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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庭一一二年度 
訴字第一九四號判決 

焦點判決編輯部 

【主旨】現有巷道及其兩側土地所有權人及地上權人具有通行現有巷道之法律上利

益。 

【概念索引】行政法／保護規範理論 

【關鍵詞】利害關係人、巷道廢改道、權利、法律上之利益、土地所有權人、地上

權人、通行利益 

【相關法條】行政訴訟法第 4 條；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建築法第 97 條 

一、爭點與選錄原因 

（一）爭點說明 

現有巷道及其兩側土地所有權人及地上權人對於行政機關所為巷道廢改道，得

否提起救濟？ 

（二）選錄原因 

本件涉及保護規範理論之運用，了解實務對此如何操作。 

二、相關實務學說 

（一）相關實務 

認定現有巷道之目的，依前揭建築相關法令規定，係為指定建築線，使建築物

起造人得以申請、取得建造執照，非具有確認土地是否為既成道路之性質，更無涉

現有巷道沿線居民有無得以利用現有巷道通行之權利。（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11 年度

訴字第 5 號判決參照） 

（二）相關學說 

所謂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係指權利主體所感受的各式各樣主觀利益

中以法規範之力量，來加以保障或提供實現手段（權利）的特定範圍利益。 

三、本案見解說明 

（一）利害關係人對於行政機關所為巷道廢改道，認為違法，損害其權利或法

律上之利益，得提起救濟。 
（二）現有巷道及其兩側土地所有權人及地上權人具有通行現有巷道之法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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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選錄】 
本件原告為當事人適格： 
1.按行政訴訟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

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

逾三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

撤銷訴訟。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行政處分，以違法論。」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規定：

「（第 1 項）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

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 2 項）前項決定或措施之

相對人雖非特定，而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為一般處分，適用本法有關

行政處分之規定。有關公物之設定、變更、廢止或其一般使用者，亦同。」即有關

公物之設定、變更、廢止或其一般使用者，為一般處分。準此，利害關係人對於行

政機關所為巷道廢改道，認為違法，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自得提起救濟 。

又依釋字第 469 號解釋理由書意旨，法律雖係為公共利益或一般國民福祉而設之規

定，但就法律之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

判斷，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人（第三人）之意旨時，該特定人主張以他人為相對人

之行政處分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者，即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而得提起撤銷訴

訟。是以判斷第三人訴訟之原告是否具有訴訟權能，首應確認原告主張違法之行

政處分所引據之法令規定，即原告原則上須具體指摘原處分違反何法令規定；次

解釋其引據之法令規定是否具有「保護規範」之性質，且該法規的規範目的，除

保護公共利益外，尚兼及保護特定範圍或可得特定範圍之個人的利益；再判斷原

告是否為該引據之法規之保護對象，倘其引據之法規具有保護規範之性質，且原

告為該保護規範所及，則原告具有訴訟權能，為適格之當事人（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判字第 344 號判決意旨參照）。 

2.次按建築法第 97 條規定：「有關建築規劃、設計、施工、構造、設備之建築

技術規則，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並應落實建構兩性平權環境之政策。」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8 條第 1 項規定：「基地臨接供通行之現有巷道，其申請

建築原則及現有巷道申請改道，廢止辦法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系爭自

治條例第 1 條規定：「本自治條例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八條第一項規定

制定之。」第 2 條規定：「本自治條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都

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第 3 條規定：「本自治條例所稱現有巷道，指供公

眾通行且因時效而形成公用地役關係之非都市計畫巷道。」第 4 條規定：「（第 1 項）

申請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應符合下列要件：一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非都市計畫巷

道。二同一街廓內擬廢止巷道及臨接該巷道兩側之每筆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及地上權

人之人數、應有部分均超過五分之三之同意。三改道後巷道全部土地所有權人之同

意。（第 2 項）前項第二款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經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

一公有土地。但都發局應徵詢管理機關意見。二臨接現有巷道兩側已建築完成或已

領建築執照之基地，其通行得以其他道路出入。」第 6 條第 5 款規定：「申請現有巷



 

出版日期：2024年1月 3 

道廢止或改道，應檢附下列書件向都發局提出：……。五、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及

第三款之同意書。」第 9 條規定：「（第 1 項）都發局辦理公開展覽，應於市政府、

申請所在地之區公所、里辦公處與申請巷道廢止或改道之巷道口及巷道尾進行三十

日，並將日期及地點登報周知。（第 2 項）臨接現有巷道或鄰近地區之公民或團體，

得於公開展覽期間以書面向都發局提出意見，供審議委員會審議之參考。（第 3 項）

申請人應於公開展覽之日前，以雙掛號信函檢附說明書、計畫圖及公開展覽日期，

通知該現有巷道及其兩側土地所有權人及地上權人得於公開展覽期間以書面向都

發局提出意見。」由上開系爭自治條例相關規定，可知申請現有巷道廢止，須取

得同一街廓內擬廢止巷道及臨接該巷道兩側之每筆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及地上權人

之人數、應有部分均超過五分之三之同意（符合一定要件下，則免經土地所有權

人之同意），並於申請時提出同意書，且現有巷道及其兩側土地所有權人及地上權

人得於公開展覽期間提出書面意見，稽其意旨，乃因現有巷道原為供公眾通行之

道路，現有巷道及其兩側土地所有權人及地上權人於該巷道之利用上，本具相當程

度之依賴關係，此與利用該巷道通行而僅具反射利益之一般不特定用路人有別，是

應認現有巷道及其兩側土地所有權人及地上權人具有通行現有巷道之法律上利益 。 

【延伸閱讀】 
陳立夫，土地法裁判精選──公同共有地上權移轉登記‧巷道爭議，月旦法學

雜誌，322 期，2022 年 3 月，196-20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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