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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對流通事業之規範說明

　一、背景說明

　　　緣於國民消費型態改變，國內流通事業挾其雄厚資金快速成長，並以低成本、低售價

　　　之經營方式，對傳統批發、零售業造成嚴重衝擊，在這種時代趨勢與潮流之演進下，

　　　流通事業不再僅是扮演居於製造業者與最終消費者間之仲介角色，其時而利用各種促

　　　銷活動刺激消費，時而運用複雜的流通技術，控制、掌握商品的銷售數量、地區及範

　　　圍。對製造業者或供貨廠商而言，倘無此類大型流通業者，其商品市場將不易順利迅

　　　速拓展，公司存續亦不得不仰賴此等流通業者。再者，由於整體行銷過程及技術愈來

　　　愈趨複雜，製造業者對行銷過程的控制能力逐漸衰退，使得流通業者的角色較諸以往

　　　更形重要。是倘流通事業因其市場擴大而取得優勢地位，聯合要求供貨廠商停止供貨

　　　，或向供貨廠商不當收取附加費用、要求供貨廠商給予最優惠價格、不當計算缺貨罰

　　　款、「下架」條件未透明化等，而該等行為均具有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本質，除將

　　　侵害以品質、價格、服務等效能競爭本質為中心之公平競爭，或具有商業競爭倫理的

　　　非難性外，亦將危害流通事業之正常發展。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

　　　競爭，促進經濟的安定與繁榮，同時冀期流通事業均能明確瞭解公平交易法相關規範

　　　，爰於現行法令架構下，整編本會八十四年一月二十三日第一七三次員會議決議之「

　　　大型流通業經營行為導正內容與期限」及流通事業可能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態

　　　樣，訂定本規範說明，俾使相關業者知所行止，同時作為本會今後處理相關案件之參

　　　考。而自本規範說明發布日起，上開行業導正原則不另引用。

　二、名詞定義

　　　本規範說明所稱流通事業，係指量販店、便利商店、超級市場、百貨公司、消費合作

　　　社及其他從事綜合商品零售業務之事業。

　三、流通事業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態樣

　　（一）結合行為

　　　　　1.結合行為之規範：公平交易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本法所稱結合，謂事業有

　　　　　　左列情形之一者而言：1 與他事業合併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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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3 受讓或承租他事

　　　　　　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者；4 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

　　　　　　經營者；5 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同法第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向本會申請許可：1 事業因

　　　　　　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者；2 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

　　　　　　四分之一者；3 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本會所

　　　　　　公告之金額者（目前公告之銷售金額為新臺幣五十億元）。

　　　　　2.流通事業與同業或其他事業之間，倘其彼此具有控制從屬關係，符合公平交易

　　　　　　法第六條第一項所定之結合行為定義，並且合致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

　　　　　　定之結合申請要件者，應於其為結合行為前，向本會申請許可。倘流通事業應

　　　　　　申請結合而未申請，或於申請後未獲許可而為結合者，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十一條規定之虞。



　　（二）聯合行為

　　　　　1.聯合行為之規範：按公平交易法第七條規定：「本法所稱聯合行為，謂事業以

　　　　　　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

　　　　　　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

　　　　　　業活動之行為而言。」次按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五條第一項規定：「本法第

　　　　　　七條之聯合行為，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

　　　　　　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公平交易法對聯合行為之規範，係「原則

　　　　　　禁止、例外許可」，按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規定：「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但

　　　　　　有左列情形之一，而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

　　　　　　不在此限：1 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而統一商品規格或型式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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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市場

　　　　　　者。3 為促進事業合理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者。 4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

　　　　　　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者。5 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國外商品之輸入採

　　　　　　取共同行為者。6 經濟不景氣期間，商品市場價格低於平均生產成本，致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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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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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流通事業可能涉及聯合行為之態樣

　　　　　　聯合要求供貨廠商停止供貨：流通事業倘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

　　　　　　有競爭關係之其他同業共同要求供貨廠商停止供貨，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且該

　　　　　　等行為足以影響流通業之市場功能，則若非符合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例外規

　　　　　　定，且經本會許可，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規定之虞。

　　（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行為

　　　　　1.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規範：按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規定：「有左列各款

　　　　　　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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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3 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

　　　　　　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4 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

　　　　　　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或聯合之行為。5 以脅迫、利誘

　　　　　　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取他事業之產銷機密、交易相對人資料或其他有關技術

　　　　　　秘密之行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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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流通事業可能涉及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行為之態樣

　　　　　 (1)贈獎活動獎額過當：流通事業倘於舉辦之贈獎活動中，其獎額過當，為以利

　　　　　　　誘之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

　　　　　　　第三款規定之虞。

　　　　　 (2)限制供貨商產品售價：流通事業倘以合約書限制供貨廠商產品於市面售價不

　　　　　　　得低或平於其售價之行為，因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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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六款規定之虞。

　　（四）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標示行為

　　　　　1.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標示行為之規範：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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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地等，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或表徵。」上開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同法條第三項復訂有明文。上開規

　　　　　　定主要係禁止事業在商品、服務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

　　　　　　於商品或服務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而此項對商品或服務廣告

　　　　　　之規範，係為避免因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造成交易相對人錯誤之認識

　　　　　　與決策，不因交易相對人業已具備該項商品或服務之專業知識或得於事先查證

　　　　　　廣告內容而有所不同。

　　　　　2.流通事業涉及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標示行為之態樣：流通事業倘非屬依

　　　　　　法登記設立之消費合作社組織，而於市招、銷售型態及其他廣告宣傳（如購物

　　　　　　袋）等，使用「合作社」、「消費合作社」等具法定意義之字詞，或有明顯積

　　　　　　極引人錯誤之情事，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之虞。

　　（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1.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之規範：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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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係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概括規定，凡具有不公平競爭本質之行

　　　　　　為，如無法依公平交易法其他條文規定加以規範者，則可檢視有無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四條之適用。而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規範意旨即為建立「市場競爭

　　　　　　之秩序」，而對「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或「顯失公平行為」加

　　　　　　以管制，因此強調個案交易中，交易之一方是否使用了「欺騙」或「隱瞞重要

　　　　　　事實」等引人錯誤之方法，致使交易相對人與其交易，或使競爭者喪失交易機

　　　　　　會之「欺罔行為」；抑或對交易相對人為不當壓抑，妨礙交易相對人自由決定

　　　　　　是否交易及交易條款之「顯失公平行為」。

　　　　　2.流通事業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之態樣

　　　　　 (1)不當收取附加費用：流通事業倘濫用相對優勢地位，於其單方制定之定型化

　　　　　　　合約中，訂立交易條款，向供貨廠商不當收取附加費用，為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顯失公平行為，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2)要求供貨廠商給予最優惠價格：流通事業因其市場力量相對較供貨廠商大，

　　　　　　　因此常以契約或口頭等方式約定，要求供貨廠商給予最優惠價格，且又對供

　　　　　　　貨廠商之末端零售價加以查核，以檢視供貨廠商是否履行給予其最優惠價格

　　　　　　　，若發現供貨廠商未履行則加以處罰，此種利用其市場力量相對較供貨廠商

　　　　　　　大而要求供貨廠商給予最優惠價格之行為，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

　　　　　　　行為，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3)「下架」條件未透明化：流通事業未明定「下架」條件，在收取供貨廠商上

　　　　　　　架費或其他費用後，無正當理由對供貨商產品予以下架，另縱有正當理由而

　　　　　　　予下架，但於下架時，不將過去所收上架費退還者，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

　　　　　　　顯失公平行為，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4)未明確訂定缺貨責任之歸屬：流通事業對供貨廠商缺貨常訂有罰則，若其自

　　　　　　　設有物流中心配送，而未明確規範缺貨責任，將缺貨責任完全推給供貨廠商

　　　　　　　，以致供貨廠商遭缺貨處罰或「下架」，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

　　　　　　　為，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5)不當計算缺貨罰款：流通事業若利用供貨廠商缺貨期間，不當增加訂貨數量

　　　　　　　或累計複算，以求提高罰款金額，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將

　　　　　　　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四、有關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之行為，本會並訂有「關於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案

　　　件處理原則」，流通事業應注意並遵守其規定。

　五、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之罰則與法律責任

　　（一）對於應申請許可而未申請，或經申請未獲許可而為事業結合之情形，本會得依公

　　　　　平交易法第十三條規定禁止其結合、限期命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

　　　　　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其他必要處分，並得依公平交易法第四十條規

　　　　　定處以罰鍰。

　　（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規定者，依據同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經本會依同

　　　　　法第四十一條規定，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而逾期未

　　　　　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或類似之違反行為

　　　　　者，行為人將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之罰金

　　　　　。

　　（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規定者，依據同法第三十六條規定，經本會依同法第四

　　　　　十一條規定，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而逾期未停止

　　　　　、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或類似之違反行為者

　　　　　，行為人將可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之罰金

　　　　　。

　　（四）本會對於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之事業，依據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得限期命其停

　　　　　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以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

　　　　　元以下之罰鍰。對於逾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

　　　　　繼續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連續處十萬元以

　　　　　上、五千萬元以下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五）事業倘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規定，除依法負刑事或行政責任外，尚須依同法第五章

　　　　　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

　六、本規範說明，僅係列舉若干流通事業常見之可能牴觸公平交易法之行為態樣加以說明

　　　，容或有未盡周延之處，本會將隨時補充修正，個案之處理當仍須就具體事實加以認

　　　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