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養聲字第196號

聲  請  人

即  收養人  丙○○  

            乙○○  

上二人共同

代  理  人

兼

送達代收人  己○○  

聲  請  人

即被收養人  丁○○  

法定代理人  戊○○  

上二人共同

代  理  人

兼

送達代收人  甲○○  

上列聲請人間聲請認可收養未成年子女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認可丙○○（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乙○○（女，民國00

年0月0日生）於民國113年5月24日共同收養丁○○（女，民國00

0年00月00日生）為養女。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收養人丙○○、乙○○（下分別以

姓名稱之，合稱收養人）願共同收養聲請人即被收養人丁○

○為養女，被收養人於聲請時為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未經

生父認領，經其法定代理人戊○○代為表示同意並代受意思

表示，雙方訂立收養契約，並經收出養媒合機構財團法人天

主教福利會完成出養必要性與收養適任性評估，爰檢具收養

契約書、收出養家庭評估報告、觀察評估期評估報告、觀察

評估期生活月紀錄及照片、丙○○、乙○○、被收養人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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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之戶籍謄本、收養人之健康檢查表、警察刑事紀

錄證明、財力證明、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2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丙○○之在職證明書等

件，依民法第1079條第1項，狀請本院准予裁定認可等語。

二、按認可收養子女事件，專屬收養人或被收養人住所地之法院

管轄；認可收養之聲請應附具下列文件：㈠收養契約書；㈡

收養人及被收養人之國民身分證、戶籍謄本、護照或其他身

分證明文件；如被收養人為未成年子女時，並宜檢附收養人

之職業、健康及有關資力之證明文件、經收出養媒合服務者

為訪視調查之收出養評估報告，家事事件法第114條第1項、

第115條第3項、第4項第1款、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收

養者之年齡，應長於被收養者二十歲以上。但夫妻共同收養

時，夫妻之一方長於被收養者二十歲以上，而他方僅長於被

收養者十六歲以上，亦得收養；夫妻收養子女時，應共同為

之，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單獨收養：㈠夫妻之一方

收養他方之子女；㈡夫妻之一方不能為意思表示或生死不明

已逾三年。另子女被收養時，應得其父母之同意，但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㈠父母之一方或雙方對子女未

盡保護教養義務或有其他顯然不利子女之情事而拒絕同意；

㈡父母之一方或雙方事實上不能為意思表示；前項同意應作

成書面並經公證。但已向法院聲請收養認可者，得以言詞向

法院表示並記明筆錄代之。被收養者未滿七歲時，應由其法

定代理人代為並代受意思表示。被收養者之父母已依前二項

規定以法定代理人之身分代為並代受意思表示或為同意時，

得免依前條規定為同意，我國民法第1073條第1項、第1074

條、第1076條之1第1項、第2項、第1076條之2第1項、第3項

定有明文。復按收養應以書面為之，並向法院聲請認可；法

院依第1079條之1規定為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

酌一切情形，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左列事

項：㈠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㈡子女之意願

及人格發展之需要；㈢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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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㈣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

度；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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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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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

我國民法第1079條第1項、第1079條之1、第1083條之1準用

第1055條之1亦規定甚明。另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16條第1項、第17條第2項第1款復分別規定，父母或監護

人因故無法對其兒童及少年盡扶養義務而擬予出養時，應委

託收出養媒合服務者代覓適當之收養人。但下列情形之出

養，不在此限：㈠旁系血親在六親等以內及旁系姻親在五親

等以內，輩分相當；㈡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子女。而法院認

可兒童及少年之收養前，得命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其他適當之團體或專業人員進行訪

視，提出訪視報告及建議，供決定認可之參考。

三、經查：

　　㈠丙○○、乙○○於民國94年7月17日結婚為夫妻，被收養

人為上開收養行為係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未經生父認

領，由法定代理人行使負擔被收養人之權利義務等情，有

收養人、被收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之戶籍謄本等件在卷可

稽。而收養人願收養被收養人為養女，雙方訂立書面收養

契約，經法定代理人代為表示同意並代受意思表示等情，

業據其共同提出收養契約書為證，並經收養人與法定代理

人到庭陳述綦詳，堪認其等確有成立收養及同意收養之真

意。

　　㈡而本院為審酌本件是否有出養之必要性及收養人是否適合

收養，除審酌收出養媒合機構財團法人天主教福利會出具

之收出養家庭訪視報告與試養期整體評估報告外，復函請

財團法人忠義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

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分別對收養人、被收養人及其法定

代理人進行訪視，訪視報告內容如下略以：　

　　　⒈財團法人天主教福利會之收出養家庭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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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出養必要性

　　　　　被收養人為生母與生父非預期所生，兩人雖持續維持

交往關係，但實則穩定性不足，且皆尚未準備好擔任

親職角色，兩人於112年6月獨立租屋在外同居，重心

皆放在自身生活，尚未能發展及思考經營有子女之家

庭生活，經濟上僅能自給自足，實無力擔負扶養被收

養人之責。自被收養人出生後，兩人為顧及彼此的情

感關係而迴避面對孩子相關事宜，包含生父身份及出

留養抉擇，罔顧兒童之需要及權益，致使收出養程序

被延宕。再者雙方家長皆不接受生父母交往，家庭支

持系統無法進入並帶來協助。綜上，在生父母明確表

達出養意願且被收養人無返家的計畫下，確認此案具

出養必要性，為使孩童能在穩定家庭中成長，評估媒

合出養服務確實為最佳利益之選擇。

　　　　⑵被收養人現況

　　　　　被收養人現年1歲7個月，自112年11月18日進入養父

母家共同生活迄今逾七個月，已與養父母形成安全依

附關係，能自在地向外探索。目前被收養人白天由養

母照顧，養父利用休假或在傍晚下班後返家接手照

顧。養父母在假日經常安排旅遊、戶外踏青及與親朋

好友聚會，提供被收養人許多肢體活動、接觸大自然

及與各種年齡層孩子社交互動的機會。觀察被收養人

已能發展出自己的獨立性，在安全氛圍下，不需養父

母近身陪伴亦能自己玩10分鐘，對於喜好之物已有反

覆操作練習的動機，也善於觀察和模仿養母打掃家中

的步驟並熱衷幫忙。被收養人個性強烈，喜好分明，

開心時會主動擁抱，對養父母有撒嬌的行為，但生氣

時會大哭或躺地鬧脾氣，不太能接受大人的強迫，養

父母亦清楚了解被收養人吃軟不吃硬的個性，能以溫

和陪伴或移轉注意力的方式來引導孩子恢復平靜。被

收養人對陌生人較為警戒，對不熟悉者會有觀望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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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閃避的反應，能懂得親疏遠近，在與人漸漸熟識之

後，才願意親近互動。被收養人能聽指令，願意接受

引導且出現適齡之回應，情緒發展與社會性互動正

常，目前整體發展合乎年齡。被收養人受到養父母雙

方家族的歡迎與認同，也與養祖父母及養外祖父母互

動良好，與養父母及家人皆有好的依附關係與連結。

　　　　⑶收養人現況

　　　　　養父母結婚至今已19年，期間經歷無法擁有親生子女

之失落，夫妻開始思考收養子女的意義，形成收養共

識並開始投入收養程序，於112年10月收出養媒合成

功後便積極準備父母角色。養父母共同參與對孩子的

照顧與教養，具備合作式父母的默契與能力，對孩子

的身心發展具有好的敏感度並提供適切引導與管教，

親職能力及育兒支持系統佳。養父母生活重心由夫妻

二人漸漸轉移以被收養人為主，同時兩人也未忽略夫

妻感情與親密度維持，夫妻經常溝通與分享生活中的

事件與感受，並持續兩人共同的興趣，在規劃旅遊行

程時會將被收養人的體力、作息及遊玩是否適齡納入

考量。養父母與收養人已共同生活達七個月以上，對

於被收養人的身體發展與心理需求十分了解，養母很

享受與孩子互動與緊密依附的生活，養父初期略顯手

忙腳亂，但在投入與學習後，亦具有獨立育兒能力。

養父母同時都可提供孩子教養與管教，願意且樂於承

擔父母的責任。

　　　　⑷建議

　　　　　由於生父母親密關係與獨立養育被收養人之能力並不

穩定，加上原生家庭支持系統與養育意願不足的困

境，在被收養人無返家計畫下，為提供被收養人永久

穩定的成長環境與依附關係，經媒合收養人為被收養

人之養父母，該收養家庭亦經被收養人之法定代理人

同意後開始先行共同生活。觀察評估期間被收養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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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父母建立正向依附關係，養父母細心照料被收養人

並滿足其需求，亦積極吸收資訊以持續提升親職能

力，家族親友皆歡迎被收養人到來。被收養人在養父

母的照顧下適應狀況良好，養父母夫妻關係穩，住家

環境安全，擁有親友的支持，對於未來可能面對的教

養挑戰有著符合現實的心理準備，持開放學習的態

度，因此建議收養人成為被收養人的養父母，滿足其

在穩定家庭中成長之權益。

　　　⒉財團法人天主教福利會之觀察評估期評估報告：

　　　　綜合先行共同生活期間社工訪視評估與養父母自我觀察

評估，並基於下列因素推薦收養人成為被收養人的養父

母：

　　　　⑴養父母投入在親子關係的營造中，願意看重孩子的需

求，被收養人受到妥善照顧，且安全成長所需能被一

一滿足。現階段養父母與被收養人已建立相當程度的

親子依附關係。養父母有能力與敏感度能覺察孩子的

行為變化，能細心照料其身體健康、情緒及社會性發

展，發揮父母引導及陪伴的角色。觀察養父母透過彼

此不同的親職經驗彈性調整與分工，給予孩子適切的

照顧與歸屬感。

　　　　⑵擁有充足的家庭支持與資源，收養家庭十分歡迎與認

同被收養人皆樂於與被收養人互動，養父母也會協助

被收養人與親友建立關係。家人及常來往的朋友除可

成為替代照顧者外，亦分享可用資源及資訊，讓收養

家庭能夠在充足的物質與情感支持下照顧被收養人。

　　　　⑶夫妻經濟能力穩定，價值觀相近，婚姻關係親密且能

合作發揮父母角色，教養原則清楚也具有彈性，有主

動吸收親職新知的動機，擁有適任的親職能力。評估

養父母真心愛著被收養人，珍惜與重視被收養人的成

長經驗，從心底願意為收養人付出、調整及努力，符

合父母角色並具備勝任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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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之收養事件

訪視調查報告：

　　　　此為國內無血緣收養案件，生母於發現懷孕時即計畫終

止妊娠，然因孩子週數過大而無法進行手術。被收養人

出生後，透過醫院社工轉介，將被收養人交由社工協助

安置。生母考量自己的經濟狀況及能力無法給與被收養

人良好的照顧環境，故同意出養。就現況而言，生母在

無預期情況下懷有被收養人，雖仍與生父共同生活且有

基本經濟能力，然雙方在擔任親職之意願及能力有限情

況下，又無家庭支持系統給予相關協助，整體生活環境

及工作狀況較難調整改善，實難提供穩定之照顧資源養

育被收養人至成年，故考量兒童最佳利益，評估本案具

有出養必要性。

　　　⒋財團法人忠義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之收出養調查訪視評

估報告：

　　　　⑴出養必要性

　　　　　生母非居助於本轄區，未能得知其出養動機等資訊，

然就收出養媒合單位轉知，生母現年23歲，於111年

未婚生下被收養人，生父未認領。因生母之原生家庭

於被收養人出生後評估未有足夠之經濟能力負擔被收

養人之教養，希望替被收養人找到可永久穩定生活的

家庭協助扶養，因而找媒合單位協助無血緣出養服

務。若本案原生家庭狀況屬實，評估為使被收養人獲

得妥善照顧且能於健全環境中成長，則本案具有出養

必要性。

　　　　⑵收養人狀況

　　　　　養父具正向、樂觀的個性，自述其隨著年紀增長、社

會歷練經驗之累積，目前較為沉穩。養母則形容養父

富有責任感，會把重要家人的事務掛在心上，親友間

則視養父是值得信任、可託付重任之人。養父穩定於

科技業擔任工程師逾20年，是不拘小節之人。養父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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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享養母喜歡小孩、有耐心，對小孩之照顧與情緒

安撫皆能順手處理。養母目前生活重心以家庭與被收

養人為主，評估養父母人格特質穩定，收養家庭亦有

穩定收入及住所，基本條件無不適任收養人之虞。養

父母與雙方原生家庭互動頻繁且和諧，可取得雙方原

生家庭成員提供照顧與情感支持，養父母共同經營伴

侶關係近20年，已甚少在相處尚有意見不或爭執之狀

況，彼此皆能採行處事的共識及默契，故評估養父母

與雙方原生家庭關係穩定，婚姻穩定度高，夫妻關係

良好。養父母分享其目前注重教導被收養人生活常

規、口語刺激及陪伴玩樂，給予學習刺激及肢體大、

小、精細及粗動作之訓練。因養母具有長年擔任保母

之經驗，在指導過程亦會親自示範合適的做法，搭配

口語引導及鼓勵讓被收養人學習成為有禮貌、有規

矩，可達到生活規範的人。另養父母已有初步規劃被

收養人往後將從中班開始就讀幼兒園、國小、國中初

步會以學區內為就學規劃，故評估養父母親職能力良

好照且照顧計畫可行性高。養父母有雙方原生家庭成

員提供照顧及情感支持，同時養父母可透過收出養媒

合服務提供專業輔導與陪伴。

　　　　⑶試養情形

　　　　　被收養人現年1.8歲，整體身心發展並無特別異常之

處，於112年11月起開始至收養家庭試行生活，試養

期間由養母擔任被收養人平日白天之主要照顧者，平

日晚上及週末則為養父母共同照顧。被收養人目前飲

食時間及方式與大人雷同，但養父母會給予較清淡的

食物。養母分享被收養人喜好吃蔬菜與麵食，未有特

別挑食之狀況，被收養人僅有皮膚較敏感需留意身體

是否有出疹等異狀。養父母與被收養人已逐漸建立親

子之情與依附關係，養父母尚熟悉被收養人的情緒反

應、生活及飲食習慣、喜好事物、身體發展狀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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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養父母的陪伴與照顧下，被收養人逐漸發展與人互

動的界線及生活規範。訪視期間觀察被收養人個性活

潑、體力及專注力尚可，喜愛玩玩具，亦會主動找養

母陪讀故事書等，評估被收養人與養父母之試養情形

良好，雙方已逐漸建立穩定之依附關係。

　　　　⑷綜合評估

　　　　　本案為收出養媒合單位媒合之無血緣收養案件，因生

母未婚生下被收養人，原生家庭自行評估經濟與教養

能力無法負擔後轉介出養服務，希望替被收養人找到

可永久穩定生活的家庭。經訪視得知養父母生活狀況

穩定，自有住所及每月經濟收支狀況良好，並有養母

過往擔任保母之豐富照顧經驗，可提供被收養人穩定

的照顧及陪伴，使被收養人的學習及發展與同齡者相

同，且訪視時觀察到被收養人可安心與養父母撒嬌與

求助等互動狀況，亦可印證養父母與被收養人已建立

親子之情及正向依附關係，故評估本案具收出養必要

性。同時本件被收養人年齡現處於未成年兒少建立依

附關係及穩定性格之關鍵時期，倘能有雙親提供穩定

教養，優於讓被收養人於替代性照顧系統中成長，故

評估本案亦具收出養急迫性等語，此有財團法人天主

教福利會出具之收出養家庭評估報告、觀察評估期評

估報告及兒童觀察評估期生活月紀錄、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113年9月25日兒盟北資

源字第1130001234號函檢送之收養事件訪視調查報告

及財團法人忠義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113年9月13日忠

基字第1130002231號函檢送之收養事件訪視調查報告

在卷可憑。

四、本院審酌上開卷證資料、訪視報告並綜合全情，認被收養人

現處於需照顧者細心陪伴與照顧之時期，然被收養人未經生

父認領，法定代理人即生母之工作時間日夜顛倒，工作收入

亦僅供自足，其到庭並稱已無餘力照顧被收養人，且生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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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親屬亦無法或拒絕提供生母經濟或照顧上之協助，是以被

收養人若能由收養人共同收養與照顧，顯能改善被收養人之

監護養育情形，故本件具有出養必要性。而收養人經評估健

康狀況尚可、婚姻關係穩定、無犯罪紀錄、居家環境良好、

經濟狀況穩定、親職能力及照顧計畫及育兒支持系統佳，顯

能提供被收養人適當之照顧，且被收養人於試養期間受照顧

情形良好，亦與收養人建立良好之依附關係，此有收養人之

健康檢查表、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財力證明、全國財產稅總

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及丙○○之在職證明書、本院訊問筆錄、訪視報告、觀察評

估期評估報告、觀察評估期生活月紀錄及照片等件在卷可

憑，堪認收養人具有收養適任性。是以，本件收養人欲藉由

收養認可程序，使收養人與被收養人建立法律上親子關係，

讓被收養人得於收養人共同照顧與陪伴下安心成長，應符合

被收養人之最佳利益。從而，本院認本件收養對被收養人並

無不利之情事，復無民法第1079條第2項所定收養有無效、

得撤銷之原因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之情形，是本件收養符合

被收養人之最佳利益，應予認可，並自本裁定確定時起，溯

及於本件收養書面契約簽立時發生效力，爰裁定如主文。

五、本件認可收養業經准許，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8條第2項規定，法院認可或駁回兒童及少年收養之聲請

時，應以書面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應

為必要之訪視，並提供所需協助，附此敘明。

六、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蔡淑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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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養聲字第196號
聲  請  人
即  收養人  丙○○  
            乙○○  
上二人共同
代  理  人
兼
送達代收人  己○○  
聲  請  人
即被收養人  丁○○  
法定代理人  戊○○  
上二人共同
代  理  人
兼
送達代收人  甲○○  
上列聲請人間聲請認可收養未成年子女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認可丙○○（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乙○○（女，民國00年0月0日生）於民國113年5月24日共同收養丁○○（女，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為養女。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收養人丙○○、乙○○（下分別以姓名稱之，合稱收養人）願共同收養聲請人即被收養人丁○○為養女，被收養人於聲請時為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未經生父認領，經其法定代理人戊○○代為表示同意並代受意思表示，雙方訂立收養契約，並經收出養媒合機構財團法人天主教福利會完成出養必要性與收養適任性評估，爰檢具收養契約書、收出養家庭評估報告、觀察評估期評估報告、觀察評估期生活月紀錄及照片、丙○○、乙○○、被收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之戶籍謄本、收養人之健康檢查表、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財力證明、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丙○○之在職證明書等件，依民法第1079條第1項，狀請本院准予裁定認可等語。
二、按認可收養子女事件，專屬收養人或被收養人住所地之法院管轄；認可收養之聲請應附具下列文件：㈠收養契約書；㈡收養人及被收養人之國民身分證、戶籍謄本、護照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如被收養人為未成年子女時，並宜檢附收養人之職業、健康及有關資力之證明文件、經收出養媒合服務者為訪視調查之收出養評估報告，家事事件法第114條第1項、第115條第3項、第4項第1款、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收養者之年齡，應長於被收養者二十歲以上。但夫妻共同收養時，夫妻之一方長於被收養者二十歲以上，而他方僅長於被收養者十六歲以上，亦得收養；夫妻收養子女時，應共同為之，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單獨收養：㈠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女；㈡夫妻之一方不能為意思表示或生死不明已逾三年。另子女被收養時，應得其父母之同意，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㈠父母之一方或雙方對子女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有其他顯然不利子女之情事而拒絕同意；㈡父母之一方或雙方事實上不能為意思表示；前項同意應作成書面並經公證。但已向法院聲請收養認可者，得以言詞向法院表示並記明筆錄代之。被收養者未滿七歲時，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並代受意思表示。被收養者之父母已依前二項規定以法定代理人之身分代為並代受意思表示或為同意時，得免依前條規定為同意，我國民法第1073條第1項、第1074條、第1076條之1第1項、第2項、第1076條之2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復按收養應以書面為之，並向法院聲請認可；法院依第1079條之1規定為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形，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左列事項：㈠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㈡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㈢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㈣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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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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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我國民法第1079條第1項、第1079條之1、第1083條之1準用第1055條之1亦規定甚明。另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6條第1項、第17條第2項第1款復分別規定，父母或監護人因故無法對其兒童及少年盡扶養義務而擬予出養時，應委託收出養媒合服務者代覓適當之收養人。但下列情形之出養，不在此限：㈠旁系血親在六親等以內及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以內，輩分相當；㈡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子女。而法院認可兒童及少年之收養前，得命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其他適當之團體或專業人員進行訪視，提出訪視報告及建議，供決定認可之參考。
三、經查：
　　㈠丙○○、乙○○於民國94年7月17日結婚為夫妻，被收養人為上開收養行為係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未經生父認領，由法定代理人行使負擔被收養人之權利義務等情，有收養人、被收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之戶籍謄本等件在卷可稽。而收養人願收養被收養人為養女，雙方訂立書面收養契約，經法定代理人代為表示同意並代受意思表示等情，業據其共同提出收養契約書為證，並經收養人與法定代理人到庭陳述綦詳，堪認其等確有成立收養及同意收養之真意。
　　㈡而本院為審酌本件是否有出養之必要性及收養人是否適合收養，除審酌收出養媒合機構財團法人天主教福利會出具之收出養家庭訪視報告與試養期整體評估報告外，復函請財團法人忠義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分別對收養人、被收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進行訪視，訪視報告內容如下略以：　
　　　⒈財團法人天主教福利會之收出養家庭評估報告：
　　　　⑴出養必要性
　　　　　被收養人為生母與生父非預期所生，兩人雖持續維持交往關係，但實則穩定性不足，且皆尚未準備好擔任親職角色，兩人於112年6月獨立租屋在外同居，重心皆放在自身生活，尚未能發展及思考經營有子女之家庭生活，經濟上僅能自給自足，實無力擔負扶養被收養人之責。自被收養人出生後，兩人為顧及彼此的情感關係而迴避面對孩子相關事宜，包含生父身份及出留養抉擇，罔顧兒童之需要及權益，致使收出養程序被延宕。再者雙方家長皆不接受生父母交往，家庭支持系統無法進入並帶來協助。綜上，在生父母明確表達出養意願且被收養人無返家的計畫下，確認此案具出養必要性，為使孩童能在穩定家庭中成長，評估媒合出養服務確實為最佳利益之選擇。
　　　　⑵被收養人現況
　　　　　被收養人現年1歲7個月，自112年11月18日進入養父母家共同生活迄今逾七個月，已與養父母形成安全依附關係，能自在地向外探索。目前被收養人白天由養母照顧，養父利用休假或在傍晚下班後返家接手照顧。養父母在假日經常安排旅遊、戶外踏青及與親朋好友聚會，提供被收養人許多肢體活動、接觸大自然及與各種年齡層孩子社交互動的機會。觀察被收養人已能發展出自己的獨立性，在安全氛圍下，不需養父母近身陪伴亦能自己玩10分鐘，對於喜好之物已有反覆操作練習的動機，也善於觀察和模仿養母打掃家中的步驟並熱衷幫忙。被收養人個性強烈，喜好分明，開心時會主動擁抱，對養父母有撒嬌的行為，但生氣時會大哭或躺地鬧脾氣，不太能接受大人的強迫，養父母亦清楚了解被收養人吃軟不吃硬的個性，能以溫和陪伴或移轉注意力的方式來引導孩子恢復平靜。被收養人對陌生人較為警戒，對不熟悉者會有觀望與明顯閃避的反應，能懂得親疏遠近，在與人漸漸熟識之後，才願意親近互動。被收養人能聽指令，願意接受引導且出現適齡之回應，情緒發展與社會性互動正常，目前整體發展合乎年齡。被收養人受到養父母雙方家族的歡迎與認同，也與養祖父母及養外祖父母互動良好，與養父母及家人皆有好的依附關係與連結。
　　　　⑶收養人現況
　　　　　養父母結婚至今已19年，期間經歷無法擁有親生子女之失落，夫妻開始思考收養子女的意義，形成收養共識並開始投入收養程序，於112年10月收出養媒合成功後便積極準備父母角色。養父母共同參與對孩子的照顧與教養，具備合作式父母的默契與能力，對孩子的身心發展具有好的敏感度並提供適切引導與管教，親職能力及育兒支持系統佳。養父母生活重心由夫妻二人漸漸轉移以被收養人為主，同時兩人也未忽略夫妻感情與親密度維持，夫妻經常溝通與分享生活中的事件與感受，並持續兩人共同的興趣，在規劃旅遊行程時會將被收養人的體力、作息及遊玩是否適齡納入考量。養父母與收養人已共同生活達七個月以上，對於被收養人的身體發展與心理需求十分了解，養母很享受與孩子互動與緊密依附的生活，養父初期略顯手忙腳亂，但在投入與學習後，亦具有獨立育兒能力。養父母同時都可提供孩子教養與管教，願意且樂於承擔父母的責任。
　　　　⑷建議
　　　　　由於生父母親密關係與獨立養育被收養人之能力並不穩定，加上原生家庭支持系統與養育意願不足的困境，在被收養人無返家計畫下，為提供被收養人永久穩定的成長環境與依附關係，經媒合收養人為被收養人之養父母，該收養家庭亦經被收養人之法定代理人同意後開始先行共同生活。觀察評估期間被收養人與養父母建立正向依附關係，養父母細心照料被收養人並滿足其需求，亦積極吸收資訊以持續提升親職能力，家族親友皆歡迎被收養人到來。被收養人在養父母的照顧下適應狀況良好，養父母夫妻關係穩，住家環境安全，擁有親友的支持，對於未來可能面對的教養挑戰有著符合現實的心理準備，持開放學習的態度，因此建議收養人成為被收養人的養父母，滿足其在穩定家庭中成長之權益。
　　　⒉財團法人天主教福利會之觀察評估期評估報告：
　　　　綜合先行共同生活期間社工訪視評估與養父母自我觀察評估，並基於下列因素推薦收養人成為被收養人的養父母：
　　　　⑴養父母投入在親子關係的營造中，願意看重孩子的需求，被收養人受到妥善照顧，且安全成長所需能被一一滿足。現階段養父母與被收養人已建立相當程度的親子依附關係。養父母有能力與敏感度能覺察孩子的行為變化，能細心照料其身體健康、情緒及社會性發展，發揮父母引導及陪伴的角色。觀察養父母透過彼此不同的親職經驗彈性調整與分工，給予孩子適切的照顧與歸屬感。
　　　　⑵擁有充足的家庭支持與資源，收養家庭十分歡迎與認同被收養人皆樂於與被收養人互動，養父母也會協助被收養人與親友建立關係。家人及常來往的朋友除可成為替代照顧者外，亦分享可用資源及資訊，讓收養家庭能夠在充足的物質與情感支持下照顧被收養人。
　　　　⑶夫妻經濟能力穩定，價值觀相近，婚姻關係親密且能合作發揮父母角色，教養原則清楚也具有彈性，有主動吸收親職新知的動機，擁有適任的親職能力。評估養父母真心愛著被收養人，珍惜與重視被收養人的成長經驗，從心底願意為收養人付出、調整及努力，符合父母角色並具備勝任的條件。
　　　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之收養事件訪視調查報告：
　　　　此為國內無血緣收養案件，生母於發現懷孕時即計畫終止妊娠，然因孩子週數過大而無法進行手術。被收養人出生後，透過醫院社工轉介，將被收養人交由社工協助安置。生母考量自己的經濟狀況及能力無法給與被收養人良好的照顧環境，故同意出養。就現況而言，生母在無預期情況下懷有被收養人，雖仍與生父共同生活且有基本經濟能力，然雙方在擔任親職之意願及能力有限情況下，又無家庭支持系統給予相關協助，整體生活環境及工作狀況較難調整改善，實難提供穩定之照顧資源養育被收養人至成年，故考量兒童最佳利益，評估本案具有出養必要性。
　　　⒋財團法人忠義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之收出養調查訪視評估報告：
　　　　⑴出養必要性
　　　　　生母非居助於本轄區，未能得知其出養動機等資訊，然就收出養媒合單位轉知，生母現年23歲，於111年未婚生下被收養人，生父未認領。因生母之原生家庭於被收養人出生後評估未有足夠之經濟能力負擔被收養人之教養，希望替被收養人找到可永久穩定生活的家庭協助扶養，因而找媒合單位協助無血緣出養服務。若本案原生家庭狀況屬實，評估為使被收養人獲得妥善照顧且能於健全環境中成長，則本案具有出養必要性。
　　　　⑵收養人狀況
　　　　　養父具正向、樂觀的個性，自述其隨著年紀增長、社會歷練經驗之累積，目前較為沉穩。養母則形容養父富有責任感，會把重要家人的事務掛在心上，親友間則視養父是值得信任、可託付重任之人。養父穩定於科技業擔任工程師逾20年，是不拘小節之人。養父補充分享養母喜歡小孩、有耐心，對小孩之照顧與情緒安撫皆能順手處理。養母目前生活重心以家庭與被收養人為主，評估養父母人格特質穩定，收養家庭亦有穩定收入及住所，基本條件無不適任收養人之虞。養父母與雙方原生家庭互動頻繁且和諧，可取得雙方原生家庭成員提供照顧與情感支持，養父母共同經營伴侶關係近20年，已甚少在相處尚有意見不或爭執之狀況，彼此皆能採行處事的共識及默契，故評估養父母與雙方原生家庭關係穩定，婚姻穩定度高，夫妻關係良好。養父母分享其目前注重教導被收養人生活常規、口語刺激及陪伴玩樂，給予學習刺激及肢體大、小、精細及粗動作之訓練。因養母具有長年擔任保母之經驗，在指導過程亦會親自示範合適的做法，搭配口語引導及鼓勵讓被收養人學習成為有禮貌、有規矩，可達到生活規範的人。另養父母已有初步規劃被收養人往後將從中班開始就讀幼兒園、國小、國中初步會以學區內為就學規劃，故評估養父母親職能力良好照且照顧計畫可行性高。養父母有雙方原生家庭成員提供照顧及情感支持，同時養父母可透過收出養媒合服務提供專業輔導與陪伴。
　　　　⑶試養情形
　　　　　被收養人現年1.8歲，整體身心發展並無特別異常之處，於112年11月起開始至收養家庭試行生活，試養期間由養母擔任被收養人平日白天之主要照顧者，平日晚上及週末則為養父母共同照顧。被收養人目前飲食時間及方式與大人雷同，但養父母會給予較清淡的食物。養母分享被收養人喜好吃蔬菜與麵食，未有特別挑食之狀況，被收養人僅有皮膚較敏感需留意身體是否有出疹等異狀。養父母與被收養人已逐漸建立親子之情與依附關係，養父母尚熟悉被收養人的情緒反應、生活及飲食習慣、喜好事物、身體發展狀況等，在養父母的陪伴與照顧下，被收養人逐漸發展與人互動的界線及生活規範。訪視期間觀察被收養人個性活潑、體力及專注力尚可，喜愛玩玩具，亦會主動找養母陪讀故事書等，評估被收養人與養父母之試養情形良好，雙方已逐漸建立穩定之依附關係。
　　　　⑷綜合評估
　　　　　本案為收出養媒合單位媒合之無血緣收養案件，因生母未婚生下被收養人，原生家庭自行評估經濟與教養能力無法負擔後轉介出養服務，希望替被收養人找到可永久穩定生活的家庭。經訪視得知養父母生活狀況穩定，自有住所及每月經濟收支狀況良好，並有養母過往擔任保母之豐富照顧經驗，可提供被收養人穩定的照顧及陪伴，使被收養人的學習及發展與同齡者相同，且訪視時觀察到被收養人可安心與養父母撒嬌與求助等互動狀況，亦可印證養父母與被收養人已建立親子之情及正向依附關係，故評估本案具收出養必要性。同時本件被收養人年齡現處於未成年兒少建立依附關係及穩定性格之關鍵時期，倘能有雙親提供穩定教養，優於讓被收養人於替代性照顧系統中成長，故評估本案亦具收出養急迫性等語，此有財團法人天主教福利會出具之收出養家庭評估報告、觀察評估期評估報告及兒童觀察評估期生活月紀錄、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113年9月25日兒盟北資源字第1130001234號函檢送之收養事件訪視調查報告及財團法人忠義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113年9月13日忠基字第1130002231號函檢送之收養事件訪視調查報告在卷可憑。
四、本院審酌上開卷證資料、訪視報告並綜合全情，認被收養人現處於需照顧者細心陪伴與照顧之時期，然被收養人未經生父認領，法定代理人即生母之工作時間日夜顛倒，工作收入亦僅供自足，其到庭並稱已無餘力照顧被收養人，且生父母之親屬亦無法或拒絕提供生母經濟或照顧上之協助，是以被收養人若能由收養人共同收養與照顧，顯能改善被收養人之監護養育情形，故本件具有出養必要性。而收養人經評估健康狀況尚可、婚姻關係穩定、無犯罪紀錄、居家環境良好、經濟狀況穩定、親職能力及照顧計畫及育兒支持系統佳，顯能提供被收養人適當之照顧，且被收養人於試養期間受照顧情形良好，亦與收養人建立良好之依附關係，此有收養人之健康檢查表、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財力證明、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丙○○之在職證明書、本院訊問筆錄、訪視報告、觀察評估期評估報告、觀察評估期生活月紀錄及照片等件在卷可憑，堪認收養人具有收養適任性。是以，本件收養人欲藉由收養認可程序，使收養人與被收養人建立法律上親子關係，讓被收養人得於收養人共同照顧與陪伴下安心成長，應符合被收養人之最佳利益。從而，本院認本件收養對被收養人並無不利之情事，復無民法第1079條第2項所定收養有無效、得撤銷之原因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之情形，是本件收養符合被收養人之最佳利益，應予認可，並自本裁定確定時起，溯及於本件收養書面契約簽立時發生效力，爰裁定如主文。
五、本件認可收養業經准許，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8條第2項規定，法院認可或駁回兒童及少年收養之聲請時，應以書面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應為必要之訪視，並提供所需協助，附此敘明。
六、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蔡淑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養聲字第196號
聲  請  人
即  收養人  丙○○  
            乙○○  
上二人共同
代  理  人
兼
送達代收人  己○○  
聲  請  人
即被收養人  丁○○  
法定代理人  戊○○  
上二人共同
代  理  人
兼
送達代收人  甲○○  
上列聲請人間聲請認可收養未成年子女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認可丙○○（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乙○○（女，民國00年0月
0日生）於民國113年5月24日共同收養丁○○（女，民國000年00月
00日生）為養女。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收養人丙○○、乙○○（下分別以姓名
    稱之，合稱收養人）願共同收養聲請人即被收養人丁○○為養
    女，被收養人於聲請時為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未經生父認
    領，經其法定代理人戊○○代為表示同意並代受意思表示，雙
    方訂立收養契約，並經收出養媒合機構財團法人天主教福利
    會完成出養必要性與收養適任性評估，爰檢具收養契約書、
    收出養家庭評估報告、觀察評估期評估報告、觀察評估期生
    活月紀錄及照片、丙○○、乙○○、被收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之
    戶籍謄本、收養人之健康檢查表、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財力
    證明、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2年度綜合所得
    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丙○○之在職證明書等件，依民法第10
    79條第1項，狀請本院准予裁定認可等語。
二、按認可收養子女事件，專屬收養人或被收養人住所地之法院
    管轄；認可收養之聲請應附具下列文件：㈠收養契約書；㈡收
    養人及被收養人之國民身分證、戶籍謄本、護照或其他身分
    證明文件；如被收養人為未成年子女時，並宜檢附收養人之
    職業、健康及有關資力之證明文件、經收出養媒合服務者為
    訪視調查之收出養評估報告，家事事件法第114條第1項、第
    115條第3項、第4項第1款、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收養
    者之年齡，應長於被收養者二十歲以上。但夫妻共同收養時
    ，夫妻之一方長於被收養者二十歲以上，而他方僅長於被收
    養者十六歲以上，亦得收養；夫妻收養子女時，應共同為之
    ，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單獨收養：㈠夫妻之一方收
    養他方之子女；㈡夫妻之一方不能為意思表示或生死不明已
    逾三年。另子女被收養時，應得其父母之同意，但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㈠父母之一方或雙方對子女未盡
    保護教養義務或有其他顯然不利子女之情事而拒絕同意；㈡
    父母之一方或雙方事實上不能為意思表示；前項同意應作成
    書面並經公證。但已向法院聲請收養認可者，得以言詞向法
    院表示並記明筆錄代之。被收養者未滿七歲時，應由其法定
    代理人代為並代受意思表示。被收養者之父母已依前二項規
    定以法定代理人之身分代為並代受意思表示或為同意時，得
    免依前條規定為同意，我國民法第1073條第1項、第1074條
    、第1076條之1第1項、第2項、第1076條之2第1項、第3項定
    有明文。復按收養應以書面為之，並向法院聲請認可；法院
    依第1079條之1規定為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
    一切情形，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左列事項：
    ㈠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㈡子女之意願及人格
    發展之需要；㈢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
    能力及生活狀況；㈣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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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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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我國民法第1
    079條第1項、第1079條之1、第1083條之1準用第1055條之1
    亦規定甚明。另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6條第1項
    、第17條第2項第1款復分別規定，父母或監護人因故無法對
    其兒童及少年盡扶養義務而擬予出養時，應委託收出養媒合
    服務者代覓適當之收養人。但下列情形之出養，不在此限：
    ㈠旁系血親在六親等以內及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以內，輩分相
    當；㈡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子女。而法院認可兒童及少年之
    收養前，得命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
    機構、其他適當之團體或專業人員進行訪視，提出訪視報告
    及建議，供決定認可之參考。
三、經查：
　　㈠丙○○、乙○○於民國94年7月17日結婚為夫妻，被收養人為上
      開收養行為係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未經生父認領，由法
      定代理人行使負擔被收養人之權利義務等情，有收養人、
      被收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之戶籍謄本等件在卷可稽。而收
      養人願收養被收養人為養女，雙方訂立書面收養契約，經
      法定代理人代為表示同意並代受意思表示等情，業據其共
      同提出收養契約書為證，並經收養人與法定代理人到庭陳
      述綦詳，堪認其等確有成立收養及同意收養之真意。
　　㈡而本院為審酌本件是否有出養之必要性及收養人是否適合
      收養，除審酌收出養媒合機構財團法人天主教福利會出具
      之收出養家庭訪視報告與試養期整體評估報告外，復函請
      財團法人忠義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
      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分別對收養人、被收養人及其法定
      代理人進行訪視，訪視報告內容如下略以：　
　　　⒈財團法人天主教福利會之收出養家庭評估報告：
　　　　⑴出養必要性
　　　　　被收養人為生母與生父非預期所生，兩人雖持續維持
          交往關係，但實則穩定性不足，且皆尚未準備好擔任
          親職角色，兩人於112年6月獨立租屋在外同居，重心
          皆放在自身生活，尚未能發展及思考經營有子女之家
          庭生活，經濟上僅能自給自足，實無力擔負扶養被收
          養人之責。自被收養人出生後，兩人為顧及彼此的情
          感關係而迴避面對孩子相關事宜，包含生父身份及出
          留養抉擇，罔顧兒童之需要及權益，致使收出養程序
          被延宕。再者雙方家長皆不接受生父母交往，家庭支
          持系統無法進入並帶來協助。綜上，在生父母明確表
          達出養意願且被收養人無返家的計畫下，確認此案具
          出養必要性，為使孩童能在穩定家庭中成長，評估媒
          合出養服務確實為最佳利益之選擇。
　　　　⑵被收養人現況
　　　　　被收養人現年1歲7個月，自112年11月18日進入養父
          母家共同生活迄今逾七個月，已與養父母形成安全依
          附關係，能自在地向外探索。目前被收養人白天由養
          母照顧，養父利用休假或在傍晚下班後返家接手照顧
          。養父母在假日經常安排旅遊、戶外踏青及與親朋好
          友聚會，提供被收養人許多肢體活動、接觸大自然及
          與各種年齡層孩子社交互動的機會。觀察被收養人已
          能發展出自己的獨立性，在安全氛圍下，不需養父母
          近身陪伴亦能自己玩10分鐘，對於喜好之物已有反覆
          操作練習的動機，也善於觀察和模仿養母打掃家中的
          步驟並熱衷幫忙。被收養人個性強烈，喜好分明，開
          心時會主動擁抱，對養父母有撒嬌的行為，但生氣時
          會大哭或躺地鬧脾氣，不太能接受大人的強迫，養父
          母亦清楚了解被收養人吃軟不吃硬的個性，能以溫和
          陪伴或移轉注意力的方式來引導孩子恢復平靜。被收
          養人對陌生人較為警戒，對不熟悉者會有觀望與明顯
          閃避的反應，能懂得親疏遠近，在與人漸漸熟識之後
          ，才願意親近互動。被收養人能聽指令，願意接受引
          導且出現適齡之回應，情緒發展與社會性互動正常，
          目前整體發展合乎年齡。被收養人受到養父母雙方家
          族的歡迎與認同，也與養祖父母及養外祖父母互動良
          好，與養父母及家人皆有好的依附關係與連結。
　　　　⑶收養人現況
　　　　　養父母結婚至今已19年，期間經歷無法擁有親生子女
          之失落，夫妻開始思考收養子女的意義，形成收養共
          識並開始投入收養程序，於112年10月收出養媒合成
          功後便積極準備父母角色。養父母共同參與對孩子的
          照顧與教養，具備合作式父母的默契與能力，對孩子
          的身心發展具有好的敏感度並提供適切引導與管教，
          親職能力及育兒支持系統佳。養父母生活重心由夫妻
          二人漸漸轉移以被收養人為主，同時兩人也未忽略夫
          妻感情與親密度維持，夫妻經常溝通與分享生活中的
          事件與感受，並持續兩人共同的興趣，在規劃旅遊行
          程時會將被收養人的體力、作息及遊玩是否適齡納入
          考量。養父母與收養人已共同生活達七個月以上，對
          於被收養人的身體發展與心理需求十分了解，養母很
          享受與孩子互動與緊密依附的生活，養父初期略顯手
          忙腳亂，但在投入與學習後，亦具有獨立育兒能力。
          養父母同時都可提供孩子教養與管教，願意且樂於承
          擔父母的責任。
　　　　⑷建議
　　　　　由於生父母親密關係與獨立養育被收養人之能力並不
          穩定，加上原生家庭支持系統與養育意願不足的困境
          ，在被收養人無返家計畫下，為提供被收養人永久穩
          定的成長環境與依附關係，經媒合收養人為被收養人
          之養父母，該收養家庭亦經被收養人之法定代理人同
          意後開始先行共同生活。觀察評估期間被收養人與養
          父母建立正向依附關係，養父母細心照料被收養人並
          滿足其需求，亦積極吸收資訊以持續提升親職能力，
          家族親友皆歡迎被收養人到來。被收養人在養父母的
          照顧下適應狀況良好，養父母夫妻關係穩，住家環境
          安全，擁有親友的支持，對於未來可能面對的教養挑
          戰有著符合現實的心理準備，持開放學習的態度，因
          此建議收養人成為被收養人的養父母，滿足其在穩定
          家庭中成長之權益。
　　　⒉財團法人天主教福利會之觀察評估期評估報告：
　　　　綜合先行共同生活期間社工訪視評估與養父母自我觀察
        評估，並基於下列因素推薦收養人成為被收養人的養父
        母：
　　　　⑴養父母投入在親子關係的營造中，願意看重孩子的需
          求，被收養人受到妥善照顧，且安全成長所需能被一
          一滿足。現階段養父母與被收養人已建立相當程度的
          親子依附關係。養父母有能力與敏感度能覺察孩子的
          行為變化，能細心照料其身體健康、情緒及社會性發
          展，發揮父母引導及陪伴的角色。觀察養父母透過彼
          此不同的親職經驗彈性調整與分工，給予孩子適切的
          照顧與歸屬感。
　　　　⑵擁有充足的家庭支持與資源，收養家庭十分歡迎與認
          同被收養人皆樂於與被收養人互動，養父母也會協助
          被收養人與親友建立關係。家人及常來往的朋友除可
          成為替代照顧者外，亦分享可用資源及資訊，讓收養
          家庭能夠在充足的物質與情感支持下照顧被收養人。
　　　　⑶夫妻經濟能力穩定，價值觀相近，婚姻關係親密且能
          合作發揮父母角色，教養原則清楚也具有彈性，有主
          動吸收親職新知的動機，擁有適任的親職能力。評估
          養父母真心愛著被收養人，珍惜與重視被收養人的成
          長經驗，從心底願意為收養人付出、調整及努力，符
          合父母角色並具備勝任的條件。
　　　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之收養事件
        訪視調查報告：
　　　　此為國內無血緣收養案件，生母於發現懷孕時即計畫終
        止妊娠，然因孩子週數過大而無法進行手術。被收養人
        出生後，透過醫院社工轉介，將被收養人交由社工協助
        安置。生母考量自己的經濟狀況及能力無法給與被收養
        人良好的照顧環境，故同意出養。就現況而言，生母在
        無預期情況下懷有被收養人，雖仍與生父共同生活且有
        基本經濟能力，然雙方在擔任親職之意願及能力有限情
        況下，又無家庭支持系統給予相關協助，整體生活環境
        及工作狀況較難調整改善，實難提供穩定之照顧資源養
        育被收養人至成年，故考量兒童最佳利益，評估本案具
        有出養必要性。
　　　⒋財團法人忠義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之收出養調查訪視評
        估報告：
　　　　⑴出養必要性
　　　　　生母非居助於本轄區，未能得知其出養動機等資訊，
          然就收出養媒合單位轉知，生母現年23歲，於111年
          未婚生下被收養人，生父未認領。因生母之原生家庭
          於被收養人出生後評估未有足夠之經濟能力負擔被收
          養人之教養，希望替被收養人找到可永久穩定生活的
          家庭協助扶養，因而找媒合單位協助無血緣出養服務
          。若本案原生家庭狀況屬實，評估為使被收養人獲得
          妥善照顧且能於健全環境中成長，則本案具有出養必
          要性。
　　　　⑵收養人狀況
　　　　　養父具正向、樂觀的個性，自述其隨著年紀增長、社
          會歷練經驗之累積，目前較為沉穩。養母則形容養父
          富有責任感，會把重要家人的事務掛在心上，親友間
          則視養父是值得信任、可託付重任之人。養父穩定於
          科技業擔任工程師逾20年，是不拘小節之人。養父補
          充分享養母喜歡小孩、有耐心，對小孩之照顧與情緒
          安撫皆能順手處理。養母目前生活重心以家庭與被收
          養人為主，評估養父母人格特質穩定，收養家庭亦有
          穩定收入及住所，基本條件無不適任收養人之虞。養
          父母與雙方原生家庭互動頻繁且和諧，可取得雙方原
          生家庭成員提供照顧與情感支持，養父母共同經營伴
          侶關係近20年，已甚少在相處尚有意見不或爭執之狀
          況，彼此皆能採行處事的共識及默契，故評估養父母
          與雙方原生家庭關係穩定，婚姻穩定度高，夫妻關係
          良好。養父母分享其目前注重教導被收養人生活常規
          、口語刺激及陪伴玩樂，給予學習刺激及肢體大、小
          、精細及粗動作之訓練。因養母具有長年擔任保母之
          經驗，在指導過程亦會親自示範合適的做法，搭配口
          語引導及鼓勵讓被收養人學習成為有禮貌、有規矩，
          可達到生活規範的人。另養父母已有初步規劃被收養
          人往後將從中班開始就讀幼兒園、國小、國中初步會
          以學區內為就學規劃，故評估養父母親職能力良好照
          且照顧計畫可行性高。養父母有雙方原生家庭成員提
          供照顧及情感支持，同時養父母可透過收出養媒合服
          務提供專業輔導與陪伴。
　　　　⑶試養情形
　　　　　被收養人現年1.8歲，整體身心發展並無特別異常之
          處，於112年11月起開始至收養家庭試行生活，試養
          期間由養母擔任被收養人平日白天之主要照顧者，平
          日晚上及週末則為養父母共同照顧。被收養人目前飲
          食時間及方式與大人雷同，但養父母會給予較清淡的
          食物。養母分享被收養人喜好吃蔬菜與麵食，未有特
          別挑食之狀況，被收養人僅有皮膚較敏感需留意身體
          是否有出疹等異狀。養父母與被收養人已逐漸建立親
          子之情與依附關係，養父母尚熟悉被收養人的情緒反
          應、生活及飲食習慣、喜好事物、身體發展狀況等，
          在養父母的陪伴與照顧下，被收養人逐漸發展與人互
          動的界線及生活規範。訪視期間觀察被收養人個性活
          潑、體力及專注力尚可，喜愛玩玩具，亦會主動找養
          母陪讀故事書等，評估被收養人與養父母之試養情形
          良好，雙方已逐漸建立穩定之依附關係。
　　　　⑷綜合評估
　　　　　本案為收出養媒合單位媒合之無血緣收養案件，因生
          母未婚生下被收養人，原生家庭自行評估經濟與教養
          能力無法負擔後轉介出養服務，希望替被收養人找到
          可永久穩定生活的家庭。經訪視得知養父母生活狀況
          穩定，自有住所及每月經濟收支狀況良好，並有養母
          過往擔任保母之豐富照顧經驗，可提供被收養人穩定
          的照顧及陪伴，使被收養人的學習及發展與同齡者相
          同，且訪視時觀察到被收養人可安心與養父母撒嬌與
          求助等互動狀況，亦可印證養父母與被收養人已建立
          親子之情及正向依附關係，故評估本案具收出養必要
          性。同時本件被收養人年齡現處於未成年兒少建立依
          附關係及穩定性格之關鍵時期，倘能有雙親提供穩定
          教養，優於讓被收養人於替代性照顧系統中成長，故
          評估本案亦具收出養急迫性等語，此有財團法人天主
          教福利會出具之收出養家庭評估報告、觀察評估期評
          估報告及兒童觀察評估期生活月紀錄、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113年9月25日兒盟北資
          源字第1130001234號函檢送之收養事件訪視調查報告
          及財團法人忠義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113年9月13日忠
          基字第1130002231號函檢送之收養事件訪視調查報告
          在卷可憑。
四、本院審酌上開卷證資料、訪視報告並綜合全情，認被收養人
    現處於需照顧者細心陪伴與照顧之時期，然被收養人未經生
    父認領，法定代理人即生母之工作時間日夜顛倒，工作收入
    亦僅供自足，其到庭並稱已無餘力照顧被收養人，且生父母
    之親屬亦無法或拒絕提供生母經濟或照顧上之協助，是以被
    收養人若能由收養人共同收養與照顧，顯能改善被收養人之
    監護養育情形，故本件具有出養必要性。而收養人經評估健
    康狀況尚可、婚姻關係穩定、無犯罪紀錄、居家環境良好、
    經濟狀況穩定、親職能力及照顧計畫及育兒支持系統佳，顯
    能提供被收養人適當之照顧，且被收養人於試養期間受照顧
    情形良好，亦與收養人建立良好之依附關係，此有收養人之
    健康檢查表、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財力證明、全國財產稅總
    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及丙○○之在職證明書、本院訊問筆錄、訪視報告、觀察評估
    期評估報告、觀察評估期生活月紀錄及照片等件在卷可憑，
    堪認收養人具有收養適任性。是以，本件收養人欲藉由收養
    認可程序，使收養人與被收養人建立法律上親子關係，讓被
    收養人得於收養人共同照顧與陪伴下安心成長，應符合被收
    養人之最佳利益。從而，本院認本件收養對被收養人並無不
    利之情事，復無民法第1079條第2項所定收養有無效、得撤
    銷之原因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之情形，是本件收養符合被收
    養人之最佳利益，應予認可，並自本裁定確定時起，溯及於
    本件收養書面契約簽立時發生效力，爰裁定如主文。
五、本件認可收養業經准許，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8條第2項規定，法院認可或駁回兒童及少年收養之聲請時
    ，應以書面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應為
    必要之訪視，並提供所需協助，附此敘明。
六、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蔡淑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養聲字第196號
聲  請  人
即  收養人  丙○○  
            乙○○  
上二人共同
代  理  人
兼
送達代收人  己○○  
聲  請  人
即被收養人  丁○○  
法定代理人  戊○○  
上二人共同
代  理  人
兼
送達代收人  甲○○  
上列聲請人間聲請認可收養未成年子女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認可丙○○（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乙○○（女，民國00年0月0日生）於民國113年5月24日共同收養丁○○（女，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為養女。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收養人丙○○、乙○○（下分別以姓名稱之，合稱收養人）願共同收養聲請人即被收養人丁○○為養女，被收養人於聲請時為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未經生父認領，經其法定代理人戊○○代為表示同意並代受意思表示，雙方訂立收養契約，並經收出養媒合機構財團法人天主教福利會完成出養必要性與收養適任性評估，爰檢具收養契約書、收出養家庭評估報告、觀察評估期評估報告、觀察評估期生活月紀錄及照片、丙○○、乙○○、被收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之戶籍謄本、收養人之健康檢查表、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財力證明、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丙○○之在職證明書等件，依民法第1079條第1項，狀請本院准予裁定認可等語。
二、按認可收養子女事件，專屬收養人或被收養人住所地之法院管轄；認可收養之聲請應附具下列文件：㈠收養契約書；㈡收養人及被收養人之國民身分證、戶籍謄本、護照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如被收養人為未成年子女時，並宜檢附收養人之職業、健康及有關資力之證明文件、經收出養媒合服務者為訪視調查之收出養評估報告，家事事件法第114條第1項、第115條第3項、第4項第1款、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收養者之年齡，應長於被收養者二十歲以上。但夫妻共同收養時，夫妻之一方長於被收養者二十歲以上，而他方僅長於被收養者十六歲以上，亦得收養；夫妻收養子女時，應共同為之，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單獨收養：㈠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女；㈡夫妻之一方不能為意思表示或生死不明已逾三年。另子女被收養時，應得其父母之同意，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㈠父母之一方或雙方對子女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有其他顯然不利子女之情事而拒絕同意；㈡父母之一方或雙方事實上不能為意思表示；前項同意應作成書面並經公證。但已向法院聲請收養認可者，得以言詞向法院表示並記明筆錄代之。被收養者未滿七歲時，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並代受意思表示。被收養者之父母已依前二項規定以法定代理人之身分代為並代受意思表示或為同意時，得免依前條規定為同意，我國民法第1073條第1項、第1074條、第1076條之1第1項、第2項、第1076條之2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復按收養應以書面為之，並向法院聲請認可；法院依第1079條之1規定為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形，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左列事項：㈠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㈡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㈢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㈣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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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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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我國民法第1079條第1項、第1079條之1、第1083條之1準用第1055條之1亦規定甚明。另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6條第1項、第17條第2項第1款復分別規定，父母或監護人因故無法對其兒童及少年盡扶養義務而擬予出養時，應委託收出養媒合服務者代覓適當之收養人。但下列情形之出養，不在此限：㈠旁系血親在六親等以內及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以內，輩分相當；㈡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子女。而法院認可兒童及少年之收養前，得命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其他適當之團體或專業人員進行訪視，提出訪視報告及建議，供決定認可之參考。
三、經查：
　　㈠丙○○、乙○○於民國94年7月17日結婚為夫妻，被收養人為上開收養行為係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未經生父認領，由法定代理人行使負擔被收養人之權利義務等情，有收養人、被收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之戶籍謄本等件在卷可稽。而收養人願收養被收養人為養女，雙方訂立書面收養契約，經法定代理人代為表示同意並代受意思表示等情，業據其共同提出收養契約書為證，並經收養人與法定代理人到庭陳述綦詳，堪認其等確有成立收養及同意收養之真意。
　　㈡而本院為審酌本件是否有出養之必要性及收養人是否適合收養，除審酌收出養媒合機構財團法人天主教福利會出具之收出養家庭訪視報告與試養期整體評估報告外，復函請財團法人忠義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分別對收養人、被收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進行訪視，訪視報告內容如下略以：　
　　　⒈財團法人天主教福利會之收出養家庭評估報告：
　　　　⑴出養必要性
　　　　　被收養人為生母與生父非預期所生，兩人雖持續維持交往關係，但實則穩定性不足，且皆尚未準備好擔任親職角色，兩人於112年6月獨立租屋在外同居，重心皆放在自身生活，尚未能發展及思考經營有子女之家庭生活，經濟上僅能自給自足，實無力擔負扶養被收養人之責。自被收養人出生後，兩人為顧及彼此的情感關係而迴避面對孩子相關事宜，包含生父身份及出留養抉擇，罔顧兒童之需要及權益，致使收出養程序被延宕。再者雙方家長皆不接受生父母交往，家庭支持系統無法進入並帶來協助。綜上，在生父母明確表達出養意願且被收養人無返家的計畫下，確認此案具出養必要性，為使孩童能在穩定家庭中成長，評估媒合出養服務確實為最佳利益之選擇。
　　　　⑵被收養人現況
　　　　　被收養人現年1歲7個月，自112年11月18日進入養父母家共同生活迄今逾七個月，已與養父母形成安全依附關係，能自在地向外探索。目前被收養人白天由養母照顧，養父利用休假或在傍晚下班後返家接手照顧。養父母在假日經常安排旅遊、戶外踏青及與親朋好友聚會，提供被收養人許多肢體活動、接觸大自然及與各種年齡層孩子社交互動的機會。觀察被收養人已能發展出自己的獨立性，在安全氛圍下，不需養父母近身陪伴亦能自己玩10分鐘，對於喜好之物已有反覆操作練習的動機，也善於觀察和模仿養母打掃家中的步驟並熱衷幫忙。被收養人個性強烈，喜好分明，開心時會主動擁抱，對養父母有撒嬌的行為，但生氣時會大哭或躺地鬧脾氣，不太能接受大人的強迫，養父母亦清楚了解被收養人吃軟不吃硬的個性，能以溫和陪伴或移轉注意力的方式來引導孩子恢復平靜。被收養人對陌生人較為警戒，對不熟悉者會有觀望與明顯閃避的反應，能懂得親疏遠近，在與人漸漸熟識之後，才願意親近互動。被收養人能聽指令，願意接受引導且出現適齡之回應，情緒發展與社會性互動正常，目前整體發展合乎年齡。被收養人受到養父母雙方家族的歡迎與認同，也與養祖父母及養外祖父母互動良好，與養父母及家人皆有好的依附關係與連結。
　　　　⑶收養人現況
　　　　　養父母結婚至今已19年，期間經歷無法擁有親生子女之失落，夫妻開始思考收養子女的意義，形成收養共識並開始投入收養程序，於112年10月收出養媒合成功後便積極準備父母角色。養父母共同參與對孩子的照顧與教養，具備合作式父母的默契與能力，對孩子的身心發展具有好的敏感度並提供適切引導與管教，親職能力及育兒支持系統佳。養父母生活重心由夫妻二人漸漸轉移以被收養人為主，同時兩人也未忽略夫妻感情與親密度維持，夫妻經常溝通與分享生活中的事件與感受，並持續兩人共同的興趣，在規劃旅遊行程時會將被收養人的體力、作息及遊玩是否適齡納入考量。養父母與收養人已共同生活達七個月以上，對於被收養人的身體發展與心理需求十分了解，養母很享受與孩子互動與緊密依附的生活，養父初期略顯手忙腳亂，但在投入與學習後，亦具有獨立育兒能力。養父母同時都可提供孩子教養與管教，願意且樂於承擔父母的責任。
　　　　⑷建議
　　　　　由於生父母親密關係與獨立養育被收養人之能力並不穩定，加上原生家庭支持系統與養育意願不足的困境，在被收養人無返家計畫下，為提供被收養人永久穩定的成長環境與依附關係，經媒合收養人為被收養人之養父母，該收養家庭亦經被收養人之法定代理人同意後開始先行共同生活。觀察評估期間被收養人與養父母建立正向依附關係，養父母細心照料被收養人並滿足其需求，亦積極吸收資訊以持續提升親職能力，家族親友皆歡迎被收養人到來。被收養人在養父母的照顧下適應狀況良好，養父母夫妻關係穩，住家環境安全，擁有親友的支持，對於未來可能面對的教養挑戰有著符合現實的心理準備，持開放學習的態度，因此建議收養人成為被收養人的養父母，滿足其在穩定家庭中成長之權益。
　　　⒉財團法人天主教福利會之觀察評估期評估報告：
　　　　綜合先行共同生活期間社工訪視評估與養父母自我觀察評估，並基於下列因素推薦收養人成為被收養人的養父母：
　　　　⑴養父母投入在親子關係的營造中，願意看重孩子的需求，被收養人受到妥善照顧，且安全成長所需能被一一滿足。現階段養父母與被收養人已建立相當程度的親子依附關係。養父母有能力與敏感度能覺察孩子的行為變化，能細心照料其身體健康、情緒及社會性發展，發揮父母引導及陪伴的角色。觀察養父母透過彼此不同的親職經驗彈性調整與分工，給予孩子適切的照顧與歸屬感。
　　　　⑵擁有充足的家庭支持與資源，收養家庭十分歡迎與認同被收養人皆樂於與被收養人互動，養父母也會協助被收養人與親友建立關係。家人及常來往的朋友除可成為替代照顧者外，亦分享可用資源及資訊，讓收養家庭能夠在充足的物質與情感支持下照顧被收養人。
　　　　⑶夫妻經濟能力穩定，價值觀相近，婚姻關係親密且能合作發揮父母角色，教養原則清楚也具有彈性，有主動吸收親職新知的動機，擁有適任的親職能力。評估養父母真心愛著被收養人，珍惜與重視被收養人的成長經驗，從心底願意為收養人付出、調整及努力，符合父母角色並具備勝任的條件。
　　　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之收養事件訪視調查報告：
　　　　此為國內無血緣收養案件，生母於發現懷孕時即計畫終止妊娠，然因孩子週數過大而無法進行手術。被收養人出生後，透過醫院社工轉介，將被收養人交由社工協助安置。生母考量自己的經濟狀況及能力無法給與被收養人良好的照顧環境，故同意出養。就現況而言，生母在無預期情況下懷有被收養人，雖仍與生父共同生活且有基本經濟能力，然雙方在擔任親職之意願及能力有限情況下，又無家庭支持系統給予相關協助，整體生活環境及工作狀況較難調整改善，實難提供穩定之照顧資源養育被收養人至成年，故考量兒童最佳利益，評估本案具有出養必要性。
　　　⒋財團法人忠義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之收出養調查訪視評估報告：
　　　　⑴出養必要性
　　　　　生母非居助於本轄區，未能得知其出養動機等資訊，然就收出養媒合單位轉知，生母現年23歲，於111年未婚生下被收養人，生父未認領。因生母之原生家庭於被收養人出生後評估未有足夠之經濟能力負擔被收養人之教養，希望替被收養人找到可永久穩定生活的家庭協助扶養，因而找媒合單位協助無血緣出養服務。若本案原生家庭狀況屬實，評估為使被收養人獲得妥善照顧且能於健全環境中成長，則本案具有出養必要性。
　　　　⑵收養人狀況
　　　　　養父具正向、樂觀的個性，自述其隨著年紀增長、社會歷練經驗之累積，目前較為沉穩。養母則形容養父富有責任感，會把重要家人的事務掛在心上，親友間則視養父是值得信任、可託付重任之人。養父穩定於科技業擔任工程師逾20年，是不拘小節之人。養父補充分享養母喜歡小孩、有耐心，對小孩之照顧與情緒安撫皆能順手處理。養母目前生活重心以家庭與被收養人為主，評估養父母人格特質穩定，收養家庭亦有穩定收入及住所，基本條件無不適任收養人之虞。養父母與雙方原生家庭互動頻繁且和諧，可取得雙方原生家庭成員提供照顧與情感支持，養父母共同經營伴侶關係近20年，已甚少在相處尚有意見不或爭執之狀況，彼此皆能採行處事的共識及默契，故評估養父母與雙方原生家庭關係穩定，婚姻穩定度高，夫妻關係良好。養父母分享其目前注重教導被收養人生活常規、口語刺激及陪伴玩樂，給予學習刺激及肢體大、小、精細及粗動作之訓練。因養母具有長年擔任保母之經驗，在指導過程亦會親自示範合適的做法，搭配口語引導及鼓勵讓被收養人學習成為有禮貌、有規矩，可達到生活規範的人。另養父母已有初步規劃被收養人往後將從中班開始就讀幼兒園、國小、國中初步會以學區內為就學規劃，故評估養父母親職能力良好照且照顧計畫可行性高。養父母有雙方原生家庭成員提供照顧及情感支持，同時養父母可透過收出養媒合服務提供專業輔導與陪伴。
　　　　⑶試養情形
　　　　　被收養人現年1.8歲，整體身心發展並無特別異常之處，於112年11月起開始至收養家庭試行生活，試養期間由養母擔任被收養人平日白天之主要照顧者，平日晚上及週末則為養父母共同照顧。被收養人目前飲食時間及方式與大人雷同，但養父母會給予較清淡的食物。養母分享被收養人喜好吃蔬菜與麵食，未有特別挑食之狀況，被收養人僅有皮膚較敏感需留意身體是否有出疹等異狀。養父母與被收養人已逐漸建立親子之情與依附關係，養父母尚熟悉被收養人的情緒反應、生活及飲食習慣、喜好事物、身體發展狀況等，在養父母的陪伴與照顧下，被收養人逐漸發展與人互動的界線及生活規範。訪視期間觀察被收養人個性活潑、體力及專注力尚可，喜愛玩玩具，亦會主動找養母陪讀故事書等，評估被收養人與養父母之試養情形良好，雙方已逐漸建立穩定之依附關係。
　　　　⑷綜合評估
　　　　　本案為收出養媒合單位媒合之無血緣收養案件，因生母未婚生下被收養人，原生家庭自行評估經濟與教養能力無法負擔後轉介出養服務，希望替被收養人找到可永久穩定生活的家庭。經訪視得知養父母生活狀況穩定，自有住所及每月經濟收支狀況良好，並有養母過往擔任保母之豐富照顧經驗，可提供被收養人穩定的照顧及陪伴，使被收養人的學習及發展與同齡者相同，且訪視時觀察到被收養人可安心與養父母撒嬌與求助等互動狀況，亦可印證養父母與被收養人已建立親子之情及正向依附關係，故評估本案具收出養必要性。同時本件被收養人年齡現處於未成年兒少建立依附關係及穩定性格之關鍵時期，倘能有雙親提供穩定教養，優於讓被收養人於替代性照顧系統中成長，故評估本案亦具收出養急迫性等語，此有財團法人天主教福利會出具之收出養家庭評估報告、觀察評估期評估報告及兒童觀察評估期生活月紀錄、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113年9月25日兒盟北資源字第1130001234號函檢送之收養事件訪視調查報告及財團法人忠義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113年9月13日忠基字第1130002231號函檢送之收養事件訪視調查報告在卷可憑。
四、本院審酌上開卷證資料、訪視報告並綜合全情，認被收養人現處於需照顧者細心陪伴與照顧之時期，然被收養人未經生父認領，法定代理人即生母之工作時間日夜顛倒，工作收入亦僅供自足，其到庭並稱已無餘力照顧被收養人，且生父母之親屬亦無法或拒絕提供生母經濟或照顧上之協助，是以被收養人若能由收養人共同收養與照顧，顯能改善被收養人之監護養育情形，故本件具有出養必要性。而收養人經評估健康狀況尚可、婚姻關係穩定、無犯罪紀錄、居家環境良好、經濟狀況穩定、親職能力及照顧計畫及育兒支持系統佳，顯能提供被收養人適當之照顧，且被收養人於試養期間受照顧情形良好，亦與收養人建立良好之依附關係，此有收養人之健康檢查表、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財力證明、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丙○○之在職證明書、本院訊問筆錄、訪視報告、觀察評估期評估報告、觀察評估期生活月紀錄及照片等件在卷可憑，堪認收養人具有收養適任性。是以，本件收養人欲藉由收養認可程序，使收養人與被收養人建立法律上親子關係，讓被收養人得於收養人共同照顧與陪伴下安心成長，應符合被收養人之最佳利益。從而，本院認本件收養對被收養人並無不利之情事，復無民法第1079條第2項所定收養有無效、得撤銷之原因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之情形，是本件收養符合被收養人之最佳利益，應予認可，並自本裁定確定時起，溯及於本件收養書面契約簽立時發生效力，爰裁定如主文。
五、本件認可收養業經准許，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8條第2項規定，法院認可或駁回兒童及少年收養之聲請時，應以書面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應為必要之訪視，並提供所需協助，附此敘明。
六、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蔡淑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