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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業為提高經營效率，實施組織再造，控股公司為一有利選擇，同時異業種例
如銀行與證券業務之結合亦可能以控股公司方式完成之。而控股公司之形成可能以
股份交換、股份移轉、及公司分割方式為之。控股公司乃以持股方式支配他公司之
事業活動，形成控制與從屬關係，為避免控股公司濫用其地位侵害從屬公司股東與
債權人權益得依公司法關係企業章規範之。不過，純粹控股公司本身收益完全依賴
從屬公司之事業活動結果，而其股東對於從屬公司之事業活動卻無法置喙，致使股
東之出資風險性增高。從而如何恢復控股公司股東地位成為一重要課題。其內容包
括 1.控股公司監控体制之加強–賦與控股公司監察人對從屬公司之調查權與控股
公司股東對從屬公司情報收集權；2.控股公司股東參與從屬公司意思決定之可能
性；3.二重代位訴訟之可能–控股公司股東得直接對從屬公司董監事提起代位訴
訟。此外為避免妨害孔股公司機動性買賣企業以調整組織之機能，其目的事業應以
彈性記載方式為要。

本研究計畫乃參酌國外立法例而為上述之檢討結果，冀能提供修法之參考；另
外對於控股公司之規範認為無須單獨立法之必要，不過金融控股公司基於業務之特
殊性與專業性，並涉及情報流用、關係人交易等不法行為之禁止，則仍有特別立法
之必要。

關鍵詞︰企業結合、控股公司、監控體制、公司分割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operation, restructuring of organization is often 
practiced. The formation of holding company is one of the advantageous measures. The 
merge of banking and security businesses can be implemented via the holding company.
The formation of holding company can be established using the measure of share 
exchange, share transfer, or cooperate separation.

The holding company can control the business activity of other companies that it owns, 
establishing the controlling status and parent-subsidiary relationship. To prevent the 
holding company from abusing its right to harm the interest of the companies it owns and 
their creditors, the practice of holding companies should be regulated. The revenue of 
pure holding company comes solely from the outcome of business activity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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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idiary company. As the shareholders of the subsidiary company do not have a saying 
on the business activity of the subsidiary company, the risk of the capital investment of 
shareholders of subsidiary company is increased. As a result, it becomes an important 
issue to restore the right of shareholders of subsidiary company. Relevant issues include 
1. enforcing the monitoring system of the holding company – giving the supervisory 
authority of holding company the right of investigation on the subsidiary company and 
the right of gathering information on the subsidiary, 2. the feasibility to allow the 
shareholders of holding company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cision making of the subsidiary 
company, 3. the possibility to practice dual derivative action- allowing shareholder of 
holding company to file the derivative action to the members of board of the subsidiary 
company. In addition, for the holing company to be responsive in buying and selling 
business to adjust the functionality of the organization, the issue on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target business should be flexible.   

This research plan is prepared after examining foreign legist ration on relevant issues.
It is hoped that it can be consulted in the future revision of regulations. It is not 
considered to be necessary to have separate regulations made for the holding company. 
However, there is a need to have separate regulations made for the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considering its specialization as well as professionalism, and possible illegal 
conduct involved on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trading.

Keywords: Corporate Consolidation, Holding Company, Company Monitoring System, 
Corporate Separations

研究報告內容

由於經濟上之不景氣，金融業陷於經營困境，實施企業結合成為一時風潮。而
企業結合可以合併與控股方式完成之，不過合併方式於現在實務上或法律上仍有許
多障礙存在，例如銀行、證券業或其他異業種之合併等，從而美國或日本則以控股
公司方式，使銀行業與證券業務等兼營成為可能。此外，控股公司乃獨立於企業集
團之各各事業單位（公司），掌握企業集團全体之經營策略，運籌惟握，此有助於提
高企業集團之經營效率；同時又基於控股公司之持股轉讓之方便性，容易配合集團
之策略運用，買賣企業而有利於企業組織再造。所以，企業為提高經營效率，調整
組織之際，控股公司之經營模式不失為一有利之選擇。本研究計畫並不限於金融控
股公司，乃以「控股公司」之法律問題為研究中心，冀能有效規範控股公司以達保
護利害關係人之目的。

何謂「控股公司」於現行法並無明確定義，本研究計畫首先將控股公司定義為
持有被控股公司股份總數或出資額達其資產總額 50％以上者，從而控股公司可分為
事業型控股公司與純粹控股公司；控股公司與被控股公司之關係準用公司法關係企
業章之「控制」與「從屬」關係。除金融業鑒於該業種對產業經濟影響重大故，對
其轉轉投資或資金運用設有嚴格限制外，一般控股公司於現行法下皆可能成立。然
而控股公司形成方式，日本立法例乃足以為參考。蓋雖可依現行法以現物出資理論，
讓與營業．財產方式而形成控股公司，但因須經估價與讓與程序，過於費時與煩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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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實際。所以日本另依組織變更理論，性質上與合併相同而採股份交換、股份
移轉、公司分割方式形成控股公司。

控股公司之利害關係人保護上可從二方面而言，即控股公司股東地位之法律問
題，與控股公司本身之股東保護問題。前者由於控股公司對被控股公司已達經營支
配狀態，為避免濫用其控制地位侵害被控股公司之股東與債權人之權益，民國 86
年公司法中所增訂關係企業章得以規範，惟未採美國之揭開面紗原則理論，致使債
權人保護未臻周延，而受指摘；後者尤其純粹控股公司，因公司本身收益完全依賴
被控股公司之事業活動結果，其股東對於被控股公司之事業活動卻完全無法置喙，
致使股東地位嚴重削弱，出資風險增高。從而如何恢復股東地位成為一重要課題。
本研究計畫參酌國外立法例認為其內容應包括，1.控股公司監控體制之加強：控股
公司股東對於被控公司事業活動之有效控制可能間接由控股公司之董事完成之，從
而有效的監督控股公司董事適當的行使對於被控公司之權利，以確保被控公司事業
活之順利進行，所以應賦與控股公司監察人對被控股公司之調查權及控股公司股東
對被控公司情報收集權，才能確實掌握狀況，以便追及董監事之責任；2.控股公司
股東參與被控公司意思決定之可能性：對於被控公司股東會之重要議案，例如營業
轉讓、章程變更、合併等應先經控股公司股東會決定該表決權之行使，再由控股公
司董事代表行之，1983 年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即有此見解之判例出現；3.二重代位訴
訟之可能：控股公司董事依法得提起代位訴訟以追及被控公司董監事責任時，但卻
怠於行使，尤其純粹控股公司股東收益完全繫於被控公司，受害深重，故應使控股
公司股東得直接對被控公司董監事提起代位訴訟。此外控股公司目的事業應如何記
載﹖蓋目的事業為股東出資理由與風險判斷之依據，從而為章程上絕對必要記載事
項，且應明確具體之記載為必要。惟純粹控股公司本身未經營任何事業，若嚴格要
求記載被控公司之事業者，則恐有害於控股公司機動性買賣他企業從事組織調整之
機能。因此於股東保護之原則上應彈性的記載目的事業內容，例如本公司業務為持
有國內外各種類公司之股份．持分並支配．管理之。

以控股公司實施企業結合，基於持股之結構致使股東權縮減及如恢復其地位之
論述於國內文獻中仍未見提起，而此亦為現行法尚為闕如部份，因此本研究計畫之
完成乃有助於修法之參考，冀能確實保障控股公司之關係人利益。由於控股公司基
本上仍為一公司型態，利害關係人之保障本為公司法規範之範疇，而發生控制與從
屬關係部份，亦已於公司法規範之，並鑑於國外之立法例，例如日本於 1997 年開放
控股公司之設立，隨即修訂相關法令配合之，從而認為對於控股公司之規範似無單
獨立法之必要。不過，金融控股公司因涉及該業種之業務特殊性，更須審酌情報流
用、關係人交易等不法行為之規範，因此另外特別立法乃有其必要，因此美國、日
本均有金融控股公司法之制定，即為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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