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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招

公司與他人簽約一定要用書面文件嗎？

　說故事時間

阿光為 A 公司的董事長，由於 A 公司才剛設立不

久，阿光為了各項業務到處奔波，包含承租新辦公室、請

設計師裝潢、購買設備以及雇用新員工等等事項都必須親

自處理、簽訂契約，但同時阿光也開始好奇，以上這些契

約是否都必須要有簽訂書面文件才會算數，如果僅是口頭

上跟對方達成共識，契約是否也算成立呢？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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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師來解答

一、要式契約與不要式契約

事實上，我們可以用「是否必須使用一定方式才能成立契

約」的標準，將契約分為「要式契約」以及「不要式契約」。

「要式契約」，指的是必須遵照一定的方式，例如以書面

訂立或是登記等方式，契約才會成立。舉例來說，針對不動產

移轉所有權或設定抵押權，依民法第 758條規定，應以書面為

之，且非經登記不生效力。

反之，「不要式契約」則是不須依循一定方式仍可以成立

的契約。例如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買賣契約，甚至是租賃契約，

縱使沒有透過書面訂立，也可以有效成立。

二、要物契約與不要物契約

另一種契約的分類方式，則是以「是否必須另外交付標

的物才能成立契約」為標準，分為「要物契約」與「不要物契

約」。

「要物契約」，指的是除了當事人合意以外，仍須待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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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物之後，契約才會成立。例如，民法第 464條的使用借貸

契約及第 474條的消費借貸契約均屬於要物契約。

反之，「不要物契約」則僅須當事人合意，契約即成立。

常見的買賣契約及租賃契約均屬之。

三、取得彼此合意才是最大關鍵重點

其實，我國民法以不要式契約、不要物契約為原則，要式

契約、要物契約為例外。換句話說，日常生活中絕大部分的契

約，即使沒有白紙黑字寫下來，只要雙方達成合意的時候，契

約就成立了。因此，如何認定「合意」就相當重要。

依民法第 153條第 1項規定：「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

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也就是說，在

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的時候，便已達成合意。舉例而言，

當阿光向阿明表示：「我用 2萬元跟你買一臺電腦」，阿明

回覆：「好」，阿光與阿明之間即達成合意，已經成立買賣契

約。然而，默示的意思表示應如何認定，可參考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1294號民事判決，法院認為應依表意人之舉動

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方屬默示的意思表

示。如果僅僅是單純的沉默，除非有特別情事，否則不得認為

是默示的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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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師的建議

在日常生活中，每一天都可能有無數的契約成立，只是我

們難以察覺。原因在於大部分的契約，縱使沒有以書面為之，

只要雙方當事人達成共識亦不影響契約的有效成立。一般來說

在金額微小或是日常的狀況下，沒有訂立書面契約可能不會有

太大的影響；然而，若公司或個人牽涉到重要事項，須與他人

訂定契約時，基於權益保障及證據保全的考量，建議仍應簽訂

書面契約較為適當，單純口頭上的承諾恐怕也是口說無憑。此

外，在書面契約內也應該要清楚約定雙方的權利義務，一方面

避免將來雙方因認知上的不同而有容易產生紛爭的可能，另一

方面也讓自身權益有主張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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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招

洽談的對象不等於是簽約的對象

　說故事時間

阿明剛升任 A 公司的部門主管，老闆隨即將一份

重要合約委由阿明負責與 B 公司簽約談判。阿明不眠

不休非常仔細地研究條約內容，自認應該百無一失。豈

料，簽約後，A 公司的財務人員對於契約款項要進行核

銷時，發現簽核上的 B 公司為「B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 Ltd」，而契約內的 B 公司則為「B  International Co., 

Ltd」公司。兩者名稱有所不同，財務人員對此有所顧慮。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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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師來解答

一、不同公司就像不同人

每一間公司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原則上都應視為互相獨

立的個體，可以被當作不同的人來看待。舉例來說，如果母公

司另外出資，設立一間百分之百持股之全資子公司，縱使在議

約的過程中均與母公司的人員洽談，我們仍應該釐清簽約對

象為何者。原因在於，就算是子公司，因為擁有自己的公司名

稱、章程及獨立財產等，仍具備獨立的法人格，能夠自行負擔

權利義務。也就是說，子公司與母公司之間各自獨立，不能將

「與子公司簽約」及「與母公司簽約」畫上等號。如同案例中

的「B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 Ltd」與「B International Co., 

Ltd」，不管名稱再怎麼相似，法律上仍為不同的人。然而，

例外情況下，假設母公司利用不法手段，將子公司作為詐欺的

工具，導致子公司負有龐大債務，此時即有可能適用公司法第

154條第 2項的「揭穿公司面紗」原則，將母子公司當作同一

法人格，請求母公司對子公司的債務負清償責任（參考臺灣高

等法院高雄分院 104年度上字第 175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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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總公司與分公司當作同一人

有趣的是，相較於母子公司是各自獨立的公司，總公司

與分公司則不相同。常見公司為了拓展營業的領域，在各地設

立「分公司」。依公司法第 3條規定，分公司僅屬於總公司的

分支機構，法律上並沒有獨立的法人格。換言之，當你與分公

司簽約，實際上是與總公司簽約。舉例來說，曾有港務「分公

司」與營造公司簽訂工程契約，法院認為儘管訴訟上基於便

利考量，讓分公司在業務範圍內可以作為訴訟上的當事人，然

而，分公司事實上並非獨立的公司，契約當事人仍應視為港務

「總公司」與營造公司（參考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3年度

上字第 74號民事判決）。

三、確認簽約對象的方式

由此可知，公司人員在擬訂契約書的時候，務必再三確認

交易對象，這是因為契約的效力原則上只會拘束當事人，一旦

疏忽未加以核對，你想拿著契約對你心中以為的大公司請求付

款，可能只是美夢一場。另外要注意的是，縱使與你洽談業務

的人員給了你名片或是交換郵件，上面實實在在地寫了公司的

名稱，這時候你也不能就一股腦兒地照抄到契約書上，建議善

用經濟部的工商登記查詢功能，進一步確認對方的真實身分。

這個道理就如同核對個人身分時，必須親眼看到對方的身分

證，才能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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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師的建議

企業經營者在簽訂契約之前，必須再三確認包含簽約主

體、履約條件及違約風險等事項的重要性。因為對於企業來

說，簽約看似僅是簽名的動作，在法律上的意義卻非同小可。

總而言之，企業仍應著重於事前的審核機制，盡可能地減少錯

誤發生的機率。

另一種會見到簽約狀況是，我們對於對方的履約能力有點

擔心，但基於背後真正的大股東，認定對方如果履約能力或是

現金流有問題時，大股東一定會挺到底，因此願意進行交易，

甚至於雙方對此都瞭然於胸。然而，老話一句，法律講求證

據，此種擔保不一定有法律效果，完全吃人品，宜審慎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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