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57號

聲  請  人  丙○○  

0000000000000000

            丁○○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免除扶養義務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台幣由聲請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相對人之女兒，兩造為父女關係，

聲請人依法對於相對人負有扶養義務。但因相對人有下列情

形，故聲請人提出本件免除扶養義務之聲請：㈠對聲請人、

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

不法侵害行為。㈡對聲請人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㈢且

相對人上開行為情節重大。茲分述如下：

一、自有記憶以來，父親○○○於聲請人年幼時期長時間不在

家，聲請人皆由母親○○○(已過世)一手帶大照顧扶養，我

們自小在母親為生計四處奔波唱歌仔戲中，睡戲棚後舞台成

長；眼看著孩子日漸長大不適合再四處漂泊，需要開始接受

教育，逐將我們寄居在叔叔家，母親則專心唱戲賺錢；一日

叔叔家意外大火，幸好我們都安全逃出，母親驚嚇害怕之後

做出了改變，便轉行回到鄉下從事海產養殖。

二、母親為了我們的心靈健康成長，給父親建立了一個好父親形

像，也努力維持著對外的幸福表象；可是我們知道母親常常

以淚洗面，因為父親不知身在何處，長時間失聯；因水產養

殖的海埔新生地居住處偏遠且交通極其不便，母親怕耽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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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上學，便選擇在村里蓋了一間鐵皮屋，從事鰻魚飼養，一

家人窩居在此，由爺爺、奶奶(均已過世)輪番來照顧我們，

父親不聞不問，完全未盡教養之義務。母親是親力親為的摸

索著改善養殖方法，我們兄妹們開始分配家務，幫忙撒魚糧

餌料、洗衣、曬衣、照顧看魚塭的狗，終於養殖業小有收

穫。然父親四處花天酒地，到處欠債，全村皆知。我們幾次

偶然撞見被父親毆打的母親，其後父親更是開始外遇不斷，

記憶中陪同母親四處抓姦了多次，直到母親對父親心灰意

冷；這種回憶對我們日後對婚姻產生了陰影。母親私下以淚

洗面，但把堅強陽光給予我們，母親多次為了維護這個家，

央求父親多點時間回來看看年幼的孩子，但每次溝通至此，

就常被家暴毆打，長期對我們三孩子不聞不問。

三、長期言語暴力與肢體衝突下，母親不堪負荷為求活命，故提

出家暴離婚，父親同意離婚的要求是：他要三個小孩的監護

權並要求我母親淨身出戶。

四、民國79年8月父母多次協商成功離婚後，母親離家獨自居

住，父親雖取得監護權，一樣未盡撫養三個未成年小孩的責

任，放任我們三小孩獨自居住，幸而爺爺、奶奶、叔叔、嬸

嬸，放心不下正值發育期、青春期與升學考試的我們，給予

我們關愛、開導與日常生活照顧，身體孱弱的爺爺、奶奶更

是心疼的為我們照顧三餐。

五、民國80年10月父親再娶甲○○女士後，我們三個小孩就離

家，去找母親與母親共同生活；哥哥○○○兄代父職，與母

親一起努力撫養我們。在那個年代，一個離婚的中年女人再

帶著三個孩子，真的是很不容易!母親為了能多賺點錢讓我

們三孩子有教育費，我們搬過無數次的家，這期間○○○先

生更是沒有給過任何生活費、撫養費亦或是學費、教育費

用，也無任何互動往來。

六、母親○○○於民國93年積勞成疾，因病過世，我們三兄妹為

辛苦了一輩子的母親，送她走完人生最後一程，萬分感恩母

親，感謝這偉大無私的母愛。哥哥○○○兄代父職母職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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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顧著我們。

七、哥哥○○○於民國113年8月28日上午，因工安事故意外身

故，因長年與父親失聯，故請叔叔跟親友長輩幫忙協尋父

親，8月29日上午○○○先生與甲○○女士突現台中市立崇

德殯儀館，聲稱沒能力、沒錢，關於喪葬事宜要我們倆姊妹

自行處理。甲○○女士叫父親無須協助處理，辦理哥哥○○

○後事，堅持叫父親不要寫在訃聞上。是此父親對於喪葬事

宜完全不聞不問，對於喪葬費用避之不談，辦喪事期間，父

親跟張女士以line電話聯繫我，每每談及是否能請二人出

面，為哥哥處理規定的相關事務與申請各項喪葬費用時，張

女士直言：二人都沒有錢，喪葬費要我們自己去想辦法！

八、哥哥先前投資失敗，並無遺產，父親○○○表明要拋棄繼

承。但又再度提出哥哥的工安事故，有多筆可以請領之費

用，其要依法處理。父親○○○是哥哥遺產第一順位繼承

人、也是遺屬請求權人、更是喪葬費請求權人，心裡只想著

賠償金，卻不願意履行殮葬義務。從8月29日到9月9日哥哥

出殯日，都未曾見過父親，其對於葬事宜不聞不問，其態度

之冷漠令人心寒。故聲請人丙○○，於113年9月10日向警察

局報案，提告○○○遺棄屍體罪，甲○○教唆遺棄屍體罪。

實為家門不幸，聲請人對父親，充滿了怨氣。提出此聲請，

希望可以免除對父親○○○的扶養義務。要聲請人負擔扶養

義務顯失公平，爰依民法第1118條之1、家事事件法第125條

聲請免除聲請人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

九、聲明：㈠聲請人對於相對人之扶養義務予以免除。㈡聲請費

用由相對人負擔。

貳、相對人經本院合法通知未到庭，亦未以書狀陳述意見。

參、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義務，民法第1114條第1款定

　　有明文。復按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

　　者為限，民法第1117條第1項亦有明文。雖同條第2項又規定

　　，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然不得因而謂不能維持生活之限制，自不在適用之列；是直

　　系血親尊親屬，如能以自己財產維持生活者，自無受扶養之

　　權利；易言之，直系血親尊親屬受扶養之權利，仍應受不能

　　維持生活之限制（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3415號、86年度台

上字第3173號判決、最高法院62年度第2次民庭庭推總會議

　　決議㈣意旨參照）。又所謂「不能維持生活」，係指無財產

或工作所得足以維持生活而言；反面言之，如能以自己之財

產或工作所得維持生活者（如以自己所有房屋出租收入之租

金維持生活或工作所得維持生活），自無受扶養之權利（最

高法院78年台上字第1580號裁判意旨參照）。是本件相對人

是否有受扶養之必要，應以其不能以自己之財產或能力維持

生活為限。

二、經查，聲請人主張相對人為其父，業據提出戶籍謄本附卷可

證，自堪信為真。聲請人上述主張雖提出○○○相驗屍體證

明書、訃聞一件、警察局報案單等件為證。惟查，相對人目

前另組家庭，其目前家庭成員有配偶甲○○、已成年兒子○

○○，依聲請人聲請狀及本院調查時之陳述，可知聲請人過

往曾賺很多錢、且相對人甫領走哥哥○○○工安死亡之各項

補助款，相對人未曾向聲請人請求扶養費等節，業經聲請人

陳述甚明，此有聲請狀及本院114年2月20日訊問筆錄在卷可

查。堪認相對人目前能以自己之財產維持生活或有同財共居

之其他家庭成員可扶養相對人之情形。揆諸前揭規定及說

明，相對人尚無受聲請人扶養之必要，聲請人對於相對人之

扶養義務既未發生，自無義務可免除。從而，聲請人聲請免

除其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

　　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王美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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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　記　官　林子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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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免除扶養義務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台幣由聲請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相對人之女兒，兩造為父女關係，聲請人依法對於相對人負有扶養義務。但因相對人有下列情形，故聲請人提出本件免除扶養義務之聲請：㈠對聲請人、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不法侵害行為。㈡對聲請人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㈢且相對人上開行為情節重大。茲分述如下：
一、自有記憶以來，父親○○○於聲請人年幼時期長時間不在家，聲請人皆由母親○○○(已過世)一手帶大照顧扶養，我們自小在母親為生計四處奔波唱歌仔戲中，睡戲棚後舞台成長；眼看著孩子日漸長大不適合再四處漂泊，需要開始接受教育，逐將我們寄居在叔叔家，母親則專心唱戲賺錢；一日叔叔家意外大火，幸好我們都安全逃出，母親驚嚇害怕之後做出了改變，便轉行回到鄉下從事海產養殖。
二、母親為了我們的心靈健康成長，給父親建立了一個好父親形像，也努力維持著對外的幸福表象；可是我們知道母親常常以淚洗面，因為父親不知身在何處，長時間失聯；因水產養殖的海埔新生地居住處偏遠且交通極其不便，母親怕耽誤我們上學，便選擇在村里蓋了一間鐵皮屋，從事鰻魚飼養，一家人窩居在此，由爺爺、奶奶(均已過世)輪番來照顧我們，父親不聞不問，完全未盡教養之義務。母親是親力親為的摸索著改善養殖方法，我們兄妹們開始分配家務，幫忙撒魚糧餌料、洗衣、曬衣、照顧看魚塭的狗，終於養殖業小有收穫。然父親四處花天酒地，到處欠債，全村皆知。我們幾次偶然撞見被父親毆打的母親，其後父親更是開始外遇不斷，記憶中陪同母親四處抓姦了多次，直到母親對父親心灰意冷；這種回憶對我們日後對婚姻產生了陰影。母親私下以淚洗面，但把堅強陽光給予我們，母親多次為了維護這個家，央求父親多點時間回來看看年幼的孩子，但每次溝通至此，就常被家暴毆打，長期對我們三孩子不聞不問。
三、長期言語暴力與肢體衝突下，母親不堪負荷為求活命，故提出家暴離婚，父親同意離婚的要求是：他要三個小孩的監護權並要求我母親淨身出戶。
四、民國79年8月父母多次協商成功離婚後，母親離家獨自居住，父親雖取得監護權，一樣未盡撫養三個未成年小孩的責任，放任我們三小孩獨自居住，幸而爺爺、奶奶、叔叔、嬸嬸，放心不下正值發育期、青春期與升學考試的我們，給予我們關愛、開導與日常生活照顧，身體孱弱的爺爺、奶奶更是心疼的為我們照顧三餐。
五、民國80年10月父親再娶甲○○女士後，我們三個小孩就離家，去找母親與母親共同生活；哥哥○○○兄代父職，與母親一起努力撫養我們。在那個年代，一個離婚的中年女人再帶著三個孩子，真的是很不容易!母親為了能多賺點錢讓我們三孩子有教育費，我們搬過無數次的家，這期間○○○先生更是沒有給過任何生活費、撫養費亦或是學費、教育費用，也無任何互動往來。
六、母親○○○於民國93年積勞成疾，因病過世，我們三兄妹為辛苦了一輩子的母親，送她走完人生最後一程，萬分感恩母親，感謝這偉大無私的母愛。哥哥○○○兄代父職母職繼續的照顧著我們。
七、哥哥○○○於民國113年8月28日上午，因工安事故意外身故，因長年與父親失聯，故請叔叔跟親友長輩幫忙協尋父親，8月29日上午○○○先生與甲○○女士突現台中市立崇德殯儀館，聲稱沒能力、沒錢，關於喪葬事宜要我們倆姊妹自行處理。甲○○女士叫父親無須協助處理，辦理哥哥○○○後事，堅持叫父親不要寫在訃聞上。是此父親對於喪葬事宜完全不聞不問，對於喪葬費用避之不談，辦喪事期間，父親跟張女士以line電話聯繫我，每每談及是否能請二人出面，為哥哥處理規定的相關事務與申請各項喪葬費用時，張女士直言：二人都沒有錢，喪葬費要我們自己去想辦法！
八、哥哥先前投資失敗，並無遺產，父親○○○表明要拋棄繼承。但又再度提出哥哥的工安事故，有多筆可以請領之費用，其要依法處理。父親○○○是哥哥遺產第一順位繼承人、也是遺屬請求權人、更是喪葬費請求權人，心裡只想著賠償金，卻不願意履行殮葬義務。從8月29日到9月9日哥哥出殯日，都未曾見過父親，其對於葬事宜不聞不問，其態度之冷漠令人心寒。故聲請人丙○○，於113年9月10日向警察局報案，提告○○○遺棄屍體罪，甲○○教唆遺棄屍體罪。實為家門不幸，聲請人對父親，充滿了怨氣。提出此聲請，希望可以免除對父親○○○的扶養義務。要聲請人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爰依民法第1118條之1、家事事件法第125條聲請免除聲請人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
九、聲明：㈠聲請人對於相對人之扶養義務予以免除。㈡聲請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貳、相對人經本院合法通知未到庭，亦未以書狀陳述意見。
參、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義務，民法第1114條第1款定
　　有明文。復按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
　　者為限，民法第1117條第1項亦有明文。雖同條第2項又規定
　　，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
　　然不得因而謂不能維持生活之限制，自不在適用之列；是直
　　系血親尊親屬，如能以自己財產維持生活者，自無受扶養之
　　權利；易言之，直系血親尊親屬受扶養之權利，仍應受不能
　　維持生活之限制（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3415號、86年度台 上字第3173號判決、最高法院62年度第2次民庭庭推總會議
　　決議㈣意旨參照）。又所謂「不能維持生活」，係指無財產或工作所得足以維持生活而言；反面言之，如能以自己之財產或工作所得維持生活者（如以自己所有房屋出租收入之租金維持生活或工作所得維持生活），自無受扶養之權利（最高法院78年台上字第1580號裁判意旨參照）。是本件相對人是否有受扶養之必要，應以其不能以自己之財產或能力維持生活為限。
二、經查，聲請人主張相對人為其父，業據提出戶籍謄本附卷可證，自堪信為真。聲請人上述主張雖提出○○○相驗屍體證明書、訃聞一件、警察局報案單等件為證。惟查，相對人目前另組家庭，其目前家庭成員有配偶甲○○、已成年兒子○○○，依聲請人聲請狀及本院調查時之陳述，可知聲請人過往曾賺很多錢、且相對人甫領走哥哥○○○工安死亡之各項補助款，相對人未曾向聲請人請求扶養費等節，業經聲請人陳述甚明，此有聲請狀及本院114年2月20日訊問筆錄在卷可查。堪認相對人目前能以自己之財產維持生活或有同財共居之其他家庭成員可扶養相對人之情形。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相對人尚無受聲請人扶養之必要，聲請人對於相對人之扶養義務既未發生，自無義務可免除。從而，聲請人聲請免除其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
　　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王美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　記　官　林子惠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57號
聲  請  人  丙○○  

            丁○○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免除扶養義務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台幣由聲請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相對人之女兒，兩造為父女關係，
    聲請人依法對於相對人負有扶養義務。但因相對人有下列情
    形，故聲請人提出本件免除扶養義務之聲請：㈠對聲請人、
    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
    不法侵害行為。㈡對聲請人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㈢且相
    對人上開行為情節重大。茲分述如下：
一、自有記憶以來，父親○○○於聲請人年幼時期長時間不在家，
    聲請人皆由母親○○○(已過世)一手帶大照顧扶養，我們自小
    在母親為生計四處奔波唱歌仔戲中，睡戲棚後舞台成長；眼
    看著孩子日漸長大不適合再四處漂泊，需要開始接受教育，
    逐將我們寄居在叔叔家，母親則專心唱戲賺錢；一日叔叔家
    意外大火，幸好我們都安全逃出，母親驚嚇害怕之後做出了
    改變，便轉行回到鄉下從事海產養殖。
二、母親為了我們的心靈健康成長，給父親建立了一個好父親形
    像，也努力維持著對外的幸福表象；可是我們知道母親常常
    以淚洗面，因為父親不知身在何處，長時間失聯；因水產養
    殖的海埔新生地居住處偏遠且交通極其不便，母親怕耽誤我
    們上學，便選擇在村里蓋了一間鐵皮屋，從事鰻魚飼養，一
    家人窩居在此，由爺爺、奶奶(均已過世)輪番來照顧我們，
    父親不聞不問，完全未盡教養之義務。母親是親力親為的摸
    索著改善養殖方法，我們兄妹們開始分配家務，幫忙撒魚糧
    餌料、洗衣、曬衣、照顧看魚塭的狗，終於養殖業小有收穫
    。然父親四處花天酒地，到處欠債，全村皆知。我們幾次偶
    然撞見被父親毆打的母親，其後父親更是開始外遇不斷，記
    憶中陪同母親四處抓姦了多次，直到母親對父親心灰意冷；
    這種回憶對我們日後對婚姻產生了陰影。母親私下以淚洗面
    ，但把堅強陽光給予我們，母親多次為了維護這個家，央求
    父親多點時間回來看看年幼的孩子，但每次溝通至此，就常
    被家暴毆打，長期對我們三孩子不聞不問。
三、長期言語暴力與肢體衝突下，母親不堪負荷為求活命，故提
    出家暴離婚，父親同意離婚的要求是：他要三個小孩的監護
    權並要求我母親淨身出戶。
四、民國79年8月父母多次協商成功離婚後，母親離家獨自居住
    ，父親雖取得監護權，一樣未盡撫養三個未成年小孩的責任
    ，放任我們三小孩獨自居住，幸而爺爺、奶奶、叔叔、嬸嬸
    ，放心不下正值發育期、青春期與升學考試的我們，給予我
    們關愛、開導與日常生活照顧，身體孱弱的爺爺、奶奶更是
    心疼的為我們照顧三餐。
五、民國80年10月父親再娶甲○○女士後，我們三個小孩就離家，
    去找母親與母親共同生活；哥哥○○○兄代父職，與母親一起
    努力撫養我們。在那個年代，一個離婚的中年女人再帶著三
    個孩子，真的是很不容易!母親為了能多賺點錢讓我們三孩
    子有教育費，我們搬過無數次的家，這期間○○○先生更是沒
    有給過任何生活費、撫養費亦或是學費、教育費用，也無任
    何互動往來。
六、母親○○○於民國93年積勞成疾，因病過世，我們三兄妹為辛
    苦了一輩子的母親，送她走完人生最後一程，萬分感恩母親
    ，感謝這偉大無私的母愛。哥哥○○○兄代父職母職繼續的照
    顧著我們。
七、哥哥○○○於民國113年8月28日上午，因工安事故意外身故，
    因長年與父親失聯，故請叔叔跟親友長輩幫忙協尋父親，8
    月29日上午○○○先生與甲○○女士突現台中市立崇德殯儀館，
    聲稱沒能力、沒錢，關於喪葬事宜要我們倆姊妹自行處理。
    甲○○女士叫父親無須協助處理，辦理哥哥○○○後事，堅持叫
    父親不要寫在訃聞上。是此父親對於喪葬事宜完全不聞不問
    ，對於喪葬費用避之不談，辦喪事期間，父親跟張女士以li
    ne電話聯繫我，每每談及是否能請二人出面，為哥哥處理規
    定的相關事務與申請各項喪葬費用時，張女士直言：二人都
    沒有錢，喪葬費要我們自己去想辦法！
八、哥哥先前投資失敗，並無遺產，父親○○○表明要拋棄繼承。
    但又再度提出哥哥的工安事故，有多筆可以請領之費用，其
    要依法處理。父親○○○是哥哥遺產第一順位繼承人、也是遺
    屬請求權人、更是喪葬費請求權人，心裡只想著賠償金，卻
    不願意履行殮葬義務。從8月29日到9月9日哥哥出殯日，都
    未曾見過父親，其對於葬事宜不聞不問，其態度之冷漠令人
    心寒。故聲請人丙○○，於113年9月10日向警察局報案，提告
    ○○○遺棄屍體罪，甲○○教唆遺棄屍體罪。實為家門不幸，聲
    請人對父親，充滿了怨氣。提出此聲請，希望可以免除對父
    親○○○的扶養義務。要聲請人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爰依
    民法第1118條之1、家事事件法第125條聲請免除聲請人對相
    對人之扶養義務。
九、聲明：㈠聲請人對於相對人之扶養義務予以免除。㈡聲請費用
    由相對人負擔。
貳、相對人經本院合法通知未到庭，亦未以書狀陳述意見。
參、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義務，民法第1114條第1款定
　　有明文。復按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
　　者為限，民法第1117條第1項亦有明文。雖同條第2項又規定
　　，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
　　然不得因而謂不能維持生活之限制，自不在適用之列；是直
　　系血親尊親屬，如能以自己財產維持生活者，自無受扶養之
　　權利；易言之，直系血親尊親屬受扶養之權利，仍應受不能
　　維持生活之限制（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3415號、86年度台
     上字第3173號判決、最高法院62年度第2次民庭庭推總會議
　　決議㈣意旨參照）。又所謂「不能維持生活」，係指無財產
    或工作所得足以維持生活而言；反面言之，如能以自己之財
    產或工作所得維持生活者（如以自己所有房屋出租收入之租
    金維持生活或工作所得維持生活），自無受扶養之權利（最
    高法院78年台上字第1580號裁判意旨參照）。是本件相對人
    是否有受扶養之必要，應以其不能以自己之財產或能力維持
    生活為限。
二、經查，聲請人主張相對人為其父，業據提出戶籍謄本附卷可
    證，自堪信為真。聲請人上述主張雖提出○○○相驗屍體證明
    書、訃聞一件、警察局報案單等件為證。惟查，相對人目前
    另組家庭，其目前家庭成員有配偶甲○○、已成年兒子○○○，
    依聲請人聲請狀及本院調查時之陳述，可知聲請人過往曾賺
    很多錢、且相對人甫領走哥哥○○○工安死亡之各項補助款，
    相對人未曾向聲請人請求扶養費等節，業經聲請人陳述甚明
    ，此有聲請狀及本院114年2月20日訊問筆錄在卷可查。堪認
    相對人目前能以自己之財產維持生活或有同財共居之其他家
    庭成員可扶養相對人之情形。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相對人
    尚無受聲請人扶養之必要，聲請人對於相對人之扶養義務既
    未發生，自無義務可免除。從而，聲請人聲請免除其對相對
    人之扶養義務，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
　　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王美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　記　官　林子惠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57號
聲  請  人  丙○○  

            丁○○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免除扶養義務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台幣由聲請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相對人之女兒，兩造為父女關係，聲請人依法對於相對人負有扶養義務。但因相對人有下列情形，故聲請人提出本件免除扶養義務之聲請：㈠對聲請人、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不法侵害行為。㈡對聲請人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㈢且相對人上開行為情節重大。茲分述如下：
一、自有記憶以來，父親○○○於聲請人年幼時期長時間不在家，聲請人皆由母親○○○(已過世)一手帶大照顧扶養，我們自小在母親為生計四處奔波唱歌仔戲中，睡戲棚後舞台成長；眼看著孩子日漸長大不適合再四處漂泊，需要開始接受教育，逐將我們寄居在叔叔家，母親則專心唱戲賺錢；一日叔叔家意外大火，幸好我們都安全逃出，母親驚嚇害怕之後做出了改變，便轉行回到鄉下從事海產養殖。
二、母親為了我們的心靈健康成長，給父親建立了一個好父親形像，也努力維持著對外的幸福表象；可是我們知道母親常常以淚洗面，因為父親不知身在何處，長時間失聯；因水產養殖的海埔新生地居住處偏遠且交通極其不便，母親怕耽誤我們上學，便選擇在村里蓋了一間鐵皮屋，從事鰻魚飼養，一家人窩居在此，由爺爺、奶奶(均已過世)輪番來照顧我們，父親不聞不問，完全未盡教養之義務。母親是親力親為的摸索著改善養殖方法，我們兄妹們開始分配家務，幫忙撒魚糧餌料、洗衣、曬衣、照顧看魚塭的狗，終於養殖業小有收穫。然父親四處花天酒地，到處欠債，全村皆知。我們幾次偶然撞見被父親毆打的母親，其後父親更是開始外遇不斷，記憶中陪同母親四處抓姦了多次，直到母親對父親心灰意冷；這種回憶對我們日後對婚姻產生了陰影。母親私下以淚洗面，但把堅強陽光給予我們，母親多次為了維護這個家，央求父親多點時間回來看看年幼的孩子，但每次溝通至此，就常被家暴毆打，長期對我們三孩子不聞不問。
三、長期言語暴力與肢體衝突下，母親不堪負荷為求活命，故提出家暴離婚，父親同意離婚的要求是：他要三個小孩的監護權並要求我母親淨身出戶。
四、民國79年8月父母多次協商成功離婚後，母親離家獨自居住，父親雖取得監護權，一樣未盡撫養三個未成年小孩的責任，放任我們三小孩獨自居住，幸而爺爺、奶奶、叔叔、嬸嬸，放心不下正值發育期、青春期與升學考試的我們，給予我們關愛、開導與日常生活照顧，身體孱弱的爺爺、奶奶更是心疼的為我們照顧三餐。
五、民國80年10月父親再娶甲○○女士後，我們三個小孩就離家，去找母親與母親共同生活；哥哥○○○兄代父職，與母親一起努力撫養我們。在那個年代，一個離婚的中年女人再帶著三個孩子，真的是很不容易!母親為了能多賺點錢讓我們三孩子有教育費，我們搬過無數次的家，這期間○○○先生更是沒有給過任何生活費、撫養費亦或是學費、教育費用，也無任何互動往來。
六、母親○○○於民國93年積勞成疾，因病過世，我們三兄妹為辛苦了一輩子的母親，送她走完人生最後一程，萬分感恩母親，感謝這偉大無私的母愛。哥哥○○○兄代父職母職繼續的照顧著我們。
七、哥哥○○○於民國113年8月28日上午，因工安事故意外身故，因長年與父親失聯，故請叔叔跟親友長輩幫忙協尋父親，8月29日上午○○○先生與甲○○女士突現台中市立崇德殯儀館，聲稱沒能力、沒錢，關於喪葬事宜要我們倆姊妹自行處理。甲○○女士叫父親無須協助處理，辦理哥哥○○○後事，堅持叫父親不要寫在訃聞上。是此父親對於喪葬事宜完全不聞不問，對於喪葬費用避之不談，辦喪事期間，父親跟張女士以line電話聯繫我，每每談及是否能請二人出面，為哥哥處理規定的相關事務與申請各項喪葬費用時，張女士直言：二人都沒有錢，喪葬費要我們自己去想辦法！
八、哥哥先前投資失敗，並無遺產，父親○○○表明要拋棄繼承。但又再度提出哥哥的工安事故，有多筆可以請領之費用，其要依法處理。父親○○○是哥哥遺產第一順位繼承人、也是遺屬請求權人、更是喪葬費請求權人，心裡只想著賠償金，卻不願意履行殮葬義務。從8月29日到9月9日哥哥出殯日，都未曾見過父親，其對於葬事宜不聞不問，其態度之冷漠令人心寒。故聲請人丙○○，於113年9月10日向警察局報案，提告○○○遺棄屍體罪，甲○○教唆遺棄屍體罪。實為家門不幸，聲請人對父親，充滿了怨氣。提出此聲請，希望可以免除對父親○○○的扶養義務。要聲請人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爰依民法第1118條之1、家事事件法第125條聲請免除聲請人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
九、聲明：㈠聲請人對於相對人之扶養義務予以免除。㈡聲請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貳、相對人經本院合法通知未到庭，亦未以書狀陳述意見。
參、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義務，民法第1114條第1款定
　　有明文。復按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
　　者為限，民法第1117條第1項亦有明文。雖同條第2項又規定
　　，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
　　然不得因而謂不能維持生活之限制，自不在適用之列；是直
　　系血親尊親屬，如能以自己財產維持生活者，自無受扶養之
　　權利；易言之，直系血親尊親屬受扶養之權利，仍應受不能
　　維持生活之限制（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3415號、86年度台 上字第3173號判決、最高法院62年度第2次民庭庭推總會議
　　決議㈣意旨參照）。又所謂「不能維持生活」，係指無財產或工作所得足以維持生活而言；反面言之，如能以自己之財產或工作所得維持生活者（如以自己所有房屋出租收入之租金維持生活或工作所得維持生活），自無受扶養之權利（最高法院78年台上字第1580號裁判意旨參照）。是本件相對人是否有受扶養之必要，應以其不能以自己之財產或能力維持生活為限。
二、經查，聲請人主張相對人為其父，業據提出戶籍謄本附卷可證，自堪信為真。聲請人上述主張雖提出○○○相驗屍體證明書、訃聞一件、警察局報案單等件為證。惟查，相對人目前另組家庭，其目前家庭成員有配偶甲○○、已成年兒子○○○，依聲請人聲請狀及本院調查時之陳述，可知聲請人過往曾賺很多錢、且相對人甫領走哥哥○○○工安死亡之各項補助款，相對人未曾向聲請人請求扶養費等節，業經聲請人陳述甚明，此有聲請狀及本院114年2月20日訊問筆錄在卷可查。堪認相對人目前能以自己之財產維持生活或有同財共居之其他家庭成員可扶養相對人之情形。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相對人尚無受聲請人扶養之必要，聲請人對於相對人之扶養義務既未發生，自無義務可免除。從而，聲請人聲請免除其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
　　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王美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　記　官　林子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