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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本會)為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主管

機關，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

安定與繁榮，109 年持續健全市場公平交易機制，並加強管理多層次傳銷

事業，以「強化執法效能」、「完備市場競爭法制」、「建立良善競爭文

化」及「加強全球合作連結」等施政重點做為未來努力的方向。謹將本會

109年重要施政成果，擇要說明如下： 

在執行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方面，109 年本會收辦涉及公

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的各類檢舉、申請、申報、請釋案，併計就

影響重大公共利益與社會大眾矚目之情事主動立案調查案件，共計 2,394

件，同期處理結案 2,375件，經認定違反上開 2法相關規定而處分並寄發

處分書者計 66件，裁處罰鍰金額計達 6億 2,673萬元，當年辦結率 88.98

％。另自 81年創會累計至 109年底處分案件計 4,831件，維持處分案（含

部分撤銷於行政救濟階段未確定之案件）4,680 件，處分案件維持率為

96.87％。109年查處重大違法案件包括：處分日商 TDK Corporation等 3

家硬碟懸架業者透過雙邊聯繫交換硬碟懸架商品之敏感資訊，避免價格競

爭之聯合行為案；處分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應申報結合而未申報案；

處分麻古茶坊股份有限公司招募加盟未充分且完整揭露加盟重要資訊

案；處分欣欣天然瓦斯企業社攀附當地公用天然氣事業，隱匿其為瓦斯安

全器材業者使消費者誤認之欺罔行為案；處分笙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不當

使用競爭同業之公司名稱製刊關鍵字廣告案；處分嘉祐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森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事業建案廣告不實案，以及處分環宇全

球有限公司、奕璦國際有限公司、巨曜國際開發有限公司、臺灣力匯有限

公司等多家傳銷事業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案，有效維護市場秩序，確保

事業公平競爭及廣大消費者、傳銷商權益。 

在關注民生物資供需市況方面，109 年本會持續運作「防制人為操縱

物價專案小組」，定期召開會議監控重要農畜產品及各項民生物資市況，

依照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之運作與分工，積極查察不法行為。因應 109

年國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延燒，本會依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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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應變任務，積極監控並查察口罩、額(耳)溫槍、

酒精等防疫物資有無遭聯合哄抬價格或囤積等情事，並將涉及他機關職掌

之反映案件，移送權責機關查處。同時，本會積極參與政府其他部門針對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相關民生物資議題會議，就涉及公平交易法議題提出說

明，並與主管機關進行分工協調，共同維護市場交易秩序。 

在規制重點產業市場競爭行為方面，109 年本會賡續辦理產業重點督

導計畫，擇定有線電視產業、流通產業、藥品產業及電子業加強督導，促

進業者自律與產業發展，重要辦理情形包括：關注有線電視與視聽媒體服

務平臺之替代情形，查察有線電視相關事業涉法案件；辦理全國主要連鎖

便利商店產業調查並妥慎審理家樂福公司與惠康公司結合案；辦理「製藥

產業數位發展現況與未來挑戰」委託研究及相關宣導活動；查處電子業之

結合申報案與涉法案件並辦理委託研究及大型宣導說明會。 

在宣導倡議公平競爭方面，本會研訂並執行 109年度競爭倡議計畫，

訂定「倡議政府機關避免採行反競爭之政策、法規或管制措施」、「擇定

特定產業加強宣導，促進事業自律遵法」、「教育說明本會主管法規，深

化各界知法守法觀念」、「與學術界及教育界建構良好互動或夥伴關係，

厚植競爭文化」及「強化本會網站及公平交易 APP設計」等 5大倡議重點，

執行 22 個工作要項，朝「政府自覺」、「企業自律」、「消費者自醒」

等三大目標邁進，透過全方位的宣導活動，引導各界認同、瞭解及重視公

平交易規範，共同維護市場自由與公平競爭。 

在推動國際交流合作方面，加強國際交流合作，提供技術援助，回饋

國際社會，向為本會重要施政項目之一。109 年雖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疫情影響，國際競爭法交流活動多改採視訊會議方式進行，本會仍積極參

與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競爭委員會」、亞太經濟合作(APEC)及國際

競爭網絡(ICN)等重要國際組織活動。此外，因應疫情關係，本會首度舉

辦大型線上反托拉斯區域研討會，邀請 9 國 31 位競爭法主管機關代表及

專家參與會議，共同探討「數位時代下新冠肺炎對競爭法與競爭政策之影

響」議題，相關活動成果深獲與會各國肯定。 

隨著經濟自由化與科技快速發展，各種產業均趨向全球性發展與競

爭，如何進一步強化競爭環境以接軌國際市場，並帶動產業迅速有效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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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已然成為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重要的課題。本會職司維護市場競爭秩

序的重任，將持續以積極而嚴謹的態度，擘劃前瞻競爭政策，完備競爭法

制，落實執法並加強倡議工作，以健全國家整體競爭環境，提升產業經濟

效益及國家競爭力，創造我國經濟發展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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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本會組織與職掌 

第一節  組織體系 

 

一、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的主管機關 

本會為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的主管機關，另依據 104 年 2

月 4日修正之公平交易法第 6條第 2項規定，本法規定事項，涉及其他部

會之職掌者，由主管機關商同各該部會辦理之。 

二、公平交易委員會的組織 

本會前身為「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81 年 1 月 27 日成立，嗣後

配合政府組織改造作業，100 年 11 月 14 日總統公布「公平交易委員會組

織法」（下稱本會組織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101 年 2 月 6 日

改制更名為「公平交易委員會」。 

本會組織大致可劃分為二個階層，一為委員會議，一為業務及行政單

位。委員會議採合議制，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於任職期間不得參與政黨

活動，並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組設部分，本會設有綜合規劃處、服務業競爭處、製造業競爭處、公

平競爭處及法律事務處等 5個業務單位，以及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秘書室、

人事室、政風室及主計室等 5個行政單位。其中資訊及經濟分析室兼具有

業務單位性質。 

三、公平交易委員會的組織特性 

(一)委員會之運作採合議制 

由於公平交易法係經濟與法律兼具之財經法規，為充分考量、融合

各方意見，使各類案件處理均能符合立法之要求，本會乃採合議制，且

依據本會組織法第 10 條第 3 項規定，委員會議之決議，應有委員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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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二)委員均為專任，任期 4年 

依據本會組織法第 4條規定，本會置委員 7人，均為專任，任期 4

年，任滿得連任，由行政院院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行政院院

長為任命時，應指定 1人為主任委員，1人為副主任委員；本會主任委

員，特任，對外代表本會；副主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 14 職等；其

餘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 13職等。 

(三)委員須超黨派，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為確立委員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受政黨活動影響之原則，本會組

織法第 8條明定，本會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於任職期間不得參加政

黨活動，並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四)委員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依據本會組織法第 4條第 7項規定，本會委員具有同一黨籍者，

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五)委員之任用，應具備法律、經濟、財稅、會計或管理等相關學識及經驗 

為期委員會之決議均能充分配合國內經濟發展及產業成長需

要，本會組織法第 6條規定，委員之任用，應具法律、經濟、財稅、

會計或管理等相關學識及經驗。 

另依據本會組織法第 4條第 6項規定，本法施行後初次提名之委員其

中 3位委員任期 2年其餘 4位委員（含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任期 4年，

因此本會委員任期採交錯制。為利於資料呈現，僅以主任委員任期作為每

屆之區隔，歷任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委員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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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歷任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委員一覽表 

（含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時期） 

第一屆（81年 2月 1日至 84年 1月 31日）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委    員 

姓名 任期 姓名 任期 姓名 任期 

王志剛 81.01.27-84.01.26 廖義男 81.02.01-84.01.31 吳榮義 81.02.01-82.03.10 

    王  弓 81.02.01-84.01.31 

    呂榮海 81.02.01-84.01.31 

    黃茂榮 81.02.01-84.01.31 

    李伸一 81.02.01-82.01.31 

    洪禮卿 81.02.01-84.01.31 

    朱雲鵬 81.02.01-84.01.31 

第二屆（84年 2月 1日至 87年 1月 31日）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委    員 

姓名 任期 姓名 任期 姓名 任期 

王志剛 84.01.27-85.06.09 賴源河 84.02.01-85.08.31 王  弓 84.02.01-85.07.22 

趙揚清 85.06.10-87.01.26 蘇永欽 85.09.01-87.01.31 單  驥 85.09.01-87.01.31 

    洪禮卿 84.02.01-87.01.31 

    朱雲鵬 84.02.01-84.12.31 

    鄭  優 84.02.01-87.01.31 

    蔡英文 84.02.01-87.01.31 

    許宗力 84.02.01-87.01.31 

    呂芳慶 84.02.01-86.02.10 

第三屆（87年 2月 1日至 90年 1月 31日）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委    員 

姓名 任期 姓名 任期 姓名 任期 

趙揚清 87.01.27-90.01.26 劉宗榮 87.02.01-90.01.31 鄭  優 87.02.01-90.01.31 

    洪禮卿 87.02.01-90.01.31 

    單  驥 87.02.01-89.08.31 

    何之邁 87.02.01-90.01.31 

    羅昌發 87.02.01-90.01.31 

    施俊吉 87.02.01-90.01.31 

    梁國源 87.02.01-90.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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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90年 2月 1日至 93年 1月 31日）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委    員 

姓名 任期 姓名 任期 姓名 任期 

黃宗樂 90.01.27-93.01.26 鄭  優 90.02.01-91.07.04 何之邁 90.02.01-91.01.31 

  陳紀元 91.08.05-93.01.31 柯  菊 91.02.01-93.01.31 

    陳櫻琴 90.02.01-92.06.30 

    陳志龍 90.02.01-93.01.31 

    許志義 90.02.01-93.01.31 

    劉連煜 90.02.01-93.01.31 

    陳紀元 90.02.01-91.08.04 

    李憲佐 91.09.19-93.01.31 

    蔡讚雄 90.02.01-93.01.31 

第五屆（93年 2月 1日至 96年 1月 31日）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委    員 

姓名 任期 姓名 任期 姓名 任期 

黃宗樂 93.01.27-96.01.26 陳紀元 93.02.01-94.01.17 余朝權 93.02.01-94.03.23 

余朝權 96.01.27-96.01.31 余朝權 94.03.24-96.01.31 蔡讚雄 93.02.01-96.01.31 

 （代理主任委員）   柯 菊 93.02.01-96.01.31 

    張麗卿 93.02.01-96.01.31 

    徐火明 93.02.01-94.04.30 

    王文宇 93.02.01-95.06.30 

    陳榮隆 93.02.01-95.07.31 

    周雅淑 94.05.18-96.01.31 

    黃美瑛 94.08.01-96.01.31 

第六屆（96年 2月 1日至 99年 1月 31日）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委    員 

姓名 任期 姓名 任期 姓名 任期 

湯金全 96.02.01-98.07.31 余朝權 96.02.01-97.02.18 周雅淑 96.02.01-99.01.31 

吳秀明 98.08.01-99.01.31 吳秀明 98.03.20-99.01.31 黃美瑛 96.02.01-99.01.31 

 （代理主任委員）   林益裕 96.02.01-99.01.31 

    陳志民 96.02.01-99.01.31 

    謝易宏 96.02.01-99.01.31 

    張懿云 96.02.01-97.07.31 

    林欣吾 96.02.01-99.01.31 

    陳榮傳 98.03.20-99.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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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99年 2月 1日至 102年 1月 31日）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委    員 

姓名 任期 姓名 任期 姓名 任期 

吳秀明 99.02.01-102.01.31 施惠芬 99.02.01-102.01.31 林益裕 99.02.01-102.01.31 

    徐火明 99.02.01-99.02.01 

    孫立群 99.02.01-102.01.31 

    林宜男 99.02.01-102.01.31 

    汪渡村 99.02.01-100.01.31 

    蔣黎明 99.02.01-102.01.31 

    蔡蕙安 99.02.01-102.01.31 

    李禮仲 99.03.23-102.01.31 

第八屆（102年 2月 1日至 106年 1月 31日）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委    員 

姓名 任期 姓名 任期 姓名 任期 

吳秀明 102.02.01-106.01.31 孫立群 102.02.01-103.02.16 蔡蕙安 102.02.01-104.08.31 

  邱永和 104.02.01-106.01.31 王素彎 102.02.01-106.01.31 

    謝杞森 102.02.01-104.01.31 

    吳成物 102.02.01-104.01.31 

    劉華美 102.02.01-104.01.31 

    顏廷棟 104.02.01-107.07.31 

    魏杏芳 104.02.01-108.01.31 

    張宏浩  104.03.30-107.06.30 

第九屆（106年 2月 1日至 110年 1月 31日）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委    員 

姓名 任期 姓名 任期 姓名 任期 

黃美瑛 106.02.01-110.01.31 彭紹瑾 106.02.01-109.10.12 顏廷棟 104.02.01-107.07.31 

    魏杏芳 104.02.01-108.01.31 
108.02.01-112.01.31 

    張宏浩  104.03.30-107.06.30 

    郭淑貞 106.02.01-110.01.31 

    洪財隆 106.02.01-110.01.31 

    蔡文禎 108.02.01-112.01.31 

    謝智源 108.02.01-11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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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110年 2月 1日至 114年 1月 31日）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委    員 

姓名 任期 姓名 任期 姓名 任期 

李鎂 110.02.01-114.01.31 陳志民 110.02.01-114.01.31 魏杏芳 108.02.01-112.01.31 

    蔡文禎 108.02.01-112.01.31 

    謝智源 108.02.01-112.01.31 

    郭淑貞 110.02.01-114.01.31 

    洪財隆 110.02.01-114.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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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業務職掌 

 

依據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第 2條規定，本會掌理事項如下： 

一、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之擬訂。 

二、公平交易法之審議。 

三、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之調查。 

四、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之調查及處分。 

五、多層次傳銷政策、法規之擬訂及有關案件之調查及處分。 

六、公平交易政策及法令之宣導。 

七、其他有關公平交易事項。 

 

另依據本會組織法、處務規程規定，本會的組織設置有委員會議與各

業務及行政單位，其職掌分別如下： 

一、委員會議 

依據本會組織法第 9條規定，委員會議職權包括： 

(一)公平交易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政策之審議。 

(二)公平交易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之審議。 

(三)執行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政計畫之審核。 

(四)執行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之公告案、許可案及處分案之審

核。 

(五)委員提案之審議。 

(六)其他依法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109 年計召開 52 次委員會議，會議提案計 418 件，包括審議案 126

件、報告案 292件；平均每次會議提案 8.0件，其中審議案 2.4件、報告

案 5.6 件。109 年審議之 126 件，按性質統計分別為檢舉案及主動調查案

計 74件、申請及申報案 30件、請釋案、法規、方案計畫各 1件及其他 19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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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業務及行政單位 

本會設 5處 5室，其職掌分別如下： 

(一)綜合規劃處 

依據本會處務規程第 8條規定，掌理下列事項： 

1.本會施政規劃、管制考核、政策研究之研擬、協調及推動。 

2.本會執法人員培訓之規劃及執行。 

3.本會主管法規政策之國際交流及合作。 

4.本會出版品之編輯、出版及管理。 

5本會主管法規專業資料之蒐集、建置及查詢服務。 

6.本會主管法規政令宣導之規劃及推動。 

7.其他有關綜合規劃事項。 

(二)服務業競爭處 

依據本會處務規程第 9條規定，掌理下列事業關於獨占、結合及

聯合行為、限制轉售價格、其他限制競爭行為、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之調查處理事項： 

1.工商服務業、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 

2.商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3.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 

4.農、林、漁、牧業。 

(三)製造業競爭處 

依據本會處務規程第 10 條規定，掌理下列事業關於獨占、結合

及聯合行為、限制轉售價格、其他限制競爭行為、欺罔或顯失公平行

為之調查處理事項： 

1.食品製造業、紡織業、化學製品製造業及塑膠製品製造業。 

2.金屬製品製造業、電子產品製造業、運輸工具製造業及其他製造業。 

3.礦業、土石採取業、營造業及水電燃氣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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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相關或不能歸類之行業。 

(四)公平競爭處 

依據本會處務規程第 11條規定，掌理下列事項： 

1.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行為之調查處理。 

2.提供不當贈品、贈獎行為之調查處理。 

3.損害他人營業信譽行為及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

行為之調查處理。 

4.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監督與管理，及該事業違反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規、個人資料保護法規行為之調查處理。 

5.與前四款有關之政令溝通活動之辦理。 

 (五)法律事務處 

依據本會處務規程第 12條規定，掌理下列事項： 

1.本會主管法規之研擬及修訂。 

2.本會主管法規之諮詢。 

3.本會主管法規法制問題之研究。 

4.罰鍰執行之處理。 

5.刑事案件之移送。 

6.行政救濟案件之處理。 

7.國內外法規資料之蒐集及研究。 

8.其他有關本會法律事務事項。 

(六)資訊及經濟分析室 

依據本會處務規程第 13條規定，掌理下列事項： 

1.產業市場結構、經濟情況資料之調查、蒐集及研析。 

2.公平交易法經濟分析業務之諮詢、意見研擬及推動。 

3.本會資訊與產業資料整合服務策略之規劃及發展。 

4.本會資訊應用環境之規劃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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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有關資訊產業及經濟分析事項。 

(七)秘書室 

依據本會處務規程第 14條規定，掌理下列事項： 

1.本會議事事項。 

2.印信典守及文書、檔案之管理。 

3.出納、財務、營繕、採購及其他事務管理。 

4.國會聯絡及媒體公關業務。 

5.工友（含技工、駕駛）管理事項。 

6.不屬其他各處、室事項。 

(八)人事室 

依據本會處務規程第 15條規定，掌理本會人事事項。 

(九)政風室 

依據本會處務規程第 16條規定，掌理本會政風事項。 

(十)主計室 

依據本會處務規程第 17條規定，掌理本會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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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源配置 
 

一、人力資源 

本會編制員額 216 人，81 年成立當年度預算員額為 120 人，83 年度

起維持 188人，88年 7月獲省府移撥 20人，預算員額增為 208人，92年

度配合政府精簡政策，職員預算員額減為 205人，93年度仍維持 205 人，

94年度減為 204人，95年度維持為 204人，96年度增為 206人，97年度

至 104 年度預算員額維持為 206 人，105 年度則配合行政院政策刪減 3 人

為 203人，106年度仍維持 203人，復於 107 年 6月減列 1人，經行政院

重行核定為 202人迄今。 

 

近 3年機關預算員額 

單位：人 

年度 職員 約聘僱人員 警員 技工工友 合計 

107 202 7 0 17 226 

108 202 7 0 16 225 

109 202 7 0 15 224 

警員包括警察、法警及駐警；技工工友包括駕駛；約聘僱人員包括駐外雇員。 

 

至於 109 年 12 月底現職員額（不含技工工友駕駛）計 206 人，謹依

學歷、年齡及專業背景分配情形說明如下： 

(一)學歷 

就人力之教育程度分配觀之，截至 109 年 12 月底，具研究所以

上學歷者 109人，占 53%；具大學學歷者 85人，占 41%；專科 9人，

占 4%；高中（職）3人，占 2%。就以上學歷分配觀之，具備大學以上

學位之人數達 194人，占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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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齡 

就人力之年齡分配觀之，截至 109 年 12 月底，人員之平均年齡

為 46.21歲，其中 29 歲以下者 7人，占 3%；30歲至 39歲之間者 50

人，占 24%；40歲至 49歲之間者 75人，占 37%；50 歲以上者 74 人，

占 36%為最多。 

(三)專業背景 

就人力之專業背景分配觀之，截至 109 年 12 月底，法律學系畢

業者 39人，占 19%；經濟及相關學系（財經、金融、國貿等）70 人，

占 34%，具備法律與經濟相關學系 9人，占 4﹪；其他（資訊、統計、

公共行政等）88人，占 43%。 

 

二、預算配置及決算情形 

本會依據年度施政計畫，按執法業務需要，依行政院核定歲出概算額

度適當配置各工作計畫所需經費，俾能配合達成施政目標。109 年度法定

預算數新臺幣 3億 2,333萬 9,000元，決算數新臺幣 3億 1,254 萬 6,060

元，執行率約為 96.66％，各工作計畫之預、決算及執行率如下： 

（一）一般行政：預算數新臺幣 2 億 9,867萬 7,000 元，決算數新臺幣 2

億 9,111萬 4,873元，執行率 97.47％。 

（二）限制競爭行為調查處理：預算數新臺幣 566萬 6,000元，決算數新

臺幣 556萬 5,618元，執行率 98.23％。 

（三）不公平競爭行為調查處理及多層次傳銷管理：預算數新臺幣 251萬

7,000元，決算數新臺幣 249萬 6,517元，執行率 99.19％。 

（四）法務及行政救濟業務：預算數新臺幣 212萬 8,000元，決算數新臺

幣 208萬 7,181元，執行率 98.08％。 

（五）綜合規劃及宣導業務：預算數新臺幣 240萬 2,000元，決算數新臺

幣 240萬 1,911元，執行率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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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政策擬訂及國際交流業務：預算數新臺幣 455萬 2,000元，決算數

新臺幣 222萬 7,480元，執行率 48.93％。 

（七）產業調查經濟分析及資訊管理：預算數新臺幣 578萬 9,000元，決

算數新臺幣 577萬 7,919元，執行率 99.81％。 

(八)其他設備：預算數新臺幣 110萬 8,000元，決算數新臺幣 87萬 4,561

元，執行率 78.93％。 

(九)第一預備金：預算數新臺幣 50萬元，悉數未動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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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109年工作重點 

第一節  擬訂公平交易政策 

一、中程（106年度至 109年度）施政計畫 

壹、施政綱要 

一、執行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一）查處妨礙市場競爭行為，匡正事業不當競爭行為 

1、積極查處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案件，維

護市場交易秩序。 

2、妥慎審議事業結合申報及聯合行為申請許可案件，兼顧產業

競爭發展。 

3、強化聯合行為查處成效，提高反托拉斯基金運作效能。 

4、建置與維護競爭法產業資料庫系統，研析產業結構與市場競

爭，提供案件審議之參據，精進執法品質與效能。 

5、掌握案件處理時效，提升執法效率。 

（二）規制產業競爭行為，建構良好競爭環境 

1、擇定攸關民生及大眾權益之產業或廣告類型，實施特定產業

與行為重點督導計畫，規整產業競爭秩序。 

2、有效規範管理多層次傳銷事業，實施業務檢查，落實監督監

管機制，促進傳銷產業良性發展。 

二、完備市場競爭機制及強化行政執行效能 

（一）完備市場競爭法規，奠定公平競爭基礎 

1、檢討修正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並持續研修各項

子法及行政規則，建構完備公平交易制度。 

2、協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討妨礙競爭法規，落實競爭政策，

共同促進市場公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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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實執行處分案件罰鍰收繳作業，強化行政執行效能 

1、依法辦理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件之罰鍰收

繳作業，強化行政執行效能。 

2、精進行政執行移送作業，貫徹公權力，並落實裁罰及處分之

目的。 

三、倡議自由公平競爭理念 

多元倡議競爭理念，形塑優質競爭文化 

1、積極辦理公平交易法、多層次傳銷管理法及反托拉斯基金各

項宣導活動，傳遞自由公平交易理念。 

2、運用多元管道傳揚競爭理念，擴大倡議參與族群，深化各界

知法、守法觀念。 

3、推動年度競爭倡議計畫，以績效觀點推動競爭倡議工作，檢

討精進相關措施與作為，形塑優質競爭文化。 

4、建置並維護「APEC 競爭政策資料庫」，提供競爭政策資料國際

交流平臺。 

四、拓展競爭法國際交流合作 

加強拓展與國際競爭社群對話空間，建構跨境執法合作網絡 

1、深化參與競爭法國際社群，拓展國際與兩岸交流合作，掌握

國際執法進程，奠定跨境執法互助基礎。 

2、積極推動雙邊交流，研議簽署競爭法合作文件，配合國家整

體經貿政策，參與貿易協定「競爭」議題談判。 

3、提供技術援助及交流平臺，協助開發中國家能力建置，發展

實質夥伴關係，強化我國區域執法優勢。 

4、舉辦國際研討會，增進與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及專家學者交

流，提升我國於國際競爭法領域之能見度。 

五、提升資源配置效率 

妥適配置預算資源，提升預算執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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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效運用預算資源，加強預算執行，提高資本門預算執行率。 

2、本於零基預算精神，落實中程歲出概算編製，節約政府支出。 

貳、未來四年重要計畫 

施政綱要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期程 計畫類別 

執行公平交易法及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 

調查處理限制競爭及不公

平競爭行為與管理多層次

傳銷 

106-109 其它 

完備市場競爭機制及

強化行政執行效能 

研修本會主管法令及行政

規則 

106-109 其它 

倡議自由公平競爭理

念 

倡議公平交易制度理念 106-109 其它 

拓展競爭法國際交流

合作 

競爭法國際交流合作 106-109 其它 

二、年度施政計畫 

本會為我國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之主管機關，職掌擬訂競

爭政策與法規，並就違反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及危害公共

利益之情事，依檢舉或職權加以調查處理，藉以保障合法事業及消費大眾

權益，確保市場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109 年本會將持續健

全市場公平交易機制，並加強管理多層次傳銷事業，以「強化執法效能」、

「完備市場競爭法制」、「建立良善競爭文化」及「加強全球合作連結」等

施政重點做為未來努力的方向。 

本會依據行政院 109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

度，並針對經社情勢變化及本會未來發展需要，編定 109年度施政計畫，

其目標及策略如次： 

一、查處妨礙市場競爭行為，匡正事業不當競爭行為 

（一）落實執行公平交易法規，積極查處涉法行為，確保市場競爭秩序。 

（二）有效審議事業結合申報及聯合行為申請許可案件，防範市場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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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化與市場力量濫用。 

（三）持續運作本會「防制人為操縱物價專案小組」並參與行政院穩定

物價小組會議，掌握重要民生物資市場動態及競爭情形，避免事

業藉機從事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 

（四）積極查處不實廣告等不公平競爭行為，確實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

者利益。 

（五）有效運用行政資源，強化執法品質及時效，提升行政效能及本會

施政形象。 

（六）充實競爭法產業資料庫資料並維護資料庫系統功能運作，研析產

業結構與市場競爭，提供案件審議之參據，精進執法品質與效能。 

二、規制產業競爭行為，建構良好競爭環境 

（一）關注重點產業市場競爭行為，持續辦理產業重點督導計畫，促進

業者自律與產業發展。 

（二）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調分工，調和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凝聚

執法共識。 

（三）委請專家學者進行公平交易法相關議題研究，掌握產業最近動

態，作為案件處理及偵測市場違法行為之參考。 

（四）有效管理輔導多層次傳銷事業，並積極查處違法多層次傳銷行

為，維護多層次傳銷交易秩序及傳銷商權益。 

三、完備市場競爭法規，奠定公平競爭基礎 

（一）檢討公平交易法、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等相關法令及行政規則，提

升執法品質。 

（二）提供其他機關競爭法意見，共同建構良善之市場競爭環境。 

四、落實執行處分案件罰鍰收繳作業，強化行政執行效能 

（一）落實追蹤處分案件罰鍰收繳情形，積極辦理行政執行移送作業，

確保本會執法成效。 

（二）加強義務人所得及財產查調，定期彙整及追蹤行政執行進度，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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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密切聯繫，提升行政執行品質。 

五、多元倡議競爭理念，形塑優質競爭文化 

（一）辦理本會主管法規宣導活動，增進業者自律避免觸法，強化民眾

消費意識免於受害。 

（二）運用多元競爭倡議管道，強化整體宣導成效，深根公平交易理念。 

（三）精進各項宣導活動措施，提升各界遵法意識，建立良善競爭文化。 

（四）賡續建置「APEC 競爭政策資料庫」，完備國際競爭法及競爭政策

資料。 

六、加強拓展與國際競爭社群對話空間，建構跨境執法合作網絡 

（一）出席國際競爭法之重要會議，接軌國際規範之潮流。 

（二）促進與主要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間之雙邊交流。 

（三）協助新興競爭法機關的能力建構，辦理國際反托拉斯區域研討會

議。 

七、妥適配置預算資源，提升預算執行效率 

（一）配合本會施政重點，有效運用預算資源，提高資本門預算執行率。 

（二）本於零基預算精神，落實中程歲出概算編製，妥善配置政府支出。 

三、年度重要計畫 

本會 109 年度重要管制計畫，包括下列 16項計畫： 

（一）傳揚公平交易法令及政策 

（二）積極參與競爭法國際活動，建構跨境執法合作網絡 

（三）調查處理服務業及農業限制競爭行為 

（四）大數據發展下之資訊壟斷與競爭政策 

（五）網路銷售市場競爭評估之實證研究 

（六）調查處理製造業限制競爭行為 

（七）技術創新與競爭議題之探討 

（八）調查處理不公平競爭行為 

（九）管理多層次傳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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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平交易法對新興薦證廣告之適用與因應 

（十一）研修公平交易法規與多層次傳銷法規以及辦理行政執行、行政

救濟業務 

（十二）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以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為例 

（十三）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以獨占及限制競爭行為為例 

（十四）各國競爭法對於域外結合案件審查處理方式之研究 

（十五）強化產業資訊體系，建立有效執法之決策支援系統 

（十六）行為反托拉斯與消費者權益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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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關注重點產業市場競爭行為 

為建立市場公平競爭環境，本會歷年均篩選與經濟發展或社會民生密

切相關之重點產業，辦理產業重點督導計畫，掌握市場競爭動態，促進業

者自律與產業發展。109 年擇定有線電視產業、流通產業、藥品產業及電

子業關注其市場競爭行為，加強執法與倡議。重要實施成果如下：  

一、有線電視產業 

（一）關注有線電視與視聽媒體服務平臺之替代情形，積極查處有線電

視相關事業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109 年處理之重大案件包

括：頻道商及有線電視業者是否以免收視費方式要求觀看特定新

聞頻道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條及第 25條規定案；附加負擔

不禁止大無畏投控與杰廣及其從屬公司、泰羅斯及其從屬公司等

8 家有線電視結合案；凱擘股份有限公司從事頻道傳輸服務過程

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條第 3款、第 5款等規定案。 

（二）109 年 11 月 13日於臺北市辦理「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有線電視

相關事業執法說明會—寬恕政策及檢舉獎金簡介」，邀請頻道

商、頻道代理商、系統台業者、公會及地方機關人員等參加，有

助於有線電視相關產業業者瞭解本會對於寬恕政策及檢舉獎金

相關規範。 

二、流通產業 

（一）關注流通事業交易及發展現況，並就 108年全國主要連鎖便利商

店業者進行產業調查，掌握零售通路市況，深入瞭解連鎖式便利

商店競爭情形。 

（三）審議家福股份有限公司擬取得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100%已發行

股份結合案，確保量販超市市場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

不利益。 

三、藥品產業 

（一）審議美商 Upjohn Inc.與荷蘭商 Mylan N.V.、旭富製藥科技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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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與法蘭摩沙股份有限公司之結合申報案。 

（二）委請民間業者進行「製藥產業數位發展現況與未來挑戰」研究，

以瞭解數位化對製藥產業市場結構影響，作為未來辦理個案之參

考。 

（三）109 年 8月 14日及 28 日分別於臺南市與新竹縣辦理「藥品產業

發展與公平交易法規範」宣導說明會，提升業界對競爭法規範之

認識與瞭解，並深化業者遵法意識。 

四、電子業 

（一）辦理國巨股份有限公司與美商 KEMET Corporation、美商 Diodes 

Incorporated 與敦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群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與日商 Sony Storage Media Solutions Corporation、佳世達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與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結合申報案。 

（二）查處日商 TDK Corporation等 3家業者互相交換硬碟懸架商品敏

感資訊之聯合行為案，及積層陶瓷電容器(MLCC)業者及顯示卡業

者聯合漲價案。 

（三）查處明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被檢舉限制電源供應器轉售價格案。 

（四）探討「從電子產業股權收購論我國結合申報之規範」議題，並委

請台灣經濟研究院進行「技術創新與競爭議題之探討」研究。 

（五）辦理「國際競爭法執法趨勢與訴訟實務」及「電子業併購與專利

權警告函處理原則」宣導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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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查察民生物資供需市況 

本會職司公平交易法，其立法宗旨係尊重市場機制，強調市場自由競

爭。遇有民生物資價格波動情形，本會本於權責積極查處，密切注意市場

狀況，嚴防業者藉機從事聯合行為違法情事；另於訪查過程中，亦提醒業

者尊重市場機制，切勿聯合漲價，以收即時之效。針對 109年國內民生物

資價格變動情形，本會身為政府團隊及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成員之一，

已密切注意重要民生物資市況變化，並採行多項因應措施，嚴防相關業者

有聯合壟斷的情事發生。相關作為如下： 

一、持續運作本會「防制人為操縱物價專案小組」，並由本會委員逐項督

導各類民生物資之調查，以利掌握時效。 

二、有效掌握市場動態，在查價過程中如發現有異常漲價情形，即主動立

案調查。 

三、適時發布新聞稿，提供正確資訊，降低民眾預期心理或澄清錯誤訊息。 

四、參與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運作，與經濟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法務部、內政部等相關部會分工合作，積極查處，共同遏止不法行為。 

五、積極查處涉及違法案件，即時發揮嚇阻違法作用，倘獲有具體事證，

即依公平交易法規定嚴處。事業間如有聯合漲價或其他限制競爭之行

為者，將依法處以新臺幣 10 萬元至 5,000 萬元罰鍰；情節重大之聯

合行為案件，更得處違法事業上一會計年度營業額十分之一的罰鍰金

額。 

六、針對違法風險較高之產業，適時舉辦宣導會、座談會或事先發函警示

業者，促使其遵法，以收預先防範違法之功效。 

七、主動公布檢舉專線，受理民眾檢舉案件。本會設有檢舉專線：（02）

2351-0022，民眾也可在本會網站（https://www.ftc.gov.tw）所設

電子信箱提出檢舉。 

有關民生物資價格波動情形，本會除持續運作「防制人為操縱物價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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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小組」外，並依照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之運作與分工，積極查察不

法行為。109年重要執行成果如下： 

一、定期召開本會「防制人為操縱物價專案小組」會議，針對農畜產品、

小麥、麵粉、黃豆、沙拉油、糖、奶粉、桶裝瓦斯、油品等多項重要

民生物資價格及市況變化進行監測，倘有聯合行為疑義，適時主動立

案調查。 

二、賡續辦理春節、端午節及中秋節前重要節慶農畜產品市況查核計畫，

函請農政主管機關及相關農畜產品公會團體提供產銷資料及相關調

節措施，並派員赴各地訪查各項應節產品價格市況，有效掌握相關商

品價格變動情形。 

三、因應國內新冠肺炎疫情，依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之應變任務，監控調查口罩、額(耳)溫槍、酒精等防疫物資

價格、數量等市況情形，積極調查處理相關檢舉案件，並將涉及他機

關職掌之案件，移送權責機關查處。 

四、調查處理國內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媒體報導網路謠傳生產衛生紙原物

料因生產口罩而短缺，造成大賣場傳出衛生紙搶購潮情事，並於調查

過程中，提醒業者遵守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 

五、持續參與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會議，針對「穩定春節民生物資價格措

施」議題進行報告。 

六、主動調查特定送平臺業者是否以獨家交易、最惠客戶條款限制餐廳業

者與其他外送平臺合作阻礙市場競爭案，調查結果，國內餐廳數目極

多，該外送平臺業者不具有顯著市場力，餐廳仍可自由選擇與其合作

之外送平臺，尚難認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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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建構宣導溝通管道 

一、研訂本會 109年競爭倡議計畫  

公平交易法是規範市場競爭秩序之經濟法規，其目的在創造自由與公

平競爭且有效率的市場交易環境。然此理念之實現，除本會積極執行公平

交易法規，查處涉法案件，以維護市場競爭機制與交易秩序外，更需本會

持續向社會各界強化倡議公平交易規範與自由公平競爭理念，以建構「競

爭文化」。為全面形塑優質之競爭文化，本會特制訂競爭倡議計畫，朝向

「政府自覺」、「企業自律」、「消費者自醒」等三方面積極倡議競爭，

期引導企業知法守法，並促使政府部門、企業界及消費大眾均能認同、瞭

解及重視公平交易規範，共同維護市場交易秩序，確保市場自由與公平競

爭。 

 (一)計畫目標 

1、政府部門方面：讓政府部門瞭解在制定或修正管制政策時，將競爭

因子納入政策中之重要性，並促使其將競爭因子納入政策的過程變

成一種習慣，進而作成有利於競爭之政策決定，以營造自由與公平

競爭之市場環境。 

2、企業界方面：使企業能夠遵守本會主管法規之相關規範內容，降低

企業因觸法而遭受處分之風險，避免其商譽受損，同時提升其優良

守法之形象，進而有助其鞏固及拓展市場。 

3、消費者方面：建立消費者對公平交易理念之正確認知，從事有智慧

之消費行為，並讓消費者認知引入更多競爭進入市場，可獲得較低

價格、更高品質之產品與服務，以及更多元化之選擇，有效保障消

費者權益。 

 (二)計畫關鍵績效指標： 

1、本會全年度主管法規宣導活動參加對象之單一性別比率不得低於三

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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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會全年度主管法規宣導活動問卷調查參加對象同意參與該活動有

助於瞭解本會主管法規之規範內容（認知程度）比率為 91％。 

3、本會全年度主管法規宣導活動問卷調查該活動滿意度比率為 86％。 

(三)計畫內容：依「倡議政府機關避免採行反競爭之政策、法規或管制措

施」、「擇定特定產業加強宣導，促進事業自律遵法」、「教育說明本會

主管法規，深化各界知法守法觀念」、「與學術界及教育界建構良好互

動或夥伴關係，厚植競爭文化」及「強化本會網站及公平交易 APP設

計」5大倡議重點，執行 22個工作要項，由本會各處、資訊及經濟分

析室與秘書室共同執行。 

(四)計畫檢討 

為落實本計畫之執行，每半年由綜合規劃處彙整各處、資訊及經

濟分析室與秘書室之執行情形與競爭倡議成效，並採滾動檢討方式，

請相關處室視業務執行情形及施政重點滾動修正計畫內容。 

二、建立業務協調溝通管道 

（一）加強與行政院各相關部會協調 

為增進政府機關對公平競爭的認識與理解，避免採行反競爭之政策、

法規或管制措施，本會持續參與其他機關會議，並本於權責提供競爭法專

業意見，109年重要參與情形如下： 

1、109年 2 月 4日就臺北市政府制定「臺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

條例」草案，本會依權責提供意見。 

2、109年 2 月 11日及 109年 2月 15日參與行政院召開之「研商因應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之防治及紓困事項」會議，就

本會權責提供競爭法意見。 

3、109年 3月 11日參加行政院召開之審查「揭弊者保護法」草案會議，

就涉及本會權責部分提供意見。 

4、109年 3月 24日參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

法」草案公開說明會，提供本會修正意見，並向與會者宣達允宜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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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就相關合作行為向本會申報結合，申請聯合行為之例外許可或向

本會請釋。 

5、109年 6 月 16日參與內政部「精進不動產交易管理制度」第 1次座

談會，就執法管制目的及公平交易法相關條款提供競爭法意見。 

6、109年 11 月 17日參與「精進預售屋建案聯合稽查作業相關事宜」

會議，就違規態樣及相關執法規定提供競爭法意見。 

7、109年 11 月 16日參加行政院召開之審查「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

會議，就涉及本會權責部分提供意見。 

（二）與地方機關建立垂直聯繫 

依據本會組織法第 3條規定，本會就主管事務，得請省、直轄市、縣

（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協助辦理之。基此，本會為加強與地方機

關之協調聯繫，並持續落實各項公平交易業務，業於 104年 5月修正「公

平交易委員會請地方機關協助辦理業務實施要點」，做為本會請地方機關

協助辦理業務之依據。 

按上開實施要點規定，本會得請地方機關協助辦理業務包括：本會主

管法規相關資料及申請書表之代提供事項、有關本會主管法規案件之代轉

本會事項、本會主管法規政令溝通活動之協助辦理事項、對於違反本會主

管法規案件之協助辦理事項、事業是否遵行本會處分事宜或許可範圍之協

助查證事項、產業資料及個別事業資料經本會洽請協助蒐集提供事項、各

項統計調查之協助辦理事項、與本會協調聯繫窗口之設置及名單提供事

項，以及其他洽請地方機關協助辦理事項等事宜。 

為增進與各地方機關之業務協調聯繫及就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相關問題進行研討，本會於 109年 8月 21日召開「109年度公平交

易委員會與地方機關協調聯繫會議」，檢討各項業務之辦理情形或亟待協

調、改進之事項。除由本會報告各地方機關移送本會審議案件之辦理情

形、各地方機關與本會協調聯繫窗口名單及地方機關新北市政府、新竹縣

政府及苗栗縣政府等提出協助辦理公平交易業務之概況及績效報告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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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亦就各項重要施政措施提出報告，包括：近期工作概況；近期公平交易

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規範之執法情形；本會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發

展，嚴防業者趁機聯合調漲口罩價格而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處理情形；108

年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發展概況及本會近一年管理多層次傳銷之執法成

果；有關「公平交易法第 28 條、第 39 條、第 41 條修正草案」之最新修

正重點等。 

三、傳揚公平交易理念 

（一）舉辦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說明會 

為提升社會各界對本會主管法規內容及職掌範疇的認識與瞭解，109

年本會持續針對業者、行政機關、一般民眾舉辦各式主題法規說明會，並

辦理大學院校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交易陷阱面面觀、

國高中公平交易法種子教師研習營及中部菁英公平交易法與案例研習營

等宣導及教育訓練活動，另請縣市政府協助辦理地區性法規說明會，同時

接受各產業公會、事業或機關邀請，遴派講師講授本會主管法規相關規

範。透過實際案例說明及雙向交流的方式，增進政策溝通之有效性，提升

各界對本會主管法規之認識與瞭解，深獲好評。109 年度本會自行舉辦及

參與、配合民間團體、業界進行之法規說明會以及請各縣市協助辦理地區

性法規說明會計 85 場次，經統計各活動與會人員同意參加說明會有助其

瞭解本會主管法規範內容之比率為 96.84%，另與會人員對於本會辦理倡議

活動之整體滿意度比率為 95.25%，顯示本會辦理相關說明會活動有助深化

各界遵法量能及對競爭之認知，成效良好。 

本會近 3年主管法規說明會活動辦理場次情形表 

年度 本會自行舉辦 
請地方機關 

辦理 

其他受邀講授 

本會主管法規 
總計 

107年 56 19 14 89 

108年 52 19 16 87 

109年 57 15 13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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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各重要場次謹摘述如下： 

1.辦理產業規範說明會：鑑於各行各業多有獨特之產業特性，經營行為

相當複雜，為使產業能充分瞭解且遵守本會主管法規規範，本會選定

特定產業舉辦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各項主題規範說明

會，加強與業界溝通。109 年度本會針對有線電視業、食品烘焙業、

石化產業、營建營造業、國民中小學教科書銷售行為、電子業併購與

專利權警告函行為、不實廣告行為、多層次傳銷經營等重要產業或議

題，舉辦宣導說明會，完整說明本會主管法規相關規範。 

2.辦理地區性說明會：本會除選定特定產業舉辦各式主題法規說明會

外，亦洽請地方各縣市政府協助以本會施政重點為主題，辦理地區性

法規說明會，邀集當地工商業者與民眾參與。經統計 109年度，計有

15 縣市政府提出計畫，辦理 15 場次說明會。主題包括講授公平交易

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本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之規範與案例說

明及本會對於不實廣告、網路廣告、不動產廣告、家電廣告之規範與

案例說明等。 

3.辦理反托拉斯基金理念與檢舉獎金制度相關宣導活動：為使各界瞭解

國內外反托拉斯法規範，109 年度本會辦理「紙容器業者遵法與競爭

宣導說明會」、「藥品產業發展與公平交易法規範宣導說明會」、「公平

交易(反托拉斯)法之規範與案例解析專題講座」、「公平交易法對於同

業公會之規範及反托拉斯遵法宣導說明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有

線電視相關事業執法說明會—寬恕政策及檢舉獎金簡介」等多項反托

拉斯法宣導活動，協助我國業者快速掌握國內外競爭法規範，建立內

控遵法機制。 

4.開辦大學院校訓練課程：為灌輸學子正確之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

相關法令觀念，並培育其成為優秀種籽，傳揚正確法令觀念。109 年

本會賡續以大學院校學生為受訓對象，於北、中、南區大學院校舉

辦 16場次教育訓練，參與人次計 647人，深化宣導公平交易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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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開辦「中部菁英公平交易法與案例研習營」：為強化中部地區產官界

瞭解競爭法，深化知法、守法觀念。本會於 109 年 11 月在臺中市舉

辦為期三週每週 1 日，總研習時數 14 小時之「中部菁英公平交易法

與案例研習營」，向中部地區事業經理人、檢察官、政府機關主管級

人員等各界專業人士，深入講授公平交易法規及所涉經濟理論與執法

實務，獲參與人員高度肯定。 

6.辦理「交易陷阱面面觀」系列活動：為協助原住民、新住民、老人、

婦女等特定族群瞭解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避免誤入交易

陷阱，109年本會針對上開族群辦理 10場次「交易陷阱面面觀」宣導

活動，加強宣導有關不實廣告、加盟創業、家庭代工、生前契約與多

層次傳銷之規範。 

（二）運用各種電子化宣導措施倡議公平交易理念 

109 年度本會持續運用網路及新媒體工具進行政策溝通與宣導工

作，除將本會重要施政及執法案件登載於全球資訊網站，同時發行中、

英文版「公平交易通訊」及電子報，透過網際網路傳送最新競爭法規

範及各類實務案例資訊。本會並首度結合當紅 Youtuber「志祺七七」、

知名插畫家「綜合口味」，推出業務介紹影片，以活潑有趣、貼近民眾

生活的方式，增進各界對本會的認識。此外，本會賡續推廣、維護本

會「公平交易 APP」，便利民眾能不受時、地及設備等限制向本會提出

檢舉，並隨時查閱本會主管法規、即時獲悉本會針對重大案件之說明、

多層次傳銷之警訊、法令修正及專題演講等最新訊息。 

（三）編印各類出版文宣 

為配合業務推展，本會持續編印公平交易法相關出版品，主動發

送政府相關部門、各主要工商團體、一般企業、各大學院校及消費大

眾參考。另《認識公平交易法》及《認識多層次傳銷管理法》則係以

專書方式出版，對外發行。109年度編印發行之文宣資料如下：  

1.法規彙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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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108年 7月至 12月） 

(2)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109年 1月至 6月） 

2.宣導系列 

(1)Cases and Materials on Fair Trade Law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Vol.15（2015-2017） 

(2)105-106 年競爭中心專題演講彙編 

(3)107-108 年競爭中心專題演講彙編 

3.定期出版刊物 

(1)中華民國 108 年公平交易統計年報（STATISTICAL YEARBOOK OF 

FAIR TRADE COMMISSION 2018）（中英文對照） 

(2)公平交易委員會工作成果報告–中華民國 108年 

(3)公平交易季刊 

(4)公平交易通訊 

(5)TAIWAN FTC NEWSLETTER 

4.公平交易法論叢 

(1)中華民國 108年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發展狀況調查結果報告 

(2)大數據發展下之資訊壟斷與競爭政策 

(3)網路銷售市場競爭評估之實證研究 

(4)技術創新與競爭議題之探討  

(5)公平交易法對新興薦證廣告之適用與因應 

(6)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以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為例 

(7)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以獨占及其他（非聯合）限制競

爭行為為中心 

(8)各國競爭法對於域外結合案件審查處理方式之研究 

(9)行為反托拉斯與消費者權益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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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為民服務 

一、設立服務中心提供諮詢服務 

為提供民眾有關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諮詢服務，本會

設有服務中心，由本會同仁於上班日服務時段，以輪值方式，提供各

界有關本會主管法規之諮詢服務。服務中心提供的服務項目包括：1.

有關收辦案件或陳情案件之代轉服務事項。2.有關本會主管法規之解

說服務事項。3.宣導資料之提供服務事項。4.其他相關服務事項。自

81 年成立以來迄 109 年底提供服務事項已達 343,271 件。其中，109

年度計處理 5,864 件，近 3年服務中心處理服務事項統計如下：  

單位：件 

年度 
反映事項 

受理 

申請事項 

解說 

本會主管法規 

解說 

宣導資料 

提供 
總計 

107年 224 634 5,539 48 6,445 

108年 146 496 4,613 31 5,286 

109年 142 588 5,100 34 5,864 

 

為提升本會服務中心輪值人員服務品質，本會於 109年 8月 25日

及 27日舉辦「109年度服務中心輪值人員專精講習」，由行政院消費者

保護處消費者保護官、奧谷特顧問有限公司專業講師及本會綜合規劃

處科長，為同仁講授「消費者保護法簡介及常見糾紛案例解析」、「第

一線服務人員電話禮儀及危機應對」以及「服務中心輪值人員注意事

項」等課程，期使輪值同仁提供民眾更專業、更完善之服務。 

二、設置競爭政策資料及研究中心 

為提供國內外各界有關競爭政策與競爭法專業查詢、研究及訓練服

務，本會「競爭政策資料及研究中心」（下稱競爭中心）蒐集有關競爭政

策及競爭法圖書資料，同時推展各項學術性活動，開放各界使用，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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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資源共享之實益。服務項目包括閱覽、圖書借閱、網路查詢、研究服

務、訓練服務及其他相關服務等。 

（一）對外開放閱覽 

凡 18歲以上民眾於開放時間內，均可在競爭中心閱覽各類圖書資料，

或使用各項資料庫查詢系統。 

（二）提供專業查詢服務 

1.蒐集競爭法及競爭政策專業資料 

競爭中心蒐集來自國內外各地與競爭法及競爭政策相關之財經、法

律、企管、社會科學及產業等專業資料，包括中外文圖書逾 2 萬

冊、中外文期刊及中文報紙近 45 種，提供國內外各界有興趣人士

參考運用。 

2.建置「APEC 競爭政策資料庫」 

本會於 85 年 8月於 APEC「貿易暨投資委員會」(CTI)會議中，主動

爭取成為建置「APEC競爭政策資料庫」之主事國後，即積極著手建

置，並於 88年 5月建置完成，開放各界查詢使用，此係一套有助於

研究國內外競爭法制發展之重要資料庫。資料庫內容包含： 

（1）APEC 21 個會員體之 12 項競爭法制基本資料：政策宣示、競爭

政策/競爭法、組織架構、審查準則、案件處理程序、出版品

目錄及訂閱細節、問答資料、重要案例、司法案例、國際雙邊

或多邊協定、與競爭法相關之議題、統計資料等。 

（2）本會主事之 APEC-OECD合作倡議相關活動資料。 

（3）APEC/CPLG 年會相關資訊。 

（4）APEC 會員體及非會員體之競爭法主管機關及相關國際組織、學

術研究機構網站連結。 

3.蒐集本會出版品、重要活動會議資料等，建置、維護「公平法令剪

報資料庫」  

除了競爭政策圖書文獻之外，競爭中心完整收藏本會成立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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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出版品及各項重要業務活動紀錄、文件資料等，並建置「公平法

令剪報資料庫」，完整地保存本會史料，同時也記錄國內反托拉斯制

度的演進過程，成為國內競爭政策的專業資料中心。 

（三）研究及訓練服務 

1.舉辦第 2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 

本會自成立以來，為提升公平交易法及競爭政策之研究發展，並

吸引國內學術界投入競爭法及競爭政策之研究，除委託學者專家進行

相關研究計畫外，每年並定期舉辦一場大型學術研討會，藉以帶動國

內競爭法及競爭政策相關領域之學術研究風潮，提升我國公平交易法

理論與實務之發展。109年 12 月 17日及 18 日本會舉辦第 27屆「競

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分 4 場次進行，並發表 19 篇論

文，為本會有史以來論文發表篇數最多的一屆。其中 8 篇為本會 109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報告，另外 11 篇則是來自對外徵稿，各場次議題

及所發表之論文分別為： 

第 1場：公平交易法執法案例之研究與評析 

論文 1：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以獨占及其他（非聯合）

限制競爭行為為中心 

論文 2：設計專利、競爭法與誠實信用原則：以帝寶副廠車燈案一

審判決為例 

論文 3：論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之司法審查 

論文 4：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以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為例 

第 2場：競爭法的新興議題 

論文 5：大數據發展下之資訊壟斷與競爭政策 

論文 6：區塊鏈技術在競爭法上之定位與爭議判斷 

論文 7：技術創新與競爭議題之探討 

論文 8：新冠肺炎(COVID-19)對競爭法適用之影響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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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9：美國 Actavis 案後對逆向給付協議之管制  

第 3場：電子商務、數位匯流產業與競爭法 

論文 10：網路銷售市場競爭評估之實證研究 

論文 11：品牌內競爭限制之管制—以資通訊科技發展及產業趨勢為

核心 

論文 12：數位視訊市場範圍界定與競爭政策 

論文 13：付費電視產業頻道上下架競爭議題研析—以英美兩國經驗

為中心 

論文 14：歐盟與我國行動通訊網路共用與競爭法規之調適 

第 4場：結合及其他競爭法議題 

論文 15：公平交易法對新興薦證廣告之適用與因應 

論文 16：行為反托拉斯與消費者權益之探討 

論文 17：初論非經濟效率因素作為競爭法之目的：從秩序自由主義

及新布蘭迪斯學派的發展談起 

論文 18：結合申報義務與豁免之比較研究—以美國法為中心 

論文 19：各國競爭法對於域外結合案件審查處理方式之研究 

本次研討會的報告人及與談人除在公平交易法領域中長期耕耘

的學者專家外，亦有來自產業研究單位、學界及實務界等不同領域的

新秀精英，藉由學術研究成果的分享與交流，匯聚各位專家學者的學

識經驗與智慧，提供多元的思考方向，作為本會施政及執法的參考。 

2.舉辦「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持續針對北部地區

各大學院校學生規劃辦理 1 日或半日型態的訓練課程，截至 109 年

底，逾 4,000 人次師生參加競爭中心舉辦之「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

傳銷管理法訓練營」，其中 109年度辦理 5場、161人次參加。 

3.舉辦專題演講：定期邀請研究競爭法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舉辦專

題演講，截至 109年底，共計舉辦 317場演講，逾 14,000人次參加，

其中 109年度計舉辦 6場、331人次參加，各場次講題及演講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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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專題演講一覽表 

日    期 演    講    人 講         題 

7月 24日 
蔡委員文禎 

（本會） 
Cartels偵測與損害估算 

8月 25日 

楊教授智傑 

（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

研究所） 

電子商務與競爭法：歐盟近年案例

研究 

9月 29日 
石教授世豪 

（東華大學法律學系） 
管制產業導入競爭的國家發展策略 

10月 23日 
陳教授皓芸 

（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淺談金融科技與競爭法之交錯 

11月 24日 
王教授立達 

（政治大學法學院） 

跨國聯合行為可能面臨的訴訟程序

與法律制裁：從 HP控告廣明光電違

反美國競爭法之民事訴訟談起 

12月 24日 
洪委員財隆 

（本會） 

從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公

平意識（Fairness)到行為反托拉

斯—行為經濟學提供哪些有趣觀點 

 

競爭中心不僅全面開放各界使用，並將專業、完整而獨有的資源，與

全球各界人士共享，已發揮之效益包括︰  

（一）蒐集專業圖書資料，提供競爭法資訊  

競爭中心完整蒐集有關競爭法的圖書資料，提供政府相關部門及產業

界查詢使用，俾對競爭政策及競爭法有深入的理解，以制訂符合競爭法精

神的政府政策與企業經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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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踐國際承諾，促進國際交流  

本會於 85 年 8 月間爭取為建置「APEC 競爭政策資料庫」主事國，承

諾對 APEC 會員體，甚至全球各界提供遠距服務。經過本會積極建置，於

88年 5月完成資料庫的基本建置工作，經 APEC認可並正式對外開放使用，

目前 APEC 各會員體仍持續配合建置此資料庫的內容，也象徵我國在國際

間已具備資源提供者與回饋者的實質能力。  

（三）帶動學術研究，提升執法知能  

競爭中心擁有豐富的競爭政策及競爭法專業資料，期能協助學術界進

行相關研究，提升國內競爭政策及競爭法的研究發展，藉由高品質的學術

研究，精進執法的知能與素養，提升執法的水準。 

三、設置本會南區服務中心 

本會南區服務中心自 88 年 12 月於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成立以

來，主要執行成果及績效包括提供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之諮詢

服務、支援調查違法案件、辦理宣導活動、協助辦理罰鍰案件之強制執行

及債權清查。109年度主要執行成果及績效擇要如下：  

（一）為民服務  

為民服務共計 808項次，包括：1、本會主管法規之解說 496 件。2、

宣導資料之提供 1 件。3、申請事項之解說 308 件。4、反映案件之受理 3

件。累計 88 年成立後至 109 年底止，本會南區服務中心總計服務人次達

48,845人。 

（二）協助調查  

支援調查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案件計 31 案，到

場約談說明 45 場次，赴現場調查、蒐證拍照 203 場次。如「協助調查傳

銷公司業務」、「協助調查消石灰市場涉及聯合行為案案」、「協助調查甲魚

業者運輸出口聯合行為案」、「協助調查香蕉盤商壓低蕉價聯合行為案」、

「協助調查酒精供貨狀況案」、「協助調查網路通路業者涉及廣告不實

案」、「協助調查動物廢棄物化製廠聯合收費案」、「協助調查洋蔥盤商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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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行為案」及「協助調查民生物資價格案」等。 

（三）辦理教育宣導活動  

辦理 109年中南部地區「大學院校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

練營」及「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宣導對象包括大學院校師生、原住民

部落、婦女、長青等族群，總計宣導 21場次，參加人數計約 688 人。 

（四）其他  

1.出席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業務會報及協調會報。 

2.協助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辦理「反賄選」、「文化深度 x 科技驅

動-數位文化內容產業分享會」、「戲偶客庄 饗食生趣」、「南方領袖

教育學院」、「管管減塑好生活-減碳宣導」及「109 年度親子遊」活

動等活動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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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強化研究發展量能 

一、進行學術研究計畫 

為建構優質公平交易研究環境，吸引各界投入競爭法與競爭政策相關

領域研究，本會致力推動研究發展工作。每年均定期進行各項研究計畫。

包括：(1)選定特定研究主題，委託專家學者進行研究，並由本會委員指

導，就公平交易法理論與實務深入研析，提升執法效能；(2)由各業務單

位人員，依本會業務實際需要，就法律、經濟、管理、產業等各領域涉及

公平交易法業務議題，進行自行研究。109 年度計完成 8 項委託研究報告

及 6項自行研究報告。 

(一)委託研究報告 

1.大數據發展下之資訊壟斷與競爭政策 

2.網路銷售市場競爭評估之實證研究 

3.技術創新與競爭議題之探討 

4.公平交易法對新興薦證廣告之適用與因應 

5.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以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為例 

6.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以獨占及限制競爭行為為例 

7.各國競爭法對於域外結合案件審查處理方式之研究 

8.行為反托拉斯與消費者權益之探討 

(二)自行研究報告 

1.數位時代下隱私權保護與競爭法的互動 

2.我國農畜產品產業概況、生產結構、運銷通路及交易制度之研究 

3.從電子產業股權收購論我國結合申報之規範 

4.從公平交易法出發論不實廣告行為之新趨勢研究 

5.行政罰法於公平交易法實務應用之研究 

6.聯合行為結構性因素及經濟實證分析之研究 

二、舉辦專業研討會/訓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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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同仁執法知能，同時促進理論與實務間之溝通與結合，本會舉

辦各項專業研討活動，博採周諮，強化研究發展。109年度舉辦之重要研

討會/訓練營包括： 

(一)法制訓練 

為提升本會同仁法律素養，本會每年均辦理法制訓練課程及研討會，

109年分別於 6 月 19日及 12月 10日辦理 2場次法制研討會，邀請常在國

際法律事務所林嘉慧律師演講「企業併購相關法規及實務研討」及國立清

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王銘勇兼任副教授演講「行政訴訟程序實務研

討」。另於 6 月 30 日及 9 月 22 日辦理會內同仁教育訓練課程，邀請法務

部法律事務司張玉真專門委員講授「政府資訊公開法與案例解析」以及鄭

其昀科長講授「公平交易法與行政罰法適用關係之探討」。透過上開法制

研討及訓練課程，增進同仁對企業併購態樣、企業併購法最新修正內容以

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的認識，同時提升同仁對行政程序法、行政罰法及行政

訴訟程序實務的瞭解與訴訟答辯技巧。 

(二)執法專業訓練 

為加強本會同仁對代表性個案之瞭解以及增進同仁辦案技巧，同時提

供出國人員分享出國心得及經驗之平台，本會 109年度辦理 2次競爭法國

際發展及個案研討訓練課程，第 1次於 6月 23日辦理，安排參與 OECD韓

國政策中心競爭計畫「卡特爾案件調查技巧競爭法規研討會」、ICN「單方

行為研討會」及 ICN「結合研討會」同仁分享會議內容及與會心得，並就

「錢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擬取得好樂迪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份，向本會提

出事業結合申報案」及「頻道代理商差別待遇行政訴訟案」等進行個案研

討及意見交流。另於 12 月 22 日舉辦第 2 次訓練課程，由參加 OECD 韓國

政策中心競爭計畫「醫療產業競爭法線上研討會」，以及辦理「國際反托

拉斯區域研討會視訊會議-數位時代下新冠肺炎對競爭法與競爭政策之影

響」同仁分享心得，並就本會調查處理「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被

檢舉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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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聯合或為垂直限制競爭之行為案」及「樂購蝦皮股份有限公司『蝦皮

購物』網站推出『蝦皮 24h』購物到貨業務及臉書刊登『蝦皮年中慶 Bye Now 

Buy Now_分手篇』影片廣告，涉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案」等個案進行報告

及研討。此外，為強化本會執法同仁調查知能，109年 7月 21日、7 月 28

日及 8月 4日舉辦調查人員專精講習，外聘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地方檢察

署、法務部法律事務司講師講授「談話技巧及筆錄製作要領」、「蒐證工作

執行技巧」、「財務報表之蒐查與判讀」及「行政機關調查程序中應注意行

政程序法令及案例解析」等 4項課程，並安排本會科長級同仁傳授案件調

查技巧與執法實務經驗。透過進行執法專業訓練，提供同仁最新國際競爭

法資訊及提升同仁辦案知能與技巧，建構同仁對於案件調查思考方向，以

精進本會執法品質。 

(三)經濟分析專業訓練 

為具體強化經濟分析在公平交易法案件研處中所扮演角色，並落實經

濟分析方法運用於具體個案，109 年本會持續辦理經濟分析相關專題演講

與實務個案模擬演練，包括「錢櫃好樂迪結合案例分析」、「利用實證資料

探討民營電廠在長期合約中的競爭關係」、「隨機係數羅吉斯模型及其應

用」及「競爭法分析中的系統思維」等 4場專題演講。此外，參酌國內外

最新競爭法發展趨勢及案例，辦理競爭法經濟分析報告-個案實務操作課

程，實務介紹量化分析工具並以「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與惠康百貨股份有限

公司結合案」進行模擬演練。藉由上開訓練課程，精進同仁經濟分析理論

及具體實務運用之能力，充分內化於本會執法實務，有效提升本會執法品

質及效能。 

三、出版學術期刊 

為推動國內各界研習公平交易法，促進相關領域之研究發展，本會自

81 年 10 月起，廣徵各界先進之研究創作，按季（1 月、4 月、7 月、10

月）出版《公平交易季刊》，並透過嚴謹公正審查及編輯過程，彙集具學

術水準之相關著作對外發行，藉以增進各界對公平交易法制相關議題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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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瞭解，凝聚社會各界力量，推動國內競爭政策之發展。 

《公平交易季刊》之出版過程，從邀稿、徵稿至審查作業，均依循一

般學術論文出版程序處理，透過雙向匿名之審稿方式，提供審查意見供作

者修訂參考。自 94 年起，該季刊即收錄為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TSSCI 資料庫之「法律學期刊」名單；復於 108 年申請「臺灣人文及社會

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依評比結果，仍收錄為社會科學核心期

刊（TSSCI）。本會出版之學術期刊能獲此肯定，實屬不易，未來將再接再

厲、精益求精，致力提昇出版品質。 



 3-29 

第七節  拓展國際交流合作 

一、參與競爭法國際會議 

本會自成立以來即積極參與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競爭委員會」、

亞太經濟合作（APEC）及國際競爭網絡（ICN）等國際組織各項競爭法活

動或會議，掌握國際競爭法最新發展與執法趨勢，以接軌國際。參與過程

中透過主動提交報告、爭取發言參與討論等方式，有效提升我國國際能見

度。109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國際會議縱使多改採視訊會議方式進行，

本會仍積極參與。除 109年 2月 14日到 2月 17日派員至馬來西亞參加 APEC

「經濟委員會第 1 次會議（EC1）」及「競爭政策及法律小組（CPLG）會

議」，2月 27日到 2月 28 日派員至澳洲墨爾本參加 ICN結合研討會外，

本會亦積極參與國際視訊會議，包括:ICN年會、OECD「競爭委員會」例會

以及 ICN「數位結合」會議、「ICN 執委會對競爭法執法在競爭、消費者

保護與隱私間之交集計畫」會議、OECD「垂直限制及垂直結合」研討會、

OECD「疫情危機期間之結合管制」會議、OECD「疫情危機期間之反托拉斯」

研討會、OECD 與 ICN 共同舉辦「OECD 與 ICN 對於國際合作執法共同報告

初稿之主要結果報告」會議、APEC「經濟委員會第 2 次會議（EC2）」、

APEC「以企業觀點進行 FTAAP 競爭相關條文之政策討論」會議、「WTO 競

爭政策與貿易發展專題」研討會、加拿大競爭局「第一屆年度數位執法高

峰會議」等。透過參與國際組織會議及活動，持續掌握國際間最新執法趨

勢，強化本會與國際執法脈動之連結。 

二、推動雙邊交流活動 

為建立我國與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間相互合作關係，本會持續與各主

要國家保持密切聯繫，建立對話管道，進行交流。本會與印尼向來保持友

好關係，隨著經濟全球化，跨國結合或跨境反競爭行為日益增加，為維護

雙方市場自由公平競爭，經多次交換意見，於 109 年 4 月 23 日正式完成

競爭法適用瞭解備忘錄之簽署，為繼澳洲、紐西蘭、法國、蒙古、加拿大、

匈牙利、巴拿馬、日本、史瓦帝尼後，第 10 個與我國簽署競爭法合作文

件的國家。備忘錄內容計有 9條條文，重要規定包括通知、資訊交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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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合作、諮商與維護交流資訊的機密性等。此一備忘錄之簽署，將促進我

國與印尼更緊密的夥伴關係，奠定未來合作基礎。 

嗣後，為進一步交流兩國競爭政策之發展與合作，旋於 109 年 6月 30

日舉行「臺灣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印尼競爭委員會競爭法執法與適用瞭解備

忘錄執行事宜視訊會議」，就兩國競爭法與競爭政策發展廣泛交換意見，

並針對如何落實執行臺印尼競爭法瞭解備忘錄進行意見交流，有助於深化

兩國執法機關間之協調合作，共同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環境。 

三、提供競爭法技術援助 

為彰顯我國競爭法執法成效，以及提升我國競爭法國際地位，本會每

年於東南亞地區舉辦反托拉斯區域研討會，邀請 OECD 及歐、美、日、韓

等國家派遣專家學者擔任講座，並邀請東南亞地區競爭法主管機關派員參

與。109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會於 9月 30日舉辦「數位時代下新冠

肺炎對競爭法與競爭政策之影響」視訊會議，係區域研討會自 98 年舉辦

以來首次改以視訊方式辦理。本次會議計有包括我國、泰國、菲律賓、蒙

古、新加坡、印尼、史瓦帝尼、柬埔寨、汶萊等 9 國 31 位競爭法主管機

關代表及專家參與會議，共同探討新冠肺炎對競爭法與競爭政策之影響。

與會人員咸認為，對於新冠肺炎的衝擊，競爭法主管機關除了在疫情期間

實施的暫行措施以及加強競爭法執法外，亦須考量當代數位轉型面臨的相

關議題，競爭法主管機關可藉由國際合作共同因應相關挑戰，相關活動成

果，深獲與會各國肯定。此外，109 年 9 月 1日本會亦應印尼競爭委員會

邀請，參與「印尼結合管制之方向與措施」網路研討會，分享我國結合管

制以及降低企業風險策略之相關經驗，以提供技術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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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執行公平交易法規 

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 

第一節  收辦案件 

 

109 年新收辦案件計 2,119 件，較 108 年增加 347 件（增 19.6％）。

就案件類別統計，其中檢舉案 1,855件、申請聯合行為案 9件、申報結合

案 65件、請釋案 190件。 

累計至 109年底各類收辦案件達 5萬 4,118件，其中檢舉案 4萬 1,883

件、申請聯合行為案 230件、申請或申報結合案 7,101件（其中申報結合

案 1,092件）、請釋案 4,904 件；辦結案件 5 萬 3,916件，結案率為 99.63

％。（表 1-表 3） 

 

一、檢舉案 

109年經處理結案之檢舉案計 1,815 件，其中作成違法處分 13件(占

已辦結檢舉案之 0.72％)，計發出 13件處分書；累計至 109年底收辦檢舉

案經處理結案計 4 萬 1,705 件，結案率為 99.58％。累計已結案件中作成

處分 3,193 件，計函送處分書 3,231 件；進行行業警示（或導正）、個案

警示（或函勸改善）、請主管機關配合辦理等行政處置計 355 件；不予處

分者計 6,798 件；依公平交易法第 28 條終止調查者計 1 件；另經本會停

止審議計 2萬 8,984 件(占 69.50％)，予以併案處理者計 2,374 件。（表 4） 

累計至 109年底停止審議案依類型統計，其中程序不符 11,380件(占

39.26％)、涉及他機關職掌計 10,096 件(占 34.83％)、民事案件 6,637

件(占 22.90％)、刑事案件 720件(占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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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合案及聯合行為案 

109年處理結案之申報結合案計 62 件，其中不禁止結合 35 件、停止

審議 27件；累計至 109年底收辦結合案經處理結案計 7,084件(其中申報

結合案 1,075件)，結案率 99.76％。另 109年經處理結案之申請聯合行為

案計 10件，其中 6件為申請聯合行為許可案、4件為變更聯合行為許可事

項案；累計至 109 年底收辦申請聯合行為案經處理結案計 230件，結案率

達 100.00％。（表 5-表 7） 

三、請釋案 

109年處理結案之請釋案計 207件，累計至 109年底止收辦請釋案經

處理結案計 4,897 件，結案率為 99.86％。（表 5） 

四、已結案件結案天數 

109 年收辦案件辦結之平均結案天數為 27 天；就各類案件統計，以

申報結合案 87天為最長，請釋案 10天為最短。累計至 109年底收辦案件

之平均結案天數為 64天；就案件類別統計，以申請聯合行為案 84 天最長，

申請或申報結合案 15天最短。（表 8） 

五、主動調查案件 

109年本會依職權成立主動調查專（個）案計 275件，累計至 109年

底成立主動調查計 4,944 件，經處理完成 4,852 件，結案率達 98.14％。

按處理結果分析，其中作成處分 1,433件（占 29.53％，計發出處分書 1,600

件）、不處分 1,381 件（占 28.46％）、停止調查 1,501件（占 30.94％）、

行政處置 120件（占 2.47％）。（表 9） 

六、處分案 

109 年經本會認定違法作成處分並函送處分書計 66 件，皆為處分罰

鍰案件 66 件，罰鍰金額新臺幣 6 億 2,673 萬元。累計至 109 年底函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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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書計 4,831 件，其中處分罰鍰 3,357 件(占 69.49％)；前揭處分書中計

有 4,680件維持處分，維持處分罰鍰案件 3,233件，裁處罰鍰金額扣除被

撤銷罰鍰後計新臺幣 172億 9,375萬元。（表 10、表 11、表 12） 

 

表 1收辦暨辦結案件統計 

單位：件；％ 

項目別 
 
年別 

收辦案件 累計辦結案件 

件數 
與上年比較

(%) 
累計件數 件數 

結案率 
(%) 

81年至90年 22,334 - 22,334 21,884 97.99 

91年至95年 6,908 - 29,242 28,820 98.56 

96年 1,340 -6.94 30,582 30,253 98.92 

97年 1,507 12.46 32,089 31,836 99.21 

98年 1,501 -0.40 33,590 33,389 99.40 

99年 1,299 -13.46 34,889 34,727 99.54 

100年 1,517 16.78 36,406 36,227 99.51 

101年 2,114 39.35 38,520 38,280 99.38 

102年 1,973 -6.67 40,493 40,269 99.45 

103年 2,001 1.42 42,494 42,369 99.71 

104年 1,666 -16.74 44,160 44,020 99.68 

105年 1,960 17.65 46,120 45,931 99.59 

106年 1,960 - 48,080 47,955 99.74 

107年 2,147 9.54 50,227 50,082 99.71 

108年 1,772 -17.47 51,999 51,822 99.66 

109年 2,119 19.58 54,118 53,916 9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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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收辦案件統計 
單位：件 

項別 總計 

各類 案 件 

檢舉案 
申請聯合 
行為案 

申請或申報 
結合案 

請釋案 

總計 54,118 41,883 230 7,101 4,904 

81年至90年 22,334 14,275 105 5,920 2,034 

91年至95年 6,908 6,181 38 348 341 

96年 1,340 1,213 3 69 55 

97年 1,507 1,404 6 61 36 

98年 1,501 1,402 6 58 35 

99年 1,299 1,206 - 45 48 

100年 1,517 1,362 7 57 91 

101年 2,114 1,955 10 52 97 

102年 1,973 1,623 4 51 295 

103年 2,001 1,538 8 68 387 

104年 1,666 1,302 15 60 289 

105年 1,960 1,587 5 71 297 

106年 1,960 1,671 7 43 239 

107年 2,147 1,802 3 69 273 

108年 1,772 1,507 4 64 197 

109年 2,119 1,855 9 65 190 

說明：公平交易法於 91年 2月 6日修正公布，將結合「申請許可制」改為「申報異議制」。 

 

表 3收辦案件結案率統計 
單位：% 

項別 
累計結案 
件數(件) 

結案率 

各類案件結案率 

檢舉案 
申請聯合 
行為案 

申請或申報 
結合案 

請釋案 

96年底 30,253 98.92 98.52 100.00 99.89 99.96 

97年底 31,836 99.21 98.93 99.34 99.95 99.96 

98年底 33,389 99.40 99.21 99.37 99.94 99.92 

99年底 34,727 99.54 99.39 100.00 99.9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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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別 
累計結案 
件數(件) 

結案率 

各類案件結案率 

檢舉案 
申請聯合 
行為案 

申請或申報 
結合案 

請釋案 

100年底 36,227 99.51 99.36 98.79 99.97 99.92 

101年底 38,280 99.38 99.20 100.00 99.89 100.00 

102年底 40,269 99.45 99.30 100.00 99.88 99.90 

103年底 42,369 99.71 99.66 99.47 99.85 99.85 

104年底 44,020 99.68 99.62 99.01 99.90 99.92 

105年底 45,931 99.59 99.51 99.03 99.87 99.80 

106年底 47,955 99.74 99.69 99.07 99.88 99.95 

107年底 50,082 99.71 99.65 100.00 99.86 99.96 

108年底 51,822 99.66 99.66 99.55 99.80 99.49 

109年底 53,916 99.63 99.58 100.00 99.76 99.86 

註：結案率係指各年底之累計已結案件數/累計收辦案件數。 

 

 

 

 

 

表 4檢舉案辦結統計—按處理結果分 
單位：件 

項別 總計 

處理結果 

處分 

不處分 
行政 
處置 

停止 
審議 

終止 
調查 

併案 
案件數 

處分書 
件數 

總計 41,705 3,193 3,231 6,798 355 28,984 1 2,374 

81年至90年 13,847 1,563 1,563 2,637 277 8,301 - 1,069 

91年至95年 6,197 611 611 1,204 41 3,964 - 377 

96年 1,304 112 112 342 2 762 - 86 

97年 1,477 101 101 353 2 967 - 54 

98年 1,456 140 140 352 3 909 - 52 

99年 1,243 109 109 291 1 793 - 49 

100年 1,346 110 116 278 15 898 - 45 

101年 1,895 86 96 316 6 1,340 - 147 

102年 1,643 102 110 276 1 1,160 - 104 

103年 1,642 77 82 199 2 1,275 -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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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別 總計 

處理結果 

處分 

不處分 
行政 
處置 

停止 
審議 

終止 
調查 

併案 
案件數 

處分書 
件數 

104年 1,283 37 42 101 - 1,108 - 37 

105年 1,545 42 43 129 2 1,327 1 44 

106年 1,728 36 36 104 1 1,485 - 102 

107年 1,782 35 36 81 - 1,617 - 49 

108年 1,502 19 21 77 - 1,386 - 20 

109年 1,815 13 13 58 2 1,692 - 50 

 

 

表 5申請聯合行為案、請釋案辦結統計—按處理結果分 
單位：件 

項別 

申請聯合行為案 請釋案 

總計 

申請聯合行為許可案 變更聯
合行為
許可事
項案 

計 
解釋 
答詢 

停止 
審議 

併案 
計 核准 駁回 

部分 
核准 

停止 
審議 

總計 230 194 148 10 11 25 36 4,897 3,710 1,092 95 

81年至 
90年 103 103 68 10 9 16 - 2,024 1,362 613 49 

91年至 
95年 39 39 33 - 2 4 - 347 212 130 5 

96年 4 4 4 - - - - 58 39 19 - 

97年 5 5 5 - - - - 36 29 7 - 

98年 6 6 6 - - - - 34 25 9 - 

99年 1 1 1 - - - - 50 34 16 - 

100年 5 4 3 - - 1 1 89 55 33 1 

101年 12 9 8 - - 1 3 99 58 41 - 

102年 4 - - - - - 4 292 266 26 - 

103年 7 3 3 - - - 4 385 337 45 3 

104年 14 8 7 - - 1 6 291 267 23 1 

105年 5 1 - - - 1 4 292 252 34 6 

106年 7 3 3 - - - 4 245 216 2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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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別 

申請聯合行為案 請釋案 

總計 

申請聯合行為許可案 變更聯
合行為
許可事
項案 

計 
解釋 
答詢 

停止 
審議 

併案 
計 核准 駁回 

部分 
核准 

停止 
審議 

107年 5 1 1 - - - 4 273 247 24 2 

108年 3 1 - - - 1 2 175 151 24 - 

109年 10 6 6 - - - 4 207 160 21 26 

 

 

表 6結合案辦結統計—按處理結果分 
單位：件 

年月別 計 
核准或 

不禁止結合 
駁回或 
禁止結合 

停止審議 併案 

總計 7,084 6,438 12 603 31 

申請結合案 
81年至91年2月 

6,009 5,904 3 77 25 

申報結合案 1,075 534 9 526 6 

91年2月至95年 254 141 1 111 1 

96年 67 37 1 29 - 

97年 65 36 2 27 - 

98年 57 27 2 28 - 

99年 44 19 1 24 - 

100年 60 28 - 32 - 

101年 47 26 - 20 1 

102年 50 30 - 19 1 

103年 66 33 - 33 - 

104年 63 26 - 35 2 

105年 69 33 - 35 1 

106年 44 11 - 33 - 

107年 67 26 1 40 - 

108年 60 26 1 33 - 

109年 62 35 - 27 - 

說明：公平交易法於 91年 2月 6日修正公布，將結合「申請許可制」改為「申報異議制」，結案屬
性之「核准」改為「不禁止結合」、「駁回」改為「禁止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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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核准或不禁止結合案件統計—按結合型態分 
單位：件 

年月別 結合件數 
結合案-按適用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型態分 

第1款 第2款 第3款 第4款 第5款 

總計 6,438 151 583 192 105 5,809 

81年至90年 5,811 81 169 135 30 5,429 

91年至95年 234 30 102 13 6 136 

96年 37 4 21 8 4 18 

97年 36 2 29 4 4 14 

98年 27 7 20 3 - 13 

99年 19 - 15 3 2 10 

100年 28 4 24 2 5 16 

101年 26 2 21 6 2 16 

102年 30 5 21 2 9 18 

103年 33 3 25 3 7 19 

104年 26 4 21 4 5 20 

105年 33 3 29 3 2 26 

106年 11 1 7 1 3 5 

107年 26 3 22 1 9 21 

108年 26 2 22 4 8 17 

109年 35 - 35 - 9 31 

 

表 8收辦案件平均結案天數 
單位：天/件 

 總計 檢舉案 申請聯合行為案 申請或 
申報 
結合案 

請釋案 年別  涉法 
案件 

停止審
議案件 

 
處分 不處分 

行政 
處置 

 准或部
分核准 

駁 

96年 102 207 21 110 369 177 329 102 102 - 30 16 

97年 76 185 12 79 346 157 156 86 86 - 24 9 

98年 63 145 11 65 238 120 275 68 68 - 27 15 

99年 52 125 8 54 202 108 338 65 65 - 29 13 

100年 48 122 8 51 198 112 215 67 57 - 3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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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檢舉案 申請聯合行為案 申請或 
申報 
結合案 

請釋案 年別  涉法 
案件 

停止審
議案件 

 
處分 不處分 

行政 
處置 

 准或部
分核准 

駁 

101年 42 121 7 44 262 106 108 60 64 - 28 6 

102年 39 91 6 45 228 114 330 9 9 - 35 5 

103年 37 95 5 44 244 159 455 27 27 - 37 5 

104年 22 64 6 24 220 129 - 54 53 - 54 5 

105年 24 79 5 26 261 131 362 41 29 - 51 5 

106年 32 118 5 35 265 197 81 53 53 - 43 4 

107年 22 85 5 23 261 197 - 30 30 - 60 4 

108年 24 116 6 25 292 262 - 6 7 - 68 6 

109年 27 131 7 27 284 361 5 65 65 - 87 10 

累計至 
109年 

64 122 21 76 267 175 202 84 81 76 15 27 

註：1.公平交易法於 91年 2月 6日修正公布，結合申請許可制改為申報異議制。 
2.公平交易法於 104 年 2月 4日修正，其中結合案件審查之延長期間由「30日」修正為「60 日」，

並於 106年 6月 14日將「日」修正為「工作日」。 

 

表 9主動調查案件統計 

單位：件 

年月別 
成立專
（個） 
案數 

完成 
專（個） 
案數 

 處理結果 

處分 

不處分 
行政 
處置 

停止 
調查 

終止 
調查 

其他 專（個）
案件數 

處分書 
件數 

總計 4,944 4,852 1,433 1,600 1,381 120 1,501 1 416 

81 年至
90 年 

303 280 171 229 37 31 41 - - 

91 年至
95 年 

681 589 198 245 188 36 130 - 37 

96 年 173 176 66 72 32 23 34  21 

97 年 98 115 61 68 27 1 21 - 5 

98 年 111 168 42 43 31 2 25  68 

99 年 139 122 44 46 41 2 28 - 7 

100年 346 327 151 156 114 7 42 - 13 

101年 441 378 102 107 112 7 118 -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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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別 
成立專
（個） 
案數 

完成 
專（個） 
案數 

 處理結果 

處分 

不處分 
行政 
處置 

停止 
調查 

終止 
調查 

其他 專（個）
案件數 

處分書 
件數 

102年 306 369 102 104 110 1 71 - 85 

103年 374 314 67 68 99 3 125  20 

104年 424 446 92 102 174 1 137 - 42 

105年 351 360 91 97 112 2 148 - 7 

106年 328 338 80 80 104 2 135 - 17 

107年 320 327 68 79 85 1 124 1 48 

108年 274 262 47 51 63 1 147 - 4 

109年 275 281 51 53 52 - 175 - 3 

 

表 10處分罰鍰案件統計 

年別 

處分案件 處分罰鍰案件 

件數 家數 件數 家數 
罰鍰金額 

(新臺幣萬元) 

總計 4,831 6,997 3,357 4,865 5,236,547 

81年至 90年 1,792 2,677 530 813 54,778 

91年至 95年 856 1,171 745 1,024 137,041 

96 年 184 242 184 242 23,979 

97 年 169 239 164 230 30,325 

98 年 183 338 162 316 20,198 

99 年 155 216 140 195 6,584 

100年 272 356 243 323 23,311 

101年 203 355 191 341 36,662 

102年 214 321 206 313 1,250,369 

103年 150 207 147 204 614,056 

104年 144 194 142 192 586,089 

105年 140 225 139 224 26,767 

106年 116 138 115 137 2,35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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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 

處分案件 處分罰鍰案件 

件數 家數 件數 家數 
罰鍰金額 

(新臺幣萬元) 

107年 115 150 112 144 4,450 

108年 72 85 71 84 7,630 

109年 66 83 66 83 62,673 

說明：1.本表含 102 年處分「9家民營電廠購電案」原處分罰鍰新臺幣 63.2億元及其另重為適法
處分新臺幣 60.5億元及 103年第二次重為適法處分新臺幣 60億 700萬元。 

2.104年「10家電容器業者聯合行為案」處分金額新臺幣 57億 9,660萬元。 
3.106年「高通拒絕對晶片競爭同業授權專利技術並要求訂定限制條款等案」處分金額新臺
幣 234億元。 

4.109年「3家硬碟懸架業者聯合行為案」處分金額 6億 373萬元。 
 

 

表 11處分案件統計－按違法行為別分 
單位：件 

   違反公平交易法  

年別 
處分 
件數 

限制競爭
行為 

   

獨占 
行為 

結合 
行為 

聯合 
行為 

約定轉售
價格行為 

其他 
 

不公平 
競爭 
行為 

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 
廣告行為 

總計 4,831 519 16 69 214 78 154 3,367 2,241 

81年至 
90年 

1,792 207 3 25 80 25 82 1,368 794 

91年至 
95年 

856 87 5 9 43 8 23 583 311 

96 年 184 15 - 4 7 3 1 137 88 

97 年 169 15 - 4 9 - 2 118 93 

98 年 183 18 1 4 8 3 2 147 120 

99 年 155 12 - 1 6 - 5 119 89 

100年 272 19 - 1 8 1 10 180 151 

101年 203 28 - 1 18 4 6 129 110 

102年 214 29 3 6 7 10 3 132 108 

103年 150 27 2 5 6 8 6 95 74 

104年 144 24 1 2 12 7 2 82 73 

105年 140 11 - 1 4 3 4 96 77 

106年 116 13 1 - 1 3 8 61 46 

107年 115 9 - 5 1 3 - 62 55 



4-12 

   違反公平交易法  

年別 處分 
件數 

限制競爭
行為 

   

獨占 
行為 

結合 
行為 

聯合 
行為 

約定轉售
價格行為 

其他 
 

不公平 
競爭 
行為 

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 
廣告行為 

108年 72 2 - - 2 - - 26 24 

109年 66 3 - 1 2 - - 32 28 

年別 

 違反公平交易法 

違反多層
次傳銷管
理法行為 

違反個資
法行為 

不公平競爭行為 非法 
多層次 
非法傳銷
行為 

其他 
 

仿冒他人 
商品或服務
表徵行為 

不當贈品
贈獎行為 

損害他人
營業信譽
行為 

欺罔或 
顯失公
平行為 

總計 34 1 20 1,154 625 118 250 - 

81年至 
90年 

24 - 11 575 172 75 - - 

91年至 
95年 

7  3 278 181 13 - - 

96 年 1 - - 50 29 6 - - 

97 年 1 - - 28 32 4 - - 

98 年 1 - 4 28 18 1 - - 

99 年 - - - 32 22 2 - - 

100年 - - - 35 69 6 - - 

101年 - - 1 20 46 2 - - 

102年 - - 1 25 51 3 - - 

103年 - - - 26 5 1 23 - 

104年 - 1 - 9 - - 38 - 

105年 - - - 20 - - 33 - 

106年 - - - 15 - 4 38 - 

107年 - - - 7 - 1 43 - 

108年 - - - 2 - - 44 - 

109年 - - - 4 - - 31 - 

說明：因部分案件違法行為達 2種以上，故各違法行為處分件數加總超過處分總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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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維持處分案件統計(截至 109年底止) 

原處分時間 

處分案件 處分書罰鍰案件 

件數 家數 件數 家數 
罰鍰金額 

(新臺幣萬元) 

總計 4,680 6,692 3,233 4,563 1,729,375 

81年至90年 1,728 2,555 488 715 47,043 

91年至95年 824 1,129 718 986 130,453 

96 年 176 230 176 230 18,029 

97 年 159 216 154 206 19,747 

98 年 179 331 158 294 11,932 

99 年 154 215 139 194 6,534 

100年 266 347 239 316 18,061 

101年 190 313 178 299 12,922 

102年 209 304 201 288 12,709 

103年 148 204 145 201 613,796 

104年 143 181 139 177 460,809 

105年 140 216 139 214 21,832 

106年 112 134 111 133 280,835 

107年 114 149 111 143 4,370 

108年 72 85 71 84 7,630 

109年 66 83 66 83 62,673 

說明：1.維持處分案包含仍於行政救濟階段尚未確定之案件。 

2.103年「9家民營電廠合意拒絕調整與台電之購電費率聯合行為案」第 2次重為適法處分

新臺幣 60億 700萬元。 

3.104年「10家電容器業者聯合行為案」處分金額新臺幣 57億 9,660萬元。 

4.106年「高通拒絕對晶片競爭同業授權專利技術並要求訂定限制條款等案」處分金額新

臺幣 234億元；107年 8月本會與高通公司依法達成訴訟和解，該公司同意就已繳納之

罰鍰，在新臺幣 27億 3,000萬元之範圍内放棄返還請求權。 

5.109年「3家硬碟懸架業者聯合行為案」處分金額 6億 37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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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獨占 

 

一、前言 

公平交易法第 7 條規定「本法所稱獨占，指事業在相關市場處於無競

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二以上事業，實際上

不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對外關係，具有前項規定之情形者，視為獨

占。」而經濟學上的獨占事業是指某市場上唯一的買方或賣方，但公平交

易法上所稱之獨占，尚包括 2 家以上，不為價格競爭且其全體對外關係亦

具壓倒性地位，可排除其他競爭者之能力的事業，其範圍較經濟學所稱之

獨占為廣。 

公平交易法對獨占事業的規範，基本上並不禁止獨占事業的存在，而

是禁止獨占事業有濫用市場地位，妨礙公平競爭之行為。依公平交易法第

9 條規定，獨占事業不得為下列行為： 

(一)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 

(二)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 

(三)無正當理由，使交易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 

(四)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二、獨占事業的認定標準 

(一)依據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 條規定，公平交易法第 7 條所稱獨占，

應審酌之事項包括： 

1.事業在相關市場之占有率。 

2.考量時間、空間等因素下，商品或服務在相關市場變化中之替代可能性。 

3.事業影響相關市場價格之能力。 

4.他事業加入相關市場有無不易克服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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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商品或服務之輸入、輸出情形。 

(二)另為顧及國內經濟發展，避免過度限制對市場競爭影響不大之新興事

業或中小企業之經營活動，經衡量我國目前之產業結構後，另於公平

交易法第 8 條訂定門檻條件，規定未達下述標準時，不列入獨占事業

之認定範圍： 

1.一事業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二分之一。 

2.二事業全體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三分之二。 

3.三事業全體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四分之三。 

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其個別事業於相關市場占有率未達十分之

一或上一會計年度事業總銷售金額未達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者，該

事業不列入獨占事業之認定範圍。 

事業之設立或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進入相關市場，受法令、

技術之限制或有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力之情事者，雖

有前二項不列入認定範圍之情形，主管機關仍得認定其為獨占事業。 

（三）依公平交易法第 8 條第 2 項規定，本會於 104 年 3 月公告，訂定上

一會計年度事業總銷售金額未達新臺幣 20 億元者，該事業不列入

獨占事業之認定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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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結合 

 

一、前言 

公平交易法的「結合」不單指合併，依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對

結合之定義，事業結合包括下面幾種型態： 

(一)與他事業合併。 

(二)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

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依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項，於計算股份或

出資額時，應將與該事業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及與該事業受同

一事業或數事業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所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

資額一併計入）。 

(三)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四)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 

(五)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依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先向本會提出申報： 

（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 

（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 

（三）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主管機關所公告

之金額。 

鑑於結合管制目的係監督及防範事業透過與他事業之結合而形成或

強化其支配市場之力量，為有效規範市場經濟力之集中現象，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公平交易法增訂結合申報門檻應併計與參與結合之事業具

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及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之

銷售金額，而不受限於組織外觀形式，始能顯現參與結合事業之真正規

模，以正確評估經濟上具一體性事業之市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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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同條第 1 項第 3 款之銷售金額，

應將與參與結合之事業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及與參與結合之事業

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之銷售金額一併計入，其計算方

法由本會公告之。 

另為避免實際上對於特定產業具獨占、寡占地位之事業因銷售金額未

達結合門檻而無法納入管制之弊，參酌外國立法例如美國及德國均有區分

行業別而定結合申報門檻之彈性規定，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公平交

易法增訂第 11 條第 6 項規定，得由本會擇定行業分別公告結合之銷售金

額門檻。本會參考國外競爭法主管機關之作法，以及過去處理之案例，於

民國 105 年 12 月 2 日公告修正「事業結合應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報

之銷售金額標準及計算方法」，除原有國內高低門檻外，增列全球銷售金

額門檻，即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向本會提出申報： 

（一）參與結合之所有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全球銷售金額總計超過新臺

幣 400億元，且至少二事業，其個別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

過新臺幣 20億元。 

（二）參與結合之事業為非金融機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

超過新臺幣 150億元，且與其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

售金額超過新臺幣 20億元者。 

（三）參與結合之事業為金融機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

過新臺幣 300億元，且與其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

金額超過新臺幣 20億元者。 

鑑於商業實務上，企業集團內相關事業常有由特定自然人控制業務經

營或人事任免，或該自然人透過其他信託人、親屬、其他關係企業持股，

以規避揭露其實際持股控制之情形，有必要將該等透過自然人持股以達實

質結合效果之行為予以納入規範，以免脫法。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

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3 項規定將人或團體對事業具有控制性持股者，視

為公平交易法有關結合規定之事業；所謂「控制性持股」，依公平交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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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條第 4 項規定，係指人或團體及其關係人持有他事業有表決權之股

份或出資額，超過他事業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者；

所謂「關係人」之範圍，依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5 項規定，係指下列之

範圍： 

（一）同一自然人與其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 

（二）前款之人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事

業。 

（三）第 1款之人擔任董事長、總經理或過半數董事之事業。 

（四）同一團體與其代表人、管理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及其配偶與二親

等以內血親。 

（五）同一團體及前款之自然人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

超過半數之事業。 

另依公平交易法第 12 條規定，事業之結合縱符合上開應申報之要件，

但如另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不必向本會為結合申報： 

（一）參與結合之一事業或其 100%持有之子公司，已持有他事業達 50%以

上之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再與該他事業結合者。 

（二）同一事業所持有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達 50%以上之事業間結合者。 

（三）事業將其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財產或可獨立營運之全部或一部

營業，讓與其獨自新設之他事業者。 

（四）事業依公司法第 167 條第 1 項但書或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2 規定

收回股東所持有之股份，致其原有股東符合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

之情形者。 

（五）單一事業轉投資成立並持有 100%股份或出資額之子公司者。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類型。 

 

二、本會辦理申報結合案件之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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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結合如符合申報結合案件者，必須依照本會所規定之申報書格式

填妥有關資料，並備妥必要之文件，向本會提出申報。本會於收到事業結

合申報書後，會先為形式要件的檢查，檢視所送文件是否符合公平交易法

施行細則第 9 條所規定之文件，對於申報資料不齊備者，本會將發補正通

知，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後所提資料仍不齊備者，本會將不受理

其申報；至於申報資料齊備者，本會將一方面進入實體審查（包括水平結

合、垂直結合或多角化結合之審查），一方面寄發受理通知書。 

申報結合案件進入實體審查者，本會須於 30 工作日內為異議與否之

決定，而事業在此段期間內（亦稱等待期間），不得為結合。本會對於申

報結合案件，係依公平交易法第 13 條規定，就該申報結合案所可能形成

之「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兩者進行衡量，如果前者大

於後者，本會不得禁止其結合。其具體處理方式如下： 

（一）不異議：對於無限制競爭疑慮者，本會不為異議之表示，申報事業

於 30日等待期間經過後，即可逕行結合。 

（二）發縮短通知：依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7 項但書規定，本會對於不

異議之申報結合案件，於必要時，仍得寄發縮短通知，事業於收到

上開通知，即得進行結合，而無須等待 30工作日之等待期間經過。 

（三）禁止結合：倘該申報結合案所可能形成之「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大

於「整體經濟利益」，則本會將禁止其結合，並以書面通知之。 

（四）發延長通知：本會受理有限制競爭疑慮之重大爭議結合申報案時，

有研析、審查與討論之時間不夠充裕之疑慮，得依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7項但書規定，書面通知申報事業將該期間延長，以取得較充

裕之審查時間，並作成最後之決定。此延長審查期間，依公平交易

法第 11條第 8項規定，不得逾 60工作日，亦即申報結合案件縱使

經通知延長，其最長之審查期間亦不得逾 90 工作日，而事業在此

延長期間，亦不得為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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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加條件或負擔：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主管機關

對於第 11 條第 8 項申報案件所為之決定，得附加條件或負擔，以

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六）徵詢外界或參與結合事業意見：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11條第 10項規

定，主管機關就事業結合之申報，得徵詢外界意見，必要時得委請

學術研究機構提供產業經濟分析意見。但參與結合事業之一方不同

意結合者，主管機關應提供申報結合事業之申報事由予該事業，並

徵詢其意見。 

另依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9 項規定，主管機關屆期未為第 7 項但書

之延長通知或前項之決定者，事業得逕行結合。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得逕行結合： 

（一）經申報之事業同意再延長期間。 

（二）事業之申報事項有虛偽不實。 

 

三、重要案件處理情形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結合行為規定案 

案緣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大哥大公司)於 107年 7月間

透過大富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富媒體公司)、富邦媒體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富邦媒體公司)取得千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千卉公

司)85%股份，得直接或間接控制其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合致公平交易法

第 10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5款規定之結合型態，已達同法第 11 條第 1項

第 2 款及第 3 款規定之申報門檻，且無同法第 12 條事前申報之除外適用

情形，應申報結合而未申報，違反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爰主動立案

調查。 

案經調查，台灣大哥大公司子公司大富媒體公司對富邦媒體公司的持

股(44.38%)及董事席次(9 席董事占 4 席)雖未過半，惟台灣大哥大公司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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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承得透過大富媒體公司間接對富邦媒體公司的業務經營、人事任免有實

質控制力。經比對台灣大哥大公司、大富媒體公司對富邦媒體公司業務經

營決策有實際決定能力之人員均由大富媒體公司所派任，且台灣大哥大公

司年報已將富邦媒體公司列入合併財務報告之子公司及集團事業群之

一，並對富邦媒體公司業務發展擬訂發展計畫及因應策略，以及富邦媒體

公司年報亦揭示台灣大哥大公司為合併公司所歸屬之最終控制者等相關

資料，而得認台灣大哥大公司得透過大富媒體公司間接對富邦媒體公司的

業務經營、人事任免有實質控制力。故台灣大哥大公司透過旗下孫公司富

邦媒體公司於 107 年 7月 16日參與千卉公司現金增資取得 85%股份，並於

同年 8 月 12 日取得千卉公司 5 席董事中之 4 席，得直接或間接控制千卉

公司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業已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

第 5款規定之結合型態。 

台灣大哥大公司 106 年於行動寬頻服務市場之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

一，另參與結合之所有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全球銷售金額總計超過 400

億元，且有 2 事業於我國境內之銷售金額超過 20 億元，已達公平交易法

第 11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3款規定之申報門檻，且無同法第 12 條各款事

前申報除外規定之適用，台灣大哥大公司應於結合前先向本會提出申報，

惟未依法提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故處以新臺幣 50

萬元罰鍰。 

 

109年結合行為處分案件彙整表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1 台灣大哥大股
份有限公司 

透過大富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千

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85%股份，得
直接或間接控制其業務經營或人事
任免，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5 款規定之結合型
態，已達同法第 11 條第 1項第 2款

處以罰鍰/5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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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及第 3 款規定之申報門檻，且無同
法第 12 條事前申報之除外適用情
形，應申報結合而未申報。 

 

109年事業申報不禁止結合案件一覽表 

 申   報   內   容 

1 德商 Infineon Technologies AG 透過其子公司取得美商 Cypress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全部已發行流通在外股份。 

2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透過大富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富邦媒體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或取得千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千卉公司）
85%股份，得直接或間接控制千卉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 

3 日商 Kioxia Holdings Corporation 取得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臺
之子公司建興儲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在美之子公司 Lite-On Sales & 
Distribution Inc.全數股份及控制權。 

4 美 商 Applied Materials, Inc. 取 得 日 商 KOKUSAI ELECTRIC 
CORPORATION 全部股權及控制權。 

5 日商丸紅株式會社透過子公司台灣桃電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取得辰亞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權，並控制其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6 美商 Diodes Incorporated 由其間接持有之台灣達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台灣達爾）取得敦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權，並透過台
灣達爾直接或間接控制其業務經營。 

7 日商昭和電工株式會社收購日商日立化成工業株式會社全部股份，並

取得控制權。 

8 日月光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透過中國大陸子公司環旭電子股份有限
公司取得法商 Financiere AFG SAS 全部股份及控制權。 

9 日商 Mitsubishi Corporation 取得新光合成纖維股份有限公司在泰國
子公司 Thai ShinKong Industry Corporation Co., Ltd. 股份達三分
之一，並共同經營。 

10 日商 Komori Corporation 透過其子公司德商 Komori Germany GmbH，
取得德商 Maschinenbau Oppenweiler Binder GmbH & Co. KG 之全數
股份。 

11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電信）收購資拓宏宇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資拓宏宇）股份，結合後中華電信對資拓宏宇之持股比率
約為 52.05%，並直接或間接控制其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12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取得霖園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4-23 

 申   報   內   容 

49%股權。 

13 國巨股份有限公司取得美商 KEMET Corporation 全部股份及控制權。 

14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透過子公司新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日商
Panasonic Corporation 之 子 公 司 Panasonic Semiconductor 
Solutions Co., Ltd. 之 100%股權及控制權。 

15 日商 DIC Corporation 取得德商 BASF SE 集團旗下從屬公司新加坡商
BASF Colors & Effects Singapore Pte. Ltd.及德商 BASF Color 
Solutions Germany GmbH 100%股權及控制權。 

16 美商 Upjohn Inc.（下稱 Upjohn）從美商 Pfizer Inc.分割後，再與荷

蘭商 Mylan N.V.（下稱 Mylan）進行結合，結合完成後 Mylan 由 Upjohn
完全持有。 

17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達三分之
一。 

18 London Stock Exchange Group plc 以股份轉換方式取得對 Refinitiv 
Parent Limited 全部股份及控制權。 

19 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取得茂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全數股份。 

20 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與隆達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新設投資控股公司，
透過共同辦理股份轉換方式進行結合。 

21 日商 Sharp Corporation 收購日商 NEC Display Solutions, Ltd.過半
股權，並取得過半董事席次。 

22 荷蘭商 ASML Holding N.V. 收購德商 BERLINER GLAS KGaA Herbert 

Kubatz GmbH & Co.之全部股份。 

23 大無畏全球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透過大大數位匯流股份有限公司取
得新加坡 Dynami Vision Pte. Ltd.之 65%股份，從而得間接控制我國
杰廣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從屬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 

24 台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金控公司）受讓保德信國際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保德信保險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保德
信保險公司將成為台新金控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台新金控公
司並控制保德信保險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 

25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達二分之一
及控制權。 

26 旭富製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法蘭摩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達三分之
一。 

27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家福公司）擬取得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惠康公司）100%已發行股份，結合後惠康公司將成為家福公司 100%
持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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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聯合行為 
 

一、前言 

依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所稱聯合行為，是指具競爭關係

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

務之價格、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

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

者。聯合行為之作用並不在組織形式上減少競爭主體，而在於經由合作，

實質上限制各競爭主體本來可以採取的競爭手段，從而削弱市場的競爭機

能。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3 項新增規定：「聯

合行為之合意，得依市場狀況、商品或服務特性、成本及利潤考量、事業

行為之經濟合理性等相當依據之因素推定之。」由於聯合行為之成立，以

事業間共同決定約束事業活動之「合意」為要件，然而實務上主管機關取

得「合意」存在之直接證據，往往十分困難，為有效規範聯合行為，實有

增訂推定制度之必要。據此規定，若綜合對具體案件之調查蒐證結果，考

量市場狀況、商品或服務特性、成本及利潤、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等相

關因素後，已可合理懷疑事業間存有合意者，本會得基於相關事證及前揭

「相當依據」，推定合意之存在。事業若欲推翻此推定，則須提出相當之

事證說明之。 

聯合行為將限制市場競爭，妨礙價格調整功能，危害消費者權益，故

公平交易法對聯合行為採較嚴格之原則禁止規定。但聯合行為態樣甚多，

對市場影響效果亦不同，如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時，並不宜完全否

定其功效而予以禁制，因此，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乃設有例外許可規定，

下列情形若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並經本會許可者，不在此限： 

(一)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而統一商品或服務之規格或型式

者，一般稱為「統一規格或型式之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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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而共同研究開發商品、

服務或市場者，一般稱為「合理化之聯合」。 

(三)為促進事業合理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者，一般稱為「專業化聯合」。 

(四)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者，一般稱為「輸

出之聯合」。 

(五)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國外商品或服務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者，一般

稱為「輸入之聯合」。 

(六)因經濟不景氣，致同一行業之事業難以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為有計

畫適應需求而限制產銷數量、設備或價格之共同行為。一般稱為「不

景氣聯合」。 

(七)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率，或加強其競爭能力所為之共同行為者，

一般稱為「中小企業之聯合行為」。 

(八)其他為促進產業發展、技術創新或經營效率所必要之共同行為。 

鑑於避免上開聯合行為之例外許可，可能產生限制申請人間事業活動

及過於集中交易上之弊端，並利本會之監督，依公平交易法第 16 條規定

於許可時，得附加條件或負擔，及許可應附期限，其期限不得逾 5 年。 

 

109年聯合行為處分案件彙整表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1 Magnecomp 
Precision 
Technology 
Public Co., 
Ltd.、TDK 
Corporation、
NHK Spring 

Co.,Ltd. 

與競爭同業透過雙邊聯繫交換
硬碟懸架商品之敏感資訊，避
免價格競爭、共同維持或擴大
市占率並排除競爭等行為，足
以影響我國相關產品市場之供
需功能。 

處以罰鍰 

Magnecomp Precision 

Technology Public Co., 

Ltd./159,090,000 元 

TDK 

Corporation/159,090,000

元 

NHK Spring 

Co.,Ltd./285,550,000 元 

 

109年事業申請聯合行為許可案件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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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請 項 目 

1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事業組成「泛公股銀行信用卡聯盟」申
請聯合行為許可延展案。 

2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中華全球
食物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延展共同採購聯合裝運玉米進口聯合行為附負
擔許可期限案。 

3 眾益輪船股份有限公司、飛馬輪船股份有限公司、東信輪船股份有限
公司、競強輪船股份有限公司、觀光輪船股份有限公司、誠翔輪船股
份有限公司申請延展「東港（鹽埔）—小琉球航線」實施聯合排班、
共同售票、同一票證等聯合行為附負擔許可期限案。 

4 中華民國海運聯營總處函報正利航業股份有限公司退出聯合承運政府
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進口物資器材聯合行為，准予備查案。 

5 第一麵粉廠股份有限公司擬退出小麥聯合採購合船進口之聯合行為，
予以備查案。 

6 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函報連線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將來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加入信用卡業務聯合行為，准予備查案。 

7 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福壽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中聯油脂股份有限公司、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富鼎產
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延展合船採購進口黃豆聯合行為附負擔許可
期限案。 

8 僑泰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42家事業申請延展小麥聯合採購合船進口
聯合行為許可期限案。 

9 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暨 27家會員機構申請延展信用卡業務聯
合行為許可期限案。 

10 總宜實業有限公司、萬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凱迪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加入本會 109 年 5 月 21 日公聯字第 109002 號許可決定書所許可之聯
合採購合船進口玉米行為准予備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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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限制轉售價格行為 

 

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事業不得限制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

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格。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前項

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由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之規定，並參考實務上解釋，分析其特色如下： 

(一)事業應容許其交易相對人有自由決定價格之權利。亦即當商品銷售出

去後，即不應限定下游廠商的銷售價格。 

(二)前述價格限定並不以限制特定價格為限，尚包括了限制上(下)限價格。 

(三)本條所規範的是事業將商品轉售出去以後，仍限制下游廠商銷售價格

的行為，因此若上、下游廠商間僅存在真正之代銷關係(如民法債權

篇之代辦商及行紀)，由於並未發生讓售行為，故應無所謂限制轉售

價格的問題。但為避免廠商假代銷之名，而試圖規避公平交易法的規

範，上下游事業間是否有代銷關係，不能僅從契約文字為形式上的認

定，而應就契約之實質內容，即為何人計算、風險由誰負擔、所有權

已否移轉等節為斷。 

(四)本條所欲規範者，係事業對交易相對人間轉售價格之限制，故若僅係

上游廠商單純的建議轉售價格，應不屬於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的規範

範圍。例如出版社對其下游經銷商如未要求或限制應以某固定價格出

售或不得打折，即不能僅以出版品上印有定價而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19 條規定。 

(五)限制轉售價格究係限制市場競爭抑或是促進市場競爭，仍需視個案之

具體情形謹慎評估。因此，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但書即規定事

業之維持轉售價格行為如有正當理由，不在此限。依據公平交易法施

行細則第 25 條規定，所謂「正當理由」，主管機關得就事業所提事證，

審酌下列因素認定之： 

1.鼓勵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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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防免搭便車之效果。 

3.提升新事業或品牌參進之效果。 

4.促進品牌間之競爭。 

5.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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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其他限制競爭行為 

 

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規定，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之虞

者，事業不得為之： 

(一)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

其他交易之行為。 

(二)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 

(三)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 

(四)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

合、聯合或為垂直限制競爭之行為。 

(五)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 

前揭 5 款所規範之限制競爭行為，其最主要之行為態樣依序分別為：

杯葛（第 1 款）、不當之差別待遇（第 2 款）、不當阻礙競爭者參與競爭（第

3 款）、不當使他事業參與限制競爭行為（第 4 款）、不當限制交易相對人

之事業活動（第 5 款），而在判斷事業各項行為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至第 5 款規定時，必須以各該行為是否「有限制競爭之虞」為要件。 

另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6 條、第 27 及第 28 條規定，公平交易

法第 20 條第 2 款所稱正當理由應審酌情形包括市場供需情況、成本差異、

交易數額、信用風險及其他合理之事由；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所稱

低價利誘，指事業以低於成本或顯不相當之價格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

爭；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5 款所稱限制，指搭售、獨家交易、地域、顧

客或使用之限制及其他限制事業活動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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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行為 

 

一、前言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

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

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

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

事項。 

事業對於載有前項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表示之商品，不得販賣、運

送、輸出或輸入。 

前 3 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廣告代理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情形下，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誤之廣

告，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廣告媒體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傳

播或刊載之廣告有引人錯誤之虞，仍予傳播或刊載，亦與廣告主負連帶損

害賠償責任。廣告薦證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從事之薦證有引人錯誤之

虞，而仍為薦證者，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但廣告薦證者非屬知

名公眾人物、專業人士或機構，僅於受廣告主報酬 10 倍之範圍內，與廣

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前項所稱廣告薦證者，指廣告主以外，於廣告中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

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之人或機構。」 

由上開規定可知，本條規範對象不僅為商品或廣告，亦包括以其他使

公眾得知之方法所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且對與商品相關

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及服務均有適用；而對為販賣、運送、輸出或

輸入行為者、廣告代理業與媒體業，以及廣告薦證者，亦均有所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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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實廣告之調查處理 

鑑於事業所為不實廣告行為，足以影響相關市場業者競爭秩序及

消費者權益，本會向來均將該等行為之查處列為重點執法項目之一，

且適時進行宣導，敦促業者自律守法避免觸法，亦期許民眾對廣告規

範之認識有所提升而免於受害。109年執法成果如下： 

(一)按我國關於不實廣告之規範，係見諸於各相關主管機關之法令，

有賴機關間之分工合作，以共同打擊不法；而本會與其他主管機

關針對不實廣告案件，係依機關間業務協調結論辦理，並依中央

法規標準法第 16條關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分工。對於無

特別法規範之不實廣告，本會均依公平交易法規定積極查處，另

本會倘獲有涉及其他機關職掌特別法之不實廣告案件具體事證

（如食品、藥品、化粧品等不實廣告屬衛生福利部職掌等），亦將

主動移請該主管機關妥處。 

(二)109 年本會將查處不實廣告行為列為重點執法項目之一，積極調

查處理民眾檢舉案件及其他機關、縣市政府移送之案件，並持續

關注民情輿論，輔導查察網路不實廣告案件，一獲有事業涉有違

反公平交易法跡證，即主動立案嚴予查處。其中針對處分案件對

外發布新聞資料，以遏止其他業者為類似行為及促請消費者注意

避免受害；就不處分案則適時去函對業者警示或促請注意，避免

其爾後觸法或影響交易秩序，發揮導正事業不當作為之效；另亦

透過強化宣導之方式，敦促業者自律守法避免觸法，並增進民眾

對廣告規範之認識而免於受害，以確實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

益。 

 

三、重要案件處理情形 

◎仕院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巨將創意廣告有限公司及立鵬資產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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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廣告不實案 

本會於 108 年 9月主動查悉仕院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仕院公司)、

巨將創意廣告有限公司(下稱巨將公司)及立鵬資產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立

鵬公司)銷售新北市林口區「長耀挹品」建案，涉有廣告不實情事。 

案經本會調查，仕院公司、巨將公司及立鵬公司於接待中心提供該建

案廣告圖冊，刊載「以沈穩大地色系鋪陳的閱覽室，儼然是一處寧靜而舒

服的休閒勝地……若想高歌一曲或觀賞電影，也可移駕情境氛圍宛如自家

客廳般輕鬆自在的 KTV視聽室，和家人親友一起享受歡樂時刻」等文字與

「閱覽室」及「KTV 視聽室」等實景拍攝圖片，予一般大眾印象為該建案

將使購買者有合法使用「閱覽室」及「KTV 視聽室」公共設施之認知。惟

據新北市政府提供意見，該建案 1 樓原核准竣工圖說為防災中心，屋突 2

層原核准竣工圖說為機械室，前揭防災中心及機械室倘變更作為閱覽室及

KTV視聽室，均涉及違反建築法第 73條第 2項規定。 

本會認定，該建案廣告之表示或表徵核與事實不符，已足以引起一般

大眾對該建案之內容及用途產生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爰分別處仕院公司新臺幣 100 萬元、巨將公司新臺

幣 80萬元罰鍰及立鵬公司新臺幣 50萬元罰鍰。 

 

109年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處分案件彙整表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1  家家楹有限公
司、創業家兄弟
股份有限公司 

於生活市集網站銷售「台灣製雙風輪
移動水冷扇」商品，其廣告刊載「台
灣製」及「產地：台灣」，就足以影響
交易決定之商品製造地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處以罰鍰 

家 家 楹 有 限 公 司

/50,000 元 

創業家兄弟股份有限

公司/50,000 元 

2  泰昀企業有限

公司、網路家庭
國際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於 PChome Online 購物中心銷售「莊

頭北 TH-7245FE熱水器」，宣稱「通過
節能標章」及「榮獲節能標章認證」，
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處以罰鍰 

泰昀企業有限公司

/50,000 元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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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3  鈦銥電通股份
有限公司 

於網站刊登「LED高空天井燈」商品廣
告，宣稱「榮獲經濟部節能標章」及
使用「節能標章」圖示，就足以影響
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處以罰鍰/50,000元 

4  信義房屋股份
有限公司 

刊載興安國宅廣告，就足以影響交易
決定之服務內容為引人錯誤之表示。 

處以罰鍰/100,000元 

5  勝眾貿易有限
公司、博客來數

位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於網站銷售「SONY SRS-XB12 藍芽喇
叭」商品，刊載「SONY SRS-XB12 NFC

完全防水 繽紛小巧藍芽喇叭」，就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處以罰鍰 

勝眾貿易有限公司

/50,000 元 

博客來數位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50,000元 

6  萬里雲互聯網
路有限公司 

提供雲端服務，於其公司網站等表示
其為亞洲唯一以Google雲端核心技術
為基底的策略夥伴，就與服務相關而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處以罰鍰/100,000元 

7  玉胤國際實業
有限公司、詰立
建設有限公司 

銷售「紐約時上」建案，使用施作夾
層及裝潢成住宅之實品屋，就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令停止違法行為 

玉胤國際實業有限公

司/600,000 元 

詰立建設有限公司

/800,000 元 

8  友善的行銷有
限公司、宸明建
設股份有限公
司 

銷售「宸明泉峰」建案廣告之 A 棟平
面配置參考圖、B棟平面配置參考圖及
D棟平面配置參考圖，將屋突 1層及 2
層原用途為機電設備空間規劃為浴
廁、臥室等室內空間使用表示，就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處以罰鍰 

友善的行銷有限公司

/200,000 元 

宸明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500,000 元 

9  陞宇國際投資
有限公司 

於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網站及
ETtoday新聞雲宣稱「23歲的雅安……
拿出自己的一百多萬的積蓄，去年 12
月 和 朋 友 共 同 在 內 湖 開 設
『WooWho』……開業至今四個月，平

均月營業額 40-70 萬元，達到損益兩
平」之內容，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處以罰鍰/100,000元 

10  網路家庭國際於 PChome Online 24h 購物網站銷售 處以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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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瀚加生活
美學國際有限
公司 

「韓國哈茱兒hajour嬰兒兩用蜂巢式
空氣護頭枕」，廣告宣稱「有效散熱並
避免寶寶窒息的可能」、「哈茱兒耗費
多時研發一款可以防止嬰兒猝死又能
兼顧完美頭型的多功能頭枕」等用
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
為引人錯誤之表示。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50,000

元 

瀚加生活美學國際有

限公司/50,000 元 

11  方圓國際設計
顧 問 有 限 公

司、嘉祐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銷售「公園上品」建案，於廣告「A1
∣2～15樓∣傢俱配置參考圖」將陽台

空間以虛線規劃為室內空間使用，就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
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處以罰鍰 

方圓國際設計顧問有

限公司/200,000 元 

嘉祐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1,800,000 元 

12  一福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森築
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愛山林建
設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 

銷售「上河園」建案，於網站廣告宣
稱「家族型的 KTV規劃」、「See Through
凌空七十米的空中會館……，凌空 70
米的私人收藏，飯店級 Lounge Bar、
玻璃屋的 Corner宴會廳……」等公共
設施，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
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處以罰鍰 

一福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600,000 元 

森築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1,000,000 元 

愛山林建設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500,000元 

13  光陽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於公司網站刊登「光陽機車金牌 125」

商品廣告，宣稱「油箱容量 8.5L」，就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處以罰鍰/400,000元 

14  昇龍國際車業
有限公司 

於公司網站刊登「光陽機車金牌 125」
商品廣告，宣稱「油箱容量 8.5L」，就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處以罰鍰/50,000元 

15  富邦媒體科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愛彼科技有
限公司 

於ｍoｍo購物網銷售「氣炸鍋」商品，
廣告宣稱「全臺唯一通過 BSMI認證」，
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處以罰鍰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50,000 元 

愛彼科技有限公司

/50,000元 

16  全聯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舉辦限量福袋活動廣告，其抽獎方式

未使所有擁有抽獎序號者皆獲得抽中
獎項之機會，對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處以罰鍰/50,000元 

17  摩斯達有限公於網頁及商品型錄刊載「德國防盜鎖 令 停 止 違 法 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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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司 ABUS……台灣總代理摩斯達有限公
司」等文字，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商品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50,000 元 

18  仕院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巨將
創意廣告有限
公司、立鵬資產
股份有限公司 

銷售「長耀挹品」建案，於接待中心
提供廣告圖冊刊載「閱覽室」及「KTV
視聽室」等文字及實景拍攝圖片，就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
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處以罰鍰 

仕院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1,000,000 元 

巨將創意廣告有限公

司/800,000 元 

立鵬資產股份有限公

司/500,000 元 

19  華宸國際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銷售「抗菌抗 VOCs活性碳口罩」商品，
刊載「吸附力優於市售活性碳 30倍」
及「利用特殊技術 30 倍於市面吸附能
力之活性碳及高科技結構設計，可吸
附空氣中之揮發性有機溶劑（如甲
醛、甲苯…等環境賀爾蒙）及化合物
與臭味」等文字，就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令 停 止 違 法 行 為

/100,000 元 

20  華登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葛里

德廣告有限公
司 

銷售「華登金捷殿」建案廣告之「2~10
棟傢俱配置參考圖」及「12~23棟傢俱

配置參考圖」，將原用途為陽台空間規
劃為室內住宅空間使用，就足以影響
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處以罰鍰 

華登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900,000 元 

葛里德廣告有限公司

/450,000 元 

21  家家買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遠
時數位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於 friDay 購物網站銷售「德國嘉儀
HELLER-等離子智慧節能清淨 13.6 公
升除濕機 KED-213」，刊載「1 級能
效」、「全系列 1級能效」，就足以影響
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處以罰鍰 

家家買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50,000 元 

遠時數位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50,000 元 

22  創意家行銷股
份有限公司、創
達建設股份有

限公司 

銷售「華山川」建案，於網站刊載「公
共設施：RF-健身房」，並以 RF傢俱配
置圖顯示一部分規劃為健身房使用，

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
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處以罰鍰 

創意家行銷股份有限

公司/200,000 元 

創達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400,000 元 

23  立吉科技有限
公司 

銷售 180W 及 240W「Aquarius Series
天井燈/投射燈兩用型」等 2種規格商

處以罰鍰/50,000元 



4-36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品，廣告宣稱「節能標章：有(可申請
節能補助)」，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24  福匯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 

銷售「福匯常安」建案，於網站刊載
「A |2-9F|傢俱配置參考圖」及「B 
|2-9F|傢俱配置參考圖」將機電設備
空間以虛線標示作為室內空間使用，
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

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處以罰鍰/500,000元 

25  江〇〇 即泰崴
軒佛教文物 

於蝦皮購物網站銷售「佛曆 2543~恩師
人緣佛」，宣稱「真象骨」等語，就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處以罰鍰/50,000元 

26  騰飛文化有限
公司 

於聯合報刊登廣告，宣稱「佛鈔是由
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為釋迦摩尼真身舍
利中國巡展而特別發行的美元連體
鈔」、「美國財政部特別指令美國聯邦
儲備銀行限量製作發行此款連體紀念
鈔」等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
品製作發行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 

處以罰鍰/50,000元 

27  傑昌開發有限
公司 

銷售「閱閱昌傑」建案，廣告上之「A
戶 3、5F傢俱配置參考圖」及「B戶 3、
5F 傢俱配置參考圖」將原用途為陽台
空間規劃為室內住宅空間之一部分使
用，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
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處以罰鍰/500,000元 

28  桔客國際文教
股份有限公司 

於公司網站、臉書粉絲專頁及課程簡
章宣稱「全台唯一與英國培生集團取
得國際漢語教師證授權」、「教學機構
通過 Pearson 認證」等語，對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處以罰鍰/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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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仿冒商品或服務表徵行為 

 

一、前言 

仿冒行為不但嚴重侵害他事業的權益，也影響市場競爭之公平性，公

平交易法第 22 條規定，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不得有下列

行為： 

(一)以著名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商標、商品容器、包裝、外觀

或其他顯示他人商品之表徵，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為相同或近似之

使用，致與他人商品混淆，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項表徵

之商品者。 

(二)以著名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標章或其他表示他人營業、服

務之表徵，於同一或類似之服務為相同或近似之使用，致與他人營業

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者。 

前項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商標、商品容器、包裝、外觀或其他顯

示他人商品或服務之表徵，依法註冊取得商標權者，不適用之。 

第 1 項規定，於下列各款行為不適用之： 

(一)以普通使用方法，使用商品或服務習慣上所通用之名稱，或交易上同

類商品或服務之其他表徵，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名稱或

表徵之商品或服務者。 

(二)善意使用自己姓名之行為，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姓名之

商品或服務者。 

(三)對於第 1 項第 1 款或第 2 款所列之表徵，在未著名前，善意為相同或

近似使用，或其表徵之使用係自該善意使用人連同其營業一併繼受而

使用，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項表徵之商品或服務者。 

事業因他事業為前項第 2 款或第 3 款之行為，致其商品或服務來源有

混淆誤認之虞者，得請求他事業附加適當之區別標示。但對僅為運送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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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適用之。 

 

二、立於商標法之補充地位 

    公平交易法第 22 條，即是在智慧財產權規範外，針對有礙公平競爭

之行為，參考日、韓「不正競爭防止法」之立法例予以規定，俾以更周延

的規範，確保公平競爭。又因商標法對於商標權之保護係採註冊保護制

度，公平交易法第 22 條係立於商標法之補充地位，屬對未註冊著名商標

予以保護之規範。由於商標法對於註冊商標並無行政責任之規定，為避免

法益保護輕重失衡，爰於 104 年 2 月 4 日修法刪除未註冊著名商標之行政

責任。是以，事業如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2 條關於未註冊著名商標之保護

規定時，被害人僅得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29 條至第 33 條民事途徑請求損害

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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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不當贈品贈獎促銷行為 

 

一、前言 

贈品、贈獎係目前商場上常見之促銷手段，如摸彩、滿千送百、買一

送一等，該等促銷行為如未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則尚屬正常交易行

為。惟為確保事業公平競爭，保障消費者權益，如事業所贈送之贈品價值、

贈獎總額或最大獎項之金額過當時，即涉及利用商品、服務以外之條件爭

取顧客，例如無償或利用顧客之射倖等方式，藉以影響顧客對商品或服務

為正常之選擇，爭取交易機會，此種競爭手段有違商業倫理與效能競爭，

並足使其他有競爭關係事業喪失公平交易機會，致對競爭秩序產生不良影

響，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且由於事業為本條之不法行為即具有非難

性，並非擁有相當市場力量始得為之，是以本條之不公平競爭行為，自不

以有市場力量者為限。 

以往處理不當贈品、贈獎促銷行為，係依據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

前之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裁處之。惟因不當贈品、贈獎促銷行

為主要表現在行為本身具有商業倫理非難性之不法內涵，性質屬不公平競

爭範疇，實與市場地位以及對市場造成之反競爭效果較無關聯，且現行公

平交易法第 20 條係定位為限制競爭。因此，就不當贈品、贈獎促銷行為，

另以獨立條文規範之，即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事業不得以不當提供贈品、

贈獎之方法，爭取交易之機會。前項贈品、贈獎之範圍、不當提供之額度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二、贈品贈獎之規範標準 

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第 2 項授權訂定「事業提供贈品贈獎額度辦

法（下稱贈品贈獎辦法）」，相關內容說明如下： 

（一）贈品、贈獎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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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贈品：指事業為爭取交易之機會，以附隨、無償之方式，所提供具

市場價值之商品或服務。 

2.贈獎：指事業為爭取交易之機會，於商品或服務之外，依抽籤或其

他射倖之方式，所無償提供獎金或具市場價值之商品或服

務。 

（二）以負面表列方式，明文排除不屬於贈品、贈獎行為之範圍： 

1.免費試吃、試用，及其他不以交易為要件之促銷行為。 

2.同類商品或服務本身之價格折扣促銷行為。 

3.同類商品或服務之數量折扣行為。 

4.不同商品或服務組合銷售之套餐優惠促銷行為。 

（三）事業銷售商品或服務所附送贈品之促銷行為，為業界常見之爭取交

易機會之行銷方法，惟如提供之贈品利益超過一定程度時，可能扭

曲交易相對人理性考量商品或服務本身之品質等因素所作之正常

選擇。因此參考日本立法例，規定贈品價值上限： 

1.商品或服務價值在新臺幣 100 元以上者，為商品或服務價值之二分

之一。 

2.商品或服務價值在新臺幣 100 元以下者，為新臺幣 50 元。 

（四）事業辦理贈獎，亦為業界常見之爭取交易機會之行銷方法，惟如提

供之利益超過一定額度時，恐有違公平競爭。因此，參酌日本、韓

國立法例及我國民營製造業第 500大事業年度營業額及民營服務業

第 300 大事業年度營業額，規定事業全年贈獎總額之上限： 

1.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在新臺幣30億元以上者，為新臺幣6億元。 

2.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 7 億 5,000 萬元，未滿新臺幣

30 億元者，為銷售金額的五分之一。 

3.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在新臺幣 7 億 5,000 萬元以下者，為新臺

幣 1 億 5,000 萬元。 

（五）事業辦理贈獎，其最大獎項之金額，不得超過新臺幣 5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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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規定係考量倘最大獎項金額過鉅，恐將扭曲交易相對人理性考量與

違反效能競爭精神，故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定期發布之平均每人國民所

得，及避免上限過低致過度束縛事業之促銷活動，以 94 年至 103 年平均

每人每年國民所得之平均值約新臺幣 50 萬元之 10 倍，爰訂定新臺幣 500

萬元作為最大獎項金額之上限。 

（六）認定「商品或服務價值」、「贈品價值」及「贈獎總額」之標準，則

明文規定如下： 

1.商品或服務價值：事業辦理贈品促銷行為時，交易相對人面臨之合

理市價。 

2.贈品價值，得依下列標準依序認定之： 

（1）依辦理贈品促銷行為之事業所宣稱之贈品價值逕行認定。 

（2）事業自製或以市場合理價格取得贈品者，該贈品價值以事業自

製或取得該贈品之成本計算。 

（3）事業以其他非價格交易條件取得贈品或無前目所述贈品取得成

本者，其贈品價值以該項贈品之零售價格認定。 

（4）其他合理認定標準。 

3.贈獎總額，得依下列標準依序認定： 

（1）依辦理贈獎促銷行為之事業所宣稱之贈獎總額逕行認定。 

（2）事業自製或以市場合理價格取得贈獎（商品或服務）者，該贈

獎總額以事業自製或取得該贈獎（商品或服務）之成本計算。 

（3）事業以其他非價格交易條件取得贈獎（商品或服務）或無前目

所述贈獎（商品或服務）取得成本者，其贈獎總額以該項贈獎

（商品或服務）之零售價格認定。 

（4）其他合理認定標準。 

此外，贈品贈獎辦法所定贈品贈獎額度，得配合經濟、社會之情況調

整，保留適用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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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損害他人營業信譽行為 

 

事業以正當合理之手段追求發展，賺取利潤，並因而在同業間取得競

爭優勢，乃係公平之競爭，亦為公平交易法所欲維護之競爭精神；反之，

若事業以不公平手段進行競爭，則為公平交易法所禁止。事業所運用之不

公平競爭手段多端，損害他人之營業信譽即屬其中一種態樣。 

事業之營業信譽係該事業在社會經濟活動中所獲得之評價，其評價的

高低，一方面足以顯現其過去致力於產品品質、服務提升及價格合理化等

努力，所獲得肯定的程度，另一方面亦影響其日後之經濟活動。如有事業

以不實之傳言抹煞他事業，而使得被抹煞之事業必須對之負擔其不利之結

果時，則將有損公平競爭之精神。是以關於事業在經濟競爭活動中營業信

譽之保護，各國莫不立法規範。我國公平交易法有維護公平競爭，禁止不

正當競爭手段之任務，對於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競爭手段自應予以禁止，

故於第 24 條中規定：「事業不得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

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 

依法條條文所規範之涉法構成要件，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一)需基於競爭之目的：即事業就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於特定之市場範圍

內，存有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為目的，始足該當本條款之適用。 

(二)需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所謂「陳述」或散

布乃指以言詞、文字、圖畫或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等行為，而「不

實」與否，則應以客觀上之事實推定之，非可由當事雙方主觀予以認

定。 

(三)需造成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結果：陳述或散布內容，足以降低社

會相關大眾或交易相對人，對被指摘事業之營業評價；甚或產生交易

相對人之嚴重不信任感，以致有拒絕交易之可能。 

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之行為，依同法第 37 條規定負有刑事

責任，復基於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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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又依公平交易法第 37 條第 3

項規定，行為人違反同法第 24 條之罪須告訴乃論。故如欲追究行為人之

責任，得為告訴之人應於刑事訴訟法第 237 條第 1 項所定告訴期間內，逕

向檢察機關提起告訴。因此僅有司法機關就相關案件為不起訴處分或為無

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之裁判確定，或者得為告訴之人表示不為告

訴，或者逾越告訴期間而未為告訴等，始由本會受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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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  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一、前言 

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其性質上應屬公平交易法

各條規定之補遺性質之概括條款。析言之，本條之適用範圍，應以「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作為篩選是否適用公平交易法或本條之準據，本

條與公平交易法其他條文適用之區隔，應有「補充原則」之適用，適用時

先檢視「限制競爭」之規範（獨占、結合、聯合行為及垂直限制競爭），

再行檢視「不公平競爭」之規範（如不實廣告、不當贈品贈獎）是否未窮

盡系爭行為之不法內涵，而容有適用本條之餘地，即本條僅能適用於公平

交易法其他條文規定所未涵蓋之行為，若公平交易法之其他條文規定對於

某違法行為已涵蓋殆盡，即該個別規定已充分評價該行為之不法性，或該

個別規定已窮盡規範該行為之不法內涵，則該行為僅有構成或不構成該個

別條文規定的問題，而無由再就本條加以補充規範之餘地。反之，如該個

別條文規定評價該違法行為後仍具剩餘的不法內涵，始有以本條加以補充

規範之餘地。 

 

二、公平交易法第 25條類型整理 

因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過於抽象，為使本條之適用更為具體明確，

爰將本會歷年處分案件類型分類如次，以作為處理相關案件之參考。 

(一)「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 

即對於交易相對人，以欺瞞、誤導或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

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欺罔常見行為類型包括： 

1.冒充或依附有信賴力之主體。 

2.未涉及廣告之不實促銷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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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隱匿重要交易資訊。 

(二)「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即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營業交易之行為。顯失公平之行

為類型包括： 

1.以損害競爭對手為目的之阻礙競爭。 

2.榨取他人努力成果。 

3.不當招攬顧客。 

4.不當利用相對市場優勢地位。 

5.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 

6.補充公平交易法限制競爭行為之規定，如補充聯合行為之規定。 

7.妨礙消費者行使合法權益。 

8.利用定型化契約之不當行為。 

 

三、重要案件處理情形 

◎春井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緣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函移五股工業園區事業單位提送資料略

以：「台灣健康管理協會」通知事業單位進行「職場身心保健關懷宣導」，

並發送「健康職場計畫促進宣導函」。因所發送宣導函名稱與國健署委託

「臺灣健康生產力管理學會（北區健康職場推動中心）」推廣之「健康職

場推動計畫」極為類似，且其宣導函第 4點提及「此為配合國民健康署推

廣專案宣導」，並多次去電事業單位宣稱依政府規定必要之入廠宣導，易

使消費者誤認係政府單位進行健康宣導，且倘若該協會伺機推銷健檢服務

或要求裝置減少空污或水污之商品，恐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 

案經調查，春井有限公司（下稱春井公司）自承所發送台灣健康管理

協會「健康職場計畫促進宣導函」及「107 年度職場健康計畫」宣導資料

為該公司所製作並寄送予事業單位，且該公司負責人等所發起設立之台灣

健康管理協會尚未成立。春井公司在對事業的電訪中及宣導函中，隱匿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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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實為銷售「水素」商品之業者，再加上宣導函第 4點載明「此為配合

國民健康署推廣專案宣導，屬公益性質，無須費用」，其行為目的顯係為

使人將其誤認為公益團體配合政府機關所為之宣導活動，進而同意其派員

至事業單位內宣傳，實有假借受託辦理公益宣導名義實則銷售商品之故

意。 

復查春井公司電訪員多次以台灣健康管理協會名義，且宣稱配合國健

署等語要求同意入廠宣導，甚至有事業單位因而向國健署查證。另春井公

司亦自承以公司名義推銷商品之銷售狀況不佳，因而仿效以前於中國大陸

之銷售模式，利用經過官方認證的協會名義召開說明會的方式推銷商品，

故春井公司假借尚未依法成立之「台灣健康管理協會」名義，宣稱其係配

合政府機關推廣國民健康等藉以推銷商品，使得該等潛在交易相對人誤以

為係配合政府機關而同意其入廠宣導並進而推銷產品，屬使他人陷於錯誤

而與之交易之欺罔行為。又春井公司自銷售「水素」期間約一年多來，多

次以此宣導方式不當推銷商品之頻率甚高，藉以招徠交易機會，且推銷商

品對象為不特定多數人，應認其行為已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核其整體銷售

行為，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 

本會認定春井公司假借尚未依法成立之「台灣健康管理協會」名義，

宣稱係為配合政府機關推廣國民健康等不實訊息藉以推銷商品，為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處新臺幣 20萬元

罰鍰。 

 

109年欺罔或顯失公平處分案件彙整表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1 春井有限公司 假借尚未依法成立之「台灣健康管理
協會」名義，宣稱其係配合政府機關

推廣國民健康等不實訊息藉以推銷
商品，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
為。 

處以罰鍰/200,000元 

2 麻古茶坊股份於招募「麻古茶坊」品牌加盟過程，處以罰鍰/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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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有限公司 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充分且完
整提供「開始營運前購買原物料費
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以及「加
盟營運期間購買原物料費用，其金額
或預估金額」等加盟重要資訊予交易
相對人審閱，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
顯失公平行為。 

3 笙寶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於Google網站使用同業公司名稱「捷
鋮」製刊不當關鍵字廣告，為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處以罰鍰/100,000元 

4 侯ＯＯ 藉瓦斯服務通知單、工作識別證及工
作制服等，攀附當地公用天然氣事
業，隱匿其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使消
費者誤認之欺罔行為。 

處以罰鍰/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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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節  多層次傳銷 

一、前言 

依 103年 1 月 29日公布施行之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條規定：「本法

所稱多層次傳銷，指透過傳銷商介紹他人參加，建立多層級組織以推廣、

銷售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式。」倘事業透過許多獨立的傳銷商銷售商品或

提供服務，各傳銷商除銷售商品(服務)賺取利潤外，亦可招募、訓練新傳

銷商建立銷售網，再透過此一銷售網銷售公司商品(服務)以獲取差額利

潤，而各新進傳銷商亦可循此模式建立銷售網，則依此方式行銷者，即稱

多層次傳銷。 

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4條第 1項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係指「統籌

規劃或實施前條傳銷行為之公司、工商行號、團體或個人」，至於外國多

層次傳銷事業之傳銷商或第三人，引進或實施該事業之多層次傳銷計畫或

組織者，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4條第 2 項規定，係視為多層次傳銷事業。

另在實務上，欲辨別多層次傳銷事業是否合法，參考事項如下： 

(一)傳銷商收入來源是否主要來自介紹他人所抽取佣金，而非來自銷售商

品的利潤以及其與下線傳銷商間的業績獎金差額。 

(二)所銷售商品或服務之訂價是否較一般市面之相同或同類商品或服務

價格明顯偏高。 

(三)加入成為傳銷商之條件，是否須繳交高額之入會費或要求認購相當金

額之商品，而這些商品並非一般人於短期內所能賣完。 

(四)參加契約書是否依據多層次傳銷法令相關規定，明訂傳銷商得以解除

契約或終止契約方式退出傳銷組織以及退出後雙方之權利義務關

係，包括傳銷商得退還所持有之商品，多層次傳銷事業有買回義務等

規定。 

(五)事業是否已向本會報備；報備者即在本會之監督範圍內，且本會將不

定期派員進行業務檢查，對民眾較具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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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層次傳銷之管理 

109年本會將督導管理多層次傳銷列為重點執法項目之一，積極依職

權及檢舉查處違法行為，就處分案對外發布新聞資料，以遏止其他業者

為類似行為及避免傳銷商受害，另就不處分案適時去函警示或促請注

意，避免爾後觸法或影響多層次傳銷交易秩序；並與檢調機關就變質傳

銷案件及非法吸金案件、與衛生機關就傳銷事業及傳銷商違反衛生法規

案件協調聯繫及分工合作，共同打擊不法。另審視傳銷報備案件，輔導

傳銷事業符合相關法令規定；實施傳銷業務檢查，發現涉有違法情事即

主動立案調查或移送檢調機關偵辦；辦理年度傳銷事業經營發展狀況調

查供各界參考；加強宣導傳銷法令，增進業者自律避免觸法，及強化民

眾對傳銷法令之認識免於受害；賡續監督與輔導「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

保護基金會」，協助推動其業務運作。綜上，本會積極查處不法，及採行

多項行政措施有效管理輔導傳銷事業，確實維護多層次傳銷交易秩序及

傳銷商權益。 

 

三、重要案件處理情形 

◎美商多特瑞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案 

美商多特瑞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公司登記外文名稱為 dõ TERRA 

Taiwan LLC,Taiwan Branch)於 98 年 12 月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

主要銷售美容保養品及精油。 

本會於 109 年 3 月 27 日派員赴該公司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檢查，查

悉該公司停止銷售陽光好心情套組、女性用油套組、生活好清新 LRP 套

組、基本精油活力輕暢 LRP 套組、清迎生活(全素)套組、清迎生活精油

LRP套組、清迎生活膠囊 LRP套組、精油肌膚保養(全)套組、舒緩對策套

組、亮白無瑕凝膠、浮雲噴霧器及專業保健入會套組等 12 項商品；變更

銷售四季 3寶膠囊食品之價格及積分；新增銷售全素營養奶昔，均未事先

向本會報備，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爰對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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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以新臺幣 20萬元罰鍰。 

 

109年違法多層次傳銷處分案件彙整表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1 微康股份
有限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
明法定事項之文件、資料向本會報備。 

令 停 止 違 法 行 為

/300,000 元 

2 祥葛薾國

際股份有
限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未於實

施前向本會報備。 

處以罰鍰/50,000元 

3 鑫佳聯生
醫科技股
份有限公
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主要營業所備置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之上年度財務報表。 

處以罰鍰/50,000元 

4 麗泰國際
股份有限
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營業所，未事先向
本會報備。 

處以罰鍰/50,000元 

5 達努巴克
國際事業
股份有限
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未事先
向本會報備。 

處以罰鍰/50,000元 

6 泛博國際
股份有限
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未事先
向本會報備。 

處以罰鍰/150,000元 

7 愛全育生
技股份有
限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
傳銷商，未事先取得該限制行為能力人之
法定代理人書面允許，並附於參加契約。 

處以罰鍰/100,000元 

8 台灣隆力
奇生物科
技股份有
限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營業所及銷售商
品，未事先向本會報備；於傳銷商參加其
傳銷計畫或組織時，未交付參加契約正
本；與傳銷商締結之書面參加契約未包括
完整之傳銷制度、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
傳銷商應負之權利義務等法定應記載事

項，且於參加契約所定傳銷商退出計畫或
組織之猶豫期間與法令規定不符且不利於
傳銷商；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
未事先取得其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允許，並

處以罰鍰/3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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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附於參加契約。 

9 諾益生技
股份有限
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主要營業所及事業
名稱，未依法定期限向本會報備。 

處以罰鍰/50,000元 

10 嘉得億國
際網路股
份有限公
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未於實
施前向本會報備。 

處以罰鍰/50,000元 

11 歐瑪聖絲

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營業所，未於實施

前向本會報備。 

處以罰鍰/50,000元 

12 駿騰數位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及銷售商
品品項，未事先報備；未於法定期間內辦
理傳銷商終止契約退出退貨；未依限向財
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繳納 108 年
度年費及補足保護基金級距間之差額。 

處以罰鍰/550,000元 

13 台灣匯芯
科技有限
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
傳銷商，未事先取得其法定代理人書面允
許，並附於參加契約；未依法定計算方式
辦理傳銷商自訂約日起算 30 日內解除或
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 

處以罰鍰/200,000元 

14 精饌股份
有限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或服務，
未事先向本會報備。 

處以罰鍰/150,000元 

15 多點健康

國際有限
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未於實

施前向本會報備。 

處以罰鍰/50,000元 

16 豪杰堂國
際有限公
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
報備。 

令 停 止 違 法 行 為

/100,000 元 

17 聖葆生技
股份有限
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營業所、銷售商品
及傳銷制度，未事先向本會報備。 

處以罰鍰/50,000元 

18 巨曜國際

開發有限
公司、奕璦
國際有限
公司 

引進外國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多層次傳銷計

畫或組織，未事先向本會報備。 

令停止違法行為 

巨曜國際開發有限公

司/1,000,000 元 

奕璦國際有限公司

/1,5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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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19 蓮龍國際
股份有限
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品項，未
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 

處以罰鍰/50,000元 

20 香港商成
世紀集團
有限公司
臺灣分公
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未於實
施前向本會報備。 

處以罰鍰/50,000元 

21 旺沛大數

位股份有
限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

報備。 

令 停 止 違 法 行 為

/300,000 元 

22 環宇全球
有限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及傳銷商
參加條件、傳銷商參加契約內容、銷售商
品與服務，未依本會 107 年 6月 28日公處
字第 107055號處分書意旨，於處分書送達
之次日起 10日內向本會變更報備，並於傳
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時，未與傳銷
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參加契約所定傳銷
商退出退貨之扣除事項與法令規定不符且
不利於傳銷商；未依法定計算方式及未於
法定期間內辦理傳銷商於訂約日起算 30
日後之退出退貨，未依本會 107年 6月 28

日公處字第 107055號處分書意旨，於處分
書送達之次日起停止其違法行為。 

令 停 止 違 法 行 為

/1,600,000 元 

23 美商悠樂
芳有限公
司台灣分
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停止銷售套組商品，未
事先向本會變更報備。 

處以罰鍰/50,000元 

24 澤宇生技
有限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未於實
施前依法向本會報備。 

處以罰鍰/50,000元 

25 新加坡商
威夢有限
公司台灣
分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未事先
向本會報備。 

處以罰鍰/50,000元 

26 臺灣力匯
有限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及銷售商
品，未事先向本會報備。 

處以罰鍰/1,000,000

元 

27 廣遠生化
科技有限

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未事先
向本會報備。 

處以罰鍰/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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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公司 

28 美科達股
份有限公
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法定計算方式辦理
傳銷商終止契約退出退款。 

處以罰鍰/100,000元 

29 活力得健
康事業股
份有限公
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設立具營業所性質之收
件中心及變更傳銷商品品項，未事先向本
會報備；招募無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及招
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未事先取得
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書附於參加契約。 

處以罰鍰/350,000元 

30 馥裕國際
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
報備。 

令 停 止 違 法 行 為

/100,000 元 

31 美商多特

瑞有限公
司台灣分
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及傳銷制

度，未事先向本會報備。 

處以罰鍰/2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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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未來工作重點及努力方向 

第一節  提升公平交易法執法效能 

公平交易法的立法目的在於確保競爭，維護市場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

益。本會所為之查處工作及行政作為，包括案件調查及受理各種申請、申

報業務，影響各事業、甚至各界的權利義務甚鉅。未來，本會將持續關注

民情輿論，加強查處事業違法限制競爭及不公平競爭行為，主動偵測及篩

選非法，及時發掘可能涉及違法情事。在案件調查處理過程，強化查處力

度，對於當事人有利不利之情形，均詳加審酌，以確保當事人權益。另在

結合申報與聯合行為申請案件處理方面，將加強行政程序的透明及簡化，

同時兼顧案件辦理時效。而在行政處分方面，本會亦將深化處分書論述內

容，加強論述品質，樹立本會執法之公信力。 

第二節  健全多層次傳銷管理機制 

本會為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主管機關，肩負提供健全且合宜的經營環

境，保障守法的傳銷事業及傳銷商權益之重責大任。未來，本會將持續與

傳銷相關團體保持對話，掌握業界經營動態，對於各界關注的修法議題，

廣納建言，適時檢討。另在傳銷的監督管理機制上，對於有違法疑義(如

商品虛化、獎金明顯偏高)之傳銷事業，實施業務檢查，避免衍生為嚴重

的經濟、社會問題。同時，對於多次違法之不良事業，除加強查處外，並

周知各界，以健全多層次傳銷交易秩序。 

第三節  推動跨機關協調及與地方聯繫合作 

本會政策擬訂與案件查處過程，須與中央各部會及地方各縣市政府通

力合作，方能將維護競爭秩序工作做得更好。未來，本會將賡續與衛生福

利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檢調單位等機關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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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擇定重點產業或業務，強化協調管道與合作機制，期透過與各政府機

關間之合作、溝通與協調，達成維護市場交易秩序的使命。 

第四節  倡議公平交易理念 

本會主管法規規範對象以「事業」為主，因此，除強化政府方面的溝

通協調外，產業間的溝通互動對本會而言也相當重要。未來，本會將加強

與產業之互動，舉辦業務座談會，將本會施政理念、政策形成過程及相關

規範內容清楚對外說明，並傾聽業界心聲、提供必要的幫助與輔導，期透

過雙向溝通將公平交易理念更深入的讓各界了解。此外，本會主管的法令

具高度專業性，一般民眾或企業較不易理解，未來，本會在強化各界遵法

意識、深耕公平交易理念時，將力求深入淺出，以簡單淺顯易懂的方式進

行。 

第五節  掌握數位經濟發展趨勢 

知識、創新等數位新經濟要素已成為我國經濟成長的重要動能，現行

法令所建立之競爭規範架構，雖尚足以因應數位經濟所帶動的產業變化，

但面對此種新趨勢，競爭法主管機關應進行更多的市場研究，發現新議

題、引進新思維，並尋求最佳的解決手段，確保市場競爭並鼓勵企業創新，

以增進更大的經濟福祉。未來，本會將持續運作「數位經濟競爭政策小

組」，密切關注數位平臺業者之發展及全球競爭法數位規範趨勢，同時強

化案件經濟分析量能，以提供事業利於創新、益於競爭之經商環境。 

第六節  深化競爭法國際參與 

在全球化的經濟趨勢下，跨國經貿活動蓬勃發展，我國競爭法之推行

不能劃地自限，必須促進國內法規與國際接軌，增進競爭法適用之一致

性。未來，本會將秉持既有之積極態度，持續參與 OECD、ICN、APEC等競

爭政策或競爭法相關國際組織之各項活動，並透過各種管道強化與各國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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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法主管機關之夥伴關係，建立執法合作機制。同時，務實推動區域內競

爭法能力建置計畫，辦理各項技術援助工作，強化我國在區域競爭法執法

之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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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會 109 年度施政計畫 

壹、施政目標與重點 

本會為我國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之主管機關，職掌擬訂競

爭政策與法規，並就違反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及危害公共

利益之情事，依檢舉或職權加以調查處理，藉以保障合法事業及消費大眾

權益，確保市場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109 年本會將持續健

全市場公平交易機制，並加強管理多層次傳銷事業，以「強化執法效能」、

「完備市場競爭法制」、「建立良善競爭文化」及「加強全球合作連結」等

施政重點做為未來努力的方向。 

本會依據行政院 109 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

度，並針對經社情勢變化及本會未來發展需要，編定 109 年度施政計畫。 

其目標及重要執行策略如次： 

一、查處妨礙市場競爭行為，匡正事業不當競爭行為 

（一）落實執行公平交易法規，積極查處涉法行為，確保市場競爭秩序。 

（二）有效審議事業結合申報及聯合行為申請許可案件，防範市場結構惡

化與市場力量濫用。 

（三）持續運作本會「防制人為操縱物價專案小組」並參與行政院穩定物

價小組會議，掌握重要民生物資市場動態及競爭情形，避免事業藉

機從事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 

（四）積極查處不實廣告等不公平競爭行為，確實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

利益。 

（五）有效運用行政資源，強化執法品質及時效，提升行政效能及本會施

政形象。 

（六）充實競爭法產業資料庫資料並維護資料庫系統功能運作，研析產業

結構與市場競爭，提供案件審議之參據，精進執法品質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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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制產業競爭行為，建構良好競爭環境 

（一）關注重點產業市場競爭行為，持續辦理產業重點督導計畫，促進業

者自律與產業發展。 

（二）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調分工，調和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凝聚執

法共識。 

（三）委請專家學者進行公平交易法相關議題研究，掌握產業最近動態，

作為案件處理及偵測市場違法行為之參考。 

（四）有效管理輔導多層次傳銷事業，並積極查處違法多層次傳銷行為，

維護多層次傳銷交易秩序及傳銷商權益。 

三、完備市場競爭法規，奠定公平競爭基礎 

（一）檢討公平交易法、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等相關法令及行政規則，提升

執法品質。 

（二）提供其他機關競爭法意見，共同建構良善之市場競爭環境。 

四、落實執行處分案件罰鍰收繳作業，強化行政執行效能 

（一）落實追蹤處分案件罰鍰收繳情形，積極辦理行政執行移送作業，確

保本會執法成效。 

（二）加強義務人所得及財產查調，定期彙整及追蹤行政執行進度，並與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密切聯繫，提升行政執行品質。 

五、多元倡議競爭理念，形塑優質競爭文化 

（一）辦理本會主管法規宣導活動，增進業者自律避免觸法，強化民眾消

費意識免於受害。 

（二）運用多元競爭倡議管道，強化整體宣導成效，深根公平交易理念。 

（三）精進各項宣導活動措施，提升各界遵法意識，建立良善競爭文化。 

（四）賡續建置「APEC 競爭政策資料庫」，完備國際競爭法及競爭政策

資料。 

六、加強拓展與國際競爭社群對話空間，建構跨境執法合作網絡 

（一）出席國際競爭法之重要會議，接軌國際規範之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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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進與主要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間之雙邊交流。 

（三）協助新興競爭法機關的能力建構，辦理國際反托拉斯區域研討會議。 

七、妥適配置預算資源，提升預算執行效率 

（一）配合本會施政重點，有效運用預算資源，提高資本門預算執行率。 

（二）本於零基預算精神，落實中程歲出概算編製，妥善配置政府支出。 

 

貳、重要施政計畫 

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一、限制競爭

行為調查

處理 

1.查處事業限制競爭

行為 

1.積極查處事業獨占、結合、聯合、

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及影響

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2.有效審議事業聯合行為申請許可

案件及結合申報案件。 

3.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調合作，凝

聚執法共識。 

4.辦理檢舉獎金發放事宜。 

 2.規制產業競爭行為， 

建構良好競爭環境 

1.密切關注市場競爭動態，與產業主

管機關進行分工合作、協調溝通，

共同維護市場交易秩序。 

2. 積極配合行政院「穩定物價小

組」，掌握重要民生物資市場供需

概況。配合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

監控民生物資市場供需概況，本會

本於職掌積極配合辦理。 

3.擇定特定產業進行重點督導計畫。 

4.委請專家學者進行「大數據發展下

之資訊壟斷與競爭政策」、「網路銷

售市場競爭評估之實證研究」、「技

術創新與競爭議題之探討」、「公平

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以

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為例」、「公平

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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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獨占及其他（非聯合）限制競爭行

為為中心」、「各國競爭法對於域外

結合案件審查處理方式之研究」、

「公平交易法對新興薦證廣告之

適用與因應」、「行為反托拉斯與消

費者權益之探討」等研究。 

二、不公平競

爭行為調

查處理及

多層次傳

銷管理 

1.查處事業不公平競

爭行為 

1.調查處理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廣告行為。 

2.調查處理不當贈品贈獎行為。 

3.調查處理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

顯失公平行為。 

4.辦理公平交易法有關不公平競爭

行為之宣導活動。 

 2.管理多層次傳銷 1.辦理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案件。 

2.實施多層次傳銷事業業務檢查。 

3.辦理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發展狀

況調查。 

4.調查處理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規行為。 

5.宣導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 

三、法務及行

政救濟業

務 

研修公平交易法規與

多層次傳銷法規 

1.研擬與修訂本會主管法令。 

2.辦理公平交易法、多層次傳銷管理

法行政救濟業務。 

3.辦理行政執行案件及移送涉及刑

事違法案件。 

4.編印法規彙編及認識公平交易法。 

5.蒐集國內外公平交易法規資料並

加以整理與分析。 

6.辦理法制及相關業務研討會。 

四、綜合規劃

及宣導業

務 

1.倡議公平交易法及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1.自辦或請縣市政府辦理本會主管

法規說明會或訓練營。 

2.運用大眾傳播媒體及文宣資料進

行政令溝通。 

3.辦理競爭法、檢舉獎金、反托拉斯

基金倡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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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2.聯繫協調地方機關 規劃舉辦與地方機關協調聯繫會議。 

 3.充實競爭政策與競

爭法專業資料 

1.彙編公平交易法、多層次傳銷管理

法相關執法實務等資料，提供競爭

政策專業研究園地。 

2.蒐集各國競爭法與競爭政策相關

專業圖書及期刊，提供專業查詢服

務，推廣競爭政策理念，提升執法

知能及素養。 

3.建置並維護「APEC 競爭政策資料

庫」21 個會員體之競爭政策、組

織架構、重要案例等 12 項資料，

提供競爭政策資料國際交流平臺。 

五、政策擬訂

及國際交

流業務 

積極參與競爭法國際 

活動，建構跨境執法 

合作網絡 

1.持續參與競爭法國際組織相關會

議與活動，掌握國際執法脈絡，深

化與國際競爭法執法機關之交流

合作。 

2.提供競爭法能力建置及交流活動

平臺，調和區域競爭法制，回饋國

際競爭社群。 

六、產業調查

經濟分析

及資訊管

理 

強化產業資訊體系， 

建立有效執法之決策

支援系統 

1.辦理市場結構及產業活動調查，並

整合相關機關之產業資料，完備產

業資訊系統，供釐定公平交易政策

及執行業務參考。 

2.配合業務需求增修應用系統功

能，強化系統資安強度、改善作業

流程，及提升各項資訊服務設施，

以增進電腦作業品質及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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