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43號

聲  請  人    丙○○  

0000000000000000

              丁○○  

0000000000000000

兼  上二人

法定代理人    甲○○ 

0000000000000000

              

共同代理人    呂秋𧽚律師

複  代理人    蕭維冠律師

相  對  人    乙○○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李承志律師

              黃文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自民國110年12月1日起，至聲請人丙○○、丁○○

各自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前，給付聲請人丙○○、

丁○○扶養費各新臺幣壹萬貳仟參佰參拾貳元。於本項確定

後，前開定期金之給付，如遲誤一期不履行者，其後十二期

視為亦已到期。

二、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甲○○新臺幣玖萬柒仟柒佰零玖元，及

自民國110年12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

三、聲請人甲○○其餘聲請駁回。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聲請人甲○○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甲○○與相對人乙○○原為夫妻關係，於民國108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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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月24日離婚，並育有二名未成年子女丙○○（000年0月0日

生）、丁○○（000年00月00日生）。又兩造於108年10月24

日簽署兩願離婚協議書（下稱協議書），約定未成年子女丙

○○、丁○○由兩造共同擔任親權人，惟由甲○○為主要照

顧者，並與甲○○同住於新北市永和區。又兩造離婚時，雖

簽署協議書約定「男方負責未成年子女學雜費（依學校開立

收據為實支實付）、安親班（每人每月新臺幣1萬元）、補

習費等費用至18歲」，然並未就子女其他食衣住行之生活扶

養費為約定，又相對人尚對兩造約定之「安親班費用」、

「補習費用」之內涵有所爭執，聲請人甲○○實不堪其擾。

　㈡故請求本院重新酌定相對人應給付之扶養費，並以未成年子

女即聲請人丙○○、丁○○為本件未來扶養費之請求權人，

重新酌定相對人之扶養費給付內容（見本院卷㈡第217

頁）。

　㈢又依據協議書，相對人應給付安親班費用每位未成年子女每

月1萬元，自108年11月迄至110年11月，共計25個月，扣除

兩造協議因疫情停課之110年6、7月費用，相對人本應給付2

3個月之安親班費用共計46萬元（計算式：10,000×2×23＝46

0,000），另不爭執相對人在上開期間，已給付20萬5436

元，尚餘25萬4564元未給付。爰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

相對人給付25萬4564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㈣另依上開協議，相對人應給付二名未成年子女之補習費及學

雜費，然自109年9月至110年10月間，二名未成年子女因補

習或學校之學雜費如附表所示之項目及金額，相對人均未給

付，共計有4萬3145元，是爰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相

對人給付4萬3145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聲請人丙○○、丁○○聲請意旨略以（見本院卷㈠第209

頁）：

　㈠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扶養義務，又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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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扶養義務，不因離婚而受影響，聲請人丙○○、丁○○為

相對人之未成年子女，相對人對聲請人丙○○、丁○○即負

有扶養義務，故依據行政院主計處所公布之111年度新北市

人均月消費金額2萬4663元，則應認聲請人丙○○、丁○○

每人每月之扶養費用以3萬元或2萬4663元計算。

　㈡聲請人丙○○、丁○○每人每月之扶養費用如上，另以聲請

人甲○○及相對人現職業、收入比例，並評價聲請人甲○○

為主要照顧未成年子女之人，聲請人甲○○不爭執與相對人

就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分擔比例為一比一。

　㈢又相對人與聲請人甲○○間之離婚協議內容，與相對人對聲

請人丙○○、丁○○之扶養義務毫無關連，而為免相對人日

後遲延或拒絕給付而損及聲請人丙○○、丁○○之利益，故

聲請人丙○○、丁○○依法請求相對人應給付未來扶養費。

　㈣並聲明：

　⒈相對人應自110年12月1日起至聲請人丙○○、丁○○分別成

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聲請人丙○○、丁○○各1

萬1530元，並由聲請人甲○○代為受領，如遲誤一期履行

者，其後12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

　⒉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三、相對人答辯以：

　㈠兩造所簽署之協議書中，已於監護權項之第2點約定「由女

方照顧子丙○○及女丁○○食衣住行等起居至18歲，未成年

子女丙○○、丁○○於就讀國中一年級後，可由孩子自行決

定與男方或女方居住」，再與第3點即「男方負責未成年子

女學雜費（依學校開立收據為實支實付）、安親班（每人每

月新臺幣1萬元）、補習費等費用至18歲」相較，足見兩造

已就未成年子女之其他費用為約定，並約定其餘費用由聲請

人甲○○負擔，是聲請人甲○○主張除學雜費、安親班費

用、補習費有約定外，兩造就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負擔未約

定等語，並非事實。

　㈡再者，協議書中就兩造之財產分配部分，約定「女方名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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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中和區○○路00號4樓之2，賣掉後扣除房屋貸款、稅之

金額及相關所有費用，剩餘金額由女方分配600萬元，其餘

金額歸男方所有」。而上開之新北市中和區○○路00號4樓

之2房地（下稱中和房地）原為相對人所購入，僅是借名登

記於聲請人名下，然因兩造簽署協議書時，聲請人稱其無財

力扶養未成年子女，相對人始與聲請人為上開約定；再者，

中和房地係相對人於婚前以950萬元購入，並貸款780萬元，

於兩造簽署協議書後與第三人簽約出售，該時剩餘房貸約17

7萬元，加計必要稅費及手續費等費用，中和房地出售金額

應扣除之費用共計約260萬元，則聲請人就該時可分配之夫

妻剩餘財產分配差額至多僅有260萬元〔計算式：（780萬－

260萬）÷2〕，是上開約定聲請人得自出售不動產之價金中

取得之600萬元，實為相對人扶養費之預付。

　㈢就聲請人甲○○請求給付代墊扶養費部分：

　⒈依兩造協議書之約定，相對人應給付未成年子女每人每月之

安親費用為1萬元，此已明訂為「安親費」，非聲請人甲○

○所指之「教育費」。

　⒉該時兩造為協議時，乃聲請人甲○○堅持讓未成年子女上收

費較為昂貴之安親單所致，然聲請人甲○○嗣後已更換未成

年子女之安親班，其卻未提供相對人相關資料，則聲請人甲

○○逕主張相對人自108年11月至110年11月期間，相對人短

付安親班費用，並無理由。

　⒊再未成年子女丁○○於兩造簽署協議時就讀公立幼稚園，上

課時間僅至中午12時，故中午12時至下午5時為其課後留班

時間，則聲請人甲○○既已安排未成年子女丁○○上課後

班，即無可能再安排未成年子女上安親班，況於程序中聲請

人甲○○均未提出未成年子女相關之安親班付款單據，則聲

請人甲○○逕向相對人請求支付定額之安親班費用，亦無理

由。

　⒋又縱相對人上開期間短付安親班費用，聲請人甲○○與相對

人已不爭執在此期間相對人已給付20萬543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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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⒌兩造為協議時，聲請人甲○○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之金額僅為260萬，然相對人給付聲請人甲○○有600萬元，

則其中差額340萬元屬未來扶養費之預付，縱相對人有短付

或應付未成年子女自112年至其等成年時止之每月扶養費1萬

1530元，以相對人已預付之340萬元，亦可抵銷上開短付之

金額。

　⒍對於聲請人甲○○請求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之自109年9月

至110年10月間之學雜費及補習費共計4萬3145元，不爭執。

（見本院卷㈡第249頁）。

　㈣並聲明：聲請人之聲請駁回。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四、本院判斷：

　㈠聲請人丙○○、丁○○請求自110年12月1日起至其等成年之

日止之扶養費部分：

　⒈查本件聲請人甲○○固於聲請時以其為聲請人，請求相對人

給付上開期間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然嗣後除追加以未成年

子女為此部分之聲請人外（見本院卷㈠第209頁），另於本

件審理程序中亦陳述本件聲明以其追加聲請狀為準外，並陳

述未來扶養費部分係以未成年子女名義為請求等語（見本院

卷㈡第213、217、263頁），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是就未

成年子女未來扶養費部分，即以聲請人丙○○、丁○○為本

件聲請人，不再論述聲請人甲○○之請求理由，合先敘明。

　⒉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

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

響，民法第1084第2項、第1116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父

母對其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份而

來，父母離婚所消滅者，乃婚姻關係，縱因離婚而使一方之

親權處於一時之停止狀態，但對於父母子女間之直系血親關

係毫無影響，均應依各自資力對子女負扶養義務；若均有扶

養能力時，對於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再按扶養之程

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

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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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

亦有明文。

　⒊查聲請人丙○○、丁○○既為聲請人甲○○與相對人所生之

未成年子女，揆諸前開說明，相對人縱與聲請人甲○○離婚

而未任聲請人丙○○、丁○○之主要照顧者，對聲請人丙○

○、丁○○仍負有扶養義務，則聲請人丙○○、丁○○本於

民法上扶養費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

自屬有據。

　⒋至相對人與聲請人甲○○於108年10月24日簽署協議書時，

固已就未成年子女二人之學雜費、安親費及補習費等事項為

分攤費用之約定，或答辯其就未成年子女未來扶養費已預付

予甲○○等語，然由上開協議書可知，該內容為聲請人甲○

○與相對人間之約定，當不拘束未成年子女，亦不影響未成

年子女依上開規定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之權利，從而，相

對人對聲請人丙○○、丁○○仍有扶養義務，扶養程度應按

聲請人丙○○、丁○○之需要，與甲○○與相對人之經濟能

力及身分而為適當之酌定。

　⒌又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之需

求係陸續發生，故應以定期給付為原則，而本件亦無其他特

別情事足資證明有命扶養義務人一次給付之必要，故應命相

對人為定期金給付，先予敘明。查甲○○為大學畢業，現任

職於國小，並擔任組長一職，110年及112年之年所得分別為

78萬元、92萬元，名下有一房地，現價值約為442萬元；相

對人為碩士畢業，現擔任司法警察官一職，110年及112年之

年所得分別為142萬元、152萬元，名下財產則有股票及一房

地，現總價值約為288萬元等情，此據甲○○與相對人陳述

在卷，並經本院調取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存卷

可佐。從而，觀諸上開資料，足認甲○○與相對人均為有扶

養能力之人。又甲○○與相對人於本院審理時，二人對於其

等就聲請人丙○○、丁○○未來扶養費之分擔比例部分，均

不爭執其二人平均分擔，此有本院非訟事件筆錄一份附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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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見本院卷㈡第217頁），故認相對人應負擔聲請人丙○

○、丁○○每月扶養費之二分之一。

　⒍再查聲請人丙○○、丁○○分別為000年0月0日生、000年00

月00日生，正值兒少成長求學階段，需父母予以悉心照顧，

並有食衣住行育樂等基本生活需要，其二人與甲○○同住新

北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新北市111年及112年平均每人

月消費支出分別為2萬4663元及2萬6226元，而此係以各類民

間消費支出項目作為計算基準，包含一般未成年人生活所需

之各項費用，自可作為聲請人丙○○、丁○○請求扶養費之

參考標準，並得於調查相關事證後，為符合扶養程度之相當

調整。而依上開調查所得，甲○○與相對人於110年及112年

度合計之財產及所得，相較於112年度新北市家庭每戶可支

配所得平均數113.7萬元為高，可認聲請人丙○○、丁○○

主張以111年度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2萬4663元作為聲請人丙

○○、丁○○每月所需扶養費為適當，是由甲○○及相對人

平均負擔後，相對人應負擔聲請人丙○○、丁○○每月扶養

費各1萬2332元為合理。

　⒎從而，聲請人丙○○、丁○○依民法子女扶養費請求之法律

關係，聲請相對人應自110年12月1日起至其等成年時止，按

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其等扶養費各1萬2332元，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另恐日後相對人有拒絕或拖延之情，為確保未成

年子女受扶養之權利，併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

法第100條第4項之規定，宣告定期金之給付遲誤1期履行

者，其後12期（含遲誤該期）視為亦已到期，以維子女之最

佳利益。

　㈡聲請人甲○○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扶養費部分：

　⒈聲請人甲○○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如附表所示之學雜費及補

習費共計4萬3145元部分，業經聲請人甲○○提出相關已繳

納單據附卷為憑，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㈡第259

頁），是聲請人甲○○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相對人返還其

109年9月至110年10月期間所代墊之學雜費4萬3145元，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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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⒉聲請人甲○○請求相對人返還自108年11月至110年11月間代

墊之安親班費用共計25萬4564元部分：　　

　⑴查聲請人甲○○與相對人對於上開期間，相對人曾給付安親

費用總額乙節，業經二人同意，相對人已給付金額以20萬54

36元計算，此有本院113年2月22日非訟事件筆錄附卷可稽

（見本院卷㈡第261至262頁），是相對人於此期間已給付之

未成年子女安親費用金額為20萬5436元，首堪認定。

　⑵相對人就此部分抗辯，兩造協議書約定之「由男方負責未成

年子女之...安親班（每人每月新臺幣壹萬元）...等費用至

18歲」，業已明白約定系「安親班費用」，而非「教育

費」，且該時係以未成年子女若上「家園安親班」為適用前

提，若未上此安親班或更換為收費較便宜之安親班，即無每

月1萬元安親費之適用等語。是本件應審究者，乃此約定之

真意，及相對人於何種條件下應為此安親班費用之給付。

　⑶按解釋契約，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固不能拘泥文字

致失真意。惟如契約文義已明確，當以之作為契約解釋之重

要依據。而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如與文義不符，雖非不得本

於立約時之各種主客觀因素、契約目的、誠信原則資以探

究。然主張當事人之真意與契約文義不符者，就另有真意一

節，除應具體主張外，當應提出足供法院為探求真意之證據

資料，如主張之事實與證據資料不能動搖契約文義者，仍應

先本於文義為真意之探究（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70號

裁定意旨參照）。而查，在臺灣社會一般人之認知，所謂

「安親班」大多均指為因應雙薪家庭之型態，國小兒童之照

顧者未能在課後接學童返家，而須暫時安置於某處所，由他

人代為照顧之服務，主要乃是針對7至12歲之兒童提供課後

生活照顧及學校作業輔導，本件依聲請人甲○○與相對人協

議書內容觀之，其中既記載「學雜費、安親班、補習費」，

顯然係對於目前我國一般未成年人求學歷程中之幼稚園至大

專院校以上之正規學制所生費用、兒童國小課後安親費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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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才藝、學校科目加強等補習費作為分類，則聲請人甲○○

與相對人所約定之安親班費用應已具體約定為「國小階段之

安親班費用」，而非籠統之「教育費」，或幼稚園學雜費抑

或小學以上之正規教育之學雜費甚明。

　⑷又本件協議內容固然約定相對人應給付「安親班（每人每月

1萬元）費用」，然既已約定為「安親班」費用，解釋上相

對人之給付義務，當是以未成年子女確實至安親班接受課後

輔導為前提，蓋若非以未成年子女確實至安親班之事實為前

提，該時之約定即無將子女之教育費為細分之必要。故而，

未成年子女丙○○、丁○○分別為000年0月0日生、000年00

月00日生，於聲請人甲○○與相對人108年10月24日為協議

時，分別為國小三年級及幼稚園中班，則未成年子女丁○○

最早係於110年9月上小學一年級後，始有課後安親班之需

求，是相對人答辯聲請人甲○○自108年11月至110年11月，

並非每月均可請求共計2萬元之安親班費用等語，即有理

由。

　⑸另聲請人甲○○與相對人既已約定「每人每月1萬元」，較

之學雜費之約定為「依學校開立收據為實支實付」，顯見該

時約定之真意，乃安親班費用並不以聲請人甲○○實際支出

數額為標準，亦即，於未成年子女就讀國小時期，未成年子

女確實有至課後安親班之事實，相對人即生定額給付之義

務。從而，108年11月至110年11月，另扣除110年6、7月協

議無須負擔之月份，共計有23個月，然未成年子女丁○○既

自110年9月始有安親班之需求，則108年11月至110年8月

（扣除110年6、7月）共計20個月，相對人每月應給付之安

親費為1萬元，110年9月至11月，共計3個月，相對人每月應

給付之安親班費用為2萬元，故相對人依協議應給付108年11

月至110年11月期間（扣除2個月）之安親班費用共計為26萬

元（計算式：10,000×20（月）＋20,000×3（月）＝260,00

0）。

　⑹至相對人答辯兩造於協議之時，已先就出售中和房地之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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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600萬元分配予聲請人甲○○，此600萬元於扣抵相對人

應給付之未來扶養費外，尚有餘額90餘萬元，而可扣抵本件

聲請人甲○○所請求返還之安親班費用、學雜費及補習費等

語。然本件由擬定之文字內容觀之，均無從推論出中和房地

出售價金之分配係相對人作為扶養費之預付或其他費用預付

之約定，又縱中和房地為相對人之婚前財產，其於協議時同

意日後出售此房產之價金分配予聲請人甲○○，原因實有多

端，況由協議書之文字中，始終就此部分寫明「財產分配雙

方同意分配如下」，內容則包含處分中和房地後之價金分

配，並未有任何文字載明此價金分配之目的為何，又聲請人

於相對人提出第一版協議書後數日，以LINE通訊向相對人稱

「協議書內容真的很不平等，孩子們我沒有把握帶著他們，

如果媽有上來，我想談談孩子們歸你們扶養，我一個人真的

很難做到」等語（見本院卷第181頁），然此僅得認定聲請

人就第一版協議書為爭執及其擔憂未來單獨負照顧未成年子

女責任問題，由此對話並無從認定中和房地出售後之價金分

配涉及預付扶養費或預付其他費用的議題。是此份協議書中

相對人給付之600萬元僅可認，此屬相對人之夫妻財產分配

之約定，相對人答辯其所預付之600萬元，已屬部分溢付而

可扣抵其短付之學雜費、補習費及安親班費用等語，並非可

採。

　⑺是相對人上開期間應給付之安親班費用為26萬元，又兩造於

本院審理程序中不爭執，相對人上開期間已給付之金額為20

萬5436元，則相對人尚應給付5萬4564元（計算式：260,000

－205,436＝54,564）。從而，聲請人甲○○依不當得利規

定，請求相對人返還5萬4564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金額部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聲請人丙○○、丁○○依民法子女扶養費請求之法律

關係，聲請相對人應自110年12月1日起至其等成年時止，按

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其等扶養費各1萬2332元，及於本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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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之日止，前開定期金給付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之12期

（含遲誤該期）視為已到期，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聲請

人甲○○依協議書之約定，請求相對人給付自108年11月至1

10年11月間短付之安親班費用5萬4564元及自109年9月至110

年10月間短付之學雜費及補習費共計4萬3145元，暨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即110年12月9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均有理由，聲請人甲○○逾此部

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後，認與裁定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結論：本件聲請人丙○○、丁○○之聲請為有理由，聲請人

甲○○之請求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

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9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曹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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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王沛晴

附表：

日期 項目 金額（新臺幣）

109年9月18日 丙○○英文補習費 2,752元

109年10月5日 丙○○英文補習費 8,150元

110年3月4日 丙○○英文補習費 9,150元

110年9月4日 丙○○國小學雜費 4,982元

110年9月4日 丁○○國小學雜費 2,436元

110年9月20日 丁○○英文補習費 8,350元

110年10月29日 丙○○英文補習費 7,325元

總額 43,1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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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43號
聲  請  人    丙○○  


              丁○○  


兼  上二人
法定代理人    甲○○ 


              
共同代理人    呂秋𧽚律師
複  代理人    蕭維冠律師
相  對  人    乙○○  


代  理  人    李承志律師
              黃文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自民國110年12月1日起，至聲請人丙○○、丁○○各自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前，給付聲請人丙○○、丁○○扶養費各新臺幣壹萬貳仟參佰參拾貳元。於本項確定後，前開定期金之給付，如遲誤一期不履行者，其後十二期視為亦已到期。
二、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甲○○新臺幣玖萬柒仟柒佰零玖元，及自民國110年12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聲請人甲○○其餘聲請駁回。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聲請人甲○○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甲○○與相對人乙○○原為夫妻關係，於民國108年10月24日離婚，並育有二名未成年子女丙○○（000年0月0日生）、丁○○（000年00月00日生）。又兩造於108年10月24日簽署兩願離婚協議書（下稱協議書），約定未成年子女丙○○、丁○○由兩造共同擔任親權人，惟由甲○○為主要照顧者，並與甲○○同住於新北市永和區。又兩造離婚時，雖簽署協議書約定「男方負責未成年子女學雜費（依學校開立收據為實支實付）、安親班（每人每月新臺幣1萬元）、補習費等費用至18歲」，然並未就子女其他食衣住行之生活扶養費為約定，又相對人尚對兩造約定之「安親班費用」、「補習費用」之內涵有所爭執，聲請人甲○○實不堪其擾。
　㈡故請求本院重新酌定相對人應給付之扶養費，並以未成年子女即聲請人丙○○、丁○○為本件未來扶養費之請求權人，重新酌定相對人之扶養費給付內容（見本院卷㈡第217頁）。
　㈢又依據協議書，相對人應給付安親班費用每位未成年子女每月1萬元，自108年11月迄至110年11月，共計25個月，扣除兩造協議因疫情停課之110年6、7月費用，相對人本應給付23個月之安親班費用共計46萬元（計算式：10,000×2×23＝460,000），另不爭執相對人在上開期間，已給付20萬5436元，尚餘25萬4564元未給付。爰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給付25萬4564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㈣另依上開協議，相對人應給付二名未成年子女之補習費及學雜費，然自109年9月至110年10月間，二名未成年子女因補習或學校之學雜費如附表所示之項目及金額，相對人均未給付，共計有4萬3145元，是爰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給付4萬3145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聲請人丙○○、丁○○聲請意旨略以（見本院卷㈠第209頁）：
　㈠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扶養義務，又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離婚而受影響，聲請人丙○○、丁○○為相對人之未成年子女，相對人對聲請人丙○○、丁○○即負有扶養義務，故依據行政院主計處所公布之111年度新北市人均月消費金額2萬4663元，則應認聲請人丙○○、丁○○每人每月之扶養費用以3萬元或2萬4663元計算。
　㈡聲請人丙○○、丁○○每人每月之扶養費用如上，另以聲請人甲○○及相對人現職業、收入比例，並評價聲請人甲○○為主要照顧未成年子女之人，聲請人甲○○不爭執與相對人就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分擔比例為一比一。
　㈢又相對人與聲請人甲○○間之離婚協議內容，與相對人對聲請人丙○○、丁○○之扶養義務毫無關連，而為免相對人日後遲延或拒絕給付而損及聲請人丙○○、丁○○之利益，故聲請人丙○○、丁○○依法請求相對人應給付未來扶養費。
　㈣並聲明：
　⒈相對人應自110年12月1日起至聲請人丙○○、丁○○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聲請人丙○○、丁○○各1萬1530元，並由聲請人甲○○代為受領，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12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
　⒉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三、相對人答辯以：
　㈠兩造所簽署之協議書中，已於監護權項之第2點約定「由女方照顧子丙○○及女丁○○食衣住行等起居至18歲，未成年子女丙○○、丁○○於就讀國中一年級後，可由孩子自行決定與男方或女方居住」，再與第3點即「男方負責未成年子女學雜費（依學校開立收據為實支實付）、安親班（每人每月新臺幣1萬元）、補習費等費用至18歲」相較，足見兩造已就未成年子女之其他費用為約定，並約定其餘費用由聲請人甲○○負擔，是聲請人甲○○主張除學雜費、安親班費用、補習費有約定外，兩造就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負擔未約定等語，並非事實。
　㈡再者，協議書中就兩造之財產分配部分，約定「女方名下所有之中和區○○路00號4樓之2，賣掉後扣除房屋貸款、稅之金額及相關所有費用，剩餘金額由女方分配600萬元，其餘金額歸男方所有」。而上開之新北市中和區○○路00號4樓之2房地（下稱中和房地）原為相對人所購入，僅是借名登記於聲請人名下，然因兩造簽署協議書時，聲請人稱其無財力扶養未成年子女，相對人始與聲請人為上開約定；再者，中和房地係相對人於婚前以950萬元購入，並貸款780萬元，於兩造簽署協議書後與第三人簽約出售，該時剩餘房貸約177萬元，加計必要稅費及手續費等費用，中和房地出售金額應扣除之費用共計約260萬元，則聲請人就該時可分配之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差額至多僅有260萬元〔計算式：（780萬－260萬）÷2〕，是上開約定聲請人得自出售不動產之價金中取得之600萬元，實為相對人扶養費之預付。
　㈢就聲請人甲○○請求給付代墊扶養費部分：
　⒈依兩造協議書之約定，相對人應給付未成年子女每人每月之安親費用為1萬元，此已明訂為「安親費」，非聲請人甲○○所指之「教育費」。
　⒉該時兩造為協議時，乃聲請人甲○○堅持讓未成年子女上收費較為昂貴之安親單所致，然聲請人甲○○嗣後已更換未成年子女之安親班，其卻未提供相對人相關資料，則聲請人甲○○逕主張相對人自108年11月至110年11月期間，相對人短付安親班費用，並無理由。
　⒊再未成年子女丁○○於兩造簽署協議時就讀公立幼稚園，上課時間僅至中午12時，故中午12時至下午5時為其課後留班時間，則聲請人甲○○既已安排未成年子女丁○○上課後班，即無可能再安排未成年子女上安親班，況於程序中聲請人甲○○均未提出未成年子女相關之安親班付款單據，則聲請人甲○○逕向相對人請求支付定額之安親班費用，亦無理由。
　⒋又縱相對人上開期間短付安親班費用，聲請人甲○○與相對人已不爭執在此期間相對人已給付20萬5436元。
　⒌兩造為協議時，聲請人甲○○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金額僅為260萬，然相對人給付聲請人甲○○有600萬元，則其中差額340萬元屬未來扶養費之預付，縱相對人有短付或應付未成年子女自112年至其等成年時止之每月扶養費1萬1530元，以相對人已預付之340萬元，亦可抵銷上開短付之金額。
　⒍對於聲請人甲○○請求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之自109年9月至110年10月間之學雜費及補習費共計4萬3145元，不爭執。（見本院卷㈡第249頁）。
　㈣並聲明：聲請人之聲請駁回。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四、本院判斷：
　㈠聲請人丙○○、丁○○請求自110年12月1日起至其等成年之日止之扶養費部分：
　⒈查本件聲請人甲○○固於聲請時以其為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上開期間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然嗣後除追加以未成年子女為此部分之聲請人外（見本院卷㈠第209頁），另於本件審理程序中亦陳述本件聲明以其追加聲請狀為準外，並陳述未來扶養費部分係以未成年子女名義為請求等語（見本院卷㈡第213、217、263頁），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是就未成年子女未來扶養費部分，即以聲請人丙○○、丁○○為本件聲請人，不再論述聲請人甲○○之請求理由，合先敘明。
　⒉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民法第1084第2項、第1116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父母對其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份而來，父母離婚所消滅者，乃婚姻關係，縱因離婚而使一方之親權處於一時之停止狀態，但對於父母子女間之直系血親關係毫無影響，均應依各自資力對子女負扶養義務；若均有扶養能力時，對於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再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亦有明文。
　⒊查聲請人丙○○、丁○○既為聲請人甲○○與相對人所生之未成年子女，揆諸前開說明，相對人縱與聲請人甲○○離婚而未任聲請人丙○○、丁○○之主要照顧者，對聲請人丙○○、丁○○仍負有扶養義務，則聲請人丙○○、丁○○本於民法上扶養費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自屬有據。
　⒋至相對人與聲請人甲○○於108年10月24日簽署協議書時，固已就未成年子女二人之學雜費、安親費及補習費等事項為分攤費用之約定，或答辯其就未成年子女未來扶養費已預付予甲○○等語，然由上開協議書可知，該內容為聲請人甲○○與相對人間之約定，當不拘束未成年子女，亦不影響未成年子女依上開規定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之權利，從而，相對人對聲請人丙○○、丁○○仍有扶養義務，扶養程度應按聲請人丙○○、丁○○之需要，與甲○○與相對人之經濟能力及身分而為適當之酌定。
　⒌又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故應以定期給付為原則，而本件亦無其他特別情事足資證明有命扶養義務人一次給付之必要，故應命相對人為定期金給付，先予敘明。查甲○○為大學畢業，現任職於國小，並擔任組長一職，110年及112年之年所得分別為78萬元、92萬元，名下有一房地，現價值約為442萬元；相對人為碩士畢業，現擔任司法警察官一職，110年及112年之年所得分別為142萬元、152萬元，名下財產則有股票及一房地，現總價值約為288萬元等情，此據甲○○與相對人陳述在卷，並經本院調取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存卷可佐。從而，觀諸上開資料，足認甲○○與相對人均為有扶養能力之人。又甲○○與相對人於本院審理時，二人對於其等就聲請人丙○○、丁○○未來扶養費之分擔比例部分，均不爭執其二人平均分擔，此有本院非訟事件筆錄一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217頁），故認相對人應負擔聲請人丙○○、丁○○每月扶養費之二分之一。
　⒍再查聲請人丙○○、丁○○分別為000年0月0日生、000年00月00日生，正值兒少成長求學階段，需父母予以悉心照顧，並有食衣住行育樂等基本生活需要，其二人與甲○○同住新北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新北市111年及112年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分別為2萬4663元及2萬6226元，而此係以各類民間消費支出項目作為計算基準，包含一般未成年人生活所需之各項費用，自可作為聲請人丙○○、丁○○請求扶養費之參考標準，並得於調查相關事證後，為符合扶養程度之相當調整。而依上開調查所得，甲○○與相對人於110年及112年度合計之財產及所得，相較於112年度新北市家庭每戶可支配所得平均數113.7萬元為高，可認聲請人丙○○、丁○○主張以111年度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2萬4663元作為聲請人丙○○、丁○○每月所需扶養費為適當，是由甲○○及相對人平均負擔後，相對人應負擔聲請人丙○○、丁○○每月扶養費各1萬2332元為合理。
　⒎從而，聲請人丙○○、丁○○依民法子女扶養費請求之法律關係，聲請相對人應自110年12月1日起至其等成年時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其等扶養費各1萬2332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恐日後相對人有拒絕或拖延之情，為確保未成年子女受扶養之權利，併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4項之規定，宣告定期金之給付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12期（含遲誤該期）視為亦已到期，以維子女之最佳利益。

　㈡聲請人甲○○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扶養費部分：
　⒈聲請人甲○○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如附表所示之學雜費及補習費共計4萬3145元部分，業經聲請人甲○○提出相關已繳納單據附卷為憑，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㈡第259頁），是聲請人甲○○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相對人返還其109年9月至110年10月期間所代墊之學雜費4萬3145元，為有理由。
　⒉聲請人甲○○請求相對人返還自108年11月至110年11月間代墊之安親班費用共計25萬4564元部分：　　
　⑴查聲請人甲○○與相對人對於上開期間，相對人曾給付安親費用總額乙節，業經二人同意，相對人已給付金額以20萬5436元計算，此有本院113年2月22日非訟事件筆錄附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261至262頁），是相對人於此期間已給付之未成年子女安親費用金額為20萬5436元，首堪認定。
　⑵相對人就此部分抗辯，兩造協議書約定之「由男方負責未成年子女之...安親班（每人每月新臺幣壹萬元）...等費用至18歲」，業已明白約定系「安親班費用」，而非「教育費」，且該時係以未成年子女若上「家園安親班」為適用前提，若未上此安親班或更換為收費較便宜之安親班，即無每月1萬元安親費之適用等語。是本件應審究者，乃此約定之真意，及相對人於何種條件下應為此安親班費用之給付。
　⑶按解釋契約，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固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惟如契約文義已明確，當以之作為契約解釋之重要依據。而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如與文義不符，雖非不得本於立約時之各種主客觀因素、契約目的、誠信原則資以探究。然主張當事人之真意與契約文義不符者，就另有真意一節，除應具體主張外，當應提出足供法院為探求真意之證據資料，如主張之事實與證據資料不能動搖契約文義者，仍應先本於文義為真意之探究（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70號裁定意旨參照）。而查，在臺灣社會一般人之認知，所謂「安親班」大多均指為因應雙薪家庭之型態，國小兒童之照顧者未能在課後接學童返家，而須暫時安置於某處所，由他人代為照顧之服務，主要乃是針對7至12歲之兒童提供課後生活照顧及學校作業輔導，本件依聲請人甲○○與相對人協議書內容觀之，其中既記載「學雜費、安親班、補習費」，顯然係對於目前我國一般未成年人求學歷程中之幼稚園至大專院校以上之正規學制所生費用、兒童國小課後安親費及其他才藝、學校科目加強等補習費作為分類，則聲請人甲○○與相對人所約定之安親班費用應已具體約定為「國小階段之安親班費用」，而非籠統之「教育費」，或幼稚園學雜費抑或小學以上之正規教育之學雜費甚明。
　⑷又本件協議內容固然約定相對人應給付「安親班（每人每月1萬元）費用」，然既已約定為「安親班」費用，解釋上相對人之給付義務，當是以未成年子女確實至安親班接受課後輔導為前提，蓋若非以未成年子女確實至安親班之事實為前提，該時之約定即無將子女之教育費為細分之必要。故而，未成年子女丙○○、丁○○分別為000年0月0日生、000年00月00日生，於聲請人甲○○與相對人108年10月24日為協議時，分別為國小三年級及幼稚園中班，則未成年子女丁○○最早係於110年9月上小學一年級後，始有課後安親班之需求，是相對人答辯聲請人甲○○自108年11月至110年11月，並非每月均可請求共計2萬元之安親班費用等語，即有理由。
　⑸另聲請人甲○○與相對人既已約定「每人每月1萬元」，較之學雜費之約定為「依學校開立收據為實支實付」，顯見該時約定之真意，乃安親班費用並不以聲請人甲○○實際支出數額為標準，亦即，於未成年子女就讀國小時期，未成年子女確實有至課後安親班之事實，相對人即生定額給付之義務。從而，108年11月至110年11月，另扣除110年6、7月協議無須負擔之月份，共計有23個月，然未成年子女丁○○既自110年9月始有安親班之需求，則108年11月至110年8月（扣除110年6、7月）共計20個月，相對人每月應給付之安親費為1萬元，110年9月至11月，共計3個月，相對人每月應給付之安親班費用為2萬元，故相對人依協議應給付108年11月至110年11月期間（扣除2個月）之安親班費用共計為26萬元（計算式：10,000×20（月）＋20,000×3（月）＝260,000）。
　⑹至相對人答辯兩造於協議之時，已先就出售中和房地之價款中之600萬元分配予聲請人甲○○，此600萬元於扣抵相對人應給付之未來扶養費外，尚有餘額90餘萬元，而可扣抵本件聲請人甲○○所請求返還之安親班費用、學雜費及補習費等語。然本件由擬定之文字內容觀之，均無從推論出中和房地出售價金之分配係相對人作為扶養費之預付或其他費用預付之約定，又縱中和房地為相對人之婚前財產，其於協議時同意日後出售此房產之價金分配予聲請人甲○○，原因實有多端，況由協議書之文字中，始終就此部分寫明「財產分配雙方同意分配如下」，內容則包含處分中和房地後之價金分配，並未有任何文字載明此價金分配之目的為何，又聲請人於相對人提出第一版協議書後數日，以LINE通訊向相對人稱「協議書內容真的很不平等，孩子們我沒有把握帶著他們，如果媽有上來，我想談談孩子們歸你們扶養，我一個人真的很難做到」等語（見本院卷第181頁），然此僅得認定聲請人就第一版協議書為爭執及其擔憂未來單獨負照顧未成年子女責任問題，由此對話並無從認定中和房地出售後之價金分配涉及預付扶養費或預付其他費用的議題。是此份協議書中相對人給付之600萬元僅可認，此屬相對人之夫妻財產分配之約定，相對人答辯其所預付之600萬元，已屬部分溢付而可扣抵其短付之學雜費、補習費及安親班費用等語，並非可採。
　⑺是相對人上開期間應給付之安親班費用為26萬元，又兩造於本院審理程序中不爭執，相對人上開期間已給付之金額為20萬5436元，則相對人尚應給付5萬4564元（計算式：260,000－205,436＝54,564）。從而，聲請人甲○○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相對人返還5萬4564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金額部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聲請人丙○○、丁○○依民法子女扶養費請求之法律關係，聲請相對人應自110年12月1日起至其等成年時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其等扶養費各1萬2332元，及於本裁定確定之日止，前開定期金給付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之12期（含遲誤該期）視為已到期，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聲請人甲○○依協議書之約定，請求相對人給付自108年11月至110年11月間短付之安親班費用5萬4564元及自109年9月至110年10月間短付之學雜費及補習費共計4萬3145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即110年12月9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均有理由，聲請人甲○○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裁定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結論：本件聲請人丙○○、丁○○之聲請為有理由，聲請人甲○○之請求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9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曹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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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王沛晴
附表：
		日期

		項目

		金額（新臺幣）



		109年9月18日

		丙○○英文補習費

		2,752元



		109年10月5日

		丙○○英文補習費

		8,150元



		110年3月4日

		丙○○英文補習費

		9,150元



		110年9月4日

		丙○○國小學雜費

		4,982元



		110年9月4日

		丁○○國小學雜費

		2,436元



		110年9月20日

		丁○○英文補習費

		8,350元



		110年10月29日

		丙○○英文補習費

		7,325元



		總額

		


		43,145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43號
聲  請  人    丙○○  

              丁○○  

兼  上二人
法定代理人    甲○○ 

              
共同代理人    呂秋𧽚律師
複  代理人    蕭維冠律師
相  對  人    乙○○  

代  理  人    李承志律師
              黃文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自民國110年12月1日起，至聲請人丙○○、丁○○各自
    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前，給付聲請人丙○○、丁○○扶
    養費各新臺幣壹萬貳仟參佰參拾貳元。於本項確定後，前開
    定期金之給付，如遲誤一期不履行者，其後十二期視為亦已
    到期。
二、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甲○○新臺幣玖萬柒仟柒佰零玖元，及自
    民國110年12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
三、聲請人甲○○其餘聲請駁回。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聲請人甲○○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甲○○與相對人乙○○原為夫妻關係，於民國108年10月24
    日離婚，並育有二名未成年子女丙○○（000年0月0日生）、
    丁○○（000年00月00日生）。又兩造於108年10月24日簽署兩
    願離婚協議書（下稱協議書），約定未成年子女丙○○、丁○○
    由兩造共同擔任親權人，惟由甲○○為主要照顧者，並與甲○○
    同住於新北市永和區。又兩造離婚時，雖簽署協議書約定「
    男方負責未成年子女學雜費（依學校開立收據為實支實付）
    、安親班（每人每月新臺幣1萬元）、補習費等費用至18歲
    」，然並未就子女其他食衣住行之生活扶養費為約定，又相
    對人尚對兩造約定之「安親班費用」、「補習費用」之內涵
    有所爭執，聲請人甲○○實不堪其擾。
　㈡故請求本院重新酌定相對人應給付之扶養費，並以未成年子
    女即聲請人丙○○、丁○○為本件未來扶養費之請求權人，重新
    酌定相對人之扶養費給付內容（見本院卷㈡第217頁）。
　㈢又依據協議書，相對人應給付安親班費用每位未成年子女每
    月1萬元，自108年11月迄至110年11月，共計25個月，扣除
    兩造協議因疫情停課之110年6、7月費用，相對人本應給付2
    3個月之安親班費用共計46萬元（計算式：10,000×2×23＝460
    ,000），另不爭執相對人在上開期間，已給付20萬5436元，
    尚餘25萬4564元未給付。爰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相對
    人給付25萬4564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㈣另依上開協議，相對人應給付二名未成年子女之補習費及學
    雜費，然自109年9月至110年10月間，二名未成年子女因補
    習或學校之學雜費如附表所示之項目及金額，相對人均未給
    付，共計有4萬3145元，是爰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相
    對人給付4萬3145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聲請人丙○○、丁○○聲請意旨略以（見本院卷㈠第209頁）：
　㈠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扶養義務，又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
    之扶養義務，不因離婚而受影響，聲請人丙○○、丁○○為相對
    人之未成年子女，相對人對聲請人丙○○、丁○○即負有扶養義
    務，故依據行政院主計處所公布之111年度新北市人均月消
    費金額2萬4663元，則應認聲請人丙○○、丁○○每人每月之扶
    養費用以3萬元或2萬4663元計算。
　㈡聲請人丙○○、丁○○每人每月之扶養費用如上，另以聲請人甲○
    ○及相對人現職業、收入比例，並評價聲請人甲○○為主要照
    顧未成年子女之人，聲請人甲○○不爭執與相對人就未成年子
    女之扶養費分擔比例為一比一。
　㈢又相對人與聲請人甲○○間之離婚協議內容，與相對人對聲請
    人丙○○、丁○○之扶養義務毫無關連，而為免相對人日後遲延
    或拒絕給付而損及聲請人丙○○、丁○○之利益，故聲請人丙○○
    、丁○○依法請求相對人應給付未來扶養費。
　㈣並聲明：
　⒈相對人應自110年12月1日起至聲請人丙○○、丁○○分別成年之
    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聲請人丙○○、丁○○各1萬1530元
    ，並由聲請人甲○○代為受領，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12期
    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
　⒉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三、相對人答辯以：
　㈠兩造所簽署之協議書中，已於監護權項之第2點約定「由女方
    照顧子丙○○及女丁○○食衣住行等起居至18歲，未成年子女丙
    ○○、丁○○於就讀國中一年級後，可由孩子自行決定與男方或
    女方居住」，再與第3點即「男方負責未成年子女學雜費（
    依學校開立收據為實支實付）、安親班（每人每月新臺幣1
    萬元）、補習費等費用至18歲」相較，足見兩造已就未成年
    子女之其他費用為約定，並約定其餘費用由聲請人甲○○負擔
    ，是聲請人甲○○主張除學雜費、安親班費用、補習費有約定
    外，兩造就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負擔未約定等語，並非事實
    。
　㈡再者，協議書中就兩造之財產分配部分，約定「女方名下所
    有之中和區○○路00號4樓之2，賣掉後扣除房屋貸款、稅之金
    額及相關所有費用，剩餘金額由女方分配600萬元，其餘金
    額歸男方所有」。而上開之新北市中和區○○路00號4樓之2房
    地（下稱中和房地）原為相對人所購入，僅是借名登記於聲
    請人名下，然因兩造簽署協議書時，聲請人稱其無財力扶養
    未成年子女，相對人始與聲請人為上開約定；再者，中和房
    地係相對人於婚前以950萬元購入，並貸款780萬元，於兩造
    簽署協議書後與第三人簽約出售，該時剩餘房貸約177萬元
    ，加計必要稅費及手續費等費用，中和房地出售金額應扣除
    之費用共計約260萬元，則聲請人就該時可分配之夫妻剩餘
    財產分配差額至多僅有260萬元〔計算式：（780萬－260萬）÷
    2〕，是上開約定聲請人得自出售不動產之價金中取得之600
    萬元，實為相對人扶養費之預付。
　㈢就聲請人甲○○請求給付代墊扶養費部分：
　⒈依兩造協議書之約定，相對人應給付未成年子女每人每月之
    安親費用為1萬元，此已明訂為「安親費」，非聲請人甲○○
    所指之「教育費」。
　⒉該時兩造為協議時，乃聲請人甲○○堅持讓未成年子女上收費
    較為昂貴之安親單所致，然聲請人甲○○嗣後已更換未成年子
    女之安親班，其卻未提供相對人相關資料，則聲請人甲○○逕
    主張相對人自108年11月至110年11月期間，相對人短付安親
    班費用，並無理由。
　⒊再未成年子女丁○○於兩造簽署協議時就讀公立幼稚園，上課
    時間僅至中午12時，故中午12時至下午5時為其課後留班時
    間，則聲請人甲○○既已安排未成年子女丁○○上課後班，即無
    可能再安排未成年子女上安親班，況於程序中聲請人甲○○均
    未提出未成年子女相關之安親班付款單據，則聲請人甲○○逕
    向相對人請求支付定額之安親班費用，亦無理由。
　⒋又縱相對人上開期間短付安親班費用，聲請人甲○○與相對人
    已不爭執在此期間相對人已給付20萬5436元。
　⒌兩造為協議時，聲請人甲○○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
    金額僅為260萬，然相對人給付聲請人甲○○有600萬元，則其
    中差額340萬元屬未來扶養費之預付，縱相對人有短付或應
    付未成年子女自112年至其等成年時止之每月扶養費1萬1530
    元，以相對人已預付之340萬元，亦可抵銷上開短付之金額
    。
　⒍對於聲請人甲○○請求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之自109年9月至1
    10年10月間之學雜費及補習費共計4萬3145元，不爭執。（
    見本院卷㈡第249頁）。
　㈣並聲明：聲請人之聲請駁回。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四、本院判斷：
　㈠聲請人丙○○、丁○○請求自110年12月1日起至其等成年之日止
    之扶養費部分：
　⒈查本件聲請人甲○○固於聲請時以其為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
    付上開期間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然嗣後除追加以未成年子
    女為此部分之聲請人外（見本院卷㈠第209頁），另於本件審
    理程序中亦陳述本件聲明以其追加聲請狀為準外，並陳述未
    來扶養費部分係以未成年子女名義為請求等語（見本院卷㈡
    第213、217、263頁），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是就未成年
    子女未來扶養費部分，即以聲請人丙○○、丁○○為本件聲請人
    ，不再論述聲請人甲○○之請求理由，合先敘明。
　⒉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
    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
    響，民法第1084第2項、第1116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父
    母對其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份而來
    ，父母離婚所消滅者，乃婚姻關係，縱因離婚而使一方之親
    權處於一時之停止狀態，但對於父母子女間之直系血親關係
    毫無影響，均應依各自資力對子女負扶養義務；若均有扶養
    能力時，對於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再按扶養之程度，
    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
    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
    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亦有
    明文。
　⒊查聲請人丙○○、丁○○既為聲請人甲○○與相對人所生之未成年
    子女，揆諸前開說明，相對人縱與聲請人甲○○離婚而未任聲
    請人丙○○、丁○○之主要照顧者，對聲請人丙○○、丁○○仍負有
    扶養義務，則聲請人丙○○、丁○○本於民法上扶養費請求權之
    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自屬有據。
　⒋至相對人與聲請人甲○○於108年10月24日簽署協議書時，固已
    就未成年子女二人之學雜費、安親費及補習費等事項為分攤
    費用之約定，或答辯其就未成年子女未來扶養費已預付予甲
    ○○等語，然由上開協議書可知，該內容為聲請人甲○○與相對
    人間之約定，當不拘束未成年子女，亦不影響未成年子女依
    上開規定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之權利，從而，相對人對聲
    請人丙○○、丁○○仍有扶養義務，扶養程度應按聲請人丙○○、
    丁○○之需要，與甲○○與相對人之經濟能力及身分而為適當之
    酌定。
　⒌又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之需
    求係陸續發生，故應以定期給付為原則，而本件亦無其他特
    別情事足資證明有命扶養義務人一次給付之必要，故應命相
    對人為定期金給付，先予敘明。查甲○○為大學畢業，現任職
    於國小，並擔任組長一職，110年及112年之年所得分別為78
    萬元、92萬元，名下有一房地，現價值約為442萬元；相對
    人為碩士畢業，現擔任司法警察官一職，110年及112年之年
    所得分別為142萬元、152萬元，名下財產則有股票及一房地
    ，現總價值約為288萬元等情，此據甲○○與相對人陳述在卷
    ，並經本院調取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存卷可佐
    。從而，觀諸上開資料，足認甲○○與相對人均為有扶養能力
    之人。又甲○○與相對人於本院審理時，二人對於其等就聲請
    人丙○○、丁○○未來扶養費之分擔比例部分，均不爭執其二人
    平均分擔，此有本院非訟事件筆錄一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
    ㈡第217頁），故認相對人應負擔聲請人丙○○、丁○○每月扶養
    費之二分之一。
　⒍再查聲請人丙○○、丁○○分別為000年0月0日生、000年00月00
    日生，正值兒少成長求學階段，需父母予以悉心照顧，並有
    食衣住行育樂等基本生活需要，其二人與甲○○同住新北市，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新北市111年及112年平均每人月消費
    支出分別為2萬4663元及2萬6226元，而此係以各類民間消費
    支出項目作為計算基準，包含一般未成年人生活所需之各項
    費用，自可作為聲請人丙○○、丁○○請求扶養費之參考標準，
    並得於調查相關事證後，為符合扶養程度之相當調整。而依
    上開調查所得，甲○○與相對人於110年及112年度合計之財產
    及所得，相較於112年度新北市家庭每戶可支配所得平均數1
    13.7萬元為高，可認聲請人丙○○、丁○○主張以111年度平均
    每人月消費支出2萬4663元作為聲請人丙○○、丁○○每月所需
    扶養費為適當，是由甲○○及相對人平均負擔後，相對人應負
    擔聲請人丙○○、丁○○每月扶養費各1萬2332元為合理。
　⒎從而，聲請人丙○○、丁○○依民法子女扶養費請求之法律關係
    ，聲請相對人應自110年12月1日起至其等成年時止，按月於
    每月5日前，給付其等扶養費各1萬2332元，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另恐日後相對人有拒絕或拖延之情，為確保未成年子
    女受扶養之權利，併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
    100條第4項之規定，宣告定期金之給付遲誤1期履行者，其
    後12期（含遲誤該期）視為亦已到期，以維子女之最佳利益
    。
　㈡聲請人甲○○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扶養費部分：
　⒈聲請人甲○○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如附表所示之學雜費及補習
    費共計4萬3145元部分，業經聲請人甲○○提出相關已繳納單
    據附卷為憑，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㈡第259頁），
    是聲請人甲○○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相對人返還其109年9月
    至110年10月期間所代墊之學雜費4萬3145元，為有理由。
　⒉聲請人甲○○請求相對人返還自108年11月至110年11月間代墊
    之安親班費用共計25萬4564元部分：　　
　⑴查聲請人甲○○與相對人對於上開期間，相對人曾給付安親費
    用總額乙節，業經二人同意，相對人已給付金額以20萬5436
    元計算，此有本院113年2月22日非訟事件筆錄附卷可稽（見
    本院卷㈡第261至262頁），是相對人於此期間已給付之未成
    年子女安親費用金額為20萬5436元，首堪認定。
　⑵相對人就此部分抗辯，兩造協議書約定之「由男方負責未成
    年子女之...安親班（每人每月新臺幣壹萬元）...等費用至
    18歲」，業已明白約定系「安親班費用」，而非「教育費」
    ，且該時係以未成年子女若上「家園安親班」為適用前提，
    若未上此安親班或更換為收費較便宜之安親班，即無每月1
    萬元安親費之適用等語。是本件應審究者，乃此約定之真意
    ，及相對人於何種條件下應為此安親班費用之給付。
　⑶按解釋契約，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固不能拘泥文字
    致失真意。惟如契約文義已明確，當以之作為契約解釋之重
    要依據。而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如與文義不符，雖非不得本
    於立約時之各種主客觀因素、契約目的、誠信原則資以探究
    。然主張當事人之真意與契約文義不符者，就另有真意一節
    ，除應具體主張外，當應提出足供法院為探求真意之證據資
    料，如主張之事實與證據資料不能動搖契約文義者，仍應先
    本於文義為真意之探究（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70號裁
    定意旨參照）。而查，在臺灣社會一般人之認知，所謂「安
    親班」大多均指為因應雙薪家庭之型態，國小兒童之照顧者
    未能在課後接學童返家，而須暫時安置於某處所，由他人代
    為照顧之服務，主要乃是針對7至12歲之兒童提供課後生活
    照顧及學校作業輔導，本件依聲請人甲○○與相對人協議書內
    容觀之，其中既記載「學雜費、安親班、補習費」，顯然係
    對於目前我國一般未成年人求學歷程中之幼稚園至大專院校
    以上之正規學制所生費用、兒童國小課後安親費及其他才藝
    、學校科目加強等補習費作為分類，則聲請人甲○○與相對人
    所約定之安親班費用應已具體約定為「國小階段之安親班費
    用」，而非籠統之「教育費」，或幼稚園學雜費抑或小學以
    上之正規教育之學雜費甚明。
　⑷又本件協議內容固然約定相對人應給付「安親班（每人每月1
    萬元）費用」，然既已約定為「安親班」費用，解釋上相對
    人之給付義務，當是以未成年子女確實至安親班接受課後輔
    導為前提，蓋若非以未成年子女確實至安親班之事實為前提
    ，該時之約定即無將子女之教育費為細分之必要。故而，未
    成年子女丙○○、丁○○分別為000年0月0日生、000年00月00日
    生，於聲請人甲○○與相對人108年10月24日為協議時，分別
    為國小三年級及幼稚園中班，則未成年子女丁○○最早係於11
    0年9月上小學一年級後，始有課後安親班之需求，是相對人
    答辯聲請人甲○○自108年11月至110年11月，並非每月均可請
    求共計2萬元之安親班費用等語，即有理由。
　⑸另聲請人甲○○與相對人既已約定「每人每月1萬元」，較之學
    雜費之約定為「依學校開立收據為實支實付」，顯見該時約
    定之真意，乃安親班費用並不以聲請人甲○○實際支出數額為
    標準，亦即，於未成年子女就讀國小時期，未成年子女確實
    有至課後安親班之事實，相對人即生定額給付之義務。從而
    ，108年11月至110年11月，另扣除110年6、7月協議無須負
    擔之月份，共計有23個月，然未成年子女丁○○既自110年9月
    始有安親班之需求，則108年11月至110年8月（扣除110年6
    、7月）共計20個月，相對人每月應給付之安親費為1萬元，
    110年9月至11月，共計3個月，相對人每月應給付之安親班
    費用為2萬元，故相對人依協議應給付108年11月至110年11
    月期間（扣除2個月）之安親班費用共計為26萬元（計算式
    ：10,000×20（月）＋20,000×3（月）＝260,000）。
　⑹至相對人答辯兩造於協議之時，已先就出售中和房地之價款
    中之600萬元分配予聲請人甲○○，此600萬元於扣抵相對人應
    給付之未來扶養費外，尚有餘額90餘萬元，而可扣抵本件聲
    請人甲○○所請求返還之安親班費用、學雜費及補習費等語。
    然本件由擬定之文字內容觀之，均無從推論出中和房地出售
    價金之分配係相對人作為扶養費之預付或其他費用預付之約
    定，又縱中和房地為相對人之婚前財產，其於協議時同意日
    後出售此房產之價金分配予聲請人甲○○，原因實有多端，況
    由協議書之文字中，始終就此部分寫明「財產分配雙方同意
    分配如下」，內容則包含處分中和房地後之價金分配，並未
    有任何文字載明此價金分配之目的為何，又聲請人於相對人
    提出第一版協議書後數日，以LINE通訊向相對人稱「協議書
    內容真的很不平等，孩子們我沒有把握帶著他們，如果媽有
    上來，我想談談孩子們歸你們扶養，我一個人真的很難做到
    」等語（見本院卷第181頁），然此僅得認定聲請人就第一
    版協議書為爭執及其擔憂未來單獨負照顧未成年子女責任問
    題，由此對話並無從認定中和房地出售後之價金分配涉及預
    付扶養費或預付其他費用的議題。是此份協議書中相對人給
    付之600萬元僅可認，此屬相對人之夫妻財產分配之約定，
    相對人答辯其所預付之600萬元，已屬部分溢付而可扣抵其
    短付之學雜費、補習費及安親班費用等語，並非可採。
　⑺是相對人上開期間應給付之安親班費用為26萬元，又兩造於
    本院審理程序中不爭執，相對人上開期間已給付之金額為20
    萬5436元，則相對人尚應給付5萬4564元（計算式：260,000
    －205,436＝54,564）。從而，聲請人甲○○依不當得利規定，
    請求相對人返還5萬4564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金額部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聲請人丙○○、丁○○依民法子女扶養費請求之法律關係
    ，聲請相對人應自110年12月1日起至其等成年時止，按月於
    每月5日前，給付其等扶養費各1萬2332元，及於本裁定確定
    之日止，前開定期金給付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之12期（含
    遲誤該期）視為已到期，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聲請人甲
    ○○依協議書之約定，請求相對人給付自108年11月至110年11
    月間短付之安親班費用5萬4564元及自109年9月至110年10月
    間短付之學雜費及補習費共計4萬3145元，暨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即110年12月9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息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均有理由，聲請人甲○○逾此部分之請求
    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後，認與裁定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結論：本件聲請人丙○○、丁○○之聲請為有理由，聲請人甲○○
    之請求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
    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9條，裁
    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曹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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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王沛晴
附表：
日期 項目 金額（新臺幣） 109年9月18日 丙○○英文補習費 2,752元 109年10月5日 丙○○英文補習費 8,150元 110年3月4日 丙○○英文補習費 9,150元 110年9月4日 丙○○國小學雜費 4,982元 110年9月4日 丁○○國小學雜費 2,436元 110年9月20日 丁○○英文補習費 8,350元 110年10月29日 丙○○英文補習費 7,325元 總額  43,1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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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丙○○  


              丁○○  


兼  上二人
法定代理人    甲○○ 


              
共同代理人    呂秋𧽚律師
複  代理人    蕭維冠律師
相  對  人    乙○○  


代  理  人    李承志律師
              黃文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自民國110年12月1日起，至聲請人丙○○、丁○○各自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前，給付聲請人丙○○、丁○○扶養費各新臺幣壹萬貳仟參佰參拾貳元。於本項確定後，前開定期金之給付，如遲誤一期不履行者，其後十二期視為亦已到期。
二、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甲○○新臺幣玖萬柒仟柒佰零玖元，及自民國110年12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聲請人甲○○其餘聲請駁回。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聲請人甲○○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甲○○與相對人乙○○原為夫妻關係，於民國108年10月24日離婚，並育有二名未成年子女丙○○（000年0月0日生）、丁○○（000年00月00日生）。又兩造於108年10月24日簽署兩願離婚協議書（下稱協議書），約定未成年子女丙○○、丁○○由兩造共同擔任親權人，惟由甲○○為主要照顧者，並與甲○○同住於新北市永和區。又兩造離婚時，雖簽署協議書約定「男方負責未成年子女學雜費（依學校開立收據為實支實付）、安親班（每人每月新臺幣1萬元）、補習費等費用至18歲」，然並未就子女其他食衣住行之生活扶養費為約定，又相對人尚對兩造約定之「安親班費用」、「補習費用」之內涵有所爭執，聲請人甲○○實不堪其擾。
　㈡故請求本院重新酌定相對人應給付之扶養費，並以未成年子女即聲請人丙○○、丁○○為本件未來扶養費之請求權人，重新酌定相對人之扶養費給付內容（見本院卷㈡第217頁）。
　㈢又依據協議書，相對人應給付安親班費用每位未成年子女每月1萬元，自108年11月迄至110年11月，共計25個月，扣除兩造協議因疫情停課之110年6、7月費用，相對人本應給付23個月之安親班費用共計46萬元（計算式：10,000×2×23＝460,000），另不爭執相對人在上開期間，已給付20萬5436元，尚餘25萬4564元未給付。爰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給付25萬4564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㈣另依上開協議，相對人應給付二名未成年子女之補習費及學雜費，然自109年9月至110年10月間，二名未成年子女因補習或學校之學雜費如附表所示之項目及金額，相對人均未給付，共計有4萬3145元，是爰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給付4萬3145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聲請人丙○○、丁○○聲請意旨略以（見本院卷㈠第209頁）：
　㈠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扶養義務，又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離婚而受影響，聲請人丙○○、丁○○為相對人之未成年子女，相對人對聲請人丙○○、丁○○即負有扶養義務，故依據行政院主計處所公布之111年度新北市人均月消費金額2萬4663元，則應認聲請人丙○○、丁○○每人每月之扶養費用以3萬元或2萬4663元計算。
　㈡聲請人丙○○、丁○○每人每月之扶養費用如上，另以聲請人甲○○及相對人現職業、收入比例，並評價聲請人甲○○為主要照顧未成年子女之人，聲請人甲○○不爭執與相對人就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分擔比例為一比一。
　㈢又相對人與聲請人甲○○間之離婚協議內容，與相對人對聲請人丙○○、丁○○之扶養義務毫無關連，而為免相對人日後遲延或拒絕給付而損及聲請人丙○○、丁○○之利益，故聲請人丙○○、丁○○依法請求相對人應給付未來扶養費。
　㈣並聲明：
　⒈相對人應自110年12月1日起至聲請人丙○○、丁○○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聲請人丙○○、丁○○各1萬1530元，並由聲請人甲○○代為受領，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12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
　⒉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三、相對人答辯以：
　㈠兩造所簽署之協議書中，已於監護權項之第2點約定「由女方照顧子丙○○及女丁○○食衣住行等起居至18歲，未成年子女丙○○、丁○○於就讀國中一年級後，可由孩子自行決定與男方或女方居住」，再與第3點即「男方負責未成年子女學雜費（依學校開立收據為實支實付）、安親班（每人每月新臺幣1萬元）、補習費等費用至18歲」相較，足見兩造已就未成年子女之其他費用為約定，並約定其餘費用由聲請人甲○○負擔，是聲請人甲○○主張除學雜費、安親班費用、補習費有約定外，兩造就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負擔未約定等語，並非事實。
　㈡再者，協議書中就兩造之財產分配部分，約定「女方名下所有之中和區○○路00號4樓之2，賣掉後扣除房屋貸款、稅之金額及相關所有費用，剩餘金額由女方分配600萬元，其餘金額歸男方所有」。而上開之新北市中和區○○路00號4樓之2房地（下稱中和房地）原為相對人所購入，僅是借名登記於聲請人名下，然因兩造簽署協議書時，聲請人稱其無財力扶養未成年子女，相對人始與聲請人為上開約定；再者，中和房地係相對人於婚前以950萬元購入，並貸款780萬元，於兩造簽署協議書後與第三人簽約出售，該時剩餘房貸約177萬元，加計必要稅費及手續費等費用，中和房地出售金額應扣除之費用共計約260萬元，則聲請人就該時可分配之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差額至多僅有260萬元〔計算式：（780萬－260萬）÷2〕，是上開約定聲請人得自出售不動產之價金中取得之600萬元，實為相對人扶養費之預付。
　㈢就聲請人甲○○請求給付代墊扶養費部分：
　⒈依兩造協議書之約定，相對人應給付未成年子女每人每月之安親費用為1萬元，此已明訂為「安親費」，非聲請人甲○○所指之「教育費」。
　⒉該時兩造為協議時，乃聲請人甲○○堅持讓未成年子女上收費較為昂貴之安親單所致，然聲請人甲○○嗣後已更換未成年子女之安親班，其卻未提供相對人相關資料，則聲請人甲○○逕主張相對人自108年11月至110年11月期間，相對人短付安親班費用，並無理由。
　⒊再未成年子女丁○○於兩造簽署協議時就讀公立幼稚園，上課時間僅至中午12時，故中午12時至下午5時為其課後留班時間，則聲請人甲○○既已安排未成年子女丁○○上課後班，即無可能再安排未成年子女上安親班，況於程序中聲請人甲○○均未提出未成年子女相關之安親班付款單據，則聲請人甲○○逕向相對人請求支付定額之安親班費用，亦無理由。
　⒋又縱相對人上開期間短付安親班費用，聲請人甲○○與相對人已不爭執在此期間相對人已給付20萬5436元。
　⒌兩造為協議時，聲請人甲○○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金額僅為260萬，然相對人給付聲請人甲○○有600萬元，則其中差額340萬元屬未來扶養費之預付，縱相對人有短付或應付未成年子女自112年至其等成年時止之每月扶養費1萬1530元，以相對人已預付之340萬元，亦可抵銷上開短付之金額。
　⒍對於聲請人甲○○請求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之自109年9月至110年10月間之學雜費及補習費共計4萬3145元，不爭執。（見本院卷㈡第249頁）。
　㈣並聲明：聲請人之聲請駁回。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四、本院判斷：
　㈠聲請人丙○○、丁○○請求自110年12月1日起至其等成年之日止之扶養費部分：
　⒈查本件聲請人甲○○固於聲請時以其為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上開期間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然嗣後除追加以未成年子女為此部分之聲請人外（見本院卷㈠第209頁），另於本件審理程序中亦陳述本件聲明以其追加聲請狀為準外，並陳述未來扶養費部分係以未成年子女名義為請求等語（見本院卷㈡第213、217、263頁），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是就未成年子女未來扶養費部分，即以聲請人丙○○、丁○○為本件聲請人，不再論述聲請人甲○○之請求理由，合先敘明。
　⒉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民法第1084第2項、第1116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父母對其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份而來，父母離婚所消滅者，乃婚姻關係，縱因離婚而使一方之親權處於一時之停止狀態，但對於父母子女間之直系血親關係毫無影響，均應依各自資力對子女負扶養義務；若均有扶養能力時，對於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再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亦有明文。
　⒊查聲請人丙○○、丁○○既為聲請人甲○○與相對人所生之未成年子女，揆諸前開說明，相對人縱與聲請人甲○○離婚而未任聲請人丙○○、丁○○之主要照顧者，對聲請人丙○○、丁○○仍負有扶養義務，則聲請人丙○○、丁○○本於民法上扶養費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自屬有據。
　⒋至相對人與聲請人甲○○於108年10月24日簽署協議書時，固已就未成年子女二人之學雜費、安親費及補習費等事項為分攤費用之約定，或答辯其就未成年子女未來扶養費已預付予甲○○等語，然由上開協議書可知，該內容為聲請人甲○○與相對人間之約定，當不拘束未成年子女，亦不影響未成年子女依上開規定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之權利，從而，相對人對聲請人丙○○、丁○○仍有扶養義務，扶養程度應按聲請人丙○○、丁○○之需要，與甲○○與相對人之經濟能力及身分而為適當之酌定。
　⒌又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故應以定期給付為原則，而本件亦無其他特別情事足資證明有命扶養義務人一次給付之必要，故應命相對人為定期金給付，先予敘明。查甲○○為大學畢業，現任職於國小，並擔任組長一職，110年及112年之年所得分別為78萬元、92萬元，名下有一房地，現價值約為442萬元；相對人為碩士畢業，現擔任司法警察官一職，110年及112年之年所得分別為142萬元、152萬元，名下財產則有股票及一房地，現總價值約為288萬元等情，此據甲○○與相對人陳述在卷，並經本院調取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存卷可佐。從而，觀諸上開資料，足認甲○○與相對人均為有扶養能力之人。又甲○○與相對人於本院審理時，二人對於其等就聲請人丙○○、丁○○未來扶養費之分擔比例部分，均不爭執其二人平均分擔，此有本院非訟事件筆錄一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217頁），故認相對人應負擔聲請人丙○○、丁○○每月扶養費之二分之一。
　⒍再查聲請人丙○○、丁○○分別為000年0月0日生、000年00月00日生，正值兒少成長求學階段，需父母予以悉心照顧，並有食衣住行育樂等基本生活需要，其二人與甲○○同住新北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新北市111年及112年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分別為2萬4663元及2萬6226元，而此係以各類民間消費支出項目作為計算基準，包含一般未成年人生活所需之各項費用，自可作為聲請人丙○○、丁○○請求扶養費之參考標準，並得於調查相關事證後，為符合扶養程度之相當調整。而依上開調查所得，甲○○與相對人於110年及112年度合計之財產及所得，相較於112年度新北市家庭每戶可支配所得平均數113.7萬元為高，可認聲請人丙○○、丁○○主張以111年度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2萬4663元作為聲請人丙○○、丁○○每月所需扶養費為適當，是由甲○○及相對人平均負擔後，相對人應負擔聲請人丙○○、丁○○每月扶養費各1萬2332元為合理。
　⒎從而，聲請人丙○○、丁○○依民法子女扶養費請求之法律關係，聲請相對人應自110年12月1日起至其等成年時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其等扶養費各1萬2332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恐日後相對人有拒絕或拖延之情，為確保未成年子女受扶養之權利，併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4項之規定，宣告定期金之給付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12期（含遲誤該期）視為亦已到期，以維子女之最佳利益。

　㈡聲請人甲○○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扶養費部分：
　⒈聲請人甲○○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如附表所示之學雜費及補習費共計4萬3145元部分，業經聲請人甲○○提出相關已繳納單據附卷為憑，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㈡第259頁），是聲請人甲○○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相對人返還其109年9月至110年10月期間所代墊之學雜費4萬3145元，為有理由。
　⒉聲請人甲○○請求相對人返還自108年11月至110年11月間代墊之安親班費用共計25萬4564元部分：　　
　⑴查聲請人甲○○與相對人對於上開期間，相對人曾給付安親費用總額乙節，業經二人同意，相對人已給付金額以20萬5436元計算，此有本院113年2月22日非訟事件筆錄附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261至262頁），是相對人於此期間已給付之未成年子女安親費用金額為20萬5436元，首堪認定。
　⑵相對人就此部分抗辯，兩造協議書約定之「由男方負責未成年子女之...安親班（每人每月新臺幣壹萬元）...等費用至18歲」，業已明白約定系「安親班費用」，而非「教育費」，且該時係以未成年子女若上「家園安親班」為適用前提，若未上此安親班或更換為收費較便宜之安親班，即無每月1萬元安親費之適用等語。是本件應審究者，乃此約定之真意，及相對人於何種條件下應為此安親班費用之給付。
　⑶按解釋契約，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固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惟如契約文義已明確，當以之作為契約解釋之重要依據。而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如與文義不符，雖非不得本於立約時之各種主客觀因素、契約目的、誠信原則資以探究。然主張當事人之真意與契約文義不符者，就另有真意一節，除應具體主張外，當應提出足供法院為探求真意之證據資料，如主張之事實與證據資料不能動搖契約文義者，仍應先本於文義為真意之探究（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70號裁定意旨參照）。而查，在臺灣社會一般人之認知，所謂「安親班」大多均指為因應雙薪家庭之型態，國小兒童之照顧者未能在課後接學童返家，而須暫時安置於某處所，由他人代為照顧之服務，主要乃是針對7至12歲之兒童提供課後生活照顧及學校作業輔導，本件依聲請人甲○○與相對人協議書內容觀之，其中既記載「學雜費、安親班、補習費」，顯然係對於目前我國一般未成年人求學歷程中之幼稚園至大專院校以上之正規學制所生費用、兒童國小課後安親費及其他才藝、學校科目加強等補習費作為分類，則聲請人甲○○與相對人所約定之安親班費用應已具體約定為「國小階段之安親班費用」，而非籠統之「教育費」，或幼稚園學雜費抑或小學以上之正規教育之學雜費甚明。
　⑷又本件協議內容固然約定相對人應給付「安親班（每人每月1萬元）費用」，然既已約定為「安親班」費用，解釋上相對人之給付義務，當是以未成年子女確實至安親班接受課後輔導為前提，蓋若非以未成年子女確實至安親班之事實為前提，該時之約定即無將子女之教育費為細分之必要。故而，未成年子女丙○○、丁○○分別為000年0月0日生、000年00月00日生，於聲請人甲○○與相對人108年10月24日為協議時，分別為國小三年級及幼稚園中班，則未成年子女丁○○最早係於110年9月上小學一年級後，始有課後安親班之需求，是相對人答辯聲請人甲○○自108年11月至110年11月，並非每月均可請求共計2萬元之安親班費用等語，即有理由。
　⑸另聲請人甲○○與相對人既已約定「每人每月1萬元」，較之學雜費之約定為「依學校開立收據為實支實付」，顯見該時約定之真意，乃安親班費用並不以聲請人甲○○實際支出數額為標準，亦即，於未成年子女就讀國小時期，未成年子女確實有至課後安親班之事實，相對人即生定額給付之義務。從而，108年11月至110年11月，另扣除110年6、7月協議無須負擔之月份，共計有23個月，然未成年子女丁○○既自110年9月始有安親班之需求，則108年11月至110年8月（扣除110年6、7月）共計20個月，相對人每月應給付之安親費為1萬元，110年9月至11月，共計3個月，相對人每月應給付之安親班費用為2萬元，故相對人依協議應給付108年11月至110年11月期間（扣除2個月）之安親班費用共計為26萬元（計算式：10,000×20（月）＋20,000×3（月）＝260,000）。
　⑹至相對人答辯兩造於協議之時，已先就出售中和房地之價款中之600萬元分配予聲請人甲○○，此600萬元於扣抵相對人應給付之未來扶養費外，尚有餘額90餘萬元，而可扣抵本件聲請人甲○○所請求返還之安親班費用、學雜費及補習費等語。然本件由擬定之文字內容觀之，均無從推論出中和房地出售價金之分配係相對人作為扶養費之預付或其他費用預付之約定，又縱中和房地為相對人之婚前財產，其於協議時同意日後出售此房產之價金分配予聲請人甲○○，原因實有多端，況由協議書之文字中，始終就此部分寫明「財產分配雙方同意分配如下」，內容則包含處分中和房地後之價金分配，並未有任何文字載明此價金分配之目的為何，又聲請人於相對人提出第一版協議書後數日，以LINE通訊向相對人稱「協議書內容真的很不平等，孩子們我沒有把握帶著他們，如果媽有上來，我想談談孩子們歸你們扶養，我一個人真的很難做到」等語（見本院卷第181頁），然此僅得認定聲請人就第一版協議書為爭執及其擔憂未來單獨負照顧未成年子女責任問題，由此對話並無從認定中和房地出售後之價金分配涉及預付扶養費或預付其他費用的議題。是此份協議書中相對人給付之600萬元僅可認，此屬相對人之夫妻財產分配之約定，相對人答辯其所預付之600萬元，已屬部分溢付而可扣抵其短付之學雜費、補習費及安親班費用等語，並非可採。
　⑺是相對人上開期間應給付之安親班費用為26萬元，又兩造於本院審理程序中不爭執，相對人上開期間已給付之金額為20萬5436元，則相對人尚應給付5萬4564元（計算式：260,000－205,436＝54,564）。從而，聲請人甲○○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相對人返還5萬4564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金額部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聲請人丙○○、丁○○依民法子女扶養費請求之法律關係，聲請相對人應自110年12月1日起至其等成年時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其等扶養費各1萬2332元，及於本裁定確定之日止，前開定期金給付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之12期（含遲誤該期）視為已到期，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聲請人甲○○依協議書之約定，請求相對人給付自108年11月至110年11月間短付之安親班費用5萬4564元及自109年9月至110年10月間短付之學雜費及補習費共計4萬3145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即110年12月9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均有理由，聲請人甲○○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裁定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結論：本件聲請人丙○○、丁○○之聲請為有理由，聲請人甲○○之請求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9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曹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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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王沛晴
附表：
		日期

		項目

		金額（新臺幣）



		109年9月18日

		丙○○英文補習費

		2,752元



		109年10月5日

		丙○○英文補習費

		8,150元



		110年3月4日

		丙○○英文補習費

		9,150元



		110年9月4日

		丙○○國小學雜費

		4,982元



		110年9月4日

		丁○○國小學雜費

		2,436元



		110年9月20日

		丁○○英文補習費

		8,350元



		110年10月29日

		丙○○英文補習費

		7,325元



		總額

		


		43,145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43號
聲  請  人    丙○○  

              丁○○  

兼  上二人
法定代理人    甲○○ 

              
共同代理人    呂秋𧽚律師
複  代理人    蕭維冠律師
相  對  人    乙○○  

代  理  人    李承志律師
              黃文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自民國110年12月1日起，至聲請人丙○○、丁○○各自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前，給付聲請人丙○○、丁○○扶養費各新臺幣壹萬貳仟參佰參拾貳元。於本項確定後，前開定期金之給付，如遲誤一期不履行者，其後十二期視為亦已到期。
二、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甲○○新臺幣玖萬柒仟柒佰零玖元，及自民國110年12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聲請人甲○○其餘聲請駁回。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聲請人甲○○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甲○○與相對人乙○○原為夫妻關係，於民國108年10月24日離婚，並育有二名未成年子女丙○○（000年0月0日生）、丁○○（000年00月00日生）。又兩造於108年10月24日簽署兩願離婚協議書（下稱協議書），約定未成年子女丙○○、丁○○由兩造共同擔任親權人，惟由甲○○為主要照顧者，並與甲○○同住於新北市永和區。又兩造離婚時，雖簽署協議書約定「男方負責未成年子女學雜費（依學校開立收據為實支實付）、安親班（每人每月新臺幣1萬元）、補習費等費用至18歲」，然並未就子女其他食衣住行之生活扶養費為約定，又相對人尚對兩造約定之「安親班費用」、「補習費用」之內涵有所爭執，聲請人甲○○實不堪其擾。
　㈡故請求本院重新酌定相對人應給付之扶養費，並以未成年子女即聲請人丙○○、丁○○為本件未來扶養費之請求權人，重新酌定相對人之扶養費給付內容（見本院卷㈡第217頁）。
　㈢又依據協議書，相對人應給付安親班費用每位未成年子女每月1萬元，自108年11月迄至110年11月，共計25個月，扣除兩造協議因疫情停課之110年6、7月費用，相對人本應給付23個月之安親班費用共計46萬元（計算式：10,000×2×23＝460,000），另不爭執相對人在上開期間，已給付20萬5436元，尚餘25萬4564元未給付。爰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給付25萬4564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㈣另依上開協議，相對人應給付二名未成年子女之補習費及學雜費，然自109年9月至110年10月間，二名未成年子女因補習或學校之學雜費如附表所示之項目及金額，相對人均未給付，共計有4萬3145元，是爰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給付4萬3145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聲請人丙○○、丁○○聲請意旨略以（見本院卷㈠第209頁）：
　㈠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扶養義務，又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離婚而受影響，聲請人丙○○、丁○○為相對人之未成年子女，相對人對聲請人丙○○、丁○○即負有扶養義務，故依據行政院主計處所公布之111年度新北市人均月消費金額2萬4663元，則應認聲請人丙○○、丁○○每人每月之扶養費用以3萬元或2萬4663元計算。
　㈡聲請人丙○○、丁○○每人每月之扶養費用如上，另以聲請人甲○○及相對人現職業、收入比例，並評價聲請人甲○○為主要照顧未成年子女之人，聲請人甲○○不爭執與相對人就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分擔比例為一比一。
　㈢又相對人與聲請人甲○○間之離婚協議內容，與相對人對聲請人丙○○、丁○○之扶養義務毫無關連，而為免相對人日後遲延或拒絕給付而損及聲請人丙○○、丁○○之利益，故聲請人丙○○、丁○○依法請求相對人應給付未來扶養費。
　㈣並聲明：
　⒈相對人應自110年12月1日起至聲請人丙○○、丁○○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聲請人丙○○、丁○○各1萬1530元，並由聲請人甲○○代為受領，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12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
　⒉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三、相對人答辯以：
　㈠兩造所簽署之協議書中，已於監護權項之第2點約定「由女方照顧子丙○○及女丁○○食衣住行等起居至18歲，未成年子女丙○○、丁○○於就讀國中一年級後，可由孩子自行決定與男方或女方居住」，再與第3點即「男方負責未成年子女學雜費（依學校開立收據為實支實付）、安親班（每人每月新臺幣1萬元）、補習費等費用至18歲」相較，足見兩造已就未成年子女之其他費用為約定，並約定其餘費用由聲請人甲○○負擔，是聲請人甲○○主張除學雜費、安親班費用、補習費有約定外，兩造就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負擔未約定等語，並非事實。
　㈡再者，協議書中就兩造之財產分配部分，約定「女方名下所有之中和區○○路00號4樓之2，賣掉後扣除房屋貸款、稅之金額及相關所有費用，剩餘金額由女方分配600萬元，其餘金額歸男方所有」。而上開之新北市中和區○○路00號4樓之2房地（下稱中和房地）原為相對人所購入，僅是借名登記於聲請人名下，然因兩造簽署協議書時，聲請人稱其無財力扶養未成年子女，相對人始與聲請人為上開約定；再者，中和房地係相對人於婚前以950萬元購入，並貸款780萬元，於兩造簽署協議書後與第三人簽約出售，該時剩餘房貸約177萬元，加計必要稅費及手續費等費用，中和房地出售金額應扣除之費用共計約260萬元，則聲請人就該時可分配之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差額至多僅有260萬元〔計算式：（780萬－260萬）÷2〕，是上開約定聲請人得自出售不動產之價金中取得之600萬元，實為相對人扶養費之預付。
　㈢就聲請人甲○○請求給付代墊扶養費部分：
　⒈依兩造協議書之約定，相對人應給付未成年子女每人每月之安親費用為1萬元，此已明訂為「安親費」，非聲請人甲○○所指之「教育費」。
　⒉該時兩造為協議時，乃聲請人甲○○堅持讓未成年子女上收費較為昂貴之安親單所致，然聲請人甲○○嗣後已更換未成年子女之安親班，其卻未提供相對人相關資料，則聲請人甲○○逕主張相對人自108年11月至110年11月期間，相對人短付安親班費用，並無理由。
　⒊再未成年子女丁○○於兩造簽署協議時就讀公立幼稚園，上課時間僅至中午12時，故中午12時至下午5時為其課後留班時間，則聲請人甲○○既已安排未成年子女丁○○上課後班，即無可能再安排未成年子女上安親班，況於程序中聲請人甲○○均未提出未成年子女相關之安親班付款單據，則聲請人甲○○逕向相對人請求支付定額之安親班費用，亦無理由。
　⒋又縱相對人上開期間短付安親班費用，聲請人甲○○與相對人已不爭執在此期間相對人已給付20萬5436元。
　⒌兩造為協議時，聲請人甲○○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金額僅為260萬，然相對人給付聲請人甲○○有600萬元，則其中差額340萬元屬未來扶養費之預付，縱相對人有短付或應付未成年子女自112年至其等成年時止之每月扶養費1萬1530元，以相對人已預付之340萬元，亦可抵銷上開短付之金額。
　⒍對於聲請人甲○○請求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之自109年9月至110年10月間之學雜費及補習費共計4萬3145元，不爭執。（見本院卷㈡第249頁）。
　㈣並聲明：聲請人之聲請駁回。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四、本院判斷：
　㈠聲請人丙○○、丁○○請求自110年12月1日起至其等成年之日止之扶養費部分：
　⒈查本件聲請人甲○○固於聲請時以其為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上開期間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然嗣後除追加以未成年子女為此部分之聲請人外（見本院卷㈠第209頁），另於本件審理程序中亦陳述本件聲明以其追加聲請狀為準外，並陳述未來扶養費部分係以未成年子女名義為請求等語（見本院卷㈡第213、217、263頁），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是就未成年子女未來扶養費部分，即以聲請人丙○○、丁○○為本件聲請人，不再論述聲請人甲○○之請求理由，合先敘明。
　⒉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民法第1084第2項、第1116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父母對其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份而來，父母離婚所消滅者，乃婚姻關係，縱因離婚而使一方之親權處於一時之停止狀態，但對於父母子女間之直系血親關係毫無影響，均應依各自資力對子女負扶養義務；若均有扶養能力時，對於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再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亦有明文。
　⒊查聲請人丙○○、丁○○既為聲請人甲○○與相對人所生之未成年子女，揆諸前開說明，相對人縱與聲請人甲○○離婚而未任聲請人丙○○、丁○○之主要照顧者，對聲請人丙○○、丁○○仍負有扶養義務，則聲請人丙○○、丁○○本於民法上扶養費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自屬有據。
　⒋至相對人與聲請人甲○○於108年10月24日簽署協議書時，固已就未成年子女二人之學雜費、安親費及補習費等事項為分攤費用之約定，或答辯其就未成年子女未來扶養費已預付予甲○○等語，然由上開協議書可知，該內容為聲請人甲○○與相對人間之約定，當不拘束未成年子女，亦不影響未成年子女依上開規定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之權利，從而，相對人對聲請人丙○○、丁○○仍有扶養義務，扶養程度應按聲請人丙○○、丁○○之需要，與甲○○與相對人之經濟能力及身分而為適當之酌定。
　⒌又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故應以定期給付為原則，而本件亦無其他特別情事足資證明有命扶養義務人一次給付之必要，故應命相對人為定期金給付，先予敘明。查甲○○為大學畢業，現任職於國小，並擔任組長一職，110年及112年之年所得分別為78萬元、92萬元，名下有一房地，現價值約為442萬元；相對人為碩士畢業，現擔任司法警察官一職，110年及112年之年所得分別為142萬元、152萬元，名下財產則有股票及一房地，現總價值約為288萬元等情，此據甲○○與相對人陳述在卷，並經本院調取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存卷可佐。從而，觀諸上開資料，足認甲○○與相對人均為有扶養能力之人。又甲○○與相對人於本院審理時，二人對於其等就聲請人丙○○、丁○○未來扶養費之分擔比例部分，均不爭執其二人平均分擔，此有本院非訟事件筆錄一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217頁），故認相對人應負擔聲請人丙○○、丁○○每月扶養費之二分之一。
　⒍再查聲請人丙○○、丁○○分別為000年0月0日生、000年00月00日生，正值兒少成長求學階段，需父母予以悉心照顧，並有食衣住行育樂等基本生活需要，其二人與甲○○同住新北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新北市111年及112年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分別為2萬4663元及2萬6226元，而此係以各類民間消費支出項目作為計算基準，包含一般未成年人生活所需之各項費用，自可作為聲請人丙○○、丁○○請求扶養費之參考標準，並得於調查相關事證後，為符合扶養程度之相當調整。而依上開調查所得，甲○○與相對人於110年及112年度合計之財產及所得，相較於112年度新北市家庭每戶可支配所得平均數113.7萬元為高，可認聲請人丙○○、丁○○主張以111年度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2萬4663元作為聲請人丙○○、丁○○每月所需扶養費為適當，是由甲○○及相對人平均負擔後，相對人應負擔聲請人丙○○、丁○○每月扶養費各1萬2332元為合理。
　⒎從而，聲請人丙○○、丁○○依民法子女扶養費請求之法律關係，聲請相對人應自110年12月1日起至其等成年時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其等扶養費各1萬2332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恐日後相對人有拒絕或拖延之情，為確保未成年子女受扶養之權利，併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4項之規定，宣告定期金之給付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12期（含遲誤該期）視為亦已到期，以維子女之最佳利益。
　㈡聲請人甲○○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扶養費部分：
　⒈聲請人甲○○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如附表所示之學雜費及補習費共計4萬3145元部分，業經聲請人甲○○提出相關已繳納單據附卷為憑，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㈡第259頁），是聲請人甲○○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相對人返還其109年9月至110年10月期間所代墊之學雜費4萬3145元，為有理由。
　⒉聲請人甲○○請求相對人返還自108年11月至110年11月間代墊之安親班費用共計25萬4564元部分：　　
　⑴查聲請人甲○○與相對人對於上開期間，相對人曾給付安親費用總額乙節，業經二人同意，相對人已給付金額以20萬5436元計算，此有本院113年2月22日非訟事件筆錄附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261至262頁），是相對人於此期間已給付之未成年子女安親費用金額為20萬5436元，首堪認定。
　⑵相對人就此部分抗辯，兩造協議書約定之「由男方負責未成年子女之...安親班（每人每月新臺幣壹萬元）...等費用至18歲」，業已明白約定系「安親班費用」，而非「教育費」，且該時係以未成年子女若上「家園安親班」為適用前提，若未上此安親班或更換為收費較便宜之安親班，即無每月1萬元安親費之適用等語。是本件應審究者，乃此約定之真意，及相對人於何種條件下應為此安親班費用之給付。
　⑶按解釋契約，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固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惟如契約文義已明確，當以之作為契約解釋之重要依據。而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如與文義不符，雖非不得本於立約時之各種主客觀因素、契約目的、誠信原則資以探究。然主張當事人之真意與契約文義不符者，就另有真意一節，除應具體主張外，當應提出足供法院為探求真意之證據資料，如主張之事實與證據資料不能動搖契約文義者，仍應先本於文義為真意之探究（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70號裁定意旨參照）。而查，在臺灣社會一般人之認知，所謂「安親班」大多均指為因應雙薪家庭之型態，國小兒童之照顧者未能在課後接學童返家，而須暫時安置於某處所，由他人代為照顧之服務，主要乃是針對7至12歲之兒童提供課後生活照顧及學校作業輔導，本件依聲請人甲○○與相對人協議書內容觀之，其中既記載「學雜費、安親班、補習費」，顯然係對於目前我國一般未成年人求學歷程中之幼稚園至大專院校以上之正規學制所生費用、兒童國小課後安親費及其他才藝、學校科目加強等補習費作為分類，則聲請人甲○○與相對人所約定之安親班費用應已具體約定為「國小階段之安親班費用」，而非籠統之「教育費」，或幼稚園學雜費抑或小學以上之正規教育之學雜費甚明。
　⑷又本件協議內容固然約定相對人應給付「安親班（每人每月1萬元）費用」，然既已約定為「安親班」費用，解釋上相對人之給付義務，當是以未成年子女確實至安親班接受課後輔導為前提，蓋若非以未成年子女確實至安親班之事實為前提，該時之約定即無將子女之教育費為細分之必要。故而，未成年子女丙○○、丁○○分別為000年0月0日生、000年00月00日生，於聲請人甲○○與相對人108年10月24日為協議時，分別為國小三年級及幼稚園中班，則未成年子女丁○○最早係於110年9月上小學一年級後，始有課後安親班之需求，是相對人答辯聲請人甲○○自108年11月至110年11月，並非每月均可請求共計2萬元之安親班費用等語，即有理由。
　⑸另聲請人甲○○與相對人既已約定「每人每月1萬元」，較之學雜費之約定為「依學校開立收據為實支實付」，顯見該時約定之真意，乃安親班費用並不以聲請人甲○○實際支出數額為標準，亦即，於未成年子女就讀國小時期，未成年子女確實有至課後安親班之事實，相對人即生定額給付之義務。從而，108年11月至110年11月，另扣除110年6、7月協議無須負擔之月份，共計有23個月，然未成年子女丁○○既自110年9月始有安親班之需求，則108年11月至110年8月（扣除110年6、7月）共計20個月，相對人每月應給付之安親費為1萬元，110年9月至11月，共計3個月，相對人每月應給付之安親班費用為2萬元，故相對人依協議應給付108年11月至110年11月期間（扣除2個月）之安親班費用共計為26萬元（計算式：10,000×20（月）＋20,000×3（月）＝260,000）。
　⑹至相對人答辯兩造於協議之時，已先就出售中和房地之價款中之600萬元分配予聲請人甲○○，此600萬元於扣抵相對人應給付之未來扶養費外，尚有餘額90餘萬元，而可扣抵本件聲請人甲○○所請求返還之安親班費用、學雜費及補習費等語。然本件由擬定之文字內容觀之，均無從推論出中和房地出售價金之分配係相對人作為扶養費之預付或其他費用預付之約定，又縱中和房地為相對人之婚前財產，其於協議時同意日後出售此房產之價金分配予聲請人甲○○，原因實有多端，況由協議書之文字中，始終就此部分寫明「財產分配雙方同意分配如下」，內容則包含處分中和房地後之價金分配，並未有任何文字載明此價金分配之目的為何，又聲請人於相對人提出第一版協議書後數日，以LINE通訊向相對人稱「協議書內容真的很不平等，孩子們我沒有把握帶著他們，如果媽有上來，我想談談孩子們歸你們扶養，我一個人真的很難做到」等語（見本院卷第181頁），然此僅得認定聲請人就第一版協議書為爭執及其擔憂未來單獨負照顧未成年子女責任問題，由此對話並無從認定中和房地出售後之價金分配涉及預付扶養費或預付其他費用的議題。是此份協議書中相對人給付之600萬元僅可認，此屬相對人之夫妻財產分配之約定，相對人答辯其所預付之600萬元，已屬部分溢付而可扣抵其短付之學雜費、補習費及安親班費用等語，並非可採。
　⑺是相對人上開期間應給付之安親班費用為26萬元，又兩造於本院審理程序中不爭執，相對人上開期間已給付之金額為20萬5436元，則相對人尚應給付5萬4564元（計算式：260,000－205,436＝54,564）。從而，聲請人甲○○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相對人返還5萬4564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金額部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聲請人丙○○、丁○○依民法子女扶養費請求之法律關係，聲請相對人應自110年12月1日起至其等成年時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其等扶養費各1萬2332元，及於本裁定確定之日止，前開定期金給付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之12期（含遲誤該期）視為已到期，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聲請人甲○○依協議書之約定，請求相對人給付自108年11月至110年11月間短付之安親班費用5萬4564元及自109年9月至110年10月間短付之學雜費及補習費共計4萬3145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即110年12月9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均有理由，聲請人甲○○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裁定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結論：本件聲請人丙○○、丁○○之聲請為有理由，聲請人甲○○之請求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9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曹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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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王沛晴
附表：
日期 項目 金額（新臺幣） 109年9月18日 丙○○英文補習費 2,752元 109年10月5日 丙○○英文補習費 8,150元 110年3月4日 丙○○英文補習費 9,150元 110年9月4日 丙○○國小學雜費 4,982元 110年9月4日 丁○○國小學雜費 2,436元 110年9月20日 丁○○英文補習費 8,350元 110年10月29日 丙○○英文補習費 7,325元 總額  43,14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