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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法判解  
.............................................................................................................  

消費者團體訴訟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6年度訴字第2310號民事裁定 

 

【實務選擇題】 
 

針對臺灣社會發生食品安全問題（如黑心油），消費者得依消費者保護法第50

條所定消費者保護團體訴訟（以下簡稱「消保團體訴訟」）尋求救濟。下列敘

述何者正確？ 

(A) 多數受害之消費者得申請組成消保團體之組織，以便立即以團體自己名義，

逕向法院提起消費者團體損害訴訟 

(B) 消保團體於受讓20人以上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得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

消費者於言詞辯論終結前，不得終止讓與該損害賠償請求權 

(C) 消保團體依法提出消保團體訴訟者，應委任律師代理訴訟 

(D) 消保團體就消費者團體損害賠償訴訟，於扣除訴訟、支付予律師之必要費用

以及得向消費者請求之報酬後，將訴訟結果所得之賠償交付該讓與請求權之

消費者 

答案：C 
 

 

【裁判要旨】 

按多數有共同利益之人，不合於前條第3項所定者，得由其中選定一人或數

人，為選定人及被選定人全體起訴或被訴，民事訴訟法第41條第1項定有明文。該

條所謂「多數有共同利益之人」係指得為共同訴訟之多數人，於訴訟結果有影響

之主要爭點，均有財產上利害關係者而言。故為訴訟標的之權利義務，係本於同

一事實或法律上之原因者，苟其主要爭點於多數人之利害關係相同，仍不失為共

同利益。但依法不得為共同訴訟之多數人，雖有共同利益，仍不得為當事人之選

定。 

【爭點說明】 

一、選定當事人制度 

當多數人對同一件事實均具有法律上利害關係時，雖可藉由共同訴訟之方式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法觀人‧判解集 NO.58  

  

 30

提起訴訟而獲得紛爭解決，但為避免多數人一同進行程序造成訴訟之拖延，

民事訴訟法設有「選定當事人制度」，使具有共同利益之人得選定其中一人

為代表進行訴訟。其規定於同法第41條第1項：「多數有共同利益之人，不合

於前條第三項所定者，得由其中選定一人或數人，為選定人及被選定人全體

起訴或被訴」。 

選定當事人，即是將自己之訴訟實施權授予被選定人，使其代為進行訴訟，

形成訴訟擔當之關係；又由於此種訴訟擔當是出於選定人之意思表示而非法

律規定，故為意定訴訟擔當。選定之後，被選定人為形式當事人進行訴訟程

序，選定人則為實質當事人，被選定人所受之確定判決效力會及於各選定

人。選定當事人有以下之要件：（一）須有多數人同時具於原告或被告地

位；（二）多數人須具有「共同利益」；（三）該多數有共同利益者不構成

非法人團體；（四）被選定人須自多數具有共同利益人中選定。 

二、消費者團體訴訟 

若因同一原因事實受害之多數人，為符合消費者保護法所規定之「消費者」

（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易、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則其可另循消費者保

護法之規定請求救濟。同法第50條之規定：「消費者保護團體對於同一之原

因事件，致使眾多消費者受害時，得受讓二十人以上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

後，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消費者得於言詞辯論終結前，終止讓與損害賠

償請求權，並通知法院。」使消費者可請求消保團體代為訴訟，即為救濟管

道之一。 

消費者讓與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性質，有學者認為係訴訟信託，由消保團體作

為「權利人」之地位作原告，具有一切訴訟事項決斷之權利；其與消費者間

之關係，由信託契約解決。判決效力在消保團體將權利移轉回消費者前，並

不會直接及於消費者。然另有學者自法條文字「消費者得於言詞辯論終結

前，終止讓與損害賠償請求權」出發，認為此時仍為意定訴訟擔當，消保團

體之地位仍為形式當事人，而實質當事人仍為消費者，亦受判決效力所及。 

【相關法條】 

民事訴訟法第41條、消費者保護法第50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