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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法判解   .............................................................................................................  

強制認領之訴及其效力 

高等法院104年度家上字第9號判決 
────────────────────────────────── 
【實務選擇題】 

 

依民法第1067條規定，有事實足認其為非婚生子女之生父者，生母得於多久期

間內，對生父向法院提起認領子女之訴。 
(A) 無期間之限制。 
(B) 自子女出生後七年期間。 
(C) 自子女出生後一年。 
(D) 自子女出生後兩年。 
答案：A 
 

 

【裁判要旨】 

按就法律所定親子關係有爭執，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得提起

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家事事件法第67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

說明：親子身分關係是否存在，為定子女與被指為生父或生母間有無扶養、繼承

等法律關係之基礎，並常涉及第三人之權利義務，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之人，就民法或其他法律所定親子關係有爭執者，自應許其就親子關係存否，

得提起確認之訴，惟為免導致濫訴，就得提起確認之訴之原告，僅限有即受確認

判決法律上利益之人，始得提起。至於有無上開法律上利益，應依具體個案情形

判斷之，而與本案請求在實體法上有無理由之問題有別。準此，第三人如就親子

關係有所爭執，而生法律關係之不明確，為除去該法律上爭執，以維持法之和平

及法之安定性，且此項危險適足以確認判決除去時，可認為具有確認利益，得提

起確認訴訟，然此確認利益之有無與實體權利義務關係之存否，應區別予以判斷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38號判決參照）。 

【學說速覽】 

一、得合法提起強制認領訴訟之當事人 
（一） 非婚生子女或其生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得依民法第1067條規定，提起請求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法觀人‧判解集 NO.37  

  

 

 6

法院命非婚生子女之生父，認領該非婚生子女為其子女；其訴訟之性質在學

說上有形成之訴與給付之訴之爭論，惟依本號判決得知，最高法院認為本訴

訟之性質應屬形成之訴。 
（二） 當事人適格：本訴訟之原告當事人適格悉依民法第1067條第1項規定處理，至

於被告之當事人適格，為該非婚生子女之生父，且此處之生父，依新修正之

民法第1067條第2項規定，不須以其尚生存者為限，在生父已死亡之情形，因

我國已承認死後認領之制度，故得列生父之繼承人或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為被

告提起訴訟。 
二、判決之效力 

（一） 原則： 
1. 依家事事件法第48條，身分裁判之判決具對世效，亦即其既判力及於訴訟

當事人外之第三人。 
 例如：乙女與甲男離婚後，隨即再嫁予丙男，不久後生下一子A，A在法

律上同時被推定為甲、丙二人之婚生子女，為確定A子之身分，甲男提起

「母再婚後所生子女確定其父」之訴訟，判決確定後，不論判決結果為

何，乙、丙、A均不得主張該判決內容為不當，而再提起確認A子生父之

訴訟。 
2. 例外： 
 為保障非婚生子女之利益，使其不因生母或法定代理人依民法第1067條之

規定提起強制認領之訴，受敗訴判決時，影響其不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

由，不能於該訴訟之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無法參加之非婚生子女。為加

強對第三人權益及程序權之保障，徹底解決紛爭，應准用民事訴訟法第三

人撤銷訴訟之規定，請求撤銷其不利部分之確定終局判決。又具有排他性

之身分關係，與原訴訟之認定發生衝突時，應準用民事訴訟法第507條之4
第二項規定，使原判決全部失效，自不待言。 

【相關法條】 

民法第1067條、家事事件法第48條、第66條、第67條、民事訴訟法第50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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