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87號

原      告  王金花    住○○市○○區○○路0段000巷0號 

訴訟代理人  陳頂新律師

複  代理人  陳相懿律師

            廖國憲律師(於民國113年7月11日解除委任)

            李宛芸律師(於民國113年6月27日解除委任)

被      告  王素  

訴訟代理人  廖本揚律師

複  代理人  李國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2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2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如被告以新臺幣15萬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原告與訴外人丙○○係夫妻，丙○○前為俊泉塑膠企業有限

公司(下稱俊泉公司)之負責人，其與原告婚姻存續期間，為

拓展事業版圖，由當時為俊泉公司員工之被告隨同前往大陸

地區創業，於民國83年共同創立位於大陸地區上海市之俊泉

文教用品有限公司(下稱俊泉文教公司)，由被告擔任俊泉文

教公司之董事，原告為照顧雙方之未成年子女並未一同前

往，後因丙○○生病返臺居住就醫，並於111年5月18日死

亡，其女林靜慧於112年11月8日寄送神岡社口郵局存證號碼

000090號存證信函（下稱存證信函）予被告之妹王鈴元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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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鈴谷工業有限公司（下稱鈴谷公司），以釐清丙○○之遺

產繼承及侵占問題，鈴谷公司委任道宣合署律師事務所於

112年11月10日以道宣揚律字第1121110號函（下稱律師函）

回覆林靜慧，告以：被告與丙○○相互扶持將近30年，既是

事業上之夥伴，也是生命中親密伴侶之內容。原告及其繼承

人收受律師函後始知悉被告持續侵害原告之配偶權已久，被

告明知原告與丙○○婚姻關係仍存續中，卻仍逾越一般正常

男女社交之行為，顯已非婚姻關係外男女正當往來應有分際

之交往行為，且侵害原告配偶權時間長達30年以上，嚴重逾

社會一般通念下配偶所能容忍之範圍，顯已侵害原告基於配

偶關係所生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身分法益，且情

節重大，被告應負賠償責任甚明。原告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

並無違背婚姻忠實義務及不盡配偶、母親責任之情形，復因

發見被告侵害其配偶權之行為致精神上受有極大之痛苦，原

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等規

定，請求被告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即精神慰撫金新臺幣

（下同）100萬元。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丙○○係俊泉公司創辦人，與原告結婚後，育有三女一子，

即訴外人丁○○、林素卿、乙○○、林靜慧。丙○○與原告

感情不睦，但2人之婚姻關係仍存續。嗣丙○○於婚姻關係

存續中與俊泉公司員工即訴外人童秋瑾女士發生感情，並生

育訴外人林宇婕，之後丙○○又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與俊泉公

司員工蔡碧玉發生感情，並生育訴外人林承鈞、林佳淇，最

終丙○○與被告發生感情，兩人交往期間自83年起至111年5

月18日丙○○死亡為止，將近30年的時間，均由被告陪伴在

丙○○先生身邊並照顧其生活起居及陪同就醫、住院，乃丙

○○維持最久之一段感情，實已逾越民法第197條第1項後段

之10年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期間。又按所謂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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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頁



配偶權，應係逾越一般正常男女社交行為，丙○○自108年

起，因病返臺就醫，至111年5月18日死亡為止，該段期間丙

○○身體健康每況愈下，均為被告在旁照顧，照料其生活起

居及陪同就醫，實際上由被告代原告及其子女善盡其等法律

上之義務，故核被告所為，非可評價為「逾越一般正常男女

社交行為」，原告指稱被告王素眞有侵害配偶權，應就此負

舉證責任。退步言，縱認被告上開所為有逾越一般正常男女

社交行為，但丙○○與被告交往已近30年，原告對此事亦早

已於各種場合知情超過2年，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罹

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2年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

求權時效期間，被告自得拒絕賠償。且原告長久以來對丙

○○先後與童秋瑾、蔡碧玉、被告交往、同居，及丙○○與

童秋謹、蔡碧玉生子等侵害配偶權事未予置理，應認有容認

丙○○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與異性交往之事實，故其主張配偶

權被侵害對被告提起本件訴訟，有違誠信原則，原告對被告

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失效，不得再行使。並聲明：㈠原告之

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

執行。

三、原告對被告抗辯之主張：　　

　　按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

而消滅。所謂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知，係指明知而言。

如當事人間就知之時間有所爭執，應由賠償義務人就請求權

人知悉在前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被告雖辯稱：原告早已於

各種場合知情超過2年，其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因2年

不行使而消滅等語，惟原告遲至112年間收受系爭律師函，

始知悉被告侵害配偶權之行為，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由被告

就原告知悉在前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且被告持續侵害配偶

至丙○○於111年5月18日死亡為止，原告於112年12月15日

提起本件訴訟，並未超過民法第197條規定之時效，被告辯

稱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及構成權利失效，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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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

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

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

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

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

分。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

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

第195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通姦之足以破壞夫

妻間之共同生活而非法之所許，此從公序良俗之觀點可得斷

言，不問所侵害係何權利，對於配偶之他方應構成共同侵權

行為。且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

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

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

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

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

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再者如明知為有夫之婦而仍與之通

姦，依社會一般觀念，不得謂非有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

加損害於他人之故意，茍其配偶確因此受有財產上或非財產

上之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自亦得請求賠償（最

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判例、41年度台上字第278號

判例意旨足資參照）。是夫妻之一方主張因其配偶與他人通

姦或其他破壞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行為，而受有非財產

上之損害者，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第195條第1項

規定，請求與其配偶共同破壞夫妻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

之行為人，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

　㈡經查，丙○○與原告結婚後，育有3女1子，原告與丙○○婚

姻關係存續期間，被告與丙○○於83年起共同至大陸地區經

營俊泉文教公司，至111年5月18日丙○○死亡為止，均由被

告陪伴在丙○○身邊，照顧其生活起居及陪同就醫，為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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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自承，自堪信為真實。揆諸前揭說明，被告與丙○○既有

同居及共同生活之事實，明顯已逾越正常朋友之交往行為，

是原告主張被告故意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不法侵害原告

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被告對於原告自構成故意侵權行

為，即屬有據。被告辯稱：被告係出於照顧丙○○生活起居

及陪同就醫而有共同生活，並非逾越一般正常男女社交行為

云云，實不足採。

　㈢次按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

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

使而消滅，明定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之起算點。又此所謂知

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知」，係指明知而言，亦即該請求

權之消滅時效，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

起算（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884號民事裁定意旨參

照）。而該條項所稱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主觀「知」的

條件，如係一次之加害行為，致他人於損害後尚不斷發生後

續性之損害，該損害為屬不可分（質之累積），或為一侵害

狀態之繼續延續者，應分別以被害人知悉損害程度呈現底定

（損害顯在化）或不法侵害之行為終了時起算其時效。倘加

害人之侵權行為係持續發生（加害之持續不斷），致加害之

結果（損害）持續不斷，若各該不法侵害行為及損害結果係

現實各自獨立存在，並可相互區別（量之分割）者，被害人

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即隨各該損害不斷漸次發生，應就各該

不斷發生之獨立行為所生之損害，分別以被害人已否知悉而

各自論斷其時效之起算時點，始符合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

之趣旨，且不失該條為兼顧法秩序安定性及當事人利益平衡

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24號判決意旨參

照）。本件被告就前開侵權行為固據提出時效抗辯，主張原

告於112年12月1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與被告交往已近30

年，且原告對此事亦早已於各種場合知情超過2年，業已逾

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2年及同條項後段10年之侵權行為

請求權時效期間等語。惟被告至111年5月18日丙○○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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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仍與之往來，並有侵害原告配偶權行為，業如前述，足

證被告之侵權行為屬持續發生，其所生之損害亦係持續不

斷，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應隨損害之發生，漸次開始進

行，其消滅時效，即應分別就其知悉各別發生之損害時起

算。經查：

　⒈被告自83年起至111年5月18日死亡前1日，均持續未中斷地

與丙○○不當交往，故原告於112年12月15日提起本件訴

訟，有本院收件戳章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11頁），被告既

為時效抗辯，則原告就被告102年12月15日（含15日）前之

侵權損賠請求權，已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後段之10年時效

而消滅，既經被告提出時效抗辯，依民法第144條規定，被

告主張時效完成而拒絕給付，即屬有據，故原告此部分之請

求，要難准許。

　⒉原告主張係於112年11月10日後收受律師函，始知悉被告與

丙○○不正常交往侵害其配偶權，並於112年12月15日提起

本件訴訟，故就原告主張被告自起訴時往前回溯逾2年即自

110年12月15日前侵害配偶權行為部分，確已罹於民法第197

條第1項前段之2年時效，既經被告提出時效抗辯，依民法第

144條規定，被告主張時效完成而拒絕給付，即屬有據，故

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要難准許。

　⒊惟自112年12月15日原告起訴日回溯2年即110年12月16日起

至111年5月18日為止，此期間被告仍與丙○○同住，並有扶

持照顧之侵害配偶權行為，原告之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既係

漸次發生，自應就各該獨立行為所生之損害，分別起算損害

賠償請求權時效，故此部分之侵權行為，尚未罹於民法第

197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2年時效期

間，原告仍得據此對被告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被

告就此部分所為時效抗辯，即屬無據。

　㈣再按學理上稱為「權利失效」原則，乃基於誠信原則發展而

出的一項法律倫理原則。旨在就個案中斟酌權利之性質，法

律行為之種類，當事人間之關係，社會經濟情況及其他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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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加以判斷，以尋求事件之公平及個案之正義。又權利

固得自由行使，義務本應隨時履行，惟權利人於相當期間內

不行使其權利，並因其行為造成特殊之情況，足引起義務人

之正當信任，認為權利人已不欲行使其權利，或不欲義務人

履行其義務，於此情形，經盱衡該權利之性質、法律行為之

種類、當事人之關係、經濟社會狀況、當時之時空背景及其

他主、客觀等因素，綜合考量，依一般社會之通念，可認其

權利之再為行使有違「誠信原則」者，自得因義務人就該有

利於己之事實為舉證，使權利人之權利受到一定之限制而不

得行使，此源於「誠信原則」，實為禁止權利濫用，以軟化

權利效能而為特殊救濟形態之「權利失效原則」(最高法院

97年度台上字第745號、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745號判決

意旨參照)。依上述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原告是否有「權利

失效」一事，自應由本院就個案中具體斟酌，釐清被告是否

已有正當信任，認為原告已不欲行使其權利。被告雖辯稱：

丙○○與原告婚後相處並不和睦。原告長久以來對丙○○與

童秋瑾、蔡碧玉、被告交往事實均知情，但皆未對婚外情之

第三者行使相關權利，且知悉被告返臺後與丙○○同住一

處、丙○○生病期間皆是被告接送照顧，並曾於108年11月

16、17日至醫院探視丙○○，也看到並知悉被告在醫院留院

留宿陪伴服侍丙○○，甚至認為丙○○先生長期都有被告在

照顧，其就不需要出面，其一再不行使權利，足以引起被告

之正當信任，認為原告不欲行使其權利，默認此一事實現

狀，但在丙○○死亡後，原告子女知悉丙○○生前贈與財產

給被告之事實，在子女簇擁下方提起本件訴訟，足以令被告

陷入窘境，有違事件之公平及個案之正義，應有上開權利失

效原則之適用等語。經查，原告長久以來對丙○○與童秋

瑾、蔡碧玉、被告交往事實均知情，但皆未對婚外情之第三

者行使相關權利，且知悉被告返臺後與丙○○同住一處、丙

○○生病期間皆是被告接送照顧，並曾於108年11月16、17

日至醫院探視丙○○，也看到並知悉被告在醫院留院留宿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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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服侍丙○○，甚至認為丙○○先生長期都有人在照顧，其

就不需要出面等事實，有乙○○與被告之LINE通訊紀錄在卷

可稽（見本院卷第273頁），且經證人乙○○於本院113年8

月29日言詞辯論期間證述甚詳（見本院第357至363頁），固

堪採信，惟自112年12月15日原告起訴日回溯2年即110年12

月16日起至111年5月18日為止，此期間被告仍與丙○○同

住，並有扶持照顧之侵害配偶權行為，原告之侵權損害賠償

請求權未罹於時效，已如前述，而原告於112年12月15日提

起本件訴訟，尚難認有何明知權利受侵害，而不行使權利達

相當期間，足使被告信任原告已不行使權利之情形，與權利

失效之要件已不相符。又原告不追究童秋瑾、蔡碧玉之侵害

配偶權責任，實與被告無涉，被告既無法舉證證明原告有何

明知權利受侵害，而不行使權利達相當期間之事實，其主張

原告提本訴之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屬權利失效云云，自無足

採。

　㈤又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

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

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

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

以人格權遭遇侵害，受有精神上之痛苦，而請求慰藉金之賠

償，其核給之標準，須斟酌雙方之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

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且所謂相當，應以實際加害

情形與其名譽影響是否重大及被害人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

之經濟情況等關係定之（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537號判

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未陪同丙○○共同前往大陸，而

被告與丙○○自83年起至111年5月18日丙○○死亡為止，將

近30年的時間，均由被告陪伴在丙○○先生身邊並照顧其生

活起居及陪同就醫、住院，直至丙○○死亡時，原告未曾再

與丙○○同居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33、

335頁）。堪認原告與丙○○間，僅具形式之婚姻關係，而

被告與丙○○間則已共同經營婚姻生活長達30年，而為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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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夫妻。又丙○○與被告交往之前，尚有與童秋瑾、蔡碧

玉交往並生子，原告自承早已知悉並原諒童秋瑾、蔡碧玉，

未曾對2女主張侵害配偶權之事實（見本院卷第151頁），上

開事實，亦業據證人乙○○、證人丁○○、證人即被告之弟

甲○○於言詞辯論庭中證述甚詳（見本院卷第354至367頁、

第377至387頁、第456至460頁），並有被告與乙○○之LINE

通訊紀錄可稽（見本院卷第253至294頁）。又丙○○過世

後，被告尚有與丙○○之家屬就丙○○大體停放處召開家族

會議討論，原告未與會，而在場家屬均知悉被告長時間陪伴

在丙○○先生身邊並照顧其生活起居及陪同就醫、住院之事

實，亦有該次會議錄音檔案及譯文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

295至312頁）。足證被告辯稱其實代原告履行其配偶法定義

務，實有所據。又證人丁○○亦證稱：係因丙○○死後，發

現被告有將丙○○所有之財產轉走之事實，故其與其他子女

才說要對被告提起本訴，原告只是聽子女的意見等語（見本

院卷第384頁）。審酌原告現為77歲，教育程度為國小肄

業，由4名子女扶養，現在退休無業，月領勞保退休金1萬

4094元及國民年金4049元，被告現為58歲，教育程序為高中

畢業，目前無業，單身，需扶養母親，經濟狀況小康，及兩

造之財產狀況（見本院限制閱覽卷宗所附兩造稅務電子閘門

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兼衡被告行為態樣、代原告照護丙

○○至終老、原告與丙○○分居多年感情不睦及前已容忍丙

○○與童秋瑾、蔡碧玉交往並生子之精神痛苦程度、提起本

件訴訟之動機，認原告因被告之上開行為，受有之非財產上

損害應以15萬元為適當，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逾15萬部分，

核屬過高，不應准許。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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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及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債權，為無確定給付期限之債權，自應以原告催告請求被

告負損害賠償責任之翌日，起算被告應負之遲延利息。原告

請求被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月2日，見

本院卷第87頁本院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5萬

元，及自113年4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就原告勝訴部

分，因得向被告請求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

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法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此

部分之聲請僅係促使法院之職權發動，本院就此無庸另為准

駁之諭知。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爰

酌定相當金額予以宣告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

請已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廖聖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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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7　　日

　　　　　　　　　　　　　　　　　　書記官　曾惠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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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87號
原      告  王金花    住○○市○○區○○路0段000巷0號  訴訟代理人  陳頂新律師
複  代理人  陳相懿律師
            廖國憲律師(於民國113年7月11日解除委任)
            李宛芸律師(於民國113年6月27日解除委任)
被      告  王素  
訴訟代理人  廖本揚律師
複  代理人  李國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如被告以新臺幣1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原告與訴外人丙○○係夫妻，丙○○前為俊泉塑膠企業有限公司(下稱俊泉公司)之負責人，其與原告婚姻存續期間，為拓展事業版圖，由當時為俊泉公司員工之被告隨同前往大陸地區創業，於民國83年共同創立位於大陸地區上海市之俊泉文教用品有限公司(下稱俊泉文教公司)，由被告擔任俊泉文教公司之董事，原告為照顧雙方之未成年子女並未一同前往，後因丙○○生病返臺居住就醫，並於111年5月18日死亡，其女林靜慧於112年11月8日寄送神岡社口郵局存證號碼000090號存證信函（下稱存證信函）予被告之妹王鈴元經營之鈴谷工業有限公司（下稱鈴谷公司），以釐清丙○○之遺產繼承及侵占問題，鈴谷公司委任道宣合署律師事務所於112年11月10日以道宣揚律字第1121110號函（下稱律師函）回覆林靜慧，告以：被告與丙○○相互扶持將近30年，既是事業上之夥伴，也是生命中親密伴侶之內容。原告及其繼承人收受律師函後始知悉被告持續侵害原告之配偶權已久，被告明知原告與丙○○婚姻關係仍存續中，卻仍逾越一般正常男女社交之行為，顯已非婚姻關係外男女正當往來應有分際之交往行為，且侵害原告配偶權時間長達30年以上，嚴重逾社會一般通念下配偶所能容忍之範圍，顯已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所生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被告應負賠償責任甚明。原告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並無違背婚姻忠實義務及不盡配偶、母親責任之情形，復因發見被告侵害其配偶權之行為致精神上受有極大之痛苦，原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即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丙○○係俊泉公司創辦人，與原告結婚後，育有三女一子，即訴外人丁○○、林素卿、乙○○、林靜慧。丙○○與原告感情不睦，但2人之婚姻關係仍存續。嗣丙○○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與俊泉公司員工即訴外人童秋瑾女士發生感情，並生育訴外人林宇婕，之後丙○○又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與俊泉公司員工蔡碧玉發生感情，並生育訴外人林承鈞、林佳淇，最終丙○○與被告發生感情，兩人交往期間自83年起至111年5月18日丙○○死亡為止，將近30年的時間，均由被告陪伴在丙○○先生身邊並照顧其生活起居及陪同就醫、住院，乃丙○○維持最久之一段感情，實已逾越民法第197條第1項後段之10年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期間。又按所謂侵害配偶權，應係逾越一般正常男女社交行為，丙○○自108年起，因病返臺就醫，至111年5月18日死亡為止，該段期間丙○○身體健康每況愈下，均為被告在旁照顧，照料其生活起居及陪同就醫，實際上由被告代原告及其子女善盡其等法律上之義務，故核被告所為，非可評價為「逾越一般正常男女社交行為」，原告指稱被告王素眞有侵害配偶權，應就此負舉證責任。退步言，縱認被告上開所為有逾越一般正常男女社交行為，但丙○○與被告交往已近30年，原告對此事亦早已於各種場合知情超過2年，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2年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期間，被告自得拒絕賠償。且原告長久以來對丙○○先後與童秋瑾、蔡碧玉、被告交往、同居，及丙○○與童秋謹、蔡碧玉生子等侵害配偶權事未予置理，應認有容認丙○○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與異性交往之事實，故其主張配偶權被侵害對被告提起本件訴訟，有違誠信原則，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失效，不得再行使。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對被告抗辯之主張：　　
　　按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所謂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知，係指明知而言。如當事人間就知之時間有所爭執，應由賠償義務人就請求權人知悉在前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被告雖辯稱：原告早已於各種場合知情超過2年，其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因2年不行使而消滅等語，惟原告遲至112年間收受系爭律師函，始知悉被告侵害配偶權之行為，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由被告就原告知悉在前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且被告持續侵害配偶至丙○○於111年5月18日死亡為止，原告於112年12月15日提起本件訴訟，並未超過民法第197條規定之時效，被告辯稱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及構成權利失效，均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通姦之足以破壞夫妻間之共同生活而非法之所許，此從公序良俗之觀點可得斷言，不問所侵害係何權利，對於配偶之他方應構成共同侵權行為。且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再者如明知為有夫之婦而仍與之通姦，依社會一般觀念，不得謂非有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之故意，茍其配偶確因此受有財產上或非財產上之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自亦得請求賠償（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判例、41年度台上字第278號判例意旨足資參照）。是夫妻之一方主張因其配偶與他人通姦或其他破壞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行為，而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者，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與其配偶共同破壞夫妻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之行為人，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
　㈡經查，丙○○與原告結婚後，育有3女1子，原告與丙○○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被告與丙○○於83年起共同至大陸地區經營俊泉文教公司，至111年5月18日丙○○死亡為止，均由被告陪伴在丙○○身邊，照顧其生活起居及陪同就醫，為被告所自承，自堪信為真實。揆諸前揭說明，被告與丙○○既有同居及共同生活之事實，明顯已逾越正常朋友之交往行為，是原告主張被告故意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被告對於原告自構成故意侵權行為，即屬有據。被告辯稱：被告係出於照顧丙○○生活起居及陪同就醫而有共同生活，並非逾越一般正常男女社交行為云云，實不足採。
　㈢次按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明定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之起算點。又此所謂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知」，係指明知而言，亦即該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算（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884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而該條項所稱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主觀「知」的條件，如係一次之加害行為，致他人於損害後尚不斷發生後續性之損害，該損害為屬不可分（質之累積），或為一侵害狀態之繼續延續者，應分別以被害人知悉損害程度呈現底定（損害顯在化）或不法侵害之行為終了時起算其時效。倘加害人之侵權行為係持續發生（加害之持續不斷），致加害之結果（損害）持續不斷，若各該不法侵害行為及損害結果係現實各自獨立存在，並可相互區別（量之分割）者，被害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即隨各該損害不斷漸次發生，應就各該不斷發生之獨立行為所生之損害，分別以被害人已否知悉而各自論斷其時效之起算時點，始符合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之趣旨，且不失該條為兼顧法秩序安定性及當事人利益平衡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2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就前開侵權行為固據提出時效抗辯，主張原告於112年12月1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與被告交往已近30年，且原告對此事亦早已於各種場合知情超過2年，業已逾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2年及同條項後段10年之侵權行為請求權時效期間等語。惟被告至111年5月18日丙○○死亡前，仍與之往來，並有侵害原告配偶權行為，業如前述，足證被告之侵權行為屬持續發生，其所生之損害亦係持續不斷，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應隨損害之發生，漸次開始進行，其消滅時效，即應分別就其知悉各別發生之損害時起算。經查：
　⒈被告自83年起至111年5月18日死亡前1日，均持續未中斷地與丙○○不當交往，故原告於112年12月15日提起本件訴訟，有本院收件戳章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11頁），被告既為時效抗辯，則原告就被告102年12月15日（含15日）前之侵權損賠請求權，已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後段之10年時效而消滅，既經被告提出時效抗辯，依民法第144條規定，被告主張時效完成而拒絕給付，即屬有據，故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要難准許。
　⒉原告主張係於112年11月10日後收受律師函，始知悉被告與丙○○不正常交往侵害其配偶權，並於112年12月15日提起本件訴訟，故就原告主張被告自起訴時往前回溯逾2年即自110年12月15日前侵害配偶權行為部分，確已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之2年時效，既經被告提出時效抗辯，依民法第144條規定，被告主張時效完成而拒絕給付，即屬有據，故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要難准許。
　⒊惟自112年12月15日原告起訴日回溯2年即110年12月16日起至111年5月18日為止，此期間被告仍與丙○○同住，並有扶持照顧之侵害配偶權行為，原告之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既係漸次發生，自應就各該獨立行為所生之損害，分別起算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故此部分之侵權行為，尚未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2年時效期間，原告仍得據此對被告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被告就此部分所為時效抗辯，即屬無據。
　㈣再按學理上稱為「權利失效」原則，乃基於誠信原則發展而出的一項法律倫理原則。旨在就個案中斟酌權利之性質，法律行為之種類，當事人間之關係，社會經濟情況及其他一切因素，加以判斷，以尋求事件之公平及個案之正義。又權利固得自由行使，義務本應隨時履行，惟權利人於相當期間內不行使其權利，並因其行為造成特殊之情況，足引起義務人之正當信任，認為權利人已不欲行使其權利，或不欲義務人履行其義務，於此情形，經盱衡該權利之性質、法律行為之種類、當事人之關係、經濟社會狀況、當時之時空背景及其他主、客觀等因素，綜合考量，依一般社會之通念，可認其權利之再為行使有違「誠信原則」者，自得因義務人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為舉證，使權利人之權利受到一定之限制而不得行使，此源於「誠信原則」，實為禁止權利濫用，以軟化權利效能而為特殊救濟形態之「權利失效原則」(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745號、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745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述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原告是否有「權利失效」一事，自應由本院就個案中具體斟酌，釐清被告是否已有正當信任，認為原告已不欲行使其權利。被告雖辯稱：丙○○與原告婚後相處並不和睦。原告長久以來對丙○○與童秋瑾、蔡碧玉、被告交往事實均知情，但皆未對婚外情之第三者行使相關權利，且知悉被告返臺後與丙○○同住一處、丙○○生病期間皆是被告接送照顧，並曾於108年11月16、17日至醫院探視丙○○，也看到並知悉被告在醫院留院留宿陪伴服侍丙○○，甚至認為丙○○先生長期都有被告在照顧，其就不需要出面，其一再不行使權利，足以引起被告之正當信任，認為原告不欲行使其權利，默認此一事實現狀，但在丙○○死亡後，原告子女知悉丙○○生前贈與財產給被告之事實，在子女簇擁下方提起本件訴訟，足以令被告陷入窘境，有違事件之公平及個案之正義，應有上開權利失效原則之適用等語。經查，原告長久以來對丙○○與童秋瑾、蔡碧玉、被告交往事實均知情，但皆未對婚外情之第三者行使相關權利，且知悉被告返臺後與丙○○同住一處、丙○○生病期間皆是被告接送照顧，並曾於108年11月16、17日至醫院探視丙○○，也看到並知悉被告在醫院留院留宿陪伴服侍丙○○，甚至認為丙○○先生長期都有人在照顧，其就不需要出面等事實，有乙○○與被告之LINE通訊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73頁），且經證人乙○○於本院113年8月29日言詞辯論期間證述甚詳（見本院第357至363頁），固堪採信，惟自112年12月15日原告起訴日回溯2年即110年12月16日起至111年5月18日為止，此期間被告仍與丙○○同住，並有扶持照顧之侵害配偶權行為，原告之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未罹於時效，已如前述，而原告於112年12月15日提起本件訴訟，尚難認有何明知權利受侵害，而不行使權利達相當期間，足使被告信任原告已不行使權利之情形，與權利失效之要件已不相符。又原告不追究童秋瑾、蔡碧玉之侵害配偶權責任，實與被告無涉，被告既無法舉證證明原告有何明知權利受侵害，而不行使權利達相當期間之事實，其主張原告提本訴之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屬權利失效云云，自無足採。
　㈤又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以人格權遭遇侵害，受有精神上之痛苦，而請求慰藉金之賠償，其核給之標準，須斟酌雙方之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且所謂相當，應以實際加害情形與其名譽影響是否重大及被害人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之經濟情況等關係定之（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53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未陪同丙○○共同前往大陸，而被告與丙○○自83年起至111年5月18日丙○○死亡為止，將近30年的時間，均由被告陪伴在丙○○先生身邊並照顧其生活起居及陪同就醫、住院，直至丙○○死亡時，原告未曾再與丙○○同居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33、335頁）。堪認原告與丙○○間，僅具形式之婚姻關係，而被告與丙○○間則已共同經營婚姻生活長達30年，而為事實上之夫妻。又丙○○與被告交往之前，尚有與童秋瑾、蔡碧玉交往並生子，原告自承早已知悉並原諒童秋瑾、蔡碧玉，未曾對2女主張侵害配偶權之事實（見本院卷第151頁），上開事實，亦業據證人乙○○、證人丁○○、證人即被告之弟甲○○於言詞辯論庭中證述甚詳（見本院卷第354至367頁、第377至387頁、第456至460頁），並有被告與乙○○之LINE通訊紀錄可稽（見本院卷第253至294頁）。又丙○○過世後，被告尚有與丙○○之家屬就丙○○大體停放處召開家族會議討論，原告未與會，而在場家屬均知悉被告長時間陪伴在丙○○先生身邊並照顧其生活起居及陪同就醫、住院之事實，亦有該次會議錄音檔案及譯文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295至312頁）。足證被告辯稱其實代原告履行其配偶法定義務，實有所據。又證人丁○○亦證稱：係因丙○○死後，發現被告有將丙○○所有之財產轉走之事實，故其與其他子女才說要對被告提起本訴，原告只是聽子女的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384頁）。審酌原告現為77歲，教育程度為國小肄業，由4名子女扶養，現在退休無業，月領勞保退休金1萬4094元及國民年金4049元，被告現為58歲，教育程序為高中畢業，目前無業，單身，需扶養母親，經濟狀況小康，及兩造之財產狀況（見本院限制閱覽卷宗所附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兼衡被告行為態樣、代原告照護丙○○至終老、原告與丙○○分居多年感情不睦及前已容忍丙○○與童秋瑾、蔡碧玉交往並生子之精神痛苦程度、提起本件訴訟之動機，認原告因被告之上開行為，受有之非財產上損害應以15萬元為適當，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逾15萬部分，核屬過高，不應准許。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為無確定給付期限之債權，自應以原告催告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之翌日，起算被告應負之遲延利息。原告請求被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月2日，見本院卷第87頁本院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5萬元，及自113年4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就原告勝訴部分，因得向被告請求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法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此部分之聲請僅係促使法院之職權發動，本院就此無庸另為准駁之諭知。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爰酌定相當金額予以宣告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廖聖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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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7　　日
　　　　　　　　　　　　　　　　　　書記官　曾惠雅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87號
原      告  王金花    住○○市○○區○○路0段000巷0號  訴訟代
理人  陳頂新律師
複  代理人  陳相懿律師
            廖國憲律師(於民國113年7月11日解除委任)
            李宛芸律師(於民國113年6月27日解除委任)
被      告  王素  
訴訟代理人  廖本揚律師
複  代理人  李國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2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2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如被告以新臺幣15萬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原告與訴外人丙○○係夫妻，丙○○前為俊泉塑膠企業有限公司
    (下稱俊泉公司)之負責人，其與原告婚姻存續期間，為拓展
    事業版圖，由當時為俊泉公司員工之被告隨同前往大陸地區
    創業，於民國83年共同創立位於大陸地區上海市之俊泉文教
    用品有限公司(下稱俊泉文教公司)，由被告擔任俊泉文教公
    司之董事，原告為照顧雙方之未成年子女並未一同前往，後
    因丙○○生病返臺居住就醫，並於111年5月18日死亡，其女林
    靜慧於112年11月8日寄送神岡社口郵局存證號碼000090號存
    證信函（下稱存證信函）予被告之妹王鈴元經營之鈴谷工業
    有限公司（下稱鈴谷公司），以釐清丙○○之遺產繼承及侵占
    問題，鈴谷公司委任道宣合署律師事務所於112年11月10日
    以道宣揚律字第1121110號函（下稱律師函）回覆林靜慧，
    告以：被告與丙○○相互扶持將近30年，既是事業上之夥伴，
    也是生命中親密伴侶之內容。原告及其繼承人收受律師函後
    始知悉被告持續侵害原告之配偶權已久，被告明知原告與丙
    ○○婚姻關係仍存續中，卻仍逾越一般正常男女社交之行為，
    顯已非婚姻關係外男女正當往來應有分際之交往行為，且侵
    害原告配偶權時間長達30年以上，嚴重逾社會一般通念下配
    偶所能容忍之範圍，顯已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所生夫妻共
    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被告應負
    賠償責任甚明。原告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並無違背婚姻忠實
    義務及不盡配偶、母親責任之情形，復因發見被告侵害其配
    偶權之行為致精神上受有極大之痛苦，原告爰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賠償
    其非財產上之損害即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100萬元。
    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丙○○係俊泉公司創辦人，與原告結婚後，育有三女一子，即
    訴外人丁○○、林素卿、乙○○、林靜慧。丙○○與原告感情不睦
    ，但2人之婚姻關係仍存續。嗣丙○○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與俊
    泉公司員工即訴外人童秋瑾女士發生感情，並生育訴外人林
    宇婕，之後丙○○又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與俊泉公司員工蔡碧玉
    發生感情，並生育訴外人林承鈞、林佳淇，最終丙○○與被告
    發生感情，兩人交往期間自83年起至111年5月18日丙○○死亡
    為止，將近30年的時間，均由被告陪伴在丙○○先生身邊並照
    顧其生活起居及陪同就醫、住院，乃丙○○維持最久之一段感
    情，實已逾越民法第197條第1項後段之10年侵權行為之損害
    賠償請求權時效期間。又按所謂侵害配偶權，應係逾越一般
    正常男女社交行為，丙○○自108年起，因病返臺就醫，至111
    年5月18日死亡為止，該段期間丙○○身體健康每況愈下，均
    為被告在旁照顧，照料其生活起居及陪同就醫，實際上由被
    告代原告及其子女善盡其等法律上之義務，故核被告所為，
    非可評價為「逾越一般正常男女社交行為」，原告指稱被告
    王素眞有侵害配偶權，應就此負舉證責任。退步言，縱認被
    告上開所為有逾越一般正常男女社交行為，但丙○○與被告交
    往已近30年，原告對此事亦早已於各種場合知情超過2年，
    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規定
    之2年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期間，被告自得拒絕
    賠償。且原告長久以來對丙○○先後與童秋瑾、蔡碧玉、被告
    交往、同居，及丙○○與童秋謹、蔡碧玉生子等侵害配偶權事
    未予置理，應認有容認丙○○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與異性交往之
    事實，故其主張配偶權被侵害對被告提起本件訴訟，有違誠
    信原則，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失效，不得再行使
    。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對被告抗辯之主張：　　
　　按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
    而消滅。所謂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知，係指明知而言。
    如當事人間就知之時間有所爭執，應由賠償義務人就請求權
    人知悉在前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被告雖辯稱：原告早已於
    各種場合知情超過2年，其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因2年
    不行使而消滅等語，惟原告遲至112年間收受系爭律師函，
    始知悉被告侵害配偶權之行為，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由被告
    就原告知悉在前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且被告持續侵害配偶
    至丙○○於111年5月18日死亡為止，原告於112年12月15日提
    起本件訴訟，並未超過民法第197條規定之時效，被告辯稱
    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及構成權利失效，均無理
    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
    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
    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
    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
    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
    分。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
    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
    第195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通姦之足以破壞夫
    妻間之共同生活而非法之所許，此從公序良俗之觀點可得斷
    言，不問所侵害係何權利，對於配偶之他方應構成共同侵權
    行為。且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
    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
    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
    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
    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
    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再者如明知為有夫之婦而仍與之通
    姦，依社會一般觀念，不得謂非有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
    加損害於他人之故意，茍其配偶確因此受有財產上或非財產
    上之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自亦得請求賠償（最
    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判例、41年度台上字第278號
    判例意旨足資參照）。是夫妻之一方主張因其配偶與他人通
    姦或其他破壞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行為，而受有非財產
    上之損害者，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第195條第1項
    規定，請求與其配偶共同破壞夫妻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
    之行為人，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
　㈡經查，丙○○與原告結婚後，育有3女1子，原告與丙○○婚姻關
    係存續期間，被告與丙○○於83年起共同至大陸地區經營俊泉
    文教公司，至111年5月18日丙○○死亡為止，均由被告陪伴在
    丙○○身邊，照顧其生活起居及陪同就醫，為被告所自承，自
    堪信為真實。揆諸前揭說明，被告與丙○○既有同居及共同生
    活之事實，明顯已逾越正常朋友之交往行為，是原告主張被
    告故意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
    之身分法益，被告對於原告自構成故意侵權行為，即屬有據
    。被告辯稱：被告係出於照顧丙○○生活起居及陪同就醫而有
    共同生活，並非逾越一般正常男女社交行為云云，實不足採
    。
　㈢次按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
    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
    使而消滅，明定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之起算點。又此所謂知
    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知」，係指明知而言，亦即該請求
    權之消滅時效，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
    起算（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884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而該條項所稱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主觀「知」的條件
    ，如係一次之加害行為，致他人於損害後尚不斷發生後續性
    之損害，該損害為屬不可分（質之累積），或為一侵害狀態
    之繼續延續者，應分別以被害人知悉損害程度呈現底定（損
    害顯在化）或不法侵害之行為終了時起算其時效。倘加害人
    之侵權行為係持續發生（加害之持續不斷），致加害之結果
    （損害）持續不斷，若各該不法侵害行為及損害結果係現實
    各自獨立存在，並可相互區別（量之分割）者，被害人之損
    害賠償請求權，即隨各該損害不斷漸次發生，應就各該不斷
    發生之獨立行為所生之損害，分別以被害人已否知悉而各自
    論斷其時效之起算時點，始符合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之趣
    旨，且不失該條為兼顧法秩序安定性及當事人利益平衡之立
    法目的（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24號判決意旨參照）
    。本件被告就前開侵權行為固據提出時效抗辯，主張原告於
    112年12月1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與被告交往已近30年，且
    原告對此事亦早已於各種場合知情超過2年，業已逾於民法
    第197條第1項前段2年及同條項後段10年之侵權行為請求權
    時效期間等語。惟被告至111年5月18日丙○○死亡前，仍與之
    往來，並有侵害原告配偶權行為，業如前述，足證被告之侵
    權行為屬持續發生，其所生之損害亦係持續不斷，原告之損
    害賠償請求權自應隨損害之發生，漸次開始進行，其消滅時
    效，即應分別就其知悉各別發生之損害時起算。經查：
　⒈被告自83年起至111年5月18日死亡前1日，均持續未中斷地與
    丙○○不當交往，故原告於112年12月15日提起本件訴訟，有
    本院收件戳章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11頁），被告既為時效
    抗辯，則原告就被告102年12月15日（含15日）前之侵權損
    賠請求權，已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後段之10年時效而消滅
    ，既經被告提出時效抗辯，依民法第144條規定，被告主張
    時效完成而拒絕給付，即屬有據，故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要
    難准許。
　⒉原告主張係於112年11月10日後收受律師函，始知悉被告與丙
    ○○不正常交往侵害其配偶權，並於112年12月15日提起本件
    訴訟，故就原告主張被告自起訴時往前回溯逾2年即自110年
    12月15日前侵害配偶權行為部分，確已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
    項前段之2年時效，既經被告提出時效抗辯，依民法第144條
    規定，被告主張時效完成而拒絕給付，即屬有據，故原告此
    部分之請求，要難准許。
　⒊惟自112年12月15日原告起訴日回溯2年即110年12月16日起至
    111年5月18日為止，此期間被告仍與丙○○同住，並有扶持照
    顧之侵害配偶權行為，原告之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既係漸次
    發生，自應就各該獨立行為所生之損害，分別起算損害賠償
    請求權時效，故此部分之侵權行為，尚未罹於民法第197條
    第1項前段規定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2年時效期間，原
    告仍得據此對被告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被告就此
    部分所為時效抗辯，即屬無據。
　㈣再按學理上稱為「權利失效」原則，乃基於誠信原則發展而
    出的一項法律倫理原則。旨在就個案中斟酌權利之性質，法
    律行為之種類，當事人間之關係，社會經濟情況及其他一切
    因素，加以判斷，以尋求事件之公平及個案之正義。又權利
    固得自由行使，義務本應隨時履行，惟權利人於相當期間內
    不行使其權利，並因其行為造成特殊之情況，足引起義務人
    之正當信任，認為權利人已不欲行使其權利，或不欲義務人
    履行其義務，於此情形，經盱衡該權利之性質、法律行為之
    種類、當事人之關係、經濟社會狀況、當時之時空背景及其
    他主、客觀等因素，綜合考量，依一般社會之通念，可認其
    權利之再為行使有違「誠信原則」者，自得因義務人就該有
    利於己之事實為舉證，使權利人之權利受到一定之限制而不
    得行使，此源於「誠信原則」，實為禁止權利濫用，以軟化
    權利效能而為特殊救濟形態之「權利失效原則」(最高法院9
    7年度台上字第745號、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745號判決
    意旨參照)。依上述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原告是否有「權利
    失效」一事，自應由本院就個案中具體斟酌，釐清被告是否
    已有正當信任，認為原告已不欲行使其權利。被告雖辯稱：
    丙○○與原告婚後相處並不和睦。原告長久以來對丙○○與童秋
    瑾、蔡碧玉、被告交往事實均知情，但皆未對婚外情之第三
    者行使相關權利，且知悉被告返臺後與丙○○同住一處、丙○○
    生病期間皆是被告接送照顧，並曾於108年11月16、17日至
    醫院探視丙○○，也看到並知悉被告在醫院留院留宿陪伴服侍
    丙○○，甚至認為丙○○先生長期都有被告在照顧，其就不需要
    出面，其一再不行使權利，足以引起被告之正當信任，認為
    原告不欲行使其權利，默認此一事實現狀，但在丙○○死亡後
    ，原告子女知悉丙○○生前贈與財產給被告之事實，在子女簇
    擁下方提起本件訴訟，足以令被告陷入窘境，有違事件之公
    平及個案之正義，應有上開權利失效原則之適用等語。經查
    ，原告長久以來對丙○○與童秋瑾、蔡碧玉、被告交往事實均
    知情，但皆未對婚外情之第三者行使相關權利，且知悉被告
    返臺後與丙○○同住一處、丙○○生病期間皆是被告接送照顧，
    並曾於108年11月16、17日至醫院探視丙○○，也看到並知悉
    被告在醫院留院留宿陪伴服侍丙○○，甚至認為丙○○先生長期
    都有人在照顧，其就不需要出面等事實，有乙○○與被告之LI
    NE通訊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73頁），且經證人乙○○
    於本院113年8月29日言詞辯論期間證述甚詳（見本院第357
    至363頁），固堪採信，惟自112年12月15日原告起訴日回溯
    2年即110年12月16日起至111年5月18日為止，此期間被告仍
    與丙○○同住，並有扶持照顧之侵害配偶權行為，原告之侵權
    損害賠償請求權未罹於時效，已如前述，而原告於112年12
    月15日提起本件訴訟，尚難認有何明知權利受侵害，而不行
    使權利達相當期間，足使被告信任原告已不行使權利之情形
    ，與權利失效之要件已不相符。又原告不追究童秋瑾、蔡碧
    玉之侵害配偶權責任，實與被告無涉，被告既無法舉證證明
    原告有何明知權利受侵害，而不行使權利達相當期間之事實
    ，其主張原告提本訴之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屬權利失效云云
    ，自無足採。
　㈤又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
    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
    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
    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
    以人格權遭遇侵害，受有精神上之痛苦，而請求慰藉金之賠
    償，其核給之標準，須斟酌雙方之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
    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且所謂相當，應以實際加害
    情形與其名譽影響是否重大及被害人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
    之經濟情況等關係定之（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537號判
    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未陪同丙○○共同前往大陸，而被
    告與丙○○自83年起至111年5月18日丙○○死亡為止，將近30年
    的時間，均由被告陪伴在丙○○先生身邊並照顧其生活起居及
    陪同就醫、住院，直至丙○○死亡時，原告未曾再與丙○○同居
    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33、335頁）。堪認
    原告與丙○○間，僅具形式之婚姻關係，而被告與丙○○間則已
    共同經營婚姻生活長達30年，而為事實上之夫妻。又丙○○與
    被告交往之前，尚有與童秋瑾、蔡碧玉交往並生子，原告自
    承早已知悉並原諒童秋瑾、蔡碧玉，未曾對2女主張侵害配
    偶權之事實（見本院卷第151頁），上開事實，亦業據證人
    乙○○、證人丁○○、證人即被告之弟甲○○於言詞辯論庭中證述
    甚詳（見本院卷第354至367頁、第377至387頁、第456至460
    頁），並有被告與乙○○之LINE通訊紀錄可稽（見本院卷第25
    3至294頁）。又丙○○過世後，被告尚有與丙○○之家屬就丙○○
    大體停放處召開家族會議討論，原告未與會，而在場家屬均
    知悉被告長時間陪伴在丙○○先生身邊並照顧其生活起居及陪
    同就醫、住院之事實，亦有該次會議錄音檔案及譯文附卷可
    考（見本院卷第295至312頁）。足證被告辯稱其實代原告履
    行其配偶法定義務，實有所據。又證人丁○○亦證稱：係因丙
    ○○死後，發現被告有將丙○○所有之財產轉走之事實，故其與
    其他子女才說要對被告提起本訴，原告只是聽子女的意見等
    語（見本院卷第384頁）。審酌原告現為77歲，教育程度為
    國小肄業，由4名子女扶養，現在退休無業，月領勞保退休
    金1萬4094元及國民年金4049元，被告現為58歲，教育程序
    為高中畢業，目前無業，單身，需扶養母親，經濟狀況小康
    ，及兩造之財產狀況（見本院限制閱覽卷宗所附兩造稅務電
    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兼衡被告行為態樣、代原告
    照護丙○○至終老、原告與丙○○分居多年感情不睦及前已容忍
    丙○○與童秋瑾、蔡碧玉交往並生子之精神痛苦程度、提起本
    件訴訟之動機，認原告因被告之上開行為，受有之非財產上
    損害應以15萬元為適當，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逾15萬部分，
    核屬過高，不應准許。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及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債權，為無確定給付期限之債權，自應以原告催告請求被
    告負損害賠償責任之翌日，起算被告應負之遲延利息。原告
    請求被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月2日，見
    本院卷第87頁本院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5萬元
    ，及自113年4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就原告勝訴部分
    ，因得向被告請求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
    條第1項第5款規定，法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此部分
    之聲請僅係促使法院之職權發動，本院就此無庸另為准駁之
    諭知。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爰酌定
    相當金額予以宣告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
    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廖聖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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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7　　日
　　　　　　　　　　　　　　　　　　書記官　曾惠雅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87號
原      告  王金花    住○○市○○區○○路0段000巷0號  訴訟代理人  陳頂新律師
複  代理人  陳相懿律師
            廖國憲律師(於民國113年7月11日解除委任)
            李宛芸律師(於民國113年6月27日解除委任)
被      告  王素  
訴訟代理人  廖本揚律師
複  代理人  李國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如被告以新臺幣1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原告與訴外人丙○○係夫妻，丙○○前為俊泉塑膠企業有限公司(下稱俊泉公司)之負責人，其與原告婚姻存續期間，為拓展事業版圖，由當時為俊泉公司員工之被告隨同前往大陸地區創業，於民國83年共同創立位於大陸地區上海市之俊泉文教用品有限公司(下稱俊泉文教公司)，由被告擔任俊泉文教公司之董事，原告為照顧雙方之未成年子女並未一同前往，後因丙○○生病返臺居住就醫，並於111年5月18日死亡，其女林靜慧於112年11月8日寄送神岡社口郵局存證號碼000090號存證信函（下稱存證信函）予被告之妹王鈴元經營之鈴谷工業有限公司（下稱鈴谷公司），以釐清丙○○之遺產繼承及侵占問題，鈴谷公司委任道宣合署律師事務所於112年11月10日以道宣揚律字第1121110號函（下稱律師函）回覆林靜慧，告以：被告與丙○○相互扶持將近30年，既是事業上之夥伴，也是生命中親密伴侶之內容。原告及其繼承人收受律師函後始知悉被告持續侵害原告之配偶權已久，被告明知原告與丙○○婚姻關係仍存續中，卻仍逾越一般正常男女社交之行為，顯已非婚姻關係外男女正當往來應有分際之交往行為，且侵害原告配偶權時間長達30年以上，嚴重逾社會一般通念下配偶所能容忍之範圍，顯已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所生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被告應負賠償責任甚明。原告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並無違背婚姻忠實義務及不盡配偶、母親責任之情形，復因發見被告侵害其配偶權之行為致精神上受有極大之痛苦，原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即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丙○○係俊泉公司創辦人，與原告結婚後，育有三女一子，即訴外人丁○○、林素卿、乙○○、林靜慧。丙○○與原告感情不睦，但2人之婚姻關係仍存續。嗣丙○○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與俊泉公司員工即訴外人童秋瑾女士發生感情，並生育訴外人林宇婕，之後丙○○又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與俊泉公司員工蔡碧玉發生感情，並生育訴外人林承鈞、林佳淇，最終丙○○與被告發生感情，兩人交往期間自83年起至111年5月18日丙○○死亡為止，將近30年的時間，均由被告陪伴在丙○○先生身邊並照顧其生活起居及陪同就醫、住院，乃丙○○維持最久之一段感情，實已逾越民法第197條第1項後段之10年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期間。又按所謂侵害配偶權，應係逾越一般正常男女社交行為，丙○○自108年起，因病返臺就醫，至111年5月18日死亡為止，該段期間丙○○身體健康每況愈下，均為被告在旁照顧，照料其生活起居及陪同就醫，實際上由被告代原告及其子女善盡其等法律上之義務，故核被告所為，非可評價為「逾越一般正常男女社交行為」，原告指稱被告王素眞有侵害配偶權，應就此負舉證責任。退步言，縱認被告上開所為有逾越一般正常男女社交行為，但丙○○與被告交往已近30年，原告對此事亦早已於各種場合知情超過2年，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2年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期間，被告自得拒絕賠償。且原告長久以來對丙○○先後與童秋瑾、蔡碧玉、被告交往、同居，及丙○○與童秋謹、蔡碧玉生子等侵害配偶權事未予置理，應認有容認丙○○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與異性交往之事實，故其主張配偶權被侵害對被告提起本件訴訟，有違誠信原則，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失效，不得再行使。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對被告抗辯之主張：　　
　　按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所謂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知，係指明知而言。如當事人間就知之時間有所爭執，應由賠償義務人就請求權人知悉在前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被告雖辯稱：原告早已於各種場合知情超過2年，其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因2年不行使而消滅等語，惟原告遲至112年間收受系爭律師函，始知悉被告侵害配偶權之行為，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由被告就原告知悉在前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且被告持續侵害配偶至丙○○於111年5月18日死亡為止，原告於112年12月15日提起本件訴訟，並未超過民法第197條規定之時效，被告辯稱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及構成權利失效，均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通姦之足以破壞夫妻間之共同生活而非法之所許，此從公序良俗之觀點可得斷言，不問所侵害係何權利，對於配偶之他方應構成共同侵權行為。且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再者如明知為有夫之婦而仍與之通姦，依社會一般觀念，不得謂非有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之故意，茍其配偶確因此受有財產上或非財產上之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自亦得請求賠償（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判例、41年度台上字第278號判例意旨足資參照）。是夫妻之一方主張因其配偶與他人通姦或其他破壞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行為，而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者，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與其配偶共同破壞夫妻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之行為人，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
　㈡經查，丙○○與原告結婚後，育有3女1子，原告與丙○○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被告與丙○○於83年起共同至大陸地區經營俊泉文教公司，至111年5月18日丙○○死亡為止，均由被告陪伴在丙○○身邊，照顧其生活起居及陪同就醫，為被告所自承，自堪信為真實。揆諸前揭說明，被告與丙○○既有同居及共同生活之事實，明顯已逾越正常朋友之交往行為，是原告主張被告故意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被告對於原告自構成故意侵權行為，即屬有據。被告辯稱：被告係出於照顧丙○○生活起居及陪同就醫而有共同生活，並非逾越一般正常男女社交行為云云，實不足採。
　㈢次按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明定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之起算點。又此所謂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知」，係指明知而言，亦即該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算（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884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而該條項所稱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主觀「知」的條件，如係一次之加害行為，致他人於損害後尚不斷發生後續性之損害，該損害為屬不可分（質之累積），或為一侵害狀態之繼續延續者，應分別以被害人知悉損害程度呈現底定（損害顯在化）或不法侵害之行為終了時起算其時效。倘加害人之侵權行為係持續發生（加害之持續不斷），致加害之結果（損害）持續不斷，若各該不法侵害行為及損害結果係現實各自獨立存在，並可相互區別（量之分割）者，被害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即隨各該損害不斷漸次發生，應就各該不斷發生之獨立行為所生之損害，分別以被害人已否知悉而各自論斷其時效之起算時點，始符合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之趣旨，且不失該條為兼顧法秩序安定性及當事人利益平衡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2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就前開侵權行為固據提出時效抗辯，主張原告於112年12月1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與被告交往已近30年，且原告對此事亦早已於各種場合知情超過2年，業已逾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2年及同條項後段10年之侵權行為請求權時效期間等語。惟被告至111年5月18日丙○○死亡前，仍與之往來，並有侵害原告配偶權行為，業如前述，足證被告之侵權行為屬持續發生，其所生之損害亦係持續不斷，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應隨損害之發生，漸次開始進行，其消滅時效，即應分別就其知悉各別發生之損害時起算。經查：
　⒈被告自83年起至111年5月18日死亡前1日，均持續未中斷地與丙○○不當交往，故原告於112年12月15日提起本件訴訟，有本院收件戳章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11頁），被告既為時效抗辯，則原告就被告102年12月15日（含15日）前之侵權損賠請求權，已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後段之10年時效而消滅，既經被告提出時效抗辯，依民法第144條規定，被告主張時效完成而拒絕給付，即屬有據，故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要難准許。
　⒉原告主張係於112年11月10日後收受律師函，始知悉被告與丙○○不正常交往侵害其配偶權，並於112年12月15日提起本件訴訟，故就原告主張被告自起訴時往前回溯逾2年即自110年12月15日前侵害配偶權行為部分，確已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之2年時效，既經被告提出時效抗辯，依民法第144條規定，被告主張時效完成而拒絕給付，即屬有據，故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要難准許。
　⒊惟自112年12月15日原告起訴日回溯2年即110年12月16日起至111年5月18日為止，此期間被告仍與丙○○同住，並有扶持照顧之侵害配偶權行為，原告之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既係漸次發生，自應就各該獨立行為所生之損害，分別起算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故此部分之侵權行為，尚未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2年時效期間，原告仍得據此對被告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被告就此部分所為時效抗辯，即屬無據。
　㈣再按學理上稱為「權利失效」原則，乃基於誠信原則發展而出的一項法律倫理原則。旨在就個案中斟酌權利之性質，法律行為之種類，當事人間之關係，社會經濟情況及其他一切因素，加以判斷，以尋求事件之公平及個案之正義。又權利固得自由行使，義務本應隨時履行，惟權利人於相當期間內不行使其權利，並因其行為造成特殊之情況，足引起義務人之正當信任，認為權利人已不欲行使其權利，或不欲義務人履行其義務，於此情形，經盱衡該權利之性質、法律行為之種類、當事人之關係、經濟社會狀況、當時之時空背景及其他主、客觀等因素，綜合考量，依一般社會之通念，可認其權利之再為行使有違「誠信原則」者，自得因義務人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為舉證，使權利人之權利受到一定之限制而不得行使，此源於「誠信原則」，實為禁止權利濫用，以軟化權利效能而為特殊救濟形態之「權利失效原則」(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745號、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745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述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原告是否有「權利失效」一事，自應由本院就個案中具體斟酌，釐清被告是否已有正當信任，認為原告已不欲行使其權利。被告雖辯稱：丙○○與原告婚後相處並不和睦。原告長久以來對丙○○與童秋瑾、蔡碧玉、被告交往事實均知情，但皆未對婚外情之第三者行使相關權利，且知悉被告返臺後與丙○○同住一處、丙○○生病期間皆是被告接送照顧，並曾於108年11月16、17日至醫院探視丙○○，也看到並知悉被告在醫院留院留宿陪伴服侍丙○○，甚至認為丙○○先生長期都有被告在照顧，其就不需要出面，其一再不行使權利，足以引起被告之正當信任，認為原告不欲行使其權利，默認此一事實現狀，但在丙○○死亡後，原告子女知悉丙○○生前贈與財產給被告之事實，在子女簇擁下方提起本件訴訟，足以令被告陷入窘境，有違事件之公平及個案之正義，應有上開權利失效原則之適用等語。經查，原告長久以來對丙○○與童秋瑾、蔡碧玉、被告交往事實均知情，但皆未對婚外情之第三者行使相關權利，且知悉被告返臺後與丙○○同住一處、丙○○生病期間皆是被告接送照顧，並曾於108年11月16、17日至醫院探視丙○○，也看到並知悉被告在醫院留院留宿陪伴服侍丙○○，甚至認為丙○○先生長期都有人在照顧，其就不需要出面等事實，有乙○○與被告之LINE通訊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73頁），且經證人乙○○於本院113年8月29日言詞辯論期間證述甚詳（見本院第357至363頁），固堪採信，惟自112年12月15日原告起訴日回溯2年即110年12月16日起至111年5月18日為止，此期間被告仍與丙○○同住，並有扶持照顧之侵害配偶權行為，原告之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未罹於時效，已如前述，而原告於112年12月15日提起本件訴訟，尚難認有何明知權利受侵害，而不行使權利達相當期間，足使被告信任原告已不行使權利之情形，與權利失效之要件已不相符。又原告不追究童秋瑾、蔡碧玉之侵害配偶權責任，實與被告無涉，被告既無法舉證證明原告有何明知權利受侵害，而不行使權利達相當期間之事實，其主張原告提本訴之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屬權利失效云云，自無足採。
　㈤又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以人格權遭遇侵害，受有精神上之痛苦，而請求慰藉金之賠償，其核給之標準，須斟酌雙方之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且所謂相當，應以實際加害情形與其名譽影響是否重大及被害人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之經濟情況等關係定之（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53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未陪同丙○○共同前往大陸，而被告與丙○○自83年起至111年5月18日丙○○死亡為止，將近30年的時間，均由被告陪伴在丙○○先生身邊並照顧其生活起居及陪同就醫、住院，直至丙○○死亡時，原告未曾再與丙○○同居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33、335頁）。堪認原告與丙○○間，僅具形式之婚姻關係，而被告與丙○○間則已共同經營婚姻生活長達30年，而為事實上之夫妻。又丙○○與被告交往之前，尚有與童秋瑾、蔡碧玉交往並生子，原告自承早已知悉並原諒童秋瑾、蔡碧玉，未曾對2女主張侵害配偶權之事實（見本院卷第151頁），上開事實，亦業據證人乙○○、證人丁○○、證人即被告之弟甲○○於言詞辯論庭中證述甚詳（見本院卷第354至367頁、第377至387頁、第456至460頁），並有被告與乙○○之LINE通訊紀錄可稽（見本院卷第253至294頁）。又丙○○過世後，被告尚有與丙○○之家屬就丙○○大體停放處召開家族會議討論，原告未與會，而在場家屬均知悉被告長時間陪伴在丙○○先生身邊並照顧其生活起居及陪同就醫、住院之事實，亦有該次會議錄音檔案及譯文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295至312頁）。足證被告辯稱其實代原告履行其配偶法定義務，實有所據。又證人丁○○亦證稱：係因丙○○死後，發現被告有將丙○○所有之財產轉走之事實，故其與其他子女才說要對被告提起本訴，原告只是聽子女的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384頁）。審酌原告現為77歲，教育程度為國小肄業，由4名子女扶養，現在退休無業，月領勞保退休金1萬4094元及國民年金4049元，被告現為58歲，教育程序為高中畢業，目前無業，單身，需扶養母親，經濟狀況小康，及兩造之財產狀況（見本院限制閱覽卷宗所附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兼衡被告行為態樣、代原告照護丙○○至終老、原告與丙○○分居多年感情不睦及前已容忍丙○○與童秋瑾、蔡碧玉交往並生子之精神痛苦程度、提起本件訴訟之動機，認原告因被告之上開行為，受有之非財產上損害應以15萬元為適當，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逾15萬部分，核屬過高，不應准許。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為無確定給付期限之債權，自應以原告催告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之翌日，起算被告應負之遲延利息。原告請求被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月2日，見本院卷第87頁本院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5萬元，及自113年4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就原告勝訴部分，因得向被告請求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法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此部分之聲請僅係促使法院之職權發動，本院就此無庸另為准駁之諭知。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爰酌定相當金額予以宣告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廖聖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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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7　　日
　　　　　　　　　　　　　　　　　　書記官　曾惠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