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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殊情况下抚养费数额标准的合理认定

──刘某某诉周某甲离婚纠纷案

裁判要旨

人民法院判决准予夫妻双方离婚并确定子女由一方抚养的，

应判决另一方给付必要的抚养费。抚养费数额标准原则上应根据

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

定。其中有固定收入的，抚养费一般可以按其月总收入的百分之

二十至三十的比例给付；无固定收入的，抚养费的数额可以依据

当年总收入或者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有特殊情况

的，则应从“平衡子女实际生活需要和父母负担能力”的角度出

发，根据确定抚养费的基本原则结合案情加以综合平衡把握，并

据此对抚养费数额标准予以适当提高或者降低。

基本案情

2015 年 3 月，刘某某和周某甲确定恋爱关系。2017 年 2 月

26 日双方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周某乙。刘某某和周某甲婚

后感情一般，双方经常为琐事发生争吵，为此刘某某自 2018 年

12 月起回娘家居住，与周某甲分居至今。刘某某曾于 2020 年向

一审法院起诉离婚，一审法院于 2020 年 6 月判决不准双方离婚。

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未能和好，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婚生女现

由周某甲看护，在一起共同生活。刘某某提起本案诉讼，请求：

1.判决双方离婚；2.婚生女周某乙随周某甲生活，刘某某不负担

抚养费用；3.由周某甲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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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结果

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判决：一、准予刘某某与周某甲离婚；

二、婚生女周某乙由周某甲抚养，刘某某每月支付抚养费 1500

元，于每月 15 日之前支付。

刘某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主

张一审判决其每月支付抚养费 1500 元明显过高，其目前没有工

作且涉嫌犯罪，没有经济能力负担一审判决确定的抚养费 1500

元/月。一审在明知其没有工作且涉嫌犯罪的情况下主观酌定抚

养费金额为 1500 元/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周某甲及周某

乙的住址均为农村，即使按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的

标准计算抚养费的话，也远低于 1500 元/月。综上，请求撤销一

审判决第二项中关于抚养费的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四十

九条的规定，抚养费的数额可以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

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有固定收入的，抚养费

一般可以按其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比例给付。负担两

个以上子女抚养费的，比例可以适当提高，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

收入的百分之五十。无固定收入的，抚养费的数额可以依据当年

总收入或者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有特殊情况的，

可以适当提高或者降低上述比例。本案中刘某某因涉嫌刑事犯罪

被取保候审，且无固定工作，当前居住在×市，2020 年×市私

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49574 元即月工资为 4131 元，参

照上述工资标准，一审法院按照每月 1500 元标准支付抚养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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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高于司法解释确定的标准。刘某某现处于取保候审状态，属于

有特殊情况，可以适当降低抚养费支付标准。故酌定刘某某每月

支付抚养费 800 元至婚生女周某乙独立生活为止。综上所述，刘

某某的上诉请求成立。据此，二审判决：一、维持一审民事判决

第一项即：（一）准予刘某某与周某甲离婚；二、变更一审民事

判决第二项为：婚生女周某乙由周某甲抚养，刘某某每月支付抚

养费 800 元婚生女周某乙独立生活为止，于每月 15 日之前支付。

案例解读

本案主要涉及有特殊情况下抚养费标准的合理认定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 1085 条第

1 款规定：“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

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

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因此，对于夫妻双方育有

子女的离婚案件来说，人民法院在判决夫妻双方离婚应当对子女

抚养问题一并作出处理，即应当在判决中明确子女由一方抚养，

另一方则支付抚养费至子女独立生活为止。不过关于抚养费的数

额标准问题，民法典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以

下简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在其第 49 条对这一问题作

出了相对明确的规定：“抚养费的数额，可以根据子女的实际需

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有固定收

入的，抚养费一般可以按其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比例

给付。负担两个以上子女抚养费的，比例可以适当提高，但一般

不得超过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无固定收入的，抚养费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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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依据当年总收入或者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

有特殊情况的，可以适当提高或者降低上述比例。”

根据上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49 条规定的内容，

人民法院在确定抚养费数额时，其基本原则就是根据“子女的实

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这三个方

面的因素予以综合考量。而对于具体操作则采取了以下标准：一

是对于有固定收入的，抚养费一般可以按其月总收入的 20～30%

的比例给付（负担两个以上子女抚养费的，比例可以适当提高，

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二是对于无固定收入

的，抚养费的数额可以依据其当年总收入或者同行业平均收入，

参照上述有固定收入情形下的 20～30%的比例确定。

当然上述抚养费确定的数额标准显然是在通常情况下的数

额标准。然而考虑到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实践中也确实会出现各

种各样的特殊情况，对此《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49 条

只是原则性的规定了“可以适当提高或者降低上述比例”。因此

对于实践中出现的像本案这样的特殊情况，则需要根据确定抚养

费的基本原则结合案情加以综合平衡把握。从以上谈到的确定抚

养费的基本原则内容来看，抚养费的确定需要考虑三方面因素，

即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

平。这其中的“实际需要”和“实际生活水平”显然应以正常合

理为限，需以当地一般家庭的收入和支出标准进行衡量，然后由

父母双方根据各自实际负担能力予以合理分担。即“人民法院应

当在尽量保护子女利益的基础上，尽可能使抚养费既能满足子女

的实际需要，又不至于给父母双方造成过重负担或使抚养费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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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相的财产分割手段，使父母双方得以适当、均衡负担”。也就

是应坚持“平衡子女实际生活需要和父母负担能力”的合理标准。

例如在本案中，刘某某因涉嫌刑事犯罪而处在被取保候审状态

中，这与通常情况下具有完全自由的父母一方相比，显然属于有

特殊情况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依法是可以适当降低应给付抚养

费的数额标准的。而刘某某当前居住在×市且无固定工作，如果

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49 条所规定的无固定收入

情形下按照同行业平均收入即 2020 年×市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

平均工资为 49574 元即月工资为 4131 元的 20～30%来计算，其

数额亦为 826～1239 元而不到 1500 元，一审判决刘某某按照每

月 1500 元标准支付抚养费明显高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

第 49 条确定的标准。而刘某某在本案中属于有特殊情况，可以

适当降低其应给付的抚养费数额标准，即可以考虑适当低于 20%

的比例标准，也就是可以适当低于上述按20%计算得出的826元。

二审综合考虑上述情况，酌情确定刘某某按每月 800 元的标准支

付抚养费，既充分考虑了子女的实际利益需要，又充分考虑了不

直接抚养子女而应给付抚养费一方的特殊情况，在做到二者合理

合法平衡的同时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从当前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来看，实务中对于抚养费给付存

在特殊情况的案件并不鲜见，本案这种情形只是其中常见的一种

情况，那就是离婚时不直接抚养子女而应给付抚养费的一方有

“可以适当降低”的情形。这种情形在实践中除了像本案这样的

情况外，还多见于应给付抚养费一方身患重病、具有残疾或因犯

罪而被羁押等情况。这些情况都可以作为有特殊情况而在判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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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情适当降低其抚养费支付数额标准。当然就实践而言，从“平

衡子女实际生活需要和父母负担能力”的角度来看，对于抚养费

可以适当提高或降低的特殊情况的标准把握，可以概括总结如

下：一、在以一般家庭生活需要标准考虑子女实际生活需要的前

提下，如果直接抚养子女一方无特殊情况但不直接抚养子女而应

给付抚养费一方出现被羁押、重病或残疾等特殊情况的，应给付

抚养费一方可以适当降低抚养费支付标准；反之若直接抚养子女

一方具有重病或残疾等特殊情况的，则另一方应适当提高抚养费

支付标准。在父母双方均无上述被羁押、重病或残疾等情形的，

如果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收入水平远超当地一般收入水平而

另一方收入水平一般甚至无固定收入的，则可以认为存在特殊情

况而考虑适当降低另一方的抚养费支付标准；反之若直接抚养子

女一方经济收入水平一般甚至无固定收入，而另一方收入远超当

地一般收入水平的，则同样可以认为存在特殊情况而考虑适当提

高另一方的抚养费支付标准。二、有特殊情况需要适当提高抚养

费支付标准的，其计算比例应适当高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

一》第 49 条所规定的“20～30%”中的 30%；有特殊情况需要适

当降低抚养费支付标准的，其计算比例应适当低于《民法典婚姻

家庭编解释一》第 49 条所规定的“20～30%”中的 20%。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五条 离婚后，子

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

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

法院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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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

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的解释（一）》

第四十二条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所称“抚养费”，包括

子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

第四十九条 抚养费的数额，可以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

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

有固定收入的，抚养费一般可以按其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

至三十的比例给付。负担两个以上子女抚养费的，比例可以适当

提高，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

无固定收入的，抚养费的数额可以依据当年总收入或者同行

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

有特殊情况的，可以适当提高或者降低上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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