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387號

　　　　　　　　　　　　　　　　　　114年度家財訴字第5號

原    告即

反請求被告  甲○○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晉宏律師

被    告即

反請求原告  乙○○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魏正棻律師

            林亞薇律師

上列原告即反請求被告請求離婚等事件（113年度婚字第387號）

及被告即反請求原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114年度家財

訴字第5號），本院合併審理，於民國114年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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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

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丁○○（女，民國00年0

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戊○○

（男，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

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惟與原告同

住，並由原告負主要照顧之責，除有關未成年子女之遷居境

外、出養、重大手術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外，其餘事項均由

原告單獨決定。

三、被告應自裁判確定之日起至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丙○○、

丁○○、戊○○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原

告關於未成年子女丙○○、丁○○、戊○○之扶養費新台幣

各4,371元。前開定期金之給付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六期

（含遲誤之當期）視為亦已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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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請求被告應給付反請求原告新台幣1,000,000元整，及自

離婚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

五、本判決第五項於反請求原告分別以新臺幣333,333元供擔保

後，得為假執行；但反請求被告如以新臺幣1,000,000元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反請求訴訟費用由反請求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

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

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又法院就家事事件法第41條

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

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法院就前項合併審理之家事

訴訟事件與家事非訟事件合併裁判者，除別有規定外，應以

判決為之，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第42條第1項

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按家事法院受理家事事件法第3條所定丙類事件，與一般民

事訴訟事件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如經當事人合意或法院認有

統合處理之必要時，應許當事人合併提起或為請求之追加、

反請求，至所謂「有統合處理之必要」，則由法院斟酌個案

具體情形定之（最高法院104年度第15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

照）。查本件原告即反請求被告甲○○（下稱甲○○），於

民國113年3月1日具狀對被告即反請求原告乙○○（下稱乙

○○）聲請調解離婚、親權、給付扶養費、酌定未成年子女

會面交往等事件，嗣甲○○於113年7月5日向乙○○訴請離

婚、親權、給付扶養費等事件（即本院113年度婚字第387

號）；復乙○○亦於114年1月7日訴請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

件（即本院114年度家財訴字第5號），因乙○○提起之反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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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與本訴基礎事實相牽連，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

許，並就本訴及反請求部分合併審理及裁判。

貳、實體部分：

一、甲○○主張及反請求答辯略以：

　㈠離婚部分：

　　兩造於97年1月5日結婚，同年3月10日申請結婚登記，婚後

共同居住於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15樓，並育有未成

年子女丙○○、丁○○、戊○○，然兩造婚後不論金錢、子

女教育、生活行為及夫妻性生活上均有差異，積累怨懟，衝

突亦日漸激烈，縱使兩造於111年12月起至112年2月13日進

行婚姻諮商，然仍無改善餘地，是兩造遂於112年5月起就離

婚為協議，惟乙○○離婚條件為房子一棟、子女歸其，但相

關費用均要求甲○○負擔，故無結果，是甲○○考量未成年

子女日後成長尚須兩造擔任友善父母，避免激化兩造對立，

透過調解程序解決紛爭，然乙○○一方面對甲○○提出刑事

告訴，一方面卻於調解程序中表示欲挽回婚姻並願意繼續努

力維持夫妻感情，調解後兩造之關係互動卻無任何變化，甲

○○反而尚須面對乙○○所提保護令之聲請，足證乙○○稱

挽回婚姻乃拖延策略，故兩造夫妻關係未見改善，更於113

年7月5日分居，是兩造徒有夫妻之名而無夫妻之實，其婚姻

裂痕無從彌補，雙方難以繼續共同生活，婚姻所生之破綻亦

無回復之希望，已達難以維持婚姻之程度，甲○○乃依據民

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鈞院准予兩造離婚。

　㈡未成年子女親權、扶養費及會面交往部分：

　　乙○○對未成年子女照顧上常有疏漏，例如無法按約定前往

接送或因酒醉情緒失控致子女驚恐，是為未成年子女最佳利

益，三名子女之親權應由甲○○單獨任之。另三名子女扶養

費部分則依據新北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計算基準。至於

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則請求鈞院協助就三名子女之利

益酌定最合理之會面交往方式及期間。

　㈢反請求答辯略以：同意給付乙○○100萬元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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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並聲明：

　⒈本訴部分：

　　⑴請准甲○○與乙○○離婚。

　　⑵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丙○○（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丁○○（女，民國00

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戊○

○（男，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

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甲○○單獨任之，並

均由甲○○擔任主要照顧者。

　　⑶乙○○應自起訴之日起，至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丙○○、

丁○○、戊○○分別成年之當月止，按月給付甲○○關於

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新台共3萬6千元。如有一期未履行者，

視為一年內之請求到期。

　　⑷訴訟費用由乙○○負擔。

　⒉反請求部分：

　　⑴反請求駁回。

　　⑵如受不利判決，反請求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⑶反請求程序費用由反請求原告負擔。

二、乙○○之答辯意旨及反請求意旨略以：

　㈠離婚部分：

　　兩造婚姻初期，感情融洽，乙○○擔任家庭主婦，專心照顧

三名子女，甲○○負責家庭經濟，支應家中開銷，近年為增

加家庭收入並實現自我價值，乙○○於113年8月考取護理師

執照並就業，兩造雖因金錢分配、子女教養觀念不同、家庭

開銷增加等，偶有意見相歧，惟此均為一般夫妻日常生活中

常見小爭執，並未對婚姻關係造成根本性衝擊，兩造雖觀念

不合，但乙○○抱持靈活開放態度，表達自己想法亦會尊重

甲○○意見調整，甲○○如認為確實可參照乙○○想法亦會

採納之，而兩造進行婚姻諮商雖因甲○○認為效果不彰中

斷，但兩造仍未因婚姻諮商結果不慎理想之結果而形同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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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乙○○仍有意透過婚姻諮商修復兩造關係，兩造仍可尋

其他方式修復關係，又兩造雖討論過離婚條件，然非表示乙

○○內心想要離婚，離婚條件討論更是出於無奈，不得已情

況下所做的預想；再者乙○○因甲○○於112年9月6日在浴

室架設錄影設備之偷拍行為，對甲○○提起刑事告訴，並聲

請暫時保護令，此法律行為僅是乙○○為了保護自己與三名

子女之權益，並非想要離婚，而乙○○在調解時明確向甲○

○表達希望繼續維持婚姻，隨即邀請甲○○吃飯並參加乙○

○和三名子女的電影活動，分享三名子女希望與爸爸分享的

電影內容，乙○○亦關心甲○○，乙○○努力釋出善意，卻

始終未獲甲○○之回應，然此甲○○消極不回應無以抹滅乙

○○為婚姻家庭付出，是本件無證據認定兩造有何難以維持

婚姻重大事由，無論乙○○或過往兩造均努力維繫婚姻，倘

鈞院認兩造婚姻有破綻，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則歸因

甲○○偷拍、後續不願意道歉、揚言繼續裝設錄影音設備等

行為，乙○○並無可歸責事由，是甲○○依民法第1052條第

2項請求離婚為無理由。

　㈡反請求關於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倘若鈞院判准兩造離婚，則乙○○依照民法第1030條之1第1

項請求甲○○給付剩餘財產，並依照甲○○起訴時113年7月

5日為計算剩餘財產之基準日，然因兩造關係緊張，乙○○

對於甲○○財產數目不甚了解，因此先暫就兩造剩餘財產之

差額以100萬元為計算等語。

㈢並聲明：

　⒈本訴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⒉反請求聲明：

　　⑴甲○○應給付乙○○新台幣100萬元整，並自家事反請求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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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前項聲明，乙○○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⑶訴訟費用由甲○○負擔。

三、本院判斷

　㈠離婚部分：

　⒈法律依據：按夫妻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

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

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

2項定有明文。所謂「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係指婚

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應依客觀之標準進行認

定，審認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

婚姻意欲之程度（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5號裁定意旨

參照）。又婚姻係以夫妻間感情為基礎，經營共同生活為目

的，應誠摯相愛、互信、互諒，協力保持婚姻共同生活之圓

滿及幸福，若此基礎不復存在，致夫妻難以共同生活相處，

無復合之可能者，自無令雙方繼續維持婚姻形式之必要，應

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而民法第1052條第2項

但書之規範內涵，係在民法第1052條第1項規定列舉具體裁

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

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

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

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

責任之輕重，本不在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適用範疇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最高

法院對於民法第1052條第2項本文規定請求離婚，是否須比

較兩造的有責程度，已有統一的法律見解，即對於「夫妻就

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之解消婚姻，未有法

律規定限制有責程度較重者之婚姻自由，雙方自均得依民法

第1052條第2項本文規定請求離婚，而毋須比較衡量雙方之

有責程度（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612號判決意旨參

照）。是當夫妻間存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時，僅唯一

有責配偶受限制不得請求離婚，至於非唯一有責之配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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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其責任輕重，均得請求裁判離婚。經查：

　㈠兩造於97年1月5日結婚，並於同年3月10日登記，現婚姻關

係存續中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個人戶籍資料1紙附

卷可證(本院卷第27頁)，堪信為真實。

　㈡甲○○主張兩造婚後不論金錢、子女教育、生活行為及夫妻

性生活上均有差異，乙○○更有情緒控管不佳而推擠甲○○

行為，縱兩造於111年12月起至112年2月13日進行婚姻諮

商，仍無改善，是甲○○於113年3月聲請本院調解離婚，為

被告所不爭執，乙○○抗辯兩造間雖有差異及分歧，然均為

夫妻日常生活之小爭執，然對婚姻不造成根本性之衝擊（見

本院卷第230頁），且表示欲挽回婚姻，本院首應審酌兩造

之婚姻是否有不能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經查:

　　⒈甲○○於113年7月5日搬離兩造共同住所，兩造於斯時開

始分居，兩造於分居後，甲○○稱：「LINE上面對未成年

子女部分聯絡，現在來說沒有其他互動，在電梯看到也沒

有互動」等語，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90頁），

本件斟酌甲○○自起訴後均堅決表示無法再與乙○○維持

婚姻，離意甚堅，兩造並曾對於離婚條件進行協商(見本

院卷第231頁)，又乙○○雖曾於113年7月6日向甲○○表

示：「你在哪裡呢？要跟我們一起去看電影嗎〜」、同年

7月7日再向甲○○稱：「你在哪裡呢〜小孩看完電影回來

很想跟你分享，結果你不在」、「要回來了嗎〜注意安全

噢」、7月8日及9日稱：「7/15阿姨要上來台北複診，我

想說請他來家裡住2天可以嗎〜」、「你考慮好了嗎

〜」、「再麻煩回覆我一下」等語，然甲○○僅回覆：

「不方便」等語（見本院卷第237頁），甲○○顯已無意

更與乙○○共同經營家庭生活，足見兩造於113年7月5日

分居後，僅限於必要範圍內有溝通，且限縮於行動軟體

上，兩造彼此間已無任何情愛之關心、問候及溝通交流之

需求，至今已超過7個月，參酌兩造平日居住於同一社

區，連見面亦無互動，足見其對彼此已相當冷漠，至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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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頁



言詞辯論終結時狀況仍舊，乙○○則無積極出面意欲和甲

○○作何討論，益見彼此生活已是平行線，形同陌路，顯

然無連結及依附之需求，兩造夫妻情分薄弱，造成兩造分

居多時之目前局面，迄今未變，是兩造婚姻關係應有互相

扶持之基礎顯不存在，依一般人之生活經驗，雙方共同生

活的婚姻目的已經不能達成，堪認兩造婚姻基礎已失，僅

存形式而無實質，揆諸前揭說明，足認兩造婚姻已生破綻

而無回復之希望，確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　　

　　⒉甲○○主張兩造婚後不論金錢、子女教育、生活行為及夫

妻性生活上均有差異而無法溝通協調，雖為乙○○所否

認，然依甲○○所提兩造通訊軟體LINE對話記錄、而觀諸

上開111年7月18日兩造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乙○○

稱：「我想的A方案，你卻覺得應該要用B執行，…當A與B

不同時，也不知道怎麼繼續溝通下去」、「其實都是我答

應你之後，沒有執行到底造成的後果」、「我知道你不願

意再等了，我也知道你害怕這又是我的苦肉計，當你心軟

之後，我們又會回到以前那樣的循環裡…」等語（見本院

卷第297至299頁），顯見兩造對於彼等之差異，確實陷入

無法協調處理之窘境，再者，對於兩造婚姻中之窘境，兩

造亦曾求助於婚姻諮詢，而亦無法獲得改善，為兩造所不

爭執，而兩造之矛盾衝突越演越烈，發生乙○○動手推擠

甲○○（見本院卷第297至299頁），甲○○於兩造浴室內

裝設錄影器材（見本院卷第231頁），乙○○憤而對甲○

○提起保護令及刑事告訴，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

第22226號刑事傳票、本院113年度家護字第1277號保護令

法庭通知書可參（見本院卷第85、87頁），再再顯見兩造

之惡性循環已趨於越演越烈而無力改善之狀況，乙○○雖

辯稱其願意改善而兩造婚姻仍可繼續維繫，自無足取。　

　　⒊兩造共同生活期間，兩造確實有因想法、價值觀不同而處

於無法互相溝通之窘境，縱於分居互相冷靜期間，亦毫無

互動聯繫，是以甲○○上開主張自非無據。則兩造分居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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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以已逾六個月，應係因當時雙方感情已經冷淡，以及兩

造長期無法溝通、乙○○對甲○○提起刑事告訴及保護令

訴訟而使兩造關係分崩離析，從而縱係甲○○先行離家或

懷疑乙○○在外結交異性而在兩造共同處所浴室架設鏡

頭，難謂甲○○對於婚姻破綻全無責任，然探究甲○○離

家之起因，乙○○亦難辭其咎，要非全無責任。是兩造自

應就彼等婚姻中之惡性循環負責而均有過失。

　㈢綜上所述，兩造於113年7月5日分居至今，兩造間之問題並

未解決，已無共同生活，更幾無聯繫，婚姻中夫妻彼此扶持

感情基礎顯已蕩然無存，可知兩造過往關係即已不睦，且於

分居期間，並未恢復感情及改善相處模式，兩造目前生活、

住居狀況，客觀上已難期待彼此再相互扶持，繼續經營婚

姻，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兩造婚姻確生嚴重之破綻，顯無

回復之可能，已構成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而兩造婚姻

發生破綻，應係之前雙方感情有因家庭、生活、子女理念不

合各自堅持，無法妥善溝通，而日漸冷淡，縱兩造曾向外尋

求婚姻諮商，然仍無力回補岌岌可危的婚姻，以及乙○○有

因甲○○對其為不法侵害行為提出刑事告訴、保護令之聲

請，致甲○○黯然離家，且甲○○離家多時後已無永久共同

生活之意思，雙方互動貧乏，已無情意，而甲○○提起本件

訴訟，可見甲○○亦無意挽回而不欲與乙○○繼續維持婚

姻，乙○○雖表示想挽回婚姻，然於婚姻破綻中縱有挽回感

情之舉，然已無力回天，兩造隨著分居期間漸行漸遠，考量

兩造目前既因無共同生活而難以維持婚姻，而無法共同生活

之原因雙方均可歸責，僅有責比例容或有輕重之別，惟甲○

○非唯一有責配偶，自不受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之

限制。從而，甲○○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訴請判決

兩造離婚，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未成年子女親權部分：

　⒈相關規定及說明

　　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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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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1055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

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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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1第1項亦有所載。另「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

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

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

第1項規定甚明。次按子女最佳利益原則:法院酌定父母對於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

益，審酌一切情狀，除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等外，尤應

注意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健康情形；子女之意願及人

格發展之需要；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

能力及生活狀況；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父母子

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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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等情形（民法第1055條之1規定參照）。所謂「未成年子

女之最佳利益」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並無明確、具體且固

定不變之判斷標準，應由法院於具體個案中，先查明一切對

未成年子女有影響之有利或不利之因素（例如從尊重子女意

願原則、幼兒從母原則、繼續性原則、子女與父母同性別原

則、手足不分離原則、父母適性比較衡量原則、主要照顧者

原則、善意父母原則、家庭暴力行為人受不利推定原則等及

其他因素，判斷何者對未成年子女有利，何者不利，以及該

有利或不利之程度如何等），再綜合衡量各項有利或不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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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及其影響程度，判斷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111年憲

判字第8號「29」「30」)。

　⒉經查：

　　⑴基本關係之認定

　　　兩造於97年1月5日結婚，兩造所生之子女丙○○、丁○

○、戊○○分別為00年0月00日生、99年6月22日、101年7

月31日，現年各為16歲、14歲、12歲，均為未成年人，而

甲○○請求本院裁判離婚獲准已如上述，是本件自有就酌

定親權為審究之必要。

　　⑵社工之訪視

　　　本院函請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囑託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派

員訪視甲○○、乙○○及未成年子女丙○○、丁○○、戊

○○部分，其評估建議據覆略以：「…㈠綜合評估：

　　　⒈親權能力評估：兩造健康狀況良好，有工作與經濟收

入，足以負擔3位未成年子女；兩造均有照顧3位未成年

子女，評估兩造均具親權能力。

　　　⒉親職時間評估：原告能親自照顧3位未成年子女，被告

現階段工作較忙，但仍具陪伴和照顧3位未成年子女意

願。評估原告之親職時間充足，被告具基本之親職時

間。

　　　⒊照護環境評估：訪視時觀察3位未成年子女之住家社區

及居住環境適宜，原告能提供原告未成年子女穩定且良

好之照護環境；被告可能須搬遷。

　　　⒋親權意願評估：原告考量長期兩造之教養理念、衛生習

慣及品格教育等不同，原告希望能夠單獨擔任3位未

成年子女之親權人；被告認為其長期照顧3位未成年

子女，最熟悉3位未成年子女，並且擔心原告會有刁

難的狀況，兩造可能無法合作和溝通，所以被告希望

能夠單獨擔任3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評估兩造均

具監護意願。

　　　⒌教育規劃評估：兩造能培育3位未成年子女，支持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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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子女發展。評估兩造具教育規劃能力。

　　　⒍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未成年子女1目前16歲、

未成年子女2目前14歲、未成年子女3目前12歲，均具表

意能力；3位未成年子女由兩造照顧，訪視時觀察受照

顧情形良好。3位未成年子女訪談內容請參考附件密

件。

　　　㈡親權之建議及理由：依據訪視時兩造之陳述，兩造皆具

親權能力、親職時間，並具監護意願，兩造皆有照顧3

位未成年子女；兩造於婚姻衝突和教養差異而互信受影

響，使兩造無意願共同合作，惟兩造仍在會面上希望保

持彈性溝通，且兩造113年7月分居後仍可繼續維持共親

職和彈性安排會面，又參酌未成年子女之意願，評估兩

造仍有合作之可能性，但仍須溝通管道，故建議法院安

排兩造進行家事商談，使兩造具體討論教養計畫，以上

提供兩造和3位未成年子女訪視時之評估，建請法官參

酌當事人當庭陳述與相關事證，依兒少最佳利益裁定

之。」等情，有新北市政府113年10月23日新北社兒字

第1132089252號函暨函附社工訪視調查報告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239至263頁）。

　⒊而本院於113年12月18日就兩造與三名子女會面交往方式，

進行協商，本院先請三名子女初步討論渠等欲與兩造會面交

往之時間安排，再與兩造及三名子女就親權、會面交往方式

與兩造達成協議如下:兩造與三名子女三名子女權利義務行

使與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惟與甲○○同住，其負擔主要

照顧之責，除有關為成年子女之遷居境外出養、重大手術事

項由兩造共同決定外，其餘事項由甲○○單獨決定；乙○○

與三名子女會面交往方式則如附表所示，此有本院非訟程序

筆錄附卷可證（見本院卷第275、277頁）。

　⒋綜上，本院審酌卷內事證、上開訪視報告及兩造與三名子女

於113年12月18日在本院之協商方式，兩造與三名子女互動

良好，且其等目前在經濟條件、居住環境、親屬支援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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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頁



方面亦均穩定，可提供子女基本生活無虞及適當照顧，此有

上開社工訪視調查報告等件在卷足憑，本院審酌未成年子女

丙○○、丁○○、戊○○之年齡、性別、人格發展需要、意

願，及兩造之生活、經濟狀況、親屬支持系統、教養子女之

意願、態度，並就兩造先前與三名子女協商之會面交往方式

至本件審理過程中兩造均能基於合作式父母，本於未成年子

女最佳利益溝通安排，觀諸兩造與三名子女協商後之方案觀

諸現受照顧情況無明顯不適當之處或有對未成年子女們不利

之情事，三名子女應均已適應現狀，本院基於「主要照顧者

原則」、「繼續性原則」、「手足不分離原則」，並以未成

年子女最佳利益為考量，酌定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丙○

○、丁○○、戊○○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

之，惟與甲○○同住，並由甲○○負主要照顧之責，除有關

未成年子女之遷居境外、出養、重大手術事項由兩造共同決

定外，其餘事項均由甲○○單獨決定。至於乙○○與三名子

女會面交往方式，爰參酌兩造、三名子女於113年12月18日

在本院協商如附表所示。

　㈢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　

　　⒈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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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4條第2

項、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亦有明文。又法院酌定、

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時，得命交付子女、容忍自行帶回子女、未行使或負擔權

利義務之一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給付

扶養費、交付身分證明文件或其他財物，或命為相當之處

分，並得訂定必要事項。前項命給付扶養費之方法，法院

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

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分期給付。

法院命分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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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1項、

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1項、第2項、第3項亦有明定。

　　⒉依上開規定，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離婚而

受影響，而本件經本院酌定未成年子女丙○○、丁○○、

戊○○權利義務之行使與負擔由共同任之，並由甲○○擔

任主要照顧者，乙○○對於未成年子女丙○○、丁○○、

戊○○仍負有扶養義務，本院自得依甲○○之聲請，命乙

○○給付未成年子女丙○○、丁○○、戊○○至成年為止

之扶養費，並依未成年子女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即兩

造之經濟能力及身分，酌定適當之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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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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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命乙○○為定期

金給付，先予敘明。

　　⒊據甲○○陳述其為大學畢業，目前擔任公司業務，每月收

入約13萬元，名下有二間不動產、汽車乙部、投資數筆，

且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兩造財產108至112年所得資料，甲○

○之所得分別為275萬6,671元、166萬2,390元、375萬1,8

91元、397萬5,234元、440萬8,055元、財產總額均為2,77

1萬6,204元，此有甲○○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

表1紙附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53至213頁）；而乙○○為

大學畢業，目前擔任護理師，月收入約6至7萬元，名下有

一間不動產、一筆土地及投資數筆，且經本院依職權調閱

兩造財產108至112年所得資料，乙○○之所得分別為94萬

8,801元、2萬7,387元、5,000元、43萬3,891元、9萬7,03

2元，財產總額為147萬9,894元，此有乙○○稅務電子閘

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1紙附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11至15

2頁）。再查未成年子女丙○○、丁○○、戊○○現年分

別為16歲、14歲、12歲，本件甲○○主張乙○○應負擔未

成年子女每月各1萬2,000元之扶養費，並依據行政院主計

處所統計之新北市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核算標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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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金額係行政院主計處將新北市每人每月之消費支出開

銷，包括食品費、飲料費、衣著及鞋襪類、燃料及燈光、

家庭及傢俱設備、家事管理、保健及醫療、運輸及通訊

（內含交通工具及通訊購置、交通設備使用管理費、乘交

通設備之費用、其他通訊費）、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內

含旅遊費用、娛樂消遣服務、書報雜誌文具、娛樂器材及

附屬品、教育及研究費）、雜項支出等項加以計算，已包

括家庭生活所需及扶養未成年子女之各項費用，解釋上自

可作為本件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參考標準。本院審酌兩

造身分、職業、未成年子女之年齡、所在地區、臺灣地區

物價指數，並參酌兩造於本院及訪視期間自述之工作情

形、收入概況及兩造在訪視時自陳之經濟收入狀況，並據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最新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資料所載，

新北市112、113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分別為2萬4,6

63元、2萬6,226元，再考量兩造正值青壯年，均具相當工

作能力、兩造未成年子女年齡、於各成長階段之日常生活

需要、兩造之身分、經濟能力、一般國民生活水準等綜合

判斷，認未成年子女丙○○、丁○○、戊○○每月生活所

需扶養費以2萬6,226元為適當，惟甲○○之收入顯然高於

乙○○，然三名子女由甲○○擔任主要照顧者，故認甲○

○、乙○○依5：1比例分擔丙○○、丁○○、戊○○之扶

養費用，是乙○○每月負擔每名未成年子女各4,371元。

故甲○○請求乙○○自本件親權酌定裁判確定之日起，至

未成年子女年丙○○、丁○○、戊○○成年之日止，按月

給付甲○○關於未成年子女丙○○、丁○○、戊○○之扶

養費各4,371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法院酌定子女

扶養費之負擔及給付方法，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故不

生其餘聲請駁回之問題。另為確保未成年子女受扶養之權

利，併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準用第100條第3項規定，宣

告被告應定期給付之扶養費，於本項確定後，如遲誤1期

履行者，其後6期視為亦已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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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關於夫妻剩餘財產部分：　　　　

　⒈按「夫妻得於結婚前或結婚後，以契約就本法所定之約定財

產制中，選擇其一，為其夫妻財產制。」、「夫妻未以契約

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

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

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

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次按當事人於言詞辯論

期日就離婚、終止收養關係、分割遺產或其他得處分之事

項，為捨棄或認諾者，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法院應本於其捨

棄或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但離婚或終止收養關係事

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㈠其捨棄或認諾未經

當事人本人到場陳明。㈡當事人合併為其他請求，而未能為

合併或無矛盾之裁判。㈢其捨棄或認諾有危害未成年子女之

利益之虞，而未能就其利益保護事項為合併裁判，家事事件

法第46條第1項定有明文。參諸該條立法理由明揭：當事人

既可依前條第1項規定就得處分事項為訴訟上和解，應亦得

為捨棄、認諾，以充分保障其程序選擇權，爰參酌民事訴訟

法第384條規定，明定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期日就上開得處分

之事項，為捨棄或認諾者，法院應本此逕為該當事人敗訴之

判決，不得再行調查證據或認定事實，是以除符合該條第1

項但書3款事由外，自應本於捨棄或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

判決。　

　⒉經查：本件甲○○於本院114年1月15日言詞辯論時，就乙○

○反請求聲明訴訟標的表示同意，而為認諾之表示，依據前

開規定及說明，本院即應本於該認諾而為甲○○敗訴之判

決，從而，乙○○反請求聲明部分，即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爰判決如主文第四項所示。

四、綜上所述，甲○○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兩

造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原告依民法第1055條、第

1116條之2等規定，聲請酌定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親權由其

兩造共同任之，暨自本裁判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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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戊○○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

付甲○○關於三名子女扶養費各4,371元，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至於反請求部分，乙○○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

請求甲○○給付1,000,000元及自兩造離婚判決確定之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

而予准許。

五、反請求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反請求原

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

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與所舉證據，核

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

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康存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上訴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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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9　　日

　　　　　　　　　　　　　　　　書記官　劉庭榮　　　　　

　　　　　　　　　　　　　　　

附表：會面交往計畫

一、對於上開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

 （一）乙○○得每月與未成年子女丙○○、丁○○、戊○○會

面交往8日，其時間乙○○於會面交往月前一日告知甲○

○與未成年子女丙○○、丁○○、戊○○。

 （二）過年期間之會面交往，乙○○得於114年度農曆過年期間

除夕至大年初三與未成年子女丙○○、丁○○、戊○○

同住。自115年度起由兩造輪流，115年度之後單數年農

曆新年小年夜前一日至初一與甲○○同住，大年初二至

大年初五與被乙○○同住，雙數年農曆新年小年夜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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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出一與乙○○同住，大年初二至大年初五與甲○○

同住。

 （三）未成年子女丙○○、丁○○、戊○○（分別）年滿14歲

以後，兩造應尊重其意願決定與父母何方同住及與未同

住之一方交往探視之方式、期間。

 （四）接送方式由兩造共同決定，如兩造就各月會面期間或接

送方式無法達成協議，由兩造自行聲請法院酌定會面交

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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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387號
　　　　　　　　　　　　　　　　　　114年度家財訴字第5號
原    告即
反請求被告  甲○○  


訴訟代理人  林晉宏律師
被    告即
反請求原告  乙○○  


訴訟代理人  魏正棻律師
            林亞薇律師
上列原告即反請求被告請求離婚等事件（113年度婚字第387號）及被告即反請求原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114年度家財訴字第5號），本院合併審理，於民國114年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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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丁○○（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戊○○（男，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惟與原告同住，並由原告負主要照顧之責，除有關未成年子女之遷居境外、出養、重大手術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外，其餘事項均由原告單獨決定。
三、被告應自裁判確定之日起至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丙○○、丁○○、戊○○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原告關於未成年子女丙○○、丁○○、戊○○之扶養費新台幣各4,371元。前開定期金之給付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六期（含遲誤之當期）視為亦已到期。
四、反請求被告應給付反請求原告新台幣1,000,000元整，及自離婚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五、本判決第五項於反請求原告分別以新臺幣333,333元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反請求被告如以新臺幣1,000,000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反請求訴訟費用由反請求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又法院就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法院就前項合併審理之家事訴訟事件與家事非訟事件合併裁判者，除別有規定外，應以判決為之，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第42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按家事法院受理家事事件法第3條所定丙類事件，與一般民事訴訟事件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如經當事人合意或法院認有統合處理之必要時，應許當事人合併提起或為請求之追加、反請求，至所謂「有統合處理之必要」，則由法院斟酌個案具體情形定之（最高法院104年度第15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查本件原告即反請求被告甲○○（下稱甲○○），於民國113年3月1日具狀對被告即反請求原告乙○○（下稱乙○○）聲請調解離婚、親權、給付扶養費、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等事件，嗣甲○○於113年7月5日向乙○○訴請離婚、親權、給付扶養費等事件（即本院113年度婚字第387號）；復乙○○亦於114年1月7日訴請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即本院114年度家財訴字第5號），因乙○○提起之反請求，與本訴基礎事實相牽連，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並就本訴及反請求部分合併審理及裁判。
貳、實體部分：
一、甲○○主張及反請求答辯略以：
　㈠離婚部分：
　　兩造於97年1月5日結婚，同年3月10日申請結婚登記，婚後共同居住於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15樓，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丙○○、丁○○、戊○○，然兩造婚後不論金錢、子女教育、生活行為及夫妻性生活上均有差異，積累怨懟，衝突亦日漸激烈，縱使兩造於111年12月起至112年2月13日進行婚姻諮商，然仍無改善餘地，是兩造遂於112年5月起就離婚為協議，惟乙○○離婚條件為房子一棟、子女歸其，但相關費用均要求甲○○負擔，故無結果，是甲○○考量未成年子女日後成長尚須兩造擔任友善父母，避免激化兩造對立，透過調解程序解決紛爭，然乙○○一方面對甲○○提出刑事告訴，一方面卻於調解程序中表示欲挽回婚姻並願意繼續努力維持夫妻感情，調解後兩造之關係互動卻無任何變化，甲○○反而尚須面對乙○○所提保護令之聲請，足證乙○○稱挽回婚姻乃拖延策略，故兩造夫妻關係未見改善，更於113年7月5日分居，是兩造徒有夫妻之名而無夫妻之實，其婚姻裂痕無從彌補，雙方難以繼續共同生活，婚姻所生之破綻亦無回復之希望，已達難以維持婚姻之程度，甲○○乃依據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鈞院准予兩造離婚。
　㈡未成年子女親權、扶養費及會面交往部分：
　　乙○○對未成年子女照顧上常有疏漏，例如無法按約定前往接送或因酒醉情緒失控致子女驚恐，是為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三名子女之親權應由甲○○單獨任之。另三名子女扶養費部分則依據新北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計算基準。至於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則請求鈞院協助就三名子女之利益酌定最合理之會面交往方式及期間。
　㈢反請求答辯略以：同意給付乙○○100萬元等語。
　㈣並聲明：
　⒈本訴部分：
　　⑴請准甲○○與乙○○離婚。
　　⑵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丙○○（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丁○○（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戊○○（男，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甲○○單獨任之，並均由甲○○擔任主要照顧者。
　　⑶乙○○應自起訴之日起，至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丙○○、丁○○、戊○○分別成年之當月止，按月給付甲○○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新台共3萬6千元。如有一期未履行者，視為一年內之請求到期。
　　⑷訴訟費用由乙○○負擔。
　⒉反請求部分：
　　⑴反請求駁回。
　　⑵如受不利判決，反請求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⑶反請求程序費用由反請求原告負擔。
二、乙○○之答辯意旨及反請求意旨略以：
　㈠離婚部分：
　　兩造婚姻初期，感情融洽，乙○○擔任家庭主婦，專心照顧三名子女，甲○○負責家庭經濟，支應家中開銷，近年為增加家庭收入並實現自我價值，乙○○於113年8月考取護理師執照並就業，兩造雖因金錢分配、子女教養觀念不同、家庭開銷增加等，偶有意見相歧，惟此均為一般夫妻日常生活中常見小爭執，並未對婚姻關係造成根本性衝擊，兩造雖觀念不合，但乙○○抱持靈活開放態度，表達自己想法亦會尊重甲○○意見調整，甲○○如認為確實可參照乙○○想法亦會採納之，而兩造進行婚姻諮商雖因甲○○認為效果不彰中斷，但兩造仍未因婚姻諮商結果不慎理想之結果而形同陌路，乙○○仍有意透過婚姻諮商修復兩造關係，兩造仍可尋其他方式修復關係，又兩造雖討論過離婚條件，然非表示乙○○內心想要離婚，離婚條件討論更是出於無奈，不得已情況下所做的預想；再者乙○○因甲○○於112年9月6日在浴室架設錄影設備之偷拍行為，對甲○○提起刑事告訴，並聲請暫時保護令，此法律行為僅是乙○○為了保護自己與三名子女之權益，並非想要離婚，而乙○○在調解時明確向甲○○表達希望繼續維持婚姻，隨即邀請甲○○吃飯並參加乙○○和三名子女的電影活動，分享三名子女希望與爸爸分享的電影內容，乙○○亦關心甲○○，乙○○努力釋出善意，卻始終未獲甲○○之回應，然此甲○○消極不回應無以抹滅乙○○為婚姻家庭付出，是本件無證據認定兩造有何難以維持婚姻重大事由，無論乙○○或過往兩造均努力維繫婚姻，倘鈞院認兩造婚姻有破綻，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則歸因甲○○偷拍、後續不願意道歉、揚言繼續裝設錄影音設備等行為，乙○○並無可歸責事由，是甲○○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請求離婚為無理由。
　㈡反請求關於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倘若鈞院判准兩造離婚，則乙○○依照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請求甲○○給付剩餘財產，並依照甲○○起訴時113年7月5日為計算剩餘財產之基準日，然因兩造關係緊張，乙○○對於甲○○財產數目不甚了解，因此先暫就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以100萬元為計算等語。
㈢並聲明：
　⒈本訴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⒉反請求聲明：
　　⑴甲○○應給付乙○○新台幣100萬元整，並自家事反請求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⑵前項聲明，乙○○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⑶訴訟費用由甲○○負擔。
三、本院判斷
　㈠離婚部分：
　⒈法律依據：按夫妻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係指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應依客觀之標準進行認定，審認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5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婚姻係以夫妻間感情為基礎，經營共同生活為目的，應誠摯相愛、互信、互諒，協力保持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及幸福，若此基礎不復存在，致夫妻難以共同生活相處，無復合之可能者，自無令雙方繼續維持婚姻形式之必要，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而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之規範內涵，係在民法第1052條第1項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適用範疇（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最高法院對於民法第1052條第2項本文規定請求離婚，是否須比較兩造的有責程度，已有統一的法律見解，即對於「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之解消婚姻，未有法律規定限制有責程度較重者之婚姻自由，雙方自均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本文規定請求離婚，而毋須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61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當夫妻間存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時，僅唯一有責配偶受限制不得請求離婚，至於非唯一有責之配偶，不論其責任輕重，均得請求裁判離婚。經查：
　㈠兩造於97年1月5日結婚，並於同年3月10日登記，現婚姻關係存續中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個人戶籍資料1紙附卷可證(本院卷第27頁)，堪信為真實。
　㈡甲○○主張兩造婚後不論金錢、子女教育、生活行為及夫妻性生活上均有差異，乙○○更有情緒控管不佳而推擠甲○○行為，縱兩造於111年12月起至112年2月13日進行婚姻諮商，仍無改善，是甲○○於113年3月聲請本院調解離婚，為被告所不爭執，乙○○抗辯兩造間雖有差異及分歧，然均為夫妻日常生活之小爭執，然對婚姻不造成根本性之衝擊（見本院卷第230頁），且表示欲挽回婚姻，本院首應審酌兩造之婚姻是否有不能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經查:
　　⒈甲○○於113年7月5日搬離兩造共同住所，兩造於斯時開始分居，兩造於分居後，甲○○稱：「LINE上面對未成年子女部分聯絡，現在來說沒有其他互動，在電梯看到也沒有互動」等語，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90頁），本件斟酌甲○○自起訴後均堅決表示無法再與乙○○維持婚姻，離意甚堅，兩造並曾對於離婚條件進行協商(見本院卷第231頁)，又乙○○雖曾於113年7月6日向甲○○表示：「你在哪裡呢？要跟我們一起去看電影嗎～」、同年7月7日再向甲○○稱：「你在哪裡呢～小孩看完電影回來很想跟你分享，結果你不在」、「要回來了嗎～注意安全噢」、7月8日及9日稱：「7/15阿姨要上來台北複診，我想說請他來家裡住2天可以嗎～」、「你考慮好了嗎～」、「再麻煩回覆我一下」等語，然甲○○僅回覆：「不方便」等語（見本院卷第237頁），甲○○顯已無意更與乙○○共同經營家庭生活，足見兩造於113年7月5日分居後，僅限於必要範圍內有溝通，且限縮於行動軟體上，兩造彼此間已無任何情愛之關心、問候及溝通交流之需求，至今已超過7個月，參酌兩造平日居住於同一社區，連見面亦無互動，足見其對彼此已相當冷漠，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狀況仍舊，乙○○則無積極出面意欲和甲○○作何討論，益見彼此生活已是平行線，形同陌路，顯然無連結及依附之需求，兩造夫妻情分薄弱，造成兩造分居多時之目前局面，迄今未變，是兩造婚姻關係應有互相扶持之基礎顯不存在，依一般人之生活經驗，雙方共同生活的婚姻目的已經不能達成，堪認兩造婚姻基礎已失，僅存形式而無實質，揆諸前揭說明，足認兩造婚姻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確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　　
　　⒉甲○○主張兩造婚後不論金錢、子女教育、生活行為及夫妻性生活上均有差異而無法溝通協調，雖為乙○○所否認，然依甲○○所提兩造通訊軟體LINE對話記錄、而觀諸上開111年7月18日兩造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乙○○稱：「我想的A方案，你卻覺得應該要用B執行，…當A與B不同時，也不知道怎麼繼續溝通下去」、「其實都是我答應你之後，沒有執行到底造成的後果」、「我知道你不願意再等了，我也知道你害怕這又是我的苦肉計，當你心軟之後，我們又會回到以前那樣的循環裡…」等語（見本院卷第297至299頁），顯見兩造對於彼等之差異，確實陷入無法協調處理之窘境，再者，對於兩造婚姻中之窘境，兩造亦曾求助於婚姻諮詢，而亦無法獲得改善，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兩造之矛盾衝突越演越烈，發生乙○○動手推擠甲○○（見本院卷第297至299頁），甲○○於兩造浴室內裝設錄影器材（見本院卷第231頁），乙○○憤而對甲○○提起保護令及刑事告訴，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2226號刑事傳票、本院113年度家護字第1277號保護令法庭通知書可參（見本院卷第85、87頁），再再顯見兩造之惡性循環已趨於越演越烈而無力改善之狀況，乙○○雖辯稱其願意改善而兩造婚姻仍可繼續維繫，自無足取。　
　　⒊兩造共同生活期間，兩造確實有因想法、價值觀不同而處於無法互相溝通之窘境，縱於分居互相冷靜期間，亦毫無互動聯繫，是以甲○○上開主張自非無據。則兩造分居迄今以已逾六個月，應係因當時雙方感情已經冷淡，以及兩造長期無法溝通、乙○○對甲○○提起刑事告訴及保護令訴訟而使兩造關係分崩離析，從而縱係甲○○先行離家或懷疑乙○○在外結交異性而在兩造共同處所浴室架設鏡頭，難謂甲○○對於婚姻破綻全無責任，然探究甲○○離家之起因，乙○○亦難辭其咎，要非全無責任。是兩造自應就彼等婚姻中之惡性循環負責而均有過失。
　㈢綜上所述，兩造於113年7月5日分居至今，兩造間之問題並未解決，已無共同生活，更幾無聯繫，婚姻中夫妻彼此扶持感情基礎顯已蕩然無存，可知兩造過往關係即已不睦，且於分居期間，並未恢復感情及改善相處模式，兩造目前生活、住居狀況，客觀上已難期待彼此再相互扶持，繼續經營婚姻，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兩造婚姻確生嚴重之破綻，顯無回復之可能，已構成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而兩造婚姻發生破綻，應係之前雙方感情有因家庭、生活、子女理念不合各自堅持，無法妥善溝通，而日漸冷淡，縱兩造曾向外尋求婚姻諮商，然仍無力回補岌岌可危的婚姻，以及乙○○有因甲○○對其為不法侵害行為提出刑事告訴、保護令之聲請，致甲○○黯然離家，且甲○○離家多時後已無永久共同生活之意思，雙方互動貧乏，已無情意，而甲○○提起本件訴訟，可見甲○○亦無意挽回而不欲與乙○○繼續維持婚姻，乙○○雖表示想挽回婚姻，然於婚姻破綻中縱有挽回感情之舉，然已無力回天，兩造隨著分居期間漸行漸遠，考量兩造目前既因無共同生活而難以維持婚姻，而無法共同生活之原因雙方均可歸責，僅有責比例容或有輕重之別，惟甲○○非唯一有責配偶，自不受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之限制。從而，甲○○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訴請判決兩造離婚，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未成年子女親權部分：
　⒈相關規定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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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105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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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1第1項亦有所載。另「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規定甚明。次按子女最佳利益原則:法院酌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除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等外，尤應注意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健康情形；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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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形（民法第1055條之1規定參照）。所謂「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並無明確、具體且固定不變之判斷標準，應由法院於具體個案中，先查明一切對未成年子女有影響之有利或不利之因素（例如從尊重子女意願原則、幼兒從母原則、繼續性原則、子女與父母同性別原則、手足不分離原則、父母適性比較衡量原則、主要照顧者原則、善意父母原則、家庭暴力行為人受不利推定原則等及其他因素，判斷何者對未成年子女有利，何者不利，以及該有利或不利之程度如何等），再綜合衡量各項有利或不利之因素及其影響程度，判斷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111年憲判字第8號「29」「30」)。
　⒉經查：
　　⑴基本關係之認定
　　　兩造於97年1月5日結婚，兩造所生之子女丙○○、丁○○、戊○○分別為00年0月00日生、99年6月22日、101年7月31日，現年各為16歲、14歲、12歲，均為未成年人，而甲○○請求本院裁判離婚獲准已如上述，是本件自有就酌定親權為審究之必要。
　　⑵社工之訪視
　　　本院函請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囑託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派員訪視甲○○、乙○○及未成年子女丙○○、丁○○、戊○○部分，其評估建議據覆略以：「…㈠綜合評估：
　　　⒈親權能力評估：兩造健康狀況良好，有工作與經濟收入，足以負擔3位未成年子女；兩造均有照顧3位未成年子女，評估兩造均具親權能力。
　　　⒉親職時間評估：原告能親自照顧3位未成年子女，被告現階段工作較忙，但仍具陪伴和照顧3位未成年子女意願。評估原告之親職時間充足，被告具基本之親職時間。
　　　⒊照護環境評估：訪視時觀察3位未成年子女之住家社區及居住環境適宜，原告能提供原告未成年子女穩定且良好之照護環境；被告可能須搬遷。
　　　⒋親權意願評估：原告考量長期兩造之教養理念、衛生習慣及品格教育等不同，原告希望能夠單獨擔任3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被告認為其長期照顧3位未成年子女，最熟悉3位未成年子女，並且擔心原告會有刁難的狀況，兩造可能無法合作和溝通，所以被告希望能夠單獨擔任3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評估兩造均具監護意願。
　　　⒌教育規劃評估：兩造能培育3位未成年子女，支持未成年子女發展。評估兩造具教育規劃能力。
　　　⒍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未成年子女1目前16歲、未成年子女2目前14歲、未成年子女3目前12歲，均具表意能力；3位未成年子女由兩造照顧，訪視時觀察受照顧情形良好。3位未成年子女訪談內容請參考附件密件。
　　　㈡親權之建議及理由：依據訪視時兩造之陳述，兩造皆具親權能力、親職時間，並具監護意願，兩造皆有照顧3位未成年子女；兩造於婚姻衝突和教養差異而互信受影響，使兩造無意願共同合作，惟兩造仍在會面上希望保持彈性溝通，且兩造113年7月分居後仍可繼續維持共親職和彈性安排會面，又參酌未成年子女之意願，評估兩造仍有合作之可能性，但仍須溝通管道，故建議法院安排兩造進行家事商談，使兩造具體討論教養計畫，以上提供兩造和3位未成年子女訪視時之評估，建請法官參酌當事人當庭陳述與相關事證，依兒少最佳利益裁定之。」等情，有新北市政府113年10月23日新北社兒字第1132089252號函暨函附社工訪視調查報告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9至263頁）。
　⒊而本院於113年12月18日就兩造與三名子女會面交往方式，進行協商，本院先請三名子女初步討論渠等欲與兩造會面交往之時間安排，再與兩造及三名子女就親權、會面交往方式與兩造達成協議如下:兩造與三名子女三名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與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惟與甲○○同住，其負擔主要照顧之責，除有關為成年子女之遷居境外出養、重大手術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外，其餘事項由甲○○單獨決定；乙○○與三名子女會面交往方式則如附表所示，此有本院非訟程序筆錄附卷可證（見本院卷第275、277頁）。
　⒋綜上，本院審酌卷內事證、上開訪視報告及兩造與三名子女於113年12月18日在本院之協商方式，兩造與三名子女互動良好，且其等目前在經濟條件、居住環境、親屬支援系統等方面亦均穩定，可提供子女基本生活無虞及適當照顧，此有上開社工訪視調查報告等件在卷足憑，本院審酌未成年子女丙○○、丁○○、戊○○之年齡、性別、人格發展需要、意願，及兩造之生活、經濟狀況、親屬支持系統、教養子女之意願、態度，並就兩造先前與三名子女協商之會面交往方式至本件審理過程中兩造均能基於合作式父母，本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溝通安排，觀諸兩造與三名子女協商後之方案觀諸現受照顧情況無明顯不適當之處或有對未成年子女們不利之情事，三名子女應均已適應現狀，本院基於「主要照顧者原則」、「繼續性原則」、「手足不分離原則」，並以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考量，酌定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丙○○、丁○○、戊○○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惟與甲○○同住，並由甲○○負主要照顧之責，除有關未成年子女之遷居境外、出養、重大手術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外，其餘事項均由甲○○單獨決定。至於乙○○與三名子女會面交往方式，爰參酌兩造、三名子女於113年12月18日在本院協商如附表所示。
　㈢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　
　　⒈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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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4條第2項、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亦有明文。又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得命交付子女、容忍自行帶回子女、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給付扶養費、交付身分證明文件或其他財物，或命為相當之處分，並得訂定必要事項。前項命給付扶養費之方法，法院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分期給付。法院命分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1項、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1項、第2項、第3項亦有明定。
　　⒉依上開規定，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離婚而受影響，而本件經本院酌定未成年子女丙○○、丁○○、戊○○權利義務之行使與負擔由共同任之，並由甲○○擔任主要照顧者，乙○○對於未成年子女丙○○、丁○○、戊○○仍負有扶養義務，本院自得依甲○○之聲請，命乙○○給付未成年子女丙○○、丁○○、戊○○至成年為止之扶養費，並依未成年子女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即兩造之經濟能力及身分，酌定適當之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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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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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命乙○○為定期金給付，先予敘明。
　　⒊據甲○○陳述其為大學畢業，目前擔任公司業務，每月收入約13萬元，名下有二間不動產、汽車乙部、投資數筆，且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兩造財產108至112年所得資料，甲○○之所得分別為275萬6,671元、166萬2,390元、375萬1,891元、397萬5,234元、440萬8,055元、財產總額均為2,771萬6,204元，此有甲○○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1紙附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53至213頁）；而乙○○為大學畢業，目前擔任護理師，月收入約6至7萬元，名下有一間不動產、一筆土地及投資數筆，且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兩造財產108至112年所得資料，乙○○之所得分別為94萬8,801元、2萬7,387元、5,000元、43萬3,891元、9萬7,032元，財產總額為147萬9,894元，此有乙○○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1紙附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11至152頁）。再查未成年子女丙○○、丁○○、戊○○現年分別為16歲、14歲、12歲，本件甲○○主張乙○○應負擔未成年子女每月各1萬2,000元之扶養費，並依據行政院主計處所統計之新北市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核算標準，而上開金額係行政院主計處將新北市每人每月之消費支出開銷，包括食品費、飲料費、衣著及鞋襪類、燃料及燈光、家庭及傢俱設備、家事管理、保健及醫療、運輸及通訊（內含交通工具及通訊購置、交通設備使用管理費、乘交通設備之費用、其他通訊費）、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內含旅遊費用、娛樂消遣服務、書報雜誌文具、娛樂器材及附屬品、教育及研究費）、雜項支出等項加以計算，已包括家庭生活所需及扶養未成年子女之各項費用，解釋上自可作為本件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參考標準。本院審酌兩造身分、職業、未成年子女之年齡、所在地區、臺灣地區物價指數，並參酌兩造於本院及訪視期間自述之工作情形、收入概況及兩造在訪視時自陳之經濟收入狀況，並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最新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資料所載，新北市112、113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分別為2萬4,663元、2萬6,226元，再考量兩造正值青壯年，均具相當工作能力、兩造未成年子女年齡、於各成長階段之日常生活需要、兩造之身分、經濟能力、一般國民生活水準等綜合判斷，認未成年子女丙○○、丁○○、戊○○每月生活所需扶養費以2萬6,226元為適當，惟甲○○之收入顯然高於乙○○，然三名子女由甲○○擔任主要照顧者，故認甲○○、乙○○依5：1比例分擔丙○○、丁○○、戊○○之扶養費用，是乙○○每月負擔每名未成年子女各4,371元。故甲○○請求乙○○自本件親權酌定裁判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年丙○○、丁○○、戊○○成年之日止，按月給付甲○○關於未成年子女丙○○、丁○○、戊○○之扶養費各4,371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法院酌定子女扶養費之負擔及給付方法，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故不生其餘聲請駁回之問題。另為確保未成年子女受扶養之權利，併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準用第100條第3項規定，宣告被告應定期給付之扶養費，於本項確定後，如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6期視為亦已到期。
　㈣關於夫妻剩餘財產部分：　　　　
　⒈按「夫妻得於結婚前或結婚後，以契約就本法所定之約定財產制中，選擇其一，為其夫妻財產制。」、「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次按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期日就離婚、終止收養關係、分割遺產或其他得處分之事項，為捨棄或認諾者，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法院應本於其捨棄或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但離婚或終止收養關係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㈠其捨棄或認諾未經當事人本人到場陳明。㈡當事人合併為其他請求，而未能為合併或無矛盾之裁判。㈢其捨棄或認諾有危害未成年子女之利益之虞，而未能就其利益保護事項為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6條第1項定有明文。參諸該條立法理由明揭：當事人既可依前條第1項規定就得處分事項為訴訟上和解，應亦得為捨棄、認諾，以充分保障其程序選擇權，爰參酌民事訴訟法第384條規定，明定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期日就上開得處分之事項，為捨棄或認諾者，法院應本此逕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不得再行調查證據或認定事實，是以除符合該條第1項但書3款事由外，自應本於捨棄或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　
　⒉經查：本件甲○○於本院114年1月15日言詞辯論時，就乙○○反請求聲明訴訟標的表示同意，而為認諾之表示，依據前開規定及說明，本院即應本於該認諾而為甲○○敗訴之判決，從而，乙○○反請求聲明部分，即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四項所示。
四、綜上所述，甲○○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原告依民法第1055條、第1116條之2等規定，聲請酌定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親權由其兩造共同任之，暨自本裁判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丙○○、丁○○、戊○○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甲○○關於三名子女扶養費各4,371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於反請求部分，乙○○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甲○○給付1,000,000元及自兩造離婚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而予准許。
五、反請求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反請求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與所舉證據，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康存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上訴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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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9　　日
　　　　　　　　　　　　　　　　書記官　劉庭榮　　　　　
　　　　　　　　　　　　　　　
附表：會面交往計畫
一、對於上開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
 （一）乙○○得每月與未成年子女丙○○、丁○○、戊○○會面交往8日，其時間乙○○於會面交往月前一日告知甲○○與未成年子女丙○○、丁○○、戊○○。
 （二）過年期間之會面交往，乙○○得於114年度農曆過年期間除夕至大年初三與未成年子女丙○○、丁○○、戊○○同住。自115年度起由兩造輪流，115年度之後單數年農曆新年小年夜前一日至初一與甲○○同住，大年初二至大年初五與被乙○○同住，雙數年農曆新年小年夜前一日至出一與乙○○同住，大年初二至大年初五與甲○○同住。
 （三）未成年子女丙○○、丁○○、戊○○（分別）年滿14歲以後，兩造應尊重其意願決定與父母何方同住及與未同住之一方交往探視之方式、期間。
 （四）接送方式由兩造共同決定，如兩造就各月會面期間或接送方式無法達成協議，由兩造自行聲請法院酌定會面交往方式。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387號
　　　　　　　　　　　　　　　　　　114年度家財訴字第5號
原    告即
反請求被告  甲○○  

訴訟代理人  林晉宏律師
被    告即
反請求原告  乙○○  

訴訟代理人  魏正棻律師
            林亞薇律師
上列原告即反請求被告請求離婚等事件（113年度婚字第387號）
及被告即反請求原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114年度家財
訴字第5號），本院合併審理，於民國114年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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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
    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丁○○（女，民國00年0月00
    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戊○○（男，民國
    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
    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惟與原告同住，並由原
    告負主要照顧之責，除有關未成年子女之遷居境外、出養、
    重大手術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外，其餘事項均由原告單獨決
    定。
三、被告應自裁判確定之日起至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丙○○、丁
    ○○、戊○○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原告關於
    未成年子女丙○○、丁○○、戊○○之扶養費新台幣各4,371元。
    前開定期金之給付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六期（含遲誤之當
    期）視為亦已到期。
四、反請求被告應給付反請求原告新台幣1,000,000元整，及自
    離婚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
五、本判決第五項於反請求原告分別以新臺幣333,333元供擔保
    後，得為假執行；但反請求被告如以新臺幣1,000,000元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反請求訴訟費用由反請求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
    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
    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又法院就家事事件法第41條
    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
    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法院就前項合併審理之家事
    訴訟事件與家事非訟事件合併裁判者，除別有規定外，應以
    判決為之，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第42條第1項
    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按家事法院受理家事事件法第3條所定丙類事件，與一般民事訴訟事件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如經當事人合意或法院認有統合處理之必要時，應許當事人合併提起或為請求之追加、反請求，至所謂「有統合處理之必要」，則由法院斟酌個案具體情形定之（最高法院104年度第15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查本件原告即反請求被告甲○○（下稱甲○○），於民國113年3月1日具狀對被告即反請求原告乙○○（下稱乙○○）聲請調解離婚、親權、給付扶養費、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等事件，嗣甲○○於113年7月5日向乙○○訴請離婚、親權、給付扶養費等事件（即本院113年度婚字第387號）；復乙○○亦於114年1月7日訴請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即本院114年度家財訴字第5號），因乙○○提起之反請求，與本訴基礎事實相牽連，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並就本訴及反請求部分合併審理及裁判。
貳、實體部分：
一、甲○○主張及反請求答辯略以：
　㈠離婚部分：
　　兩造於97年1月5日結婚，同年3月10日申請結婚登記，婚後
    共同居住於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15樓，並育有未成年子
    女丙○○、丁○○、戊○○，然兩造婚後不論金錢、子女教育、生
    活行為及夫妻性生活上均有差異，積累怨懟，衝突亦日漸激
    烈，縱使兩造於111年12月起至112年2月13日進行婚姻諮商
    ，然仍無改善餘地，是兩造遂於112年5月起就離婚為協議，
    惟乙○○離婚條件為房子一棟、子女歸其，但相關費用均要求
    甲○○負擔，故無結果，是甲○○考量未成年子女日後成長尚須
    兩造擔任友善父母，避免激化兩造對立，透過調解程序解決
    紛爭，然乙○○一方面對甲○○提出刑事告訴，一方面卻於調解
    程序中表示欲挽回婚姻並願意繼續努力維持夫妻感情，調解
    後兩造之關係互動卻無任何變化，甲○○反而尚須面對乙○○所
    提保護令之聲請，足證乙○○稱挽回婚姻乃拖延策略，故兩造
    夫妻關係未見改善，更於113年7月5日分居，是兩造徒有夫
    妻之名而無夫妻之實，其婚姻裂痕無從彌補，雙方難以繼續
    共同生活，婚姻所生之破綻亦無回復之希望，已達難以維持
    婚姻之程度，甲○○乃依據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鈞院
    准予兩造離婚。
　㈡未成年子女親權、扶養費及會面交往部分：
　　乙○○對未成年子女照顧上常有疏漏，例如無法按約定前往接
    送或因酒醉情緒失控致子女驚恐，是為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
    ，三名子女之親權應由甲○○單獨任之。另三名子女扶養費部
    分則依據新北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計算基準。至於未成
    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則請求鈞院協助就三名子女之利益酌
    定最合理之會面交往方式及期間。
　㈢反請求答辯略以：同意給付乙○○100萬元等語。
　㈣並聲明：
　⒈本訴部分：
　　⑴請准甲○○與乙○○離婚。
　　⑵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丙○○（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
      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丁○○（女，民國00年0月0
      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戊○○（男，
      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甲○○單獨任之，並均由甲○○擔
      任主要照顧者。
　　⑶乙○○應自起訴之日起，至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丙○○、丁○○
      、戊○○分別成年之當月止，按月給付甲○○關於未成年子女
      扶養費新台共3萬6千元。如有一期未履行者，視為一年內
      之請求到期。
　　⑷訴訟費用由乙○○負擔。
　⒉反請求部分：
　　⑴反請求駁回。
　　⑵如受不利判決，反請求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
　　⑶反請求程序費用由反請求原告負擔。
二、乙○○之答辯意旨及反請求意旨略以：
　㈠離婚部分：
　　兩造婚姻初期，感情融洽，乙○○擔任家庭主婦，專心照顧三
    名子女，甲○○負責家庭經濟，支應家中開銷，近年為增加家
    庭收入並實現自我價值，乙○○於113年8月考取護理師執照並
    就業，兩造雖因金錢分配、子女教養觀念不同、家庭開銷增
    加等，偶有意見相歧，惟此均為一般夫妻日常生活中常見小
    爭執，並未對婚姻關係造成根本性衝擊，兩造雖觀念不合，
    但乙○○抱持靈活開放態度，表達自己想法亦會尊重甲○○意見
    調整，甲○○如認為確實可參照乙○○想法亦會採納之，而兩造
    進行婚姻諮商雖因甲○○認為效果不彰中斷，但兩造仍未因婚
    姻諮商結果不慎理想之結果而形同陌路，乙○○仍有意透過婚
    姻諮商修復兩造關係，兩造仍可尋其他方式修復關係，又兩
    造雖討論過離婚條件，然非表示乙○○內心想要離婚，離婚條
    件討論更是出於無奈，不得已情況下所做的預想；再者乙○○
    因甲○○於112年9月6日在浴室架設錄影設備之偷拍行為，對
    甲○○提起刑事告訴，並聲請暫時保護令，此法律行為僅是乙
    ○○為了保護自己與三名子女之權益，並非想要離婚，而乙○○
    在調解時明確向甲○○表達希望繼續維持婚姻，隨即邀請甲○○
    吃飯並參加乙○○和三名子女的電影活動，分享三名子女希望
    與爸爸分享的電影內容，乙○○亦關心甲○○，乙○○努力釋出善
    意，卻始終未獲甲○○之回應，然此甲○○消極不回應無以抹滅
    乙○○為婚姻家庭付出，是本件無證據認定兩造有何難以維持
    婚姻重大事由，無論乙○○或過往兩造均努力維繫婚姻，倘鈞
    院認兩造婚姻有破綻，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則歸因甲
    ○○偷拍、後續不願意道歉、揚言繼續裝設錄影音設備等行為
    ，乙○○並無可歸責事由，是甲○○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請求
    離婚為無理由。
　㈡反請求關於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倘若鈞院判准兩造離婚，則乙○○依照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
    請求甲○○給付剩餘財產，並依照甲○○起訴時113年7月5日為
    計算剩餘財產之基準日，然因兩造關係緊張，乙○○對於甲○○
    財產數目不甚了解，因此先暫就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以100
    萬元為計算等語。
㈢並聲明：
　⒈本訴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⒉反請求聲明：
　　⑴甲○○應給付乙○○新台幣100萬元整，並自家事反請求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⑵前項聲明，乙○○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⑶訴訟費用由甲○○負擔。
三、本院判斷
　㈠離婚部分：
　⒈法律依據：按夫妻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
    ，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
    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
    項定有明文。所謂「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係指婚姻
    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應依客觀之標準進行認定，
    審認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
    意欲之程度（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5號裁定意旨參照
    ）。又婚姻係以夫妻間感情為基礎，經營共同生活為目的，
    應誠摯相愛、互信、互諒，協力保持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及
    幸福，若此基礎不復存在，致夫妻難以共同生活相處，無復
    合之可能者，自無令雙方繼續維持婚姻形式之必要，應認有
    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而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
    之規範內涵，係在民法第1052條第1項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
    婚原因外，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
    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
    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
    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
    之輕重，本不在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適用範疇（憲
    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最高法院
    對於民法第1052條第2項本文規定請求離婚，是否須比較兩
    造的有責程度，已有統一的法律見解，即對於「夫妻就難以
    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之解消婚姻，未有法律規
    定限制有責程度較重者之婚姻自由，雙方自均得依民法第10
    52條第2項本文規定請求離婚，而毋須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
    程度（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612號判決意旨參照）。
    是當夫妻間存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時，僅唯一有責配
    偶受限制不得請求離婚，至於非唯一有責之配偶，不論其責
    任輕重，均得請求裁判離婚。經查：
　㈠兩造於97年1月5日結婚，並於同年3月10日登記，現婚姻關係
    存續中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個人戶籍資料1紙附卷
    可證(本院卷第27頁)，堪信為真實。
　㈡甲○○主張兩造婚後不論金錢、子女教育、生活行為及夫妻性
    生活上均有差異，乙○○更有情緒控管不佳而推擠甲○○行為，
    縱兩造於111年12月起至112年2月13日進行婚姻諮商，仍無
    改善，是甲○○於113年3月聲請本院調解離婚，為被告所不爭
    執，乙○○抗辯兩造間雖有差異及分歧，然均為夫妻日常生活
    之小爭執，然對婚姻不造成根本性之衝擊（見本院卷第230
    頁），且表示欲挽回婚姻，本院首應審酌兩造之婚姻是否有
    不能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經查:
　　⒈甲○○於113年7月5日搬離兩造共同住所，兩造於斯時開始分
      居，兩造於分居後，甲○○稱：「LINE上面對未成年子女部
      分聯絡，現在來說沒有其他互動，在電梯看到也沒有互動
      」等語，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90頁），本件斟
      酌甲○○自起訴後均堅決表示無法再與乙○○維持婚姻，離意
      甚堅，兩造並曾對於離婚條件進行協商(見本院卷第231頁
      )，又乙○○雖曾於113年7月6日向甲○○表示：「你在哪裡呢
      ？要跟我們一起去看電影嗎～」、同年7月7日再向甲○○稱
      ：「你在哪裡呢～小孩看完電影回來很想跟你分享，結果
      你不在」、「要回來了嗎～注意安全噢」、7月8日及9日稱
      ：「7/15阿姨要上來台北複診，我想說請他來家裡住2天
      可以嗎～」、「你考慮好了嗎～」、「再麻煩回覆我一下」
      等語，然甲○○僅回覆：「不方便」等語（見本院卷第237
      頁），甲○○顯已無意更與乙○○共同經營家庭生活，足見兩
      造於113年7月5日分居後，僅限於必要範圍內有溝通，且
      限縮於行動軟體上，兩造彼此間已無任何情愛之關心、問
      候及溝通交流之需求，至今已超過7個月，參酌兩造平日
      居住於同一社區，連見面亦無互動，足見其對彼此已相當
      冷漠，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狀況仍舊，乙○○則無積極出
      面意欲和甲○○作何討論，益見彼此生活已是平行線，形同
      陌路，顯然無連結及依附之需求，兩造夫妻情分薄弱，造
      成兩造分居多時之目前局面，迄今未變，是兩造婚姻關係
      應有互相扶持之基礎顯不存在，依一般人之生活經驗，雙
      方共同生活的婚姻目的已經不能達成，堪認兩造婚姻基礎
      已失，僅存形式而無實質，揆諸前揭說明，足認兩造婚姻
      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確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
      。　　
　　⒉甲○○主張兩造婚後不論金錢、子女教育、生活行為及夫妻
      性生活上均有差異而無法溝通協調，雖為乙○○所否認，然
      依甲○○所提兩造通訊軟體LINE對話記錄、而觀諸上開111
      年7月18日兩造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乙○○稱：「我想
      的A方案，你卻覺得應該要用B執行，…當A與B不同時，也
      不知道怎麼繼續溝通下去」、「其實都是我答應你之後，
      沒有執行到底造成的後果」、「我知道你不願意再等了，
      我也知道你害怕這又是我的苦肉計，當你心軟之後，我們
      又會回到以前那樣的循環裡…」等語（見本院卷第297至29
      9頁），顯見兩造對於彼等之差異，確實陷入無法協調處
      理之窘境，再者，對於兩造婚姻中之窘境，兩造亦曾求助
      於婚姻諮詢，而亦無法獲得改善，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兩
      造之矛盾衝突越演越烈，發生乙○○動手推擠甲○○（見本院
      卷第297至299頁），甲○○於兩造浴室內裝設錄影器材（見
      本院卷第231頁），乙○○憤而對甲○○提起保護令及刑事告
      訴，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2226號刑事傳票、本
      院113年度家護字第1277號保護令法庭通知書可參（見本
      院卷第85、87頁），再再顯見兩造之惡性循環已趨於越演
      越烈而無力改善之狀況，乙○○雖辯稱其願意改善而兩造婚
      姻仍可繼續維繫，自無足取。　
　　⒊兩造共同生活期間，兩造確實有因想法、價值觀不同而處
      於無法互相溝通之窘境，縱於分居互相冷靜期間，亦毫無
      互動聯繫，是以甲○○上開主張自非無據。則兩造分居迄今
      以已逾六個月，應係因當時雙方感情已經冷淡，以及兩造
      長期無法溝通、乙○○對甲○○提起刑事告訴及保護令訴訟而
      使兩造關係分崩離析，從而縱係甲○○先行離家或懷疑乙○○
      在外結交異性而在兩造共同處所浴室架設鏡頭，難謂甲○○
      對於婚姻破綻全無責任，然探究甲○○離家之起因，乙○○亦
      難辭其咎，要非全無責任。是兩造自應就彼等婚姻中之惡
      性循環負責而均有過失。
　㈢綜上所述，兩造於113年7月5日分居至今，兩造間之問題並未
    解決，已無共同生活，更幾無聯繫，婚姻中夫妻彼此扶持感
    情基礎顯已蕩然無存，可知兩造過往關係即已不睦，且於分
    居期間，並未恢復感情及改善相處模式，兩造目前生活、住
    居狀況，客觀上已難期待彼此再相互扶持，繼續經營婚姻，
    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兩造婚姻確生嚴重之破綻，顯無回復
    之可能，已構成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而兩造婚姻發生
    破綻，應係之前雙方感情有因家庭、生活、子女理念不合各
    自堅持，無法妥善溝通，而日漸冷淡，縱兩造曾向外尋求婚
    姻諮商，然仍無力回補岌岌可危的婚姻，以及乙○○有因甲○○
    對其為不法侵害行為提出刑事告訴、保護令之聲請，致甲○○
    黯然離家，且甲○○離家多時後已無永久共同生活之意思，雙
    方互動貧乏，已無情意，而甲○○提起本件訴訟，可見甲○○亦
    無意挽回而不欲與乙○○繼續維持婚姻，乙○○雖表示想挽回婚
    姻，然於婚姻破綻中縱有挽回感情之舉，然已無力回天，兩
    造隨著分居期間漸行漸遠，考量兩造目前既因無共同生活而
    難以維持婚姻，而無法共同生活之原因雙方均可歸責，僅有
    責比例容或有輕重之別，惟甲○○非唯一有責配偶，自不受民
    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之限制。從而，甲○○依民法第105
    2條第2項之規定訴請判決兩造離婚，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未成年子女親權部分：
　⒈相關規定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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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1055條第1項定
    有明文。又「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
    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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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之1第1項亦有所載。另「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
    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
    ，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規定甚
    明。次按子女最佳利益原則:法院酌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
    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
    情狀，除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等外，尤應注意子女之年
    齡、性別、人數、健康情形；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
    ；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
    況；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
    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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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形（民
    法第1055條之1規定參照）。所謂「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並無明確、具體且固定不變之判斷
    標準，應由法院於具體個案中，先查明一切對未成年子女有
    影響之有利或不利之因素（例如從尊重子女意願原則、幼兒
    從母原則、繼續性原則、子女與父母同性別原則、手足不分
    離原則、父母適性比較衡量原則、主要照顧者原則、善意父
    母原則、家庭暴力行為人受不利推定原則等及其他因素，判
    斷何者對未成年子女有利，何者不利，以及該有利或不利之
    程度如何等），再綜合衡量各項有利或不利之因素及其影響
    程度，判斷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111年憲判字第8號「2
    9」「30」)。
　⒉經查：
　　⑴基本關係之認定
　　　兩造於97年1月5日結婚，兩造所生之子女丙○○、丁○○、戊
      ○○分別為00年0月00日生、99年6月22日、101年7月31日，
      現年各為16歲、14歲、12歲，均為未成年人，而甲○○請求
      本院裁判離婚獲准已如上述，是本件自有就酌定親權為審
      究之必要。
　　⑵社工之訪視
　　　本院函請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囑託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派
      員訪視甲○○、乙○○及未成年子女丙○○、丁○○、戊○○部分，
      其評估建議據覆略以：「…㈠綜合評估：
　　　⒈親權能力評估：兩造健康狀況良好，有工作與經濟收入
        ，足以負擔3位未成年子女；兩造均有照顧3位未成年子
        女，評估兩造均具親權能力。
　　　⒉親職時間評估：原告能親自照顧3位未成年子女，被告現
        階段工作較忙，但仍具陪伴和照顧3位未成年子女意願
        。評估原告之親職時間充足，被告具基本之親職時間。
　　　⒊照護環境評估：訪視時觀察3位未成年子女之住家社區及
        居住環境適宜，原告能提供原告未成年子女穩定且良好
        之照護環境；被告可能須搬遷。
　　　⒋親權意願評估：原告考量長期兩造之教養理念、衛生習
          慣及品格教育等不同，原告希望能夠單獨擔任3位未
          成年子女之親權人；被告認為其長期照顧3位未成年
          子女，最熟悉3位未成年子女，並且擔心原告會有刁
          難的狀況，兩造可能無法合作和溝通，所以被告希望
          能夠單獨擔任3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評估兩造均
          具監護意願。
　　　⒌教育規劃評估：兩造能培育3位未成年子女，支持未成年
        子女發展。評估兩造具教育規劃能力。
　　　⒍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未成年子女1目前16歲、未
        成年子女2目前14歲、未成年子女3目前12歲，均具表意
        能力；3位未成年子女由兩造照顧，訪視時觀察受照顧
        情形良好。3位未成年子女訪談內容請參考附件密件。
　　　㈡親權之建議及理由：依據訪視時兩造之陳述，兩造皆具
        親權能力、親職時間，並具監護意願，兩造皆有照顧3
        位未成年子女；兩造於婚姻衝突和教養差異而互信受影
        響，使兩造無意願共同合作，惟兩造仍在會面上希望保
        持彈性溝通，且兩造113年7月分居後仍可繼續維持共親
        職和彈性安排會面，又參酌未成年子女之意願，評估兩
        造仍有合作之可能性，但仍須溝通管道，故建議法院安
        排兩造進行家事商談，使兩造具體討論教養計畫，以上
        提供兩造和3位未成年子女訪視時之評估，建請法官參
        酌當事人當庭陳述與相關事證，依兒少最佳利益裁定之
        。」等情，有新北市政府113年10月23日新北社兒字第1
        132089252號函暨函附社工訪視調查報告在卷可稽（見
        本院卷第239至263頁）。
　⒊而本院於113年12月18日就兩造與三名子女會面交往方式，進
    行協商，本院先請三名子女初步討論渠等欲與兩造會面交往
    之時間安排，再與兩造及三名子女就親權、會面交往方式與
    兩造達成協議如下:兩造與三名子女三名子女權利義務行使
    與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惟與甲○○同住，其負擔主要照顧
    之責，除有關為成年子女之遷居境外出養、重大手術事項由
    兩造共同決定外，其餘事項由甲○○單獨決定；乙○○與三名子
    女會面交往方式則如附表所示，此有本院非訟程序筆錄附卷
    可證（見本院卷第275、277頁）。
　⒋綜上，本院審酌卷內事證、上開訪視報告及兩造與三名子女
    於113年12月18日在本院之協商方式，兩造與三名子女互動
    良好，且其等目前在經濟條件、居住環境、親屬支援系統等
    方面亦均穩定，可提供子女基本生活無虞及適當照顧，此有
    上開社工訪視調查報告等件在卷足憑，本院審酌未成年子女
    丙○○、丁○○、戊○○之年齡、性別、人格發展需要、意願，及
    兩造之生活、經濟狀況、親屬支持系統、教養子女之意願、
    態度，並就兩造先前與三名子女協商之會面交往方式至本件
    審理過程中兩造均能基於合作式父母，本於未成年子女最佳
    利益溝通安排，觀諸兩造與三名子女協商後之方案觀諸現受
    照顧情況無明顯不適當之處或有對未成年子女們不利之情事
    ，三名子女應均已適應現狀，本院基於「主要照顧者原則」
    、「繼續性原則」、「手足不分離原則」，並以未成年子女
    最佳利益為考量，酌定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丙○○、丁○○、
    戊○○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惟與甲○○同
    住，並由甲○○負主要照顧之責，除有關未成年子女之遷居境
    外、出養、重大手術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外，其餘事項均由
    甲○○單獨決定。至於乙○○與三名子女會面交往方式，爰參酌
    兩造、三名子女於113年12月18日在本院協商如附表所示。
　㈢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　
　　⒈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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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4條第2
      項、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亦有明文。又法院酌定、
      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
      ，得命交付子女、容忍自行帶回子女、未行使或負擔權利
      義務之一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給付扶
      養費、交付身分證明文件或其他財物，或命為相當之處分
      ，並得訂定必要事項。前項命給付扶養費之方法，法院得
      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
      。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分期給付。法
      院命分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
      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1項、第
      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1項、第2項、第3項亦有明定。
　　⒉依上開規定，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離婚而
      受影響，而本件經本院酌定未成年子女丙○○、丁○○、戊○○
      權利義務之行使與負擔由共同任之，並由甲○○擔任主要照
      顧者，乙○○對於未成年子女丙○○、丁○○、戊○○仍負有扶養
      義務，本院自得依甲○○之聲請，命乙○○給付未成年子女丙
      ○○、丁○○、戊○○至成年為止之扶養費，並依未成年子女之
      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即兩造之經濟能力及身分，酌定適
      當之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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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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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命乙○○為定期金給付，先予敘明。
　　⒊據甲○○陳述其為大學畢業，目前擔任公司業務，每月收入
      約13萬元，名下有二間不動產、汽車乙部、投資數筆，且
      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兩造財產108至112年所得資料，甲○○之
      所得分別為275萬6,671元、166萬2,390元、375萬1,891元
      、397萬5,234元、440萬8,055元、財產總額均為2,771萬6
      ,204元，此有甲○○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1紙
      附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53至213頁）；而乙○○為大學畢業
      ，目前擔任護理師，月收入約6至7萬元，名下有一間不動
      產、一筆土地及投資數筆，且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兩造財產
      108至112年所得資料，乙○○之所得分別為94萬8,801元、2
      萬7,387元、5,000元、43萬3,891元、9萬7,032元，財產
      總額為147萬9,894元，此有乙○○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
      件明細表1紙附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11至152頁）。再查
      未成年子女丙○○、丁○○、戊○○現年分別為16歲、14歲、12
      歲，本件甲○○主張乙○○應負擔未成年子女每月各1萬2,000
      元之扶養費，並依據行政院主計處所統計之新北市平均每
      人每月消費支出為核算標準，而上開金額係行政院主計處
      將新北市每人每月之消費支出開銷，包括食品費、飲料費
      、衣著及鞋襪類、燃料及燈光、家庭及傢俱設備、家事管
      理、保健及醫療、運輸及通訊（內含交通工具及通訊購置
      、交通設備使用管理費、乘交通設備之費用、其他通訊費
      ）、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內含旅遊費用、娛樂消遣服務
      、書報雜誌文具、娛樂器材及附屬品、教育及研究費）、
      雜項支出等項加以計算，已包括家庭生活所需及扶養未成
      年子女之各項費用，解釋上自可作為本件未成年子女扶養
      費用之參考標準。本院審酌兩造身分、職業、未成年子女
      之年齡、所在地區、臺灣地區物價指數，並參酌兩造於本
      院及訪視期間自述之工作情形、收入概況及兩造在訪視時
      自陳之經濟收入狀況，並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最新家
      庭收支調查報告資料所載，新北市112、113年度平均每人
      每月消費支出分別為2萬4,663元、2萬6,226元，再考量兩
      造正值青壯年，均具相當工作能力、兩造未成年子女年齡
      、於各成長階段之日常生活需要、兩造之身分、經濟能力
      、一般國民生活水準等綜合判斷，認未成年子女丙○○、丁
      ○○、戊○○每月生活所需扶養費以2萬6,226元為適當，惟甲
      ○○之收入顯然高於乙○○，然三名子女由甲○○擔任主要照顧
      者，故認甲○○、乙○○依5：1比例分擔丙○○、丁○○、戊○○之
      扶養費用，是乙○○每月負擔每名未成年子女各4,371元。
      故甲○○請求乙○○自本件親權酌定裁判確定之日起，至未成
      年子女年丙○○、丁○○、戊○○成年之日止，按月給付甲○○關
      於未成年子女丙○○、丁○○、戊○○之扶養費各4,371元，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又法院酌定子女扶養費之負擔及給付
      方法，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故不生其餘聲請駁回之問
      題。另為確保未成年子女受扶養之權利，併依家事事件法
      第107條準用第100條第3項規定，宣告被告應定期給付之
      扶養費，於本項確定後，如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6期視為
      亦已到期。
　㈣關於夫妻剩餘財產部分：　　　　
　⒈按「夫妻得於結婚前或結婚後，以契約就本法所定之約定財
    產制中，選擇其一，為其夫妻財產制。」、「夫妻未以契約
    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
    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
    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
    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次按當事人於言詞辯論
    期日就離婚、終止收養關係、分割遺產或其他得處分之事項
    ，為捨棄或認諾者，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法院應本於其捨棄
    或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但離婚或終止收養關係事件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㈠其捨棄或認諾未經當
    事人本人到場陳明。㈡當事人合併為其他請求，而未能為合
    併或無矛盾之裁判。㈢其捨棄或認諾有危害未成年子女之利
    益之虞，而未能就其利益保護事項為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
    第46條第1項定有明文。參諸該條立法理由明揭：當事人既
    可依前條第1項規定就得處分事項為訴訟上和解，應亦得為
    捨棄、認諾，以充分保障其程序選擇權，爰參酌民事訴訟法
    第384條規定，明定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期日就上開得處分之
    事項，為捨棄或認諾者，法院應本此逕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
    決，不得再行調查證據或認定事實，是以除符合該條第1項
    但書3款事由外，自應本於捨棄或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
    決。　
　⒉經查：本件甲○○於本院114年1月15日言詞辯論時，就乙○○反
    請求聲明訴訟標的表示同意，而為認諾之表示，依據前開規
    定及說明，本院即應本於該認諾而為甲○○敗訴之判決，從而
    ，乙○○反請求聲明部分，即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
    主文第四項所示。
四、綜上所述，甲○○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兩造
    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原告依民法第1055條、第11
    16條之2等規定，聲請酌定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親權由其兩
    造共同任之，暨自本裁判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丙○○、丁
    ○○、戊○○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甲○○關於
    三名子女扶養費各4,371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於反
    請求部分，乙○○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甲○○給付1,0
    00,000元及自兩造離婚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而予准許。
五、反請求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反請求原
    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與所舉證據，核
    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
    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康存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上訴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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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9　　日
　　　　　　　　　　　　　　　　書記官　劉庭榮　　　　　
　　　　　　　　　　　　　　　
附表：會面交往計畫
一、對於上開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
 （一）乙○○得每月與未成年子女丙○○、丁○○、戊○○會面交往8日
       ，其時間乙○○於會面交往月前一日告知甲○○與未成年子
       女丙○○、丁○○、戊○○。
 （二）過年期間之會面交往，乙○○得於114年度農曆過年期間除
       夕至大年初三與未成年子女丙○○、丁○○、戊○○同住。自1
       15年度起由兩造輪流，115年度之後單數年農曆新年小年
       夜前一日至初一與甲○○同住，大年初二至大年初五與被
       乙○○同住，雙數年農曆新年小年夜前一日至出一與乙○○
       同住，大年初二至大年初五與甲○○同住。
 （三）未成年子女丙○○、丁○○、戊○○（分別）年滿14歲以後，
       兩造應尊重其意願決定與父母何方同住及與未同住之一
       方交往探視之方式、期間。
 （四）接送方式由兩造共同決定，如兩造就各月會面期間或接送方式無法達成協議，由兩造自行聲請法院酌定會面交往方式。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387號
　　　　　　　　　　　　　　　　　　114年度家財訴字第5號
原    告即
反請求被告  甲○○  

訴訟代理人  林晉宏律師
被    告即
反請求原告  乙○○  

訴訟代理人  魏正棻律師
            林亞薇律師
上列原告即反請求被告請求離婚等事件（113年度婚字第387號）及被告即反請求原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114年度家財訴字第5號），本院合併審理，於民國114年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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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丁○○（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戊○○（男，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惟與原告同住，並由原告負主要照顧之責，除有關未成年子女之遷居境外、出養、重大手術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外，其餘事項均由原告單獨決定。
三、被告應自裁判確定之日起至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丙○○、丁○○、戊○○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原告關於未成年子女丙○○、丁○○、戊○○之扶養費新台幣各4,371元。前開定期金之給付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六期（含遲誤之當期）視為亦已到期。
四、反請求被告應給付反請求原告新台幣1,000,000元整，及自離婚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五、本判決第五項於反請求原告分別以新臺幣333,333元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反請求被告如以新臺幣1,000,000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反請求訴訟費用由反請求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又法院就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法院就前項合併審理之家事訴訟事件與家事非訟事件合併裁判者，除別有規定外，應以判決為之，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第42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按家事法院受理家事事件法第3條所定丙類事件，與一般民事訴訟事件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如經當事人合意或法院認有統合處理之必要時，應許當事人合併提起或為請求之追加、反請求，至所謂「有統合處理之必要」，則由法院斟酌個案具體情形定之（最高法院104年度第15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查本件原告即反請求被告甲○○（下稱甲○○），於民國113年3月1日具狀對被告即反請求原告乙○○（下稱乙○○）聲請調解離婚、親權、給付扶養費、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等事件，嗣甲○○於113年7月5日向乙○○訴請離婚、親權、給付扶養費等事件（即本院113年度婚字第387號）；復乙○○亦於114年1月7日訴請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即本院114年度家財訴字第5號），因乙○○提起之反請求，與本訴基礎事實相牽連，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並就本訴及反請求部分合併審理及裁判。
貳、實體部分：
一、甲○○主張及反請求答辯略以：
　㈠離婚部分：
　　兩造於97年1月5日結婚，同年3月10日申請結婚登記，婚後共同居住於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15樓，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丙○○、丁○○、戊○○，然兩造婚後不論金錢、子女教育、生活行為及夫妻性生活上均有差異，積累怨懟，衝突亦日漸激烈，縱使兩造於111年12月起至112年2月13日進行婚姻諮商，然仍無改善餘地，是兩造遂於112年5月起就離婚為協議，惟乙○○離婚條件為房子一棟、子女歸其，但相關費用均要求甲○○負擔，故無結果，是甲○○考量未成年子女日後成長尚須兩造擔任友善父母，避免激化兩造對立，透過調解程序解決紛爭，然乙○○一方面對甲○○提出刑事告訴，一方面卻於調解程序中表示欲挽回婚姻並願意繼續努力維持夫妻感情，調解後兩造之關係互動卻無任何變化，甲○○反而尚須面對乙○○所提保護令之聲請，足證乙○○稱挽回婚姻乃拖延策略，故兩造夫妻關係未見改善，更於113年7月5日分居，是兩造徒有夫妻之名而無夫妻之實，其婚姻裂痕無從彌補，雙方難以繼續共同生活，婚姻所生之破綻亦無回復之希望，已達難以維持婚姻之程度，甲○○乃依據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鈞院准予兩造離婚。
　㈡未成年子女親權、扶養費及會面交往部分：
　　乙○○對未成年子女照顧上常有疏漏，例如無法按約定前往接送或因酒醉情緒失控致子女驚恐，是為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三名子女之親權應由甲○○單獨任之。另三名子女扶養費部分則依據新北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計算基準。至於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則請求鈞院協助就三名子女之利益酌定最合理之會面交往方式及期間。
　㈢反請求答辯略以：同意給付乙○○100萬元等語。
　㈣並聲明：
　⒈本訴部分：
　　⑴請准甲○○與乙○○離婚。
　　⑵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丙○○（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丁○○（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戊○○（男，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甲○○單獨任之，並均由甲○○擔任主要照顧者。
　　⑶乙○○應自起訴之日起，至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丙○○、丁○○、戊○○分別成年之當月止，按月給付甲○○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新台共3萬6千元。如有一期未履行者，視為一年內之請求到期。
　　⑷訴訟費用由乙○○負擔。
　⒉反請求部分：
　　⑴反請求駁回。
　　⑵如受不利判決，反請求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⑶反請求程序費用由反請求原告負擔。
二、乙○○之答辯意旨及反請求意旨略以：
　㈠離婚部分：
　　兩造婚姻初期，感情融洽，乙○○擔任家庭主婦，專心照顧三名子女，甲○○負責家庭經濟，支應家中開銷，近年為增加家庭收入並實現自我價值，乙○○於113年8月考取護理師執照並就業，兩造雖因金錢分配、子女教養觀念不同、家庭開銷增加等，偶有意見相歧，惟此均為一般夫妻日常生活中常見小爭執，並未對婚姻關係造成根本性衝擊，兩造雖觀念不合，但乙○○抱持靈活開放態度，表達自己想法亦會尊重甲○○意見調整，甲○○如認為確實可參照乙○○想法亦會採納之，而兩造進行婚姻諮商雖因甲○○認為效果不彰中斷，但兩造仍未因婚姻諮商結果不慎理想之結果而形同陌路，乙○○仍有意透過婚姻諮商修復兩造關係，兩造仍可尋其他方式修復關係，又兩造雖討論過離婚條件，然非表示乙○○內心想要離婚，離婚條件討論更是出於無奈，不得已情況下所做的預想；再者乙○○因甲○○於112年9月6日在浴室架設錄影設備之偷拍行為，對甲○○提起刑事告訴，並聲請暫時保護令，此法律行為僅是乙○○為了保護自己與三名子女之權益，並非想要離婚，而乙○○在調解時明確向甲○○表達希望繼續維持婚姻，隨即邀請甲○○吃飯並參加乙○○和三名子女的電影活動，分享三名子女希望與爸爸分享的電影內容，乙○○亦關心甲○○，乙○○努力釋出善意，卻始終未獲甲○○之回應，然此甲○○消極不回應無以抹滅乙○○為婚姻家庭付出，是本件無證據認定兩造有何難以維持婚姻重大事由，無論乙○○或過往兩造均努力維繫婚姻，倘鈞院認兩造婚姻有破綻，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則歸因甲○○偷拍、後續不願意道歉、揚言繼續裝設錄影音設備等行為，乙○○並無可歸責事由，是甲○○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請求離婚為無理由。
　㈡反請求關於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倘若鈞院判准兩造離婚，則乙○○依照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請求甲○○給付剩餘財產，並依照甲○○起訴時113年7月5日為計算剩餘財產之基準日，然因兩造關係緊張，乙○○對於甲○○財產數目不甚了解，因此先暫就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以100萬元為計算等語。
㈢並聲明：
　⒈本訴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⒉反請求聲明：
　　⑴甲○○應給付乙○○新台幣100萬元整，並自家事反請求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⑵前項聲明，乙○○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⑶訴訟費用由甲○○負擔。
三、本院判斷
　㈠離婚部分：
　⒈法律依據：按夫妻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係指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應依客觀之標準進行認定，審認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5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婚姻係以夫妻間感情為基礎，經營共同生活為目的，應誠摯相愛、互信、互諒，協力保持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及幸福，若此基礎不復存在，致夫妻難以共同生活相處，無復合之可能者，自無令雙方繼續維持婚姻形式之必要，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而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之規範內涵，係在民法第1052條第1項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適用範疇（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最高法院對於民法第1052條第2項本文規定請求離婚，是否須比較兩造的有責程度，已有統一的法律見解，即對於「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之解消婚姻，未有法律規定限制有責程度較重者之婚姻自由，雙方自均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本文規定請求離婚，而毋須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61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當夫妻間存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時，僅唯一有責配偶受限制不得請求離婚，至於非唯一有責之配偶，不論其責任輕重，均得請求裁判離婚。經查：
　㈠兩造於97年1月5日結婚，並於同年3月10日登記，現婚姻關係存續中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個人戶籍資料1紙附卷可證(本院卷第27頁)，堪信為真實。
　㈡甲○○主張兩造婚後不論金錢、子女教育、生活行為及夫妻性生活上均有差異，乙○○更有情緒控管不佳而推擠甲○○行為，縱兩造於111年12月起至112年2月13日進行婚姻諮商，仍無改善，是甲○○於113年3月聲請本院調解離婚，為被告所不爭執，乙○○抗辯兩造間雖有差異及分歧，然均為夫妻日常生活之小爭執，然對婚姻不造成根本性之衝擊（見本院卷第230頁），且表示欲挽回婚姻，本院首應審酌兩造之婚姻是否有不能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經查:
　　⒈甲○○於113年7月5日搬離兩造共同住所，兩造於斯時開始分居，兩造於分居後，甲○○稱：「LINE上面對未成年子女部分聯絡，現在來說沒有其他互動，在電梯看到也沒有互動」等語，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90頁），本件斟酌甲○○自起訴後均堅決表示無法再與乙○○維持婚姻，離意甚堅，兩造並曾對於離婚條件進行協商(見本院卷第231頁)，又乙○○雖曾於113年7月6日向甲○○表示：「你在哪裡呢？要跟我們一起去看電影嗎～」、同年7月7日再向甲○○稱：「你在哪裡呢～小孩看完電影回來很想跟你分享，結果你不在」、「要回來了嗎～注意安全噢」、7月8日及9日稱：「7/15阿姨要上來台北複診，我想說請他來家裡住2天可以嗎～」、「你考慮好了嗎～」、「再麻煩回覆我一下」等語，然甲○○僅回覆：「不方便」等語（見本院卷第237頁），甲○○顯已無意更與乙○○共同經營家庭生活，足見兩造於113年7月5日分居後，僅限於必要範圍內有溝通，且限縮於行動軟體上，兩造彼此間已無任何情愛之關心、問候及溝通交流之需求，至今已超過7個月，參酌兩造平日居住於同一社區，連見面亦無互動，足見其對彼此已相當冷漠，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狀況仍舊，乙○○則無積極出面意欲和甲○○作何討論，益見彼此生活已是平行線，形同陌路，顯然無連結及依附之需求，兩造夫妻情分薄弱，造成兩造分居多時之目前局面，迄今未變，是兩造婚姻關係應有互相扶持之基礎顯不存在，依一般人之生活經驗，雙方共同生活的婚姻目的已經不能達成，堪認兩造婚姻基礎已失，僅存形式而無實質，揆諸前揭說明，足認兩造婚姻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確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　　
　　⒉甲○○主張兩造婚後不論金錢、子女教育、生活行為及夫妻性生活上均有差異而無法溝通協調，雖為乙○○所否認，然依甲○○所提兩造通訊軟體LINE對話記錄、而觀諸上開111年7月18日兩造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乙○○稱：「我想的A方案，你卻覺得應該要用B執行，…當A與B不同時，也不知道怎麼繼續溝通下去」、「其實都是我答應你之後，沒有執行到底造成的後果」、「我知道你不願意再等了，我也知道你害怕這又是我的苦肉計，當你心軟之後，我們又會回到以前那樣的循環裡…」等語（見本院卷第297至299頁），顯見兩造對於彼等之差異，確實陷入無法協調處理之窘境，再者，對於兩造婚姻中之窘境，兩造亦曾求助於婚姻諮詢，而亦無法獲得改善，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兩造之矛盾衝突越演越烈，發生乙○○動手推擠甲○○（見本院卷第297至299頁），甲○○於兩造浴室內裝設錄影器材（見本院卷第231頁），乙○○憤而對甲○○提起保護令及刑事告訴，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2226號刑事傳票、本院113年度家護字第1277號保護令法庭通知書可參（見本院卷第85、87頁），再再顯見兩造之惡性循環已趨於越演越烈而無力改善之狀況，乙○○雖辯稱其願意改善而兩造婚姻仍可繼續維繫，自無足取。　
　　⒊兩造共同生活期間，兩造確實有因想法、價值觀不同而處於無法互相溝通之窘境，縱於分居互相冷靜期間，亦毫無互動聯繫，是以甲○○上開主張自非無據。則兩造分居迄今以已逾六個月，應係因當時雙方感情已經冷淡，以及兩造長期無法溝通、乙○○對甲○○提起刑事告訴及保護令訴訟而使兩造關係分崩離析，從而縱係甲○○先行離家或懷疑乙○○在外結交異性而在兩造共同處所浴室架設鏡頭，難謂甲○○對於婚姻破綻全無責任，然探究甲○○離家之起因，乙○○亦難辭其咎，要非全無責任。是兩造自應就彼等婚姻中之惡性循環負責而均有過失。
　㈢綜上所述，兩造於113年7月5日分居至今，兩造間之問題並未解決，已無共同生活，更幾無聯繫，婚姻中夫妻彼此扶持感情基礎顯已蕩然無存，可知兩造過往關係即已不睦，且於分居期間，並未恢復感情及改善相處模式，兩造目前生活、住居狀況，客觀上已難期待彼此再相互扶持，繼續經營婚姻，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兩造婚姻確生嚴重之破綻，顯無回復之可能，已構成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而兩造婚姻發生破綻，應係之前雙方感情有因家庭、生活、子女理念不合各自堅持，無法妥善溝通，而日漸冷淡，縱兩造曾向外尋求婚姻諮商，然仍無力回補岌岌可危的婚姻，以及乙○○有因甲○○對其為不法侵害行為提出刑事告訴、保護令之聲請，致甲○○黯然離家，且甲○○離家多時後已無永久共同生活之意思，雙方互動貧乏，已無情意，而甲○○提起本件訴訟，可見甲○○亦無意挽回而不欲與乙○○繼續維持婚姻，乙○○雖表示想挽回婚姻，然於婚姻破綻中縱有挽回感情之舉，然已無力回天，兩造隨著分居期間漸行漸遠，考量兩造目前既因無共同生活而難以維持婚姻，而無法共同生活之原因雙方均可歸責，僅有責比例容或有輕重之別，惟甲○○非唯一有責配偶，自不受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之限制。從而，甲○○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訴請判決兩造離婚，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未成年子女親權部分：
　⒈相關規定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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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105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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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1第1項亦有所載。另「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規定甚明。次按子女最佳利益原則:法院酌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除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等外，尤應注意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健康情形；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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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形（民法第1055條之1規定參照）。所謂「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並無明確、具體且固定不變之判斷標準，應由法院於具體個案中，先查明一切對未成年子女有影響之有利或不利之因素（例如從尊重子女意願原則、幼兒從母原則、繼續性原則、子女與父母同性別原則、手足不分離原則、父母適性比較衡量原則、主要照顧者原則、善意父母原則、家庭暴力行為人受不利推定原則等及其他因素，判斷何者對未成年子女有利，何者不利，以及該有利或不利之程度如何等），再綜合衡量各項有利或不利之因素及其影響程度，判斷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111年憲判字第8號「29」「30」)。
　⒉經查：
　　⑴基本關係之認定
　　　兩造於97年1月5日結婚，兩造所生之子女丙○○、丁○○、戊○○分別為00年0月00日生、99年6月22日、101年7月31日，現年各為16歲、14歲、12歲，均為未成年人，而甲○○請求本院裁判離婚獲准已如上述，是本件自有就酌定親權為審究之必要。
　　⑵社工之訪視
　　　本院函請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囑託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派員訪視甲○○、乙○○及未成年子女丙○○、丁○○、戊○○部分，其評估建議據覆略以：「…㈠綜合評估：
　　　⒈親權能力評估：兩造健康狀況良好，有工作與經濟收入，足以負擔3位未成年子女；兩造均有照顧3位未成年子女，評估兩造均具親權能力。
　　　⒉親職時間評估：原告能親自照顧3位未成年子女，被告現階段工作較忙，但仍具陪伴和照顧3位未成年子女意願。評估原告之親職時間充足，被告具基本之親職時間。
　　　⒊照護環境評估：訪視時觀察3位未成年子女之住家社區及居住環境適宜，原告能提供原告未成年子女穩定且良好之照護環境；被告可能須搬遷。
　　　⒋親權意願評估：原告考量長期兩造之教養理念、衛生習慣及品格教育等不同，原告希望能夠單獨擔任3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被告認為其長期照顧3位未成年子女，最熟悉3位未成年子女，並且擔心原告會有刁難的狀況，兩造可能無法合作和溝通，所以被告希望能夠單獨擔任3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評估兩造均具監護意願。
　　　⒌教育規劃評估：兩造能培育3位未成年子女，支持未成年子女發展。評估兩造具教育規劃能力。
　　　⒍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未成年子女1目前16歲、未成年子女2目前14歲、未成年子女3目前12歲，均具表意能力；3位未成年子女由兩造照顧，訪視時觀察受照顧情形良好。3位未成年子女訪談內容請參考附件密件。
　　　㈡親權之建議及理由：依據訪視時兩造之陳述，兩造皆具親權能力、親職時間，並具監護意願，兩造皆有照顧3位未成年子女；兩造於婚姻衝突和教養差異而互信受影響，使兩造無意願共同合作，惟兩造仍在會面上希望保持彈性溝通，且兩造113年7月分居後仍可繼續維持共親職和彈性安排會面，又參酌未成年子女之意願，評估兩造仍有合作之可能性，但仍須溝通管道，故建議法院安排兩造進行家事商談，使兩造具體討論教養計畫，以上提供兩造和3位未成年子女訪視時之評估，建請法官參酌當事人當庭陳述與相關事證，依兒少最佳利益裁定之。」等情，有新北市政府113年10月23日新北社兒字第1132089252號函暨函附社工訪視調查報告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9至263頁）。
　⒊而本院於113年12月18日就兩造與三名子女會面交往方式，進行協商，本院先請三名子女初步討論渠等欲與兩造會面交往之時間安排，再與兩造及三名子女就親權、會面交往方式與兩造達成協議如下:兩造與三名子女三名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與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惟與甲○○同住，其負擔主要照顧之責，除有關為成年子女之遷居境外出養、重大手術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外，其餘事項由甲○○單獨決定；乙○○與三名子女會面交往方式則如附表所示，此有本院非訟程序筆錄附卷可證（見本院卷第275、277頁）。
　⒋綜上，本院審酌卷內事證、上開訪視報告及兩造與三名子女於113年12月18日在本院之協商方式，兩造與三名子女互動良好，且其等目前在經濟條件、居住環境、親屬支援系統等方面亦均穩定，可提供子女基本生活無虞及適當照顧，此有上開社工訪視調查報告等件在卷足憑，本院審酌未成年子女丙○○、丁○○、戊○○之年齡、性別、人格發展需要、意願，及兩造之生活、經濟狀況、親屬支持系統、教養子女之意願、態度，並就兩造先前與三名子女協商之會面交往方式至本件審理過程中兩造均能基於合作式父母，本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溝通安排，觀諸兩造與三名子女協商後之方案觀諸現受照顧情況無明顯不適當之處或有對未成年子女們不利之情事，三名子女應均已適應現狀，本院基於「主要照顧者原則」、「繼續性原則」、「手足不分離原則」，並以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考量，酌定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丙○○、丁○○、戊○○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惟與甲○○同住，並由甲○○負主要照顧之責，除有關未成年子女之遷居境外、出養、重大手術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外，其餘事項均由甲○○單獨決定。至於乙○○與三名子女會面交往方式，爰參酌兩造、三名子女於113年12月18日在本院協商如附表所示。
　㈢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　
　　⒈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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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4條第2項、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亦有明文。又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得命交付子女、容忍自行帶回子女、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給付扶養費、交付身分證明文件或其他財物，或命為相當之處分，並得訂定必要事項。前項命給付扶養費之方法，法院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分期給付。法院命分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1項、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1項、第2項、第3項亦有明定。
　　⒉依上開規定，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離婚而受影響，而本件經本院酌定未成年子女丙○○、丁○○、戊○○權利義務之行使與負擔由共同任之，並由甲○○擔任主要照顧者，乙○○對於未成年子女丙○○、丁○○、戊○○仍負有扶養義務，本院自得依甲○○之聲請，命乙○○給付未成年子女丙○○、丁○○、戊○○至成年為止之扶養費，並依未成年子女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即兩造之經濟能力及身分，酌定適當之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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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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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命乙○○為定期金給付，先予敘明。
　　⒊據甲○○陳述其為大學畢業，目前擔任公司業務，每月收入約13萬元，名下有二間不動產、汽車乙部、投資數筆，且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兩造財產108至112年所得資料，甲○○之所得分別為275萬6,671元、166萬2,390元、375萬1,891元、397萬5,234元、440萬8,055元、財產總額均為2,771萬6,204元，此有甲○○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1紙附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53至213頁）；而乙○○為大學畢業，目前擔任護理師，月收入約6至7萬元，名下有一間不動產、一筆土地及投資數筆，且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兩造財產108至112年所得資料，乙○○之所得分別為94萬8,801元、2萬7,387元、5,000元、43萬3,891元、9萬7,032元，財產總額為147萬9,894元，此有乙○○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1紙附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11至152頁）。再查未成年子女丙○○、丁○○、戊○○現年分別為16歲、14歲、12歲，本件甲○○主張乙○○應負擔未成年子女每月各1萬2,000元之扶養費，並依據行政院主計處所統計之新北市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核算標準，而上開金額係行政院主計處將新北市每人每月之消費支出開銷，包括食品費、飲料費、衣著及鞋襪類、燃料及燈光、家庭及傢俱設備、家事管理、保健及醫療、運輸及通訊（內含交通工具及通訊購置、交通設備使用管理費、乘交通設備之費用、其他通訊費）、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內含旅遊費用、娛樂消遣服務、書報雜誌文具、娛樂器材及附屬品、教育及研究費）、雜項支出等項加以計算，已包括家庭生活所需及扶養未成年子女之各項費用，解釋上自可作為本件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參考標準。本院審酌兩造身分、職業、未成年子女之年齡、所在地區、臺灣地區物價指數，並參酌兩造於本院及訪視期間自述之工作情形、收入概況及兩造在訪視時自陳之經濟收入狀況，並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最新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資料所載，新北市112、113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分別為2萬4,663元、2萬6,226元，再考量兩造正值青壯年，均具相當工作能力、兩造未成年子女年齡、於各成長階段之日常生活需要、兩造之身分、經濟能力、一般國民生活水準等綜合判斷，認未成年子女丙○○、丁○○、戊○○每月生活所需扶養費以2萬6,226元為適當，惟甲○○之收入顯然高於乙○○，然三名子女由甲○○擔任主要照顧者，故認甲○○、乙○○依5：1比例分擔丙○○、丁○○、戊○○之扶養費用，是乙○○每月負擔每名未成年子女各4,371元。故甲○○請求乙○○自本件親權酌定裁判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年丙○○、丁○○、戊○○成年之日止，按月給付甲○○關於未成年子女丙○○、丁○○、戊○○之扶養費各4,371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法院酌定子女扶養費之負擔及給付方法，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故不生其餘聲請駁回之問題。另為確保未成年子女受扶養之權利，併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準用第100條第3項規定，宣告被告應定期給付之扶養費，於本項確定後，如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6期視為亦已到期。
　㈣關於夫妻剩餘財產部分：　　　　
　⒈按「夫妻得於結婚前或結婚後，以契約就本法所定之約定財產制中，選擇其一，為其夫妻財產制。」、「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次按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期日就離婚、終止收養關係、分割遺產或其他得處分之事項，為捨棄或認諾者，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法院應本於其捨棄或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但離婚或終止收養關係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㈠其捨棄或認諾未經當事人本人到場陳明。㈡當事人合併為其他請求，而未能為合併或無矛盾之裁判。㈢其捨棄或認諾有危害未成年子女之利益之虞，而未能就其利益保護事項為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6條第1項定有明文。參諸該條立法理由明揭：當事人既可依前條第1項規定就得處分事項為訴訟上和解，應亦得為捨棄、認諾，以充分保障其程序選擇權，爰參酌民事訴訟法第384條規定，明定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期日就上開得處分之事項，為捨棄或認諾者，法院應本此逕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不得再行調查證據或認定事實，是以除符合該條第1項但書3款事由外，自應本於捨棄或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　
　⒉經查：本件甲○○於本院114年1月15日言詞辯論時，就乙○○反請求聲明訴訟標的表示同意，而為認諾之表示，依據前開規定及說明，本院即應本於該認諾而為甲○○敗訴之判決，從而，乙○○反請求聲明部分，即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四項所示。
四、綜上所述，甲○○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原告依民法第1055條、第1116條之2等規定，聲請酌定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親權由其兩造共同任之，暨自本裁判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丙○○、丁○○、戊○○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甲○○關於三名子女扶養費各4,371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於反請求部分，乙○○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甲○○給付1,000,000元及自兩造離婚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而予准許。
五、反請求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反請求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與所舉證據，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康存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上訴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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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9　　日
　　　　　　　　　　　　　　　　書記官　劉庭榮　　　　　
　　　　　　　　　　　　　　　
附表：會面交往計畫
一、對於上開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
 （一）乙○○得每月與未成年子女丙○○、丁○○、戊○○會面交往8日，其時間乙○○於會面交往月前一日告知甲○○與未成年子女丙○○、丁○○、戊○○。
 （二）過年期間之會面交往，乙○○得於114年度農曆過年期間除夕至大年初三與未成年子女丙○○、丁○○、戊○○同住。自115年度起由兩造輪流，115年度之後單數年農曆新年小年夜前一日至初一與甲○○同住，大年初二至大年初五與被乙○○同住，雙數年農曆新年小年夜前一日至出一與乙○○同住，大年初二至大年初五與甲○○同住。
 （三）未成年子女丙○○、丁○○、戊○○（分別）年滿14歲以後，兩造應尊重其意願決定與父母何方同住及與未同住之一方交往探視之方式、期間。
 （四）接送方式由兩造共同決定，如兩造就各月會面期間或接送方式無法達成協議，由兩造自行聲請法院酌定會面交往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