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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侶制度下的伴侶財產關係 性 別 停 聽 看

前
些日子「同性婚姻」議題沸沸揚

揚，其實它只是「多元成家」，

即「同性婚姻」、「伴侶制度」及「家

屬制度」的三個議題之一，三者各自

獨立不能混為一談。

「為什麼要結婚呢？」有的是要給

長輩一個「交代」；有的是要給兒女一

個「名分」；有的是覺得結了婚可以安

心衝事業，有的是為了「買房子」─

兩個人一起付貸款，總比一個人要快

很多。那麼，「我想和他╱她永遠在一

起」呢？這個選項為什麼很少聽見？

若認為婚姻中的傳統包袱太重，

或性別預設立場太多，那麼，除了選

擇抵抗不進入之外，伴侶制度也許是

另一個選擇。伴侶關係並非是一個比

較不慎重的選項，它也不是婚姻的「前

奏曲」或「次級品」。伴侶制度提供了

另一個婚姻之外的選擇。

伴侶制度下的伴侶財產關係

可以進入伴侶關係的主體，打破

了傳統婚姻關係中的一男一女想像，

只要是年滿二十歲沒有受到法院監護

宣告的兩個人，不受性別的限制，都

可以進入。換句話說，伴侶關係的精

神是「相互扶持」，它不預設性別，也

不必然是出於愛情的結合，只要兩人

願意承諾彼此照顧，就可以共組一個

家庭。當然，如果你／妳已經在一段

婚姻關係或已與其他人締結伴侶關係，

是不能再重複締結伴侶關係的。

伴侶關係締結的方式，雙方必須

簽署一份伴侶契約，並且拿著這份伴

侶契約去戶政機關做登記。登記之後，

戶政機關會發給你們各一張伴侶證。

伴侶制度下的伴侶財產關係

有一對準夫妻尚未進入正式婚姻關係前，對財產已做好規劃，比方說買房子以
及籌備婚禮，但是在舉行婚禮後兩人因細故而拒辦結婚登記，接下來就是對簿
公堂請求返還當初買房子的款項、婚禮的禮金以及喜餅的費用，弄得本是一對
令人欽羨的戀人變得彼此可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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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簽契約？大部分的夫妻並不

清楚進入婚姻關係後的權利義務關係

是什麼，只討論了婚宴場地和婚紗公

司，然後就打算用愛和承諾來過一生，

至於和己身權利攸關的事項，大多是

在婚姻中見招拆招，有些甚至是等到

想要分手了，才去了解原來法律是如

何規範婚姻的。

在現行的婚姻關係中，如果沒有特

別約定財產制，則適用婚姻的法定財產

制，在此制度下，雙方可以各自管理、

使用、收益、處分自己名下的財產，但

是在離婚時，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所得的

財產需要各分一半；簡單來說，如果甲

方結婚後財產增加 100萬，乙方財產增

加 300萬，則甲方可以向乙方請求支付

100萬。之所以這樣規定，是假設結婚

後，兩個人就是命運共同體，無論收入

差距為何，兩人都應當財務共享。

伴侶制度的法定財產制是「分別

財產制」。所謂的分別財產制指的是，

名下財產各歸各所有、管理、使用，

債務也各自負責，未來分開時，也不

會有分配剩餘財產的問題。

此外，在伴侶關係終止時，若其中

一方因為他方所提供的家務勞動受有

利益者，那麼，這個家務勞動就會產

生一個「利益返還請求權」。有些人會

說，掃個地煮個飯也要算錢嗎？可是，

倘若不是你／妳的伴侶為你／妳操持

家務，讓你／妳沒有後顧之憂地去唸

書、去工作，也許你／妳也不會有今

日的成就。再加上若雙方採行的是分

別財產制，那麼，在伴侶關係終止時，

也無財產的分配請求權，如此，對於

提供家務勞動的一方而言，並不公平。

因此，伴侶制度中，新增了「家務勞

動利益返還請求權」，至於未來具體認

定的給付標準為何，就有待實務視具

體案例去認定。

在繼承方面準用《民法》第 1144

及 1223條，伴侶間可以約定不互為繼

承。在現行的婚姻制度中，一旦結成

夫妻，雙方就一定是彼此的法定繼承

人，而且一定可以分到遺產，這聽起

來或許很合理，但如果考慮到伴侶之

間有相當多元的面貌，這其實也不見

得就是一個近乎人情的規定。一些年

紀大了才找到第二春伴侶的阿公阿嬤，

他們在生活中和老伴相依扶持，但不

見得想要把身後財產留給這個老來伴，

一方面是不需要，二方面他們希望照

顧各自的子女，但如果兩人結婚，這

個心願就無法達成了。也有一些伴侶，

他們的經濟各自獨立，並不擔心自己

走後對方失去經濟依靠，因此，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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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財產留給更需要被照顧的家人或朋

友，甚至想捐給社會團體，如果伴侶制

度強制規定伴侶間的繼承權，對於這

些財務另有規劃的伴侶來說，等於限

縮了他們安排身後財產的自由。因此，

秉持尊重伴侶自主意願的原則，伴侶

制度將繼承權利也交給雙方自主約定，

讓制度更貼近不同人的需求。

然而，個人意願不能侵害他人的權

利，因此，即便雙方可以自由約定繼

承權，這個約定也不能侵害既有繼承

人的特留份。比如說，小陳的父母都

已經過世，自己又沒有生養孩子，只

有一個弟弟，但小陳和弟弟並不親近，

雙方已經多年沒有往來，因此小陳希

望把所有財產都留給伴侶，但這個希

望沒有辦法達成，因為，小陳的弟弟

仍是小陳的法定繼承人（之一），小陳

不可能透過簽訂伴侶契約，就完全排

除弟弟的繼承人地位；相對的，即便

弟弟再不願意，法律上小陳亦仍是他

的法定繼承人（之一）。基於公平，在

繼承事項上，伴侶契約雖然享有自由

約定的空間，但仍舊以不侵害其他法

定繼承人的特留份為原則。

現行伴侶財產關係

由於伴侶制度仍未正式立法，如果

伴侶發生財產上的爭執要如何解決？

新人準備籌辦婚禮，因為聘金談不攏，

禮餅價格談不攏，戒指硬是壓落底，臨

時不結婚的很多，甚至上法院對簿公

堂。對於已經辦婚禮卻尚未登記的情

形，禮金是否應退還？其實，自 2008

年結婚改採登記婚後，諸多夫妻在舉

行婚禮後，因細故而拒辦結婚登記，

隨之分手，但如雙方婚禮後同財共居，

有些甚至已育有子女，而形同事實上

夫妻，則結束關係後財產究竟該如何

分配與處理？見解分歧，儼然成為目

前實務上新生的問題。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2年度

重上字第 279號認為雙方未登記結婚，

有同居組成家庭共同生活者，應類推

適用一般夫妻間財產使用關係。

此判決緣於陳某和黃女經媒妁之

言交往，99年 2月陳某求婚後，依黃

女要求，把臺北市合江街賣屋款 720萬

元，分 3次匯給黃女；99年 5月起，陳

某再把每月薪水匯到黃女帳戶，到 100

年 4月止，共匯薪水 88萬 9205元，由

黃女支付兩人結婚及蜜月旅行費用，後

因兩人個性不和，黃女於 100年 5月底

搬離兩人住處。

黃女認為，720萬元是陳某送她

的，並不是單純寄放她那裡，怎可要回



100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NO.72

伴侶制度下的伴侶財產關係性 別 停 聽 看

去？陳某則認為，當初兩人論及婚嫁，

手上沒有太多現金，所以把賣屋款項

交由黃女統籌保管，雙方結婚未登記，

未完成法定結婚程序，黃女不告而別，

還扣住賣屋款太不應該。

法院採信陳某主張，認為這筆錢不

是贈與，是陳某基於共同生活目的寄

放黃女的費用，黃女沒理由拒絕返還。

至於兩人婚姻關係，法院認為，雙方

未辦結婚登記不算夫妻，不過舉行過

結婚儀式並同居，可類推適用一般夫

妻間財產使用的關係，因此扣除蜜月

及結婚費用，陳某有權要回其中的 720

萬元。

由於本案僅為判決尚未成為判例，

實務上尚未有明確定見。在此提醒尚未

辦結婚登記的伴侶，除非完成結婚登記

而受法律保障，或者是日後伴侶關係立

法通過完成伴侶登記，否則還是建議

各位伴侶不要牽扯到太多的財產爭議，

絲毫輕忽不得。

結論

社會更多元，更趨近平等。過去

妻子要以夫的住所為住所、要冠夫姓、

沒有《家庭暴力防治法》、沒有《性騷

擾防治法》、不友善的司法機關、受害

人求助無門。經過這些年的努力，不

斷先進立法，才能造就趨近性別平等

的社會。現行伴侶財產關係，最新法

院見解認為應類推適用一般夫妻間財

產使用關係，筆者贊同之，不過釜底

抽薪之道，應立法通過「伴侶制度」，

以法律保障伴侶間的財產關係。

結婚前先想清楚，要的是婚姻？還

是披上婚紗的婚禮儀式？婚禮儀式做

得再好，做再多承諾，未必擔保兩人走

得長遠。有無想過，兩個人在一起的結

局，除了婚姻之外，可以有其他選項？

伴侶制度值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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