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點律師司法官班  http://www.license.com.tw/lawyer/ 
北市開封街一段 2 號 8 樓‧02-23115586(代表號) 

 
 1

重 要 論 文 導 讀  

 

離婚後子女親權酌定之問題與對策？ 
 

 編目：親屬法 

出處 月旦法學雜誌，第 191 期，頁 34~44 

作者 鄧學仁教授 

關鍵詞 親權酌定、子女最佳利益、主要照顧者、繼續性原則、善意父母原則 

摘要 
子女最佳利益係以確保子女利益為考量，非以對父母是否公平為準。導入

「子女照顧史」之觀念，參酌「主要照顧者」、「繼續性原則」及「善意父

母」三項基準，從過去、現在及未來之觀點審視最適合擔任親權行使之人。

子女最

佳利益

之內涵 

聯合國 1989 年 11 月公布之兒童權利公約正式承認兒童具有權利

行使之主體性，非受保護之客體；否定父母有親權上之絕對權

威，強調父母保護教養未成年子女之義務，並且要尊重未成年子

女之意見，因此子女最佳利益應該就是「子女權利」。因此在我

國民法親屬篇所謂子女最佳利益，應該也是要確保子女權利為考

量，而非以對父母是否公平作為考量基準。 

親權之

性質 

學說有「親權權利說」、「親權義務說」、「親權既是權利又是義務

說」三說。 

親權權

利說 

著眼於父母對未成年子女有居住所指定權、懲戒權、身分及財產

行為之同意權及代理權、特有財產之管理、使用、收益及處分權，

因此父母為了達成對未成年子女之保護與教養，有權利要求未成

年子女應服從其指示，因此親權屬權利。 

親權義

務說 

又有分為公法義務說、私法義務說、折衷義務說，公法義務說著

眼於對國家社會之親職義務，因此違反此義務構成刑法遺棄罪時

有受刑之宣告可能；私法義務說著眼於保護與教養是父母對未成

年子女之家庭義務；折衷義務說當然認為同時具有公法及私法上

之義務性質。 

親權既

是權利

又是義

務說 

綜合前述各家之言，認為親權在權利面有撫育、保護、教育，也

有要符合未成年子女利益之義務。 

鄧師見

解 

重點整理 

鄧師見

解 

親子是以愛及血緣為基礎，父母對於子女之保護教養應是天職，

先於國家存在，同時未成年子女利益也是現行親子法之指導原

則，因此權利漸漸弱化，義務性格提升，親權為父母對於未成年

子女之私法義務在解釋上較符合現代潮流 

重點整理 
酌定親

權之 

原則 

1.照護之繼續性或現狀維持原則： 

基於心理學之研究，經常更換生活環境或親權人，會使未成年

子女處於不安定之狀態，造成精神上過度負擔，因此對未成年

子女之照護關係以持續不間斷為原則。 

2.嬰幼兒之母親優先原則： 

常識認為母性的養育對嬰幼兒是較需要的。 



                            

  
高點律師司法官班  http://www.license.com.tw/lawyer/ 
北市開封街一段 2 號 8 樓‧02-23115586(代表號) 

 
 2

3.子女意思尊重原則： 

日本的家事審判規則第 70、72、54 條規定，子女滿 15 歲時，於

審判親權人之指定變更前，應聽取未成年子女之意見。台灣非

訟事件法第 128 條規定，法院得聽取 7 歲以上未成年人之意見。

4.父母適性之比較衡量原則： 

針對父母的經濟能力、居住條件、身心健康、性格、對於子女

之親情熱愛程度、照護意願、養育能力、照護輔助者及其他支

援系統之有無、照護之繼續性等加以比較衡量。 

5.手足同親原則： 

審判實務上對於有兄弟姊妹的案例，會盡可能將其置於同一親

權人，使他們得以共同生活，認為如此才有利其健全成長。日

本有判例將不願與母親同住之 15 歲長女，指定給父親，將容易

成為父親施暴對象之 12 歲長男，指定母親為其親權人，而未置

於同一親權人下。 

6.主要照顧者原則： 

在夫妻不共同生活之狀況下，主要以參與子女成長所付出之時

間，例如：陪同子女就醫、參與學校之親師座談、對子女師長

或好友之認識度、學習狀況之掌握等等做為判斷依據。 

7.善意父母原則： 

夫妻間有時為了爭奪子女會有先占先贏，以符合繼續性原則之

錯誤想法。為避免這種狀況產生，法官可針對父母所提出之會

面交往方案，評估父母哪一方較為善意，作為親權歸屬之判斷

依據，並藉此確保子女最佳利益之目標。 

考題趨勢 離婚後子女親權酌定主要採取何種原則？ 

延伸閱讀 

‧沈冠伶（2012），〈離婚訴訟中得否列夫妻以外之第三人作為共同當事人〉，

《月旦法學雜誌》，第 111 期，頁 27-29。 

 

※延伸知識推薦，都可在最多法學資源的【月旦法學知識庫】

www.lawdata.com.tw 立即在線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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