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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償契約獲致的有價證券，諸如禮券或折價券，不宜自定期限；無償契約如贈與的點數，方可自訂使用規則，惟應事先告知消費者。有償契約獲致的有價證券，諸如禮券或折價券，不宜自定期限；無償契約如贈與的點數，方可自訂使用規則，惟應事先告知消費者。

談有價證券之法律性質─禮券中的「不得記載事項」談有價證券之法律性質─禮券中的「不得記載事項」

◎朱言貴

顧名思義，新臺幣是一種通貨，可以自由大量流通，而且不宜設限，俾創造乘數效果，活絡經濟。但是用新臺幣購買禮券之後，反而因為禮券發行者設

定使用期限，令其受到年限之限制，豈不是咄咄怪事？

　　曩昔部分大賣場發行之禮券，往往設有使用年限約定，以廠商片面意思表示，加諸別人身上，造成消費者的極大困擾，實在不足為訓。這種使用年

限之做法，即為法律上「不得記載之事項」，就算發行者加印此種字眼，徒然自己「喊爽」罷了，不生法律效力。

　　茲以票據為例，屬於典型的有價證券，跟鈔票一般，必須自由流通，因此票據乃無條件支付性質；若票據記載有條件之支付字樣，即違反票據不得

記載事項之規定，整紙票據將因而無效。

　　按任何的請求權，都具有時效的問題，而所謂的時效，就是請求權長期行使或不行使，而生取得權利或減損權利的法律效果。前者稱為取得時效，

例如因時效取得所有權；後者稱為消滅時效，讓相對人產生抗辯權，有權拒絕權利人之給付請求，此乃「法律不保護睡眠人」使然，據以維護既存之法

律秩序，否則事隔多年再來算老帳，教人情何以堪！

　　正如新臺幣須輾轉流通，沒有罹於消滅時效的問題，那麼用新臺幣購買的禮券又何嘗不然，怎能限制其使用年限？例如一般買賣貨款的請求權，其

時效期間為兩年，一旦貨物驗收合格，而賣方又不在兩年內請求，那麼其請求權罹於時效而消滅，則買方產生抗辯權（民法第144條第１項），有權拒

絕給付貨款，這項債務便成為「自然債務」，要不要償還債務，完全悉聽尊便。

　　「自然債務」的特色，依照民法第144條規定，就是有債務、沒責任，買方是否願意給付貨款，乃其自由；然而買方若給付貨款之後，就無法把貨

款要回來，此乃「自然債務」的本質。

　　如果我們向百貨公司購買禮券或性質上類似的折價券，在在都要付出一定的代價，雙方之間具備相當程度的「對價關係」。也就是說，吾人之能取

得禮券，乃是花下若干現金購得，可以憑禮券本身，向發行禮券的百貨公司兌換所需要的商品或其他等值的物品。

　　禮券本身也是有價證券之一種，本身具備一定的財產上價值，其權利的行使或移轉，必須與禮券相結合。換句話說，兌換商品務必持有禮券，彼此

間一手交付禮券，而另一手則兌換商品。這類性質的交易，在日常生活中屢見不鮮，大家習以為常。

　　當然，百貨公司不是省油的燈，通常會在禮券上加註使用期限，期間通常為一年或二年，因為使用期限越短，對百貨公司來說越是有利。殊不知在

法律上，足以產生「法源」基礎者，主要具有兩種：一種是法律，另一種則是契約。依民法上第153條第１項規定，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者，契約

即為成立。準此，契約需要雙方當事人同意，並無任何爭議，畢竟每個人須就自己自由意志下的行為負責，鮮有例外。至於在法律方面，表面上由政府

制定之，但在實質上仍經過人民的同意，同樣沒有疑義。

　　假設沒有經過當事人合意之事項，不能發生法律效力，那麼吾人足以理解，無論由誰片面的約定，在法律上都欠缺實質的意義。例如我們搭上公

車，後來發現身上沒有零錢，可是公車上告示牌標示：「請自備零錢，車上絕不找零。」萬一你只有千元大鈔，難道要忍痛損失985元？又如到銀行領

錢時，櫃檯上註明：「錢離櫃檯，概不退換。」倘若領完錢，俟回家清點時，才發覺其中短少數張大鈔，或有若干張的假鈔夾雜其間，難道消費者只能

自認倒楣，別無其他救濟管道可循？假設承認當事人中的一方，有權自訂遊戲規則，而另外一方唯有聽命行事的分，必然導致「先講先贏」的弊端，違

反法律上的正義原則。

　　倘若禮券發行人自訂使用期限，除非不牴觸法律規定，否則毫無效力。例如民法第126條規定：「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一年

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準此，股東對於公司每年應分派的股息、紅利，應該在五年內行使之，若

公司自訂為一年內必須行使，則不生法律效力。

　　不過，禮券或是其他的有價證券，都是因買賣雙方具備「對價」關係，有別於石油公司發行的各類型的加油積點數。後者乃是為了回饋消費者，凡

是購買各石油公司的產品者，即「無償贈與」消費者一定的點數，即使名稱上使用「紅利」字樣，其實不是真正的紅利。參考民法第98條的規定，解釋

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的辭句。因此，石油公司自然有權限定其使用期限。

　　也就是說，點數非有價證券，消費者因為加油而累積，乃是石油公司給予顧客的特別「恩惠」，只要賣方石油公司事先表明點數之使用期限，當然

有其效力，不能與禮券混為一談。禮券是花錢買的，屬於「有償買賣」契約性質，理當受到法律嚴謹的保障。不過，縱使「無償贈與」的點數，若未能

事先告知使用期限，事後又恣意予以廢止，則有違誠信原則（民法第148條第２項），並不具備適法性。

　　明乎此一原理，針對日常生活的各項事務處理，不妨歸納成以下的原則，而可舉一反三，並非僅限於禮券或其他的有價證券。

　　一、以法律及契約做為最高指導原則：基於私法自治原則，契約上有約定，依照契約上之約定；契約上沒有約定，依照法律上之規定。誠然，其前

提是契約沒有違反法律之強制或禁止規定（民法第71條參照）。

　　二、以「有償契約」與「無償契約」相互區隔：有償契約獲致的有價證券，不宜自定期限；唯有無償契約如贈與的點數，方可依據實際的需要，自

訂使用規則，同時必須事先告知消費者，俾其有所因應，不致受到無謂的損失。

　　事實上，無償的贈與契約，本來就比較不受到法律保障，此從民法第408條至第418條之規定，足以覘悉，受贈人既未付出代價，法律即無特別保護

之必要。

（作者為空中大學法律課程教師) (本文保留著作權，未經授權不得轉載）（作者為空中大學法律課程教師) (本文保留著作權，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Top



清流月刊清流月刊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六六月號月號

企業經營者能善用法務管理功能，為其進入跨國經營全球化的過程中，創造出臺灣特有的競爭力。企業經營者能善用法務管理功能，為其進入跨國經營全球化的過程中，創造出臺灣特有的競爭力。

淺談如何落實企業經營中的法務管理淺談如何落實企業經營中的法務管理

◎朱健齊

法務管理的應有認知法務管理的應有認知

　　法務管理在國內外並無詳盡的研究，但在企業中的功能卻舉足輕重，實為融合法律與經營專業於實務的新顯學，並非僅是抄抄寫寫賣弄法律文字的

「高級代書」，故若無法綜和企業經營中有關法律事務所應協同解決的事宜，則甚難提出有效的建議而發揮具體的核心價值。以下淺談法務管理在企業

各部門所能展現之功能，希望未來法務管理亦能協助我國立足兩岸產業，展望全球，進而協助企業落實公司法制治理與投資人之保障、智慧財產之保全

與運用，以及消費者產品使用與服務水平的提高。

　　企業法務所應考量的項目，參考周延鵬副教授之見解，包括資本金融、技術製造、採購行銷、人力資源與組織設計等，此也顯示出企業法律與管理

密不可分的完整架構。

企業技術製造攸關專利訴訟與談判協商企業技術製造攸關專利訴訟與談判協商

　　以技術製造之面向為例，即使公司僅有少數關鍵的技術，但應如何布局，是否須申請專利，都需考慮產業供應鏈與競爭對手的資訊取得，也與該項

技術商品化程度有關。而技術如何能做到對使用者有「養、套、殺」的效果，並累積相關智慧資本與關係資本？許多有價值的資本有賴長時間對工作流

程的觀察，並對潛在被告、競爭者量身訂做申請範圍，此也有賴法務經營者平日經驗力道之深度與智慧。就大多數專利訴訟在兩岸與美國的進行情況而

言，實質上也多以和解並取得雙方授權為雙贏的基礎，且從判例（決）中不難發現，目前兩岸與美國法院對於專利侵害與損害賠償金之認定落差甚大，

臺灣方面對於證據的保全程序（包括專利申請的基礎事實的認知深度）又不若美、日成熟，是故除非專利律師能嫻熟掌握產業知識中之技術內容、範

圍、定義與公司內部的基礎事實，否則企業法務應扛起重責與對方作好協商。

資本市場經營應落實法律風險查核與法規遵循資本市場經營應落實法律風險查核與法規遵循

　　在資本金融的經營構面上，應注意國內外財經制度的演變。以國內為例，必須熟稔公司法、證交法、以及金管會等相關法規，方能運用並結合該內

容於合作契約或併購審查的項目。法務人員需時常以更新的資訊不斷修改手上的相關專案，對於董事會決策、企業資源規畫、財務、公司於上櫃後的證

券市場等，具有提供幕僚式建議與風險評估的重要角色。當企業進行多方轉投資或交叉持股時，法務管理人更應具備進行審查的基本常識，甚或適時地

協同稽核部門、法律事務所、會計事務所提出保留意見（或不同意見），畢竟正常的企業經營者多不願有掏空疑雲或遭檢調偵查之負面新聞，若能維護

商譽並降低股市損害，又能達到健全發展目的，何樂而不為呢？

行銷與廣告應重視消費權益與民法及消費者保護法的落實行銷與廣告應重視消費權益與民法及消費者保護法的落實

　　在採購行銷上，不論是金融商品或一般商品，皆應深入了解產品通路與組合上的效益、與供應鏈之間的關連，從而善用公司系統工具作為平台，以

進行產品組合追蹤與檔案管理；尤其重要者，在行銷企畫案成型後應主動提供法律策略觀點，將應保護消費者之權益同時結合品牌經營上的優勢，使自

己與競爭者做區隔與差異化，提升附加價值。

　　例如以某電子通路商之「就甘心ㄟ」廣告為例，事後的保固服務與終生維修，在消費者保護法本有明文規定，問題僅在於企業本身對基礎事實認定

與對管理義務認定之高低；另以某房仲業的「購屋四大保障服務」為例，從交易前的專業產權調查，交易中的「成屋履約保證制度」，到涵蓋交易前中

後的「高氯離子瑕疵」、「高放射瑕疵」保障及交易後的「漏水保固制度」，所謂的保證也是落實民法「物之瑕疵擔保」規定的細膩化，值得消費者肯

定。所以法務人員可從專業角度對商業模式之創新，替不違背法規框架甚或借力使力的企畫背書，以凸顯法務「平台」的價值。再者，國內消保法承襲

於英美法制，是故用功的法務人員應蒐集累積英美的相關判例，將其轉化為可操作之案例，提供行銷團隊擬定廣告策略參考。

人力資源做好營業秘密與知識管理人力資源做好營業秘密與知識管理

　　在人力資源上，法務人員除需協助資訊部門做好稽核與加強知識管理的常識外，還應將研發的過程或業務資料的傳遞過程，訂定操作守則，將電子

檔、影印本（尤其如技術相關圖冊）等，加以嚴格管理，做好組織記憶的整理，並訓練員工熟稔法律責任。其他諸如兩岸對於員工基礎權益保障的差

異，也需注意人資程序上的諸多繁雜法務需求，才能促進員工對於法務部門的信賴與遵從。

結語結語

　　配合公司的營運發展，法務部門須有專案管理的概念，在每個階段性任務中，適時發揮協助公司其他部門的角色，並充分結合公司的產業分析、業

務發展、產品設計、製程進度等，隨時掌握公司現況，且在提供的專案報告中自動做超連結以發揮增值效果。若碰到在專業與強制法規範的考量時，也

應不卑不亢地委婉說明，即使面對部門主管或董事會，甚或工廠的作業員，皆應摒棄好辯而以條列式說明的方式，例如易懂的關聯圖向不同部門表達，

此亦為企業法務人員應有的自我要求。

　　在布局大陸的過程中，公司的法務部門更應事先進行規劃與風險評估，尋求第一線資訊，並與業務開發人員討論，同時善用坊間書籍且勤作異同整

理，儘快適應不同方言間的轉換；在初進入的過程中，應儘早適應大陸疊床架屋的法制設計與人治社會型態，善用公司所擁有的關係資本與其中央、地

方政府的初期熱戀時段，蒐集所需資料以供後續評估之用，此亦為臺灣在進入跨國經營全球化的過程中，所能掌握同文同種的基本優勢。

　　臺灣在法制上不但有大陸與英美法系雙軌制融合之特色，產業數十年來，總能快速演化，適應且符合日、歐、美大廠的要求，希望企業經營者能善

用法務管理功能，俾能創造出臺灣特有的競爭力。

（作者為東海大學財金系兼任助理教授）（作者為東海大學財金系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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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投資人務必循規蹈矩，合法買賣，若想用不當手法攫得暴利，就必須接受法律的制裁。

集資炒股　刑責上身集資炒股　刑責上身

◎葉雪鵬

之前新聞報導，一群在社會裡算是高收入的菁英分子，包括頗有名氣的藝人、著名報社的記者、前任電視界的臺語主播以及記者開設公司的兄弟等多

人，被調查局查辦另案的時候意外發現，他們竟然集資新臺幣上億元，組成炒股集團，鎖定特定的股票，炒作圖利。

　　民國100年的３月間，日本發生「三一一」大地震，電業及工業受到重大損失；由於當時對電子零件的耗材需求殷切，他們便乘機利用這一題材，

操作製造不斷電系統的電子股「碩天科技」的股票，並放出口風指稱這家公司將因日本大地震而受益，同時用本人或「人頭戶」的名義，以炒作拉抬與

相對成交的方法，製造股票交易熱絡的假象，使當時市價每股只有七十多元的「碩天」股票，一路扶搖直上，到了同年７月間，竟飆至每股一百四十多

元，倍翻的漲幅震驚了證券主管機關與股票市場。調查局為了打擊這種擾亂證券市場的不法行為，報請檢察官主持，對該案擴大偵查；同年10月間，掌

握部分具體事證後，即對十多位犯罪嫌疑人的處所進行搜索與約談，並移送法辦。

　　檢察官的偵查工作，到了次年的４月間才告一段落，其間查出被告炒股規模龐大，被利用的「人頭戶」多達七十餘人。同月25日將涉案被告一共19

人依違反《證券交易法》、《洗錢防制法》以及《商業會計法》的罪名提起公訴。其中主犯２人，包括一名沈淪股市多年的周姓炒手，因惡性重大，各

被具體求刑10年，併科罰金新臺幣2,500萬元；另有５名被告各被具體求刑８年，其他被告包括那位著名的藝人，因情節較輕，沒有被具體求刑。未被具

體求刑的人，因所犯的罪名中，違反《證券交易法》的法定最輕本刑就是３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也許有人覺得只是在證券交易市場上買賣幾張股票，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惡行，怎麼會惹來這麼重的刑事責任？的確，買賣幾張股票算不上什麼罪

大惡極的壞事，問題是在買賣股票的心態上，如果只是想低進高出，從中博取差額利潤，或者購買有如定存的績優股，按期獲配股利，享受增值，都是

不錯的正當投資手法，應該無可厚非。但若存心不良，想在股票市場用不當手法一舉攫得暴利，那就得當心財經特別刑法的制裁了！據相關單位的統

計，截至去（101）年的４月為止，我國450萬戶的家庭中，有200萬戶的家庭進出股票市場，如果有人在股票市場上搞鬼，只管自己牟取不法利益，殺進

殺出，拉抬股價，影響所及不只是廣大的股票族群，也會傷及國家的財經層面。相關單位多年來隨時在積極檢討各種財經法規，尤其是特別刑法方面，

務期各種法律都能追上時代，不讓愛鑽法律漏洞者有機可乘，以確保投資人的交易安全。

　　財經法律中，與股票族關係最密切的莫過於專管有價證券包括股票交易的《證券交易法》，該法的第155條第１項中，原訂有７款對於證券交易所

上市的有價證券的禁止行為，而股票是有價證券的一種，當然是在禁止之列。該法條中的第２款，原是禁止在集中交易市場，不得有不移轉證券所有權

而偽作買賣的行為的規定，後經檢討認為可由其他的禁止規定取代，乃在民國89年２月19日修法時予以刪除，剩餘６款。

　　現行條文的第１款規定：「在集中交易市場委託買賣或申報買賣，業經成交而不履行交割，足以影響市場秩序。」

　　第３款是規定「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與他人通謀，以約定價格於自己出售，或購買有價證券時，使約定人同時

為購買或出售之相對行為。」

　　第４款是規定「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對該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

　　第５款是規定「意圖造成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交易活絡之表象，自行或以他人名義，連續委託買賣或申報買賣而相對成交。」

　　第６款是規定「意圖影響集中交易市場有價證券交易價格，而散布流言或不實資料。」

　　第７款是規定「直接或間接從事其他影響集中交易市場有價證券交易價格之操縱行為。」這是一種概括規定，只要有操縱股價的行為，不問用何種

手段，都在禁止之列。

　　上述案例被告的人數眾多，採的又是共犯形態，有可能第３款至第７款的禁止行為，全被觸及！

　　行為違反了第155條第１項的禁止規定，依同法第171條第１項規定，要處３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上２億元以下罰

金；犯罪所得金額達新臺幣１億元以上者，依同條第２項規定，要處７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500萬元以上５億元以下罰金。這罪的刑罰雖

重，如果在犯罪後自首或在偵查中自白並繳交犯罪所得財物，或供出共犯。依同條第４、５項規定，可以獲得減輕其刑，甚至免除其刑的恩典！

（本文轉載自102年１月31日法務部〈法治視窗〉網頁） （作者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本文轉載自102年１月31日法務部〈法治視窗〉網頁） （作者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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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宏

「不仁仕高位，播其惡於民大矣。」「不仁仕高位，播其惡於民大矣。」

 

「Ｈ7N9禽流感病毒肆虐，國人做好家居衛生措施。」「Ｈ7N9禽流感病毒肆虐，國人做好家居衛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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