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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法修正：上市櫃公司應於章程明訂以年度
盈餘提撥一定比率為基層員工調整薪資或分派酬勞

立法院於113年7月16日三讀通過《證券交易法》第
14條修正案，明定上市、上櫃公司應於章程訂明以年
度盈餘提撥一定比率為基層員工調整薪資或分派酬
勞。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予彌補。調整薪資或分
派酬勞金額，得自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減除之。

此規定與104年增訂公司法規定公司「應於章程訂明
以當年度獲利狀況的定額或比率，分派員工酬勞」極
為相似但法規用語部分不同，將來實務如何調和適
用，有待觀察。

（莊植寧 合夥律師）

新通過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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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判決：勞工所屬部門如無內部結構性或實
質上變異，雇主不得以業務性質變更為由解僱勞工

一. 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4款規定：「非有左列情事
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
四、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
當工作可供安置時。」

二. 過往實務就「業務性質變更」，較傾向尊重雇主
經營自主裁量權限，如無權限濫用或逾越權限情
事，原則即從寬認定經濟性終止僱傭契約事由，
從而雇主基於集團全球業務布局、提升效能、組
織整併、因經營技術變更而調整人力，均可能被
認為符合業務性質變更而得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之
要件，此時法院審查重點則著重在雇主有無事先
盡安置勞工義務。

三. 惟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63號民事判決將
「業務性質變更」之審查進一步聚焦於審視被解
僱之勞工所屬部門，法院認為勞工所屬部門如無
內部結構性或實質上變異，則將不構成業務性質
變更。該案法院即認為雇主因應集團全球業務變
革所進行之組織調整措施，與被解僱之勞工所屬
人資部門無必然關聯，因此縱然該公司之人資部
門因採用電腦系統而精簡人力，惟實際上仍需聘
請人資人員，並非全數裁撤，故該公司之人資業
務並無實質變革，雇主即不得以業務性質變更為
由解僱該勞工。

四. 就業務性質變更範疇，如法院介入過深，將侵害
企業的公司治理；惟如過於寬鬆，亦可能侵害勞
工工作權，前述最高法院判決是否為成為穩定見
解尚待觀察。

（邱弘文 律師）

最高法院判決：對公司負責人請求賠償損害之消滅
時效，不適用15年時效

一. 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公司負責人對於
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
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民
法第125條規定：「請求權，因十五年間不行
使而消滅。但法律所定期間較短者，依其規
定。」民法第197條第1項則規定：「因侵權行
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
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

二. 前述規定於實務上產生爭議，亦即，若請求權
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向公司負責人請
求賠償損害，其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為何？
應採民法第125條本文之15年時效，抑或民法
第197條第1項之短期時效？

三. 就前述問題，本案先前審級及過去法院部分實
務見解認為應適用民法第125條本文規定之15
年時效期間（法律特別規定說），其理由為公
司法第23條第2項所定之連帶賠償責任，乃係
基於法律之特別規定，並非侵權行為之責任。

四.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05號民事裁定針
對前述問題則認為應適用民法第197條第1項所
定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適用知悉後2
年及行為後10年之短期消滅時效規定（侵權行
為責任說）。

五. 此法律問題已提案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裁判，
後續實務見解發展有待持續觀察。

（吳雨宸 律師）

重要法院實務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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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通過《人工智慧法案》

一. 歐盟理事會於5月21日最終核准「人工智慧法案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下稱「AI法」）」，
成為全球首部監管人工智慧（下稱「AI」）的法
規。受AI法所監管的AI類型大略可分為兩類：

1. 具有特定運用目的之AI系統

就此類型AI系統，AI法係採用分層管制的監理
方式，依據不同AI系統對人類基本權侵害之
風險高低，分別規範其相應之監理措施。

2. 可以通用於各種目的之AI模型（即「通用型
AI」，general purpose AI）

此種AI模型可以被廣泛運用於其他的AI系統
中，並具有顯著的通用性，能夠勝任不同的
任務。目前較廣為人知的通用型AI其中一例
為ChatGPT。AI法對於通用型AI之監管措施
中，較值得留意者為，AI法要求通用型AI之供
應商須擬定符合歐盟智慧財產權相關規範之
內部政策，以確保在訓練通用型AI的過程，
或後續運用通用型AI時，不會侵害他人之智
慧財產權。

二. AI法將採分階段實施，自刊登於歐盟官方公報後
20日生效，並自生效後6個月起逐步適用。其適
用範圍不僅限於歐盟企業，凡向歐盟市場投放或
提供服務，或其產出成果可能運用於歐盟境內之
AI系統均可能受到規管，應值得留意。

三. 由於目前在許多國家已產生多件指控AI侵害智慧
財產權之爭議，因此歐盟AI法亦透過各類監管措
施強調AI之使用須遵循智慧財產權法規之原則。
隨著企業使用AI之需求日漸提升，建議企業往後
須更加留意智慧財產權相關之法遵議題。

（顏良家 律師）

2024年7月

國際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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