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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民事庭具參考價值裁判選輯 
 

 

※109 年度台抗字第 1084 號裁定 

1.關於涉外事件之國際裁判管轄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未有明文規定，法院受理涉外民商事

件，於審核有無國際裁判管轄權時，固應就個案所涉及之國際民事訴訟利益與法庭地之關連性

為綜合考量，並參酌民事訴訟管轄規定及國際民事裁判管轄規則之法理，衡量當事人間實質公

平、程序迅速經濟等，以為判斷。 

2.然一國之國際裁判管轄權規範，受限於各國司法主權領域範圍，原則上只能劃定該國裁判管轄

權之合理界線，而僅得直接規定具一定之連結因素下其內國法院得裁判某一涉外爭執，尚無從

以規定干涉其他國家對於該涉外爭執有無裁判管轄權限。 

3.此與民事訴訟關於內國法院之管轄規定，係立基於同一司法主權下所為管轄權之分配者不同。 

4.故民事訴訟法關於管轄之規定，應在與國際裁判管轄規範性質不相牴觸，且具備妥當性之基礎

上，始得引為法理參照。 

5.查民事訴訟法第 20 條但書有關被告數人之共同訴訟，倘各被告住所不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

而有依同法第 4 條至第 19 條規定之共同管轄法院者，由該法院管轄之規定，使該共同訴訟之

管轄，排除普通審判籍規定之適用，僅得由該共同管轄法院裁判之。 

6.此於同一司法主權下而為內國法院管轄權之分配，固有所據，惟如援引為國際裁判管轄規範，

將生依我國法律之規定，即得逕自決定何國法院為有權管轄之共同管轄法院，進而否定被告住

所所在地國家因被告住所地之連結因素所生之裁判管轄權，與前述國際裁判管轄權規範，僅得

直接規定何種情形下其內國法院得裁判某一涉外爭執之性質不合，且欠缺妥當性，無從作為定

國際裁判管轄權之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