或縣(市)土地之全部為土地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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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地籍航測計畫」辦理其餘十分之九未登記土地

測量及登記。 

2、由於馬祖地區長時期實施戰地政務，民眾原占有

使用之土地遭政府或軍方登記為公有，或因軍事

原因喪失占有之情形，時有所聞，然此類情形究

有多少，因乏正式調查，目前尚無確切統計數據。

81 年 11 月 7 日馬祖地區終止戰地政務，結束長

達 36 年之軍管時期，民眾對土地權益日漸重視，

政府為維護原土地所有權人或占有人之權益，乃

於 83 年 5 月 11 日修正公布金門馬祖東沙南沙地

區安全及輔導條例(下稱金馬安輔條例)第 14 條

之 1 第 1 項規定：「本條例適用地區之土地，於實

施戰地政務期間，非因有償徵收登記為公有者，

原土地所有人或合於民法規定時效完成取得請

求登記所有權之人或其繼承人，得於本條例修正

施行之日起 3 年內，檢具有關權利證明文件，向

土地所在地管轄地政機關申請歸還或取得所有

權；其經審查無誤後，公告 6 個月，期滿無人提

出異議者，由該管地政機關逕為辦理土地所有權

移轉登記，如有異議，依照土地法第 59 條規定處

理。」同條第 2 項規定：「本條例適用地區之未登

記土地，因軍事原因喪失占有者，原土地所有權

人或合於民法規定時效完成取得請求登記所有

權之人或其繼承人，得檢具權利證明文件或經土

地四鄰證明，申請為土地所有權之登記。」 

3、為執行上開條文規定，行政院復於 83 年 11 月 30

日令訂定發布「金門馬祖東沙南沙地區未登記土

地總登記委員會組織規程」；內政部亦於 83 年 12

月 21 日令訂定發布「金門馬祖東沙南沙地區土

地歸還或取得所有權登記審查辦法」(下稱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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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辦法)。自 83 年 5 月 11 日修正公布金馬安

輔條例第 14 條之 1 後，連江縣地政事務所乃依

該條例規定，受理馬祖地區民眾所有土地非因有

償徵收登記為公有及因軍事原因喪失占有之未

登記土地登記案件。金馬安輔條例施行期間自 83

年 5 月 13 日起至 86 年 5 月 13 日止，施行前連

江縣地政事務所至 4 鄉 5 島召開說明會，廣為宣

導周知，使民眾得於期間內，知曉應檢附之證明

文件，依金馬安輔條例申辦測量及登記。辦理期

間，受理民眾申請未登記土地測量，受理後委託

中華民國地籍測量學會辦理地籍調查及地籍測

量作業，嗣後再將測量成果，依土地法規定之土

地總登記程序辦理登記審查作業。 

4、嗣考量馬祖地區土地問題特殊複雜，為維護原土

地所有人或合於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 9 條規定之

視為所有人或其繼承人之申請返還土地權益，協

助解決當地土地問題，落實還地於民政策，103 年

1 月 8 日修正公布離島建設條例第 9 條第 1 項及

第 6 項明定：「本條例適用之地區，於實施戰地政

務終止前，或實施戰地政務期間被占用於終止

後，因徵收、價購或徵購後登記為公有之土地，

土地管理機關已無使用或事實已廢棄使用者，最

遲應於本條例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20 日修正施

行之日起 2 年內全數公告；原土地所有人或其繼

承人並得於公告之日起 5 年內，向該管土地管理

機關申請按收件日當年度公告地價計算之地價

購回其土地。但徵收、價購或徵購之價額超出該

計算所得之地價時，應照原徵收、價購或徵購之

價額購回。」、「馬祖地區之土地，自民國 38 年

起，非經有償徵收或價購等程序登記為公有，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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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土地所有人或合於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 9 條規

定之視為所有人或其繼承人喪失其所有權，土地

管理機關已無使用土地之必要者，應自本條例中

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0 日修正施行之日起 5 年

內，依原土地所有人、視為所有人或其繼承人之

申請返還土地；土地管理機關有繼續使用土地之

必要者，應依法向原土地所有人、視為所有人或

其繼承人辦理徵收、價購或租用。其已依金門馬

祖東沙南沙地區安全及輔導條例提出請求經駁

回者，得再依本條例之規定提出申請。」 

5、馬祖地區歷次辦理土地總登記情形如下： 

（1）65 年總登記(全縣十分之一土地)，辦理期間：

65 年 3 月 10 日至 65 年 4 月 9 日。 

（2）86 年總登記(全縣十分之九土地)，辦理期間：

86 年 7 月 8 日至 97 年 6 月 10 日(4 鄉分別公

告期間)。 

（3）88 年補辦 65 年總登記，辦理期間：88 年 7 月

1 日至 89 年 12 月 17 日。 

（4）91 年無主登記，辦理期間：91 年 3 月 15 日至

92 年 6 月 20 日。 

（5）101 年重新辦理總登記，辦理期間：101 年 8 月

1 日至 102 年 3 月 31 日
6
。 

（6）107-109 年無主登記，辦理期間：107 年 9 月

19 日至 109 年 4 月 21 日
7
。 

(二)然查，政府雖於 83 年 5 月 11 日修訂金馬安輔條例，

增訂第 14 條之 1，使土地真正權利人得以取回原有

                   
6 統計至 112 年 11 月 30 日止，重新申請總登記案件共計 9,891 件，權狀核發 2,581 件，駁回

3,395 件，民眾撤回 3,890 件，訴願及重新審查 25 件。  
7 統計至 112 年 11 月 30 日止，無主土地登記申請案件共計 2,572 件，權狀核發 765 件，駁回

234 件，民眾撤回 556 件，公告中 9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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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權利，並賦予因軍事原因喪失占有前，長時間

使用土地者，得以請求登記之權利，然該條例已於

87 年 6 月 24 日廢止，而馬祖地區於戰地政務期間

被登記公有及喪失占有之土地爭議問題，仍未解

決。故內政部為瞭解連江縣政府否准民眾以時效完

成方式取得馬祖地區土地所有權之原因，函請該府

統計分析土地總登記相關辦理數據，據該府 98 年 7

月 7 日連民地字第 0980022020 號函復統計資料顯

示，多數係因無法證明有繼續占有之事實而遭駁

回。嗣時任立法委員曹爾忠於 98 年 10 月 9 日立法

院第 7 屆第 4 會期第 4 次會議施政報告時，就馬祖

地區土地問題提出質詢，經時任行政院院長吳敦義

承諾，由時任行政院政務委員薛承泰組成跨部會專

案小組，內政部負責幕僚作業，邀集法務部、國防

部、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現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

稱國產署)及連江縣政府等機關開會研商，期能徹

底解決馬祖地區土地問題。過程如下： 

1、分別於 98 年 11 月 6 日(第 1 次)及 99 年 1 月 11

日(第 2 次)召開 2 次專案小組會議研商，並作成

金馬安輔條例第 14 條之 1 公布施行前已提出土

地總登記測量申請，而於金馬安輔條例廢止後

(於 87 年 6 月 24 日廢止)登記處理程序尚未終結

之案件，仍應有該條例適用之結論。根據連江縣

政府 112 年 12 月 12 日府授地字第 1120055401

號函查復本院： 

（1）該府為因應上開內政部會議結論，於 99 年 4 月

22 日召集會議研商，會議結論略以：「已駁回

案件再通知申請人依規定辦理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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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政事務所依前開縣府會議紀錄，清理應重新

審查案件，建立清冊及控管一覽表，並於 99 年

9 月 9 日陳請連江縣政府鑒核。 

（3）連江縣政府 99 年 9 月 21 日函核復，請本於權

責自行決定。 

（4）地政事務所於 99 年 10 月 14 日檢送土地登記

通知書，函請符合適格者計 55 位，控管表總計

1,950筆(含軍事原因 184筆、非軍事原因 1,766

筆)，重新送件。 

2、因連江縣政府認為上開結論對於該縣無主土地

公告期間提出申請之案件，仍無法獲得解決，爰

參考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判字第 370 號判決關於

「法院依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 8 條，認定當事人

是否『於得請求登記之日，視為所有人』時，只

須審酌當事人是否於登記機關設立前，即已具備

民法規定時效取得所有權之條件，毋庸考量嗣後

當事人於登記機關設立開辦土地總登記，提出申

請登記為所有權人時，其是否仍和平繼續占有該

土地」之見解，期爰引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 3 條

及第 9 條規定，以「視為所有人」之資格辦理登

記。惟法務部針對上開連江縣政府意見，仍認須

迄登記完成時，和平繼續占有土地始有適用。爰

是時連江縣縣長楊綏生於總統 100 年 9 月 4 日訪

視該縣時，上書陳請責成法務部及內政部針對馬

祖地區土地特殊性，研擬可解決問題之函釋。 

3、內政部遂分別於 100 年 10 月 11 日(第 3 次)及

101 年 2 月 9 日(第 4 次)再度召開會議研商，經

綜合考量馬祖地區之實施戰地政務等之歷史緣

故、民法條文法意解釋、司法實務見解、對真正

權利人權益保障之機制及後續影響等因素，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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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次會議作成決議略以：「一、馬祖地區未完成登

記之土地，於連江縣地政機關成立前已具備民法

第 769 條或第 770 條規定之條件者，依民法物權

篇施行法第 9 條規定，自時效完成得請求登記之

日起，應得視為所有人，且地政機關勿須審查其

自地政機關成立後以迄登記完成時，有否和平繼

續占有之事實，並於經審查無誤後逕依土地法規

定進行公告，公告期滿無人異議即予產權登記；

如有權利爭執之異議，則依土地法第 59 條第 2 項

規定處理。二、上開決議之見解不適用於已完成

登記之土地，以維護登記之安定性，但個案如經

法院判決應予塗銷登記者，尊重該判決結果。」

上開第 4 次會議紀錄由內政部以 101 年 2 月 1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16650259 號函送予各與會

機關，並囑依會議決議辦理。 

4、又連江縣政府為受理依上開內政部第 4 次會議決

議事項申請之土地總登記案件，暨簡化其行政作

業程序，訂定「連江縣政府辦理馬祖地區尚未完

成登記土地處理要點」，據以審查此類案件。根據

連江縣政府 112 年 12 月 12 日府授地字第

1120055401 號函查復本院： 

（1）該府責成連江縣地政事務所擬妥「連江縣政府

辦理馬祖地區尚未完成登記土地處理原則」(草

案)，於縣內「土地問題專案小組」會議前，先

行送時任議會法制主任張龍德、消保官陳奕誠、

法制室課長楊遠鵬、委員鄭睿傑、朱榮忠等專

家學者審閱，並於會中進行逐條討論，而後公

開徵詢民間意見。經彙整各方意見後，擬訂處

理要點，該要點於同年 5 月 3 日陳報內政部核

備，於 5 月 21 日回函同意，5 月 30 日公告實



9 

 

施。連江縣地政機關遂依「連江縣政府辦理馬

祖地區尚未完成登記土地處理要點」辦理相關

土地事宜。 

（2）有關「連江縣政府辦理馬祖地區尚未完成登記

土地處理要點」規定地政機關成立時間之目的、

效果與研討過程： 

〈1〉明確規定地政機關成立時間之目的，旨在使

該縣地政機關成立前已具備民法第 769 條或

第 770 條規定之條件者，得依民法物權編施

行第 9 條規定，進而主張自時效完成得請求

登記之日起，視為所有人。即可以證明在 62

年 7 月 31 日前，就已經完成民法第 769 條

或第 770 條之占有，可以用時效取得的規定

申請土地總登記，而無須審查其自得請求登

記之日起以迄登記完成時有否繼續占有之事

實。 

〈2〉要點中明訂地政機關成立時間之效果，具有

明確化、客觀性之效果，除方便民眾主張視

為所有人之時間起點外，亦可使審查時有明

確依據，以免標準不一，致生弊端。 

〈3〉地政機關成立時間之處理過程：該縣登記機

關設立時間點，於「連江縣政府辦理馬祖地

區尚未完成登記土地處理要點」(草案)研議

階段邀請具地政、法制等專門學識經驗人士

及含本案陳情人等地方公正人士進行逐條討

論，會議中已考量當時組織章程及轄區內地

政業務實際運作時間，並以 62 年 7 月 31 日

為上開條文要件之時間點，爰明定於「連江

縣政府辦理馬祖地區尚未完成登記土地處理

要點」(草案)於 101 年 5 月 3 日函送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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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備。內政部於同月 21 日函復辦理土地登記

等土地行政管理事項為地方自治事項，請該

府依職權處理。 

(三)嗣行政院於 101 年 10 月 24 日召開「行政院離島建

設指導委員會」第 12 次會議決議略以：「……(三)

有關辦理金馬土地返還於民所遇困難，請內政部儘

速釐清問題癥結後，提請政務委員協商提出解決方

案。(四)為有效解決金門、馬祖因特殊歷史因素所

造成之土地問題，中央應多傾聽地方意見，依從寬

原則作相關法令解釋。」內政部爰依上開決議洽詢

財政部、國防部、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等表示

意見後，撰擬「馬祖地區土地問題之處理情形及其

問題態樣書面資料」報院；經行政院秘書長函復：

「有關辦理金馬地區土地返還於民，倘有任何待議

事項，請即提『研商解決馬祖地區土地相關問題專

案小組』討論，俾提供金馬地區必要之協助。」行

政院復於 105 年 11 月 1 日由時任政務委員林美珠

召開研商會議決議略以：「目前有關金馬土地登記

爭議處理之相關法令，於適用上並無疑義，法律面

應無需再作修正；為落實還地於民政策初衷，應可

同意地政機關暫緩受理國防部軍備局及財政部國

產署之馬祖地區權屬未定土地登記申請案；並請連

江縣政府儘速完成土地總登記作業；另指示國防部

及財政部配合連江縣政府成立之馬祖土地總登記

推動小組，以訴外方式協議，尋求解決方案，並配

合連江縣政府辦理」。自 106 年起，連江縣「馬祖地

區土地總登記推動小組」針對受理個案疑義，迭次

邀集專家、學者、國防部軍備局、國產署及內政部

地政司等單位，遴派代表共同研商解決對策，迄今

已召開共 19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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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根據連江縣政府統計，截至 113 年 1 月底止，馬祖

地區已登記土地面積 2,530.83 公頃(約占全縣面積

84.3%)，未登記土地面積 470.32 公頃(約占全縣面

積 15.7%)；已登記土地筆數 33,780 筆(約占全縣土

地筆數 90.8%)，未登記土地筆數：3,438 筆(約占全

縣土地筆數 9.2%)，其中： 

1、無主土地業務：無主登記案件累計收件 2,693 件，

已結案完成件數為 1,675 件(駁回件數：241 件)，

尚有 1,018 件刻正辦理中(其中含補正中件數：51

件)： 

（1）東引鄉完成率 100%，收 62 件，112 年 6 月完成

全區土地總登記。 

（2）莒光鄉完成率 98%，收 195 件，尚有 4 件辦理

中。 

（3）北竿鄉完成率 88.5%，收 776 件，尚有 89 件辦

理中。 

（4）南竿鄉完成率 44.2%。收 1,660 件，尚有 925

件辦理中。 

2、公地返還業務：完成率達 99.07%，公地返還登記

案件計收 969 件，已結案完成 959 件(其中 1 件

刻正訴訟中)，尚有 10 件因案件複雜性高，尚待

申請人補正，刻正審查中。 

3、不動產糾紛調處業務：不動產糾紛調處案件，自

106 年起至 112 年底，調處案件計 1,270 件。前

開期間辦理 40 餘場次糾紛調處會議。調處結果：

准登案件計 1,073 件，否登案件計 77 件，准登件

數為否登件數近 14 倍。 

4、行政救濟業務： 

（1）訴願案件：自 106 年至 112 年底，受理訴願案

件共計 200 餘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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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訴訟案件：自 106 年至 112 年底，高等行

政法院審理 70 餘件。 

(五)又本院為進一步釐清馬祖地區現階段土地登記面臨

之困境，以協助連江縣政府突破問題癥結，經進行

文獻蒐集、研閱及調閱政府機關卷證資料，並於 112

年 10 月 25 日至 26 日，前往馬祖地區實地履勘及

座談，113 年 1 月 31 日約詢內政部常務次長吳堂

安、連江縣政府地政局局長陳奕誠等相關業務主管

人員到院說明，發現：由近期馬祖人民田產協會陳

情土地相關議題中，主要問題態樣多涉及申請時間

認定及適用法令之疑義，其中又以「占有事實之認

定」爭議為大宗，可能原因
8
包括： 

1、申請人現地指界複丈常有相互重疊情形，糾紛調

解不易達成，致使案件拖延未決。 

2、馬祖地區大多為祖遺土地，然現行法令規定申請

土地總登記之權利人有年齡、戶籍限制，如申請

人主張之占有期間，其當時尚未成年，即無法認

定為直接占有人。 

3、占有中斷：如戶口遷移或舉家遷台或被他人占

用，或協議先提供作為公共設施使用，而無法認

定為占有。 

4、四鄰保證書所載之情形與勘驗現況不符。 

5、四鄰保證書之保證人為未成年或無完全的行為

能力。 

6、土地上仍存有政府或軍方之建築物或物品，導致

無法認定人民有占有之事實。 

7、民眾不易證明占有土地之始為無過失，而適用 10

年之取得時效。 

                   
8 「馬祖地區戰地政務時期被登記公有及喪失占有之土地爭議案件研究」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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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綜上，馬祖地區歷史背景特殊，於國民政府遷臺前，

未曾辦理地籍測量及土地總登記，而國民政府遷臺

後，旋因軍事原因實施戰地政務，加上許多民眾遠

渡他鄉謀生，無法注意或保障自身權利，造成當地

土地問題複雜，後續申辦土地登記案件屢因舉證不

易，滋生糾紛。政府多年來雖透過立法程序，希冀

還地於民，惟實務執行上迭遇爭議，截至 113 年 1

月底止，仍有 470.32 公頃土地尚未完成登記，約占

全境土地之 15.7%。探究其未完成登記之主要態樣，

多涉及申請時間認定及適用法令等疑義。為維護馬

祖地區民眾財產權益，連江縣政府及內政部允應通

力合作，釐清當地歷史緣故與土地權屬脈絡，進行

舊有慣例、習俗之調查、蒐整與研究，俾供登記機

關審查作業之參據，並衡諸立法目的，在不違反法

令之前提下，以同理心之態度因地制宜，積極研商

解決對策，突破現階段問題癥結，早日完成全縣無

主土地與公地返還登記案件，落實還地於民政策，

俾利後續推動馬祖地區土地利用及活化發展。 

二、有關陳訴人所訴，渠等前向連江縣政府申辦系爭土地

總登記及取得土地所有權權屬案，該府疑未依規定審

理，率予駁回，損及權益等情，其中涉及法令適用疑

義部分，業經本院函請內政部基於中央主管機關立場

表示意見在案。至於陳訴人向連江縣政府提出之 111

年連地登一字第 2720 號申請案，經查目前仍在土地

登記審查階段，且有部分已進入司法程序，允宜靜候

地方土地登記機關及法院審理結果。 

(一)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段(下同)260 地號土地坐落於南

竿鄉市區，位處連江縣政府正後方，原始面積

1,616.5 平方公尺。為進一步了解現況，本院於 112

年 10 月 25 日至 26 日前往現地履勘，聽取連江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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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內政部地政司相關業務主管人員簡報並進行

座談，過程發現該土地目前分割為 260、260-2、260-

3、260-4 地號等 4 筆土地(加上 260-1 地號，統稱

系爭土地)，相關情形如下表、圖： 

表1、系爭土地基本資料 

地 號 
面 積 (平

方 公尺 ) 
使 用 分 區 分 割 情 形 

公告土地現值 /

公告地價 (新臺

幣元/平方公尺) 

260 430.77 機關用地、住

宅區 

1.97.1.25分割出 260-

2 地號。 

2.112.4.17 分 割 出

260-3及 260-4地號。 

8,826/ 

3,355 

260-1 194.75 保護區 該地號係 95 年地籍整

理時單獨建立迄今。 

560/ 

190 

260-2 1,044.49 保護區、住宅

區、機關用地 

97.1.25 分割自 260 地

號。 

4,690/ 

1,669 

260-3 101.86 住宅區、保護

區、機關用地 

112.4.17 逕為分割自

260 地號。 

7,147/ 

1,993 

260-4 39.38 機關用地、住

宅區 

112.4.17 逕為分割自

260 地號。 

8,203/ 

2,642 

資料來源：連江縣政府。 

 

圖1、系爭土地地籍圖與空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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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連江縣政府。 

 

圖2、系爭土地建築情形示意圖 

資料來源：連江縣政府。 

(二)查曹○○(陳訴人之父)前以「時效取得所有權」方

式申請系爭土地登記，經連江縣地政事務所審查後

符合民法第 769 條、第 770 條規定，依據土地法第

54 條、第 55 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73 條、連江縣政

府辦理馬祖地區尚未完成登記土地處理要點第 11

點辦理公告，並於 95 年 10 月間准予登記 260-1 地

號土地(面積 194.75 平方公尺)為曹○○(申請案

號：095 年連地登總字第 001890 號)、陳○○(申請

案號：095 年連地登總字第 001630 號)共有，於 97

年 1 月 25 日准予登記 260-2 地號(面積 1,044.49

平方公尺，申請案號：095 年連地登總字第 1880 號)

為曹○○單獨所有。上開 2 筆地號土地合計面積

1,239.24 平方公尺，約占原 260 地號土地面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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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所餘 572.01 平方公尺未登記部分，係因 95、

96 年間訴願及調處結果認應排除所致
9
。 

(三)102 年連地新總字第 4070 號申請案辦理情形： 

1、102 年間陳訴人之一以自己名義，於連江縣重新

土地總登記期間就 260地號土地提出申請 564.82

平方公尺(即曹○○95 年申請案排除之「綠線範

圍」，包括 95 年間訴願結果排除之房建物部分土

地，以及 96 年間調處結果排除之雜林部分土地)，

主張其於 52 年 7 月至 62 年 7 月占有該範圍土

地。 

2、嗣連江縣地政事務所以其主張依民法物權編施

行法第 9 條「視為所有人」
10
方式審查，依據連江

縣政府辦理馬祖地區尚未完成登記土地處理要

點規定，應於連江縣地政機關成立前已具備民法

第 769 條或第 770 條規定完成時效之占有，始得

請求登記為所有人，認有「查該申請範圍為鄉公

所且於 58 年業已存在，該筆土地所有權為連江

縣政府，目前現地為連江縣政府後方原舊有員工

休息室，占有期間該處已成立，時效中斷」等為

由，與民法第 769 條、第 770 條暨民法物權編施

行法第 9 條規定不符，遂於 107 年 3 月 27 日依

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駁回登

記申請案。 

                   
9 曹○○95 年以「一般時效」方式指界申請 260 土地範圍 ,面積共計 1,616.50 平方公尺，並經

連江縣地政事務所審查後於 95 年 9 月 5 日駁回申請，曹○○提起訴願救濟，經訴願審議委

員會 95 年 12 月 15 日裁定「原處分撤銷，並應於 3 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連江縣地政

事務所遂於重新收件後函請曹○○就「他人占用建築物及縣府廚房用地範圍」予以排除並就

耕地、祖墳範圍進行重測。重測後連江縣地政事務所於 96 年 4 月 18 日辦理公告，公告期

間國產署提出異議，本案進入調處程序，後於 96 年 10 月 17 日辦理調處時決議「除雜林範

圍，其餘准登」，本案遂再次進行測量並排除雜林。  
10 為解決馬祖地區土地問題，依行政院指示籌組跨部會專案小組，自 98 年 11 月 6 日、99 年

1 月 11 日、100 年 10 月 11 日、101 年 2 月 9 日召開 4 次專案小組會議研商，並於第 4 次會

議獲致適用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 9 條規定「視為所有人」之方式受理所有權登記之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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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申請人並未提出行政救濟程序，該總登記申請

案遂告駁回確定終結。 

(四)111 年連地登一字第 2720 號申請案辦理情形： 

1、108 至 109 年連江縣無主土地公告代管期間，陳

訴人以被繼承人曹○○名義，再度就 260 地號土

地全筆(即前項總登記期間已被駁回無行政救濟

之「綠線範圍」土地，面積共計 572.01 平方公尺)

主張依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 9 條「視為所有人」

提出總登記申請。 

2、惟此無主土地公告代管期間，該筆土地範圍另有

其他 3 位申請人陳○○(依民法 769 條占有時效

完成申請取得所有權，面積 39.38 平方公尺)、孫

○○(以「視為所有人」提出總登記申請，面積

37.29 平方公尺)、劉○○(以「視為所有人」提出

總登記申請，面積 23.85 平方公尺)，即形成陳訴

人等與上開陳、孫、劉 3 人間有申請指界重疊糾

紛；其中，260 地號部分範圍因陳○○以「一般時

效」取得所有權提出申請，遂於 112 年 4 月間因

逕為分割增加同段 260-4 及 260-3 地號土地(申

請範圍為 260-4 地號部分，致 260 地號與 260-3

地號土地不相連)，公告期間因陳訴人提出異議，

由該府辦理調處事宜。 

3、因多數申請人(陳訴人、陳○○、孫○○、劉○○)

間存在爭議、糾紛等原因，陳訴人申辦案件尚處

連江縣政府地政局審查階段中，並未做成准駁處

分 (260-4 地號有糾紛的部分目前在法院審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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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至於陳訴人所訴爭議事項，業經連江縣地政局 112

年 9 月 14 日地籍字第 1120002767 號函及內政部

112 年 9 月 26 日電子郵件查復說明在案。 

(六)綜上，有關陳訴人所訴，渠等前向連江縣政府申辦

系爭土地總登記及取得土地所有權權屬案，該府疑

未依規定審理，率予駁回，損及權益等情，其中涉

及法令適用疑義部分，業經本院函請內政部基於中

央主管機關立場表示意見在案。至於陳訴人向連江

縣政府提出之 111 年連地登一字第 2720 號申請案，

經查目前仍在土地登記審查階段，且有部分已進入

司法程序，允宜靜候地方土地登記機關及法院審理

結果。 



19 

 

貳、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函請行政院督同內政部、連江縣政府積

極研處。 

二、抄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三、調查報告審議通過後之案由、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於

個資隱匿後，上網公布。 

。 

 

調查委員：施錦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