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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法判解 .................................................................... 

倘若股東會決議變更董監選舉方式，何時發生效

力？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923號判決 
───────────────── 

【事實摘要】 

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召開系爭股東會，於進行選舉討論事項第4案修

訂公司章程案時，有股東提議增訂系爭股東會決議一。於系爭股東會決議一票決

通過後，續有股東提案變更追加議程及修正被上訴人董監選舉辦法，將董監選舉

方式變更為章程甫增訂通過之全額連記法。系爭股東會決議二票決通過後，被上

訴人即於系爭股東會採全額連記法進行董監之改選，結果在被上訴人之公司派持

股及掌握表決權約百分之五十六之優勢下，取得所有董監席次。惟系爭股東會未

事先於開會通知及議事手冊揭露變更章程內容，逕由被上訴人公司之股東於股東

會進行時，以臨時動議提案增訂系爭章程，其決議內容有違反法令之無效情形；

或系爭股東會之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有違反法令得撤銷等情，爰以先位聲明：請

求確認系爭股東會決議無效；備位聲明：系爭股東會決議應予撤銷之判決。 
被上訴人則以：伊已依公司法第172條第3項、議事手冊辦法等規定，明示該

次股東常會討論與選舉事項中(4)為「修訂本公司章程案」。股東當場就既有之

章程修正案更行提出系爭股東會決議一之議案，符合伊股東會議事規則第10條規

定由其他股東附議，而提議人連同附議人代表之股權已達公司議事規則規定之已

發行股份表決權總數百分之一以上；而股東當場更兩度朗讀修改條文，主席並給

予出席股東表達意見之機會。又因系爭股東會決議一，須變更追加議程修正被上

訴人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始能完全符合程式，故股東另提案並經其他股

東附議，已符合議事規則之規定而納入議程。嗣後，股東常會依照召集事由所

載，議事程式進入第五案「改選董事及監察人」，依修訂即生效之章程選舉董事

及監察人，經出席股東票決選出本屆當選之董事及監察人。足見伊已遵循現行公

開發行公司召集股東常會之法令規定。再者，依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規定於召開

股東會時對於該條規範之事項僅需於召集通知中列明，無須說明議案之主要內

容，而相關議案之內容，當然亦得由股東於股東會提出後，決議變動、增加或修

改其內容，縱系爭修正議案其中某一條文未列於議事手冊，因並非原提案人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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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之提議，自無從預先載入，系爭股東會通知及公告之召集事由均已為資訊揭

露。另本案並非章程之修正，因並無上開公司法規定之適用，故無得撤銷之事

由。本件股東會之委託書載明股東會各項議案，亦詳載受託股東得對會議臨時事

宜全權處理之，並無虛偽、欠缺或與委託內容不相符之情事，即令當場有股東增

提修正案，其亦屬於修改章程之範圍，並未因此超越原委託書授權之範圍。況系

爭股東會之徵得委託及受託代理之股數，僅占伊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一點三

五，而即便扣除此部分之股數，系爭股東會決議之議案贊成權數仍超過百分之五

十，自不影響議案之決議結果，是系爭股東會決議，其決議方法亦無違法之情

形。而公司章程之登記係對抗要件，而非生效要件，因此，公司章程一經修正即

為生效，嗣後之董、監選舉議案，得直接適用章程新修正之選舉方式。 

【判決要旨】 

按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之臨時動議，非謂現場所提議案，即屬臨時動

議，而係會議議程中，無特定項目（程序）可供提議討論，於臨時動議之程

序中進行之事項而言。若議程中本已列有特定程序於各該程序中所為提案或

討論，即非屬該條所指之臨時動議。準此，所謂召集事由，只在表明會議內

容要旨及程序。 

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則僅規定，股東會變更章程之議案，應在召集事由中

「列舉」，不得以臨時動議提出。可知，以變更章程為召集事由者，於召集通

知之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之意，非謂應將擬修正之章程條

項詳列。 
而公司章程雖為應登記之事項，惟登記係對抗要件，而非生效要件，故公司

章程一經修正即生效。又參諸公司法第228條規定公司盈餘之分派為每年分派一

次，公司於會計年度終了後且有盈餘時，由董事會依公司章程編造盈餘分派議

案，並應踐行公司法保障股東權益之相關程式規定，可知盈餘分派之議案應以

「上年度財務表冊」為基礎，於彌補虧損及提列法定盈餘公積後方得分派，

分配議案應以「編造時已生效之章程」為依據，並且須經董事會提出於股東

會承認，始得分發予股東。反之，選舉董監非以上年度為基準，亦無何法定

程序應先行踐行之問題，故適用修正生效之選舉方式，始得即時反應股東意

見，上訴人援引公司盈餘分派之相關見解，並無足取。 

【學說速覽】 

本案涉及某公司的董事選舉案，當時曾引起軒然大波，並有多位學者對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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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意見，其背後所含的法律爭議十分具有考相，以下便簡要地交待爭議重點： 
爭點一：股東會召集事由之記載內容要求 

股東於股東會召開前，就公司提請股東會決議之某些涉及重大權益之事項應

有知悉之權利，依此公司法第172條第4項規定：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

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此外依據證券交易法第26條之1之規

定：已依本法發行有價證券之公司召集股東會時，關於公司法第109條第1項、第

240條第1項及第241條第1項之決議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列舉並說明其主要內

容，不得以臨時動議提出。而其立法意旨在於系爭事項皆屬公司經營之重大事

項，為防止公司取巧以臨時動議提出，影響股東權益，爰增訂本條。 
將上開條文對照之後，不免令人懷疑：非公開發行公司擬召開股東會決議公

司法第172條第5項所列之事項時，公司法第172條第4項規定是否僅要求載明議案

名稱，而毋庸對議案之內容加以說明？循最高法院72年度台上113號判決之見

解，僅需記載「修改章程」，而毋庸進一步說明內容20；這樣的意見，不為學者

所樂見：股東無法於開會前獲悉議案具體內容，以便於開會前為充分準備，且對

於不能親自出席股東會之股東，即無從為授權委託之決定，使得本條之立法目的

不能達成21；亦有進一步從資訊揭露成本觀察，認為章程修正案不會產生太大的

資訊揭露成本，立法上或得採用德拉瓦州公司法之以「重要內容摘要」之方式呈

現之22。 
爭點二：累積投票制應否強制？ 

為強化個別股東權以防止股東會中多數派以其優勢把持董監事選舉，使少數

派永無取得當選之機會，「累積投票制」便可防止這樣的問題產生。按公司法第

198條規定：股東會選任董事時，除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

董事人數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數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

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而透過少數派當選董事，可達到監控多數派之經營而

有內部監察之功能，但卻可能引起董事會內部的對立，增加困擾，因此立法上規

定公司得以章程排除本制之適用23，改採其他選舉方式。 
而其他比較常見的選舉方式為「全額連記法」。此係指每股有與應選人數相

                                                      
20 最高法院96年度台上字第642號判決亦採此見解。 
21 劉連煜，〈未准延召開之股東會及章程變更效力—公司經營權爭奪的脫序〉，《月

旦法學教室》，第61期，2007年11月，頁23。 
22 朱德芳，〈論股東會資訊揭露之重大性原則〉，《月旦法學雜誌》，第172期，

2009年9月，頁67。 
23 王文宇，《公司法論》，元照，2005年8月二版，頁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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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選舉權，惟不得將該選舉權集中投與一人或少數候選人，排除將複數選舉權

自由分配之可能。此一選舉方法之施行，會產生贏者全拿，而董事席次之分配與

持股數量不成比例的情形24。而行政院去年通過的公司法修正草案中，為使少數

股東有當選董事之機會，以強化公司治理、保護小股東，而擬將「累積投票制」

改為強制規定，不容許公司以章程更動之。對於上述的立法變動，學者有自公司

自治的需求以及實務運作的考量加以質疑者：大型上市公司多未以章程排除適

用、小型公司有閉鎖性需求等等觀點，期待立法者提出更多說明；然亦有持肯定

見解者認為此較能兼顧股東間的利益平衡，使少數股東的意志亦能顯現25。 

【考題分析】 

以下幾個考題，皆為老師們直接針對本案例事實所命題，其中又以97台大經

濟法組該題最為靈活，不過所涉及的爭議大多相同，把上開問題意識說明清楚，

即可獲得不錯分數。 
 

A係生產使用環保電池之電動汽車製造上市公司，於本年三月二十七日舉行股東

大會。會中進行討論事項之第五案修訂公司章程案時，有股東提議增訂第十二

條之一，將董監之選舉由現行累積投票制改採「全額連記法」之方式。增訂第

十二條之一章程修正案票決通過後，續有股東提案變更追加議程，亦即修正A公

司董監事選舉辦法，將董監事選舉方式變更為章程才剛增訂通過之全額連記

法。本案票決通過後，A公司即於本次股東會採取「全額連記法」進行董監之改

選，結果公司派在掌控約55%股權之優勢下，取得所有董監席次，在野聯盟雖握

有約45%，則未取得任何董監席次。而A公司本次股東會之召集通知，僅載明

「變更章程」四字，且股東會議事手冊亦無載明任何有關董監事選舉方式之章

程變更條文，系爭股東會之公司章程修正案，係以臨時動議提案增訂董監事之

選舉方式進行。試問本件章程修正案是否合法？又，你是否贊成公司法累積投

票制採取任意規定之規範方式？（25分） （98北大法研1） 

◎答題關鍵 

本題第一考點在於章程修改議案是否得僅列名章程修改？將上述爭議交

                                                      
24 邵慶平，〈累積投票制的任意與強制〉，《月旦法學教室》，第87期，2010年1

月，頁21。 
25 陳彥良，〈我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選舉制度之研析－德國法之啟示兼評大毅經營權

爭奪案〉，《成大法學》，第14期，2007年12月，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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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即可獲得不錯分數；第二部分則適度分析累積投票制的起源與相關的立法

變革，亦可輕鬆取分。 
 

A股份有限公司（簡稱A公司）將於二○○八年六月召開股東常會，並於會中改

選董事及監察人，目前董事會十三席董事中，九席董事為B股份有限公司（簡稱

B公司）代表人或由B公司所控制（B公司及該九席董事合計持有A公司已發行股

份總數百分之四九之股權），其餘四席由Y股份有限公司（簡稱Y公司）及其法

人代表所掌控（Y公司及其法人代表合計持有A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一五

之股權）。A公司目前章程並未規定董事選任辦法。 
（一）您是B公司的法律顧問，B公司向您諮詢，依照現行公司法之規定，是否有任

何策略可以於本次股東會改選董監事時，能有機會拿下全部董事席位，請說

明應如何進行？請依照現行公司法及相關判決或函令解釋說明。 
（二）倘若B公司提出任何相關策略而將影響Y公司參與A公司之經營權時，若您身

為Y公司法律顧問，您是否能提供任何法律上之救濟方法。倘若現行法無任

何救濟方法時，您對於公司法目前的董監事選任制度是否有修正的建議？

（註：回答本題係以問題（一）能提出具體有效之策略為前提，並針對問題（一）

所提出之策略答覆） （97台大法研經濟法組3） 

◎答題關鍵 

本題考點大致相同，不過要特別說明的是作答方式，題目要求考生之回

答需以法律顧問的角度撰寫，故在撰寫時應尋求支持自己論點的方式撰寫，

不用顧及反對意見。舉例而言，回答第一小題時，於股東會之召集事由記載

上，若欲採取僅記明章程修改者，則無庸特別交待學者意見與批判，該部分

留待第二小題再為處理即可。此是與一般題目寫法不同之處。 
 

未辦理公開發行程序且採曆年制會計年度之A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A公

司」）於民國97年5月27日委由B快遞公司（以下稱「B公司」）將開會日期定為

同年6月15日之該年度股東常會召集通知書送交各記名股東（A公司未發行無記

名股票）。該股東常會召集通知書載明召集事由為「一、上年度營業報告書及

財務報表承認案；二、虧損撥補議案；三、補選二席董事議案；四、變更章程

議案。」A公司於同年6月10日以發現該次股東會召集程序有瑕疵，若如期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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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遭股東訴請法院撤銷決議之虞為由，向公司法之主管機關經濟部申請核准延

至同年7月20日召開該年度股東常會。請說明以上敘述中A公司所稱股東會召集

程序瑕疵為何（僅有一項）？並說明主管機關是否應予核准？ （97律師1） 

◎答題關鍵 

相信多數考生在考場看到本考題時，一定心中大喜：這不是在考股東會

召集通知書中僅寫「變更章程議案」的適法性問題？然而依照現行實務見

解，僅載「變更章程議案」並非違法；本題另一瑕疵為股東會召開日期的適

法性問題。由於題目已說明本例中瑕疵僅有一項，故以後者為作答方向，方

能獲取高分。 

【參考文獻】 

1. 劉連煜，〈未准延召開之股東會及章程變更效力──公司經營權爭奪的脫

序〉，《月旦法學教室》，第61期，2007年11月，頁22-23。 
2. 朱德芳，〈論股東會資訊揭露之重大性原則〉，《月旦法學雜誌》，第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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