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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给付问题研究

闫　 婷
(兰州财经大学法学院ꎬ甘肃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　 要]离婚后给付抚养费是父母对子女实行监护、教育和保护的重要体现ꎬ抚养费的具

体金额、支付频率及给付时间对未成年子女的物质生活保障和人格养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近年来我国离婚率逐年攀升ꎬ根据 ２０２３ 年民政部发布的统计数字显示ꎬ２０２３ 年离婚对数比上一

年增加 ７２.６１ 万对ꎮ 大量的离婚统计数字背后是数万个家庭的解体ꎬ离婚案件的持续性上涨使

得抚养费的给付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ꎬ事关未成年子女日后的成长环境ꎬ受教育程度以及

生活幸福感ꎬ也是他们感受到父母关爱的情感体现ꎮ 为了更好地实行离婚后抚养费给付这一制

度ꎬ本文基于现实存在的问题探索科学的给付标准、明确的变更条件以及强化抚养费强制执行

等措施ꎬ旨在更好地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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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是由一定范围的亲属以共同生活为目的

构成的亲属团体ꎬ抚养则是基于特定的亲属关系而

产生权利义务关系ꎬ父母有义务将未成年子女培养

成为一名合格的公民ꎬ这是亲子关系的重要体现ꎮ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责任不因离婚而消除ꎬ对
不能独立生活的未成年子女离婚后依然负有给付

抚养费的义务ꎮ 同时ꎬ在现实生活中ꎬ由于种种原

因导致了离异单亲家庭孩子往往存在性格缺陷等

突出问题ꎬ这些问题会影响到其正常的社会化进

程ꎮ 对于那些在离婚后并未直接参与子女抚养的

父母ꎬ定期支付抚养费是缓解单亲家庭经济压力的

有效途径ꎬ这对于孩子的成长、教育和心理健康都

具有深远的影响ꎮ
一、父母给付抚养费的理论基础和法律规定

(一)抚养费制度的理论基础

１.亲权理论

亲权理论起源于罗马法和日耳曼法ꎬ是指父母

对未成年子女在人身和财产方面的管教和保护的

权利义务ꎮ 近代大多数国家如法国、瑞士、日本都

深受亲权理论的影响设有亲权ꎻ有些国家则将亲权

与监护混为一谈ꎬ统一称之为监护ꎬ这使得现代国

家对亲权的规定不尽相同ꎮ 尽管我国«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为«民法典»)并没有对亲权

制度作出明确的规定ꎬ但亲权理论在婚姻家庭编诸

多法条中都有所体现ꎬ明确了父母在子女抚养、教
育和保护方面的权利和义务ꎬ这正是亲权理论的核

心内涵ꎬ从而衍生出了子女对父母享有抚养费给付

请求权ꎮ 父母作为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主要义务主

体ꎬ是社会大环境下的合理选择ꎬ也是父母子女关

系的必然要求ꎮ
２.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早在 １８８９ 年«儿童权利

宣言»第 ３ 条第 １ 款中就得以确立ꎬ由是ꎬ这一原则

就成为处理涉及儿童事务的最高准则ꎮ １９９０ 年我

国加入«儿童权利公约»ꎬ之后该原则逐渐渗入我国

立法和司法领域ꎬ成为处理儿童案件直接援引的规

范性依据ꎮ ２０１３ 年ꎬ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发布

«第 １４ 号一般性意见»ꎬ深化了对“儿童最大利益”
原则的理解和阐释ꎬ要求在处理儿童的具体事务中

视儿童最大利益为一种思维习惯ꎬ将儿童最大利益

贯彻落实到方方面面ꎮ 当前ꎬ“最有利于未成年原

则”作为“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中国化表达ꎬ成为

我国涉未成年法律体系的纲领性原则ꎮ 其中ꎬ«民
法典»第二章监护和婚姻家庭编的离婚和收养均重

申了该原则ꎬ对未成年人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全方

位、多角度的保护ꎬ这也是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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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给付抚养费的应有之义ꎮ
(二)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法律规定

抚养费最早可以追溯到 １９５０ 年«婚姻法»ꎬ其
中第六章专章规定了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抚

养和教育的权责ꎬ第 ２１ 条更是对男方给付抚养费作

了相对细致的规定ꎮ １９８０ 年ꎬ抚养费的有关规定在

原有基础上进一步修改ꎬ增加了“抚养费双方协商

不成的ꎬ由人民法院判决”ꎮ ２００１ 年最高人民法院

颁布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一)»首次针对抚养费的

范围作出了明确规定ꎬ包括子女生活费、教育费和

医疗费等费用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出台的«婚姻法司法解

释(三)»进一步规定了子女在特定情况下(如教育、
医疗等费用)有权增加抚养费ꎮ «民法典»第 １０６７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均再次对“抚养费”进行具体细

化ꎬ明确了未成年子女在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有

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ꎮ 这为子女索要抚养

费提供了法律依据ꎬ以应对父母一方不履行抚养义

务的情况ꎬ促进子女利益最大化的保护趋势ꎮ
二、司法实务中抚养费给付存在的问题分析

为更好地了解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抚养费

的判决情况ꎬ本文以“抚养费纠纷”“抚养费”为关键

词ꎬ以“判决书”为文书类型在“中国裁判文书”数据

库进行检索ꎬ共检索到 ２９８４８ 篇文书ꎮ 笔者选取了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期间各级别

法院涉及未成年子女抚费纠纷案件进行分析ꎬ随机

抽取了其中 ３６ 例典型裁判案件ꎮ 考虑到抚养费的

数额与当地经济发展状况息息相关ꎬ案例包含西

北、东北、中部、西南等地区ꎬ涉及一线城市、新一线

城市、二线城市等相关判决ꎮ 接下来ꎬ我们将基于

法院的判决来探讨我国抚养费纠纷案件中存在的

各种问题:
(一)抚养费纠纷案件中抚养费数额偏低

抚养费数额的确定事实上应遵循必要性、合理

性和共担性的原则ꎮ 我国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规

定了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有给付抚养费的义务ꎬ
也给出了相对确定的给付抚养费的标准ꎬ但从判决

情况来看ꎬ抚养费数额还是普遍偏低ꎮ 在这随机抽

取的 ３６ 例典型裁判中ꎬ法官根据法律规定的月总收

入的 ２０％ ~ ３０％给付ꎬ除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２０２４)京 ０３ 民终 ６３７０ 号判决、西安市雁塔区人

民法院(２０２３)陕 ０１１３ 民初 ３２８５９ 号判决和江苏省

滨海县人民法院(２０２３)苏 ０９２２ 民初 ５１９３ 号判决中

的抚养费数额相对较高外ꎬ其他判决的抚养费数额

大多集中在 ５００ ~ １５００ 元 /月左右ꎮ 仅仅按照这个

标准来支付抚养费ꎬ恐难以满足未成年子女的日常

生活需求ꎬ更谈不上抚养孩子所需要的医疗费用、
教育费用、兴趣爱好、出行娱乐等ꎮ 此外ꎬ随着孩子

年龄的增长ꎬ未成年人生活学习的费用也会有所增

加ꎬ与此同时抚养费逐渐减少甚至不给付抚养费ꎬ
这对于被抚养人的正常生活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ꎬ
不利于未成年子女健康人格的形成ꎮ

(二)抚养费收入情况范围模糊不清

我国法律对抚养费的计算基数有明确规定ꎬ但
对于“收入”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尚未给出详尽解释ꎬ
选取的数据不同ꎬ计算出来的抚养费数额也差异悬

殊ꎮ 实践中ꎬ有的非抚养一方在外承包工程ꎬ收入

很高ꎬ银行流水交易复杂ꎮ 如果抚养一方不能举证

非抚养一方的年收入ꎬ那么按照行业平均收入标准

计算的抚养费数额对抚养未成年子女一方就会明

显不公平ꎮ 而且现在行业类型多种多样ꎬ新兴行业

层出不穷的涌现ꎬ实务中无法准确界定其所在行

业ꎬ即便界定了其所在行业ꎬ统计部门也难以兼顾

当地所有行业人员的收入情况ꎬ不能及时提供同行

业平均收入数据ꎮ 这就导致了很多案例中ꎬ法官根

本无法查明当事人的收入ꎬ只能根据现有证据确定

的年收入方式计算抚养费的具体数额ꎬ以“结合当

地生活水平ꎬ酌定抚养费为××元”的和稀泥审判方

式结案ꎬ长此以往难免会影响司法的公信力ꎮ
(三)申请增加抚养费的幅度差异显著

未成年子女根据法律规定在必要时向给付义

务人提出增加抚养费的情形在实践中较为常见ꎮ
在这类案件中ꎬ子女通常以物价水平提升、自身成

长的需要、医疗费或者教育费的巨大开销为由ꎬ作
为案件的原告进行起诉ꎮ 对于未成年子女申请增

加抚养费的诉求ꎬ大多数情况下无疑是合情合理

的ꎬ法院应当予以肯定ꎮ 然而实践中除了关注子女

的实际需要ꎬ法院还要结合给付方的经济能力以及

离婚协议中关于抚养费的具体规定来决断ꎮ 这种

复杂的权衡过程可能导致子女合理的诉求未能得

到充分满足ꎬ进而使得提高抚养费的初衷难以实

现ꎮ 例如ꎬ在田某、田某 ２ 抚养费纠纷中ꎬ田伊向法

院起诉请求每月给付抚养费从 ８５０ 元增加到 １５００
元ꎬ终审法院最后酌情将抚养费由 ８５０ 元增加至

１０００ 元ꎮ 同类型的诉讼请求ꎬ田伊案中抚养费增加

了 １５０ 元ꎬ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３)黑 ０２ 民终 ３５０７ 号判决中李某 １ 每月支付抚

养费由 ５５０ 元增加至 ２０００ 元ꎬ增加幅度为 １４５０ 元ꎮ
两个案件抚养费增加幅度存在显著差异ꎬ从另一种

角度看ꎬ这就给直接抚养子女一方更大的经济压

力ꎬ不足额的抚养费与子女必要花销相矛盾ꎬ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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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亲家庭的孩子无疑是雪上加霜ꎬ不利于实现子女

利益最大化ꎮ
(四)申请减少抚养费缺少法律规定

实践中抚养费变更之诉除了未成年子女申请

增加抚养费的情形ꎬ也包括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申

请减少抚养费的情形ꎮ «民法典»及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司法解释规定了未成年子女在必要时可以请

求父母增加抚养费数额以保障其合理的生活、学习

需求ꎬ却没有规定父母在特定情况下享有减少抚养

费的请求权ꎮ 由于减少抚养费的诉求缺乏法律依

据ꎬ在审判实践中ꎬ人民法院对此多为不予支持ꎬ在
极个别情形下ꎬ法院也只能依据情势变更原则支持

当事人降低抚养费的诉求ꎮ 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

人民法院(２０２３)吉 ０１ 民终 ６３３２ 号判决书为例ꎬ在
于某甲、于某乙抚养费案件中ꎬ于某甲在孩子 ３ 岁前

每月给付抚养费 ３０００ 元ꎮ 从 ３ 岁上幼儿园起ꎬ上诉

人每月给付抚养费 ４０００ 元ꎬ且一直按时足额给付抚

养费ꎮ ２０２１ 年上诉人更换工作后收入骤降ꎬ且 ２０２２
年上诉人母亲因脑溢血住院需要护工看护ꎬ因现实

生活所迫ꎬ多次联系被上诉人监护人协商变更抚养

费未果ꎬ于是诉至法院ꎮ 二审法院综合多种因素ꎬ
最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４６４ 条第 ２
款和情势变更制度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ꎬ具有一

定的合理性ꎮ
(五)抚养费判决实践中难于执行

抚养费案件的执行一直司法实务中的一个难

题ꎮ 面对法院的强制措施ꎬ被执行人往往会出现两

种情况:一部分人会迫于法律强制执行的压力而尽

快履行ꎬ另一部分则选择抗拒到底甚至消失无踪ꎮ
即使法院强制执行成功ꎬ日后还是会存在不支付后

续抚养费的问题ꎮ 这样就变成了直接支付方迟迟

不愿支付抚养费ꎬ抚养孩子的一方不停地向法院提

出执行申请ꎬ如此循环往复ꎬ不仅加深了男女双方

的矛盾ꎬ也浪费了司法资源ꎮ 追根究底ꎬ还是抚养

费强制执行落实不到位ꎬ多方面因素致使大量抚养

费执行案件最终不得不中止ꎬ从而导致未成年子女

无法通过法律手段获得应得的经济支持ꎬ其生活质

量亦随之持续下滑ꎮ 倘若此时直接监护人又面临

财务困境ꎬ将进一步恶化两人本已艰难的生活状

况ꎮ 无形间ꎬ这种压力传导至儿童身上ꎬ迫使他们

过早地面对现实并迅速成长ꎬ同时因父母一方或双

方情感支持的严重匮乏而产生难以弥补的心理空

缺ꎬ独特且复杂的心理结构常常在独立型和依赖型

人格中交织ꎬ很容易形成矛盾结合体ꎮ 因此离婚后

按期足额给付抚养费对未成年子女的成长教育环

境具有重要意义ꎮ
三、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给付问题的解决

途径

(一)确定抚养费的收入范围

改善抚养费数额偏低的情况ꎬ确定抚养费收入

范围是解决未成年子女抚养费问题的关键环节ꎮ
支付抚养费的一方由于收入范围和收入的不固定

化ꎬ使得抚养费计算数额差距甚远ꎮ 为了更准确地

计算抚养费ꎬ确保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

的保障ꎬ我国法律有必要对收入范围进行更为详细

和具体的划分ꎬ赋予其更明确的法律含义和制度框

架ꎮ 在确定抚养费计算基数时ꎬ应涵盖工资、奖金、
保险收益、失业救济、养老与退休福利等多方面福

利及其他各类收入ꎮ 对于那些有意隐藏财产或拒

不提供收入证明的行为ꎬ法院不能仅以当事人举证

情况不足以证明对方的收入情况可以支付所请求

的抚养费数额认定具体数额ꎮ 公民能力有限ꎬ即使

对方存在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也根本无法知悉ꎬ
此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进

行调查ꎮ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

益ꎬ对于那些难以确定但又能通过其他证据间接证

明对方具备抚养能力的情况ꎬ应以国家统计局发布

的上一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抚养费的计

算依据ꎮ 这样做既可以避免由于法律条款的不可

执行性而导致判决标准不统一ꎬ同时也能最大限度

地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ꎮ
(二)设立科学的抚养费计算标准

我国法院在酌定抚养费的数额时通常多考虑

抚养费支付一方的经济状况ꎬ对于直接抚养子女方

的实际生活需求较为忽视ꎮ 粗略的百分比抚养费

计算方式再加上偏向于考量支付方的经济状况ꎬ导
致我国抚养费数额普遍偏低ꎬ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水

平不一的城市间ꎬ这种差异更为明显ꎮ 鉴于此ꎬ有
必要制定一套科学合理的抚养费计算标准ꎬ确保离

异家庭中的未成年子女能够获得充分的生活保障

和人文关怀ꎮ 设立科学的抚养费计算标准ꎬ笔者建

议可以从抚养方和支付方两种不同的角度设立ꎮ
１.根据年龄划分不同的计算标准

一方面ꎬ站在抚养未成年子女方的角度可以根

据子女年龄划分成不同的阶段按不同的标准计算ꎮ
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在对子女抚养方面作出

了明确的规定ꎬ两周岁以下的子女以母亲抚养为原

则ꎬ子女年满 ８ 周岁的确定由谁抚养时应当听取未

成年子女的意见ꎮ 基于此我们可以将子女年龄划

分为三个阶段ꎬ即不满 ２ 周岁、２ 周岁到 ８ 周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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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８ 周岁ꎮ 子女初生的两年之内ꎬ家庭因奶粉、婴儿

食品及基本营养需求所需高额的开支ꎬ面临较大的

经济负担ꎮ 如果在婴幼儿阶段将抚养费固定在月

收入的 ２０％~３０％显然忽视了直接抚养方承担责任

的实际重量ꎬ此时非直接抚养方应担负更重的经济

责任ꎮ 鉴于此ꎬ合理的做法是ꎬ基于非直接抚养方

的经济能力ꎬ扣除其基本生活需求后按 ６０％ ~ ７０％
的比例确定抚养费数额ꎬ以更公平地分担双方责

任ꎮ ２ 周岁到 ８ 周岁的孩子普遍处于上幼儿园和上

小学二年级的阶段ꎬ经济支出相较于之前减少ꎬ子
女大多在教育机构接受教育ꎬ直接抚养方有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自己的工作ꎬ支付抚养费方此时

负担的费用可以适当减少ꎮ 对于已满 ８ 周岁的孩

子ꎬ心智都相对成熟ꎬ基本的生活支出情况已经确

定(除非有患病等例外需要额外支出情况)ꎬ直接抚

养方投放在照顾孩子上的时间精力也都大幅缩减ꎬ
忙于自己的事业打拼ꎮ 此时父母双方的责任负担

可以持平ꎬ承担孩子日常费用的义务也可以平均分

配ꎬ按照法律规定的 ２０％ ~ ３０％的比例支付抚养费

也相对公平ꎮ
２.根据收入情况划分不同的计算标准

另一方面ꎬ可以站在支付抚养费角度根据当事

人收入情况划分不同的计算标准ꎮ 对于高收入者ꎬ
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４９ 条规定ꎬ按
照 ２０％~３０％的抚养标准给付ꎮ 其每月给付抚养数

额远远超出未成年子女的实际生活需要和当地的

实际生活水平ꎬ根据当事人申请ꎬ法院可以适当下

调抚养费收取比例ꎮ 对于正常工资收入者或者无

固定工资者ꎬ法官应当转变思维方式ꎬ站在抚养方

角度考虑孩子实际需要情况ꎬ尽可能在法律范围内

按照高标准认定抚养费数额ꎬ满足未成年子女正常

生活、医疗、教育等正当需求ꎮ 对低收入者ꎬ则参照

各地区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抚养费ꎬ保障未成

年子女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ꎮ 总之ꎬ法院应将维护

儿童“发展利益”的费用纳入抚养费的考量范围ꎬ在
儿童父母客观能力允许的范围内提高抚养费的给

付标准ꎬ最大限度将“最有利于未成年原则”贯彻在

离婚案件具体审判规则中ꎮ
(三)细化变更抚养费数额的法律规定

夫妻离婚后ꎬ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

婚而消除ꎬ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

义务ꎬ这是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ꎮ 随着消费水平

的增长和子女教育、医疗费用的增加ꎬ子女的需求

变化使得原有的抚养费数额难以满足基本生活需

要时ꎬ抚养费数额的变更请求也就成了人之常情ꎮ
实践中法院虽对增加抚养费的请求予以肯定ꎬ但是

增加抚养费的数额、幅度却大有不同ꎮ 由于缺乏详

尽的规范性指导ꎬ法官在个案裁判中的差异显著ꎮ
明确规定增加抚养费的情形与数额ꎬ既能优化司法

处理流程ꎬ又有助于塑造社会对未成年子女养育的

正面态度ꎬ助力实现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ꎮ 当

然ꎬ抚养费变更之诉不仅仅包括抚养方作为法定代

理人以未成年子女的名义起诉的情况ꎬ也包括抚养

费支付方申请减少抚养费数额的情形ꎮ «民法典»
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父母在特定情况下申请减少

抚养费的条件并没有法律规定ꎬ这就导致实践中父

母申请减少抚养费数额总是较为困难ꎮ 由于缺少

法律指引ꎬ法官在裁判过程中大多秉持“公权力法

无授权不可为”的理念ꎬ不敢肆意裁判支持当事人

降低抚养费的诉讼请求ꎮ 只有例外情况下经法院

核实调查ꎬ申请人的确存在客观情况发生变化的ꎬ
才会基于公平原则和情势变更制度支持原告的诉

讼请求ꎮ 虽然法官可以依据相关原则进行案件的

裁量ꎬ但原则终究替代不了规则ꎬ缺少专门细化的

法律规定不是长久之计ꎮ 因此ꎬ完善抚养费变更之

诉的法律细节ꎬ明确规范抚养费增减条件及标准至

关重要ꎮ
(四)改善抚养费执行难的困境

１.尽可能一次性支付抚养费

实践中大多数给付抚养费纠纷都是因为采取

每月按时给付的方式引起的ꎮ 抚养费给付的不间

断持续性ꎬ在一定程度上会给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

造成给付压力ꎬ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的愧疚随着时

间的流逝渐渐削减ꎬ按时支付抚养费的压力再掺杂

生活琐事的烦心都会使得按时支付抚养费一方撂

挑子不干ꎮ 照顾未成年子女一方因为抚养费的不

按时给付ꎬ再结合生活中各种必要支付造成的余额

不足的现实压力ꎬ起诉到法院就成了当下最好的解

决办法ꎮ 针对这种情况ꎬ法院在处理抚养费纠纷的

时候ꎬ若能引导当事人双方采取一次性支付抚养费

的解决方案ꎬ实际的执行效果会更佳ꎮ 当然ꎬ一般

情况下一次性支付抚养费方式的总额要比按月度

支付抚养费方式的总额要少ꎬ但对双方当事人来说

都是个不错的选择ꎮ 对于拥有抚养权一方而言ꎬ一
次性收取抚养费虽然钱少ꎬ但却避免了日后对方一

旦违约自己还要去法院不停起诉的风险ꎮ 而对于

支付抚养费的一方来说ꎬ一次性给付抚养费的总数

要比按月给付的总数少得多ꎬ还可以一次性解决纠

纷ꎬ之后也不用为每月给付抚养费而头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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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通过公证赋予协议强制执行的效力

根据案例检索情况ꎬ实务中抚养费纠纷大多与

离婚协议挂钩ꎬ加强抚养费给付保障当然也可以从

离婚协议入手ꎮ 夫妻双方在离婚时所签的抚养协

议通常是夫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ꎬ对当事人都具

有法律约束力ꎮ 为此ꎬ民政部门在办理离婚手续时

可以告知当事人对离婚协议进行公证ꎬ赋予离婚协

议可强制执行的效力ꎮ 若支付一方违约ꎬ另一方不

用去法院起诉经历一审、二审甚至再审的诉累ꎬ可
以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ꎮ 当然ꎬ即
使赋予离婚协议强制执行的效力ꎬ也只是减少了当

事人的诉累ꎬ面对不履行离婚协议约定的抚养费给

付情况ꎬ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ꎮ 当事人可以根据

«提存公证规则»第 ６ 条的规定进行约定ꎬ一方将抚

养费提存于公证处ꎬ公证处按照协议约定进行给

付ꎮ 这样既强化了监护人责任的落实和执行ꎬ督促

监护人不因婚姻关系或其他感情关系而影响抚养

费的正常支付ꎬ也避免了和对方因抚养费给付发生

正面冲突ꎬ更好地维护父母子女关系ꎮ
３.加大惩戒力度

对于有收入却故意隐瞒不履行抚养费给付义

务或者故意不履行法院判决书中给付抚养费相关

义务的ꎬ应当加大惩处力度ꎮ 尽管法院在抚养费的

相关判决中往往会写明ꎬ若当事人未能在判决书规

定的时间内履行给付金钱义务ꎬ应当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ꎮ 但是现实中该条款对于部

分给付义务人来说不痛不痒ꎬ执行仍然存在困难ꎮ
对于该种情况ꎬ普通的民事制裁已经不能威慑有抚

养能力而故意不给付的当事人ꎬ所以有必要增加刑

事制裁ꎬ采取监禁或社区矫正等非监禁手段督促义

务人尽快履行义务ꎮ 也可以借鉴外国经验ꎬ将吊销

驾驶证、扣押一定数额的财产、冻结个人存款等影

响日常生活的办法纳入考虑范围ꎬ一方面能减轻法

院案件的数量ꎬ另一方面也能保障未成年子女正常

的生活需求ꎮ
四、结语

在离婚率持续攀升的社会背景下ꎬ单亲家庭儿

童的数量也随之增加ꎮ 与双亲家庭相比ꎬ单亲家庭

更容易遭遇经济困境ꎮ 作为未成年子女基本生活

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抚养费的具体金额、支付频

率及给付时间对他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ꎮ 在这类

家事争议中ꎬ法官既是程序上的领导者ꎬ也是双方

矛盾的调解者ꎬ并最终承担起裁定抚养费具体数额

的责任ꎮ 这种多元化的职责要求法官不仅精通家

庭纠纷处理的专业知识ꎬ更需以未成年人最佳福祉

为核心考量ꎬ切实保障未成年孩子的合法权益不受

侵害ꎮ 当然ꎬ优越的经济条件固然可以更好地满足

子女物质方面的需求ꎬ但父母在心灵上的陪伴和精

神上的指引ꎬ对子女健康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

形成显然更为重要ꎮ 在家庭关系解体的阴影下ꎬ孩
子们往往成为无声的受害者ꎮ 单纯依赖法庭判决

来确保抚养费的及时、足额支付是远远不够的ꎬ更
多地需要父母双方相互理解ꎬ相互协商ꎬ共同呵护

未成年子女幸福健康成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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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ｉｍｏｎｙ ａｆｔｅｒ ｄｉｖｏｒｃｅ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ｓｈｉｐꎬ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ａｌｉｍｏｎｙꎬ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ｌａｙ ａ ｖｉｔ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ｐ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ｈｅ ｄｉｖｏｒｃｅ ｒａｔ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ｌｉｍｂｉｎｇ ｙｅａｒ ｂｙ ｙｅａｒ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ｉｖｏｒｃｅｄ ｐａｉｒ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７２６ꎬ１００ ｉｎ

２０２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ｙｅａｒ.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ｉｖｏｒｃ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ｉ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ｎ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ｒｉｓｅ ｉｎ ｄｉｖｏｒｃｅ ｃａｓｅｓ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ａｌｉｍｏｎｙ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ｎ ｕｒｇ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ｏ ｂｅ ｓｏｌｖｅｄꎬ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ａ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ｍｉｎ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 ｔｈｅｉｒ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ꎬ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ｖ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ｆｅｅｌ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ｏｓｔ￣ｄｉｖｏｒｃｅ ａｌｉｍｏｎｙ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ꎬ ｃｌｅａ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ｒｅｃｏｕｒｓｅ ｐａｔｈ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ｉｍｏｎ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ꎬ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ｉｍ ｏｆ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ｍｉｎ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ｉｖｏｒｃｅ ｃａｓｅｓꎻ ｍｉｎ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ꎻ ａｌｉｍｏｎｙ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ꎻ 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４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