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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學 觀 摩   
 

民事實務見解回顧（二十八） 

勞動契約之比較－論僱傭與委任 
 

編目：民事法                                                     主筆人：麵律師
 

【案例 1】 

甲自民國 86 年 6 月 18 日起受僱於乙公司，擔任資訊部副總經理，並有簽核文件之

權責。按乙公司之分層負責明細表上所載，核定即由部室主管決定、核轉則須再轉

呈上級單位，甲任職之資訊部下有：資訊一組（證券、主機連線業務）、資訊二組

（債券、股代、人事、財會業務）、資訊三組（證券網路交易、語音交易、客服系

統業務）、資訊四組（國內期貨電子交易、期貨客服系統業務）、系統工程組、資訊

維運組及資訊安全組。在資訊安全組之業務項目中：乙公司重要規章資訊安全政策

之擬訂與修改，公司「子公司資訊管理績效考核注意事項」之擬訂與修改，此等事

涉資訊部之業務規劃及開發、預算及設備購置，與母公司或其他子公司、甚或其他

業務間配合事宜等，甲均須另為核轉為之。甲雖無須按時刷卡，惟按公司規定，所

有員工含主管半年接受考核一次，考核分主管及非主管級，所有副總經理均經總經

理考核，考核結果係將來加薪、年終獎金發放之依據。甲於 95 年 6 月 1 日經上訴

人公司董事會決議續聘，嗣於 101 年 7 月 9 日申請退休，復經乙公司董事會決議通

過後，乙依公司內部委任經理人退休辦法之規定，給付退休金 1,722,519 元予被上

訴人。惟甲認為乙公司未按勞動基準法第 55 條規定計算年資基數，遂起訴請求乙

公司補齊退休金之差額，試問，甲之主張，是否有理由？ 
 

【案例 2】 

甲為訴外人 A 公司之董事長，乙公司則為日商丙株式會社（下稱丙公司）於民國 79

年間 100%轉投資設立並有絕對控制關係之公司，其董事會之成員均為丙公司之代

表。丙公司並賦予訴外人 A 公司不定期限之臺灣獨家總經銷丙公司日本產品之權

利，並限制訴外人 A 公司不得代理或銷售非丙公司之產品。甲自民國 83 年 8 月 3

日起擔任乙公司之總經理，有處理進口銷售業務、財務、保護商標等權限，乙公司

並未限制甲執行事務之方式，且負責乙公司之資金及營運，除保管乙公司大、小章

並開立及保管銀行帳戶，並有處理、決定在臺灣有關違反丙公司智慧財產權之告

訴、進口業務、水貨等權限。詎乙公司竟於 99 年 11 月 29 日委託律師以存證信函

告知，該公司已於 99 年 11 月 22 日召集董事會決議，自 100 年 3 月 1 日起解除上

訴人擔任乙公司總經理職位。甲主張：在 A公司與丙公司間獨家總經銷之合作關係

未經雙方合意解除前，不能單獨解除其擔任乙公司總經理之職位。又甲受僱於乙公

司，需受董事會成員之指揮監督，彼此間成立具有人格上從屬性、經濟上從屬性及

組織上從屬性之僱傭關係，其解任程序未符合勞動基準法第 12 條解雇之規定，試

問：甲之主張有無理由？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法 觀 人 月 刊 第 219 期 ‧教學觀摩

 
  

 

 21

壹、概說 

自 2016 年開始，勞動意識的抬頭可以說讓勞動法逐漸成了顯學，從去年中華

航空服員罷工到去年底至今鬧得沸沸揚揚的「一例一休」制度，都是相關研究

的素材，也是新制選考科目出題的靈感來源。惟最根本的核心問題是，究竟何

種契約關係應受到勞動基準法之約束？亦即民法與勞動基準法間之界線應如

何劃分，此為讀者應優先注意之基本問題。 

貳、勞動契約總論 

由於勞動、僱傭、承攬及委任契約，在外觀上皆有勞務之提供，且除「委任」

之外皆有報酬之領取。因此在職場上，這四種契約很容易被誤用或被誤解。學

者
註1認為，適用勞基法之勞雇關係，應簽訂「勞動契約」。 

在勞動契約中，勞資雙方在約定勞動條件時，雖係以合意為原則，但合意之內

容不得違反勞基法所定之最低標準；若勞雇關係不適用勞基法，則應簽訂適用

民法之「僱傭契約」；但學說、實務上常有混用此二者之情況。 

就我國法院實務上，勞基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

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就其內涵言，

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常具有以下特性(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度勞上易字

第 16 號民事判決參照)： 

一、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

戒或制裁之義務； 

二、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 

三、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

他人之目的而勞動； 

四、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

等項特徵。此契約以供給勞務本身為給付目的，即受僱人於一定期間內，

應依照僱主之指示提供勞務，與僱主間具有從屬性之關係。 

由此判決可知，實務上對於「勞工」概念的判斷，多半是以「從屬性」之有無

作為判斷基準，就具體之「從屬性」之判斷上大多以「人格上從屬性、親自履

行、經濟上從屬性、組織上從屬性」作為從屬性之要件
註2。至於委任、承攬與

勞動契約之區別，則分述如下。 

                                                 
註1鄭津津，〈勞動契約、僱傭契約、承攬契約與委任契約之區別〉，《月旦法學雜誌》，第 93

期，2010 年 7 月，頁 22。 
註2林良榮，〈是「委任」的經理，還是「僱傭」關係的經理？〉，《台灣法學雜誌》，第 168

期，2011 年 1 月，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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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勞動契約與委任契約 

謂「委任契約」者，依民法第 528 條規定：「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

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此指當事人約定，委任人委託受

任人處理事務，受任人允諾處理之契約稱之。 

一、委任契約與勞動契約之差異 

勞動契約乃以受僱人服勞務為目的之契約，受僱人服勞務，則須聽從僱用

人之指示，無任何裁量餘地。反之，契約如以委託處理事務為目的，則該

契約為委任非僱傭，受任人對於處理一定目的之事務，有獨立之裁量權
註3。 

例如：最高法院 85 年度台上字第 2727 號判決認為，所謂委任，係指委任

人委託受任人處理事務之契約而言。委任之目的，在一定事務之處理。故

受任人給付勞務，僅為其處理事務之手段，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得在委

任人所授權限範圍內，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法，以完成委任之

目的。 

至僱傭，則指受僱人為僱用人服勞務之契約而言。僱傭之目的，即在受僱

人單純提供勞務，對於服勞務之方法毫無自由裁量之餘地，此區別標準可

資參照。 

至於判斷契約雙方關係究為委任或勞動關係，事關勞動基準法之適用，以

往無論法院或行政機關之見解，若是委任關係則無勞動基準法之適用。惟

判斷標準則有不同，其可分為： 

(一)形式說（部分法院及行政機關所採） 

契約當事人一方在他方指揮監督下提供職業上勞動力，即為勞動契

約，不問其職位之名稱。 

(二)實質說（多數法院採） 

1.經公司法第 29 條任命之人，與公司之關係為委任契約，且委任關係

與勞動契約關係不能併存。 

2.採實質說之見解，可參考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1510 號民事判

決，其要旨略以： 

(1)依公司法第 29 條第 1 項及第 127 條第 4 項之規定，固可認經理人

與公司間為委任關係。但公司之員工與公司間究屬僱傭或委任關

係？仍應依契約之實質關係以為斷，初不得以公司員工職務之名

稱逕予推認。 

                                                 
註3丁嘉惠，《個別的勞動關係法》，二版，2016 年 10 月，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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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且勞動基準法所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

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與

委任契約之受任人，以處理一定目的之事務，具有獨立之裁量權

或決策權者有別。 

(3)是公司經理人於事務之處理，縱或有接受公司董事會之指示，倘

純屬為公司利益之考量而服從，其仍可運用指揮性、計畫性或創

作性，對自己所處理之事務加以影響者，亦與勞動契約之受僱人，

在人格上及經濟上完全從屬於雇主，對雇主之指示具有規範性質

之服從，迥然不同。 

惟就定性問題，學者
註4另有認為，實務上有許多契約具混合契約之性

質，勞動從屬性的判斷應不是截然劃分，而是呈現光譜之型態。行政

機關以往對委任關係之董事、監察人或其他具有委任關係之總經理等

人，排除勞動基準法適用，其中最重要之原因，乃發生該等人薪水甚

高，以勞工身份退休後，大量提取勞工退休準備金，造成其他勞工缺

乏保障，故在多次函釋表示該等具有委任關係之人非勞工，並採取形

式說作為區分標準。 

此等函釋對董事、監察人應屬妥當，但對許多經理人之從屬性相當高

的情形，則有待商榷。且學者認為採用勞退新制後，現在有勞工退休

金條例取代舊制規定，則該等函釋亦漸喪失重要性，可資參照。 

二、委任契約與承攬契約之差異 

承攬契約與委任契約兩者均以提供勞務作為手段，惟承攬契約須有結果發

生，而委任契約只須處理一定事務即可。換言之，承攬契約法律關係著重

在定作人與承攬人約定，承攬人為定作人完成一定工作為標的之勞務契

約，其與委任關係不同處在於，委任契約非重一定工作之完成註5。 

三、公司經理人之定性 

(一)兼具說 

多數實務見解認為，經理人乃兼具雇主及勞工身分。例如：按「經理

人因其所從事職位之特殊性，使其常兼具雇主及勞工之雙重身分…就

兼具之勞工身分而言，應解為關於勞動契約、工作時間、休假、例假、

請假、工資、資遣、退休等保護勞工之規定，經理人亦受勞動基準法

                                                 
註4劉士豪，〈委任契約抑或勞動契約之認定〉，《台灣法學雜誌》，第 121 期，2009 年 2 月，

頁 194。 
註5丁嘉惠，《別的勞動關係法》二版，2016 年 10 月，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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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範及保護。」此有臺灣高等法院 83 年度勞上字第 37 號判決可稽。 

另較新見解按：「勞動契約與以提供勞務為手段之委任契約之主要區

別，在於提供勞務者與企業主間，其於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

性之有無。原不具主管身分之員工晉升擔任主管職務者，與企業主間

契約關係之性質，應本於雙方實質上權利義務內容之變動、從屬性之

有無等為判斷。如仍具從屬性，則縱其部分職務有獨立性，仍應認定

屬勞基法所規範之勞雇關係。」此亦有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294

號判決可稽。 

(二)區分說 

公司與經理人之間，如「無委任關係中之裁量權及自主權者，應認屬

勞動契約之範疇，即有勞動基準法之適用。」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臺南

高分院 90 年度勞上字第 9 號判決可稽。 

(三)傾向委任說 

有認為現代企業組織中，經理未享有「絕對」權限，因此，「每一階

層之經理人在其權限範圍內所作之裁量，最終須經公司最高決策者之

核可，事屬當然，否則公司無從對全體股東負責，不能以此否認被上

訴人（經理）就其職掌權限範圍內有裁量權之事實。」此有臺灣高等

法院 90 年度勞上字第 72 號判決可稽。 

四、升遷－委任抑或僱傭註6？ 

惟若因故有僱傭契約轉換為委任契約者，則兩造間之關係應如何定性？是

否適用勞基法？此為實務上飽受困擾之問題，讀者應注意之。惟簡言之，

約有以下幾種法律上之可能： 

(一)勞動契約因合意終止而消滅說 

此說之主要論據基礎，在於契約當事人，尤其是勞工提供勞務之義務

的法律基礎應不容割裂，亦即，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應係屬統一的法

律關係，而不應是兼具經理人與勞工之雙重地位，因為此種雙重地位

之於契約關係結構與勞工之概念及公司法中經理人概念並不相符合，

不可能並存。況且當事人之真意亦是原勞動契約消滅，而只餘下經理

人契約。 

又勞工升任經理人後，亦不至於造成勞工之任何的法律上不利益，蓋

                                                 
註6黃程貫，〈勞工升任經理人－委任與僱傭的混合契約？〉，《台灣法學雜誌》，第 201 期，2012

年 6 月，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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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勞動關係之消滅通常亦對勞工帶來經濟上重大利益，因為報酬通常

會作有利於受僱人之大幅度變動，併與敘明。 

(二)原勞動契約暫時中止履行說 

若當事人間並無任何明文約定或可明白推知之合意存在，則勞工被雇

主任命為經理人時，雖然成立新的經理人契約，但原勞動關係原則上

仍應以暫時中止之狀態繼續存在，而於經理人之職務被解任且經理人

契約遭終止後，即依原有之內容回復原勞動關係，此等契約關係之結

構，在法律上並非絕對不可能，故應認為除非當事人另有不同之特約，

否則應作此種解釋。 

(三)混合契約說 

亦有學說認為，當事人間若未有特約約定終止原勞動契約或令新舊二

約並存，則整體言之，應認為只存在一個統一的、一體的契約關係，

只是由原單純勞動契約轉變為混合契約，但仍是單一契約關係（即勞

工之勞動契約）。惟當事人若欲終止契約（不論勞方辭職或資方解聘），

則在採取雙重契約關係結構的情形下，通常即會生適用法規之疑難。 

惟學者註7認為，在法律解釋上，應可認為若委任契約之終止事由，其

嚴重程度同時亦已可滿足勞動契約之法定終止事由的要件，則同一終

止事由即可同時一併終止勞動契約，此一結論並不會對勞工造成不

利，亦不至有混合契約說所指出之缺點。 

五、委任經理人契約之終止 

委任契約本依民法第 549 條，得隨時終止之。惟股份有限公司委任經理人

之解任，實務上認為應排除民法第 549 條就一般性委任契約所定得隨時終

止之規定。按「此乃就股份有限公司經理人之解任所為之特別規定，而排

除民法第 549 條就一般性委任契約所定得隨時終止之補充性規定，倘未依

公司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解任經理人，自不生經理人解任之效

力甚明。」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0 年度訴字第 3209 號民事判決可稽。

故資方須踐行公司法第 29 條之解任程序，若有解任經理人之急迫性需

求，甚至應依公司法第 204 條第 1 項但書之方式召集臨時董事會，並於臨

時董事會上以普通決議通過解任案，解任始生效力。 

不過，在相反的情況，結果則會迥異。當經理人想單方辭職時，是否需要

                                                 
註7黃程貫，〈勞工升任經理人－委任與僱傭的混合契約？〉，《台灣法學雜誌》，第 201 期，2012

年 6 月，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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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提請董事會同意？按「依該存證信函之內容，上訴人既已表明終止與

被上訴人間經理人委任關係之意，則被上訴人於 100 年 5 月 26 日收受前

揭存證信函之時，兩造間之經理人委任關係即因上訴人之終止而消滅。至

於公司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係就股份有限公司經理人之『解

任』，規定由董事會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

行之，並未限制經理人依民法第 549 條第 1 項規定隨時終止委任契約之情

形，是上訴人委請律師於 100 年 5 月 26 日以前開存證信函辭任被上訴人

新竹分公司經理人職務，自不以經被上訴人董事會決議為其辭任之生效要

件，被上訴人主張伊公司之董事會並未決議批准上訴人辭任，故上訴人之

辭任不生效力云云，容有誤會。」此有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上字第 301

號民事判決可茲參照。 

肆、案例解析 

本次選用的實務見解均為 106 年最高法院甫作成之判決，多半之訴訟類型為「確

認僱傭關係存在」或「請求給付工資、退休金」等，顯見此類型案例之固定型

態，亦容易成為教授考試出題的靈感，還請讀者留心。 
 

首先是【案例 01】，本題題目內容看似眼花撩亂，並涉及甲已經升任經理人之

後，是否可以回頭主張勞基法上的相關權利？當然，通常勞方所關心的權利，

無疑是資遣費或退休金之金額，此均與勞動契約（或委任契約）之終止有關，

因此讀者應先定性本契約為何種契約。 

首先觀察第二審高等法院
註8之見解，仍係以勞基法上之從屬性為斷。實務見解

認為，甲擔任之資訊部副總經理，雖為資訊部之最高主管，且依系爭工作規則

第 7 條規定，依公司法第 29 條規定聘任，但是分層負責明細表上所載核定即

由部室主管決定、核轉則須再轉呈上級單位；又甲之業務龐雜，負責與各子公

司間相互配合之資訊作業；及資訊四組之業務項目中：與期貨業務間相互配合

之資訊作業；及系統工程組之業務項目中：資訊作業相關軟、硬體之購置及維

護事項，連線網路系統之申請，資訊作業短、中、長程計畫之規劃其中在資訊

安全組之業務項目中：公司重要規章資訊安全政策之擬訂與修改，公司「子公

司資訊管理績效考核注意事項」之擬訂與修改，此等事涉資訊部之業務規劃及

開發、預算及設備購置，與母公司或其他子公司、甚或其他業務間配合事宜等，

被上訴人均須另為核轉；由上開條件，法院認定甲顯非得由其獨立裁量而完成

                                                 
註8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度勞上易字第 16 號民事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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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之處理。另外，乙公司之工作規則第 26 條固規定，上訴人公司經理級以

上幹部及分公司主管，無須按時刷卡；惟依乙公司規定，所有員工含主管半年

一次接受考核，考核分主管及非主管級，所有副總經理均由總經理考核，考核

結果係將來加薪、年終獎金發放之依據。經理級以上之主管不用打卡，然總經

理每日 8 時 40 分召開晨會，部門主管均要到場，因總經理會逐一詢問各部門

有無問題；且上訴人公司對於副總級之部門主管請假另規定須在前一年度排定

次年度休假，且正式請假時，除一般員工之 OA 電腦系統請假後，另有紙本需

得總經理、董事長批示。由此可知，甲仍隸屬於總經理之下，彼此分工合作，

誠已納入乙公司之生產組織體系，而與乙公司間有人格、組織及經濟上之從屬

性，兩造間乃勞基法之勞動契約，洵堪認定。 

附言之，除題示條件以外，按乙公司之採購管理辦法，甲僅就設備事務用品之

採購及發包於 15,000 元（含）以下、事務用品採購及費用請款於 10,001 元至

15,000 元範圍內具核准權限，至逾此數額及其他採購、發包，則仍受以公司之

指揮監督，法院依此條件判斷其性質，認為與委任契約之要件有別。 

最高法院則表示，公司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股份有限公司得依章程

規定置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應由董事會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甲簽收之乙公司工作規則第 7 條規定，乙公司

經理職級以上之員工，悉依公司法第 29 條規定予以聘任，乙公司於 95 年 6 月

1 日第七屆第一次董事會，復決議續聘被上訴人為副總經理。果爾，能否謂兩

造間非委任關係，而為勞動契約關係，自滋疑問。原審遽以前揭理由謂兩造係

勞動契約關係，非委任關係，進而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亦有可議。最高法院

似以選任、解任之形式均符合公司法第 29 條之規定，均經董事會決議為之，

判定兩造間屬委任而非僱傭契約，應為可採，此有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983 號民事判決可稽。 
 

其次是【案例 02】，本題之日商丙公司為遊戲業界知名之公司（選擇本案例帶

有一點麵律師推廣該公司今年度新產品之私心），有興趣之讀者可以再參閱歷

審判決。另在訴訟法上，本案甲使用預備客觀合併之方式起訴，其先位聲明請

求「確認其與任天堂公司或溥天公司間之僱傭關係存在」，備位聲明請求「確

認其與任天堂公司或溥天公司間之委任關係存在」，此種聲明之方式可為讀者

複習民事訴訟法之參考。 

本案的核心爭點，當然仍為僱傭關係或委任關係之認定，其次為解任或解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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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合法。就此，高等法院
註9認為，除了甲於任職期間之職銜為「總經理」之外，

甲並有處理進口銷售業務、財務、保護商標等權限，且乙公司並未限制甲執行

事務之方式，又實質負責乙公司之資金及營運、保管公司大、小章並開立及保

管銀行帳戶，並有處理、決定在臺灣有關違反日商丙公司智慧財產權之告訴、

進口業務、水貨、乙公司的財務會計、納稅、政府機關之申請事項等業務一切

之權限等語，則甲擔任乙公司之總經理，於處理該公司業務上得自行裁量決定

處理事務之方法，與具服從關係之一般僱傭員工不同，甲與乙公司間應為未定

期限之委任關係，並非僱傭關係。 

另外有疑問的爭點是，甲能否主張自己只能服膺於董事會之決定，而有受指

揮、監督之事實，並無裁量權或決策權？法院就此亦認為，經理人不得變更董

事之決定或董事會之決議，公司法第 33 條定有明文。是經理人應依董事決定

或董事會決議執行職務。乙公司之股東為丙公司，董事均為丙公司之代表，是

身為總經理之甲本應執行丙公司代表以董事身分所為決定或決議，是就上開特

定交易之決定，為甲基於總經理職務之義務，本有遵從義務，故甲與乙公司間

係成立委任而非僱傭關係至為明確。 

順著這個脈絡下來，甲和乙公司間既然為委任關係而非僱傭關係，則委任契約

之終止是否合法？按民法第 549 條規定，委任契約關係無論有無約定期限，本

得隨時終止，不以受任人有違失、不適任情節為必要，僅終止如造成他方受有

損害，應負賠償之責。則乙公司既於 99 年 11 月 22 日董事會決議自 100 年 3

月 1 日起解任甲，乙公司並先後經其董事長口頭或以存證信函告知上訴人上開

解任之事實，應認甲與乙公司間總經理委任關係，迄至 100 年 2 月 28 日已經

終止。 

最高法院亦贊同原審事實審之見解，並認為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

任契約，民法第 549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乙公司於 99 年 11 月 22 日依法召開董

事會，全體董事出席，決議自 100 年 3 月 1 日起解任上訴人，有該董事會議事

錄及簽到簿簽名表可稽。此乃依法行使其終止委任契約之權利，難認以損害上

訴人為主要目的或違反誠信原則，無濫用權利可言，也不因甲擔任董事長之 A

公司與丙公司有無總經銷合約及該合約已否終止而受影響，故甲不得請求乙公

司給付契約終止後之報酬。事實上，如果連公司之總經理亦與公司間成立僱傭

關係，則究竟何人與公司間不是僱傭關係？此見解殊值參考，有最高法院 106

年台上字第 65 號民事判決可稽。                      【未完，下期待續】 

                                                 
註9參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重勞上字第 25 號民事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