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討論議題：

一、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規定賦予

少數股東提案權，且董事會具有審查

該等提案之權限，然董事會於審查股

東提案時得否恣意為之，諸如以董事

會流會為由技術性封殺股東提案？應

如何防範妨礙股東提案之固有權限之

情形重複發生？又未來應如何追究相

關人員之法律上責任？

林仁光：在股東提案權部分，依現

行法，縱有應納入而未納入議案之情

形但處罰也相當輕微。如嘗試以公司

法第 23條等為依據，請求刻意違反規

定的董事負起損害賠償責任，也會因

損害應如何界定，而發生爭議；從而

在公司不懼輕微罰款之情況下，依現

有機制，如不修法則對股東權益之救

濟，恐怕會有緩不濟急的問題。在國

外是有強制納入的機制，如少數股東

提案，且提案無不合法令條件的情況，

董事應說明為何不納入系爭議案，如

不然，則該議案將視為自動納入；或

者由董事會向主管機關申報不納入理

由，這兩種做法，供大家參考。

莊永丞：就此，或可考慮以民事訴

訟法第 538 條為據由法院裁定將某案

件列入議程，甚至裁定停止該次股東

會的召開等。

此外，倘股東提案之內容係有助於

公司董事會卻未將之列入股東會議程，

進而可能導致公司受損害時，也可以

試著循公司法第 189 條，以可能構成

「召集程序上的瑕疵」為由，主張撤

銷其決議。另系爭議案如「未進行討

論會致生公司損害」時，也可以考慮

主張公司法第23條第1項和第193條，

編者按:

每年 6月份前後是國內上市 (櫃 )公司召開股東會密集時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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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利有遲延發放情形，惟現行公司法及證券相關法令，對股東會決議

通過股利分派案後，應何時發放，並未有明文規定，應如何預防上述

兩項相關股東權益事宜，召開本座談會並邀請學者專家與會討論。

座談會

▲ (左二起 )葉月女、蔡英欣、吳崇權、曾宛如、莊永丞、林仁光。

惟在訴訟上的舉證會有一定困難度。

另外，向檢察官告發背信罪， 由檢

察官受理調查，也可以讓劣質經理人

可以知所警惕。

曾宛如：「股東提案權」在公司治

理上是一個很重要的手段，因為這涉

及公司法上根本的路線選擇，究竟要

採是「股東會優位主義」還是「董事

會優位主義」。如採前者，股東提案

權之規定可較寬鬆如偏向「董事會優

位主義」，則對股東提案權的限制會

較多。  

另如將目前法令缺失做一個大致上

分類，那麼在董事選任與解任、修章、

影響經營權變動之合併案等情況應格

外謹慎。依公司法第172條之 1規定，

因股東會決議具有拘束力，所以董事

會才想阻擋，這是臺灣長期對公司董

事制裁薄弱欠缺實質懲罰規範的結果。

所以除前開兩位老師的意見外，大

家或可考慮未來是否由集保公司來進

行驗證股東提案是否符合資格，並且

有一個機制，例如由主管機關或集保

公司，可以將股東提案強制納入 ( 例

如透過公開資訊揭露系統補書面通知

所列議案之不足 )，這部分似乎在其他

國家不常見，但台灣或許可以做看看。

個人今年有上網參與電子投票，然

發現電子投票仍和傳統投票相同，對

於議案只有同意、不同意或棄權，而

章程修改案仍係包裹表決。股東提案

權部分，個人建議可利用電子平台和

進行驗證等機制，利用主管機關可控

制的公告系統，將股東提案放在網站

上自動納入。

蔡英欣：在預防或救濟上，事前有

假處分制度可資運用但事後救濟部分，

除了請求損害賠償外，如以未列入某

一股東提案為由撤銷該次股東會所有

決議，恐怕會比較有疑慮。又曾老師

提到由第三機關如集保公司來把關，

這也是另一種可能。此外，也可考慮

由經濟部或金管會設立管道，使提案

未被列入之股東有事前救濟途徑可資

運用也值得考量。

另外日本法與我國一樣，沒有明確

的立場。但日本法上股東提案之方法

跟我國不同，首先，日本法的股東會

提案，分為兩大類，分別是「議題提

案權」、「議案提案權」，但少數股

東的議題提案權，必須在股東會前都

要先行確定。

葉 月 女： 美 國 1934 年 證 交 法

Rule14-8 就股東提案權之行使，設有

一定要件規範，包括提案股東之資格、

提案期限、字數、公司得拒絕提案事

由等。但仍以偏向董事會優位原則。

另英國、新加坡股東提案制度也有行

使要件的限制，但對於股東提案權之

權利救濟，除美國尚得以對公司為行

政處分，美國、英國、新加坡都沒有

針對股東提案若公司不列入股東會議

案時規範相關罰則。

因此針對目前發生個案，金管會已

請週邊單位，參考國外做法，研議可

行措施，制止這樣的情形不斷發生。

主題：

少數股東提案權之妨礙行為及股利遲延發放之預防及處置 座談會

時間：民國 (下同 )103年 6月 3日 (二 )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投保中心會議室

主持人：投保中心吳總經理崇權

與談人：台大法律系教授  林仁光    東吳法律系教授  莊永丞

        台大法律系教授  曾宛如    金管會證期局簡任稽核  葉月女

        台大法律系教授  蔡英欣

少數股東提案權之妨礙行為
及股利遲延發放之預防及處置

公司遲延發放年度股利 修法補強應儘速

如何保障少數股東提案權 學者專家提建議

討論議題：

二、邇來若干公司對於業經股東會

通過之股利有遲延發放情形，惟依現

行公司法及證券相關法令，對股東會

決議通過股利分派案後應何時發放，

並未有明文規定，考量遲延發放股利

對股東影響甚鉅，於現行法制度下，

應如何預防股利遲延發放情形之發

生 ?或如該情形發生後應為何等處置

措施 ?以督促該公司儘速發放並避免

日後再有類似情事發生。

蔡英欣：股東會決議發放股利，

股東的盈餘分派請求權從原來的期待

權，轉變成對公司的債權，依現行的

制度來看，是需要董事會再去訂下一

個基準日，所以如果在董事會蓄意不

訂定而導致無法發放的情況下，可以

考慮以訴訟請求，並且以民法 203 條

為據，請求週年利率5%的法定利息，

這對公司勢必產生成本壓力，可以此

做為救濟的方法。

在日本通常由公司章程來規範，業

界通常會把除權基準日放在 3月底，

也就是會計年度終了前。

至於在日後，是否可以透過證交

所、櫃買中心制定自治規範，要求公

司務必在股東會後的多少期限內將股

利發放完畢。

曾宛如：據悉證交所現已有新規

定但僅係針對訂出除權基準日後一定

時間內必須給付股利，否則將面對處

罰，至於股東會決定發放股利卻遲未

訂出除權基準日，則未規範。又遲發

股利，如主張公司應負擔遲延利息則

將使股東再受損失。準此，宜由董事

負起損害賠償賠償，較為適當。

另外公司法也可對某些特殊情況

加以規範，譬如現金增資後，既有股

票發放期限，則發放股息的時點也應

有規範；例如股東會決議後一定時間

應發放，必要時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展

延，惟至遲不得逾今年的會計年度終

了日，也就是年底之前應該發放完畢

之類的。

莊永丞：訴訟或為解決途徑，但訴

訟曠日廢時，是除訴訟外，我同意蔡

老師和曾老師提出的方式。  

林仁光：倘除權基準日已訂，股

東對公司應存有債權，這部分法律主

張應稱明確。較難的是股東會已經通

過發放，但公司遲未訂定基準日時應

如何處理。合理推斷，公司應於「年

度終了前」(即當年 12 月 31 日 )發

放股利完畢，這應是最遲基準日時間

點。就未來而言，應透過修法，訂立

明確時間，以避免未來再有類此情形

發生。現階段建議主管機關可強化資

訊揭露，包括公司歷來是否分派盈餘

又何時分派。然因公司分派盈餘否，

有其理由存在，所以沒有必要強制分

派。如果資訊揭露完全，公司有沒有

認真經營，是不是值得投資，這可以

由投資人自行衡量，所以我覺得充分

資訊揭露，是一種不錯的規範手段。

葉月女：目前證交所、櫃買中心

已有規定上市 (櫃 )公司辦理公告除

息基準日時，也要公告何時發放股

利，除特殊情形外，沒有依規定期限

公告，就會受到違約金的處罰。另外

預計現金股利發放日變更或逾期不發

放，則要發布重大訊息，充分揭露資

訊讓投資人了解，沒有做到要求，證

交所、櫃買中心會處以違約金，而除

息日後三個月內不發放現金股利，會

再有另外的處罰。另外，也會藉由實

地查核方式促請公司改善，若沒有按

照規定發放，再限期改善，也可以連

續罰，但這是訂立了基準日後狀況。

若股東會通過股息紅利分派案卻遲遲

未訂除權基準日，目前只能利用行政

措施手段迫使其盡速改善。

目前的想法是著重在公司法上修

正，之前也曾經發函經濟部，建議修

改公司法第 240 條，也就是股息及紅

利分派時程要寫明清楚，要在議決日

起六個月內要完成，並增加處罰機

制，經濟部回函表示已錄案作為未來

修法參考。

吳崇權 : 立法院於 94年 6月增訂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所謂「股東提案權」規

定之條文，使股東得以積極參與公司之經營。惟於實務上甚或法規設計上是否仍

有可再改進之處，殊值探討。另邇來若干公司對於業經股東會通過之股利有遲延

發放情形，惟現行公司法及證券相關法令，並未有明文規定應於何時發放，於現

行法制度下，應如何預防股利遲延發放之情形發生或如該情形發生後應為何等處

置措施，以避免日後再有類似情事發生。為加強落實我國公司治理及維護股東權

益，乃就上開問題召開本座談會並邀請學者專家與會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