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7 
 

第五章 確認親子關係訴訟之補充性 

第一節 確認親子關係訴訟存在之必要 

    民事訴訟法第九編第二章「親子關係事件程序」，所規定親子關

係之訴訟，依第 583條、第 589條及第 592條規定，計有：（1）收養

無效之訴。（2）撤銷收養之訴。（3）確認收養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

（4）終止收養關係之訴。（5）撤銷終止收養之訴。（6）否認子女之

訴。（7）認領子女之訴。（8）認領無效之訴。（9）撤銷認領之訴。（10）

就母再婚後所生子女確定其父之訴。（11）宣告停止親權之訴。（12）

撤銷停止親權宣告之訴。並未規定「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

因而在當事人爭執親子關係（父母與子女間之關係）存否之情形，發

生是否得提起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之問題1。 

 

    在實務上爭議甚烈，終經最高法院民庭總會於民國 62年 10月

30日決議（8）認為:「民事訴訟法第 589條規定有就母再婚後所生

子女確定其父之訴，即為確認身分之訴，而 23年上字第 3973號判例

並明認非婚生子女經其生父撫育，視為認領而取得婚生子女之身分後，

如其身分又為生父所否認，無須再行請求認領，如有提起確認身分之

訴之必要，可隨時提起；故就親子身分關係得提起確認之訴。按司法

                                                      
1 吳明軒，前揭註 5，第 18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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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23年上字第 3973號判例所謂『確認身分之訴』，意即指「確認親

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而言，與最高法院 48年台上字第 946號

判例意旨，並無衝突。」至此，在實務上，遂承認親子關係之存否，

得為確認之訴之標的焉2。 

 

    確認親子關係訴訟法律雖無明文，然確有存在之必要。詳言之，

法律上對於婚生子女，如能證明其非為婚生子女者，定有否認子女之

訴，以資救濟；對於非婚生子女，如欲與生父建立法律上親子關係，

則設有認領子女之訴，以為救濟。然否認子女之訴乃針對婚生子女而

設，並有法定起訴期間之限制，如為非婚生子女則不得提起否認子女

之訴。又縱為非婚生子女，若生父已為認領，復又否認該子女之身分

時，無須再提起認領子女之訴，此際若當事人間爭執彼此親子關係是

否存在時，即生爭議，是故有提起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之

必要，以利紛爭解決。 

 

第二節 與否認子女與認領子女之訴的關係 

第一項 否認子女之訴之提起 

    民法第 1063條第 1項規定：「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

                                                      
2 吳明軒，前揭註 5，第 1836-18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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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第 2項規定：「前項推定，夫妻之一

方或子女能證明子女非為婚生子女者，得提起否認之訴。」是以否認

子女之訴，係對於民法第 1063條第 1項所推定之子女提起，即妻之

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其所生子女應推定為婚生子女，對該婚生

子女僅得提起否認子女之訴，以為救濟；若未提起否認子女之訴或提

起否認子女之訴而受敗訴之判決時，則夫與被推定為其婚生子女者之

間有親子關係存在，任何人均不得再為反對之主張，縱該婚生子女確

非夫所親生，亦不得再提起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3。 

 

    最高法院 23年上字第 3473號判例謂：「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

存續中者，民法第 1063條第 1項規定，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

受此推定之子女，唯受胎期間內未與妻同居之夫，得依同條第 2項之

規定以訴否認之，如夫未提起否認之訴，或雖提起而未受有勝訴之確

定判決，則該子女在法律上不能不認為夫之婚生子女，無論何人皆不

得為反對之主張。」同院 75年台上字第 2071號判例亦循此意旨而為

判決：「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夫縱在受胎期間內未與其

妻同居，妻所生子女依民法第 1063條第 1項規定，亦推定為夫之婚

                                                      
3 陳聰明，我國民法認領制度適用子女最佳利益原則之研究，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 

   文，第 86 頁，2002 年 6 月。最高法院 96 年台上字第 2278 號判決亦認為：凡被婚生推定之子 

   女，在夫妻或子女依規定提起否認之訴，得有勝訴之確定判決以前，無論何人皆不得為反對 

   之主張，自無允許第三人以親子血緣違反真實為由，提起確認親子關係不存在之訴。 



 

120 
 

生子女，在夫妻之一方依同條第 2項規定提起否認之訴，得有勝訴之

確定判決以前，無論何人皆不得為反對之主張，與妻通姦之男子自不

得出而認領。」準此以解，子女在依法受推定為婚生子女之後，倘父

母逾民法第 1063條第 2項提起否認之訴之起訴期間，且繼承權被侵

害之人亦未提起否認子女之訴時，則推定婚生子女之「婚生子女」地

位即告確定，任何人不得再為反對之主張，亦即包括生母、推定生父

與親生父均不得再依民事訴訟法第 247條提起一般確認親子關係不

存在之訴。蓋如在民法第 1063條之否認子女之訴法定期間經過後，

原來之訴訟主體仍可再依一般確認之訴提起確認親子關係不存在之

訴，則否認子女之訴之法定起訴期間，不啻成為具文，親子關係因而

長期限於不確定狀態矣4。 

 

    是以，針對婚生子女如有反於真實血緣之情形時，應提起否認子

女之訴予以救濟，不得據此提起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蓋

親子關係之存在，受實體法立法規範之拘束，法律上親子關係，乃以

子女受胎期間生母有婚姻關係為要件，並先行推定為婚生子女，如無

真實血緣關係者，則僅得由有否認權人提起否認子女之訴。其不為起

訴或起訴已逾否認期間，或起訴後未經判決確定前，婚生推定之關係

                                                      
4
 吳從周，前揭註 67，第 204-2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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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變。由於確認親子關係存否之訴僅具補充性，應先依實體法身分關

係之立法規範，不得任以確認親子關係存否之訴，或藉民事訴訟法第

247條第 2項程序規定，以親子關係之基礎事實即血緣事實之確認判

決，推翻實體法立法者就身分關係之決定，否則將使民法第 1063條

婚生推定及其他身分法規定，失其意義5。 

 

第二項 認領子女之訴之提起 

第一款 否認子女之訴勝訴確定 

    對於受民法第 1063條第 1項婚生推定之子女，如夫妻之一方或

子女能證明子女非為婚生子女者，得提起否認之訴，主張子女並非婚

生（同法第 1063條第 2項）。因婚生之推定，乃信憑婚姻道德而設，

子女雖在婚姻關係中受胎而生，但未必為夫之血統，為保護夫妻與子

女之權益及發現真實，民法特設婚生否認之制度6。 

 

    否認子女之訴判決一經原告勝訴確定，子女之婚生性被否認，而

成為非婚生子女。因此，子女之否認有形成效力，對第三人也生效（民

事訴訟法第 596條第 1項、第 582條第 1項）。受婚生推定之子女，

在夫妻之一方及子女未提起否認之訴判決確定以前，任何第三人均不

                                                      
5 魏大喨，前揭註 81，第 16 頁。 
6 林菊枝，前揭註 9，第 2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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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主張該子女之非婚生性，生父也不得認領7。若夫不提起否認訴訟，

或雖訴訟而失敗時，其子女仍為婚生子女8。因此，於提起否認子女

之訴原告獲勝訴判決確定時，子女之婚生性即被推翻，該子女成為非

婚生子女，生父得為認領。如生父不為認領時，則非婚生子女或其生

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仍得提起認領子女之訴。 

 

第二款 不受婚生推定之子女 

    婚生推定依民法第 1063條第 1項規定，可知妻之受胎係於婚姻

關係存續中者，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如妻之受胎係於婚姻關

係存續中，縱令其子女出生時婚姻關係已歸消滅，該子女仍應受婚生

制度之推定。是以只要妻之受胎非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者，其所生子女

便不受婚生制度之推定，為非婚生子女。 

 

    婚生推定之前提，在於父子女間具有血緣關係之聯絡，如夫妻之

一方或子女能證明子女非為婚生子女者，得提起否認之訴，民法第

1063條第 2項定有明文。否認之訴固在於推翻子女婚生之地位，同

樣地亦是否認妻自夫受胎之事實。因此，若係婚姻關係無效之情形，

                                                      
7 司法院院解字第 3181 號，前揭註 44，第 2765 頁。最近之實務見解，如最高法院 99 年台上字 

   第 367 號判決及最高法院 98 年台上字第 704 號判決亦認為：推定為婚生子女者，在夫妻之ㄧ 

   方或子女提起否認之訴，得有勝訴之確定判決推翻前，既非「非婚生子女」，其生父自無從依 

   民法第 1065 條第 1 項規定，對之為認領或經撫育視為認領，而生法律上之父子關係。 
8 林菊枝，前揭註 9，第 210-2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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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與婚生推定之要件有違，此時即無提起否認子女之訴之餘地9。換

言之，否認子女之訴，係以妻之受胎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為其要件，

亦即僅妻所生子女係受婚生推定者，夫妻、子女始須提起否認之訴加

以否認，倘妻所生子女並未受婚生之推定，自非否認子女之訴適用之

範圍10。 

 

    因此，對於不受婚生推定之子女，生父自得為認領，如生父不為

認領時，非婚生子女或其生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亦得向生父提起認領

子女之訴。 

 

第三項 確認親子關係訴訟之提起 

    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有其存在之必要，已如前述。於

訴訟程序中，如由父母、子女之一方起訴者，應以他方為被告（類推

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569條第 1項）。即由父母起訴者，應以子女為被

告；反之，由子女起訴者，應以父母為被告。父母或子女死亡者，不

得提起此種訴訟。由第三人起訴者，應以父母及子女為共同被告（類

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569條第 2項）。此種訴訟，影響父母與子女間

親子關係之存否，應使父母及子女均有參與訴訟之機會；衡其性質，

                                                      
9
 鄧學仁，前揭註 39，第 238 頁。 

10 林育幟，前揭註 40，第 205-20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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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為固有的必要共同訴訟。若第三人僅以父母或子女為被告起訴，即

不能認其當事人之適格為無欠缺11。 

 

    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雖允許當事人於有受確認利益

時得提起訴訟，然究非於人事訴訟程序中有明文規定，實質上，確認

親子關係訴訟為人事訴訟之ㄧ種，僅民事訴訟法第 589條漏列此一訴

訟類型而已，仍應適用有關之人事訴訟之規定。確認親子關係存否之

訴僅具補充之性質，例如，生父認領不具血統連絡之子女時（即反於

真實之認領），按理，本應可提起確認父子關係不存在之訴，惟因人

事訴訟程序已有認領無效之訴，因此，自應優先適用後者之規定12。

從而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相較於其他法定之人事訴訟類

型，僅具補充性的性質，於不得提起其他法定之人事訴訟程序規定時，

始得為之。 

 

第一款 生父認領後復否認 

    民法第 1065條第 1項前段規定：「非婚生子女經生父認領者，視

為婚生子女。」於生父認領後，該非婚生子女即取得婚生子女之身分，

如生父否認該子女之身分致生爭執，則無再行請求認領之必要，可隨

                                                      
11 吳明軒，前揭註 5，第 1844 頁。 
12 鄧學仁，親屬法之變革與展望，第 226 頁，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 6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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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提起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 

 

第二款 撫育視為認領復否認 

    非婚生子女經生父撫育者，視為認領（民法第 1065條第 1項後

段），嗣後生父又否認已因認領而視為婚生子女之血緣時，參照最高

法院 23年上字第 3973號之判例意旨及最高法院 62年度第 3次民庭

庭推總會議決議（8），於非婚生子女經其生父撫育，視為認領而取得

婚生子女身分後，如其身分又為生父所否認，無須再行請求認領，如

有提起確認身分之訴之必要，自可隨時提起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

在之訴13。 

 

第三款 不受婚生推定之子女 

    對於不受婚生推定之子女，可否以確認之訴請求確認親子關係，

早期存有爭議，已如前述。否定說主要認為身分之存在與否僅係事實

問題，非法律關係本身，自不得為確認之訴之訴訟標的；肯定說則以

民事訴訟法第 589條規定及最高法院 23年上字第 3973號判例為其論

據，認親子身分關係亦得提起確認之訴。而最近之實務見解，如最高

法院 95年度台上字第 1155號判決，亦認為不受婚生推定之子女得提

                                                      
13 林育幟，前揭註 40，第 2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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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14。 

 

    因此，對於不受婚生推定之子女，如當事人就法律上親子關係存

否有爭議時，自得提起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又就不受婚

生推定之子女而言，法律上定有認領子女之訴及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

不存在之訴以維護其權益，惟應先提起認領子女之訴為救濟，蓋確認

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僅具有補充性，如得提起認領子女之訴時，

自無提起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之必要。 

 

第三節 確認親子關係訴訟之既判力 

    判決既判力所及之主觀範圍，依民事訴訟法第 401條之規定決定

之。惟在親子事件程序，事關公益，法院就認領無效、撤銷認領或確

認親子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所為之判決，對於第三人亦有效力（民

事訴訟法第 596條第 1項、第 582條第 1項）。此項判決，應包括原

告勝訴及敗訴之確定判決在內15。因此，就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

在之訴，法院於原告勝訴判決確定時，依原告主張當事人間之親子關

係存在或不存在為判決；於原告敗訴判決確定時，則依當事人間之親

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為判決，任何人不得為反對之主張。 

                                                      
14 林育幟，前揭註 40，第 206 頁。 
15 吳明軒，前揭註 5，第 1850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