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讓婚姻法律知識成為助益而非負擔

 

109

序言

法務部  謹誌



 ........................................................................................................... 06

? .................................................................................. 06

? .................................................................. 06

 ....... 10

 ....................................................................... 13

 ........................................................................................................... 16

 ................................................................................................... 16

 ............................................... 23

 ............................................................... 24

 ........................................................................................................... 27

 ........................................................................... 27

 ........................................................................... 31

 ........................................................................................................... 35

 ....................................................................................... 35

 ........................................................................................................... 38

 ................................................................................... 39

 ....................................................................................... 40



 ........................................................................................................... 43

 ........................................................... 43

 ....................................................................... 44

 ........................................................................... 46

 ....................................................................................... 48

 ................................................................................... 48

 ........................................................................................................... 50

 ............................................................................... 51

 ............................................................................................... 52

 ................................................................................... 53

 ........................................................................................... 55

 ........................................................................................................... 58

 ............................... 58

 ............................................................... 59

 ................................................................................................... 60

 ........................................................................................... 60

 ............................................................................... 63

 ........................................................................................................... 67

 ................................... 67

 ........... 69

 ........................................................... 73



 ................................................................... 75

 ....................... 76

 ................................................... 77

 ............... 77

 ........................................................................................................... 86

  

 ................................................................................... 86

 ................................................................................... 88

 ................... 89

 ............................................................................................... 91

 ............................................................................................... 92

 ................................................................................................... 95

 ................................................................................................... 95

 ................................................................................................... 95

 ........................................................................................... 95

 ........................................................................................... 96

 ........................................................................................... 97



第一章

當兩個人準備步入禮堂、攜手展開婚姻生活，對於未來共同生活有美好

憧憬的同時，關於婚後共同生活所會面臨到的問題，總是會惶惶不安，

擔心未來的生活不如自己的預期，如果這些事情，都可以在結婚前跟另

一半先協議好，可以大大減少雙方爭執及不信任，也可以保護好自己的

權益。但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在婚前協議中約定，還是要多加注意地

雷條款，避免被認定無效。

婚前協議

什麼是婚前協議書 婚前協議的法律效力

訂立婚前協議的注意事項婚前協議可以約定哪些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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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什麼是婚前協議書?

(Prenuptial Agreement)

三、婚前協議可以約定哪些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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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婚前協議內容法律並未規定，但是由雙方合意，仍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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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訂立婚前協議的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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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婚姻中的財產制度，我國民法規定在第 1004 條到第 1046 條，可以分

為三種：「法定財產制」、「共同財產制」及「分別財產制」，雙方可

以在婚前或婚後任何時間點以「書面」約定要採取哪種制度。不過大多

數人都不會特別就財產制做書面約定，這種情形下，依照民法第 1005 

條規定，就會直接以「法定財產制」作為雙方的夫妻財產制。

夫妻財產制

剩餘財產分配比例一定要平均分配嗎？

剩餘財產分配的請求權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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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剩餘財產分配比例一定要平均分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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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剩餘財產分配的請求權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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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當雙方婚姻走到了盡頭，該怎麼辦才好？什麼是協議離婚？調解離婚又

是什麼？如果對方不同意離婚，該怎麼辦呢？哪一個離婚途徑比較適合

我的狀況呢？離婚時候要注意什麼才能保障我的權益？以下說明「協議

離婚」以及「調解離婚」兩者離婚方式的差異，以及離婚過程中要注意

的事項，讓曾經相愛的兩個人，最後也能好聚好散。

協議與調解離婚

什麼是「協議」離婚？

什麼是「調解」離婚？



一、前言

二、什麼是「協議」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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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什麼是「調解」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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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若婚姻走到盡頭必須離婚，最理想的狀態是一方同意他方所提的條件，

並依民法第 1050 條規定完成兩願離婚。除兩願離婚外，在無法談妥離

婚條件時，則須透過法院裁判離婚。

裁判離婚

調解前需注意事項

請求離婚之限制

裁判離婚之要件

調解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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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裁判離婚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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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裁判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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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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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調解前需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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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求離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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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民法第 1057 條規定，夫妻無過失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陷於生活困難

者，他方縱無過失，亦應給與相當之贍養費。另「贍養費」指的是離婚

的一方，必須要支付對方在離婚後生活所需的費用；而「扶養費」指的

是離婚的父母為盡對未成年子女的扶養義務所需的費用。

贍養費

贍養費如何計算

贍養費之請求期間

何種情形得請求贍養費

其他應給付贍養費之情形

其他贍養費應注意事項



一、前言

1057

二、何種情形得請求法院判給贍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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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贍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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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應給付贍養費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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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贍養費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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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贍養費如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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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贍養費之請求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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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民法第 1114 條第 1 款規定，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義務。父母對未

成年子女的扶養義務，是基於父母子女間之身分關係而來。而依民法第 

1116條之 2 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

離婚而受影響。父母離婚所消滅的是婚姻關係，而父母與子女間的身分

關係並不會因此消滅，所以即便小孩單獨由爸爸或媽媽行使或負擔親權 

( 俗稱監護權 )，未行使親權之另一方對小孩的扶養義務也不會因為離

婚就消滅。

子女扶養費

變更扶養費之金額

扶養費之執行

約定免除他方扶養費

代墊扶養費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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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約定免除他方扶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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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墊扶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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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扶養費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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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離婚訴訟中，你對於子女親權（俗稱的監護權）的相關規定瞭解多少

呢？取得小孩的單獨親權真的是必要的嗎？共同親權有什麼優點？為什

麼要讓對方探視小孩？探視方又應該如何保障自己與孩子的權益，以使

親情不墜呢？

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與

會面交往約定

會面交往方式

會面交往的強制執行

認識親權

法院如何認定子女的最佳利益

親權改定



一、前言

二、認識親權（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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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與  

 會面交往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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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院如何認定子女的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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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親權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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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會面交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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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會面交往的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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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一對夫妻的離異，不僅是兩人的婚姻關係結束，同時也意謂家庭組成的

改變，帶來親子與其他家庭成員間關係的調整與變化。父母於離婚過程

中的爭執與衝突，也容易讓夾在其中的子女受到影響與衝擊。尤其，當

未成年子女的親權歸屬成為父母雙方爭奪的目標，夫妻與親子關係易顯

見緊張與衝突場面，若同時歷經司法訴訟程序，更容易因訴訟上的攻擊

防禦與策略，而讓雙方戰火更擴大。

離婚對於未成年子女的影響及其關懷機制

父母離婚訴訟中子女的樣態

兒少表達意願過程中可能之影響

父母離婚中子女的心理需求

父母於離婚過程中互動與態度對於子女之影響

為何關注離婚家庭下的未成年子女在法制上尤其重要

關懷機制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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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父母於離婚過程中互動與態度對於子女之影響

第八章 離婚對於未成年子女的影響及其 

 關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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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ACEs 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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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子女捲入父母之紛爭漩渦中—父母離婚訴訟中子女的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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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兒少表達意願過程中可能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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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父母離婚中子女的心理需求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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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為何關注離婚家庭下的未成年子女在法制上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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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離婚家庭子女關懷機制推廣的重要性

八、政府與民間推動中的離婚家庭未成年子女關懷機制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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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家事案件的處理，多半夾雜複雜的心理與情感關係，因而在家事程序

中，除了一般訴訟程序存在的法官、律師等法律工作者之外，也引進了

結合心理、社工、教育、輔導、精神醫學等多元領域的專業人力，協助

當事人妥善處理婚姻、家庭、親子關係中的糾紛，以保障當事人們的各

種權利與需要。

家事程序中的專業工作者介紹

家事調查官

程序監理人

家事調解委員與調解法官

家事事件中的律師

社工



一、前言

二、家事調解委員與調解法官─以「人」與「關係」為優先考量

─家事調解先行原則

第九章  家事程序中的專業工作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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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事事件中的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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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工：親權訪視調查、陪同出庭、監督與促進會面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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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事調查官



六、程序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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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手冊使用指南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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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確認現況

二、盤點問題

三、設定目標

四、尋求專業協助

第十章　結語─手冊使用指南與建議



一、重要實務見解

1. 96 217

2. 39 920

3. 80 168

4. 107 22

5. 111 113

6. 95 266

7. 96 1573

8. 111 58

9. 89 2

10. 94 2378

11. 93 12

12. 100 196

13. 102 453

14. 111 1 6 1100245532

15. 100 1123

16. 96 831

17. 112 99

18. 111 188

19. 112 4

20. 11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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