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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吳宜臻等27人提案
現 行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員吳宜臻等 2 7 人提案條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修正通過） 
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一 法院為

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

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

意下列事項： 
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

及健康情形。 
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

需要。 
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

、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

活狀況。 
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

及態度。 
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

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

情狀況。 
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

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

使負擔之行為。 
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

及價值觀。 

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一 法院為

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

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

意下列事項： 
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

及健康情形。 
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

需要。 
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

、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

活狀況。 
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

及態度。 
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

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

情狀況。 
前項之子女最佳利益之審

酌，法院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

報告，另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

家事調查官，或囑託警察機關

、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

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

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一 法院為

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

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

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

左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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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國於民國八十五年九月二

十五日增訂本條後，實務上均

以各地縣市承接縣市政府社會

局訪視報告業務之社團做為提

出社工人員訪視報告主體，然

因各該社團之經驗及專業知識

的無法齊一，故訪視報告之製

作內容及參考價值不一而足。 
二、民國一百年十二月十二日三

讀通過「家事事件法」，該法

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規定，法

院在承審家事事件審酌必要事

項時，得囑託警察機關、稅捐

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

有關機關、團體、具有相關專

業知識之適當人士或由家事調

查官進行特定事項之調查，俾

利審酌相關事項。 
三、為因應家事事件法制定，民

法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一有關

子女最佳利益原則之審酌與認

定，應該適當引進具備專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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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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

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 
識人士協助法院，或法院得參

考除社工訪視報告以外之調查

方式所得到之結論，以斟酌判

斷子女佳利益。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第一項增列第六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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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善意父母原則

」列為本款之立法理由，文字

如下： 
「父母親在親權酌定事件中，

往往扮演互相爭奪之角色，因

此有時會以不當之爭取行為（

例如：訴訟前或訴訟中隱匿子

女、將子女拐帶出國、不告知

未成年子女所在等行為），獲

得與子女共同相處之機會，以

符合所謂繼續性原則，故特增

列第一項第六款規定，供法院

審酌評估父母何方較為善意，

以作為親權所屬之判斷依據。

」 
三、第一項增列第七款「七、各

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

觀。」以兼顧各族群之習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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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四、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以有

利於法院審酌子女最佳利益之

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