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國民法的「男女平權」，超越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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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有平面媒體大肆報導：日本的最高法院，在 2015年的 12月 16日

這天，決定兩件與日本憲法有關的重大案件。其中一件是用判決宣示日本民法中

規定的女性離婚後半年內不得再婚的規定，超過一百天部分，違反「憲法」，必

須修改。理由是這條民法制訂在明治天皇時代，當時用於檢驗親子血緣的 DNA

技術尚未出現，為了判別婦女離婚後再婚所生的子女，在血緣上究竟是前夫所生

或者是後夫的血緣，實在難以辨別，故用半年的禁婚時間來區隔，有其必要。離

婚後半年內所生，便是前夫的子女，超過六個月才生下，該是後夫的血緣，可以

簡單地分辨得一清二楚。這些沿用至今的老掉牙法律，在當年雖有必要，但在日

新月異的科技躍進下，使用 DNA方法鑑定親子血緣關係，準確率幾乎是零誤差，

在這種情形下仍對離婚女性禁婚，顯然有損她們再婚權益。所以最高法院會作出

違憲的決定，至於保留「一百天」的禁婚期限，原因是一九九六年的民法已另有

規定：離婚婦女若需判斷剛生下孩子的父親是誰，需要「一百天」的禁婚期限。

這種決定是否得當，在日本仍是個有爭議的問題。 

 另件訴訟是關係女性婚後應否冠上夫姓的問題，目前世界各國多數的民法，

對此問題都採取放任的態度，也就是准許女性婚後自行選擇保留舊姓或冠以夫姓。

在日本，明治三十一年曾制定「以家為名」的制度，要求女性婚後須用夫姓。戰

後雖曾修法，夫妻得用夫姓或妻姓，但夫妻姓氏必須一致。二十年前日本的「法

制審議會」，曾經就此問題是否合理進行討論，但因國會議員的反對受到擱置。

雖然日本的著名大報「朝日新聞」曾進行網路調查，有七成網民支持女子婚後可

以自由選擇姓氏，但保守的最高法院卻認為：日本的公司，允許女姓員工婚後可

以繼續使用舊姓工作，已婚婦女可用舊姓當作「別名」，所以女性婚後夫妻須同

姓氏的規定，並不違反日本的「憲法」！此判決一出，即挨批對女性歧視、與社

會脫節。至於保守派人士則贊同判決的見解，認為廢除冠姓，會動搖日本家庭的

根本！ 

公布於民國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於翌年五月五日施行的我國《民法》親

屬編，立法的原則除了保有部分我國固有文化的法制以外，並廣納各大陸法系先

進國家優良立法。尤其是大陸法系的日本明治維新後的各種法制，更是立法的重

要參考。新聞報導中在日本引發「男女平權」爭議的兩條親屬法法條，在我國創

始的「親屬法」中，都有相同的規定。在女子禁婚方面，當時有效的親屬編第九

百八十七條的條文，就有與日本民法同樣的規定，明定「女子自婚姻關係消滅後，

非逾六個月不得再行結婚。但於六個月內已分娩者，不在此限。」這條法條一直

沿用至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民法第五次修正時，經過深入檢討認為有違「男

女平權」，才將整個條文全部刪除，沒有像日本那樣留下「一百天」的禁婚尾巴。

六個月的「禁婚」期限既然被認定是違憲，難道三個月又十天的「禁婚」期限就



不違憲？這樣的邏輯，真難令人苟同！ 

女子婚後冠夫姓的法條，我國規定在《民法》親屬編第一千條，原始條文是

這樣的：「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贅夫以其本姓冠以妻姓。但當事人另有訂定者，

不在此限。」由這法條的文義來看，當時的規定「冠姓」是原則，「不冠姓」則

是例外，並不像日本民法那樣令當事人可以選擇冠姓與否，但夫妻姓氏必須一致。

事實上，日本男性少有冠以妻姓，除非是稀有的「招贅婚」。這樣的規定，等於

剝奪了結婚女子冠姓的選擇權！我國民法原則妻要冠姓的規定，在民國八十七年

六月十七日那次修正親屬編法條時，也被提出檢討，檢討結果被認為有違「男女

平權」的原則，必須進行修法，公布出來的修正條文內容是這樣的：「夫妻各保

有其姓。但得書面約定以其本姓冠以配偶之姓，並向戶政機關登記。冠姓之一方

得隨時回復本姓。但於同一婚姻關係存續中以一次為限。」一反舊法條的冠姓原

則，將「不冠姓」改列為原則，「冠姓」則為例外。而且冠姓者的約定，還要用

書面文件來證明，並且要到戶政事務所辦妥冠姓登記的手續與更換新的身分證，

如此繁瑣程序，讓想冠姓者望而卻步！而且現代女性菁英們，幾乎都受過高等教

育，擁有一大堆的學校畢業證書，這些證件也得隨著冠姓須將上面所載的姓氏變

更。所以女性對結婚冠姓的意願並不高，2016年的我國大選，參與競選的眾多已

婚女性候選人，沒有一位是冠上夫姓的，冠姓之舉，我國婚姻當事人雖然可以自

由選擇，但已日漸式微！很少有人會動用到這法條。在日本，卻仍然視之為文化

遺產，緊抱不放，顯然有損結婚女性的權益！ 

取消禁婚期限規定後的離婚女性再婚，在後婚婚姻存續中受胎，生下的子女，

在我國，依《民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推定為「婚生子女」。若對

推定的子女血緣產生疑慮，現代的DNA檢驗技術一驗即明。若經證明子女血緣與

後婚之夫毫無關係，後婚的夫妻一方或子女，依同法條第二項的規定，可以提起

「否認之訴」。經過勝訴判決確定，原被推定的「婚生子女」，便成為「非婚生

子女」。這時真正的生父可以出面「認領」，使「非婚生子女」，視為自己的「婚

生子女」。所以，沒有禁婚期限的離婚女性，再婚後生下難以辨別身分的子女，

透過法律的規定。可以達到澄清的目的！日本民法留尾巴的保守作法，除了損及

女性再婚的權益外，可說是一無是處！ 

 

（本文登載日期為105年1月25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依

最新之法規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