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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判解   .................................................................................................................  

收養契約是否應得無監護權之一方同意？ 

最高法院102台上字第1972號判決 
────────────────────────────────── 
【實務選擇題】 

 

甲乙離婚，約定由甲取得3歲丙之監護權。惟3年後，甲失業無經濟能力照顧丙，

甲之友人AB夫婦見況，與甲合意，欲將丙出養與AB夫婦。試問：下列選項何者

正確？ 
(A) 該收養契約不須得乙之同意，蓋乙已無監護權，僅有會面交往之權利，對丙

不負保護教養義務。 
(B) 該收養契約須得乙之同意，蓋父母一方對於未成年子女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

務，並不因離婚而喪失或免除，甲無單獨同意之權限。 
(C) 甲無經濟能力照顧丙，此時為符合子女最佳利益，應轉為乙取得監護權，故

其收養契約應由乙同意。 
(D) 該收養契約不須得乙之同意，蓋避免離婚後無監護權之一方之惡意阻撓，損

及子女最佳利益。 
答案：B 
 

 

【裁判要旨】 

按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並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

利義務，民法第一千零八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一千零八十六條分別定有明文。未成年

子女之父母離婚，關於子女之監護約定由一方任之，不過使他方之監護權一時停止

而已，父母任何一方對於未成年子女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並不因離婚而喪失或

免除。未成年子女之出養，既在斷絕其與本生父母間之權利義務，任監護之父或母，

除有特別情事外，並無單獨代理或同意之權限。 

【裁判分析】 

按民法第1076條之1第1項：「子女被收養時，應得其父母之同意。但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父母之一方或雙方對子女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有其

他顯然不利子女之情事而拒絕同意。二、父母之一方或雙方事實上不能為意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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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次按民法第1076條之2第1項：「被收養者未滿七歲時，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

為並代受意思表示。」應注意者，「監護權」一詞實為「未成年子女之保護及教養

之權利義務」，而並非民法親屬篇第四章以下之監護概念，考生應予明辨。又未成

年子女之父母離婚，關於子女之監護約定由一方任之，不過使他方之監護權一時停

止而已，父母任何一方對於未成年子女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並不因離婚而喪失

或免除。基此，收養契約仍須由父母雙方同意，無監護權並未構成民法第1076條之

1第1項之不須同意之例外情形。故本題仍須由乙同意。 

【關鍵字】 

未成年子女之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離婚、收養契約。 

【相關法條】 

民法第1076條之1、民法第1076條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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