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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證券交易法與商業會計法》 

試題評析 

第一題：考點涉及股份有限公司財務方面，考生對公司法該部分恐稍感陌生，導致作答不易，然本

題並不困難。一子題涉及公司法第 140 條適用與操作，一子題則為股份轉讓方法，及公司

法第 165 條之對抗效力要件，把握上述要點，相信獲致高分應非難事。 

第二題：本題涉及證券交易法第 155 條第 1款規定，該款規定於解釋適用上並不困難，考生宜詳細

作答，惟欲獲致高分仍需將學者對本款規定之評析，作充足說明，如此本題分數必定筆到

擒來。 

第三題：商會法申論題共計 10 分，係第八章審核之重要觀念，老師於總複習即再三強調其命題可能

性極高，考生應已駕輕就熟。測驗題題目簡單，唯第 25 題之選項有瑕疵，選項(C)、(D)似

乎皆可、也皆不可，考生可留意考選部公告的答案，適時地提出疑義，以維護自己的權益。

 

甲:申論題部分(50 分) 

一、甲股份有限公司為非公開發行公司，資本額為新台幣一億元。甲公司未印製股票。現甲公司急需

週轉資金，擬現金增資，請附理由說明下列問題： 

(一)甲公司之股東 A若欲轉讓其所有之股份給 B，應如何為之？(10 分) 

(二)因甲公司營運狀況不佳，集資困難。請問甲公司可否折價發行以完成現金增資？(10 分) 

【擬答】 
(一) 

1.民國九十年公司法修正前，公司法第 161 條之 1規定，對所有股份有限公司課以發行股票義務，然在小規

模閉鎖性公司，並無依股票證明其持有股份之必要，是以民國九十年公司法修法後，僅於實收資本額在新

台幣五億元以上之股份有限公司，方負有法定發行股票之義務，今本例甲股份有限公司並非為具有法定發

行股票義務之公司，且亦未印製股票，故甲公司並未發行股票，合先敘明。 

2.甲公司未發行股票時，其轉讓股份之方法 

在股份自由轉讓原則下，未發行之股票時之股份，仍得轉讓並無疑義。然應如何轉讓，依公司法實務見解， 

公司股份之轉讓，只需當事人間具備要約與承諾之意思表示即可，至於在公司股東名簿上之記載變更，僅 

為對抗公司之要件而已。是以在公司未發行股票時，公司股份之轉讓，只需當事人之轉讓合意即發生轉讓 

效果，且此一轉讓合意不以書面為必要。惟需注意依公司法第 165 條第 1項規定，股份之轉讓，非將受讓 

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所或居所，記載於公司股東名簿，不得以其轉讓對抗公司。是以於轉讓股份場合時， 

雙方當事人仍宜作成轉讓合意之書面，藉此向公司請求過戶。 

故本例甲公司股東 A轉讓其股份與 B時，A僅需與 B達成讓與股份之合意，即發生轉讓之效力。至於股 

東名簿之變更僅為對抗公司之效力，惟於公司實務中，A與 B仍宜作成轉讓合意之書面，用以請求公司辦 

理過戶。 

(二)甲公司不可折價發行以完成現金增資 

1.所謂折價發行，公司股票上採有一定金額，亦即票面金額，當發行價格低於票面金額時，即所謂折價發行。 

公司法第 140 條規定，股票之發行價格，不得低於票面金額。但公開發行股票之公司，證券管理機關另有

規定者，不在此限。 

其立法意旨在於落實資本維持原則。將股票定有面額，並限制其不得折價發行，故必須以等於或高於面額

之價格發行，如此得以確保公司之資本並無灌水之虞。惟於民國九十年修正公司法第 140 條時，增訂但書

規定，其增訂考量為因應公開發行公司其股票市場價格低於票面價格，卻礙於禁止折價發行規定，導致資

金籌措困難，故修正公司法使公司發行公司於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時，得以折價發行股票之方式籌資。

即為創造企業良好籌資環境，俾利於企業發行新股以籌措資金之考量。 

2.今甲股份有限公司為非公開發行公司，意欲折價發行以完成現金增資，然因甲並非為公開發行公司，是以

無法適用公司法第 140 條但書規定，故依公司法第 140 條本文之規定，甲公司不可折價發行以完成現金增

資。 

 

【參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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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芳枝，《公司法（下）》。 

王文宇，《公司法論》，元照出版。 

黃政大，「公司法」講義第三回，P4、P24。 

 

二、甲擅長短線操作買賣股票，稱得上股市老手。民國 97年 2 月 13 日，甲透過其於 A證券商開立之

現金交易帳戶，買進 B上市公司之股票四百張（四十萬股），買進之平均價格為每股新台幣一百

元，總金額為新台幣四千萬元。然因資金調度不順，甲於交割日時，其證券交割之銀行帳戶中僅

有新台幣兩千萬元，無足夠金額辦理交割。請問：證券交易法對於甲之行為有何刑事處罰之規定？

就學理而言，此一規定是否妥適？(20 分) 

【擬答】 
(一)甲違反證券交易法第 155 條第 1款規定，依證券交易法第 171 條規定需受刑事處罰。 

依證券交易法第 155 條第 1款規定，對於證券交易所上市之有價證券，不得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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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影響市場秩序之行為。民國 95年修正本款規定時，考量因實務運作

上委託買賣雙方一經撮合即為成交，並無不實際成交之情形發生，爰刪除不實際成交之用語。另外考量交易

市場係採兩階段交易，包括投資人委託證券商買賣及證券商申報買賣，故不履行交割包括投資人對證券商不

履行交割，以及證券商對市場不履行交割等兩種態樣，爰修正第一款為委託買賣或申報買賣，以資明確。由

此可知本款態樣包括「投資人委託買賣業經成交而不履行交割」以及「證券商申報買賣業經成交而不履行交

割」兩種。修正理由說明中尚值得注意之點為本款之立意係為防範惡意投資人不履行交割義務，影響市場交

易秩序。至於一般投資人若非屬惡意違約，其違約金額應不致足以影響市場交易秩序，不會有本款之該當，

自不會受本法相關刑責之處罰。 

今甲透過其於 A證券商開立之現金交易帳戶，買進 B上市公司之股票四十萬股，總金額為新台幣四千萬元，

甲於交割日時，其證券交割之銀行帳戶中僅有新台幣兩千萬元，無足夠金額辦理交割。甲投資人對 A證券

商委託買賣，業經成交而不履行交割，其違約金額為新台幣兩千萬元，從司法實務判決觀察，其違約金額足

以影響市場秩序，故甲之行為該當證券交易法第 155 條第 1款之規定，按證券交易法第 171 條規定，違反證

券交易法第 155 條第 1項者，處三年以上十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金。 

(二)就學理而言證券交易法第 155 條第 1款之規定並不妥適。 

1.就證券交易法第 155 條之規範目的觀之，恐將波及無辜。 

證券交易法第 155 條之規範目的在於禁止以人為操縱方法影響股市交易，扭曲市場機能，如果僅是單純不

履行交割，其並無藉此影響市場秩序之意圖，當無須繩以本款之刑責。然在司法實務運作之下，非屬惡意

違約之投資者因本款規定而遭受刑事制裁者亦不在少數，且司法實務針對足以影響市場秩序之行為，並未

見具體之說明，如此則恐有波及非惡意違約投資者之虞。 

2.從立法例角度觀之 

從美國、日本、歐盟等相關立法條文中，均無如同本款之規定，故從此角度觀之，應參酌外國立法例，對

我國本款規定作進一步研究及省思。  

故而在適用本規範時，應更為謹慎，投資人單純不履行交割，實不宜繩以本規範，在維護市場秩序的考量

下，處罰宜限為於投資人蓄意不履行交割，以達危害市場秩序為目的之行為。 

 

【參考書目】 

賴英照，《最新證券交易法解析》。 

劉連煜，《新證券交易法實例研習》，元照出版。 

王如儀，《證券交易法》，高點出版。 

程首席，《證券交易法》，高點出版。 

黃律師，《證券交易法第四回講義》，P7以下。 

 

三、A公司為 B公司之零件供應商，因 B公司近來貨款之支付有拖延現象，且似有賠本轉賣 A公司所

售予 B公司零件之情事。A公司乃欲瞭解 B公司之財務狀況。請問 A公司能否依商業會計法之規

定，查閱 B公司之決算表冊？(5 分)並委任會計師檢查 B公司之帳簿報表及憑證？(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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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一)1.依商業會計法第 69 條第 2 項規定：商業之利害關係人，如因正當理由而請求查閱前項決算報表時，代表

商業之負責人於不違反其商業利益之限度內，應許其查閱。 

2.依商業會計法第 70 條第 6款規定：違反第 69 條規定，無正當理由拒絕利害關係人查閱者，代表商業之負

責人、經理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3.A 公司為 B公司之零件供應商，與B公司有上下游及貨款收付之關係，係屬商業(B 公司)之利害關係人。 

4.由上可知，A公司依商業會計法之規定，能查閱 B公司之決算報表。 

(二)1.依商業會計法第 69 條規定：商業之利害關係人，得因正當理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員，檢查該商業之會

計帳簿報表及憑證。 

2.故 A 公司只能聲請法院選派檢查員，檢查 B公司之會計帳簿報表及憑證。而無權直接委任會計師檢查其帳

簿報表及憑證。 

 

【參考書目】施敏，「商業會計法」講義，P88~90 之說明。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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