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128號

原      告  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丙○○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8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許○○（民國○○○年○月○○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Ｚ○○○○○○○○○號）權利義務之行

使或負擔，酌定由原告單獨任之。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丙○○經合法通知，並得委任代理人到場，未於言

詞辯論期日到場或委任代理人到庭，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

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乙○○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兩造於民國111年5月17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許○○

（000年0月生），並同住嘉義縣○○鄉○○○000號，被告

自112年6月底無故離家不知去向、亦未負起扶養照顧未成年

子女之責，迄今已逾1年，被告所為顯係惡意遺棄原告於繼

續狀態中，兩造實難繼續經營婚姻關係，爰依民法第1052條

第1項第5款之規定訴請離婚。又未成年子女許○○自幼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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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扶養照顧，被告目前行方不明亦無可能行使負擔未成年子

女之親權，為未成年子女之利益考量，爰請求酌定未成年子

女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由原告任之。

　㈡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

述。

三、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原告於本院審理時指述綦詳並提

出戶籍謄本為證，經證人即原告父親甲○○於本院審理時結

證：伊目前與配偶、原告及未成年子女許○○同住，兩造結

婚時就住在家裡，112年6月底被告離家，沒有說要去哪裡、

都沒有回來，伊也沒看到兩造有聯繫或被告有寄生活費回

來，許○○由伊跟原告等輪流照顧，原告生許○○時被告沒

有工作，還是伊自己出錢讓原告辦出院，伊不知道被告住哪

裡等語（本院卷第37至38頁），核與原告前述主張相符；又

被告經合法通知，並未到場或具狀為爭執，原告前述主張，

應可信為真實。

四、按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為構成判決

　　離婚之原因，我國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有明文規定。且

　　夫妻互負同居義務亦為同法第1001條明文規定，如一方無正

　　當理由而拒絕與他方同居，或有支付家庭生活費用之資力，

　　無正當理由而不支付者，即屬以惡意遺棄他方，亦迭經最高

　　法院著有判例可循（參見最高法院39年臺上字第415 號、49

　　年臺上字第1251號判例）。經查，被告無故離家已逾1年，

迄今仍不知去向，且未與原告共營婚姻生活，拒絕與原告聯

絡等情，已如前述，堪認被告對原告毫無聞問，完全無視夫

妻關係之存在，已違背同居義務之客觀事實，亦有拒絕同居

之主觀情事，揆諸前揭說明，其顯係惡意遺棄原告，且狀態

仍在繼續中；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

訴請離婚，即屬有據，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

示。

五、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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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

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

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依子女之

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左列事項：（一）子女

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

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

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

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間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

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

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

文化及價值觀，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1055條之1各定有明

文。查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許○○尚未成年，有卷附戶籍

謄本可憑，故本件兩造經判准離婚，對於許○○權利義務之

行使或負擔，未能達成協議，本院自應依原告之請求酌定

之。經查：

　㈠經本院囑託財團法人嘉義市私立保康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就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何人任之

為宜，為訪視調查報告，經該基金會以113年9月5日保康社

福字第11309010號函附訪視報告略以：「㈠綜合評估：1.親

權能力評估：聲請人（即原告）自未成年子女出生後即居家

全職照顧，直到今(113)年3月左右外出就業，其工作期間家

庭支持系統亦能代為接手照顧責任，就訪談亦獲知聲請人能

夠回應未成年子女日常作息、生理發展、預防接種情形等事

項，且家訪觀察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聲請人親友互動情形

自然親近;評估聲請人所具備之親職能力、照顧經驗，以及

周邊支持系統，均有助於聲請人發揮母職角色。2.親職時間

評估：聲請人工作時間較長且無固定休假日，據聲請人自述

主要配合未成年子女早起(約早上五點、六點)之生活作息，

利用早晨時間與未成年子女相處互動，或排休陪同進行預防

接種等，工作時則主要運用周邊照顧人力等資源以妥善銜接

未成年子女照顧事宜；評估聲請人現階段雖可運用周邊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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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人力維持未成年子女受照顧情形穩定，不過其自身所分

配、運用之親職時間稍嫌不足。3.照護環境評估：聲請人現

居處為聲請人父親與親友共有之資產，未成年子女出生後即

居於該處受照顧，此處同住之家庭成員尚有聲請人雙親，其

中聲請人父親為主要照顧支援人力；就實地訪視觀察住家空

間雖非常寬敞，且走道、牆邊也放置不少生活用品，不過未

成年子女皆可自行於住家内走動、拿取物品，整體而言，住

所無明顯不適切未成年子女居住之處。4.親權意願評估：聲

請人具高度意願單獨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主要考量未

成年子女出生後，即與同住親友共同承擔未成年子女主要照

顧責任，反觀相對人（即被告）照顧經驗不足、支持系統薄

弱、疑似遭通緝等，難以擔任照顧者或親權人一職，又考量

相對人自去年6月逕自離家未歸，若共同使親權恐影響未成

年子女事務決策之即時性與近便性。5.教育規劃評估：聲請

人擬於明（113)年待未成年子女年滿兩歲送托幼兒園，目前

僅大致思考所居區域可選讀之學校大概有兩家(義竹鄉農會

非營利幼兒園、私立星海幼兒園），屆時會運用學校交通車

接送，惟對於入學申請期程、程序等事宜皆尚未了解、確

認；另述未來升讀國小之際，應會優先以住家鄰近之學校進

行選讀，並委請家人協助就學交通；評估聲請人對於未成年

子女教育安排具初步想法，但對於入學申請期程、程序等細

節尚未確認。㈡親權之建議及理由：聲請人主述相對人同住

時即鮮少參與未成年子女照顧事宜，又自112年6月逕自離家

至今已逾一年，相對人全然未善盡為夫、為父之責，此期間

皆由聲請人與同住親友共同養育未成年子女，維持其受照顧

情形穩定，而如今相對人又疑似因犯罪遭通緝，更不可能出

面共同處理未成年子女相關事務，恐影響未來相關事務之推

行；惟本會訪視服務轄區僅針對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進行訪

視並觀察親子互動情形，未能獲知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照

顧、親權歸屬等想法與意願，而無法綜融評估及建議，建請

法官參酌對造訪視報告、兩造當事人開庭陳述之意見，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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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後為裁定。㈢會面探視方案之建議及

理由：聲請人目前對於會面交往僅有初步想法為，相對人、

相對人父親宜提早兩日約定會面交往時間，並於未成年子女

住所進行互動，聲請人是因擔憂相對人一方之照顧能力，與

出入場所、活動環境可能充斥菸味等危害健康之物，故不希

望有外出、過夜之會面安排，惟此僅是聲請人單方想法，建

請法官綜融對造與兩造開庭所述意願後綜融安排」（本院卷

第35至49頁），而被告經社工以電話或信件通知逾10個工作

日，仍未主動聯繫約訪，致社工無法進行訪視等情，亦有臺

南市童心園社會福利關懷協會113年9月19日南市童心園(監)

字第11321609號函附訪報告存卷可佐(本院卷第55頁)。

　㈡本院考量原告前述經濟能力、親友支持系統與子女現受照顧

情況，及被告目前行方不明，未負起子女之照護、養育責

任，客觀上難以期待被告能善盡未成年子女之親權，而子女

自幼由原告陪伴照顧，並與原告具良好之依附關係，原告有

行使負擔親權之積極意願並持續提供生活照顧及扶養，暨綜

合前述訪視調查報告等情狀，認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

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原告任之，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

佳利益，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又本院考量被告未到庭或具狀陳述意見，自無從協調兩造關

於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配合情形及適當方式，若由本院強

制指定未成年子女與被告會面交往之時間及方式，恐未能符

合實際生活作息之需求。因此，關於會面交往之事項，本院

認尚無依職權酌定之必要，應由雙親基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

益之考量，藉由兩造協議方式進行，如因故無法達成協議，

雙方自得聲請法院酌定，以符雙方及未成年子女之實際需求

及利益，附此說明。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規定請求判准與

被告離婚，及合併請求酌定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許○○權利

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任之，均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

文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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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葉南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

造人數提出繕本）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

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狀，並依上訴利

益繳交第二審裁判費，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連彩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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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128號
原      告  乙○○  






被      告  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許○○（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Ｚ○○○○○○○○○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原告單獨任之。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丙○○經合法通知，並得委任代理人到場，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或委任代理人到庭，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乙○○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兩造於民國111年5月17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許○○（000年0月生），並同住嘉義縣○○鄉○○○000號，被告自112年6月底無故離家不知去向、亦未負起扶養照顧未成年子女之責，迄今已逾1年，被告所為顯係惡意遺棄原告於繼續狀態中，兩造實難繼續經營婚姻關係，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訴請離婚。又未成年子女許○○自幼由原告扶養照顧，被告目前行方不明亦無可能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為未成年子女之利益考量，爰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由原告任之。
　㈡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原告於本院審理時指述綦詳並提出戶籍謄本為證，經證人即原告父親甲○○於本院審理時結證：伊目前與配偶、原告及未成年子女許○○同住，兩造結婚時就住在家裡，112年6月底被告離家，沒有說要去哪裡、都沒有回來，伊也沒看到兩造有聯繫或被告有寄生活費回來，許○○由伊跟原告等輪流照顧，原告生許○○時被告沒有工作，還是伊自己出錢讓原告辦出院，伊不知道被告住哪裡等語（本院卷第37至38頁），核與原告前述主張相符；又被告經合法通知，並未到場或具狀為爭執，原告前述主張，應可信為真實。
四、按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為構成判決
　　離婚之原因，我國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有明文規定。且
　　夫妻互負同居義務亦為同法第1001條明文規定，如一方無正
　　當理由而拒絕與他方同居，或有支付家庭生活費用之資力，
　　無正當理由而不支付者，即屬以惡意遺棄他方，亦迭經最高
　　法院著有判例可循（參見最高法院39年臺上字第415 號、49
　　年臺上字第1251號判例）。經查，被告無故離家已逾1年，迄今仍不知去向，且未與原告共營婚姻生活，拒絕與原告聯絡等情，已如前述，堪認被告對原告毫無聞問，完全無視夫妻關係之存在，已違背同居義務之客觀事實，亦有拒絕同居之主觀情事，揆諸前揭說明，其顯係惡意遺棄原告，且狀態仍在繼續中；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訴請離婚，即屬有據，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左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間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1055條之1各定有明文。查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許○○尚未成年，有卷附戶籍謄本可憑，故本件兩造經判准離婚，對於許○○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能達成協議，本院自應依原告之請求酌定之。經查：
　㈠經本院囑託財團法人嘉義市私立保康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就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何人任之為宜，為訪視調查報告，經該基金會以113年9月5日保康社福字第11309010號函附訪視報告略以：「㈠綜合評估：1.親權能力評估：聲請人（即原告）自未成年子女出生後即居家全職照顧，直到今(113)年3月左右外出就業，其工作期間家庭支持系統亦能代為接手照顧責任，就訪談亦獲知聲請人能夠回應未成年子女日常作息、生理發展、預防接種情形等事項，且家訪觀察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聲請人親友互動情形自然親近;評估聲請人所具備之親職能力、照顧經驗，以及周邊支持系統，均有助於聲請人發揮母職角色。2.親職時間評估：聲請人工作時間較長且無固定休假日，據聲請人自述主要配合未成年子女早起(約早上五點、六點)之生活作息，利用早晨時間與未成年子女相處互動，或排休陪同進行預防接種等，工作時則主要運用周邊照顧人力等資源以妥善銜接未成年子女照顧事宜；評估聲請人現階段雖可運用周邊照顧支援人力維持未成年子女受照顧情形穩定，不過其自身所分配、運用之親職時間稍嫌不足。3.照護環境評估：聲請人現居處為聲請人父親與親友共有之資產，未成年子女出生後即居於該處受照顧，此處同住之家庭成員尚有聲請人雙親，其中聲請人父親為主要照顧支援人力；就實地訪視觀察住家空間雖非常寬敞，且走道、牆邊也放置不少生活用品，不過未成年子女皆可自行於住家内走動、拿取物品，整體而言，住所無明顯不適切未成年子女居住之處。4.親權意願評估：聲請人具高度意願單獨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主要考量未成年子女出生後，即與同住親友共同承擔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責任，反觀相對人（即被告）照顧經驗不足、支持系統薄弱、疑似遭通緝等，難以擔任照顧者或親權人一職，又考量相對人自去年6月逕自離家未歸，若共同使親權恐影響未成年子女事務決策之即時性與近便性。5.教育規劃評估：聲請人擬於明（113)年待未成年子女年滿兩歲送托幼兒園，目前僅大致思考所居區域可選讀之學校大概有兩家(義竹鄉農會非營利幼兒園、私立星海幼兒園），屆時會運用學校交通車接送，惟對於入學申請期程、程序等事宜皆尚未了解、確認；另述未來升讀國小之際，應會優先以住家鄰近之學校進行選讀，並委請家人協助就學交通；評估聲請人對於未成年子女教育安排具初步想法，但對於入學申請期程、程序等細節尚未確認。㈡親權之建議及理由：聲請人主述相對人同住時即鮮少參與未成年子女照顧事宜，又自112年6月逕自離家至今已逾一年，相對人全然未善盡為夫、為父之責，此期間皆由聲請人與同住親友共同養育未成年子女，維持其受照顧情形穩定，而如今相對人又疑似因犯罪遭通緝，更不可能出面共同處理未成年子女相關事務，恐影響未來相關事務之推行；惟本會訪視服務轄區僅針對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並觀察親子互動情形，未能獲知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照顧、親權歸屬等想法與意願，而無法綜融評估及建議，建請法官參酌對造訪視報告、兩造當事人開庭陳述之意見，並考量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後為裁定。㈢會面探視方案之建議及理由：聲請人目前對於會面交往僅有初步想法為，相對人、相對人父親宜提早兩日約定會面交往時間，並於未成年子女住所進行互動，聲請人是因擔憂相對人一方之照顧能力，與出入場所、活動環境可能充斥菸味等危害健康之物，故不希望有外出、過夜之會面安排，惟此僅是聲請人單方想法，建請法官綜融對造與兩造開庭所述意願後綜融安排」（本院卷第35至49頁），而被告經社工以電話或信件通知逾10個工作日，仍未主動聯繫約訪，致社工無法進行訪視等情，亦有臺南市童心園社會福利關懷協會113年9月19日南市童心園(監)字第11321609號函附訪報告存卷可佐(本院卷第55頁)。
　㈡本院考量原告前述經濟能力、親友支持系統與子女現受照顧情況，及被告目前行方不明，未負起子女之照護、養育責任，客觀上難以期待被告能善盡未成年子女之親權，而子女自幼由原告陪伴照顧，並與原告具良好之依附關係，原告有行使負擔親權之積極意願並持續提供生活照顧及扶養，暨綜合前述訪視調查報告等情狀，認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原告任之，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又本院考量被告未到庭或具狀陳述意見，自無從協調兩造關於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配合情形及適當方式，若由本院強制指定未成年子女與被告會面交往之時間及方式，恐未能符合實際生活作息之需求。因此，關於會面交往之事項，本院認尚無依職權酌定之必要，應由雙親基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考量，藉由兩造協議方式進行，如因故無法達成協議，雙方自得聲請法院酌定，以符雙方及未成年子女之實際需求及利益，附此說明。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規定請求判准與被告離婚，及合併請求酌定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許○○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任之，均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葉南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狀，並依上訴利益繳交第二審裁判費，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連彩婷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128號
原      告  乙○○  



被      告  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8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許○○（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
    一編號：Ｚ○○○○○○○○○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原
    告單獨任之。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丙○○經合法通知，並得委任代理人到場，未於言詞
    辯論期日到場或委任代理人到庭，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
    各款所列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
    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乙○○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兩造於民國111年5月17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許○○（0
    00年0月生），並同住嘉義縣○○鄉○○○000號，被告自112年6
    月底無故離家不知去向、亦未負起扶養照顧未成年子女之責
    ，迄今已逾1年，被告所為顯係惡意遺棄原告於繼續狀態中
    ，兩造實難繼續經營婚姻關係，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
    款之規定訴請離婚。又未成年子女許○○自幼由原告扶養照顧
    ，被告目前行方不明亦無可能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之親權，
    為未成年子女之利益考量，爰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之行使及負擔由原告任之。
　㈡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
三、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原告於本院審理時指述綦詳並提
    出戶籍謄本為證，經證人即原告父親甲○○於本院審理時結證
    ：伊目前與配偶、原告及未成年子女許○○同住，兩造結婚時
    就住在家裡，112年6月底被告離家，沒有說要去哪裡、都沒
    有回來，伊也沒看到兩造有聯繫或被告有寄生活費回來，許
    ○○由伊跟原告等輪流照顧，原告生許○○時被告沒有工作，還
    是伊自己出錢讓原告辦出院，伊不知道被告住哪裡等語（本
    院卷第37至38頁），核與原告前述主張相符；又被告經合法
    通知，並未到場或具狀為爭執，原告前述主張，應可信為真
    實。
四、按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為構成判決
　　離婚之原因，我國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有明文規定。且
　　夫妻互負同居義務亦為同法第1001條明文規定，如一方無正
　　當理由而拒絕與他方同居，或有支付家庭生活費用之資力，
　　無正當理由而不支付者，即屬以惡意遺棄他方，亦迭經最高
　　法院著有判例可循（參見最高法院39年臺上字第415 號、49
　　年臺上字第1251號判例）。經查，被告無故離家已逾1年，
    迄今仍不知去向，且未與原告共營婚姻生活，拒絕與原告聯
    絡等情，已如前述，堪認被告對原告毫無聞問，完全無視夫
    妻關係之存在，已違背同居義務之客觀事實，亦有拒絕同居
    之主觀情事，揆諸前揭說明，其顯係惡意遺棄原告，且狀態
    仍在繼續中；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
    訴請離婚，即屬有據，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
五、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
    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
    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
    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依子女之
    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左列事項：（一）子女
    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
    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
    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
    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間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
    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
    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
    文化及價值觀，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1055條之1各定有明
    文。查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許○○尚未成年，有卷附戶籍謄
    本可憑，故本件兩造經判准離婚，對於許○○權利義務之行使
    或負擔，未能達成協議，本院自應依原告之請求酌定之。經
    查：
　㈠經本院囑託財團法人嘉義市私立保康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就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何人任之
    為宜，為訪視調查報告，經該基金會以113年9月5日保康社
    福字第11309010號函附訪視報告略以：「㈠綜合評估：1.親
    權能力評估：聲請人（即原告）自未成年子女出生後即居家
    全職照顧，直到今(113)年3月左右外出就業，其工作期間家
    庭支持系統亦能代為接手照顧責任，就訪談亦獲知聲請人能
    夠回應未成年子女日常作息、生理發展、預防接種情形等事
    項，且家訪觀察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聲請人親友互動情形
    自然親近;評估聲請人所具備之親職能力、照顧經驗，以及
    周邊支持系統，均有助於聲請人發揮母職角色。2.親職時間
    評估：聲請人工作時間較長且無固定休假日，據聲請人自述
    主要配合未成年子女早起(約早上五點、六點)之生活作息，
    利用早晨時間與未成年子女相處互動，或排休陪同進行預防
    接種等，工作時則主要運用周邊照顧人力等資源以妥善銜接
    未成年子女照顧事宜；評估聲請人現階段雖可運用周邊照顧
    支援人力維持未成年子女受照顧情形穩定，不過其自身所分
    配、運用之親職時間稍嫌不足。3.照護環境評估：聲請人現
    居處為聲請人父親與親友共有之資產，未成年子女出生後即
    居於該處受照顧，此處同住之家庭成員尚有聲請人雙親，其
    中聲請人父親為主要照顧支援人力；就實地訪視觀察住家空
    間雖非常寬敞，且走道、牆邊也放置不少生活用品，不過未
    成年子女皆可自行於住家内走動、拿取物品，整體而言，住
    所無明顯不適切未成年子女居住之處。4.親權意願評估：聲
    請人具高度意願單獨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主要考量未
    成年子女出生後，即與同住親友共同承擔未成年子女主要照
    顧責任，反觀相對人（即被告）照顧經驗不足、支持系統薄
    弱、疑似遭通緝等，難以擔任照顧者或親權人一職，又考量
    相對人自去年6月逕自離家未歸，若共同使親權恐影響未成
    年子女事務決策之即時性與近便性。5.教育規劃評估：聲請
    人擬於明（113)年待未成年子女年滿兩歲送托幼兒園，目前
    僅大致思考所居區域可選讀之學校大概有兩家(義竹鄉農會
    非營利幼兒園、私立星海幼兒園），屆時會運用學校交通車
    接送，惟對於入學申請期程、程序等事宜皆尚未了解、確認
    ；另述未來升讀國小之際，應會優先以住家鄰近之學校進行
    選讀，並委請家人協助就學交通；評估聲請人對於未成年子
    女教育安排具初步想法，但對於入學申請期程、程序等細節
    尚未確認。㈡親權之建議及理由：聲請人主述相對人同住時
    即鮮少參與未成年子女照顧事宜，又自112年6月逕自離家至
    今已逾一年，相對人全然未善盡為夫、為父之責，此期間皆
    由聲請人與同住親友共同養育未成年子女，維持其受照顧情
    形穩定，而如今相對人又疑似因犯罪遭通緝，更不可能出面
    共同處理未成年子女相關事務，恐影響未來相關事務之推行
    ；惟本會訪視服務轄區僅針對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
    並觀察親子互動情形，未能獲知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照顧
    、親權歸屬等想法與意願，而無法綜融評估及建議，建請法
    官參酌對造訪視報告、兩造當事人開庭陳述之意見，並考量
    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後為裁定。㈢會面探視方案之建議及理
    由：聲請人目前對於會面交往僅有初步想法為，相對人、相
    對人父親宜提早兩日約定會面交往時間，並於未成年子女住
    所進行互動，聲請人是因擔憂相對人一方之照顧能力，與出
    入場所、活動環境可能充斥菸味等危害健康之物，故不希望
    有外出、過夜之會面安排，惟此僅是聲請人單方想法，建請
    法官綜融對造與兩造開庭所述意願後綜融安排」（本院卷第
    35至49頁），而被告經社工以電話或信件通知逾10個工作日
    ，仍未主動聯繫約訪，致社工無法進行訪視等情，亦有臺南
    市童心園社會福利關懷協會113年9月19日南市童心園(監)字
    第11321609號函附訪報告存卷可佐(本院卷第55頁)。
　㈡本院考量原告前述經濟能力、親友支持系統與子女現受照顧
    情況，及被告目前行方不明，未負起子女之照護、養育責任
    ，客觀上難以期待被告能善盡未成年子女之親權，而子女自
    幼由原告陪伴照顧，並與原告具良好之依附關係，原告有行
    使負擔親權之積極意願並持續提供生活照顧及扶養，暨綜合
    前述訪視調查報告等情狀，認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原告任之，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
    利益，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又本院考量被告未到庭或具狀陳述意見，自無從協調兩造關
    於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配合情形及適當方式，若由本院強
    制指定未成年子女與被告會面交往之時間及方式，恐未能符
    合實際生活作息之需求。因此，關於會面交往之事項，本院
    認尚無依職權酌定之必要，應由雙親基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
    益之考量，藉由兩造協議方式進行，如因故無法達成協議，
    雙方自得聲請法院酌定，以符雙方及未成年子女之實際需求
    及利益，附此說明。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規定請求判准與
    被告離婚，及合併請求酌定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許○○權利義
    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任之，均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所示。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葉南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狀，並依上訴利益繳交第二審裁判費，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連彩婷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128號
原      告  乙○○  



被      告  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許○○（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Ｚ○○○○○○○○○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原告單獨任之。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丙○○經合法通知，並得委任代理人到場，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或委任代理人到庭，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乙○○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兩造於民國111年5月17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許○○（000年0月生），並同住嘉義縣○○鄉○○○000號，被告自112年6月底無故離家不知去向、亦未負起扶養照顧未成年子女之責，迄今已逾1年，被告所為顯係惡意遺棄原告於繼續狀態中，兩造實難繼續經營婚姻關係，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訴請離婚。又未成年子女許○○自幼由原告扶養照顧，被告目前行方不明亦無可能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為未成年子女之利益考量，爰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由原告任之。
　㈡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原告於本院審理時指述綦詳並提出戶籍謄本為證，經證人即原告父親甲○○於本院審理時結證：伊目前與配偶、原告及未成年子女許○○同住，兩造結婚時就住在家裡，112年6月底被告離家，沒有說要去哪裡、都沒有回來，伊也沒看到兩造有聯繫或被告有寄生活費回來，許○○由伊跟原告等輪流照顧，原告生許○○時被告沒有工作，還是伊自己出錢讓原告辦出院，伊不知道被告住哪裡等語（本院卷第37至38頁），核與原告前述主張相符；又被告經合法通知，並未到場或具狀為爭執，原告前述主張，應可信為真實。
四、按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為構成判決
　　離婚之原因，我國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有明文規定。且
　　夫妻互負同居義務亦為同法第1001條明文規定，如一方無正
　　當理由而拒絕與他方同居，或有支付家庭生活費用之資力，
　　無正當理由而不支付者，即屬以惡意遺棄他方，亦迭經最高
　　法院著有判例可循（參見最高法院39年臺上字第415 號、49
　　年臺上字第1251號判例）。經查，被告無故離家已逾1年，迄今仍不知去向，且未與原告共營婚姻生活，拒絕與原告聯絡等情，已如前述，堪認被告對原告毫無聞問，完全無視夫妻關係之存在，已違背同居義務之客觀事實，亦有拒絕同居之主觀情事，揆諸前揭說明，其顯係惡意遺棄原告，且狀態仍在繼續中；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訴請離婚，即屬有據，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左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間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1055條之1各定有明文。查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許○○尚未成年，有卷附戶籍謄本可憑，故本件兩造經判准離婚，對於許○○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能達成協議，本院自應依原告之請求酌定之。經查：
　㈠經本院囑託財團法人嘉義市私立保康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就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何人任之為宜，為訪視調查報告，經該基金會以113年9月5日保康社福字第11309010號函附訪視報告略以：「㈠綜合評估：1.親權能力評估：聲請人（即原告）自未成年子女出生後即居家全職照顧，直到今(113)年3月左右外出就業，其工作期間家庭支持系統亦能代為接手照顧責任，就訪談亦獲知聲請人能夠回應未成年子女日常作息、生理發展、預防接種情形等事項，且家訪觀察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聲請人親友互動情形自然親近;評估聲請人所具備之親職能力、照顧經驗，以及周邊支持系統，均有助於聲請人發揮母職角色。2.親職時間評估：聲請人工作時間較長且無固定休假日，據聲請人自述主要配合未成年子女早起(約早上五點、六點)之生活作息，利用早晨時間與未成年子女相處互動，或排休陪同進行預防接種等，工作時則主要運用周邊照顧人力等資源以妥善銜接未成年子女照顧事宜；評估聲請人現階段雖可運用周邊照顧支援人力維持未成年子女受照顧情形穩定，不過其自身所分配、運用之親職時間稍嫌不足。3.照護環境評估：聲請人現居處為聲請人父親與親友共有之資產，未成年子女出生後即居於該處受照顧，此處同住之家庭成員尚有聲請人雙親，其中聲請人父親為主要照顧支援人力；就實地訪視觀察住家空間雖非常寬敞，且走道、牆邊也放置不少生活用品，不過未成年子女皆可自行於住家内走動、拿取物品，整體而言，住所無明顯不適切未成年子女居住之處。4.親權意願評估：聲請人具高度意願單獨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主要考量未成年子女出生後，即與同住親友共同承擔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責任，反觀相對人（即被告）照顧經驗不足、支持系統薄弱、疑似遭通緝等，難以擔任照顧者或親權人一職，又考量相對人自去年6月逕自離家未歸，若共同使親權恐影響未成年子女事務決策之即時性與近便性。5.教育規劃評估：聲請人擬於明（113)年待未成年子女年滿兩歲送托幼兒園，目前僅大致思考所居區域可選讀之學校大概有兩家(義竹鄉農會非營利幼兒園、私立星海幼兒園），屆時會運用學校交通車接送，惟對於入學申請期程、程序等事宜皆尚未了解、確認；另述未來升讀國小之際，應會優先以住家鄰近之學校進行選讀，並委請家人協助就學交通；評估聲請人對於未成年子女教育安排具初步想法，但對於入學申請期程、程序等細節尚未確認。㈡親權之建議及理由：聲請人主述相對人同住時即鮮少參與未成年子女照顧事宜，又自112年6月逕自離家至今已逾一年，相對人全然未善盡為夫、為父之責，此期間皆由聲請人與同住親友共同養育未成年子女，維持其受照顧情形穩定，而如今相對人又疑似因犯罪遭通緝，更不可能出面共同處理未成年子女相關事務，恐影響未來相關事務之推行；惟本會訪視服務轄區僅針對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並觀察親子互動情形，未能獲知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照顧、親權歸屬等想法與意願，而無法綜融評估及建議，建請法官參酌對造訪視報告、兩造當事人開庭陳述之意見，並考量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後為裁定。㈢會面探視方案之建議及理由：聲請人目前對於會面交往僅有初步想法為，相對人、相對人父親宜提早兩日約定會面交往時間，並於未成年子女住所進行互動，聲請人是因擔憂相對人一方之照顧能力，與出入場所、活動環境可能充斥菸味等危害健康之物，故不希望有外出、過夜之會面安排，惟此僅是聲請人單方想法，建請法官綜融對造與兩造開庭所述意願後綜融安排」（本院卷第35至49頁），而被告經社工以電話或信件通知逾10個工作日，仍未主動聯繫約訪，致社工無法進行訪視等情，亦有臺南市童心園社會福利關懷協會113年9月19日南市童心園(監)字第11321609號函附訪報告存卷可佐(本院卷第55頁)。
　㈡本院考量原告前述經濟能力、親友支持系統與子女現受照顧情況，及被告目前行方不明，未負起子女之照護、養育責任，客觀上難以期待被告能善盡未成年子女之親權，而子女自幼由原告陪伴照顧，並與原告具良好之依附關係，原告有行使負擔親權之積極意願並持續提供生活照顧及扶養，暨綜合前述訪視調查報告等情狀，認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原告任之，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又本院考量被告未到庭或具狀陳述意見，自無從協調兩造關於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配合情形及適當方式，若由本院強制指定未成年子女與被告會面交往之時間及方式，恐未能符合實際生活作息之需求。因此，關於會面交往之事項，本院認尚無依職權酌定之必要，應由雙親基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考量，藉由兩造協議方式進行，如因故無法達成協議，雙方自得聲請法院酌定，以符雙方及未成年子女之實際需求及利益，附此說明。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規定請求判准與被告離婚，及合併請求酌定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許○○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任之，均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葉南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狀，並依上訴利益繳交第二審裁判費，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連彩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