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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有新聞報導：一對在民國一百年八月間結識的男女情侶，經過一段短

時間的交往，雙方情投意合，很快進入「非君不嫁，非伊不娶」的難解難分地步。

在徵得男女雙方家長的同意與親友的見證下，在次年的七月間舉行「訂婚」儀式，

並約定一年內舉行結婚盛典。訂婚後不久，男主角王姓男子就返回位於大陸的公

司工廠工作，並介紹陳姓女主角進入大陸的工廠擔任職務，月薪高達 80K。就這

對情侶來說，是可以朝夕相處，不必分隔兩地相思之苦的好事！但是，嬌生慣養

的陳女後來因為無法適應當地生活，堅決要離職回到臺灣，回台後並暫時住在男

方在高雄的父母處。 

一年的結婚期限很快來到，但男方竟然沒有露出半點要籌辦婚禮的動靜。原

來是男方的父母發覺未來的兒媳「太會花錢」，不同意兒子將這位愛揮霍的兒媳

娶進門。身處在父母與未婚妻之間的兒子只好一拖再拖，將約定的婚期延擱下來。

這時陳女也感覺到約定的婚期受到延誤，她的未婚夫又不願攤開原因說明白，吞

吞吐吐引起陳女的不滿，因此與未婚夫發生多次爭執。最令陳女無法忍受的是，

她得知未婚夫曾經帶著大陸工廠裡的女同事一同回到臺灣至公司洽公，在臺期間，

二人曾共處一室。陳女因此為之心碎，決定要與王男分手，不再共步紅毯。另外

還寫「黑函」給公司，指摘王男亂搞男女關係，並準備跳槽另覓高就，導致王男

因此被公司開除。陳女並出面委請律師對王男發出解除婚約的信函，另向民事法

院提起損害賠償訴訟，請求法院判決王男賠償新臺幣一百萬元。王男在接到陳女

的起訴狀副本以後，也不甘示弱，便以自己與大陸女同事一清二白，只是帶她來

臺洽公，陳女卻以黑函指稱其亂搞男女關係，使他失去工作，也對陳女提起反訴，

請求法院判決，命陳女賠償一百萬元。 

法院在審理後對這件打翻醋罈子、「歡喜冤家」變為「仇家」所引發的損害

賠償事件，作出的判決認為兩造對這件解除婚約事件都負有過失責任，原告提起

的訴訟，與被告提起的反訴請求都沒有理由，將正反兩訴全給予駁回的判決。 

這裡不去談論法院判決的對錯，純粹只聊聊想要結婚的當事人，在歡天喜

地訂定婚約以後，竟然無法履行婚約的約定，終於走上解除婚約的命運。這時該

如何收拾殘局? 

就《民法》上的相關規定來說。婚約只是契約的一種，一般契約所約定都

是民事、商事上權利與義務的事項。婚約是在「約」字上面冠了一個「婚」字，

可見婚約所約定的事項，是以雙方未來的結婚作為目的，凡是與結婚的進行有關

事項，都可以在婚約中約定，像結婚的日期，舉行結婚的方式，聘金、聘禮的種

類與數額等等，都可以在婚約內訂定。 

婚約，依《民法》第九百七十二條規定，應由訂婚的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

婚約既是結婚的預備行為，結婚又為男女雙方的終身大事，少年男女思慮未周，



交往時容易被一時的感情所衝動，沒有經過大腦仔細思考，就隨隨便便決定訂婚，

日後覺得不妥再來反悔，不只是衍生枝節，也會影響到訂婚當事人終身的幸福與

社會的活動。所以訂婚的當事人的年齡不宜過低，至少要具備思考的能力，明白

訂婚不是兒戲，訂了婚以後，在法律上就要受到婚約的限制。故現行《民法》在

第九百七十三條中明定：「男未滿十七歲，女未滿十五歲者，不得訂定婚約。」

違反這法條的規定，訂定的婚約在解釋上應該是「無效」，不生任何法律上效力。

同時又在第九百七十四條中規定：「未成年人訂定婚約，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用來彌補少男少女草率決定的婚約。這裡所稱的「未成年人」，依《民法》總則

第十二條規定，指的是未滿二十歲的人。滿了二十的成年人就有獨立自主的權利，

他們所訂的婚約，無須經過任何人的同意。未成年人未得法定代理人同意所訂的

婚約，《民法》學者間的意見，認為這是一種「得撤銷的行為」，身為法定代理

人的人，可以準用《民法》第九百九十條所定，未經法定代理人同意的未成年人

結婚，法定代理人可以撤銷結婚的規定，起訴請求法院用判決撤銷所訂婚約。 

    婚約訂定以後，任何一方的當事人心生反悔，依《民法》第九百七十五條的

規定，均不得強迫請求他方履行婚約，唯有當婚約當事人的一方，具有《民法》

第九百七十六條第一項所定的事由時，他方才可以解除婚約。該條文所列可以解

除婚約的情形，共有下列九種：            

            一、婚約訂定後，再與他人訂定婚約或結婚者。 

            二、故違結婚期約者。 

            三、生死不明已滿一年者。 

            四、有重大不治之病者。 

            五、有花柳病或其他惡疾者。 

            六、婚約訂定後成為殘廢者。 

            七、婚約訂定後與人通姦者。 

            八、婚約訂定後受徒刑之宣告者。 

            九、有其他重大事由者。 

    陳女與王男所訂婚約，原已定有一年內要結婚的期限，王男超過期限遲不與

陳女結婚，顯已違背這法條第一項第二款的規定，陳女理直氣壯通知王男解除婚

約，即屬正當行為。婚約解除時，依《民法》第九百七十七條第一項的規定，「無

過失之一方，得向有過失之他方，請求賠償其因此所受之損害」。賠償的範圍，

受害人不只是限於積極上的財產損害，連精神上受到的痛苦，也可以依同條第二

項的規定，得請求對方賠償相當的金額。這種請求當事人間如無法自行協調解決，

那只能提起民事訴訟，與對方法庭相見，由法院用裁判來解決！ 

 

（本文登載日期為 104年 6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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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