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上字第58號

上  訴  人  甲○○  

0000000000000000

被 上訴 人  乙○○  

訴訟代理人  陳振吉律師

複 代理 人  劉淑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1

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婚字第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97年10月14日結婚，育有未成年

子女〇〇〇、〇〇〇。兩造婚後價值觀差異甚鉅，難以溝通

取得共識，上訴人亦與伊家人相處不睦且嫌隙不斷，造成兩

造間衝突不止。又兩造自108年8月底因故分居迄今達5年，

其間幾無互動，上訴人亦未主動積極與伊聯繫，甚表明拒絕

返家且屢次同意離婚，於分居期間更鮮少探視、關心未成年

子女或負擔渠等生活必需費用。上訴人惡意遺棄伊及未成年

子女在繼續狀態中，且兩造婚姻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

伊得請求裁判離婚。又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

或負擔，未能達成協議，請求酌定〇〇〇、〇〇〇權利義務

之行使或負擔由伊單獨任之等情。爰擇一依民法第1052條第

1項第5款、第2項規定，及同法第1055條第1項規定，求為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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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伊與上訴人離婚；㈡〇〇〇、〇〇〇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

擔由伊任之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

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前曾到場以：伊未對被上

訴人父母態度不佳或與被上訴人家人發生爭執，且兩造分居

係因被上訴人把伊丟出去外面住，並表示不會讓伊回來；伊

於111年1月26日後，曾於被上訴人來店裡找伊談離婚時表明

拒絕離婚且要求回去住，然遭被上訴人拒絕，被上訴人請求

離婚無理由。又伊可以與被上訴人離婚，惟被上訴人應給付

贍養費，且至少應由伊擔任其中一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等

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

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兩造於97年10月14日結婚，育有未成年子女〇〇〇（00年

0月00日生）、〇〇〇（00年00月00日生）。又被上訴人前

曾訴請裁判離婚，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下稱彰化地院）以

111年度婚字第5號離婚事件（下稱前案離婚事件）受理，於

111年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於同年2月16日判決駁回被上

訴人之訴確定等情，有戶籍謄本（見原審卷第23頁）、彰化

地院111年度婚字第5號判決（下稱5號判決，見原審卷第63

至67頁）可稽，且經本院調取前案離婚事件全卷核閱無誤，

首堪認定。

　㈡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裁判離婚，核屬

有據：

　⒈按民法第1052條第2項所稱「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

維持婚姻者」，乃緣於74年修正民法親屬編時，為應實際需

要，參酌各國立法例，導入破綻主義思想所增設。關於「難

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其判斷之標準為婚姻是否已生破

綻而無回復之希望。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

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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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定（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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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6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關於

維持或解消婚姻之自由，皆屬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自由，於

夫妻就婚姻之存續或解消意思不一致時，可能發生基本權之

衝突，亦即保障一方請求裁判離婚之權利，勢必同時連帶影

響他方之維持婚姻自由（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

旨參照）。基此，關於維持或解消婚姻之限制，應適用法律

保留原則。而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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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觀同條第2項規定自

明。揆其文義，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

時，均屬有責配偶，均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本文之規

定，請求與他方離婚，並不以雙方之有責程度輕重比較為要

件。是法院對於「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

時」之離婚請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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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查兩造自108年8月底因故分居迄今，為被上訴人陳述在卷

（見本院卷第51、100頁），且未據上訴人爭執（見原審卷

第169至170頁，本院卷第71頁），足見兩造於111年1月26日

前案離婚事件言詞辯論終結後仍持續分居，迄今業逾2年，

長期未共同生活，顯已危及婚姻關係之維繫。而依被上訴人

陳稱：伊於111年1月26日以後，未曾請求上訴人返回同住，

且伊收到5號判決後，與上訴人亦幾無聯絡。伊打電話給上

訴人，上訴人不接；伊現在也不接上訴人電話等語（見本院

卷第68至69、100至101頁，原審卷第93至94頁），上訴人亦

陳以：（問：兩造於111年1月26日以後有無互相聯絡？）伊

之前打電話給被上訴人時，被上訴人都不接，故伊後來亦不

想打電話給被上訴人。伊只有傳LINE給被上訴人講何時要看

小孩、或有東西要拿給小孩等語（見本院卷第72頁，原審卷

第94頁），益徵兩造於前案離婚事件言詞辯論終結後，彼此

互動極為冷漠，感情淡薄疏離，更相互指責係未獲對方善意

回應，方不與之聯繫，雙方皆未思以積極理性態度婉轉圓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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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方溝通，共同面對及檢討省思雙方感情不睦之癥結，化

解彼此之歧見、誤解或嫌隙，改善、修補彼此之婚姻關係，

反僅採取消極不予理會對方之方式應對，造成惡性循環，致

使兩造情感之裂痕及嫌隙更為加深。至上訴人抗辯：伊於11

1年1月26日後，曾於被上訴人來店裡找伊談離婚時表明拒絕

離婚且要求回去住，然遭被上訴人拒絕云云（見本院卷第71

頁），惟為被上訴人否認（見本院卷第71、104頁），上訴

人復未舉證證明，容難採信。又上訴人於原審及本院屢屢表

示：伊可以離婚，惟被上訴人應給付贍養費；伊為這個家庭

付出多年，不能一無所有出去等語（見原審卷第87、113

頁，本院卷第70頁），尤彰上訴人業無意維持婚姻，僅一再

強調被上訴人應給予相當金錢彌補其於婚姻關係中所費多年

歲月與精力，夫妻情分實已蕩然無存。

　⒊上訴人復抗辯：兩造分居係因被上訴人把伊丟出去外面住，

並表示不會讓伊回來云云（見原審卷第169至170頁）。查依

被上訴人於前案離婚事件陳稱：伊有把上訴人之行李丟到外

面，不讓她回家等語（見彰化地院111年度婚字第5號卷第13

8頁），及於原審陳以：上訴人離家係因可歸責於伊之原因

所致等語（見原審卷第180頁），雖可知上訴人所陳前詞應

屬非虛。惟由兩造自108年8月底即分居，堪認上情發生距今

已有年餘，計至111年1月26日止亦達近2年半，上訴人因被

上訴人前開行為，初始氣憤難平而不欲主動與被上訴人聯

繫，固可理解，然上訴人為謀兩造婚姻得以修復，當不能永

遠囿於被上訴人過往曾經之錯誤，長期以來對於夫妻關係採

取消極放任態度，坐視兩造漸行漸遠、感情日益淡薄，形同

陌路，造成兩造婚姻破綻隨時間經過更趨擴大。是上訴人所

辯前詞，容難為其有利之認定。

　⒋按婚姻以夫妻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夫妻應以誠摯相愛為基

礎，相互尊重、忍讓與諒解，共同建立和諧美滿幸福之家

庭。而婚姻關係乃兩獨立個體之緊密結合，夫妻兩獨立個體

間，因此一緊密結合，能使彼此生活圓滿、生命成長，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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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相互之互補、扶持而更加健康，方不失婚姻存在之目的。

依上所述，兩造於111年1月26日前案離婚事件言詞辯論終結

後，仍長期分居各自生活，彼此鮮少互動、感情疏離，上訴

人更已無意維持婚姻；兩造在精神上、物質上均未互相依

存，毫無繾綣情愛可言，且面對夫妻關係之失和，皆未積極

理性溝通、嘗試化解歧見與嫌隙，怠於努力及用心維護家庭

婚姻之幸福和諧，感情再難回復，實已淪為徒具婚姻之形式

外觀，欠缺夫妻應共同生活、相互扶持、同甘共苦，以共創

幸福家庭生活之實質內涵，更喪失婚姻關係本質中應有之夫

妻互愛、互信、互諒、互持等重要基石，堪認兩造婚姻已生

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且兩造就上開婚姻難以維持之重大事

由，均難辭其咎而皆須負責，同屬有責配偶，揆之首揭說

明，被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與上訴

人離婚。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請求離婚無理由云云，並不

可採。

　⒌至被上訴人另執兩造婚後價值觀差異甚鉅，難以溝通取得共

識，上訴人亦與其家人相處不睦且嫌隙不斷，造成兩造間衝

突不止等節為離婚事由云云，或為前案離婚事件言詞辯論終

結前發生之事由，或因本院業認被上訴人請求裁判離婚為有

理由，故上開各節即無庸加以審究，併予指明。

　⒍又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離婚，既有理

由，則其另依同條第1項第5款規定請求部分，自無庸再予審

酌，附此敘明。　

　㈢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〇〇〇、〇〇〇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

擔，應由被上訴人單獨任之：

　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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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被上訴人訴請裁判離婚，既有理由，而兩造於本件言詞辯

論終結前，就未成年子女〇〇〇、〇〇〇權利義務之行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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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未能達成協議，則被上訴人聲請酌定〇〇〇、〇〇〇權

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即屬有據。　

　⒉按法院為民法第1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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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子女最佳利益

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

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

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

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之1定有明

文。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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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亦有明定。查：

　⑴經原審囑託家事調查官進行實地訪視調查、與兩造及未成年

子女會談後，認：兩造皆有照顧兩名未成年子女之意願，兩

造住家亦皆有空間可以讓兩名未成年子女使用。然就兩造家

庭關係評估，被上訴人父母表示均會協助照顧兩名未成年子

女，上訴人之母雖表示願意協助照顧，但因工作關係較難以

提供實質協助，兩造家庭支持系統相較被上訴人較優於上訴

人。次就兩造照護能力評估，被上訴人不論在照顧、對兩名

未成年子女之瞭解與管教方式等，皆與兩名未成年子女所述

較為一致；反之，上訴人似乎對於兩名未成年子女狀況較不

瞭解，亦鮮少主動關心子女日常生活情形，反而期待兩名未

成年子女要主動，長期下來除造成上訴人與兩名未成年子女

難有共同話題可以聊天，亦易使雙方親子關係疏離。又從上

訴人與兩名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情形觀之，被上訴人表示會

鼓勵兩名未成年子女跟上訴人會面交往，此與兩名未成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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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所述一致，惟上訴人較缺乏與兩名未成年子女互動之技

巧，尤其兩名未成年子女現在分別14、12歲，皆已邁入青春

期階段，對人事物都會有自己的想法，子女與父母互動過程

中，父母在安全範圍內給予子女適當尊重並能用討論方式因

應問題，較有助於親子關係維繫及拉近雙方情感，但上訴人

在跟兩名未成年子女互動時容易落入單方說話或話題無法引

起興趣之情形，長期下來此互動模式也容易使得兩名未成年

子女興致缺缺。復佐以對兩名未成年子女訪視調查結果，可

知兩名未成年子女確實與被上訴人情感依附較深。考量兩名

未成年子女已有一定之年紀及思考能力，且兩造現階段難以

溝通，建議兩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被上訴人單獨行使，有

彰化地院調查保護室112年度家查字第121號家事調查報告可

考（見原審卷第139至157頁）。

　⑵衡諸兩造固均有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意願，惟參酌前載原

審家事調查官對於兩造家庭支持系統、照護能力、與未成年

子女互動狀況之判斷，足見被上訴人應較能提供未成年子女

即時完足之照護與管束，可資滿足子女人格發展之需要；反

觀上訴人較少主動關心未成年子女、對渠等狀況不甚瞭解，

亦未能與之建立緊密親子關係，且於原審家事調查官訪視

時，復未能具體詳盡說明其於兩造分居前、後與未成年子女

之互動情形（見原審卷第145至146頁），益彰上訴人對於陪

伴子女、參與渠等成長過程之保護教養態度較為消極，僅被

動期待子女與自己互動，親職能力有待加強。再兩造分居

後，〇〇〇、〇〇〇皆與被上訴人同住乙節，為兩造所不爭

執，則渠等長期以來均由被上訴人負責照顧生活起居，基於

維持現狀與繼續性原則，由被上訴人繼續照顧當較為有利。

又〇〇〇、〇〇〇現各為15歲、13歲，已屆青春期而有一定

自主思考能力、智慮漸趨成熟，渠等意願應受尊重。是本院

綜酌上開各情，並聽取〇〇〇、〇〇〇對於渠等日常與兩造

相處、受照顧情形及由何人行使親權之意見（見限制閱覽

卷），考量手足不分離原則與尊重未成年子女意願，認〇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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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〇〇〇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被上訴人單獨任之，始

符合〇〇〇、〇〇〇之最佳利益。上訴人抗辯：至少應由伊

擔任其中一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云云，尚無足取。

　⒊另本院審酌〇〇〇業年滿15歲，〇〇〇亦已13歲且即將14

歲，皆邁入青春期而有自主想法，有關會面交往之時間、方

式，本應尊重渠等意願。經聽取〇〇〇、〇〇〇對於會面交

往方式之意見（見限制閱覽卷），並參以渠等現均能自行與

上訴人聯繫及約定會面交往時間，為上訴人於原審家事調查

官訪視時陳述在卷（見原審卷第147至148頁）；上訴人亦陳

稱：針對未任親權人如何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小孩自己

溝通好就好，伊不會干涉小孩等語（見本院卷第72頁）；被

上訴人復陳以：只要不違反子女意願，伊願全力配合會面交

往事宜，法院無須酌定會面交往方式等語（見本院卷第128

頁），認尚無依職權酌定上訴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

及期間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第1055條第1項

規定，請求判准其與上訴人離婚，及酌定未成年子女〇〇

〇、〇〇〇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被上訴人單獨任之，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酌定〇〇

〇、〇〇〇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被上訴人單獨任之，經

核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

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一一予以論駁

贅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廖穗蓁

　　　　　　　　　　　　　　　　法　官　李佳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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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

書（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卓佳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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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上字第58號
上  訴  人  甲○○  


被 上訴 人  乙○○  
訴訟代理人  陳振吉律師
複 代理 人  劉淑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1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婚字第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97年10月14日結婚，育有未成年子女〇〇〇、〇〇〇。兩造婚後價值觀差異甚鉅，難以溝通取得共識，上訴人亦與伊家人相處不睦且嫌隙不斷，造成兩造間衝突不止。又兩造自108年8月底因故分居迄今達5年，其間幾無互動，上訴人亦未主動積極與伊聯繫，甚表明拒絕返家且屢次同意離婚，於分居期間更鮮少探視、關心未成年子女或負擔渠等生活必需費用。上訴人惡意遺棄伊及未成年子女在繼續狀態中，且兩造婚姻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伊得請求裁判離婚。又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能達成協議，請求酌定〇〇〇、〇〇〇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伊單獨任之等情。爰擇一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第2項規定，及同法第1055條第1項規定，求為㈠准伊與上訴人離婚；㈡〇〇〇、〇〇〇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伊任之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前曾到場以：伊未對被上訴人父母態度不佳或與被上訴人家人發生爭執，且兩造分居係因被上訴人把伊丟出去外面住，並表示不會讓伊回來；伊於111年1月26日後，曾於被上訴人來店裡找伊談離婚時表明拒絕離婚且要求回去住，然遭被上訴人拒絕，被上訴人請求離婚無理由。又伊可以與被上訴人離婚，惟被上訴人應給付贍養費，且至少應由伊擔任其中一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兩造於97年10月14日結婚，育有未成年子女〇〇〇（00年0月00日生）、〇〇〇（00年00月00日生）。又被上訴人前曾訴請裁判離婚，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下稱彰化地院）以111年度婚字第5號離婚事件（下稱前案離婚事件）受理，於111年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於同年2月16日判決駁回被上訴人之訴確定等情，有戶籍謄本（見原審卷第23頁）、彰化地院111年度婚字第5號判決（下稱5號判決，見原審卷第63至67頁）可稽，且經本院調取前案離婚事件全卷核閱無誤，首堪認定。
　㈡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裁判離婚，核屬有據：
　⒈按民法第1052條第2項所稱「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乃緣於74年修正民法親屬編時，為應實際需要，參酌各國立法例，導入破綻主義思想所增設。關於「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其判斷之標準為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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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6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關於維持或解消婚姻之自由，皆屬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自由，於夫妻就婚姻之存續或解消意思不一致時，可能發生基本權之衝突，亦即保障一方請求裁判離婚之權利，勢必同時連帶影響他方之維持婚姻自由（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基此，關於維持或解消婚姻之限制，應適用法律保留原則。而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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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觀同條第2項規定自明。揆其文義，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均屬有責配偶，均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本文之規定，請求與他方離婚，並不以雙方之有責程度輕重比較為要件。是法院對於「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之離婚請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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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查兩造自108年8月底因故分居迄今，為被上訴人陳述在卷（見本院卷第51、100頁），且未據上訴人爭執（見原審卷第169至170頁，本院卷第71頁），足見兩造於111年1月26日前案離婚事件言詞辯論終結後仍持續分居，迄今業逾2年，長期未共同生活，顯已危及婚姻關係之維繫。而依被上訴人陳稱：伊於111年1月26日以後，未曾請求上訴人返回同住，且伊收到5號判決後，與上訴人亦幾無聯絡。伊打電話給上訴人，上訴人不接；伊現在也不接上訴人電話等語（見本院卷第68至69、100至101頁，原審卷第93至94頁），上訴人亦陳以：（問：兩造於111年1月26日以後有無互相聯絡？）伊之前打電話給被上訴人時，被上訴人都不接，故伊後來亦不想打電話給被上訴人。伊只有傳LINE給被上訴人講何時要看小孩、或有東西要拿給小孩等語（見本院卷第72頁，原審卷第94頁），益徵兩造於前案離婚事件言詞辯論終結後，彼此互動極為冷漠，感情淡薄疏離，更相互指責係未獲對方善意回應，方不與之聯繫，雙方皆未思以積極理性態度婉轉圓融與他方溝通，共同面對及檢討省思雙方感情不睦之癥結，化解彼此之歧見、誤解或嫌隙，改善、修補彼此之婚姻關係，反僅採取消極不予理會對方之方式應對，造成惡性循環，致使兩造情感之裂痕及嫌隙更為加深。至上訴人抗辯：伊於111年1月26日後，曾於被上訴人來店裡找伊談離婚時表明拒絕離婚且要求回去住，然遭被上訴人拒絕云云（見本院卷第71頁），惟為被上訴人否認（見本院卷第71、104頁），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容難採信。又上訴人於原審及本院屢屢表示：伊可以離婚，惟被上訴人應給付贍養費；伊為這個家庭付出多年，不能一無所有出去等語（見原審卷第87、113頁，本院卷第70頁），尤彰上訴人業無意維持婚姻，僅一再強調被上訴人應給予相當金錢彌補其於婚姻關係中所費多年歲月與精力，夫妻情分實已蕩然無存。
　⒊上訴人復抗辯：兩造分居係因被上訴人把伊丟出去外面住，並表示不會讓伊回來云云（見原審卷第169至170頁）。查依被上訴人於前案離婚事件陳稱：伊有把上訴人之行李丟到外面，不讓她回家等語（見彰化地院111年度婚字第5號卷第138頁），及於原審陳以：上訴人離家係因可歸責於伊之原因所致等語（見原審卷第180頁），雖可知上訴人所陳前詞應屬非虛。惟由兩造自108年8月底即分居，堪認上情發生距今已有年餘，計至111年1月26日止亦達近2年半，上訴人因被上訴人前開行為，初始氣憤難平而不欲主動與被上訴人聯繫，固可理解，然上訴人為謀兩造婚姻得以修復，當不能永遠囿於被上訴人過往曾經之錯誤，長期以來對於夫妻關係採取消極放任態度，坐視兩造漸行漸遠、感情日益淡薄，形同陌路，造成兩造婚姻破綻隨時間經過更趨擴大。是上訴人所辯前詞，容難為其有利之認定。
　⒋按婚姻以夫妻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夫妻應以誠摯相愛為基礎，相互尊重、忍讓與諒解，共同建立和諧美滿幸福之家庭。而婚姻關係乃兩獨立個體之緊密結合，夫妻兩獨立個體間，因此一緊密結合，能使彼此生活圓滿、生命成長，身心因相互之互補、扶持而更加健康，方不失婚姻存在之目的。依上所述，兩造於111年1月26日前案離婚事件言詞辯論終結後，仍長期分居各自生活，彼此鮮少互動、感情疏離，上訴人更已無意維持婚姻；兩造在精神上、物質上均未互相依存，毫無繾綣情愛可言，且面對夫妻關係之失和，皆未積極理性溝通、嘗試化解歧見與嫌隙，怠於努力及用心維護家庭婚姻之幸福和諧，感情再難回復，實已淪為徒具婚姻之形式外觀，欠缺夫妻應共同生活、相互扶持、同甘共苦，以共創幸福家庭生活之實質內涵，更喪失婚姻關係本質中應有之夫妻互愛、互信、互諒、互持等重要基石，堪認兩造婚姻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且兩造就上開婚姻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均難辭其咎而皆須負責，同屬有責配偶，揆之首揭說明，被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與上訴人離婚。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請求離婚無理由云云，並不可採。
　⒌至被上訴人另執兩造婚後價值觀差異甚鉅，難以溝通取得共識，上訴人亦與其家人相處不睦且嫌隙不斷，造成兩造間衝突不止等節為離婚事由云云，或為前案離婚事件言詞辯論終結前發生之事由，或因本院業認被上訴人請求裁判離婚為有理由，故上開各節即無庸加以審究，併予指明。
　⒍又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離婚，既有理由，則其另依同條第1項第5款規定請求部分，自無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㈢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〇〇〇、〇〇〇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應由被上訴人單獨任之：
　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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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被上訴人訴請裁判離婚，既有理由，而兩造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就未成年子女〇〇〇、〇〇〇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能達成協議，則被上訴人聲請酌定〇〇〇、〇〇〇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即屬有據。　
　⒉按法院為民法第1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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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之1定有明文。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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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亦有明定。查：
　⑴經原審囑託家事調查官進行實地訪視調查、與兩造及未成年子女會談後，認：兩造皆有照顧兩名未成年子女之意願，兩造住家亦皆有空間可以讓兩名未成年子女使用。然就兩造家庭關係評估，被上訴人父母表示均會協助照顧兩名未成年子女，上訴人之母雖表示願意協助照顧，但因工作關係較難以提供實質協助，兩造家庭支持系統相較被上訴人較優於上訴人。次就兩造照護能力評估，被上訴人不論在照顧、對兩名未成年子女之瞭解與管教方式等，皆與兩名未成年子女所述較為一致；反之，上訴人似乎對於兩名未成年子女狀況較不瞭解，亦鮮少主動關心子女日常生活情形，反而期待兩名未成年子女要主動，長期下來除造成上訴人與兩名未成年子女難有共同話題可以聊天，亦易使雙方親子關係疏離。又從上訴人與兩名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情形觀之，被上訴人表示會鼓勵兩名未成年子女跟上訴人會面交往，此與兩名未成年子女所述一致，惟上訴人較缺乏與兩名未成年子女互動之技巧，尤其兩名未成年子女現在分別14、12歲，皆已邁入青春期階段，對人事物都會有自己的想法，子女與父母互動過程中，父母在安全範圍內給予子女適當尊重並能用討論方式因應問題，較有助於親子關係維繫及拉近雙方情感，但上訴人在跟兩名未成年子女互動時容易落入單方說話或話題無法引起興趣之情形，長期下來此互動模式也容易使得兩名未成年子女興致缺缺。復佐以對兩名未成年子女訪視調查結果，可知兩名未成年子女確實與被上訴人情感依附較深。考量兩名未成年子女已有一定之年紀及思考能力，且兩造現階段難以溝通，建議兩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被上訴人單獨行使，有彰化地院調查保護室112年度家查字第121號家事調查報告可考（見原審卷第139至157頁）。
　⑵衡諸兩造固均有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意願，惟參酌前載原審家事調查官對於兩造家庭支持系統、照護能力、與未成年子女互動狀況之判斷，足見被上訴人應較能提供未成年子女即時完足之照護與管束，可資滿足子女人格發展之需要；反觀上訴人較少主動關心未成年子女、對渠等狀況不甚瞭解，亦未能與之建立緊密親子關係，且於原審家事調查官訪視時，復未能具體詳盡說明其於兩造分居前、後與未成年子女之互動情形（見原審卷第145至146頁），益彰上訴人對於陪伴子女、參與渠等成長過程之保護教養態度較為消極，僅被動期待子女與自己互動，親職能力有待加強。再兩造分居後，〇〇〇、〇〇〇皆與被上訴人同住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則渠等長期以來均由被上訴人負責照顧生活起居，基於維持現狀與繼續性原則，由被上訴人繼續照顧當較為有利。又〇〇〇、〇〇〇現各為15歲、13歲，已屆青春期而有一定自主思考能力、智慮漸趨成熟，渠等意願應受尊重。是本院綜酌上開各情，並聽取〇〇〇、〇〇〇對於渠等日常與兩造相處、受照顧情形及由何人行使親權之意見（見限制閱覽卷），考量手足不分離原則與尊重未成年子女意願，認〇〇〇、〇〇〇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被上訴人單獨任之，始符合〇〇〇、〇〇〇之最佳利益。上訴人抗辯：至少應由伊擔任其中一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云云，尚無足取。
　⒊另本院審酌〇〇〇業年滿15歲，〇〇〇亦已13歲且即將14歲，皆邁入青春期而有自主想法，有關會面交往之時間、方式，本應尊重渠等意願。經聽取〇〇〇、〇〇〇對於會面交往方式之意見（見限制閱覽卷），並參以渠等現均能自行與上訴人聯繫及約定會面交往時間，為上訴人於原審家事調查官訪視時陳述在卷（見原審卷第147至148頁）；上訴人亦陳稱：針對未任親權人如何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小孩自己溝通好就好，伊不會干涉小孩等語（見本院卷第72頁）；被上訴人復陳以：只要不違反子女意願，伊願全力配合會面交往事宜，法院無須酌定會面交往方式等語（見本院卷第128頁），認尚無依職權酌定上訴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及期間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第1055條第1項規定，請求判准其與上訴人離婚，及酌定未成年子女〇〇〇、〇〇〇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被上訴人單獨任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酌定〇〇〇、〇〇〇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被上訴人單獨任之，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一一予以論駁贅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廖穗蓁
　　　　　　　　　　　　　　　　法　官　李佳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
書（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卓佳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上字第58號
上  訴  人  甲○○  

被 上訴 人  乙○○  
訴訟代理人  陳振吉律師
複 代理 人  劉淑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1
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婚字第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97年10月14日結婚，育有未成年
    子女〇〇〇、〇〇〇。兩造婚後價值觀差異甚鉅，難以溝通取得共
    識，上訴人亦與伊家人相處不睦且嫌隙不斷，造成兩造間衝
    突不止。又兩造自108年8月底因故分居迄今達5年，其間幾
    無互動，上訴人亦未主動積極與伊聯繫，甚表明拒絕返家且
    屢次同意離婚，於分居期間更鮮少探視、關心未成年子女或
    負擔渠等生活必需費用。上訴人惡意遺棄伊及未成年子女在
    繼續狀態中，且兩造婚姻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伊得請
    求裁判離婚。又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未能達成協議，請求酌定〇〇〇、〇〇〇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由伊單獨任之等情。爰擇一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第
    2項規定，及同法第1055條第1項規定，求為㈠准伊與上訴人
    離婚；㈡〇〇〇、〇〇〇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伊任之之判決（
    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
    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前曾到場以：伊未對被上
    訴人父母態度不佳或與被上訴人家人發生爭執，且兩造分居
    係因被上訴人把伊丟出去外面住，並表示不會讓伊回來；伊
    於111年1月26日後，曾於被上訴人來店裡找伊談離婚時表明
    拒絕離婚且要求回去住，然遭被上訴人拒絕，被上訴人請求
    離婚無理由。又伊可以與被上訴人離婚，惟被上訴人應給付
    贍養費，且至少應由伊擔任其中一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等
    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
    一審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兩造於97年10月14日結婚，育有未成年子女〇〇〇（00年0月0
    0日生）、〇〇〇（00年00月00日生）。又被上訴人前曾訴請裁
    判離婚，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下稱彰化地院）以111年度
    婚字第5號離婚事件（下稱前案離婚事件）受理，於111年1
    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於同年2月16日判決駁回被上訴人之
    訴確定等情，有戶籍謄本（見原審卷第23頁）、彰化地院11
    1年度婚字第5號判決（下稱5號判決，見原審卷第63至67頁
    ）可稽，且經本院調取前案離婚事件全卷核閱無誤，首堪認
    定。
　㈡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裁判離婚，核屬有
    據：
　⒈按民法第1052條第2項所稱「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
    持婚姻者」，乃緣於74年修正民法親屬編時，為應實際需要
    ，參酌各國立法例，導入破綻主義思想所增設。關於「難以
    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其判斷之標準為婚姻是否已生破綻
    而無回復之希望。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
    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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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定（最高
    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6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關於維
    持或解消婚姻之自由，皆屬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自由，於夫
    妻就婚姻之存續或解消意思不一致時，可能發生基本權之衝
    突，亦即保障一方請求裁判離婚之權利，勢必同時連帶影響
    他方之維持婚姻自由（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
    參照）。基此，關於維持或解消婚姻之限制，應適用法律保
    留原則。而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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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觀同條第2項規定自明。
    揆其文義，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均
    屬有責配偶，均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本文之規定，請求
    與他方離婚，並不以雙方之有責程度輕重比較為要件。是法
    院對於「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之離
    婚請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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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查兩造自108年8月底因故分居迄今，為被上訴人陳述在卷（
    見本院卷第51、100頁），且未據上訴人爭執（見原審卷第1
    69至170頁，本院卷第71頁），足見兩造於111年1月26日前
    案離婚事件言詞辯論終結後仍持續分居，迄今業逾2年，長
    期未共同生活，顯已危及婚姻關係之維繫。而依被上訴人陳
    稱：伊於111年1月26日以後，未曾請求上訴人返回同住，且
    伊收到5號判決後，與上訴人亦幾無聯絡。伊打電話給上訴
    人，上訴人不接；伊現在也不接上訴人電話等語（見本院卷
    第68至69、100至101頁，原審卷第93至94頁），上訴人亦陳
    以：（問：兩造於111年1月26日以後有無互相聯絡？）伊之
    前打電話給被上訴人時，被上訴人都不接，故伊後來亦不想
    打電話給被上訴人。伊只有傳LINE給被上訴人講何時要看小
    孩、或有東西要拿給小孩等語（見本院卷第72頁，原審卷第
    94頁），益徵兩造於前案離婚事件言詞辯論終結後，彼此互
    動極為冷漠，感情淡薄疏離，更相互指責係未獲對方善意回
    應，方不與之聯繫，雙方皆未思以積極理性態度婉轉圓融與
    他方溝通，共同面對及檢討省思雙方感情不睦之癥結，化解
    彼此之歧見、誤解或嫌隙，改善、修補彼此之婚姻關係，反
    僅採取消極不予理會對方之方式應對，造成惡性循環，致使
    兩造情感之裂痕及嫌隙更為加深。至上訴人抗辯：伊於111
    年1月26日後，曾於被上訴人來店裡找伊談離婚時表明拒絕
    離婚且要求回去住，然遭被上訴人拒絕云云（見本院卷第71
    頁），惟為被上訴人否認（見本院卷第71、104頁），上訴
    人復未舉證證明，容難採信。又上訴人於原審及本院屢屢表
    示：伊可以離婚，惟被上訴人應給付贍養費；伊為這個家庭
    付出多年，不能一無所有出去等語（見原審卷第87、113頁
    ，本院卷第70頁），尤彰上訴人業無意維持婚姻，僅一再強
    調被上訴人應給予相當金錢彌補其於婚姻關係中所費多年歲
    月與精力，夫妻情分實已蕩然無存。
　⒊上訴人復抗辯：兩造分居係因被上訴人把伊丟出去外面住，
    並表示不會讓伊回來云云（見原審卷第169至170頁）。查依
    被上訴人於前案離婚事件陳稱：伊有把上訴人之行李丟到外
    面，不讓她回家等語（見彰化地院111年度婚字第5號卷第13
    8頁），及於原審陳以：上訴人離家係因可歸責於伊之原因
    所致等語（見原審卷第180頁），雖可知上訴人所陳前詞應
    屬非虛。惟由兩造自108年8月底即分居，堪認上情發生距今
    已有年餘，計至111年1月26日止亦達近2年半，上訴人因被
    上訴人前開行為，初始氣憤難平而不欲主動與被上訴人聯繫
    ，固可理解，然上訴人為謀兩造婚姻得以修復，當不能永遠
    囿於被上訴人過往曾經之錯誤，長期以來對於夫妻關係採取
    消極放任態度，坐視兩造漸行漸遠、感情日益淡薄，形同陌
    路，造成兩造婚姻破綻隨時間經過更趨擴大。是上訴人所辯
    前詞，容難為其有利之認定。
　⒋按婚姻以夫妻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夫妻應以誠摯相愛為基
    礎，相互尊重、忍讓與諒解，共同建立和諧美滿幸福之家庭
    。而婚姻關係乃兩獨立個體之緊密結合，夫妻兩獨立個體間
    ，因此一緊密結合，能使彼此生活圓滿、生命成長，身心因
    相互之互補、扶持而更加健康，方不失婚姻存在之目的。依
    上所述，兩造於111年1月26日前案離婚事件言詞辯論終結後
    ，仍長期分居各自生活，彼此鮮少互動、感情疏離，上訴人
    更已無意維持婚姻；兩造在精神上、物質上均未互相依存，
    毫無繾綣情愛可言，且面對夫妻關係之失和，皆未積極理性
    溝通、嘗試化解歧見與嫌隙，怠於努力及用心維護家庭婚姻
    之幸福和諧，感情再難回復，實已淪為徒具婚姻之形式外觀
    ，欠缺夫妻應共同生活、相互扶持、同甘共苦，以共創幸福
    家庭生活之實質內涵，更喪失婚姻關係本質中應有之夫妻互
    愛、互信、互諒、互持等重要基石，堪認兩造婚姻已生破綻
    而無回復之希望，且兩造就上開婚姻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
    均難辭其咎而皆須負責，同屬有責配偶，揆之首揭說明，被
    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與上訴人離婚
    。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請求離婚無理由云云，並不可採。
　⒌至被上訴人另執兩造婚後價值觀差異甚鉅，難以溝通取得共
    識，上訴人亦與其家人相處不睦且嫌隙不斷，造成兩造間衝
    突不止等節為離婚事由云云，或為前案離婚事件言詞辯論終
    結前發生之事由，或因本院業認被上訴人請求裁判離婚為有
    理由，故上開各節即無庸加以審究，併予指明。
　⒍又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離婚，既有理由，
    則其另依同條第1項第5款規定請求部分，自無庸再予審酌，
    附此敘明。　
　㈢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〇〇〇、〇〇〇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應由
    被上訴人單獨任之：
　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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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被上訴人訴請裁判離婚，既有理由，而兩造於本件言詞辯
    論終結前，就未成年子女〇〇〇、〇〇〇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
    能達成協議，則被上訴人聲請酌定〇〇〇、〇〇〇權利義務之行使
    或負擔，即屬有據。　
　⒉按法院為民法第1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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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子女最佳利益
    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
    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
    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
    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之1定有明文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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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亦有明定。查：
　⑴經原審囑託家事調查官進行實地訪視調查、與兩造及未成年
    子女會談後，認：兩造皆有照顧兩名未成年子女之意願，兩
    造住家亦皆有空間可以讓兩名未成年子女使用。然就兩造家
    庭關係評估，被上訴人父母表示均會協助照顧兩名未成年子
    女，上訴人之母雖表示願意協助照顧，但因工作關係較難以
    提供實質協助，兩造家庭支持系統相較被上訴人較優於上訴
    人。次就兩造照護能力評估，被上訴人不論在照顧、對兩名
    未成年子女之瞭解與管教方式等，皆與兩名未成年子女所述
    較為一致；反之，上訴人似乎對於兩名未成年子女狀況較不
    瞭解，亦鮮少主動關心子女日常生活情形，反而期待兩名未
    成年子女要主動，長期下來除造成上訴人與兩名未成年子女
    難有共同話題可以聊天，亦易使雙方親子關係疏離。又從上
    訴人與兩名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情形觀之，被上訴人表示會
    鼓勵兩名未成年子女跟上訴人會面交往，此與兩名未成年子
    女所述一致，惟上訴人較缺乏與兩名未成年子女互動之技巧
    ，尤其兩名未成年子女現在分別14、12歲，皆已邁入青春期
    階段，對人事物都會有自己的想法，子女與父母互動過程中
    ，父母在安全範圍內給予子女適當尊重並能用討論方式因應
    問題，較有助於親子關係維繫及拉近雙方情感，但上訴人在
    跟兩名未成年子女互動時容易落入單方說話或話題無法引起
    興趣之情形，長期下來此互動模式也容易使得兩名未成年子
    女興致缺缺。復佐以對兩名未成年子女訪視調查結果，可知
    兩名未成年子女確實與被上訴人情感依附較深。考量兩名未
    成年子女已有一定之年紀及思考能力，且兩造現階段難以溝
    通，建議兩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被上訴人單獨行使，有彰
    化地院調查保護室112年度家查字第121號家事調查報告可考
    （見原審卷第139至157頁）。
　⑵衡諸兩造固均有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意願，惟參酌前載原
    審家事調查官對於兩造家庭支持系統、照護能力、與未成年
    子女互動狀況之判斷，足見被上訴人應較能提供未成年子女
    即時完足之照護與管束，可資滿足子女人格發展之需要；反
    觀上訴人較少主動關心未成年子女、對渠等狀況不甚瞭解，
    亦未能與之建立緊密親子關係，且於原審家事調查官訪視時
    ，復未能具體詳盡說明其於兩造分居前、後與未成年子女之
    互動情形（見原審卷第145至146頁），益彰上訴人對於陪伴
    子女、參與渠等成長過程之保護教養態度較為消極，僅被動
    期待子女與自己互動，親職能力有待加強。再兩造分居後，
    〇〇〇、〇〇〇皆與被上訴人同住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則渠等
    長期以來均由被上訴人負責照顧生活起居，基於維持現狀與
    繼續性原則，由被上訴人繼續照顧當較為有利。又〇〇〇、〇〇〇
    現各為15歲、13歲，已屆青春期而有一定自主思考能力、智
    慮漸趨成熟，渠等意願應受尊重。是本院綜酌上開各情，並
    聽取〇〇〇、〇〇〇對於渠等日常與兩造相處、受照顧情形及由何
    人行使親權之意見（見限制閱覽卷），考量手足不分離原則
    與尊重未成年子女意願，認〇〇〇、〇〇〇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由被上訴人單獨任之，始符合〇〇〇、〇〇〇之最佳利益。上訴人
    抗辯：至少應由伊擔任其中一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云云，
    尚無足取。
　⒊另本院審酌〇〇〇業年滿15歲，〇〇〇亦已13歲且即將14歲，皆邁
    入青春期而有自主想法，有關會面交往之時間、方式，本應
    尊重渠等意願。經聽取〇〇〇、〇〇〇對於會面交往方式之意見（
    見限制閱覽卷），並參以渠等現均能自行與上訴人聯繫及約
    定會面交往時間，為上訴人於原審家事調查官訪視時陳述在
    卷（見原審卷第147至148頁）；上訴人亦陳稱：針對未任親
    權人如何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小孩自己溝通好就好，伊
    不會干涉小孩等語（見本院卷第72頁）；被上訴人復陳以：
    只要不違反子女意願，伊願全力配合會面交往事宜，法院無
    須酌定會面交往方式等語（見本院卷第128頁），認尚無依
    職權酌定上訴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及期間之必要，
    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第1055條第1項
    規定，請求判准其與上訴人離婚，及酌定未成年子女〇〇〇、〇
    〇〇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被上訴人單獨任之，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酌定〇〇〇、〇〇〇權利
    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被上訴人單獨任之，經核於法並無不合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一一予以論駁
    贅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廖穗蓁
　　　　　　　　　　　　　　　　法　官　李佳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
書（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卓佳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上字第58號
上  訴  人  甲○○  

被 上訴 人  乙○○  
訴訟代理人  陳振吉律師
複 代理 人  劉淑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1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婚字第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97年10月14日結婚，育有未成年子女〇〇〇、〇〇〇。兩造婚後價值觀差異甚鉅，難以溝通取得共識，上訴人亦與伊家人相處不睦且嫌隙不斷，造成兩造間衝突不止。又兩造自108年8月底因故分居迄今達5年，其間幾無互動，上訴人亦未主動積極與伊聯繫，甚表明拒絕返家且屢次同意離婚，於分居期間更鮮少探視、關心未成年子女或負擔渠等生活必需費用。上訴人惡意遺棄伊及未成年子女在繼續狀態中，且兩造婚姻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伊得請求裁判離婚。又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能達成協議，請求酌定〇〇〇、〇〇〇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伊單獨任之等情。爰擇一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第2項規定，及同法第1055條第1項規定，求為㈠准伊與上訴人離婚；㈡〇〇〇、〇〇〇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伊任之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前曾到場以：伊未對被上訴人父母態度不佳或與被上訴人家人發生爭執，且兩造分居係因被上訴人把伊丟出去外面住，並表示不會讓伊回來；伊於111年1月26日後，曾於被上訴人來店裡找伊談離婚時表明拒絕離婚且要求回去住，然遭被上訴人拒絕，被上訴人請求離婚無理由。又伊可以與被上訴人離婚，惟被上訴人應給付贍養費，且至少應由伊擔任其中一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兩造於97年10月14日結婚，育有未成年子女〇〇〇（00年0月00日生）、〇〇〇（00年00月00日生）。又被上訴人前曾訴請裁判離婚，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下稱彰化地院）以111年度婚字第5號離婚事件（下稱前案離婚事件）受理，於111年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於同年2月16日判決駁回被上訴人之訴確定等情，有戶籍謄本（見原審卷第23頁）、彰化地院111年度婚字第5號判決（下稱5號判決，見原審卷第63至67頁）可稽，且經本院調取前案離婚事件全卷核閱無誤，首堪認定。
　㈡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裁判離婚，核屬有據：
　⒈按民法第1052條第2項所稱「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乃緣於74年修正民法親屬編時，為應實際需要，參酌各國立法例，導入破綻主義思想所增設。關於「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其判斷之標準為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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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6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關於維持或解消婚姻之自由，皆屬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自由，於夫妻就婚姻之存續或解消意思不一致時，可能發生基本權之衝突，亦即保障一方請求裁判離婚之權利，勢必同時連帶影響他方之維持婚姻自由（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基此，關於維持或解消婚姻之限制，應適用法律保留原則。而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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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觀同條第2項規定自明。揆其文義，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均屬有責配偶，均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本文之規定，請求與他方離婚，並不以雙方之有責程度輕重比較為要件。是法院對於「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之離婚請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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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查兩造自108年8月底因故分居迄今，為被上訴人陳述在卷（見本院卷第51、100頁），且未據上訴人爭執（見原審卷第169至170頁，本院卷第71頁），足見兩造於111年1月26日前案離婚事件言詞辯論終結後仍持續分居，迄今業逾2年，長期未共同生活，顯已危及婚姻關係之維繫。而依被上訴人陳稱：伊於111年1月26日以後，未曾請求上訴人返回同住，且伊收到5號判決後，與上訴人亦幾無聯絡。伊打電話給上訴人，上訴人不接；伊現在也不接上訴人電話等語（見本院卷第68至69、100至101頁，原審卷第93至94頁），上訴人亦陳以：（問：兩造於111年1月26日以後有無互相聯絡？）伊之前打電話給被上訴人時，被上訴人都不接，故伊後來亦不想打電話給被上訴人。伊只有傳LINE給被上訴人講何時要看小孩、或有東西要拿給小孩等語（見本院卷第72頁，原審卷第94頁），益徵兩造於前案離婚事件言詞辯論終結後，彼此互動極為冷漠，感情淡薄疏離，更相互指責係未獲對方善意回應，方不與之聯繫，雙方皆未思以積極理性態度婉轉圓融與他方溝通，共同面對及檢討省思雙方感情不睦之癥結，化解彼此之歧見、誤解或嫌隙，改善、修補彼此之婚姻關係，反僅採取消極不予理會對方之方式應對，造成惡性循環，致使兩造情感之裂痕及嫌隙更為加深。至上訴人抗辯：伊於111年1月26日後，曾於被上訴人來店裡找伊談離婚時表明拒絕離婚且要求回去住，然遭被上訴人拒絕云云（見本院卷第71頁），惟為被上訴人否認（見本院卷第71、104頁），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容難採信。又上訴人於原審及本院屢屢表示：伊可以離婚，惟被上訴人應給付贍養費；伊為這個家庭付出多年，不能一無所有出去等語（見原審卷第87、113頁，本院卷第70頁），尤彰上訴人業無意維持婚姻，僅一再強調被上訴人應給予相當金錢彌補其於婚姻關係中所費多年歲月與精力，夫妻情分實已蕩然無存。
　⒊上訴人復抗辯：兩造分居係因被上訴人把伊丟出去外面住，並表示不會讓伊回來云云（見原審卷第169至170頁）。查依被上訴人於前案離婚事件陳稱：伊有把上訴人之行李丟到外面，不讓她回家等語（見彰化地院111年度婚字第5號卷第138頁），及於原審陳以：上訴人離家係因可歸責於伊之原因所致等語（見原審卷第180頁），雖可知上訴人所陳前詞應屬非虛。惟由兩造自108年8月底即分居，堪認上情發生距今已有年餘，計至111年1月26日止亦達近2年半，上訴人因被上訴人前開行為，初始氣憤難平而不欲主動與被上訴人聯繫，固可理解，然上訴人為謀兩造婚姻得以修復，當不能永遠囿於被上訴人過往曾經之錯誤，長期以來對於夫妻關係採取消極放任態度，坐視兩造漸行漸遠、感情日益淡薄，形同陌路，造成兩造婚姻破綻隨時間經過更趨擴大。是上訴人所辯前詞，容難為其有利之認定。
　⒋按婚姻以夫妻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夫妻應以誠摯相愛為基礎，相互尊重、忍讓與諒解，共同建立和諧美滿幸福之家庭。而婚姻關係乃兩獨立個體之緊密結合，夫妻兩獨立個體間，因此一緊密結合，能使彼此生活圓滿、生命成長，身心因相互之互補、扶持而更加健康，方不失婚姻存在之目的。依上所述，兩造於111年1月26日前案離婚事件言詞辯論終結後，仍長期分居各自生活，彼此鮮少互動、感情疏離，上訴人更已無意維持婚姻；兩造在精神上、物質上均未互相依存，毫無繾綣情愛可言，且面對夫妻關係之失和，皆未積極理性溝通、嘗試化解歧見與嫌隙，怠於努力及用心維護家庭婚姻之幸福和諧，感情再難回復，實已淪為徒具婚姻之形式外觀，欠缺夫妻應共同生活、相互扶持、同甘共苦，以共創幸福家庭生活之實質內涵，更喪失婚姻關係本質中應有之夫妻互愛、互信、互諒、互持等重要基石，堪認兩造婚姻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且兩造就上開婚姻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均難辭其咎而皆須負責，同屬有責配偶，揆之首揭說明，被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與上訴人離婚。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請求離婚無理由云云，並不可採。
　⒌至被上訴人另執兩造婚後價值觀差異甚鉅，難以溝通取得共識，上訴人亦與其家人相處不睦且嫌隙不斷，造成兩造間衝突不止等節為離婚事由云云，或為前案離婚事件言詞辯論終結前發生之事由，或因本院業認被上訴人請求裁判離婚為有理由，故上開各節即無庸加以審究，併予指明。
　⒍又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離婚，既有理由，則其另依同條第1項第5款規定請求部分，自無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㈢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〇〇〇、〇〇〇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應由被上訴人單獨任之：
　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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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被上訴人訴請裁判離婚，既有理由，而兩造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就未成年子女〇〇〇、〇〇〇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能達成協議，則被上訴人聲請酌定〇〇〇、〇〇〇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即屬有據。　
　⒉按法院為民法第1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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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之1定有明文。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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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亦有明定。查：
　⑴經原審囑託家事調查官進行實地訪視調查、與兩造及未成年子女會談後，認：兩造皆有照顧兩名未成年子女之意願，兩造住家亦皆有空間可以讓兩名未成年子女使用。然就兩造家庭關係評估，被上訴人父母表示均會協助照顧兩名未成年子女，上訴人之母雖表示願意協助照顧，但因工作關係較難以提供實質協助，兩造家庭支持系統相較被上訴人較優於上訴人。次就兩造照護能力評估，被上訴人不論在照顧、對兩名未成年子女之瞭解與管教方式等，皆與兩名未成年子女所述較為一致；反之，上訴人似乎對於兩名未成年子女狀況較不瞭解，亦鮮少主動關心子女日常生活情形，反而期待兩名未成年子女要主動，長期下來除造成上訴人與兩名未成年子女難有共同話題可以聊天，亦易使雙方親子關係疏離。又從上訴人與兩名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情形觀之，被上訴人表示會鼓勵兩名未成年子女跟上訴人會面交往，此與兩名未成年子女所述一致，惟上訴人較缺乏與兩名未成年子女互動之技巧，尤其兩名未成年子女現在分別14、12歲，皆已邁入青春期階段，對人事物都會有自己的想法，子女與父母互動過程中，父母在安全範圍內給予子女適當尊重並能用討論方式因應問題，較有助於親子關係維繫及拉近雙方情感，但上訴人在跟兩名未成年子女互動時容易落入單方說話或話題無法引起興趣之情形，長期下來此互動模式也容易使得兩名未成年子女興致缺缺。復佐以對兩名未成年子女訪視調查結果，可知兩名未成年子女確實與被上訴人情感依附較深。考量兩名未成年子女已有一定之年紀及思考能力，且兩造現階段難以溝通，建議兩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被上訴人單獨行使，有彰化地院調查保護室112年度家查字第121號家事調查報告可考（見原審卷第139至157頁）。
　⑵衡諸兩造固均有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意願，惟參酌前載原審家事調查官對於兩造家庭支持系統、照護能力、與未成年子女互動狀況之判斷，足見被上訴人應較能提供未成年子女即時完足之照護與管束，可資滿足子女人格發展之需要；反觀上訴人較少主動關心未成年子女、對渠等狀況不甚瞭解，亦未能與之建立緊密親子關係，且於原審家事調查官訪視時，復未能具體詳盡說明其於兩造分居前、後與未成年子女之互動情形（見原審卷第145至146頁），益彰上訴人對於陪伴子女、參與渠等成長過程之保護教養態度較為消極，僅被動期待子女與自己互動，親職能力有待加強。再兩造分居後，〇〇〇、〇〇〇皆與被上訴人同住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則渠等長期以來均由被上訴人負責照顧生活起居，基於維持現狀與繼續性原則，由被上訴人繼續照顧當較為有利。又〇〇〇、〇〇〇現各為15歲、13歲，已屆青春期而有一定自主思考能力、智慮漸趨成熟，渠等意願應受尊重。是本院綜酌上開各情，並聽取〇〇〇、〇〇〇對於渠等日常與兩造相處、受照顧情形及由何人行使親權之意見（見限制閱覽卷），考量手足不分離原則與尊重未成年子女意願，認〇〇〇、〇〇〇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被上訴人單獨任之，始符合〇〇〇、〇〇〇之最佳利益。上訴人抗辯：至少應由伊擔任其中一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云云，尚無足取。
　⒊另本院審酌〇〇〇業年滿15歲，〇〇〇亦已13歲且即將14歲，皆邁入青春期而有自主想法，有關會面交往之時間、方式，本應尊重渠等意願。經聽取〇〇〇、〇〇〇對於會面交往方式之意見（見限制閱覽卷），並參以渠等現均能自行與上訴人聯繫及約定會面交往時間，為上訴人於原審家事調查官訪視時陳述在卷（見原審卷第147至148頁）；上訴人亦陳稱：針對未任親權人如何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小孩自己溝通好就好，伊不會干涉小孩等語（見本院卷第72頁）；被上訴人復陳以：只要不違反子女意願，伊願全力配合會面交往事宜，法院無須酌定會面交往方式等語（見本院卷第128頁），認尚無依職權酌定上訴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及期間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第1055條第1項規定，請求判准其與上訴人離婚，及酌定未成年子女〇〇〇、〇〇〇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被上訴人單獨任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酌定〇〇〇、〇〇〇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被上訴人單獨任之，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一一予以論駁贅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廖穗蓁
　　　　　　　　　　　　　　　　法　官　李佳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
書（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卓佳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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