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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企業經營者為履行提供預付型交易履約擔保義務，往往成立管

理信託，自益信託，以企業經營者自己為信託財產管理人與受益人，

法院裁判亦如此認為。這類信託實則導致預付型交易履約擔保之規範

意旨落空。為避免誤解與確定消費者保護法第 1 7 條所規定履約擔保

之意義，確定企業經營者提供履約擔保義務之內容，使法律適用者更

易判斷，企業經營者是否違反這項義務，配合違反履約擔保義務之法

律效果之增訂，應增設履約擔保之定義規定，以消費者預先對待給付

債權或產品或服務債權為履約擔保所應擔保者。  

      企業經營者對勞工負有工資債務，且若干企業經營者透過融資

性租賃或附條件買賣取得生財契約，透過租賃而得使用廠房、廠地或

經營場所。提供商品或服務的企業經營者面對許多消費者，若賦予廣

大消費得優先於勞工或融資業者受償之權利，將衝擊到眾多勞工及融

資性租賃業者，可能使勞工賴以生存之工資無法獲得滿足，可能造成

融資不易，企業難以發展，無法促進經濟發展。晚近若干行業，不乏

有企業經營者因無支付能力或破產，而無法提供產品或服務者，例如

預售屋行業。在此等行業亦頗有企業經營者以消費者之預付款作為其

提供產品或服務所需資金之主要來源，企業經營者在此間鮮少動用自

己資金。更且一旦企業經營者無支付能力或破產，消費者動輒常受有

難以取回預付之高額財損。中央主管機關因此應得選定有前述預付型

交易類型特徵之特定行業，賦予消費者就企業經營者為履約擔保所成

立信託之財產有優先權。  

      實施預付型且小金額交易之企業經營者陷於無支付能力破產或

其他無法履約之情形時，消費者所受無法取回對待給付之財損尚屬小

額，規範上一概要求這類企業經營者提供履約擔保，因此顯得無迫切

之必要。實施預付型且小金額交易之企業經營者乃小型企業經營者，

要求這類企業經營者提供履約擔保，甚至可能導致其經營困難。銀行

往往拒絕為這類企業經營者成立信託或為其提供其他型態之履約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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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類企業經營者，往往亦無同業公會為其成員提供履約擔保。規範

上要求其提供履約擔保，因此實有窒礙難行之處。實施預付型且小金

額交易之小型企業經營者，其提供履約擔保之義務，應得予以豁免。  

      企業經營者未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提供履約擔保之義務者，消費

者依民法相關規定得請求遲延損害賠償並解除契約。但因消費者保護

法就此並未設有規定，以至於或有企業經營者違反提供履約擔保義務

時，法律上並無任何對應企業經營者違約時法律效果之誤解。企業經

營者或許亦因此並未落實履約擔保機制。瑞士套裝旅遊法亦設有類似

規定 (第 1 8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 )。為避免企業經營者上開誤解，以及

落實預付型交易履約擔保機制，應增訂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與解除

權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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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f u l f i l l  t h e  p r e p a y  t r a n s a c t i o n s  p e r f o r m a n c e  g u a r a n t e e  

p r o v i s i o n s  ,  b u s i n e s s  o p e r a t o r s  o f t e n  e s t a b l i s h  m a n a g e m e n t  

t r u s t s ,  s e l f - b e n e f i t  t r u s t s ,  w i t h  t h e  b u s i n e s s  o p e r a t o r  a c t i n g  a s  

b o t h  t h e  t r u s t e e  a n d  b e n e f i c i a r y,  c o u r t  j u d g e m e n t s  a l s o  

r e c o g n i z e s  t h i s  a p p r o a c h .  H o w e v e r ,  t h e  t r u s t  s t r u c t u r e  

u n d e r m i n e s  t h e  r e g u l a t o r y  i n t e n t i o n s  o f  t h e  p r e p a y  t r a n s a c t i o n s  

p e r f o r m a n c e  g u a r a n t e e .  To  a v o i d  m i s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a n d  d e f i n e  

t h e  m e a n i n g  o f  t h e  p e r f o r m a n c e  g u a r a n t e e  w r i t t e n  i n  t h e  

C o n s u m e r  P r o t e c t i o n  A c t  A r t i c l e  1 7 ,  p r o v i s i o n s  s h o u l d  b e  a d d e d  

t o  s p e c i f y  t h e  c o n t e n t  o f  t h e  p e r f o r m a n c e  g u a r a n t e e  o b l i g a t i o n  

t h a t  b u s i n e s s  o p e r a t o r s  p r o v i d e .  T h i s  e n s u r e s  e a s i e r  j u d g m e n t  

o n  d e t e r m i n i n g  i f  b u s i n e s s  o p e r a t o r s  v i o l a t e  t h e  p r o v i s i o n s ,  n o  

m a t t e r  t o  t h e  c o u r t s  o r  t o  t h e  c o n s u m e r s ,  a n d  c o r r e s p o n d i n g  

l e g a l  e f f e c t s .  D e f i n i t i o n  r e l a t e d  o f  p r e p a y  t r a n s a c t i o n s  

p e r f o r m a n c e  g u a r a n t e e  i s  w h a t  s h o u l d  b e  g u a r a n t e e d  w h e n  

c o n s u m e r s  p r e - p a i d  f o r  t h e  g o o d s  o r  s e r v i c e s  t h a t  t h e  b u s i n e s s  

o p e r a t o r s  p r o v i d e .   

 

B u s i n e s s  o p e r a t o r s  h a v e  l i a b i l i t i e s  t o  p a y  w a g e  t o  l a b o r e r s ,  a n d  

s o m e  o f  t h e m  a c q u i r e  l i v e l i h o o d  c o n t r a c t s  t h r o u g h  f i n a n c i n g  

l e a s e s  o r  c o n d i t i o n a l  d e a l s ,  t h e n  u t i l i z e s  f a c t o r y  b u i l d i n g s ,  l a n d ,  

o r  o p e r a t i n g  p r e m i s e s  t h r o u g h  l e a s e  c o n t r a c t s .  I f  t h e  r i g h t s  o f  

c o n s u m e r s ’ c o m p e n s a t i o n  a r e  p r i o r i t i z e d  o v e r  t h e  r i g h t s  o f  

l a b o r  o r  f i n a n c i n g  c o m p a n i e s ,  i t  c o u l d  c a u s e  n e g a t i v e  i m p a c t s  

t o  b u s i n e s s  o p e r a t o r s ,  h i n d e r i n g  b u s i n e s s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n d  

i m p e d i n g  e c o n o m i c  g r o w t h .  T h e r e  h a d  b e e n  s o m e  t r a n s a c t i o n  

t y p e s  f a i l  t o  p r o v i d e  g o o d s  o r  s e r v i c e s  d u e  t o  b a n k r u p t c y  o r  

i n a b i l i t y  t o  p a y.  A u t h o r i t i e s  s h o u l d  i d e n t i f y  s p e c i f i c  i n d u s t r i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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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i t h  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s  o f  u t i l i z i n g  p r e p a y m e n t s  a s   m e a n s  o f  

p a y m e n t s  a n d  g r a n t  c o n s u m e r s  p r i o r i t y  r i g h t s  t o  t h e  

c o m p e n s a t i o n s  o f  t r u s t s  e s t a b l i s h e d  b y  b u s i n e s s  o p e r a t o r s  a s  

p e r f o r m a n c e  g u a r a n t e e s .  

 

I n  c a s e s  w h e r e  s m a l l - v a l u e  c o n s u m p t i o n  b u s i n e s s  o p e r a t o r s  

e n g a g i n g  i n  p r e p a y m e n t  t r a n s a c t i o n s  b e i n g  u n a b l e  t o  p r o v i d e  

g o o d s  o r  s e r v i c e s ,  o r  b a n k r u p t c y  o r  o t h e r  s i t u a t i o n s  w h e r e  

p e r f o r m a n c e  i s  i m p o s s i b l e ,  c o n s u m e r  l o s s e s  a r e  t y p i c a l l y  m i n o r .  

T h e r e f o r e ,  i t  i s  n o t  u r g e n t l y  n e c e s s a r y  t o  r e q u i r e  p e r f o r m a n c e  

g u a r a n t e e s  f r o m  s u c h  s m a l l - v a l u e  b u s i n e s s  o p e r a t o r s .  I m p o s i n g  

p e r f o r m a n c e  g u a r a n t e e  o b l i g a t i o n s  o n  t h e s e  s m a l l - v a l u e  

b u s i n e s s  o p e r a t o r s  m a y  l e a d  t o  o p e r a t i o n a l  d i f f i c u l t i e s ,  a s  

b a n k s  o f t e n  r e f u s e  t o  e s t a b l i s h  t r u s t s  o r  p r o v i d e  o t h e r  f o r m s  o f  

p e r f o r m a n c e  g u a r a n t e e s  f o r  t h e m .  

 

W h e n  b u s i n e s s  o p e r a t o r s  f a i l  t o  f u l f i l l  o r  i n c o m p l e t e l y  f u l f i l l  

t h e i r  o b l i g a t i o n  t o  p r o v i d e  p e r f o r m a n c e  g u a r a n t e e s ,  c o n s u m e r s  

c a n  r e q u e s t  d a m a g e s  a c c o r d i n g  t o  r e l e v a n t  p r o v i s i o n s  i n  C i v i l  

L a w.  H o w e v e r ,  t h e  C o n s u m e r  P r o t e c t i o n  A c t  l a c k s  s p e c i f i c  

p r o v i s i o n s  i n  t h i s  r e g a r d ,  p o t e n t i a l l y  l e a d i n g  t o  a  

m i s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o f  l e g a l  c o n s e q u e n c e s  w h e n  b u s i n e s s  

o p e r a t o r s  b r e a c h  t h e i r  p e r f o r m a n c e  g u a r a n t e e  o b l i g a t i o n .  To  

a v o i d  s u c h  m i s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s  a n d  i m p l e m e n t  a  p r e p a y m e n t  

t r a n s a c t i o n  p e r f o r m a n c e  g u a r a n t e e  m e c h a n i s m  e f f e c t i v e l y,  

p r o v i s i o n s  c o n c e r n i n g  c o n s u m e r  d a m a g e  c l a i m s  a n d  t e r m i n a t i o n  

r i g h t s  s h o u l d  b e  a d d e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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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計畫背景、研究方法說明 

一、  研究計畫背景  

    非常多的消費者契約關係是在一次性給付裡終了，例如於超商、

超市或百貨公司之購物。企業經營者經營事業通常必須先付出成本。

相當多的企業經營者便透過消費者應先給付之約定，即消費者先對待

給付義務之定型化契約條款，若干吸收這些成本。消費者的這項先對

待給付義務，於分期給付條款之搭配下，例如分期付款，通常不至發

生太多問題，因為先給付通常限定在第 1 期之對待給付，而且分期期

數越多意味著，第 1 期的對待給付金額比例上不至於太高。 

    據報載 1，亞力山大健身中心於 20 0 7 年 1 2 月 1 0 日無預警倒閉。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為 85 64 名會員提起消保團體訴訟，共請求賠償 5

億多元損害；消基會 200 8 年 1 月 2 2 日遞狀提告，臺北地院同年 3

月 12 日首度開庭，期間歷經逾 60 次審理， 1 4 年纏訟，臺北地院於

202 2 年 2 月 16 日判令亞歷山大、亞爵國際育樂公司、君生活公司等

3 家公司應賠償新臺幣 2 .5 億多元；相關負責人唐雅君與胞妹唐心如

明知健身事業亞歷山大公司虧損、面臨倒閉， 2 007 年間仍以優惠價

廣收會員吸金，兩人於 20 11 年間被高等法院依背信、詐欺等罪，分

別判處 1 年 1 0 月、 1 年 8 月有期徒刑定讞， 2 01 2 年 2 月由臺北地檢

署執行發往桃園女子監獄服刑。 2 013 年 4 月，唐雅君假釋出獄。  

    企業經營者經營不善而倒閉之事，並不罕見。法律上不應規範，

也無法保障消費者免於企業經營者經營有成而不倒閉。法律上應規範

的是，當企業經營者經營不善或甚至倒閉而給付不能，消費者因為已

預付太多，所以無法取得相應給付的問題。類似亞力山大健身房的消

費糾紛偶有所聞。隨著企業經營者的經營規模越大，受害的消費者越

多。這類消費糾紛問題將更顯得劇烈、嚴峻。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於是增訂消費者保護法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

 
1
自由時報，造訪網址：

h t t p s : / / n e w s . l t n . c o m . t w / n e w s / s o c i e t y / b r e a k i n g n e w s / 3 8 3 1 3 2 8，造

訪日期： 2 0 2 3 / 0 6 / 0 4。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3831328


9 

該項第 3 款規定，以預付型交易之履約擔保得為應記載事項。該增訂

條文於 10 4 年 0 6 月 17 日生效並施行。消費者保護法第 1 7 條第 2 項

規定施行至今已 8 年多。截至目前為止，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消費

者保護法授權所訂定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已有諸如

「短期補習班補習服務」、「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健身中心」、「健身

教練服務」、「預售屋買賣」、「瘦身美容」等 24 事項訂定應記載履約

擔保。該條規定之施行現況反映出，企業經營者之履約擔保型態，例

如金融機構之履約保證、同業之連帶保證、信託與同業公會之保證，

而信託是其中比較常見的履約擔保型態 2。但基於種種因素，例如銀

行不願為小的企業經營者，甚至中小的企業經營者成立信託，例如企

業經營者不願意成立信託，或完全並未提供任何履約擔保之現象，並

不罕見。下表列出現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消費者保護法授權所訂

定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當中，應記載事項包含履約擔

保制度之定型化契約類型：  

表：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包括履約擔保機制整理  

定型化契約類型  現行履約擔保機制  

1.瘦身美容 (以全額預付方

式給付、金額逾新臺幣五萬

元者，或依繼續性瘦身美容

服務按期給付，累計未接受

服務及未提領商品之預付金

額逾新臺幣五萬元者 )  

金融機構向消費者保證經營者未能履約時代為履

行返還應返還之金額、交付信託業者開立信託專

戶、由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供之價金保管

服務或開立專款專用帳戶、加入同業聯合連帶保

證協定、同業同級相互連帶擔保、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許可之履約保證方式 3 

2.健身中心 (預收費用累計

金額超過新臺幣五千元 )  

開立信託專戶、金融機構提供收取費用百分之五

十額度履約保證、經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

供價金保管服務，並存入金融機構之價金保管專

戶或電子支付機構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用存款專

戶，專款專用、其他經教育部許可之履約保障方

式
4
 

3.健身教練 (預收費用累計

金額超過新臺幣五千元 )  

開立信託專戶、金融機構提供收取費用百分之五

十額度履約保證、經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

供價金保管服務，並存入金融機構之價金保管專

戶或電子支付機構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用存款專

 
2
黃明陽，消費者保護法入門，修訂三版， 2 0 1 7 年 8 月， 2 1 7 - 2 1 8 頁。其他實務

上常見之履約擔保及其說明，葉鼎煜，履約擔保工具研析──從科專計畫契約談

起，科技法律透析， 2 1 卷 9 期， 2 0 0 9 年 9 月， 2 7 - 3 7 頁。  
3
瘦身美容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十九點。  

4
健身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二十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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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專款專用、其他經教育部許可之履約保障方

式 5 

4.即時通訊軟體服務  開立信託專戶、金融機構提供履約保證、其他經

數位發展部同意之辦法 6 

5.線上遊戲點數 (卡 )  金融機構提供足額履約保證、同業同級相互連帶

擔保、開立信託專戶、加入商業同業公會辦理之

同業點數 (卡 )聯合連帶保證協定 7  

6.預售屋買賣  不動產開發信託、價金返還之保證、價金信託、

同業連帶擔保、公會辦理連帶保證協定 8 

7.美容(以全額預付方式給

付、金額逾新臺幣五萬元

者，或依繼續性美容服務按

期給付，累計未接受服務及

未提領商品之預付金額逾新

臺幣五萬元者)  

金融機構向消費者保證經營者未能履約時代為履

行返還應返還之金額、交付信託業者開立信託專

戶、由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供之價金保管

服務或開立專款專用帳戶、加入同業聯合連帶保

證協定、同業同級相互連帶擔保、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許可之履約保證方式 9 

8.海外旅遊學習  業者辦理海外旅遊學習活動業務時，應投保履約

保證保險，其投保最低金額為新臺幣一千萬元。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者，得以同金額之

銀行保證代之 1 0  

9.有線廣播電視服務  開立信託專戶、金融機構開具履約保證書、依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於金融機構成立履約擔保

準備金專戶、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履約擔

保方式 1 1  

10.簡易型一日遊國內旅遊  旅行業應依主管機關之規定投保責任保險及履約

保證保險，並應載明保險公司名稱、投保金額及

責任金額 1 2  

11.短期補習班補習服務  就收取總金額之百分之三十額度，開立信託專

戶、經金融機構就收取費用總金額之百分之三十

額度提供履約保證、加入補習服務聯合連帶保證

協定、投保履約保證保險、其他經教育部同意之

方式 1 3 

12.郵輪國外旅遊  旅行業應依主管機關之規定投保責任保險及履約

保證保險，並應載明保險公司名稱、投保金額及

責任金額 1 4  

13.國內旅遊  旅行業應依主管機關之規定投保責任保險及履約

 
5
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十八點。  

6
即時通訊軟體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五點。  

7
線上遊戲點數（卡）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二點。  

8
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七之一點。  

9
美容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二十點。  

1 0
海外旅遊學習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三十四點。  

1 1
有線廣播電視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十五點。  

1 2
簡易型一日遊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十八點。  

1 3
短期補習班補習服務契約書應記載事項第十一點第五項。  

1 4
郵輪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二十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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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保險，並應載明保險公司名稱、投保金額及

責任金額 1 5  

14.國外旅遊  旅行業應依主管機關之規定投保責任保險及履約

保證保險，並應載明保險公司名稱、投保金額及

責任金額 1 6  

15.網際網路教學服務 (服

務授權使用費預付期間逾一

年且預付金額超過新臺幣五

萬元者 )  

開立信託專戶、金融機構提供足額履約保證、同

業同級相互連帶擔保、加入商業同業公會辦理之

同業聯合連帶保證協定、其他經經濟部許可之履

約保證方式 1 7  

16.商品 (服務)禮券  面額經金融機構提供足額履約保證、面額存入發

行人於金融機構開立之信託專戶、禮券面額已經

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供價金保管服務，並

存入金融機構之價金保管專戶或電子支付機構於

金融機構開立之專用存款專戶，專款專用、同業

同級相互連帶擔保、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履約

保障機制 1 8  

17.電子支付機構業務  已取得銀行十足之履約保證、已全部交付信託。

電子支付機構將上開款項交付信託時，該信託之

委託人及受益人皆為電子支付機構而非使用者，

故信託業者係為電子支付機構而非為使用者管理

及處分信託財產。使用者就其支付款項，對電子

支付機構業務服務所生之債權，有優先於電子支

付機構之其他債權人受償之權 1 9  

18.第三方支付服務  支付款項已經取得金融機構提供之足額履約保

證、支付款項已經全部存入與信託業者簽訂信託

契約所約定之信託專戶，專款專用 2 0  

19.生前殯葬服務 (自用型 )  預收款交付信託，並專款專用 2 1  

20.生前殯葬服務 (家用型 )  預收款交付信託，並專款專用 2 2  

21.公路汽車客運業旅客運

送 

經金融機構提供足額履約保證、經同業協定互

助，持無記名票證可依面額向上列公司購買等値

之服務、預收款先時存入發行人於金融機構開立

之信託專戶，專款專用、其他經交通部許可之履

約保證方式  

22.洗衣 (預收費用總額逾

新臺幣一千元以上)  

 

經金融機構提供足額履約保證、預收之金額，存

入企業經營者於金融機構開立之信託專戶，專款

專用、同業同級相互連帶擔保、同業公會連帶保

 
1 5
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二十六點。  

1 6
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二十八點。  

1 7
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十五點。  

1 8
商品 (服務 )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二點。  

1 9
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十點。  

2 0
第三方支付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六點。  

2 1
生前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自用型）應記載事項第十四點。  

2 2
生前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家用型）應記載事項第十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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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協定、其他經經濟部許可，並經行政院同意之

履約保證方式 2 3  

23.國內個別旅遊  投保履約保證保險 2 4  

24.國外個別旅遊  投保履約保證保險 2 5  

 

    由此可見，儘管消費者保護法第 1 7 條第 2 項第 3 款所規定履約

擔保機制，已有相當的施行成效，但仍有若干加強的空間。文獻上雖

有關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17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之研究，但為數尚不

多 2 6。針對一項法律制度有一定程度以上的研究數量與成果，可以共

同支撐起法律制度的良好運作。本研究之主旨，因此乃在如何強化消

費者保護法第 17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之履約擔保法制，亦即在不更

動現行法秩序之前提下，如何更能避免預付型交易所帶來的問題，以

及如何降低其所帶來的副作用。  

    本研究將針對現行法，包括相關法院裁判進行深入淺出之說明。

現行法制針對預付型交易是否尚有加強之空間？有何加強之處 ?亦在

此間分析之列。例如企業經營者預先擬定之消費者先給付義務之條款，

是否恆為有效？在哪些條件下這類條款始無效？儘管這些問題可以獲

得妥善的解決，但事先避免無效條款的規範設計，更能營造更好的消

費環境，進而促進消費。因此，事先避免無效條款的規範設計，以及

避免消費者因企業經營者經營不善，甚或倒閉而給付不能之情況發生

的規範設計，也是本研究計畫的重點內容之一。  

二、  研究方法說明  

    本研究所採行的研究方法，包括相關規定之釋義分析、法院裁

判之整理與分析與外國相關法制之整理與介紹。在歐陸法系國家法釋

 
2 3
洗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七點。  

2 4
國內個別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十點。  

2 5
國外個別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十二點。  

2 6
例如，游進發，預付型交易之消費者保護，月旦法學雜誌，第 2 9 0 期，頁 5 -

2 0；謝哲勝，商品預付費用信託的法律關係，月旦財經法雜誌，第 1 6 期， 2 0 0 9

年 3 月，頁 2 7 - 4 1；黃明陽，消費者保護法入門，臺灣商務， 2 0 1 7 年 8 月修訂

第 3 版；葉鼎煜，履約擔保工具研析—從科專計畫契約談起，科技法律透析，第

2 1 卷第 9 期， 2 0 0 9 年 9 月，頁 2 4 - 3 9；陳榮傳 /李智仁，論預收款信託之法律

架構與適用問題，月旦法學雜誌，第 1 7 8 期， 2 0 1 0 年 3 月，頁 4 7 - 6 9；胡大中，

第三方支付中之消費者保護機制，月旦法學雜誌，第 2 4 8 期， 2 0 1 6 年 1 月，頁

1 2 2 - 1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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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學分析乃必要的研究方法。在依法裁判原則的要求下，不僅法官解

釋適用法律必須以法釋義學分析為之，學術研究亦以法釋義學為主流。  

    法律的解釋適用主要體現在法院裁判。現行法的狀態不可避免

地必須掌握法院裁判。因此，為了掌握外國法，不僅必須介紹相關法

條，法院裁判如何解釋適用法律，更是不可或缺。  

    本研究之預期成果，首先乃消費者保護法第 1 7 條第 2 項第 3 款

規定之研究，其中包括法院相關裁判與文獻上相關爭議問題之研究，

再者則為德國相關法律規定與德國裁判之分析，歐盟關於預付型交易

與履約擔保法規之研究，以及美國與日本關於預付型交易與履約擔保

法規之介紹，其次則為履約擔保法制強化之政策建議，其中包括試擬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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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蒐集之資料、文獻分析 

一、現行法律狀態  

(一 )消費者先給付義務定型化條款原則上有效  

    我國定型化契約法並未完全繼受德國法制，尤其在定型化契約

之內容控制方面。關於消費者先給付義務 (預付 )之定型化契約條款

是否有效之問題，乃德國民法第 309 條第 2 款 a 規定之規範對象之

一。德國民法第 3 0 9 條第 2 款 a 規定 2 7：「一般交易條款之規定，縱

得偏離法律規定者，亦無效： a ) 若其排除或限制，使用人之契約相

對人依第 320 條規定所享有之給付拒絕權。」德國文獻上一般認為 2 8，

消費者先給付義務之定型化契約條款因違反德國民法第 3 09 條第 2 款

a 規定而無效。  

    消費者保護法第 1 2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之內容，基本上與德國

民法第 3 09 條第 2 款 a 規定之內容類似，兩者均以排除任意規定之

定型化契約條款為對象。消費者先給付義務之定型化契約條款基本上

涉及兩項規範設計，即民法第 26 4 條關於同時履行抗辯權之規定，以

及民法關於報酬後付原則之規定。這兩項規範基本上都是任意規定。

因此，德國民法第 3 09 條第 2 款 a 規定與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 12 條

第 2 項第 2 款的規範內容，實大同小異。但不同於德國文獻上一般以

消費者先給付義務之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我國文獻 2 9，包括法院裁

 
2 7
德國民法第 3 0 9 條第 2 款 a 規定之原文：「 A u c h  s o w e i t  e i n e  A b w e i c h u n g  

v o n  d e n  g e s e t z l i c h e n  V o r s c h r i f t e n  z u l ä s s i g  i s t ,  i s t  i n  

A l l g e m e i n e n  G e s c h ä f t s b e d i n g u n g e n  u n w i r k s a m： e i n e  B e s t i m m u n g ,  

d u r c h  d i e  a )  d a s  L e i s t u n g s v e r w e i g e r u n g s r e c h t ,  d a s  d e m  

V e r t r a g s p a r t n e r  d e s  V e r w e n d e r s  n a c h  §  3 2 0  z u s t e h t ,  

a u s g e s c h l o s s e n  o d e r  e i n g e s c h r ä n k t  w i r d。」  
2 8
關於這點，詳見後述。  

2 9
僅聚焦於預付型交易消費者之保護機制，而未多少論及預付型交易之有效性者，

例如，謝哲勝，商品預付費用信託的法律關係，月旦財經法雜誌，第 1 6 期，

2 0 0 9 年 3 月，頁 2 7 - 4 1；陳榮傳 /李智仁，論預收款信託之法律架構與適用問

題，月旦法學雜誌，第 1 7 8 期， 2 0 1 0 年 3 月，頁 4 7 - 6 9。雖提及排除消費者同

時履行抗辯之定型化契約或可考慮予以規範為無評價可能之無效條款，但並未有

更多著墨者，楊淑文，定型化契約之管制與契約自由—德國與我國法制發展之比

較分析，政大法學評論，第 1 3 2 期， 2 0 1 3 年 4 月，頁 2 0 3；氏著，預付型商品

與結合契約之抗辯延伸，月旦法學雜誌，第  2 8 7  期， 2 0 1 9 年 4 月，頁 1 0 2 -

1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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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3 0
基本上似從未質疑消費者先給付義務之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有效性，

而似一概以這類條款為有效。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7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應記載事項，依契

約之性質及目的，其內容得包括預付型交易之履約擔保。依這款規定，

既然相關應記載事項得包括預付型交易之履約擔保，則足見立法者並

不禁止預付型交易 (消費者先給付義務之定型化契約條款 )，或至少

在中央主管機關就某特定行業制定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

該事項包括預付型交易之履約擔保時，並不禁止該特定行業之預付型

交易，即不禁止消費者先給付義務之定型化契約條款。  

(二 )預付型交易履約擔保之適用範圍及於一次性交易  

    消費者保護法第 1 7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之文義，亦未有一次性

債之關係、繼續性債之關係與繼續性供給債之關係之限制。於是該款

規定之預付型交易之履約擔保當然包括一次性債之關係，而非僅限於

繼續性與繼續性供給之債之關係。尤其在一次性債之關係，當消費者

負有先給付義務時，將完全曝露在企業經營者不提供商品或服務，或

提供有瑕疵的服務或商品之風險裡，即消費者不僅完全未自企業經營

者受有任何商品或服務或未受有無瑕疵之商品或服務，且亦無從行使

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自己之給付，進而無法據此迫使企業經營者提

供商品或服務，或無法據此迫使企業經營者補正商品或服務之瑕疵。  

    在繼續性與繼續性供給債之關係，企業經營者未提供商品或服

務者，消費者得拒絕下次 (下一期 )之給付，並據此迫使企業經營者

提供上次 (前一期 )的商品或服務。由此可見：其一，在繼續性或繼

續性債之關係，消費者至少仍得保留自己未來之給付，而非如同一次

性債之關係裡完全未收到企業經營者之給付，但自己卻已為一部給付，

甚至已為全部給付；其二，在一次性債之關係裡，預付型交易之履約

擔保更顯得有其必要性。  

(三 )特定行業始有預付型交易履約擔保之必要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7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中央目的主管機關

 
3 0
關於這點，詳見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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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選定特定事業，制定得包括預付型交易履約擔保之應記載事項。從

這款規定的這項文義可知，並非任何事業從事預付型交易，均有提供

履約擔保之必要。  

    這項特定行業的限制，有其正當性。非常多的交易，乃小額的

交易。在小額的交易，即便消費者負有先給付義務，當企業經營者不

能提供商品或服務或提供有瑕疵的商品或服務，消費者尚不至於蒙受

大量的損害。  

    要求任何企業經營者均應提供履約擔保，可能妨礙小型企業或

個人賣家的生存與發展，從而中小企業與個人賣家將被排除在市場之

外，最終可能會導致市場缺乏競爭，而不利於透過市場機制實現保護

消費者的目的。  

(四 )法院裁判  

    目前法院裁判涉及民法第 2 64 條與消費者保護法第 1 2 條第 2 項

第 2 款規定者，僅有一則，即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 6 年度小上字第

24 號民事判決：「經查，本件上訴人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雖以該判決就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致認定事實

有誤及適用法規有錯誤為由，並主張被上訴人簽署分期付款買賣契約

申請書暨訂購單時，已知悉威爾斯美語將分期付款債權轉讓予上訴人，

且拋棄民法第 2 99 條第 1 項之抗辯權，對於契約條款顯明瞭知悉，已

繳納 1 至 26 期款項予上訴人，被上訴人不得持其與威爾斯美語間買

賣契約所生之抗辯事由，對抗受讓債權之上訴人，自難依消費者保護

法主張系爭契約為無效及顯失公平；另被上訴人向威爾斯美語購買美

語課程，係於上開期間內向上訴人申辦分期貸款，被上訴人同意上訴

人撥款，由上訴人一次撥款予威爾斯美語，並非如原審認定將來按月

次第發生而互負對待給付，被上訴人已享受威爾斯美語所給付課程服

務之對價，威爾斯美語倒閉後被上訴人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拒繳剩餘學

費，應受相當之限制，不得拒絕全部之給付云云。查被上訴人於 102

年 9 月 24 日向賣方即訴外人威爾斯美語補習班購買美語課程教學服

務一套，此教學服務屬繼續性給付之債之關係，依分期付款買賣申請

書暨約定書所載，物品分期總價為 14 3,5 68 元，約定自 1 02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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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起至 105 年 1 0 月 11 日止，共分 36 期繳納，每月 1 期，期付

3,9 88 元，嗣訴外人威爾斯美語補習班倒閉自 1 05 年 1 月起停止提

供美語教學服務，被上訴人即自 10 5 年 1 月 12 日起未依約定付款，

尚有餘額 39 ,8 80 元未給付上訴人等情，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依買賣

契約第 1 條約定訴外人威爾斯美語補習班將上開買賣契約之分期付款

債權讓與上訴人，並為被上訴人同意，原審認定此與消費者向銀行貸

款並指定款項交付企業經營者之情形截然不同，自屬有據，故縱論上

訴人係一次撥款予訴外人威爾斯美語，亦為上訴人與威爾斯美語間之

約定，與被上訴人無涉；而原審認定系爭分期付款買賣契約申請書，

係訴外人威爾斯美語補習班為與多數消費者訂立同類契約之用，所提

出預先擬定之定型化契約，因此雙方間所購買課程服務之消費爭議，

有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如契約內之條款有受消費者保護法規定之限

制，則依民法第 29 9 條第 1 項規定，被上訴人得對抗訴外人威爾斯美

語補習班之事由，皆得以之對抗受讓債權之上訴人，亦於法無誤；故

系爭契約第 2、 3 條約定排除民法第 26 4 條、第 29 9 條規定之適用，

顯與民法關於債權讓與之立法意旨相矛盾，且違反誠信原則，自符合

消費者保護法第 12 條第 2 項第 2 款及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之情形，

該條款之約定應為無效，洵堪認定。」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這則判決以系爭條款排除民法第 264 條與第

29 9 條規定之適用，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 1 2 條第 2 項第 2 款及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之情形，應為無效，但其理由乃這項排除條款違反債權

讓與之立法意旨，而非其與第 26 4 條關於同時履行抗辯權規定之意旨

顯相矛盾。因此，尚無法據此認為，該法院以先給付義務之定型化契

約條款，乃「條款與其排除不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立法意旨顯相矛

盾」，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 2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推定其為顯失公

平，進而依同條第 1 項規定可能無效。  

    其他法院裁判則僅涉及消費者保護法第 1 2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

定，並未提及預付型交易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效力。例如臺灣雲林地方

法院 1 11 年度訴字第 593 號民事判決：「本件雖然系爭預售屋買賣合

約中勾選『同業連帶擔保』，且其下已以打字記載『本預售屋已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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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同業等級之公司，市占率由內政部另定之）等

相互連帶保證，持本買賣契約可向上列公司請求完成本建案後交屋。

上列公司不得為任何異議。亦不得要求任何費用或補償。賣方應提供

連帶保證之書面影本予買方。』，但是光祿營造並未提供『連帶保證

之書面影本』給原告或作為系爭預售屋買賣合約之附件，且經本院向

雲林縣政府函詢，經該府轉詢雲林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結果，

光祿營造之（ 1 09）雲營建字第 634、 6 35 建照執照預售屋建案，並

未依法向該會辦理同業連帶擔保審核，其應未符合該應載事項所稱

『同業連帶擔保』之規定。再者，安本建設之負責人原為光祿營造負

責人李淑惠之胞弟李和訓，嗣後於 11 0 年該建案進行中變更為光祿營

造負責人李淑惠之配偶彭秋雄，已經違反提供擔保之同業資格條件，

故系爭預售屋買賣合約雖記載由安本建設為同業連帶擔保，但該記載

只是形式上記載……並不符合同業連帶擔保之規定，應可認定。」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上開判決以系爭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雖記

載同業連帶擔保，但該記載僅徒具形式，當事人並無落實這項擔保，

但並未指責契約相關條款之有效性。由此可知，上開法院判決並未以

買受預售屋之消費者之先支付價金之定型化契約條款為無效，而是以

其為有效；縱使企業經營者並未落實其在定型化契約所記載之履約擔

保，但該項履約擔保條款仍不因此無效。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1 11 年度訴字第 56 6 號民事判決：「系爭同業

連帶擔保契約雖僅載為 :可向被告『請求完成本建案後交屋』等語。

然如建案已陷於給付不能而無法完成，或光祿營造公司有違反預售屋

出賣人義務，而被告又拒不履行完成建案後交屋之擔保義務時，原告

依民法第 2 56 條規定合法向光祿營造公司解除系爭預售屋買賣契約

後，當得依同法第 2 59 條第 1、 2 款或第 2 2 6 條第 1 項規定請求被告

與光祿營造公司同負回復原狀或給付不能之損害賠償責任，否則無法

達履約擔保之目的。被告以系爭同業連帶擔保契約僅記載 :買受人可

向被告『請求完成本建案後交屋』等語，而抗辯被告所負之擔保義務

不包括回復原狀或損害賠償云云，委無可採。」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上開判決裡認為，被告所提供之履約擔保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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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不僅及於完成建案之交屋，亦及於回復原狀與損害賠償。由此可見，

上開法院判決亦以買受預售屋之消費者先支付價金之定型化契約條款

為有效為前提，並更進一步認為履約擔保義務不僅及於建物之完成與

交付，亦及於出賣人因違約所負之回復原狀義務與損害賠償義務。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 11 年度重訴字第 1 77 號民事判決：「系爭信

託契約係屬自益信託，委託人及受益人均為英騰公司，並非原告；且

其採取履約擔保機制為『不動產管理信託』，並非『價金信託』或

『價金返還保證』，核其信託目的係由委託人將系爭大樓建案之土地

及興建資金信託予陽信銀行執行履約管理，並進行資金控管，興建資

金應依工程進度專款專用，俾使系爭大樓建案順利完工。故信託專戶

財產之利益乃歸屬受益人英騰公司享有，陽信銀行係基於英騰公司之

利益受託為其管理信託財產，非為買方之利益而受託為原告管理信託

財產 ;信託專戶對英騰公司之買方，並不具有『價金返還保證』之功

能，並無擔保買方確實得以取回其已付之價款甚明。陽信銀行對信託

財產之管理處分，亦不具有運用決定權，而應依委託人英騰公司之指

示辦理；至於原告與英騰公司間之買賣糾紛，應由買賣雙方自行處理，

概與受託人陽信銀行無涉，原告就買賣契約之任何請求，均應由英騰

公司負最終履約責任；英騰公司與其買方如合意解除買賣契約，陽信

銀行應依英騰公司之書面指示將買方原先存入之價金撥付至英騰公司

指定之帳戶，並非逕退還予買方。」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在上開判決認為，系爭信託乃自益信託，委

託人與受益人均為企業經營者之建商，而非買受房屋之消費者，系爭

信託乃不動產管理信託，並非價金信託與價金返還保證。由此可見，

依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上開見解，系爭信託完全不具備消費者保護法第

17 條所規定履約擔保之擔保功能；消費者先支付價金之條款仍然有

效；系爭履約擔保縱使不具擔保功能，仍然有效。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1 0 年度訴字第 2 84 6 號民事判決：「惟不動

產開發信託係指由賣方將建案土地及興建資金信託予受託機構（即板

信銀行）執行履約管理，目的係在確保興建資金依工程進度專款專用，

不具有完工保證及價金返還保證之功能，買方就買賣契約之任何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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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賣方負最終履約責任；另如工程無故連續停止達 3 個月或累積停

工達 3 個月以上，賣方無法興建或未能提出具體解決方案時，由受託

機構提供續建協助，惟不應被解釋為續建完工之保證，因被告沅臻公

司是否能履行本件房屋買賣契約之主給付義務，並非僅有價金專款專

用此一因素，堪認此履約管理機制之功能，在於將買方依約匯入履約

管理專戶之價金，按與被告沅臻公司間之契約專款專用，避免買方給

付之價金遭被告沅臻公司擅自挪作他用，致影響工程進度。」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在上開判決亦認為系爭信託並不具擔保完工

交屋、價金返還與損害賠償之功能，僅在確保興建資金依工程進度之

專款專用。由此可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這則判決亦以買受房屋之消

費者先支付價金條款有效為前提。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 12 年度竹小字第 3 56 號民事判決：「惟查，

據內政部頒發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書範本』第 6 條之 1 所載，

履約保證機制共有 5 種，其中『價金返還之保證』係應由金融機構負

責承作價金返還保證。即指由第三方金融機構承作，且保證費用須由

建商負擔，交屋前建商無法挪用款項，若發生建商倒閉，買方投入之

全數金額由金融機構退回……所謂『同業連帶擔保』係指兩個同等級

之建商同業相互連帶擔保，若其中一家建商之預售屋建案無法完成交

屋時，另外一家建商應無條件完成本建案後交屋。即其擔保責任係在

擔保完成該建案至取得使用執照，並不包括價金返還之保證，應堪認

定。」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在這則判決清楚表明，價金返還保證作為履

約擔保之意義，以及同業連帶擔保作為履約擔保之意義。依臺灣新竹

地方法院在這則判決之見解，價金返還保證作為履約擔保，乃由金融

機構負責承作價金返還之保證；建商負擔保證款項；且應將款項支付

於承作之金融機構；交屋前建商無法動用該保證款項；若建商倒閉，

則金融機構應自保證款項返還價金於消費者。依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在

這則判決之見解，同業連帶擔保，乃建商同業相互擔保，若其中一家

建商之預售屋建案無法完成交屋，另一家建商應無條件完成本建案後

交屋；同業連帶擔保並不包括價金返還之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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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以觀，法院裁判原則上以消費者應先為對待給付之定型化

契約條款為有效，而且縱使企業經營者實際上所提供之履約擔保，並

未落實，法院裁判仍以這項條款為有效為前提。法院相關裁判乃依法

裁判。蓋消費者保護法第 17 條規定原即以消費者應先為對待給付之

定型化契約條款為有效作為規範前提。  

(五 ) 預付條款原則上無效之主張  

    關於預付條款的有效性，楊淑文教授參酌德國民法及德國聯邦

法院判決主張應對預付條款進行內容控制，且原則上應無效。這項見

解相當有參考價值，故以下介紹其見解 3 1：  

1.  於 B GH NJ W 1 98 5 ,85 2 一案中，法院認為在承攬契約中，以定

型化契約約定定作人在工作物交付前，須預付全部酬金之部分金

額時，該條款屬無效條款；惟於 BG H NJW 19 98 ,31 19 一案中，

法院認為定型化契約條款約定一方當事人負有先給付義務，即非

屬同時履行抗辯權之排除，並無德國民法第 309 條第 2 款之適用，

依此見解，僅於預付條款之擬訂，在於規避德國民法第 3 09 條第

2 款規定時歸於無效。除此之外，由於同時履行抗辯之目的在於

對雙務契約中雙方給付義務與對待給付義務之履行提供相同之確

保，屬於任意規定之重要基本原則，故預付條款仍應以德國民法

第 307 條規定 (相當於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 12 條規定 )予以審查。  

2.  在預付條款之審查中，首先，預先支付之對待給付究與何部分之

給付有關，不甚明確，因而涉及透明化原則之違反，其次應考量：  

(1)  事物本質上理由之必要性：預付條款須有其必要或必須性，

如：  

①  同時履行抗辯權事實上已不能主張。  

②  相對人欠缺保護必要：如相對人對擬定人之履行請求權

已獲擔保，預付條款之擬定即不構成對相對人權益之重

大侵害。  

③  擬訂人須預為費用之支出：擬定人所從事之交易行為通

 
3 1
楊淑文，預付型商品與結合契約之抗辯延伸，月旦法學雜誌，第  2 8 7  期，

2 0 1 9 年 4 月，頁 1 0 4 - 1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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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須先有設備，且不可能期待擬定人完全自行出資，該

支出費用僅能以契約之訂正回收成本。  

(2)  相當性原則：即德國實務上要求「應充分考量相對人之正當

利益」，特別是指約款相對人是否因預付而喪失對擬定人請求

依約履行之施壓工具。例如：  

①  相對人之對待給付與擬定人之給付義務清償期差距過大  

②  預付金額過高：德國實務上認為，承攬契約中約定依工

程進度給付酬金，預付超過 5%以上，該條款為無效；諮

詢服務提供契約中以年費計算，最高僅能收取 3 個月預

付費用；而網路系統服務業者在訂約前須支出龐大設備

建置費用，訂約後較不會發生不提供服務之違約問題，

故預付款為總額之三分之一尚可認為有效；此外，在我

國消費糾紛頻繁發生的健身房契約中，若預付條款約定

會員應於訂約後一次付清 2 年之會費，應為無效。  

3.  以威爾斯美語為例：定型化契約約定「終身」上課，乃締約內容

與權利義務未臻明確，即違反透明性原則而不能認為相對人已同

意訂入契約；約定預付「全部」費用，與委任契約報酬後付原則

此一任意規定之立法意旨有重大偏離，且擬定人不具事物本質上

之必要性，該條款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2 條第 2 項第 2 款，應為

無效 3 2。 

二、比較法  

(一 )德國法 

    從消費者保護法第 17 條第 2 項第 3 款所規定之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與不得記載事項法制 3 0 年來的施行經驗以觀，其提供了更多消費

者保護，亦避免了許多消費糾紛的發生。我國民法雖然繼受德國民法

居多，但並未全盤繼受德國消費者保護法制。比如關於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與不得記載事項之消費者保護法制，即為德國消費者保護法所未

有之規範模式。德國法主要透過許多關於定型化契約內容控制之規定，

 
3 2
同前註 3 1，頁 1 1 9 - 1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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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 (消費者 )先給付義務條款 (預付型交易 )內容控制之規定，

解決相關問題，並且累積了相當豐富的法院裁判案例。德國這項規範

模式，以及德國聯邦法院相關裁判，應有參考價值。以下簡要說明德

國民法第 3 09 條第 2 款 a 規定。  

    德國民法第 3 0 9 條第 2 款 a 規定 3 3：「一般交易條款之規定，縱

得偏離法律規定者，亦無效： a ) 若其排除或限制，使用人之契約相

對人依第 3 20 條規定所享有之給付拒絕權  。」  

    在此間應先特別說明者，乃文獻上曾有認為，於先給付義務之

預先擬定約定，德國民法第 30 9 條第 2 款 a 規定並無適用餘地，而

應適用同法第 3 0 7 條關於內容控制之一般規定。這項見解在一般交易

條款法尚施行之時代裡，乃主流見解，包括德國聯邦法院亦如此認為

3 4。但於德國債務法現代化法將一般交易條款法整合進入德國民法典

之內後，這項見解已成為少數說。文獻上目前大多以先給付義務之預

先擬定約定實際上排除同時履行抗辯權，德國民法第 30 9 條第 2 款 a

規定，因此有適用餘地 3 5。實則德國聯邦法院於一般交易條款法尚施

行之時代裡也承認，先給付義務之一般交易條款實際上的確排除了同

時履行抗辯權 3 6。  

    儘管德國民法第 309 條第 2 款 a 規定之文義，表面上禁止一切

排除或限制契約相對人 3 7之同時履行抗辯權之定型化契約條款，但依

立法理由 3 8與通說 3 9，其於契約相對人於技術上應先支付之情形，並

 
3 3
德國民法第 3 0 9 條第 2 款 a 規定之原文：「 A u c h  s o w e i t  e i n e  A b w e i c h u n g  

v o n  d e n  g e s e t z l i c h e n  V o r s c h r i f t e n  z u l ä s s i g  i s t ,  i s t  i n  

A l l g e m e i n e n  G e s c h ä f t s b e d i n g u n g e n  u n w i r k s a m： e i n e  B e s t i m m u n g ,  

d u r c h  d i e  a )  d a s  L e i s t u n g s v e r w e i g e r u n g s r e c h t ,  d a s  d e m  

V e r t r a g s p a r t n e r  d e s  V e r w e n d e r s  n a c h  §  3 2 0  z u s t e h t ,  

a u s g e s c h l o s s e n  o d e r  e i n g e s c h r ä n k t  w i r d .」  
3 4
B G H  N J W ,  1 9 8 5 ,  8 5 0。  

3 5
B e c k O K  B G B / B e c k e r ,  §  3 0 9  N r .  2 ,  R n .  1 0 ;  M ü n c h K o m m / W u r m n e s t ,  

§  3 0 9  N r ,  2  B G B ,  R n .  1 0 - 1 1 ;  G r ü n e b e r g / G r ü n e b e r g ,  §  3 0 9  N r .  2  

B G B ,  R n .  1 3 .  
3 6
B G H  N J W ,  1 9 8 5 ,  8 5 0。  

3 7
德國民法關於定型化契約之規定，並不限於消費者契約，當事人並不限於企業

經營者與消費者，亦即不以 B 2 C 為限，於 B 2 B、 C 2 B 與 C 2 C 等契約，均有適用

之餘地，儘管消費者契約乃大多數適用情形。  
3 8
B T - D r u c k s .  0 7 / 3 9 1 9 ,  S .  2 8 .  

3 9
M ü n c h K o m m / W u r m n e s t ,  B G B  §  3 0 9  N r ,  2 .  R n .  1 1 ;  B e c k O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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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適用餘地，例如購買地鐵車票或購買電影、劇院、博物館或美術館

等門票。德國一般交易條款法立法理由就此亦有清楚且詳細之說明 4 0：

「由於一般交易條款被適用對象之先給付義務約定，實際上廣泛地架

空同時履行抗辯權，因此人們得加以考慮，禁止先給付義務之預先擬

定約定。但這樣卻太過份了，因為在許多行業裡，倘若無先給付義務，

則契約之技術進展，將是非常難以想像 (門票、車票 )。」  

    除基於上開技術理由，而限制先給付義務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內

容控制 (德國民法第 309 條第 2 款 a)外，依據通說，倘若企業經營者

預先擬定之先給付義務約定 (排除同時履行抗辯權之約定 )，乃為反

應自己為履行契約所必須支出之重要費用時，則通過德國民法第 309

條第 2 款 a 規定之內容控制，則仍然有效 4 1。  

    至於無效先給付義務一般交易條款之情形，例如： ( 1) 於定作

人享有瑕疵相關權利或其他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情形，排除

定作人同時履行抗辯權之一般交易條款，並無法通過該條所規定之內

容控制，無效 4 2； (2 )  於定作人依預先支付之一般交易條款，應預先

支付 80 %以上報酬之情形，該條款無論如何並無法通過該條所規定之

內容控制，亦無效 4 3；(3 ) 於買賣之情形，德國法上僅允許買受人應

預付小額價金之一般交易條款 4 4； ( 4) 於旅遊契約之情形，旅客預先

支付旅遊費用之一般交易條款得通過內容控制之門檻，大抵落在旅客

預先支付 10 %以下，旅客預付 2 0%以上之旅遊費用之一般交易條款，

 
B G B / B e c k e r ,  §  3 0 9  N r .  2  R n .  1 0 .   
4 0

這 段 立 法 理 由 說 明 之 原 文 ：「 D a  d i e  V e r e i n b a r u n g  d e r  

V o r l e i s t u n g s p f l i c h t  d e s  A G B - U n t e r w o r f e n e n  d e m  

L e i s t u n g s v e r w e i g e r u n g s r e c h t  f a k t i s c h  w e i t g e h e n d  d e n  B o d e n  

e n t z i e h t ,  k ö n n t e  m a n  d a r a n  d e n k e n ,  a u c h  d i e  f o r m u l a r m ä ß i g e  

V e r e i n b a r u n g  e i n e r  V o r l e i s t u n g s p f l i c h t  z u  v e r b i e t e n .  D i e s  

g i n g e  j e d o c h  z u  w e i t ,  z u m a l  i n  v i e l e n  B e r e i c h e n  d i e  t e c h n i s c h e  

A b w i c k l u n g  d e s  V e r t r a g s  o h n e  V o r l e i s t u n g e n  k a u m  v o r s t e l l b a r  

w ä r e  ( E i n t r i t t s k a r t e n ,  F a h r k a r t e n .」  
4 1

 M ü n c h K o m m / W u r m n e s t ,  B G B  §  3 0 9  N r ,  2 .  R n .  1 1 ;  B e c k O K  

B G B / B e c k e r ,  §  3 0 9  N r .  2  R n .  1 1 .  
4 2  B G H  N J W  1 9 9 3 ,  3 2 6 4 ; B e c k O K  B G B / B e c k e r ,  §  3 0 9  N r .  2  R n .  1 2 .  
4 3  B G H  N J W  1 9 8 5 ,  8 5 2 ;  B G H  N J W  1 9 9 9 ,  2 1 8 0 ; B e c k O K  B G B / B e c k e r ,  §  

3 0 9  N r .  2  R n  1 2 .  
4 4  B e c k O K  B G B / B e c k e r ,  §  3 0 9  N r .  2  R n .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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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無法通過內容控制，無效
4 5
；(5 )  在建築契約 ( Ba uv ert rag )之情

形，依邦高等法院 S chl ew ig 的見解，定作人依一般交易條款應依建

築進度分期支付報酬，且因此無同時履行抗辯權者，依德國民法第

309 條第 2 款規定，該條款無效 4 6。 

    從以上幾則無效之情形可得出一項抽象結論，即若排除同時履

行抗辯權之一般交易條款，導致同時履行抗辯權實現對待給付債權之

施壓功能 (擔保對待給付債權之功能 )喪失，則該一般交易條款無效，

而且關於這項結論，德國文獻上基本上已形成共識 4 7。 

(二 )歐盟法 

1 .背景說明  

若一項規範設計得適用於諸多國家，則可推斷該項規範設計具備

合理性與可執行性。由於歐盟規範並非僅適用於單一國家，而是於其

全體成員國均有適用之餘地，對於歐盟法的關注，包括對歐盟消費者

保護法的關注，因此具有正當性。  

但歐盟本質上乃超國界之國際組織，而非一個國家。依據歐盟成

立公約第 5 條，歐盟所發布之任何規範的授權依據，必須基於成員國

間簽署之國際公約。依據歐盟運作公約第 2 條第 1 項規定，除非歐盟

成立公約或歐盟運作公約中，針對特定事物如貨幣、關稅等（歐盟運

作公約第 3 條第 1 項）已明文專屬授權於歐盟管轄，否則各成員國尚

保有相等位階之競合管轄權。不同於諸多國家透過憲法對於中央與地

方事務權限之立法技術，多有例如我國憲法第 11 1 條之概括規定。作

為超國家組織的歐盟，對於事務權限之規定並不存在概括授權於歐盟

自身的情形。歐盟成立公約第 5 條規定，即所謂「限制性個別授權原

則」的明文規定。  

是以，針對消費者保護所為的規範，亦應以歐盟成立公約與歐盟

運作公約中的授權作為依據。基於這項授權的限制，歐盟對於消費者

保護之規範設計不可能鉅細靡遺。依據歐盟運作公約第 1 14 條，若歐

 
4 5 B G H  N J W,  2 0 0 6 ,  3 1 3 4 ;  B e c k O K  B G B / B e c k e r ,  §  3 0 9  N r .  2  R n .  1 3  
4 6 O L B  S c h l e w i g ,  Z f B R  2 0 2 1 ,  7 4 0 .  
4 7
B e c k O K  B G B / B e c k e r ,  §  3 0 9  N r .  2  R n .  1 2 ;  M ü n c h K o m m / W u r m n e s t ,  

B G B  §  3 0 9  N r ,  2 .  R n .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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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成立公約與歐盟運作公約未有特別規定之情形，歐盟立法者此際得

透過證立其預定的規範設計，有助於提升歐盟作為共同市場的統一化

為理由，有權限對該項事物進行規範。  

基於上述歐盟在授權權限上的限制，歐盟首先對於消費者保護之

事物不存在專屬管轄可言。歐盟對此任何之規範措施，因此須以歐盟

運作公約第 11 4 條為依據：由此可導出，歐盟原則上並不可能針對預

付型交易制定任何具體規定，而是僅得委由各成員國制定相應之規範。

其理由在於，由歐盟全面性地規範各成員國內預付型交易，並不當然

得促進歐盟內部市場的統一化。歐盟至今亦未有全面性規範規範各成

員國內預付型交易的嘗試。  

在這項前提背景下，即便各歐盟成員國有著預付型交易的規範設

計，以其不違反歐盟指令之轉化義務者為限，並不違反歐盟運作公約

之貨物與服務流通自由。歐盟法院已於 Ke ck 案判決 4 8中明確表示，

各成員國對於特定銷售模式的限制或禁止，並不違反歐盟運作公約第

34 條規定。換句話說，無論各成員國針對預付型交易採取公法或私

法上管制，在不侵害歐盟基本自由的前提下，均未違反歐盟運作公約

第 34 條規定。總體而言，歐盟原則上並不尋求統一規範各成員國的

預付型交易，並未完全禁止境內與跨境預付型交易，亦未要求允許預

付型交易之歐盟成員國應有配套措施。僅例外於以下歐體定型化契約

指令與歐盟套裝旅遊指令中，歐盟方例外有涉及預付型交易之規範措

施。  

2 .歐體定型化契約條款指令與歐盟套裝旅遊指令  

關於消費者契約中預付型交易之問題，僅有兩則歐盟指令以其為

規範對象，即歐體定型化契約條款指令與歐盟套裝旅遊指令。依西元

199 3 年公布施行之歐體定型化契約條款指令第 3 條規定，以及依該

指令附件對於定型化契約條款違反誠信原則的例示，所謂定型化契約

條款違反誠信原則之情形（該指令第 3 條 4 9），包括消費者於獲取企

 
4 8
E u G H ,  U r t .  v .  2 4 .  N o v e m b e r  1 9 9 3 ,  R s .  C - 2 6 7 / 9 1  u .  C - 2 6 8 / 9 1  –  

K e c k  u n d  M i t h o u a r d .  
4 9
 ( 1 )  E i n e  V e r t r a g s k l a u s e l ,  d i e  n i c h t  i m  e i n z e l n e n  

a u s g e h a n d e l t  w u r d e ,  i s t  a l s  m i ß b r ä u c h l i c h  a n z u s e h e n ,  w e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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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營者之給付前負有先為對待給付之約定（附件第 1 項第 o 款
5 0
）。

該附件本身並未使各成員國負有指令轉化義務，不同於指令本文對歐

盟成員國有法之拘束力，該附件對歐盟各成員國並不具有法之拘束力。  

在前揭附件各款所規範違反誠信原則之情形，歐盟各成員國究竟

採行推定定型化契約條款違反誠信原則（亦即灰名單）之規範設計？

採行視為定型化契約條款違反誠信原則（亦即黑名單）之規範設計？

抑或採行委由法院與學說自行發展之規範設計？並不盡相同。歐盟各

成員國如何轉化該指令附件第 1 條第 o 項，詳請參閱下圖 5 1： 

 
s i e  e n t g e g e n  d e m  G e b o t  v o n  T r e u  u n d  G l a u b e n  z u m  N a c h t e i l  d e s  

V e r b r a u c h e r s  e i n  e r h e b l i c h e s  u n d  u n g e r e c h t f e r t i g t e s  

M i ß v e r h ä l t n i s  d e r  v e r t r a g l i c h e n  R e c h t e  u n d  P f l i c h t e n  d e r  

V e r t r a g s p a r t n e r  v e r u r s a c h t .  

( 2 )  E i n e  V e r t r a g s k l a u s e l  i s t  i m m e r  d a n n  a l s  n i c h t  i m  

e i n z e l n e n  a u s g e h a n d e l t  z u  b e t r a c h t e n ,  w e n n  s i e  i m  v o r a u s  

a b g e f a s s t  w u r d e  u n d  d e r  V e r b r a u c h e r  d e s h a l b ,  i n s b e s o n d e r e  i m  

R a h m e n  e i n e s  v o r f o r m u l i e r t e n  S t a n d a r d v e r t r a g s ,  k e i n e n  

E i n f l u ß  a u f  i h r e n  I n h a l t  n e h m e n  k o n n t e .  

D i e  T a t s a c h e ,  d a ß  b e s t i m m t e  E l e m e n t e  e i n e r  V e r t r a g s k l a u s e l  

o d e r  e i n e  e i n z e l n e  K l a u s e l  i m  e i n z e l n e n  a u s g e h a n d e l t  w o r d e n  

s i n d ,  s c h l i e ß t  d i e  A n w e n d u n g  d i e s e s  A r t i k e l s  a u f  d e n  ü b r i g e n  

V e r t r a g  n i c h t  a u s ,  s o f e r n  e s  s i c h  n a c h  d e r  G e s a m t w e r t u n g  

d e n n o c h  u m  e i n e n  v o r f o r m u l i e r t e n  S t a n d a r d v e r t r a g  h a n d e l t .  

B e h a u p t e t  e i n  G e w e r b e t r e i b e n d e r ,  d a ß  e i n e  

S t a n d a r d v e r t r a g s k l a u s e l  i m  e i n z e l n e n  a u s g e h a n d e l t  w u r d e ,  s o  

o b l i e g t  i h m  d i e  B e w e i s l a s t .  

( 3 )  D e r  A n h a n g  e n t h ä l t  e i n e  a l s  H i n w e i s  d i e n e n d e  u n d  n i c h t  

e r s c h ö p f e n d e  L i s t e  d e r  K l a u s e l n ,  d i e  f ü r  m i ß b r ä u c h l i c h  

e r k l ä r t  w e r d e n  k ö n n e n .  
5 0
K L A U S E L N  G E M Ä S S  A R T I K E L  3  A B S A T Z  3  1 .  K l a u s e l n ,  d i e  d a r a u f  

a b z i e l e n  o d e r  z u r  F o l g e  h a b e n ,  d a ß ; ( o )  d e r  V e r b r a u c h e r  a l l e n  

s e i n e n  V e r p f l i c h t u n g e n  n a c h k o m m e n  m u ß ,  o b w o h l  d e r  

G e w e r b e t r e i b e n d e  s e i n e  V e r p f l i c h t u n g e n  n i c h t  e r f u e l l t ;  
5 1
 S c h u l t e - N ö l k e / T w i g g - F l e s n e r / M a r t i n  E b e r s ,  E C  C o n s u m e r  L a w  

C o m p e n d i u m ,  2 0 0 7 ,  S e l l i e r ,  S .  2 8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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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頭與 AN NEX  N o 1o 之譯文  

附件第 o 項  黑名單  灰名單  未規定  

契 約 條 款 規

定 ， 當 賣 方 或

供 應 商 未 履 行

其 義 務 時 ， 消

費 者 仍 有 義 務

履 行 其 所 有 義

務。  

奧 地 利 、 比 利

時 、 捷 克 、 愛

沙 尼 亞 、 西 班

牙 、 匈 牙 利 、

立 陶 宛 、 盧 森

堡 、 馬 爾 他 、

荷 蘭 、 葡 萄

牙 、 斯 洛 維 尼

亞 

塞 普 勒 斯 、 德

國 、 法 國 、 愛

爾 蘭 、 義 大

利 、 波 蘭 、 斯

洛伐克、英國  

丹 麥 、 芬 蘭 、

拉 脫 維 亞 、 瑞

典 

從上圖可知，縱使認為，歐盟立法者以該指令統合各成員國定型

化契約條款之審查，但歐盟中各成員國並未一概禁止預付條款。  

依歐盟套裝旅遊指令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 5 2，於旅遊企業經營者

 
5 2
 ( 1 )    D i e  M i t g l i e d s t a a t e n  s t e l l e n  s i c h e r ,  d a s s  i n  i h r e m  

H o h e i t s g e b i e t  n i e d e r g e l a s s e n e  R e i s e v e r a n s t a l t e r  S i c h e r h e i t  

f ü r  d i e  E r s t a t t u n g  a l l e r  v o n  R e i s e n d e n  o d e r  i n  d e r e n  N a m e n  

g e l e i s t e t e n  Z a h l u n g e n  l e i s t e n ,  s o f e r n  d i e  b e t r e f f e n d e n  

L e i s t u n g e n  i n f o l g e  d e r  I n s o l v e n z  d e s  R e i s e v e r a n s t a l t e r s  

n i c h t  e r b r a c h t  w e r d e n .  S o w e i t  d i e  B e f ö r d e r u n g  v o n  P e r s o n e n  

i m  P a u s c h a l r e i s e v e r t r a g  i n b e g r i f f e n  i s t ,  l e i s t e n  d i e  

R e i s e v e r a n s t a l t e r  a u c h  S i c h e r h e i t  f ü r  d i e  R ü c k b e f ö r d e r u n g  

d e r  R e i s e n d e n .  E i n e  F o r t s e t z u n g  d e r  P a u s c h a l r e i s e  k a n n  

a n g e b o t e n  w e r d e n .  

R e i s e v e r a n s t a l t e r ,  d i e  n i c h t  i n  e i n e m  M i t g l i e d s t a a t  

n i e d e r g e l a s s e n  s i n d  u n d  d i e  i n  e i n e m  M i t g l i e d s t a a t  

P a u s c h a l r e i s e n  v e r k a u f e n  o d e r  z u m  V e r k a u f  a n b i e t e n  o d e r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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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破產情形，應確保消費者得取回其所支付之一切金錢。依同條第 3

項規定 5 3，關於同條第 1 項規定所要求之擔保，各成員國必須有效填

補，並得填補依合理評估所預見之費用。但歐盟立法者雖以套裝旅遊

指令要求各成員國在旅遊企業經營者破產時，應有相應的消費者保護

措施。但從這項要求並無法強制導出，各成員國應有何具體配套措施。  

歐盟 2 021 年公佈的套裝旅遊指令適用情形之研究報告指出 5 4，

關於消費者於企業經營者破產時之保護措施，有成員國採商業保險之

形式，有成員國要求旅遊企業經營者成立私基金或強制繳納一定比例

之費用於政府成立之公基金，有成員國要求旅遊企業經營者取得由銀

行出具的履約擔保，亦有成員國採上開數種擔保方式之混合。但該項

報告亦指出，現今市場上提供於旅遊企業經營者之擔保手段已逐漸萎

縮 5 5：在奧地利與比利時，保險公司已不願提供旅遊企業經營者破產

保險。現今歐盟亦鮮少有基金或銀行企業經營者，願意提供旅遊企業

經營者履約擔保。  

    從套裝旅遊指令要求的破產保護並無法導出，歐盟立法者有意

一概禁止消費者於旅遊企業經營者為旅遊給付之前，應先行預付部分

費用的約定。德國與奧地利等成員國確實限制預付條款，但依上開歐

盟 2 02 1 年的研究報告，許多成員國並未有限制消費者預付費用的具

體規定 5 6。該項研究報告亦指出現今對這項議題的討論 5 7：有消費者

與旅客團體主張應全面禁止旅客之預付條款，但這項提案仍有諸多應

考量之處。正如旅遊企業經營者團體所指出，一概禁止旅客預付旅遊

費用，將使企業經營者承擔更大的資金週轉壓力，且將使歐盟成員國

 
i r g e n d e i n e r  W e i s e  s o l c h e  T ä t i g k e i t e n  a u f  e i n e n  M i t g l i e d s t a a t  

a u s r i c h t e n ,  s i n d  v e r p f l i c h t e t ,  n a c h  d e m  R e c h t  d i e s e s  

M i t g l i e d s t a a t s  S i c h e r h e i t  z u  l e i s t e n .  
5 3
 ( 3 )    D i e  I n s o l v e n z a b s i c h e r u n g  e i n e s  V e r a n s t a l t e r s  k o m m t  

R e i s e n d e n  u n g e a c h t e t  i h r e s  W o h n s i t z e s ,  d e s  O r t s  d e r  A b r e i s e  

o d e r  d e s  V e r k a u f s o r t s  d e r  P a u s c h a l r e i s e  u n d  u n a b h ä n g i g  v o n  

d e m  M i t g l i e d s t a a t ,  i n  d e m  d i e  E i n r i c h t u n g ,  d i e  f ü r  d i e  

I n s o l v e n z a b s i c h e r u n g  z u s t ä n d i g  i s t ,  a n s ä s s i g  i s t ,  z u g u t e .  
5 4
 C O M  ( 2 0 2 1 )  9 0 ,  S .  1 1 .  

5 5
 C O M  ( 2 0 2 1 )  9 0 ,  S .  1 3 .  

5 6
 C O M  ( 2 0 2 1 )  9 0 ,  S .  1 5 .   

5 7
 C O M  ( 2 0 2 1 )  9 0 ,  S .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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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旅遊企業經營者與歐盟以外國家的旅遊企業經營者難以競爭。  

總而言之，關於作為消費者契約的旅遊契約，歐盟立法者雖已要

求各國應於旅遊企業經營者破產時，應確保消費者得取回其已支付的

一切金額，但這項轉化義務的內涵，並不當然禁止預付條款。歐盟立

法者至今並未有意就這項問題作出統一的規範，而仍委由各成員國自

行立法。  

3 .歐盟成員國對於歐盟套裝旅遊指令之轉化  

    歐盟套裝旅遊指令既要求各成員國提供旅客有效之破產保護。

各成員國具體如何落實，則委由各成員國自行決定 5 8。根據德國聯邦

議會研究部門於 2 0 19 年出具之研究報告 5 9，截至該年為止，英國、

捷克、奧地利、丹麥、西班牙、瑞典、芬蘭以及非成員國之瑞士，均

要求旅遊業者應設有履約擔保之義務。至於上述八國之作法，均有其

代表性。下表乃依據該德國聯邦議會出具之報告所翻譯，說明上述八

國之作法，以此供我國借鑑 6 0： 

表：歐盟成員國履約擔保規範表  

成員國  履約擔保規範模式  

英國  

在英國，破產保護乃以所謂「航

空 旅 行 組 織 者 許 可 證 計 劃 6 1

（Air Tr ave l Or gan is er’s 

Lic en ce  s ch em e ， 簡 稱

ATO L）」實現。  因此，套裝旅遊

業者和相似之提供旅遊服務組合

的 業 者 ， 須 為 每 位 旅 行 者 購 買

2.5 0 英鎊之許可證，再將此項

金額存入擔保基金。  

 
5 8
 關於各國轉化之情形，歐盟官方整理之列表詳以下網址：

h t t p s : / / c o m m i s s i o n . e u r o p a . e u / l a w / l a w - t o p i c / c o n s u m e r -

p r o t e c t i o n - l a w / t r a v e l - a n d - t i m e s h a r e - l a w / n a t i o n a l -

t r a n s p o s i t i o n - m e a s u r e s - p a c k a g e - t r a v e l - d i r e c t i v e _ e n（最後瀏覽日

期： 2 0 2 3 年 1 1 月 9 日）  
5 9
h t t p s : / / w w w . b u n d e s t a g . d e / r e s o u r c e / b l o b / 6 7 5 3 0 2 / 5 3 e 9 f 4 e 2 5 6 1 3 c

a 2 8 e 5 8 1 2 b 1 0 b 6 a d 3 5 2 9 / W D - 7 - 1 5 1 - 1 9 - p d f - d a t a . p d f（最後瀏覽日期：

2 0 2 3 年 1 1 月 9 日）  
6 0
h t t p s : / / w w w . b u n d e s t a g . d e / r e s o u r c e / b l o b / 6 7 5 3 0 2 / 5 3 e 9 f 4 e 2 5 6 1 3 c

a 2 8 e 5 8 1 2 b 1 0 b 6 a d 3 5 2 9 / W D - 7 - 1 5 1 - 1 9 - p d f - d a t a . p d f（最後瀏覽日期：

2 0 2 3 年 1 1 月 9 日）  
6 1
 h t t p s : / / w w w . c a a . c o . u k / a t o l - p r o t e c t i o n / t r a d e / a b o u t -

a t o l / t h e - a t o l - s c h e m e /（最後瀏覽日期： 2 0 2 3 年 1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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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該業者於旅遊行程開始前，已

聲請破產，則旅客得請求賠償或

替代之旅遊行程。這項擔保機制

並無責任上限金額之限制。是類

旅客之請求將由國家行政機關之

「 民 航 局 （ Ci vi l  A vi at ion  

Aut ho ri ty ， CA A ）」 負 責 ， 且

由上述擔保基金給付。這項擔保

機制亦確保旅行者能夠完成旅程

並返回出發地。  

 

此擔保機制在有限範圍內，也適

用於個人所預訂航班之擔保。  

捷克  

捷克關於套裝旅遊之主管機關為

區 域 發 展 部 6 2 （ 捷 克 語 ：

Min is te rst vo  p ro m í  st n í   

roz vo j，英語： Mi nis te r o f  

Reg io na l D ev el o pme nt）  

 

捷克自 199 0 年實施套裝旅遊指

令以來，與英國一樣採用許可證

之擔保模式 6 3 。據此，套裝旅遊

業者須提供足夠的保險證明，方

得獲取經營其旅遊業務所需之許

可證。  

 

套裝旅遊業者投保之保險，其額

度須涵蓋至少旅遊業者年收入的

30 %。若已預期當年年營業額低

於前一年之年收入，則以上年收

入為投保數額之依據。保險契約

使 消 費 者 得 直 接 向 保 險 公 司 索

賠。若套裝旅遊業者破產，則保

險公司亦有義務接管消費者之回

程運輸。此項擔保機制亦適用於

出發前的住宿和膳食。若消費者

自行安排回程事宜，則保險公司

 
6 2  h t t p s : / / c o m m i s s i o n . e u r o p a . e u / s y s t e m / f i l e s / 2 0 1 8 - 0 7 / 2 0 1 8 _ 1 2 2 . p d f
（最後瀏覽日期： 2 0 2 3 年 1 2 月 7 日）  
6 3
 B e a t r i x  L i n d n e r ,  U m s e t z u n g  d e r  P a u s c h a l r e i s e - r i c h t l i n i e  i n  

T s c h e c h i e n  u n t e r  b e s o n d e r e r  B e r ü c k s i c h t i g u n g  d e r  

I n s o l v e n z b e s t i m m u n g e n ,  W i r t s c h a f t  u n d  R e c h t  i n  O s t e u r o p a  

( W i R O )  2 0 0 2 ,  1 3 7 ,  1 4 1 .  

https://commission.europa.eu/system/files/2018-07/2018_122.pdf（最後瀏覽日期：2023年12
https://commission.europa.eu/system/files/2018-07/2018_122.pdf（最後瀏覽日期：2023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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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須賠償消費者本人應支付之返

程交通費用。  

奧地利  

奧地利就套裝旅遊之主管機關為

聯 邦 數 位 化 與 經 濟 事 務 部

（ Bun de sm in ist eri n f ü r  

Dig it al isi er un g  und  

Wir ts ch aft ss ta n dor t） 6 4。  

 

在奧地利已於  2 01 8  年  9 月  2 8 

日 通 過 奧 地 利 套 裝 旅 遊 命 令 6 5  

(PR V)，已將歐盟套裝旅行指令

第  1 7 條轉化為內國法。因此，

若套裝旅遊業者破產，旅客得透

過業者所締結之保險合約、所提

供之銀行擔保，或公法人之擔保

聲明以獲得擔保（套裝旅遊命令  

第 3 條第  3 款）。  

 

業者所擔保金額至少為  13 ,0 00  

歐 元 ， 或 至 少 為 年 營 業 額 的  

18%，或月營業額的 50 %，其具

體應擔保數額以上述較高者為準

（套裝旅遊命令第  4 條第  1  

款）。若業者破產，則旅客得直

接向保險公司提出賠償（套裝旅

遊命令第  5 條和第  6 條）。  

丹麥  

丹麥負責處理套裝旅遊破產保護

之機構為私法人「旅遊擔保基金
6 6 」 （ Tr av el Gua ra nt e e  

Fun d）。輔導該基金之政府主管

機關為「產業、商業與金融部 6 7

（ Th e M ini ste r o f  

Ind us tr y, Bu si nes s a nd  

Fin an ci al Af fa i rs）」。  

 

在丹麥，若旅遊業者破產，則旅

 
6 4  套裝旅遊指令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V e r o r d n u n g  d e r  B u n d e s m i n i s t e r i n  f ü r  

D i g i t a l i s i e r u n g  u n d  W i r t s c h a f t s s t a n d o r t  ü b e r  P a u s c h a l r e i s e n  u n d  
v e r b u n d e n e  R e i s e l e i s t u n g e n  ( P a u s c h a l r e i s e v e r o r d n u n g  –  P R V )   
6 5
h t t p s : / / w w w . r i s . b k a . g v . a t / G e l t e n d e F a s s u n g . w x e ? A b f r a g e = B u n d e

s n o r m e n & G e s e t z e s n u m m e r = 2 0 0 1 0 3 2 1（最後瀏覽日期： 2 0 2 3 年 1 1 月 9

日）  
6 6  丹麥旅行擔保基金合併法第 1 條第 1 項（ C o n s o l i d a t i o n  A c t  o n  a  t r a v e l  

g u a r a n t e e  f u n d）  
6 7  丹麥旅行擔保基金合併法第 8 條第 3 項、第 9 a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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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之破產保護即依據「旅行擔保

基金合併法 6 8」。  依該法第  5 條

規定，旅客應向該擔保基金報銷

其套裝旅行之費用。  

 

依該法第  2 0. (1 )條規定，旅遊

業者和其代理商應向「旅行擔保

基金」註冊並支付擔保金。依同

法第  8 .( 4)條，擔保金的數額取

決於公司的財務能力。據此，營

業額不超過 1 00 萬丹麥克朗無需

提供擔保，而營業額超過 1 億丹

麥克朗者，則需提供 180 萬丹麥

克朗之擔保。僅在旅遊服務履行

後，方獲取報酬之旅行社，無需

以支付擔保金之方式，向旅客提

供任何擔保。  

 

旅遊業者是否於開始進行旅遊服

務時，已於擔保基金中註冊，對

於旅客事後是否得取得賠償顯得

至關重要。否則，若旅遊業者破

產，則旅客的費用將無法得到賠

償。  

西班牙  

西班牙就套裝旅遊破產保護之主

管機關為產業、商業與觀光部 6 9

（ Mi ni str y of  In dus tr y,  

Tra de an d T ou r ism，西班牙

語 ： Mi ni st eri o de  

Ind us tr ia  y  C ome rc io  y  

Tou ri sm o）   

 

在西班牙，歐盟套裝旅遊指令透

過「 R ea l De cr ee  23/ 20 18 7 0」

第  1 67  條規定，亦即關於商

標、鐵路運輸和套裝旅行以及相

關旅行服務之指令的實施，轉化

至其內國法。  

 

 
6 8
 h t t p s : / / w w w . e n . k f s t . d k / m e d i a / 5 4 0 0 9 / i b k g . p d f（最後瀏覽日期：

2 0 2 3 年 1 1 月 9 日）  
6 9  R e a l  D e c r e e  2 3 / 2 0 1 8  A r t .  1 6 6 .   
7 0
 h t t p s : / / c o m m i s s i o n . e u r o p a . e u / s y s t e m / f i l e s / 2 0 1 9 - 0 4 / b o e - a -

2 0 1 8 - 1 7 7 6 9 _ t r a _ e n _ 7 . p d f（最後瀏覽日期： 2 0 2 3 年 1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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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西班牙的旅遊業者和套裝

旅遊之零售商，將有義務為破產

風險投保。其該法第 1 6 7 條第 1

項，此項擔保應透過設立基金、

購買保險或其他類型的財務擔保

為之。至於具體條件由主管機關

定之。  

 

譯者補充：依同法第 1 68 條規

定，這項擔保之證明應於旅客受

契約拘束以前，出具於旅客。  

瑞典  

瑞典之主管機關為法律、金融、

行 政 服 務 局 7 1 （ The Le ga l ,  

Fin an ci al  a n d 

Adm in is tra ti ve  Se rv ice s  

Age nc y ， 瑞 典 語 ：

Kam ma rk oll eg ie t） 

 

根據瑞典旅遊擔保法 7 2第  6  條和

第  7 條規定，旅遊業者應確保

旅客享有依法核准的旅行擔保，

以利於旅遊契約基於旅遊業者破

產致不能給付時，得償還向旅行

者支付的款項。依同法第 8 條規

定，依據同法第 6 條與第 7 條成

立之旅行擔保，已涵蓋旅客一切

合理可預見的費用。  

芬蘭  

芬蘭主管機關為「競爭與消費者

局 （ Fi nn is h C omp et it ion  

and  C on su me r Au tho ri ty，芬

蘭 語 ： K il p ail u -  j a 

kul ut ta jav ir as t o）」  

 

歐盟套裝旅遊指令第  1 7 條乃透

過 「 旅 遊 服 務 組 合 提 供 者 法

(92 1/ 20 17) 7 3 」 轉 化 於 芬 蘭 之

內國法。此擔保系統由芬蘭「競

爭與消費者局」負責，且經由當

 
7 1  旅遊擔保法第 3 條（ S F S 2 0 1 8 - 1 2 1 8  r e s e g a r a n t i l a g）  
7 2
h t t p s : / / w w w . s v e n s k f o r f a t t n i n g s s a m l i n g . s e / s i t e s / d e f a u l t / f i l e

s / s f s / 2 0 1 8 - 0 6 / S F S 2 0 1 8 - 1 2 1 8 . p d f（最後瀏覽日期： 2 0 2 3 年 1 1 月 9 日）  
7 3
 h t t p s : / / c o m m i s s i o n . e u r o p a . e u / s y s t e m / f i l e s / 2 0 1 8 -

0 6 / f i _ 9 0 1 _ t r a _ a c t _ o n _ c o m b i n a t i o n _ o f _ t r a v e l _ s e r v i c e s . p d f（最後

瀏覽日期： 2 0 2 3 年 1 1 月 9 日）  



35 

局對旅遊業者所提供的個別擔保

所組成。  

 

該擔保系統經國家預算的補充。

該預算將優先用於涉及旅客返回

當下，有需要快速動用擔保金之

情形，以及涉及旅客返回當下，

需支付旅客之損害時。此外，在

擔保不足的情況下，補充保證全

額賠償。除此之外，該預算用於

旅遊業者破產時對於旅客的全額

賠償，如該擔保金無法完全賠償

旅客。  

 

然而，並非所有旅遊服務提供者

都需要提供擔保，並支付監管和

破產費用。套裝旅遊提供者，以

及提供數項旅行服務為組合，將

其合併出售的業者，如向旅客收

取預付款和 /或其旅行服務包括

交通者，則負有支付保證款之義

務。  

 

該項擔保義務不適用於提供套裝

旅遊服務於企業經營者的情形，

或當旅客基於其間針對商務旅遊

之 框 架 契 約 ， 所 獲 得 之 套 裝 旅

遊。  

瑞士  

瑞 士 不 是 歐 盟 成 員 國 。 儘 管 如

此 ， 瑞 士 仍 於 歐 體 理 事 會 於

199 0 年 6 月 13 日頒布關於旅行

團的指令 9 0/ 314 號指令時，透

過所謂 S wis sl ex 計劃，轉化該

項 指 令 於 套 裝 旅 行 法 (P auR G)  
7 4。  

 

該法第  1 8 條規定所支付金額的

賠償和擔保。因此，作為合約一

方的旅遊業者或其代理人，必須

確保在其無力償債或資不抵債的

情況下，仍得償還旅客已支付的

款 項 ， 以 及 旅 客 的 回 程 費 用 。  

 
7 4
 h t t p s : / / w w w . f e d l e x . a d m i n . c h / e l i / c c / 1 9 9 3 / 3 1 5 2 _ 3 1 5 2 _ 3 1 5 2 / d e

（最後瀏覽日期： 2 0 2 3 年 1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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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擔保之證明應基於旅客之要

求提供之。如業者無法提供該項

證明，旅客得解約。該法並未設

有 對 於 旅 遊 業 者 的 責 任 上 限 額

度。  

 

關於瑞士是否有主管機關負責消

費 者 破 產 保 護 之 事 務 ， 依 據

201 4 年瑞士國會之質詢紀錄，

瑞 士 聯 邦 委 員 會 7 5

（ Bu nd es ra t，即瑞士之最高行

政機關）表示：現行法並無主管

機關監督旅遊業者，是否有履行

套裝旅遊法第 18 條規定，對於

旅客之擔保義務。現行法律狀態

乃旅客得解除契約。現行法亦未

要 求 旅 遊 業 者 之 營 業 須 事 前 許

可。固然立法上得設立或指定主

管機關，負責業者之事前核准或

旅遊市場監管業務。惟這項作法

在行政成本上耗費甚鉅。至於以

刑法處罰違反擔保義務之業者的

提案，早已於套裝旅遊法立法討

論時遭到國會刪除。  

 

    觀察上述各國對於企業經營者履約擔保之規範時，首先應注意

其僅限於套裝旅遊之情形，而不涉及繼續性契約關係。且幾乎各國一

致的作法為，消費者即旅客於旅遊業者破產時，得直接向擔保人請求

支付其損害與費用，而非仍須向旅遊業者請求之。      

    其次，丹麥與瑞士之立法例，對於我國具有參考之價值。丹麥

區分業者之營業規模，設定不同程度之擔保金額要求，且對於規模低

於一定程度之企業，並無擔保金之要求。如我國將對於預付型交易有

統一的規範措施，這樣依據業者規模的區分，勢必亦有考量之必要性。

蓋不同規模之業者，其於其破產時對於消費者保護之急迫性與困難程

度，亦有所不同。  

    最後，瑞士法關於賦予旅客對於旅遊業者未能出具履約擔保證

 
7 5  h t t p s : / / w w w . p a r l a m e n t . c h / d e / r a t s b e t r i e b / s u c h e - c u r i a -
v i s t a / g e s c h a e f t ? A f f a i r I d = 2 0 1 4 3 1 8 7  （最後瀏覽日期： 2 0 2 3 年 1 2 月 7 日）  

https://www.parlament.ch/de/ratsbetrieb/suche-curia-vista/geschaeft?AffairId=20143187
https://www.parlament.ch/de/ratsbetrieb/suche-curia-vista/geschaeft?AffairId=20143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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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時，得隨時解除契約之規定，對於我國亦有參考之價值。蓋藉此項

解除權，旅客得再次思考其是否接受一項有風險之預付型交易。如此

規範技術，亦符合我國消費者保護法對於無條件解除權之立法意旨。  

4 .小結 

    從上開歐盟法的比較法研究可以得知，是否應一概禁止定型化

契約條款之預付型交易條款 (消費者契約 )，歐盟各成員國並未有統

一的作法。由歐盟套裝旅遊指令第 1 7 條規定於各國轉化的情形亦可

得知，若允許預付型交易，主管機關究竟應形成何種配套措施，以避

免消費者於企業經營者破產時求償無門，歐盟各成員國亦未有統一的

作法。我國在預付型交易的消費者政策上因此得一方面容許定型化契

約條款之預付型交易條款，另一方面亦得依據我國國情與產業現況，

制定企業經營者破產時保護消費者的政策。  

 

(三 )日本法 

日本法關於預付型交易的規範模式的展開，首先乃民法與特別私

法是否以預付條款之約定為有效，其次以公法上規範課與特定企業經

營者一定履約擔保之義務。日本私法體系雖以契約當事人應同時履行

為原則，但當事人有一方先為給付之特約者，縱使於消費者契約，亦

為有效。在預付條款有效之前提下，日本法官法業已明確表示，企業

經營者以約定限制消費者解除或終止權，該約定無效。企業經營者以

約定減輕其解除或終止後之返還義務，該約定無效。  

    在如此的私法上以預付條款為有效之前提，主管機關為避免消

費者因預付而陷於求償無門之困境，因此課與特定企業經營者履約擔

保義務。這項公法上對於特定企業經營者應提供履約擔保之要求，既

涉及到消費者資金的收取與保存，所以利用金融法相關的資金結算法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對於收受消費者資金達到一定規模的企

業經營者，要求其有申報許可，並提供相對應資金保全措施的義務。  

    企業經營者在發生經營危機時，保護消費者預付的款項能夠被

償還方面，日本設有營業保證金和償還保證金制度。該制度並不要求

企業經營者為所有交易提供保證金，僅有部分交易因其金額龐大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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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權力差異懸殊，立法者始在相關產業法加以強制規範，依照不同

業務類別，以個別業務管理法規進行規範。  

    日本關於付費養老院可作為一個清楚的例子，用以了解日本法

處理預付型交易之規範模式。付費的養老設施通常在簽約後要求入住

者預先繳交一筆費用，稱為預付款，該費用於正式入住後，會陸續返

還，或用於折抵養老設施的每月居住費用。許多養老設施，收取了預

付費用之後，隨即發生破產或營運危機導致無法取回預付費用。或者

是老人家在入住後未達預付款的入住時間，即欲離開老人院或不幸離

開老人院時，許多企業經營者卻不願意退還預付款，進而產生相當多

爭議。因此日本政府為了保護消費者，特別在法律中設置有強制性預

付款保全措施。  

    以下將首先說明日本法上針對預付型交易之私法上規範（以下

標題 1.之說明），再說明公法上課與企業經營者之履約擔保義務（以

下標題 2.至 4.之說明）。最後以日本付費養老院預付條款問題，說

明日本法規範模式如何發展與公私法間的互動（以下標題 5 .之說明）。  

1 .  日本民法債編與消費者契約法之規定  

( 1 )  日本民法  

    日本民法第 5 33 條規定，當事人互負對待給付義務者，有同時

履行抗辯之適用 7 6。但其債編各論規定之各種之債中，規定先履行義

務者，不在此限。是以日本民法乃以同時履行為原則，先給付義務為

例外。  

    因此，法律未規定消費者有先給付義務，而企業經營者約定消

費者負有先給付價金之義務者，這項先給付義務約定之效力，便取決

於是否構成日本消費者契約法第 8 條以下規定所列舉之無效事由。依

日本消費者契約法第 8 條以下關於消費者約款有效性控制之規定，並

不限於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契約之情形。凡消費者契約條款，一概

受消費者契約法第 8 條以下規定之內容控制，而且縱使契約條款經個

 
7 6
日本民法第 5 3 3 條「双務契約の当事者の一方は、相手方がその債務の履行

（債務の履行に代わる損害賠償の債務の履行を含む。）を提供するまでは、自

己の債務の履行を拒むことができる。ただし、相手方の債務が弁済期にないと

きは、この限りで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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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磋商，亦同。  

( 2 )  消費者契約法  

    日本消費者契約法第 8 條以下規定之立法技術，乃併合採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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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與概括規定：同法第 8 條
7 7
、第 8 之 2 條

7 8
、第 8 之 3 條

7 9
、第 9

 
7 7
 第八条  次に掲げる消費者契約の条項は、無効とする。  

一  事企業經營者の債務不履行により消費者に生じた損害を賠償する責任の全

部を免除し、又は当該事企業經營者にその責任の有無を決定する権限を付与す

る条項  

二  事企業經營者の債務不履行（当該事企業經營者、その代表者又はその使用

する者の故意又は重大な過失によるものに限る。）により消費者に生じた損害

を賠償する責任の一部を免除し、又は当該事企業經營者にその責任の限度を決

定する権限を付与する条項  

三  消費者契約における事企業經營者の債務の履行に際してされた当該事企業

經營者の不法行為により消費者に生じた損害を賠償する責任の全部を免除し、

又は当該事企業經營者にその責任の有無を決定する権限を付与する条項  

四  消費者契約における事企業經營者の債務の履行に際してされた当該事企業

經營者の不法行為（当該事企業經營者、その代表者又はその使用する者の故意

又は重大な過失によるものに限る。）により消費者に生じた損害を賠償する責

任の一部を免除し、又は当該事企業經營者にその責任の限度を決定する権限を

付与する条項  

２  前項第一号又は第二号に掲げる条項のうち、消費者契約が有償契約である

場合において、引き渡された目的物が種類又は品質に関して契約の内容に適合

しないとき（当該消費者契約が請負契約である場合には、請負人が種類又は品

質に関して契約の内容に適合しない仕事の目的物を注文者に引き渡したとき

（その引渡しを要しない場合には、仕事が終了した時に仕事の目的物が種類又

は品質に関して契約の内容に適合しないとき。）。以下この項において同じ。）

に、これにより消費者に生じた損害を賠償する事企業經營者の責任を免除し、

又は当該事企業經營者にその責任の有無若しくは限度を決定する権限を付与す

るものについては、次に掲げる場合に該当するときは、前項の規定は、適用し

ない。  

一  当該消費者契約において、引き渡された目的物が種類又は品質に関して契

約の内容に適合しないときに、当該事企業經營者が履行の追完をする責任又は

不適合の程度に応じた代金若しくは報酬の減額をする責任を負うこととされて

いる場合  

二  当該消費者と当該事企業經營者の委託を受けた他の事企業經營者との間の

契約又は当該事企業經營者と他の事企業經營者との間の当該消費者のためにす

る契約で、当該消費者契約の締結に先立って又はこれと同時に締結されたもの

において、引き渡された目的物が種類又は品質に関して契約の内容に適合しな

いときに、当該他の事企業經營者が、その目的物が種類又は品質に関して契約

の内容に適合しないことにより当該消費者に生じた損害を賠償する責任の全部

若しくは一部を負い、又は履行の追完をする責任を負うこととされている場合  

３  事企業經營者の債務不履行（当該事企業經營者、その代表者又はその使用

する者の故意又は重大な過失によるものを除く。）又は消費者契約における事

企業經營者の債務の履行に際してされた当該事企業經營者の不法行為（当該事

企業經營者、その代表者又はその使用する者の故意又は重大な過失によるもの

を除く。）により消費者に生じた損害を賠償する責任の一部を免除する消費者

契約の条項であって、当該条項において事企業經營者、その代表者又はその使

用する者の重大な過失を除く過失による行為にのみ適用されることを明らかに

していないものは、無効とする。  
7 8
 第八条の二  事企業經營者の債務不履行により生じた消費者の解除権を放

棄させ、又は当該事企業經營者にその解除権の有無を決定する権限を付与する

消費者契約の条項は、無効とする。  
7 9
 第八条の三  事企業經營者に対し、消費者が後見開始、保佐開始又は補助

開始の審判を受けたことのみを理由とする解除権を付与する消費者契約（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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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8 0
規定，均列舉無效條款之例示。同法第 10 條

8 1
規定除例示規定以

外，更明文概括規定，以規範單方面有害消費者利益之條款，無效。

日本消費者契約法第 1 0 條規定：「基於消費者的不作為，而視為消費

者要約或承諾意思表示之條款，或相較於與公共秩序無關的法律規定

之適用結果，該條款違反民法第 1 條第 2 款規定的基本原則，限制消

費者權利或加重消費者義務，單方面損害消費者利益者，無效。」  

    但預付條款並非日本消費者契約法明定之無效條款。預付條款

是否屬於日本消費者契約法第 10 條之概括規定所適用的情形，東京

地方法院一則判決作為法官法明確表明其見解 8 2，依其見解，預付條

款本身並不違反消費者契約法第 1 0 條規定，但在預付型交易，企業

經營者限制消費者解約後價金返還請求權的行使者，依消費者契約法

第 10 條規定，該條款無效。換句話說，預付條款本身有效，但企業

經營者未履行其給付義務，且契約經解除或終止者，企業經營者應返

還已預付的金錢。可見日本消費者契約法並不介入當事人間預付型交

 
者が事企業經營者に対し物品、権利、役務その他の消費者契約の目的となるも

のを提供することとされているものを除く。）の条項は、無効とする。  
8 0
 次の各号に掲げる消費者契約の条項は、当該各号に定める部分について、

無効とする。  

一  当該消費者契約の解除に伴う損害賠償の額を予定し、又は違約金を定める

条項であって、これらを合算した額が、当該条項において設定された解除の事

由、時期等の区分に応じ、当該消費者契約と同種の消費者契約の解除に伴い当

該事企業經營者に生ずべき平均的な損害の額を超えるもの  当該超える部分  

二  当該消費者契約に基づき支払うべき金銭の全部又は一部を消費者が支払期

日（支払回数が二以上である場合には、それぞれの支払期日。以下この号にお

いて同じ。）までに支払わない場合における損害賠償の額を予定し、又は違約

金を定める条項であって、これらを合算した額が、支払期日の翌日からその支

払をする日までの期間について、その日数に応じ、当該支払期日に支払うべき

額から当該支払期日に支払うべき額のうち既に支払われた額を控除した額に年

十四・六パーセントの割合を乗じて計算した額を超えるもの  当該超える部分  

２  事企業經營者は、消費者に対し、消費者契約の解除に伴う損害賠償の額を

予定し、又は違約金を定める条項に基づき損害賠償又は違約金の支払を請求す

る場合において、当該消費者から説明を求められたときは、損害賠償の額の予

定又は違約金の算定の根拠（第十二条の四において「算定根拠」という。）の

概要を説明するよう努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8 1
 第十条  消費者の不作為をもって当該消費者が新たな消費者契約の申込み

又はその承諾の意思表示をしたものとみなす条項その他の法令中の公の秩序に

関しない規定の適用による場合に比して消費者の権利を制限し又は消費者の義

務を加重する消費者契約の条項であって、民法第一条第二項に規定する基本原

則に反して消費者の利益を一方的に害するものは、無効とする。  
8 2
  東京地裁平一五（ウ）一〇九〇八号、平 1 5．1 1．1 0 民二十四部判決、判

例時報第 18 4 5 号、頁七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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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合意，其僅在企業經營者未履行或不履行之情形，要求不得有有

害於消費者權利之約定。該判決事實與判決理由如下：  

    原告為入學專門針對大學醫學院的升學補習班之學生，被告為

上述針對大學醫學院的升學補習班。基於原告解除雙方間已成立之冬

季課程契約與期中模擬考契約。原告訴請被告（即升學補習班）返還

未開始履行之冬季課程的學費，以及尚未開始履行之部分的期中模擬

考費用。本件判決主要爭點在於，消費者（即原告）依契約事先拋棄

其委任契約隨時終止權之約定，是否違反日本消費者契約法第 10 條

規定；若消費者有權終止雙方委任契約，企業經營者是否負有返還已

給付金錢之義務。法院在這則判決認為，消費者契約有限制委任契約

隨時終止權之約定者，違反消費者契約法第 10 條規定，無效；契約

經終止者，無論企業經營者是否已履行，以及無論企業經營者未履行

所支出之費用，一概不予返還消費者已支付金錢之約定，亦無效。  

2 .  資金結算法  

( 1 )  引言 

    日本以資金結算法（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規範預付型支付

方法（前払式支払手段）。本法由日本金融廳（似我國金融管理監督

委員會）為主管機關。  

     預付型支付方法，乃指在業者向消費者收取交易對價，同時發

行予預付交易消費者兌換商品、服務或記載金額之票券、電子機器或

電磁紀錄，消費者得提示業者該記載權利之證明，獲得已預付之對待

給付，且兌換的期限超過發行時起六個月（日本資金結算法第 3 條第

1 項）。規範意旨乃排除一部份贈品兌換券與短期交付兌換券於資金

結算法之適用範圍之外（日本資金結算法第 4 條第 2 項）。  

預付型支付方式分為自家型預付型支付方式（自家型前払式支払

手段，以下簡稱自家型預付）與第三方預付型支付方式（第三者型前

払式支払手段，以下稱第三者型預付）兩種。  

    自家型預付，即消費者僅得向其預付之業者，請求對待給付之

情形（日本資金結算法第 3 條第 4 項）。自家型預付具體案例，即遊

戲公司發行的遊戲點數、餐飲店（如星巴克）發行之卡片，與線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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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商店內的點數儲值等，均是在自家平臺內使用，不能直接與外部平

臺進行交換或交易。反之，第三者型預付為非自家型預付之情形（日

本資金結算法第 3 條第 4 項），亦即消費者得向第三人請求其預付之

對待給付。第三者型預付是類似交通卡儲值（如悠遊卡）、百貨公司

所發行的禮券，因為不只可以在該公司旗下的商店使用，同時也能到

與公司簽約的商店內進行使用，所以屬於第三者先行付款方式。  

     兩者除了在使用範圍有所不同外，在監管方式上也有許多不同，

依日本資金結算法第 5 條規定，自家型預付方式原則上無須先登記立

案始得發行，但在基準日（根據目前函令規定為每年 3 月 31 日及 9

月 30 日） 8 3時，使用者未使用的金額總額超過日幣 1 ,0 0 0 萬者 8 4，

亦即預付業者未履行之對待給付債務總額超過 100 0 萬日幣者，則應

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並且為了防止發行者不履行對價義務，要求發

行者將未使用的儲值金額的二分之一提存至法院或指定機構 8 5。第三

者型預付方式的發行，則是無論金額，皆須於發行前即向日本財務局

提出申請，並繳交詳細的設立計畫後，取得同意方可發行運作（日本

資金結算法第 7 條、同法第 11 條）。  

     並非一切預付交易均受日本資金結算法的規制。日本資金結算

法第 4 條規定明文除外適用之要件：首先為行政命令所規定，車票、

入場券等相類似者。依據資金結算法法律施行命令（資金決済に関す

る法律施行令）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以使用特定場所或設施之時為

限，所發行之餐券或相類似者，亦為本條所定之除外適用者。其次，

依據資金結算法同條第 2 項，以及法律施行命令第 4 條第 2 項規定，

自發行時起，六個月以內使用完畢之預付交易，不適用資金結算法之

規定。換言之，業者於消費者預付時起，六個月以內提出對待給付之

情形。最後，依法律規定直接設立之法人團體、依據特別法設立之公

法人、地方公共團體設立之法人、本國或外國政府全額出資者，不適

 
8 3

 前 払 式 支 払 手 段 発 行 業 の 概 要 ， h t t p s : / / w w w . s -

k e s s a i . j p / b u s i n e s s e s / p r e p a i d _ m e a n s _ o v e r v i e w . h t m l  ，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2 0 2 3 / 8 / 3。  
8 4
 日本資金結算法施行令第 6 條。  

8 5
 日本資金結算法第 1 4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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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資金結算法之規定。抑或是僅發行於企業本身內部，給予內部員工

之自家型預付方法，又或者分期付款買賣法所適用之預付交易，以及

商行為之情形，以上三者均不適用資金結算法。  

( 2 )  自家型預付交易之擔保義務與法定擔保方法  

    當企業經營者於每年基準日，亦即 3 月 31 日以及 9 月 30 日當

日，其已預收卻未為對待給付之債務總額超過日幣 1, 00 0 萬元者，

則企業經營者應提存基準日時，應給付之對待給付餘額（基準日未使

用残高）二分之一之數額，以此應提存額（要供託額） 8 6作為發行保

證金。並於事後向財務局申報之。所謂基準日時應給付卻未給付之對

待給付之餘額，依同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為每年基準日時，尚未清

償預付交易消費者之金錢債務（對應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之情

形），或者基準日時，應給付之商品或勞務之總價額（對應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情形）。此項商品與勞務價額之機算基準，依主管

機關定之。例如，消費者就商品或服務預付於業者。每年 3 月 31 日

與 9 月 30 日，業者應結算其尚未給付消費者之商品或勞務之價值總

額，是否已超過 10 00 萬日幣。若該年 3 月 31 日時，業者總計共

120 0 萬日幣之對待給付債務，則該業者應提存 60 0 萬日幣之發行保

證金。當年度 9 月 3 0 日將再度結算其應供擔保額。若 9 月 3 0 日時，

該業者尚未給付消費者之商品或勞務之價值總額僅 5 0 0 萬日幣，亦即

低於法定數額 1 00 0 萬日幣，則業者依同法第 1 8 條第 1 款規定，得

取回已提存之發行保證金全額。若應供擔保額為 55 0 萬日幣，則業者

得依同條第 2 款規定，取回超出應供擔保額之 50 萬日幣部分。  

    經提存之發行保證金，依日本資金結算法第 3 1 條第 1 項規定，

為預付行為之消費者，就其已預付之對待給付債權範圍內，有權就業

者之發行保證金金優先於其他債權人受償。  

    關於消費者之對待給付債權的保全，日本資金結算法明定三種

保全方法：其一，上述提存（供託）；其二，與金融機構簽訂發行保

證金保全契約；其三，與信託公司簽訂發行保證金信託契約。以上三

 
8 6
 堀天子，実務解説資金決済法（第 5 版）， 2 0 2 2 年 3 月 5 日，商事法務株式

會社，頁 2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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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擔保方法，在供擔保之金額符合法定應擔保額的前提下，日本資金

結算法並未禁止業者同時採用複數擔保方法 8 7。例如，個案中業者應

供擔保額為 60 0 萬日幣，業者得提存 200 萬日幣之現金，同時與金

融機構成立擔保總額 4 00 萬日幣之發行保證金保全契約。依據日本資

金結算法第 15 條規定，於發行保證金保全契約所擔保之數額範圍內，

業者免除提存相應之應擔保額的義務。如上例，業者既然簽訂 4 00 萬

日幣之發行保證金保全契約，則其就該 4 00 萬日幣數額範圍內，免提

存義務。  

    上述每年兩次之基準日，亦應與發行日時起，六個月內為對待

給付者除外適用本法之情形，兩者作合併觀察：預付交易業者如僅發

行六個月以內為對待給付之商品或勞務，不適用本法。若業者發行之

商品或勞務，自消費者為預付後，超出六個月後方為全部之對待給付

者，則每年兩次基準日應查核其未為對待給付之債務總額，以之確定

應供擔保額。業者進行每半年合計對待給付債務總額小於 1 00 0 萬日

幣之小額或小規模預付交易，亦免供擔保義務。換言之，正常而言預

付之給付價值在市場上多半之於對待給付之價值，呈一定範圍內之比

例關係。僅少數極端情形，兩者價值呈誇張之比例關係。故一旦業者

之對待給付為小額，則常理而言，業者收取每筆預付交易之金額亦多

為小額。或者，業者其預付交易總數非為多數，故每半年查核其對待

給付之債務時，其交易數量乘以每項對待給付之價值，未逾越 100 0

萬日幣者，則意味者該業者的商業規模為小規模。如此小規模之業者

亦免供擔保之義務。這項立法例意味者，立法者雖不禁止業者於預付

後超過六個月方為全部對待給付，但超過六個月者，將承擔供擔保之

義務與更高的法遵成本。因為依同法第 11 2 條與 11 5 條規定，違反

供擔保義務之行為人，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 50 萬日幣罰金或併

科之。除處罰自然人之行為人以外，該企業之法人亦處 1 億日幣以下

之罰金。顯然，這項立法例透露出，立法者有意優待六個月以內為對

待給付，以及小額與小規模之業者。一言以蔽之，小額、小規模、短

 
8 7  堀天子，実務解説資金決済法（第 5 版）， 2 0 2 2 年 3 月 5 日，商事法務株式

會社，頁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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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之預付交易的管制，則回歸上述消費者契約法及其法官法。除此

以外，業者不負有供擔保之義務。  

    應特別說明者，乃日本資金結算法上述立法例，應已考量業者

未必能取得與金融機構間之擔保契約，故仍以提存作為擔保方法之最

終手段。實務上，固然多建議業者以金融機構之發行保證金保全契約

為優先，蓋這項契約之簽訂令業者免於提存之義務，得以活化其現金

流 8 8。然一旦業者無法取得金融機構之擔保，國家亦提供提存作為最

終之擔保手段，衡平預付交易消費者之風險，以及業者於市場上尋得

第三人為擔保之困難。  

     以下分述各擔保方法具體流程，以及當事人間法律關係：  

a.  提存  

    提存，即透過向提存所提存應提存額以上的金錢或有價證券。

提存原則上以金錢為原則。但日本於 2 010 年 3 月 1 日修正資金結算

法第 14 條第 3 項規定，允許以內閣府令認定之債券作為提存的項目。

預付型支付方式有關內閣府令第 2 8 條規定，進一步補充所謂內閣府

令認定之債券為國債（国債証券）、地方債（地方債証券）、政府保證

債券（政府保証債券）與其他金融廳指定之公司債及其他債券（金融

庁長官の指定する社債券その他の債券）。  

    雖然開放以債券的方式取代應提存額中的現金部分，但因債券

相比現金依舊存有潛在違約風險，故而預付型支付方式有關內閣府令

第 29 條規定，對使用債券抵充現金的部分有一定之限制。具體換算

方式為下表：  

表：以債券作為發行保證金評定換算表 8 9 

債券種類  評定額度  

國債  如票面金額  

地方債  票面金額 1 00 元以 90 元計算之  

政府保證債券  票面金額 1 00 元以 90 元計算之  

指定公司債  票面金額 1 00 元以 80 元計算之  

 

 
8 8  堀天子，実務解説資金決済法（第 5 版）， 2 0 2 2 年 3 月 5 日，商事法務株式

會社，頁 2 3 5 - 2 3 6。  
8 9
 同前註 8 6，頁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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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法所定之提存，具體應如何為之，比較法上仍有兩點值得

說明：一方面，關於提存之受理，日本不同於我國，均由各地法務局

辦理提存業務（法務局以及地方法務局組織規則第 4 條）。另一方面，

應供擔保金額，在依據基準日時對待給付債務餘額決定後，依預付型

支付方法內閣府命令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前払式支払手段に関する

内閣府令），業者應於兩個月內辦理提存。  

b.  發行保證金保全契約  

     與金融機構簽訂發行保證金保全契約，乃企業經營者與金融機

構簽訂發行保證金保全契約。基於這項保證金保全契約，金融機構於

雙方約定之金額內（日語：保全金額），擔保預付交易業者應供擔保

義務所生之債務 9 0。於金融機構所擔保金額範圍內，業者免提存之義

務（資金結算法第 1 5 條）。  

反之，預付交易業者應支付金融機構一定保證費用（日語：保

証料），獲取其為預付交易業者所為之擔保。這項保證費用的數額，

由雙方約定之，且其數額往往取決於預付交易業者的信用 9 1。按照日

本文獻 9 2的說明，保證金保全契約既有活化資產的效用，如此即意味

者，保證費用可能於個案中，低於預付交易業者的應供擔保額。例如，

預付交易業者之應供擔保額為 60 0 萬日幣，但金融機構同意為其擔保

全部之應供擔保額，且僅收取 100 萬日幣之保證費用。  

使用保證金保全契約雖然允許銀行與企業經營者間「得」簽訂

低於應信託金額的保證金即可符合保障措施，但企業經營者與銀行簽

訂保證金保全契約時，其經營能力、資金流動狀況及事業健康度等，

都會先行受到銀行檢視及徵信，如果企業經營者經營風險經銀行判定

偏高時，可能會收取較高的保證金金額。且保證金保全契約內約定銀

行提供保證之金額並非僅限於企業經營者所提供的保證金範圍之內，

所以還是可以充分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9 0  堀天子，実務解説資金決済法（第 5 版）， 2 0 2 2 年 3 月 5 日，商事法務株式

會社，頁 2 3 5。  
9 1  堀天子，実務解説資金決済法（第 5 版）， 2 0 2 2 年 3 月 5 日，商事法務株式

會社，頁 2 3 6。  
9 2  堀天子，実務解説資金決済法（第 5 版）， 2 0 2 2 年 3 月 5 日，商事法務株式

會社，頁 2 3 5 - 2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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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保證金保全契約之內容，會由財務局進行審核，如契約

之約定內容（如保證金數額、銀行願意於金額）有疑義或風險時，財

務局得拒絕企業經營者使用此種方式作為預付資產保全措施。   

當企業經營者發生無法清償或破產時，金融機構在接獲政府財務

局提存命令時，應將保全契約內所約定的保全金額提存至提存所供消

費者受償。同時該契約於締結後，應將契約內容依據規定表格填寫後

送交財務局。具體運作圖如下：  

 

圖：與金融機構簽訂發行保證金契約運作模式圖 9 3 

 
9 3
 同前註 8 6，頁 2 3 7。  

企業經營者（發行者）  金融機構  

事前  

事件發生時  

訂定發行保證金保全契約  

支付保證金  

企業經營者（發行者）  金融機構  

財務局  

提存所  

提存命令  

將保證金額

提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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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向財務局申報用表格 9 4  

c.  發行信託保全契約  

    最後是信託方式，企業經營者與信託公司簽訂發行保證金信託

契約，將指定現金、銀行存款（預貯金）或債券設定信託於信託公司，

信託公司當受領財務局提存命令時，會將信託財產變價後提存至提存

所。具體運作如下圖：  

 
9 4
 預付型支付方式有關內閣府令附件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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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發行保證金信託契約運作模式  

     預付交易業者與信託業者間信託法律關係，依日本資金結算法

第 16 條第 1 項，以及資金結算內閣府命令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以

預付交易業者為委託人與受益人，信託業者為受託人。但非有預付交

易業者受免除或解消其供擔保義務之時，該發行保證金信託契約不得

解除之（資金結算內閣府命令第 35 條第 8 項規定）。且雙方信託契

約應明定，受託人於受領提存命令時，應即將信託財產變價為提存

（資金結算法第 1 6 條第 2 項）。  

 

( 3 )  小結 

    綜上所述，日本資金結算法關於預付型交易的特色有三點。首

先，該法並不從買賣法律關係或預約的法律關係介入，而是從發行收

受資金的金融法角度切入監管。  

    再者，以使用與影響範圍為正向聯動，亦即使用範圍越大者，

一旦發生無法兌現或無法清償時，將產生更多爭議問題，故而依使用

範圍大小區分不同規範與監管密度。  

企業經營者（發行者）  信託公司  

事前  

事件發生時  

訂定發行保證金信託契約  

信託財產提出  

企業經營者（發行者）  信託公司  

財務局  

提存所  

提存命令  

變價後將金

額提存  

信託財產  

設定信託  

信託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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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考量到小型企業經營者為了應付短期資金需求，需向消

費者先行收受金錢。因此，對於收受金錢小於特定金額或給付期間比

較短的行為，規定了赦免規範，以在消費者預付費用與企業經營者需

要資金周轉的需求間謀求衡平。同時，當企業經營者符合需要提供發

行保證金的時候，進一步提出三種方式，讓企業經營者根據自身資產

種類、流動性能力和業務需求，選擇適合的保證及信託措施。  

3 .  分期付款販賣法  

    日本法上關於分期付款設有分期付款販賣法（割賦販売法）。該

法律制定於西元 19 61 年，其最初目的即在處理分期付款相關爭議。

隨著經濟發展和交易類型的增加，於 196 8 年，分期付款販賣法擴大

預付型分期付款的範圍。於 197 2 年，分期付款販賣法新增消費者保

護機制與強化預收款項的保全機制，擴大其適用範圍及於消費信用貸

款和特定預付型交易，更陸續將信用交易等交易方式納入分期付款販

賣法。尤其在 2 01 8 年，分期付款買賣法修法，以專章方式規範信用

卡 9 5。目前分期付款販賣法之適用對象已不限於分期付款本身，而亦

適用於各種特殊交易和信用交易。針對預付型交易，日本分期付款販

賣法規範兩種預付型交易之商業模式，分別為預付式分期販賣以及預

付式特定交易。  

( 1 )  預付式分期販賣與預付式特定交易  

首先，預付式分期販賣與預付式特定交易兩者均不適用於商行為

（日本分期付款販賣法第 8 條、同法第 35 條之 3 之 61）。  

預付式分期販賣，乃指購入特定商品為目的，消費者與預付業者

者簽訂契約，在一定期間內，每月給付一定金額（一般情形為每月 1

萬日幣，需繳納 20～ 30 回），在給付金額達到約定金額後，消費者

方請求業者交付商品。依目前日本經濟產業省 20 23 年 3 月的統計，

沒有企業經營者申請相關許可 9 6。  

 
9 5
 割賦販売法（後払信用）の概要，

h t t p s : / / w w w . m e t i . g o . j p / p o l i c y / e c o n o m y / c o n s u m e r / c r e d i t / 2 3 0 1 a t

o b a r a i g a i y o u s i r y o u . p d f，最後瀏覽日期： 2 0 2 3 / 0 8 / 1 9。  
9 6
 割賦販売法（前払式取引）の概要，

h t t p s : / / w w w . m e t i . g o . j p / p o l i c y / e c o n o m y / c o n s u m e r / c r e d i t / 2 3 0 6 m a

e b a r a i s h i k i t o r i h i k i n o g a i y o u . p d f，最後瀏覽日期： 2 0 2 3 / 0 8 /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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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預付式特定交易依交易標的，首先以預付分期金為要件，且這項

分期付款為期 2 個月且共分 3 期以上之情形（日本分期付款販賣法第

2 條第 6 項）。預付式特定交易分為提供商品販賣的類型，如之友會

（友の会）與提供服務的類型，如婚喪禮互助會（冠婚葬祭互助会）。  

所謂商品販賣之類型，依同法第 2 條第 6 項規定，為商品販賣行

紀人與消費者之法律關係。依據日本經濟產業省公布之「割賦販売法

（前払式取引）の概要」中的說明如下 9 7：所謂商品販賣類型的方式，

日本實務典型以之友會為例。之友會的商業模式中，作為會員的消費

者會，首先與之友會訂定預付型特定交易契約，並分期給付價金，約

定期間屆至時，之友會交付價值較預付金額總額更高額的商品禮券於

消費者，典型情形如百貨公司禮券。通常的例子為，消費者給付每期

1 萬元日幣的分期金，每月為一期，預付 1 2 期後，之友會交付消費

者價值 13 期分期金的百貨禮券於消費者。消費者持該商品禮券向指

定企業經營者消費後，之友會依其與指定業者間契約，於其約定結算

日屆至時，一次交付所收受的消費者預付費用於指定企業經營者。  

針對提供服務之類型，依同法第 2 條第 6 項規定，屬於法令指定

之勞務提供者或其行紀人，與勞務受領人（消費者）之法律關係。日

本經濟產業省公布之「割賦販売法（前払式取引）の概要」中的說明

如下 9 8：依據日本分期付款販賣法施行命令之附表 2，提供服務類型

的預付式特定交易以提供婚禮、喪禮相關設施、場地、附屬物品等服

務為限。此類婚喪互助會，通常以一個月為一期，每期金額約為日幣

1-5 千元，共分期繳納 60 -1 20 期。消費者清償全部分期金後，未來

使用該業者或約定之第三人的婚禮、喪禮服務將依約定有價格上優惠。  

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公布之「割賦販売法（前払式取引）の概要」

統計， 20 23 年 3 月截止，商品販賣類型登記事業數為 8 7 家，目前申

 
9 7  割賦販売法（前払式取引）の概要，

h t t p s : / / w w w . m e t i . g o . j p / p o l i c y / e c o n o m y / c o n s u m e r / c r e d i t / 2 3 0 6 m a

e b a r a i s h i k i t o r i h i k i n o g a i y o u . p d f，最後瀏覽日期： 2 0 2 3 / 0 8 / 1 9。  
9 8  割賦販売法（前払式取引）の概要，

h t t p s : / / w w w . m e t i . g o . j p / p o l i c y / e c o n o m y / c o n s u m e r / c r e d i t / 2 3 0 6 m a

e b a r a i s h i k i t o r i h i k i n o g a i y o u . p d f，最後瀏覽日期： 2 0 2 3 / 0 8 /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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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預付金共計收受日幣 5, 159 億元。提供服務的類型，登記事業數

為 23 8 家，申報預付金共計收受日幣 2 兆 4 421 億日幣 9 9。  

（2）預付式特定交易業者之監管與供擔保義務  

對於預付式分期販賣與預付式特定交易的監管與業者之供擔保義

務，日本法透過日本分期付款販賣法第 35 條之 13 之 6 2 之準用規定

將兩者作相同處理。關於這樣監管與業者之供擔保義務的說明，以下

重點為預付式特定交易的商業模式此一事實，蓋預付式分期販賣實務

上已無業者達適用前提之法定最低銷售額。  

a.  營業許可制  

依日本日本法透過日本分期付款販賣法第 35 條之 1 3 之 61 規定，

預付式特定交易的經營為許可制。除年銷售額日幣 1, 00 0 萬元以下

的業者外（日本分期付款販賣法施行令第 4 條），這項商業模式的營

業，限於獲得許可者，業者始得經營相關業務。  

關於主管機關對於業者的許可，日本分期付款販賣法第 35 條之

13 之 6 2 規定，準用同法第 1 5 條。依同法第 1 5 條以及同法施行命令

第 5 條第 1 項，主管機關之核准首先取決於業者是否已達法定資本

額。依據營業處所數量和代辦商營業處所數量多寡，設定出不同最低

資本額的要求：如果營業處所總計超過 50 家以上，其最低資本額需

超過日幣 1 億元，而營業處所合計在 10 到 50 家之間的，最低資本

額需要超過日幣 5 , 000 萬，最後是營業據點與加盟店低於 10 家者，

亦須資本額 2,0 00 萬以上作為標準 1 0 0。  

按經濟產業大臣基於分期付款買賣法之處分與審查基準（割賦販

売法に基づく経済産業大臣の処分に係る審査基準等について），針

對資本額的審查，尚要求業者淨資產比率須大於 90％。並且參考收

 
9 9  割賦販売法（前払式取引）の概要，

h t t p s : / / w w w . m e t i . g o . j p / p o l i c y / e c o n o m y / c o n s u m e r / c r e d i t / 2 3 0 6 m a

e b a r a i s h i k i t o r i h i k i n o g a i y o u . p d f，最後瀏覽日期： 2 0 2 3 / 0 8 / 1 9。  
1 0 0

 割賦販売法施行令第 5 條第 1 項「法第十五条第一項第二号（法第三十五条

の三の六十二において準用する場合を含む。）に規定する金額は、五十以上の

営業所又は代理店を有する法人にあつては一億円、十以上五十未満の営業所又

は代理店を有する法人にあつては五千万円、その他の法人にあつては二千万円

と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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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情形、現金流動比率、負債狀況，並要求申請者提出販賣計畫、收

支計畫和資金計畫，判斷該業者是否具備健全營業所需之基礎 1 0 1 。

此外，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公布之「割賦販売法（前払式取引）の概

要」 1 0 2以及同法施行規則 1 23 條亦規定，業者檢送其未來將使用之

定型化契約條款於經濟產業省，使主管機關對其進行審查。  

b.  營業保證金與預付款業務保證金  

通過經濟產業省審查後，即要求企業經營者提供營業保證金提存

（営業保証金の供託），依分期付款買賣法第 16 條及第 1 7 條規定，

主要營業所應提存日幣 1 0 萬元，其他營業處所或代辦商之營業處所，

則應就每個營業所提存日幣 5 萬元 1 0 3。  

除了營業保證金外，依分期付款販賣法第 35 條之 3 之 62 準用

第同法第 1 8 條之 3，業者每年分別於 3 月 3 1 日與 9 月 3 0 日兩次基

準日，應結算其收受之預收款（日語：前受金），並計算基準日當日

為止預收款總額的二分之一減去已提存之營業保證金的差額。業者應

於基準日翌日起 5 0 日內，提存其差額。公式如下：  

基準日當日為止預收款總額 * 0 , 5 -已提存之營業保證金 =預付款保證金數額  

同法第 18 條之 3 規定，業者與信託公司、銀行等機構簽訂提存

委任契約（供託委託契約），就其所擔保金額範圍內，免提存上述差

額 1 0 4。  

 
1 0 1

 割賦販売法に基づく経済産業大臣の処分に係る審査基準等について，別紙

1，割賦販売法第 1 5 条第 1 項第 4 号に定める前払式割賦販売に係る業務を健

全に遂行するに足りる財産的基礎の審査基準。 (關於經濟產業大臣根據《分期

付款銷售法》作出處理的審查標準，申請人必須有足夠的財力，按照附件 1 第

1 5 條的規定，妥善開展與預付款分期付款銷售相關的業務，《分期付款銷售法》

第一項第四項基本審查標準 )  
1 0 2  割賦販売法（前払式取引）の概要，

h t t p s : / / w w w . m e t i . g o . j p / p o l i c y / e c o n o m y / c o n s u m e r / c r e d i t / 2 3 0 6 m a

e b a r a i s h i k i t o r i h i k i n o g a i y o u . p d f，最後瀏覽日期： 2 0 2 3 / 0 8 / 1 9。  
1 0 3

 割賦販売法第 1 6 條「許可割賦販売企業經營者は、営業保証金を主たる営

業所のもよりの供託所に供託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割賦販売法第 1 7 條「条第一項の営業保証金の額は、主たる営業所につき十万

円、その他の営業所又は代理店につき営業所又は代理店ごとに五万円の割合に

よる金額の合計額とする。」  
1 0 4

 割賦販売法第 1 8 條之 3 第 1 項「許可割賦販売企業經營者は、毎年三月三

十一日及び九月三十日（以下これらの日を「基準日」という。）において前払

式割賦販売の契約を締結している者から基準日までにその契約に係る商品の代

金の全部又は一部として受領した前受金の合計額の二分の一に相当する額が当



55 

c.  其他行政監督措施  

    在行政管制方面，行政機關得依財產狀況與業務營運上有疑義

之處，依同法第 35 條之 3 之 62 準用同法第 20 條之 2，得提出業務

改善命令，具體項目如下表 1 0 5：  

財產狀況  ⚫  經常收支比率未達 1 00％。  

⚫  流動比率低於 80％。  

⚫  淨資產低於 100％。  

⚫  預收款項與負債合計總額明顯大於財產的情形。  

⚫  遞延費用過大，或其他會計處理上有不健全的情形。  

業務營運  ⚫  預付款保證措施額度低於規定額度。  

⚫  業者對員工指導監督不確實。  

⚫  業者對受任人或代辦商之監督不確實。  

⚫  業者不實告知、未告知重大事項和不當表示等情形。  

⚫  業者未告知消費者不利益之事實，促使其消滅原有契

約，而簽訂新契約。  

⚫  業者以脅迫方式締結或解除契約。  

⚫  業者拒絕或不當推遲契約之解除。  

⚫  業者對於消費者的資訊或申訴，未快速有妥適必要的

處理措施。  

⚫  業者不履行契約記載義務或有不履行之虞。  

⚫  契約條款記載內容不符主管機關定型化契約審查基

準。  

    行政管制除業務改善命令以外，業者淨資產低於 9 0％以下者，

行政機關得直接以行政處分禁止其締結契約（依同法第 35 條之 3 之

62 準用同法第 2 0 條）。更進一步發生以下情形者，即有必要撤銷許

可：  

應 撤 銷 營 業 許 可

之情形  

⚫  業者資本額或出資額未達一定額度。  

⚫  業者受到禁止締結契約行政處分，該行政處分

超過 6 個月未受撤銷。  

⚫  業者違反禁止締結契約命令。  

⚫  業者使用不當方式獲得營業許可。  

⚫  業者受到分期付款販賣法規定之罰金刑處罰。  

 
該基準日における第十七条第一項に規定する営業保証金の額をこえるときは、

次項の前受金保全措置を講じ、次条第一項の規定によりその旨を経済産業大臣

に届け出た後でなければ、基準日の翌日から起算して五十日を経過した日以後

においては、新たに前払式割賦販売の契約を締結してはならない。」  
1 0 5  割賦販売法（前払式取引）の概要，

h t t p s : / / w w w . m e t i . g o . j p / p o l i c y / e c o n o m y / c o n s u m e r / c r e d i t / 2 3 0 6 m a e b a r
a i s h i k i t o r i h i k i n o g a i y o u . p d f，最後瀏覽日期： 2 0 2 3 / 0 8 /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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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者之董事有宣告破產而未復權者，或有受自

由刑以上之宣告者。  

得 撤 銷 其 營 業 許

可 

⚫  業者未提存營業保證金即為營業者。  

⚫  業者未履行預付款保證措施，即與消費者締結

契約。  

⚫  業者違反改善命令之行政處分。  

⚫  業者繳納營業保證金、預付款保證金額不足。  

 

( 2 )  業者以保證金向消費者為清償  

     依分期付款買賣法第 2 1 條第 1 項規定，預付式特定交易之契

約相對人（即消費者），有權以營業保證金以及預付款業務保證金，

清償其債權。  

     依據經濟產業省公告之「割賦販売法（前払式取引）の概要」，

簡述保證金清償流程如下 1 0 6：  

企業經營者應先行公示償還公告（還付公示）。此時應開放 6 0 日

以上期間讓消費者申報債權，申報債權截止後，進行調查，確認申報

是否均符合申報資格，申報內容是否有誤，確認內容無誤後，應先製

作暫時分配表並公告通知消費者。而後應召開公聽會，邀請消費者針

對分配發表意見或建議。依意見作成分配表並公示，經過 80 日以上，

無異議或申訴者，即依分配表進行分配。整個流程自公告償還開始至

分配結束，所需要的時間約 10 個月至 1 年。  

( 3 )  小結 

首先，分期付款買賣法針對營業金額低於 1, 000 萬日幣的企業

經營者進行豁免，防止對中小型企業經營者造成過重的負擔。再者，

分期付款買賣採取許可制，配合行政檢查與改善命令，可於事前掌握

企業經營者經營狀況和潛在風險，在風險擴大前可以令其改善或停止

業務，防止出現大到不能倒或是倒閉後牽連過廣的問題。最後，根據

企業經營者規模，制訂不同資本額規範，可以防止企業經營者用小型

低資本公司獲取資金後，旋即以破產方式逃避責任。  

 
1 0 6  割賦販売法（前払式取引）の概要，

h t t p s : / / w w w . m e t i . g o . j p / p o l i c y / e c o n o m y / c o n s u m e r / c r e d i t / 2 3 0 6 m a e b a r
a i s h i k i t o r i h i k i n o g a i y o u . p d f，最後瀏覽日期： 2 0 2 3 / 0 8 /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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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數據
1 0 7

可以得知，分期付款買賣法原所欲推動的預付式分

期販賣，現今實務上已無大型企業經營者運作（因為小型企業經營者

無須申報，故未出現於政府統計資料中）。但與之相對的新興特定商

品或服務型交易，卻有非常多企業經營者使用預付式特定交易，尤其

是服務型，更因此吸納超過 2 兆日幣以上的資金。此種特定商品或服

務之所以受到青睞，主要是對消費者而言，透過每月少量繳交費用，

將大型支出所需要的金錢提前分散，降低遇到大額支出時的壓力。對

於企業經營者來說，可以提前確保資金未來得於其服務範圍內消費，

所以樂於提供些許優惠，以換取消費者持續購買。  

同時因為預付型交易吸納的資金龐大，事業眾多，其所產生的保

證的需求也足以供應相關產業保證、信託與金融機構的信託業務。健

全的金融業在信託保證業務的環境裡，得以進一步產生正向循環。  

4 .  旁論：宅地建物交易業者的保證金制度  

日本基地與建物交易業法第 3 6 條規定（宅地建物取引業法），明

文禁止房屋之預售 1 0 8 。故預售屋之商業模式，在日本屬違法。縱然

如此，日本基地與建物交易業法，仍明文課與宅地建物交易業者提存

保證金之義務。因應我國預售屋問題，以下簡述日本該保證金制度，

以供參考比較：  

（1）營業保證金  

    依基地與建物交易業法（宅地建物取引業法）第 25 條 1 0 9及基地

 
1 0 7

 割賦販売法（前払式取引）の概要，

h t t p s : / / w w w . m e t i . g o . j p / p o l i c y / e c o n o m y / c o n s u m e r / c r e d i t / 2 3 0 6 m a

e b a r a i s h i k i t o r i h i k i n o g a i y o u . p d f，最後瀏覽日期： 2 0 2 3 年 8 月 2 7

日。  
1 0 8

 宅地建物取引業者は、宅地の造成又は建物の建築に関する工事の完了前に

おいては、当該工事に関し必要とされる都市計画法第二十九条第一項又は第二

項の許可、建築基準法第六条第一項の確認その他法令に基づく許可等の処分で

政令で定めるものがあつた後でなければ、当該工事に係る宅地又は建物につ

き、自ら当事者として、若しくは当事者を代理してその売買若しくは交換の契

約を締結し、又はその売買若しくは交換の媒介をしてはならない。  
1 0 9

 宅地建物取引業法第 2 5 條第 1 項「宅地建物取引企業經營者は、営業保証

金を主たる事務所のもよりの供託所に供託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項の営業保証金の額は、主たる事務所及びその他の事務所ごとに、宅地建物取

引企業經營者の取引の実情及びその取引の相手方の利益の保護を考慮して、政

令で定める額と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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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建物交易業法施行令（宅地建物取引業法施行令）第 2 條之 4
1 1 0

規

定，宅地建物交易業者應提存營業保證金，其營業保證金數額之計算，

為主事務所日幣 1 , 000 萬元整。其他營業處所則依其數量，每一個

各提存日幣 50 0 萬元整的營業保證金。若業者有主事務所與其他兩處

其他營業處所，則應提供日幣 2,0 00 萬的營業保證金。  

（2）清償保證金與清償業務保證金分擔金  

 原則上，業者應依上述，提存營業保證金。惟觀基地與建物交易

業法第 64 條之 1 3、同法第 64 條之 9 規定可知，業者得透過加入同

業保證協會，繳納清償業務保證金分擔金，藉此免除提存保證金之義

務。上述分擔金的數額，依據本法施行命令第 7 條規定，主事務所收

取 6 0 萬日幣，其他營業處所每一個額外收取 3 0 萬日幣。業者繳納分

擔金後，同業保證協將提存該 60 萬分擔金作為清償保證金（同法第

64 條之 7 第 1 項）。亦即，清償保證金總額，乃該保證協會所有會員

所繳納之分擔金的總額。若業者之交易相對人請求損害賠償，同業保

證協會則以該清償保證金為賠償。但對於每個業者，賠償上限額為營

業保證金之範圍，即 1 00 0 萬日幣。賠償後，保證協會將向造成損害

的業者，依同法第 6 4 條之 1 0，請求給付保證協會為其賠償所給付的

數額，此為日語之「還付充当金」。依同條第 2 項、第 3 項規定，業

者如二週內未支付該金額，將失去保證協會會員資格。  

 

 

 

 

 

 

 

 

 
1 1 0

 宅地建物取引業法施行令第 2 條之 4  「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項に規定する営

業保証金の額は、主たる事務所につき千万円、その他の事務所につき事務所ご

とに五百万円の割合による金額の合計額と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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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帶一提，目前根據日本法律檢索後，現行有要求企業經營者需

要設置營業保證金的有以下 9 個領域的企業經營者  

企業經營者名稱  法源  主管機關  

金融企業經營者  金融商品交易法  金融廳  

家畜企業經營者  家畜業法  農林水產省  

內海航運企業經營者  內海航運業法  國土交通省  

宅地建物交易業者  基 地 與 建 物 交 易 業

法 

國土交通省  

旅行企業經營者  旅遊業法  國土交通省  

分期付款相關業務經營

者 

分期付款法  經濟產業省  

集合式住宅販賣企業經

營者  

集 合 式 住 宅 販 賣 業

法 

國土交通省  

保險企業經營者  保險業法  金融廳  

信託企業經營者  信託業法  金融廳  

 強制要求設立清償業務保證金者，僅有旅行企業經營者 1 1 1和宅地

建物交易業者 1 1 2兩大類企業經營者。  

（ 3）日本基地與建物交易業法履約擔保相關裁判  

關於宅地建物交易業之保證金，日本實務上，日本最高法院曾有

下兩判決：  

①宅地建物交易業保證協會不得以規約限制清償範圍  

     此爭議於平成 10 年（1 99 8 年）涉及宅地建物交易業者營業保

證金與清償業務保證金間，其所擔保範圍有無異同，以及是否得以規

約限制之 1 1 3。本案判決理由如下：  

     清償業務保證金制度，為營業保證金之替代性制度。基此，清

償業務保證金得取代營業保證金的提存義務（宅地建物取引業法第

25 條）。宅地建物交易業者得透過繳納相對於營業保證金而言，顯然

更為低額的清償業務保證金受益費（宅地建物取引業法第 64 條之

 
1 1 1

 旅行業法第 4 9 條第 1 項「次の各号に掲げる者は、当該各号に定める日ま

でに、弁済業務保証金に充てるため、弁済業務規約で定める額の弁済業務保証

金分担金を旅行業協会に納付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1 1 2

 宅地建物取引業法第 6 4 條之 9「次の各号に掲げる者は、当該各号に掲げ

る日までに、弁済業務保証金に充てるため、主たる事務所及びその他の事務所

ごとに政令で定める額の弁済業務保証金分担金を当該宅地建物取引業保証協会

に納付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1 1 3

 最高裁判所第一小法廷，平成 9 (オ ) 2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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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而成為協會會員，並免除營業保證金之提存義務（宅地建物取

引業法第 64 條之 1 3）。同時，清償業務保證金得將企業聯合以形成

集體地擔保措施。這項擔保方法一方面保護交易對方免受房地產交易

所生意外的影響，同時也是減輕業者負擔的制度。此外，同法規定，

關於營業保證金以及清償業務保證金所及於各個以之為清償對象之債

權（對象債權），乃不論如何為「因其交易所生之債權」，法律亦未有

對於本條規定其內容與範圍之限制（宅地建物取引業法第 27 條第 1

項、同法第 64 條之 8 第 1 項）。因此，不論以清償業務保證金所為

之清償，抑或是營業保證金之清償，其所及於之對象債權，兩者之內

容均應同一。  

     因此，所謂「基於交易所生之債權」，乃房地產交易業務相關

之交易為原因，所發生之債權。其中自包括基於買賣契約債務不履行

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同時，關於買賣契約損害賠償額預定之違約

金的約定，其目的在於預防債務不履行發生之際，實際所生之損害額

主張與舉證上的困難，以及藉此預防紛爭。此項違約金之約定的效力

乃受同法所承認（宅地建物取引業法第 2 7 條第 1 項第 8 款、第 28

條）。本案中基於違約金之約定所生違約金債權與損害賠償債權，以

非有特殊情事為限，顯然均該當「因交易所生之債權」。綜上所述，

本案事實並無特殊之情事可言，被上訴人與作為上訴人之會員的不動

產業者間，基於雙方所締結之基地買賣契約的違約金條款所生之違約

金債權，亦為清償業務保證金之清償對象。  

     依上述理由，本案判決的結果如下：協會針對本案損害賠償債

權以及違約金債權，在其協會之內部規約中規定，超過實際損害額度

的部分非其清償業務之範圍。藉此對於「因交易所生之債權」的內容

與範圍加以限制，並依此拒絕准許保證金之給付，違法。  

②宅地建物交易業保證協會得以規約限制成員資格  

      本案重要性在於，由於前述基地與建物交易業法規定，宅地建物

交易業者如果沒有加入宅地建物交易業保證協會並完成保證金繳納

者，禁止其進行宅地建物交易業務。因此能否加入宅地建物交易業保

證協會，將會決定宅地建物交易業者有沒有資格營業，影響權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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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日本最高法院於平成 15 年（ 20 03 年）時，針對該議題做出判決

1 1 4 。其爭點為，都道府縣宅地建物交易業保證協會得否以其規約規

定，新會員之加入，須該新會員已具備都道府縣宅地建物交易業保證

協會之會員為前提。這項爭議的起因在於，一旦宅地建物交易業保證

協會拒絕會員之入會，則會員不得透過繳納較低額之保證金受益費，

免除其提存高額的營業保證金之義務。  

日本最高法院首先認為，宅地建物交易業保證協會基於私法自治，

在不違反公序良俗的前提下，有權以規約制定入會資格。其次，由都

道府縣宅地建物交易業保證協會以及該協會會員構成，以全國為單位

設立之社團法人全國宅地建物交易業保證協會聯合會（即全宅連），

不論如何均以確保不動產交易行業之適當經營，以及不動產交易業之

健全發展為目標。基此，全宅連為以此目標對於會員進行指導以及聯

絡等相關事務之組織（宅地建物取引業法 7 3 條第 3 項）。國土交通大

臣（即日本國土交通之內閣部會首長）對於全宅連以及對於都道府縣

宅地建物交易業保證協會，為確保不動產交易行業之適當經營，以及

不動產交易業之健全發展，得請求其出具必要事項之相關報告，且依

法得進行必要之指導、建議、勸告（宅地建物取引業法 7 3 條第 4 項）。

這項法定業務之遂行，顯與宅地建物交易業保證協會之業務有密切之

關聯。再者，宅地建物交易業保證協會承擔其會員債務之擔保。有關

其所擔保之會員的信用性，以及是否確實遵行法令，對於擔保人而言

事屬重大。宅地建物交易業保證協會要求會員應具備一定資格，顯為

合理。最後，宅地建物交易業保證協會對於會員負有指導、提供其進

修之責任，且介入其會員與消費者間之糾紛解決。在此監督之下的會

員，顯然更具有確實遵行法令的可期待性。  

依上述理由，日本最高法院判決，規約以入會資格須為宅地建物

交易業保證協會之會員為前提，合法。  

5 .  付費養老院預付款爭議與立法  

 
1 1 4

 最高裁判所第二小法廷，平成  1 5 (受 ) 1 7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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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當事人契約關係之爭議  

    如前所述，日本過去的判決先例中，對於預付條款不當然以之

無效，僅規範雙方不得在以預付型交易之前提下，限制消費者之解除

權，或基於企業經營者債務不履行時消費者之權利。在契約終止或解

除之回復原狀關係，消費者預付之給付相當於未給付部分之費用與報

酬者，企業經營者應返還之。  

    但這項規範模式有著解釋上的困難，即個案中法院應探究雙方

當事人之意思，定性該預先之給付性質上究竟是費用與報酬之預付，

或另有其他性質？若為前者，則消費者終止或解除契約後，企業經營

者應返還相當於未給付部分之費用與報酬。若以這項預付金之性質，

相當於消費者對於企業經營者所收取費用與報酬之預付，則日本文獻

以之為已特定之預付款。  

    若該預先之給付乃其他性質者，則企業經營者就此是否亦應負

有返還義務，於近年在日本法頗有爭議。典型的問題，乃消費者與企

業經營者成立付費養老院之契約。雙方當事人約定，消費者一次性預

先給付一定費用，以支付其於養老院內食宿照護等一切服務之費用，

且該項契約為不定期契約。消費者於預付一次性費用後，得終生居住

並使用該養老院之一切服務，直至其死亡。是以消費者所為預付型交

易之一次性給付，性質上可能為費用與報酬之預付，亦可能其本質具

有射倖性質，即消費者為避免未來物價波動與消費水準提高，以預付

型交易確定其晚年生活之基本保障。這項預付款之性質，日本文獻稱

其為射倖性之預付款。關於這兩項預付款性質之比較，有以下表格可

供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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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日本以特定之預付款與射倖性之預付款比較 1 1 5  

日本法院面對不返還具射悻性質之預付款的約定有無違反消費者

契約法第 1 0 條，一貫採取否定的看法 1 1 6：具有射倖性質之預付款，

本質上具有保險金或相互扶助金之性質。蓋消費者於養老院內之居住

期間，縱使超出預期將居住之期間，亦無庸再繳納更多費用。若依據

當事人契約，預付款之一部分記載為，縱使契約解除或終止而仍不返

還者，法院應探究該預付款不返還部分之性質，究竟依據當事人意思

應為針對養老院費用之預付，抑或是具保險金性質之預付款。  

總體而言，日本的法官法（即日本文獻所謂判例法理），在付費

養老院的爭議中可見其一貫性：預付條款之效力，有效。但企業經營

者不得以預付型交易之基礎上，限制消費者之解除或終止權，或減輕

 
1 1 5

 表格出處：平也裕之「前払金方式の有料老人ホーム入居契約の法的分析」

片山直也/北居功/武川幸嗣/北澤安紀編『民法と金融法の新時代（池田眞朗先

生古稀記念論文集）』（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二〇二〇）頁 33 6。  
1 1 6

 東京地裁平 2 8 年 (ワ )第 8 1 8 8 号、平 2 9． 4． 2 5 民 4 2 部判決、 L E X / D B  

2 5 5 6 0 1 8 7。  

 已特定之預付款  射倖性之預付款  

租金之性質  確 定 期 間 （ 例 如 10

年）之租金。  

終身利用權之價金  

租金之內容  針對確定期間之租金  不 確 定 期 間 （ 直 至 死

亡）之租金  

返還與否  其 期 間 屆 滿 時 之 情

形 ， 或 契 約 不 再 履 行

之 情 形 ， 已 給 付 之 剩

餘 未 履 行 之 期 間 部 分

應返還預付款。  

消 費 者 早 於 預 定 期 間

（ 例 如 兩 年 ） 死 亡 亦

不 返 還 預 付 款 ， 但 生

存 期 間 超 出 預 定 期 間

者 ， 亦 不 再 收 取 費

用。  

會計上之處理  相 應 於 已 履 行 部 分 之

租金受益計算之  

契 約 締 結 時 頭 期 支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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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經營者解約後之返還責任。這項法律規定延伸至付費養老院所衍

生的例外僅在於，如消費者之預付款具有保險之性質，則企業經營者

縱經解除或終止契約仍不返還該預付款之約定，有效。反之，如預付

款乃契約對價之預付，則企業經營者不得減輕其返還責任。  

     因應日本法院見解，現行日本老人福利法現行規定第 29 條第

8 項與同法施行規則第 2 1 條規定，使用老人院之入住人（即消費者）

若於入住後 3 個月內解除契約者，或於 3 個月內死亡之情形，付費老

人院（即企業經營者）仍應依據厚生勞動省所定之計算方法，扣除該

期間相當之費用後，剩餘部分均返還於消費者。這項緩和爭議之作法，

則彷彿於消費者之猶豫期間。 20 12 年日本老人福利法修正施行 1 1 7，

自 20 12 年 4 月 1 日新法施行後締結之養老院契約，依現行日本老人

福利法第 29 條第 1 0 項、同法施行規則第 21 條規定，明文契約終止

時，業者應扣除相當於已履行給付部分之比例，返還剩餘部分之預付

款於消費者。現行老人福利法已禁止射悻性質之預付款 1 1 8。  

( 2 )預付款返還之擔保義務  

201 2 年日本老人福利法的修法，更涉及業者對於預付款返還義

務的擔保。過去由於消費爭議事件頻傳，日本內閣府消費者委員會早

已於 201 0 年 1 1 月至 1 2 月期間針對東京都、琦玉縣和神奈川縣內的

養老院重要事項說明進行統計研究分析，作出「付費養老院契約相關

實際情況調查報告」（有料老人ホームの契約に関する実態調査報告）

1 1 9，並依據該份報告於  2 01 0 年 12 月 17 日提出「關於付費養老院

預付金有關契約問題建議」（有料老人ホームの前払金に係る契約の

問題に関する建議） 1 2 0 ，報告中提出幾點建議：首先建議應針對短

 
1 1 7  老人福祉法附則平成二三年六月二二日法律第七二号  
1 1 8  平也裕之「前払金方式の有料老人ホーム入居契約の法的分析」片山直也/

北居功/武川幸嗣/北澤安紀編『民法と金融法の新時代（池田眞朗先生古稀記

念論文集）』（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二〇二〇）頁 34 0 - 3 4 1。日弁連「有料老

人ホーム及ひ ザーヒ ズ付き高齢者向け住宅に  おける入居一時金の想定居住期

間内の初期償却に関する意見書」、2 0 1 2。  
1 1 9

 有 料 老 人 ホ ー ム の 契 約 に 関 す る 実 態 調 査 報 告 ，

h t t p s : / / w w w . c a o . g o . j p / c o n s u m e r / i i n k a i k o u h y o u / 2 0 1 0 / h o u k o k u / 1 0

1 2 1 7 _ r e p o r t _ r o u j i n . h t m l，最後瀏覽日期： 2 0 2 3 年 8 月 2 7 日。  
1 2 0

 有 料 老 人 ホ ー ム の 前 払 金 に 係 る 契 約 の 問 題 に 関 す る 建 議 ，

h t t p s : / / w w w . c a o . g o . j p / c o n s u m e r / i i n k a i k o u h y o u / 2 0 1 0 / 1 0 1 2 1 7 _ k e n

https://www.cao.go.jp/consumer/iinkaikouhyou/2010/101217_keng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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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內解約的情形進行明確化處理。此處係指有時候因為各種原因，

例如環境不如預期、需要更多照護等等，入住者可能在入住後沒有多

久即因各種原因申請退租離開，同時要求退還當初預付款項。該報告

調查發現，許多機構對於退還預付款一事，表現消極或是拒絕退款，

因此產生不少爭議。雖然在主管機關厚生勞動省已經提出 90 天規則

（9 0 日ルール），即入住 9 0 天內得取消，並應歸還預付款。但此項

規則當時並未成為老人福利法（老人福祉法）的內容，因此欠缺法律

強制力。  

    第二點建議則是關於預付款的保證措施。雖然在前次修法時，

依老人福利法舊法第 29 條第 6 項規定 1 2 1， 2 008 年 4 月 1 日起的所

有付費養老院均負有預付款保全的義務。但依實際調查，有些機構並

未於說明書內記載保全措施的方式，更有企業經營者並未依法定保全

措施方式進行保全。  

    第三點建議則是關於預付金的計算與規劃，以及保全措施欠缺

明確化指示與監督機制等等。  

    基於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的建議，日本厚生勞動省於 2 012 年修正

了老人福利法及其施行規則。依老人福利法施行規則第 2 0 條之 1 0 1 2 2，

以及厚生勞動大臣指定的付費老人院業主應採取的措施（厚生労働大

臣が定める有料老人ホームの設置者等が講ずべき措置） 1 2 3 ，最終

規定養老院應對每一位入住者之預付款提供日幣 50 0 萬元的擔保。依

據厚生勞動大臣指定的付費老人院業主應採取的措施，明定業者有四

種可供選擇之擔保方法：其一，業者與金融機構締結連帶保證契約。

 
g i . h t m l，最後瀏覽日期： 2 0 2 3 年 8 月 2 7 日。  
1 2 1

 舊老人福祉法第 2 9 條第 6 項「有料老人ホームの設置者のうち、終身にわ

たつて受領すべき家賃その他厚生労働省令で定めるものの全部又は一部を前払

金として一括して受領するものは、当該前払金の算定の基礎を書面で明示し、

かつ、当該前払金について返還債務を負うこととなる場合に備えて厚生労働省

令で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り必要な保全措置を講じ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1 2 2

 老人福祉法施行規則第 2 0 條之 1 0「料老人ホームの設置者は、法第二十九

条第九項の規定により、一時金に係る銀行の債務の保証その他の厚生労働大臣

が定める措置を講じ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1 2 3

 厚 生 労 働 大 臣 が 定 め る 有 料 老 人 ホ ー ム の 設 置 者 等 が 講 ず べ き 措 置 ，

h t t p s : / / w w w . m h l w . g o . j p / w e b / t _ d o c ? d a t a I d = 8 2 a a 8 0 2 0 & d a t a T y p e = 0 &

p a g e N o = 1，最後瀏覽日期： 2 0 2 3 年 8 月 2 7 日。  

https://www.cao.go.jp/consumer/iinkaikouhyou/2010/101217_keng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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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業者締結保險契約。其三，業者締結信託契約。其四，業者取

得同業公會提供之擔保方法，現行同業公會提供之保證方法日語稱為

「入居者生活保証制度 1 2 4」。  

關於信託具體運作如下圖：  

 

圖：養老院預付款信託措施運作流程  

 

6 .  結論 

綜觀日本法律體系，在日本民法，還是以同時給付為原則，預付

行為為例外。而在消費者契約法中，關於消費契約中的預付條款，根

據判例觀察，原則上仍為有效。  

資金結算法中對於預收金額達到特定額度以上，即應「提存所提

存」、「與金融機構簽訂發行保證金保全契約」或「與信託公司簽訂信

託發行保證金保全契約」三種保全措施擇一或併用，所擔保總金額應

達法定應供擔保額。  

分期付款買賣法對進行特定分期付款與預付行為之企業經營者，

採許可制，並對其資本額與資產淨值設有規定，以確保其運作期間有

充分的流動資產，而得償還消費者，並且透過行政檢查與監督機制，

 
1 2 4  h t t p s : / / w w w . y u r o k y o . o r. j p / i m a g e s / f u n d _ 2 1 1 2 1 0 . p d f（最後瀏覽日

期： 2 0 2 3 年 1 2 月 8 日）  

養老院企業

經營者  

信託企業經

營者  

入住者  
入住者的代

理人（律師

一定事由發生時，  

向代理人交付信託財產  

締結信託契約  

金錢信託  

給付  

預付款  
請求返還  

預付款  

返還信託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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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監督其運作情形與經營績效，企業經營者在如此的持續監督中，

將難以惡性吸收資金，或違法刪改帳務表冊。  

最後，老人福利法亦針對付費養老院之預付款，課與業者應保全

其解約時返還之義務。  

 

圖：日本預付行為與確保預付款相關規範架構圖（研究團隊自行整

理）  

 

(四 )美國法 

1 .禮品卡價值歸屬及請求  

( 1 )前言 

    禮品卡乃相當常見之交易型態，而且是預付型交易，例如電信

企業經營者發行預付卡、健身房企業經營者發行會員卡，抑或百貨公

司企業經營者發行禮券供消費者兌換，其本質皆為消費者應預付，企

業經營者以禮品卡為憑證，提供消費者商品或服務之交易模式。於這

類交易模式裡，若企業經營者於消費者預付後並未履約提供商品或服

預付行為 日本民法、消費者契約法

分期付款買賣法

資金結算法

老人福利法－付費養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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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消費者往往蒙受巨大損害。據此，美國法上設有若干關於禮品卡

或禮券之規定，且大多以禮品卡之價值歸屬於企業經營者之破產財團

別除作為保障消費者之手段，以下擬介紹美國法上這類交易之相關規

定。  

( 2 )規範說明  

    從美國法上加州、奧克拉荷馬州及華盛頓州等三州之規範以觀，

其用語與規範內容大抵相同，可以從其中統整出以下三點美國法上禮

品卡價值歸屬及請求之規範形式，保障禮品卡消費者之方式：  

①禮券之財產價值歸屬於受益人  

    加州民法 17 49 .6 條 a 款 1 2 5、奧克拉荷馬州法 798 條 A 款 1 2 6及

華盛頓州法 1 9. 240 .09 0 條( 1)項 1 2 7，皆有相同之規定，其用語謂：

「…禮券所代表的價值屬於受益人，或依法規定屬於受益人的法定代

理人，並不屬於發行者。」此間應說明者，乃其文義指涉「禮券之財

產價值」 ( va lu e r epr es en ted  by  t he  g if t ce rt if i cat e)，

而非指涉禮券之實體，蓋禮券之消費形式，著重點在於禮券所能兌換

或使用之財產價值。依其規定，消費者 (亦為禮券之受益人 )所購買

之禮券，實則購買該禮券所代表之價值，如同貨幣一般，貨幣之實體

並非其價值所在，而是在其所代表之社會經濟價值用以購買或交易。

依 「 未 請 求 財 產 法 案 」， 禮 券 應 包 含 在 其 得 以 作 為 「 遺 棄 財 產 」

(ab an do ned  pr op ert y )之範疇，此等規定將禮品卡或禮券之財產

價值直接歸屬於受益人之規範方式，乃為保障消費者在此類型之預付

 
1 2 5 We s t ' s  A n n . C a l . C i v . C o d e  §  1 7 4 9 . 6 ( a ) ”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c o n s t i t u t e s  

v a l u e  h e l d  i n  t r u s t  b y  t h e  i s s u e r  o f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o n  b e h a l f  o f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o f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  T h e  v a l u e  r e p r e s e n t e d  b y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b e l o n g s  t o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  o r  t o  t h e  l e g a l  r e p r e s e n t a t i v e  o f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t o  t h e  e x t e n t  p r o v i d e d  b y  l a w,  a n d  n o t  t o  t h e  i s s u e r . ”  
1 2 6 1 5  O k l . S t . A n n .  §  7 9 8 . A ”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o r  g i f t  c a r d  c o n s t i t u t e s  

v a l u e  h e l d  i n  t r u s t  b y  t h e  i s s u e r  o f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o r  g i f t  c a r d  o n  

b e h a l f  o f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o f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o r  g i f t  c a r d .  T h e  v a l u e  

r e p r e s e n t e d  b y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o r  g i f t  c a r d  b e l o n g s  t o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  o r  t o  t h e  l e g a l  r e p r e s e n t a t i v e  o f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t o  t h e  

e x t e n t  p r o v i d e d  b y  l a w,  a n d  n o t  t o  t h e  i s s u e r . ”  
1 2 7 We s t ' s  R C WA 1 9 . 2 4 0 . 0 9 0 ( 1 ) ”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c o n s t i t u t e s  v a l u e  h e l d  

i n  t r u s t  b y  t h e  i s s u e r  o f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o n  b e h a l f  o f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o f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  T h e  v a l u e  r e p r e s e n t e d  b y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b e l o n g s  t o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  o r  t o  t h e  l e g a l  r e p r e s e n t a t i v e  o f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t o  t h e  e x t e n t  p r o v i d e d  b y  l a w,  a n d  n o t  t o  t h e  i s s u e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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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交易中有請求該財產價值之依據。  

②以優先權及別除權使發行人破產時仍應履行義務  

    加州民法 1 749 .6 條 (b )款 1 2 8、奧克拉荷馬州法 15 - 7 9 8 條 B 款

1 2 9與華盛頓州法 19 .2 40. 090 條( 2)項 1 3 0皆規定，於禮券發行人破產

時，仍應支付於破產申請日期前所發行之禮券，並不因其破產而免除

其給付之義務。此項規定之意義，乃類似我國破產法上別除權之規定，

將禮券發行人在申請破產日期前所發行之禮券，別除於其破產財團之

外，使其即使破產，仍應向禮券受益人履行義務，使其得以取得因購

買禮券而歸屬於其之財產價值。  

    此項規定對於實務上常見之特定行業倒閉而無法履約 (如健身房

等)之情形，有保護消費者之實質作用，蓋消費者於此類預付型商品

或服務之交易情形，無非為了取得服務，而在此類禮品卡或禮券交易

之情形，若發行人申請破產，且此時若無此等規定，則其債權人便亦

得且甚至優先向倒閉之發行人取償，而購買禮品卡或禮券之大量消費

者，大抵無法得從破產財團獲得滿足。  

③非以成立信託關係之方式保障消費者  

    應特別說明者，乃觀諸加州民法 1 749 . 6 條 (d )項 1 3 1、奧克拉荷

馬州法 15 -7 98 條 D 項 1 3 2與華盛頓州法 1 9.2 40 .0 90 條第 ( 6 )項 1 3 3均

 
1 2 8 We s t ' s  A n n . C a l . C i v . C o d e  §  1 7 4 9 . 6 ( b ) ”  A n  i s s u e r  o f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w h o  i s  i n  b a n k r u p t c y  s h a l l  c o n t i n u e  t o  h o n o r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i s s u e d  

p r i o r  t o  t h e  d a t e  o f  t h e  b a n k r u p t c y  f i l i n g  o n  t h e  g r o u n d s  t h a t  t h e  v a l u e  

o f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c o n s t i t u t e s  t r u s t  p r o p e r t y  o f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 ”  
1 2 9 1 5  O k l . S t . A n n .  §  7 9 8 . B ” A n  i s s u e r  o f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o r  g i f t  c a r d  

o r  w h o  i s  i n  b a n k r u p t c y  s h a l l  c o n t i n u e  t o  h o n o r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o r  

g i f t  c a r d  i s s u e d  p r i o r  t o  t h e  d a t e  o f  t h e  b a n k r u p t c y  f i l i n g  o n  t h e  

g r o u n d s  t h a t  t h e  v a l u e  o f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o r  g i f t  c a r d  c o n s t i t u t e s  

t r u s t  p r o p e r t y  o f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 ”  
1 3 0 We s t ' s  R C WA 1 9 . 2 4 0 . 0 9 0 ( 2 ) ”  A n  i s s u e r  o f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w h o  i s  i n  

b a n k r u p t c y  s h a l l  c o n t i n u e  t o  h o n o r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i s s u e d  b e f o r e  t h e  

d a t e  o f  t h e  b a n k r u p t c y  f i l i n g  o n  t h e  g r o u n d s  t h a t  t h e  v a l u e  o f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c o n s t i t u t e s  t r u s t  p r o p e r t y  o f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 ”  
1 3 1 We s t ' s  A n n . C a l . C i v . C o d e  §  1 7 4 9 . 6 ( d ) ”  T h i s  s e c t i o n  d o e s  n o t  c r e a t e  a  

f i d u c i a r y  o r  q u a s i - f i d u c i a r y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b e t w e e n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o f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s  a n d  t h e  i s s u e r ,  u n l e s s  o t h e r w i s e  p r o v i d e d  b y  l a w. ”  
1 3 2 1 5  O k l . S t . A n n .  §  7 9 8 . D “  T h i s  s e c t i o n  d o e s  n o t  c r e a t e  a  f i d u c i a r y  o r  

q u a s i - f i d u c i a r y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b e t w e e n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o f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s  o r  g i f t  c a r d s  a n d  t h e  i s s u e r ,  u n l e s s  o t h e r w i s e  p r o v i d e d  b y  

l a w ”  
1 3 3 We s t ' s  R C WA 1 9 . 2 4 0 . 0 9 0 ( 6 ) ”  T h i s  s e c t i o n  d o e s  n o t  c r e a t e  a  

f i d u c i a r y  o r  q u a s i - f i d u c i a r y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b e t w e e n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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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本條款不在禮券受益人與發行者之間建立

受信託或類似信託的關係。」。  

    這類規定意味著，在這類未請求財產法案禮品卡或禮券之特別

規定情形，其規範意義並不在於將發行人與受益人之間透過本規定建

立信託或類似信託之關係，而僅在以財產價值之歸屬與破產財團之別

除，保障受益人自發行人獲得履約利益或損害賠償。本段所提及之特

別規定，若無特別說明並未於發行人與受益人間成立信託關係，發行

人便可能負擔管理或處分該禮品卡或禮券之財產價值之義務，對於發

行人而言可能並不公平，對於消費者而言，在這類預付型商品之交易，

其交易目的大多為獲得購買時該禮品卡或禮券所應包含之價值，藉由

財產價值之歸屬及破產財團之別除，應以得保障其消費之目的達成，

而無須使其與發行人間成立信託關係。  

 

2 .美國法上預付契約相關規定  

( 1 )  型態 

    美 國 法 上 關 於 預 付 契 約 之 規 範 ， 大 多 與 頭 期 款 ( do wn  

pay me nt s)與預付款 ( pr ep aym en ts )之比例或絕對金額上之限制有

關。實務上預付型交易雖有一次給付即告法律關係終了之型態，但仍

有不少預付型交易是以分期付款之方式進行，例如在健身房之會員制，

消費者繳款方式可能為一次付清、按月繳款或按年繳款之不同型態。  

    於此類分期付款之交易型態，提供商品或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

分期付款仍進行之過程中破產，或其他無法繼續提供商品或服務予消

費 之 情 形 ， 實 務 上 屢 見 不 鮮 。 美 國 法 上 採 取 限 制 頭 期 款 ( do wn 

pay me nt s)與預付款 ( pr ep aym en ts )之比例或絕對金額，避免消費

者受到過大的損失。以下擬說明美國法上各州關於預付契約限制之相

關規定。  

( 2 )  規範評析  

①  田納西州健身房頭期款之限制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s  a n d  t h e  i s s u e r  u n l e s s  o t h e r w i s e  p r o v i d e d  b y  l a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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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田納西州法 47- 18 -3 14 條 (a )項
1 3 4

，健身房之契約，其頭期

款不得超過契約總值之 30%，但健身房之淨市值超過 25 0 ,0 00 美元，

或於同一所有人或經營人之營運下超過五年，並提出相關證明者，不

在此限。由以上兩點可看出，此規範目的乃為保護健身房契約之消費

者免於承擔過大的契約風險。  

    從上開規定關於例外排除健身房條件之規定以觀，其顯將「違

約機率較低」或「違約賠償能力較高」之健身房經營者排除於本條適

用範圍之外，實務上消費者亦多數較願意選擇經營時間較長，穩定經

營或具有龐大資本額之企業經營者，消費者亦因此承受較低之風險。

但於自由市場機制下，並非所有消費者皆選擇這類企業經營者，亦有

許多消費者基於各樣原因選擇小本經營之企業經營者。這類情形並不

僅限於健身房經營者。由於與此類企業經營者進行預付型交易之消費

者所承擔之風險較高，田納西州之規定便得有效保護消費者。消費者

支付頭期款時，健身房設施可能已得使用或仍於建造階段。於後者之

情形，透過限制頭期款金額，將消費者於經營者無法提供商品或服務

時所受之損害額限定在契約總值之 3 0 %以內；對於經營者而言，若其

有無法履約之情事，其所須賠償或回復原狀之金額亦在合理範圍。  

    另外，應特別說明者，乃田納西州法 4 7- 1 8- 314 條 (c )項 1 3 5規

定，若欲排除 (a )項之適用，應提交證明文件，並得隨時由司法或執

法機關核查。這條規定亦說明，企業經營者因排除規定而在上開規定

 
1 3 4 T.  C .  A .  §  4 7 - 1 8 - 3 1 4 ( a ) ” I t  i s  a n  o f f e n s e  t o  a c c e p t  a  d o w n  p a y m e n t  

f o r  a  h e a l t h  c l u b  a g r e e m e n t  i n  e x c e s s  o f  t h i r t y  p e r c e n t  ( 3 0 % )  o f  t h e  

t o t a l  c o s t  o f  t h e  a g r e e m e n t  u n l e s s ,  a s  o f  J a n u a r y  1  o f  t h e  y e a r  i n  w h i c h  

t h e  h e a l t h  c l u b  a g r e e m e n t  w a s  e n t e r e d  i n t o : ( 1 )  T h e  h e a l t h  c l u b  h a s  a  

n e t  w o r t h  i n  e x c e s s  o f  t w o  h u n d r e d  f i f t y  t h o u s a n d  d o l l a r s  ( $ 2 5 0 , 0 0 0 )  

p e r  l o c a t i o n  w h e r e  h e a l t h  c l u b  s e r v i c e s  o r  f a c i l i t i e s  a r e  p r o v i d e d ;  

a n d ( 2 )  T h e  h e a l t h  c l u b  h a s  o p e r a t e d  u n d e r  s u b s t a n t i a l l y  t h e  s a m e  

o w n e r s h i p  a n d  c o n t r o l  f o r  a t  l e a s t  f i v e  ( 5 )  y e a r s . ”  
1 3 5 T.  C .  A .  §  4 7 - 1 8 - 3 1 4 ( c ) ” A n y  h e a l t h  c l u b  c l a i m i n g  t h e  e x e m p t i o n  

p u r s u a n t  t o  s u b s e c t i o n  ( a )  s h a l l  m a i n t a i n  w r i t t e n  d o c u m e n t a t i o n  

e s t a b l i s h i n g  p r o o f  t h a t  t h e  r e q u i r e m e n t s  o f  s u b s e c t i o n  ( a )  h a v e  b e e n  

m e t  a s  o f  J a n u a r y  1  o f  e a c h  y e a r  t h e  e x e m p t i o n  i s  c l a i m e d .  S u c h  p r o o f  

s h a l l  b e  r e t a i n e d  f o r  a  m i n i m u m  o f  f i v e  ( 5 )  y e a r s  f r o m  t h e  e n d  o f  t h e  

y e a r  i n  w h i c h  t h e  e x e m p t i o n  i s  c l a i m e d .  T h i s  d o c u m e n t a t i o n  s h a l l  b e  

m a d e  a v a i l a b l e  f o r  e x a m i n a t i o n  u p o n  r e q u e s t  o f  a n y  l a w  e n f o r c e m e n t  

a g e n c y  o r  t h e  a t t o r n e y  g e n e r a l .  A  r e f u s a l  t o  p r o v i d e  s u c h  

d o c u m e n t a t i o n  s h a l l  c o n s t i t u t e  a  v i o l a t i o n  o f  t h i s  p a r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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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之外者，其仍應與行政與司法或執法機關配合，以持續確保其為

風險較低，而得收取超過 3 0%之頭期預付額之經營者；企業經營者並

且應每年提出這類證明文件。這項排除，因此並非一次性而永久的排

除。企業經營者應確保每年度皆符合排除適用之條件，且將證明文件

留存。是以並非經營長久或曾有巨大淨市值之經營者，即得排除適用

上開規定，而得收取高額頭期預付款，而是其仍應保持「低違約機率」

或「高違約賠償能力」，始有上開關於排除規定之適用餘地。  

 

②  俄亥俄州法預付型娛樂契約之規定  

    俄亥俄州法 1 345 .42 條 (B )項乃關於預付型娛樂契約之規定，

其中包含契約之要式規定、設備遷移義務之規定，以及於得使用設施

前之頭期款金額限制之規定。  

    關於設備遷移，本項 ( 7)、 ( 8)款 1 3 6 1 3 7分別規定買方與賣方遷移

至距離可得使用設施之地 2 5 英里 (約為 4 0 公里)遠之處，買方皆僅

應支付其仍位於「可得使用設施 2 5 英里內」之期間之比例費用，賣

方則須退還其餘費用於買方。本條規定之意旨，乃由於美國之地理幅

 
1 3 6  R . C .  §  1 3 4 5 . 4 2 ( B ) ( 7 )  “ P r o v i d e  t h a t  i f  t h e  b u y e r  r e l o c a t e s  t w e n t y -

f i v e  m i l e s  o r  m o r e  f r o m  t h e  f a c i l i t y  o p e r a t e d  b y  t h e  s e l l e r  o r  a  

s u b s t a n t i a l l y  s i m i l a r  f a c i l i t y  t h a t  w o u l d  a c c e p t  t h e  s e l l e r ' s  o b l i g a t i o n  

u n d e r  t h e  c o n t r a c t  a n d  i f  t h e  b u y e r  g i v e s  t h e  s e l l e r  w r i t t e n  n o t i c e  t h a t  

h e  i n t e n d s  t o  r e l o c a t e  a n d  r e q u e s t s  t h a t  t h e  c o n t r a c t  b e  t e r m i n a t e d ,  t h e  

c o n t r a c t  s h a l l  b e  p r o p o r t i o n a l l y  d i v i d e d  b y  a l l  o f  t h e  d a y s  i n  w h i c h  t h e  

f a c i l i t y  w a s  m a d e  a v a i l a b l e  t o  t h e  b u y e r  a s  p a r t  o f  t h e  c o n t r a c t  

o f f e r i n g ,  a n d  t h e  b u y e r  s h a l l  b e  l i a b l e  f o r  p a y m e n t s  f o r  o n l y  t h a t  

p o r t i o n  o f  t h e  c o n t r a c t  t h a t  c a n  b e  a t t r i b u t e d  t o  t h e  p e r i o d  p r i o r  t o  t h e  

b u y e r ' s  a c t u a l  r e l o c a t i o n ,  e x c l u s i v e  o f  a n y  p e r i o d  o f  t i m e  i n  w h i c h  t h e  

f a c i l i t y  w a s  m a d e  a v a i l a b l e  t o  t h e  b u y e r  f r e e  o f  c h a r g e  a s  p a r t  o f  t h e  

c o n t r a c t  o f f e r i n g ,  p r o v i d e d ,  t h a t  t h e  s e l l e r  m a y  r e q u i r e  a n d  v e r i f y  

r e a s o n a b l e  e v i d e n c e  o f  r e l o c a t i o n ,  a n d  t h e  s e l l e r  s h a l l  r e t u r n  t o  t h e  

b u y e r  t h e  a m o u n t  p a i d  i n  e x c e s s  o f  t h e  p r o p o r t i o n a l  a m o u n t ; ”  
1 3 7  R . C .  §  1 3 4 5 . 4 2 ( B ) ( 8 ) ” P r o v i d e  t h a t  i f  t h e  s e l l e r  r e l o c a t e s  t h e  

f a c i l i t y  t w e n t y - f i v e  m i l e s  o r  m o r e  f r o m  t h e  b u y e r ' s  r e s i d e n c e  o r  c l o s e s  

t h e  f a c i l i t y  a n d  a  s u b s t a n t i a l l y  s i m i l a r  f a c i l i t y  t h a t  w o u l d  a c c e p t  t h e  

s e l l e r ' s  o b l i g a t i o n  u n d e r  t h e  c o n t r a c t  i s  n o t  w i t h i n  t w e n t y - f i v e  m i l e s  

o f  t h e  b u y e r ' s  r e s i d e n c e ,  t h e  c o n t r a c t  s h a l l  b e  p r o p o r t i o n a l l y  d i v i d e d  

b y  a l l  o f  t h e  d a y s  i n  w h i c h  t h e  f a c i l i t y  w a s  m a d e  a v a i l a b l e  t o  t h e  

b u y e r  a s  p a r t  o f  t h e  c o n t r a c t  o f f e r i n g ,  a n d  t h e  b u y e r  s h a l l  b e  l i a b l e  f o r  

p a y m e n t s  f o r  o n l y  t h a t  p o r t i o n  o f  t h e  c o n t r a c t  t h a t  c a n  b e  a t t r i b u t e d  t o  

t h e  p e r i o d  p r i o r  t o  t h e  s e l l e r ' s  a c t u a l  r e l o c a t i o n  o r  c l o s i n g  o f  t h e  

f a c i l i t y ,  e x c l u s i v e  o f  a n y  p e r i o d  o f  t i m e  i n  w h i c h  t h e  f a c i l i t y  w a s  

m a d e  a v a i l a b l e  t o  t h e  b u y e r  f r e e  o f  c h a r g e  a s  p a r t  o f  t h e  c o n t r a c t  

o f f e r i n g ,  a n d  t h e  s e l l e r  s h a l l  r e t u r n  t o  t h e  b u y e r  t h e  a m o u n t  p a i d  i n  

e x c e s s  o f  t h e  p r o p o r t i o n a l  a m o u n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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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較為廣闊，將可得使用設施之距離設為 2 5 英里，並規定買方遷移

時有合理之遷移依據，或賣方主動遷移設施時，買方並不因此仍應履

行其無法使用設施之契約期間之義務，使其免於遭受契約上之不利益。

娛樂場所遷移或關閉之情形，於各國並不少見。消費者通常以地理上

之距離作為選擇娛樂場所之依據。換言之，若娛樂場所場地設備遷移

或關閉，消費者最初與娛樂場所經營者訂立契約之目的，即無法達成。

此際若仍持續課以消費者支付之義務，則有顯失公平之虞。本項規定

之 ( 7 )、 ( 8)款得有效保護消費者，免於履行對其無對價利益之義務。  

    關於設施得使用前之頭期款，本項第 (9 )款 1 3 8規定謂：「不要求

買方在設施或服務可供買方使用前，支付超過五十美元或總契約價格

的十分之一的費用，以較低的金額為準。」  

    這條規定乃為保護消費者，使其於預付型娛樂契約免於承擔過

大風險。但與上述田納西州之健身房預付頭期款之規定不同之處在於，

本條規範之適用時間點在於「設施或服務可供買方使用前」，可能為

設施建造中、經營者尚未妥善安置經營所需之人員或各種情形。在這

時間點，消費者所面臨之「不確定性」較高，亦即經營者無法履約提

供服務之機率較高。從此可以明顯看出，這條規定所規定之金額之比

例較為嚴格，其目的亦在使消費者於預付契約所面臨之風險最小化。  

③  小結 

    綜合以觀，美國法上關於預付型交易之契約規定，大多以「最

小化消費者風險」之方式為規範目的出發，進而配合實務上常見風險

之情形進行規範。 B 2C 預付契約當事人所承擔之風險，莫過於因企業

經營者無法提供商品或服務而蒙受損失之情形，此時若消費者已預先

支付過多金額，即便其透過司法程序而獲得損害賠償，仍可能有財務

上巨大負擔。上述規定，便將消費者所可能受損之金額，進行比例限

制。即便得排除適用此類保護消費者規定之適用，亦須進行年度性之

報告更新，完整性地確保消費者利益獲得保障。  

 
1 3 8  R . C .  §  1 3 4 5 . 4 2 ( B ) ( 9 ) ”  N o t  r e q u i r e  t h e  b u y e r  t o  p a y  m o r e  t h a n  f i f t y  

d o l l a r s  o r  t e n  p e r  c e n t  o f  t h e  t o t a l  c o n t r a c t  p r i c e ,  w h i c h e v e r  i s  t h e  

l e s s e r  a m o u n t ,  p r i o r  t o  t h e  d a t e  o n  w h i c h  t h e  f a c i l i t y  o r  s e r v i c e  t h a t  i s  

t h e  s u b j e c t  o f  t h e  c o n t r a c t  i s  a v a i l a b l e  f o r  u s e  b y  t h e  b u y e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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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國而言，關於地理距離或實務上常見金額，或與美國法上

所採用之數額可能不盡相同。但這類以「最小化消費者風險」為規範

目的之規範方式，仍有其值得參考之處。考量我國娛樂性場所或健身

房等民生娛樂場所多採用預付型契約型態進行交易，於這類預付型交

易契約設有此等規定，亦可能有效達成消費者保護之目的。  

3 .家用天然資源銷售之出賣人擔保規定  

( 1 )  價格保證計畫  

    美國家用資源之銷售，實務上多有以企業經營者向消費者提供

一「價格保證計畫」進行銷售。所謂家用資源之價格保證計畫，源於

天然資源隨季節、需求量等變化，而可能產生之價格浮動。藉由價格

保證之契約，消費者得以獲得穩定之天然資源價格，每月之天然氣費

用便具有可預測性，對於消費者之財務規劃具有重大實益。  

    價格保證計畫之契約類型多為消費者預付。企業經營者向天然

資源廠商採買天然資源，而後再提供消費者使用。企業經營者可能無

法向天然資源廠商採買足夠之天然資源量，以致消費者無法如期使用

其依契約應得之天然資源。換言之，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簽立價格保

證計畫契約，卻無法履行其契約義務之情形，因此並不少見。美國各

州亦有關於家用天然資源之出賣人擔保之相關規定，以下介紹並說明

之。  

( 2 )  規範評析  

①  家用天然資源出賣人之擔保責任及方式  

    觀諸緬因州 1 3 9及佛蒙特州 1 4 0之規範，其規範出賣人之擔保責任

及方式大致相同，即供應商之貨物契約擔保、保證金及信用證等三種

方式，家用天然資源之出賣人應具備以上三種擔保型態之一，方得向

消費者提供價格保證計畫之天然資源供應。  

    就天然資源供應商之承諾或契約而言，乃以確保家用天然資源

出賣人具有一定保證之天然資源供應量，並以其與供應商之承諾或契

約為依據，其總數不得低於經銷商依所有預付契約承諾交付的最大加

 
1 3 9 1 0  M . R . S . A .  §  1 1 1 0  
1 4 0 9  V. S . A .  §  2 4 6 1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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侖數的 75％。就保證金而言，乃確保家用天然資源出賣人有足夠之

現金存額，得以履行消費者之索賠請求。就信用證而言，則透過確保

家用天然資源出賣人獲得保險機構之擔保，其金額不得低於所有預付

契約承諾交付的最大加侖數的成本的 1 00％。  

    以上三種擔保之目的，皆為保障消費者於此類預付型契約，有

獲得出賣人履行或賠償能力之擔保。蓋消費者購買經銷商之價格保證

契約的目的之一，乃為獲得穩定之天然資源供應，另一項目的乃為穩

定之天然資源價格，以便長期財務之規劃，在家用天然資源出賣人不

能依約履行義務供應天然資源時，上述二種目的便已不達，可謂完全

失去訂立此類型預付契約之原意，故美國法上設有上開三項擔保制度，

以確保出賣人有供貨之能力或損害賠償之能力，以有效保護此類型契

約中之消費者權益。  

②  未支付價格之退還  

    依緬因州法 11 10 條 4 項 1 4 1、佛蒙特州法 24 61 e 條 (d)項 1 4 2，其

規定謂：「任何在本條描述的契約應規定，在契約結束日期時，尚未

交付給消費者的家用暖氣油、煤油或液化石油氣的契約價格，應在契

約結束後的 30 天內退還給消費者，但契約雙方另有協議者，不在此

限。」此條類似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之規定，亦有保障消費者

權益，並促使出賣人履約之功能。在此類預付型契約，消費者可能支

付超越其所實際使用之家用天然資源總量之金額，本條規定使出賣人

負有退還餘款之義務，消費者亦因此無須支付超越其天然資源使用量

之金額，對於預付型契約之保障，此類「餘款退還」之規定，亦有其

 
1 4 1 1 0  M . R . S . A .  §  1 1 1 0 . 4 “ A p r e p a i d  h o m e  h e a t i n g  o i l ,  k e r o s e n e  o r  

l i q u e f i e d  p e t r o l e u m  g a s  c o n t r a c t  m u s t  p r o v i d e  t h a t  t h e  c o n t r a c t  p r i c e  

o f  a n y  u n d e l i v e r e d  h o m e  h e a t i n g  o i l ,  k e r o s e n e  o r  l i q u e f i e d  p e t r o l e u m  

g a s  o w e d  t o  t h e  c o n s u m e r  u n d e r  t h e  c o n t r a c t  a t  t h e  e n d  d a t e  o f  t h e  

c o n t r a c t  m u s t  b e  r e i m b u r s e d  t o  t h e  c o n s u m e r  n o t  l a t e r  t h a n  3 0  d a y s  

a f t e r  t h e  e n d  d a t e  o f  t h e  c o n t r a c t  u n l e s s  t h e  p a r t i e s  t o  t h e  c o n t r a c t  

a g r e e  o t h e r w i s e . ”  
1 4 2 9  V. S . A .  §  2 4 6 1 e  “ R e i m b u r s e m e n t  d e f a u l t  p r o v i s i o n .  A n y  c o n t r a c t  

d e s c r i b e d  i n  t h i s  s u b s e c t i o n  s h a l l  p r o v i d e  t h a t  t h e  c o n t r a c t  p r i c e  o f  

a n y  u n d e l i v e r e d  h o m e  h e a t i n g  o i l ,  k e r o s e n e ,  o r  l i q u e f i e d  p e t r o l e u m  g a s  

o w e d  t o  t h e  c o n s u m e r  u n d e r  t h e  c o n t r a c t  a t  t h e  e n d  d a t e  o f  t h e  c o n t r a c t  

s h a l l  b e  r e i m b u r s e d  t o  t h e  c o n s u m e r  n o t  l a t e r  t h a n  3 0  d a y s  a f t e r  t h e  

e n d  d a t e  o f  t h e  c o n t r a c t ,  u n l e s s  t h e  p a r t i e s  t o  t h e  c o n t r a c t  a g r e e  

o t h e r w i s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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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所在。  

③  小結 

    綜合以上說明，於家用天然資源預付型契約，美國法以出賣人

之「履約能力擔保」及「餘款退還」之方式保障消費者之權益。天然

資源此類價格及供應量浮動範圍較大之商品，出賣人無法履約之可能

性亦較高，故於事前確保其具有穩定之供貨，得以履行其所販售之價

格保證計畫預付型契約責任，並事後限制其僅得於消費者使用範圍內

收取價金，對於契約雙方責任之衡平，有重大實益。  

4 .特定行業執照發行之行政管制規定  

( 1 )  前言概述  

    於各國行政管制而言，特定行業須主管機關發行營業許可執照

並不罕見，於美國法上亦有諸多關於此類行政管制之規定。同時，於

提供預付型交易之特定行業中，美國法透過「事前」管制執照之發行

規範，確保企業經營者具有履約之能力或損害賠償之能力，以保護該

行業之消費者權益者，多有所見，以下就其相關規範說明。  

( 2 )  規範說明  

①  保證金制度之強制力  

    自 內 華 達 州 行 政 法 規 62 4. 69 575 條 1 4 3 、 佛 羅 里 達 州 法

320 .8 225 條 1 4 4及田納西州法 47 -1 8 -3 18 條 1 4 5等規範觀之，其皆設

有特定行業須繳交一定金額之保證金方發行執照之相關規定，而其保

證金之金額高低，通常係由其營業之規模而定。以內華達州對於居家

游泳池建造執照發行之規定而言，其金額之高低係由該承包商所收取

之預付契約總價值或一固定金額而定，至於佛羅里達州關於移動房屋

或車輛之製造許可及田納西州關於健身房之營業許可執照，則分別為

一固定之金額。此類保證金之繳交，其對象皆為主管該行業之行政主

管機關，至於其目的，按各州之規定，皆應以保護消費者為此筆保證

金專屬之用途。  

 
1 4 3 N A C  6 2 4 . 6 9 5 7 5  
1 4 4 We s t ' s  F . S . A .  §  3 2 0 . 8 2 2 5  
1 4 5 T.  C .  A .  §  4 7 - 1 8 - 3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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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類保證金制度，於美國各州之行政法規上皆有針對不同行業

之執照發行之規定，本文僅列舉有關預付型交易之消費者保護相關之

規範，此規範方式之強制力較高，蓋其透過執照發行之條件，使特定

行業之企業經營者繳交一定金額之保證金，以確保其有履行消費者損

害賠償請求之能力。此類特定行業之企業經營者若無執照，便無法從

事相關行業之經營，故若欲經營各州法規所規定須繳交保證金方發行

執照之行業，則應提存一定金額為其開業之成本，以保障消費者之權

益。  

②  此類規定少有排除適用之情形  

    觀諸以上之規定，僅有田納西州法 47 -18 - 3 18 條 ( e)項 1 4 6具有

排除適用之規定，其條件為健身房持有一份由在該州註冊的執業會計

師製作之財務稽核報告，且該報告可證明該健身房或健身房營運者具

有至少一千萬美元（ $1 0, 000 ,0 00）的財務淨值，可用於滿足任何

請求賠償，該金額亦為一龐大之資本，實務上具有該等財務淨值之健

身房企業經營者恐怕不為多數。  

    而此類規定少有排除適用之情形，再次說明保證金制度具有高

度強制力之性質，不同於上三段中以不同方式保障預付型交易之履約

擔保制度，此類規定著重點在於，以保證金方式確保其於未履行義務

時的損害賠償能力，故採用強制力較高之規範方式，使各行業企業經

營者在取得營業許可時，便具備損害賠償能力，以保障消費者。  

     綜上所述，此類特定行業執照發行之行政管制規定，為美國法

 
1 4 6 T.  C .  A .  §  4 7 - 1 8 - 3 1 8  ( e ) ( 1 )  “ I n  l i e u  o f  t h e  s u r e t y  b o n d  r e q u i r e d  i n  

t h i s  s e c t i o n ,  a  h e a l t h  c l u b  m a y  m a i n t a i n  o n  f i l e  a  c u r r e n t  a u d i t e d  

f i n a n c i a l  s t a t e m e n t  p r e p a r e d  b y  a  c e r t i f i e d  p u b l i c  a c c o u n t a n t  l i c e n s e d  

i n  t h i s  s t a t e  t h a t  d e m o n s t r a t e s  t h a t  e i t h e r  t h e  h e a l t h  c l u b  o r  t h e  h e a l t h  

c l u b  o p e r a t o r  h a s  a  f i n a n c i a l  n e t  w o r t h  o f  a t  l e a s t  t e n  m i l l i o n  d o l l a r s  

( $ 1 0 , 0 0 0 , 0 0 0 )  a v a i l a b l e  t o  s a t i s f y  a n y  c l a i m s .  

( 2 )  A n y  h e a l t h  c l u b  c l a i m i n g  t h e  e x e m p t i o n  p u r s u a n t  t o  t h i s  s u b s e c t i o n  

( e )  s h a l l  m a i n t a i n  d o c u m e n t a t i o n  a s  o f  J a n u a r y  1  o f  e a c h  y e a r  i n  w h i c h  

t h e  e x e m p t i o n  i s  c l a i m e d  d e m o n s t r a t i n g  a t  l e a s t  t e n  m i l l i o n  d o l l a r s  

( $ 1 0 , 0 0 0 , 0 0 0 )  a v a i l a b l e  t o  s a t i s f y  a n y  c l a i m s .  S u c h  p r o o f  s h a l l  b e  

r e t a i n e d  f o r  a  p e r i o d  o f  a t  l e a s t  f i v e  ( 5 )  y e a r s  f r o m  t h e  e n d  o f  t h e  y e a r  

i n  w h i c h  t h e  e x e m p t i o n  i s  c l a i m e d .  T h i s  d o c u m e n t a t i o n  s h a l l  b e  m a d e  

a v a i l a b l e  f o r  e x a m i n a t i o n  u p o n  r e q u e s t  o f  a n y  l a w  e n f o r c e m e n t  a g e n c y  

o r  t h e  a t t o r n e y  g e n e r a l .  A  r e f u s a l  t o  p r o v i d e  s u c h  d o c u m e n t a t i o n  s h a l l  

c o n s t i t u t e  a  v i o l a t i o n  o f  t h i s  p a r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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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最常見保障消費者於預付型交易權益之規範方式，主要係透過保證

金制度，且不問經營者之財力、履約能力等，皆以其具有「損害賠償

能力」為規範目的而管制其營業許可執照之發行。此等規定對於消費

者權益之保障固有其實益所在。但此類保障「事後」之損害賠償能力

規定，是否對於企業經營者之履約擔保具有實益，仍值觀察，目前而

言，此類行政管制亦得做為我國預付型交易履約擔保制度研究之借鏡。  

5 .結論 

    美國法上關於預付型交易履約擔保之規定，至少有四種規範方

式，即禮品卡相關特別規定、預付契約相關規定、家用天然資源銷售

出賣人擔保規定，以及特定行業執照發行之行政管制規定等。綜觀以

上四種規範方式，儘管其規範之時點與方式皆不相同，但其目的皆為

「保障消費者於預付型交易中之權益」。  

    關於禮品卡或禮券這類預付型交易商品，加州、華盛頓州及奧

克拉荷馬州民法特別規定之重點，乃這些商品財產權歸屬、發行人破

產財團之別除與當事人間並未成立信託關係，以使購買禮券或禮品卡

之消費者得完整獲得該禮品卡或禮券之財產價值。這類型之民事法特

別規定，對保護於預付型交易之消費者有重大實益，因為在預付型交

易，消費者因提供服務或商品之企業經營者破產而無履約能力之情形，

並不在少數。但依我國現行相關規定，於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倒閉

時，其債權人得優先向其求償，大多消費者因而無法獲得賠償。  

     預付契約相關規定與家用天然資源銷售出賣人擔保規定，透過

限制預付型交易契約內容，例如田納西州健身房頭期款收取比例限制、

俄亥俄州娛樂型預付契約頭期款金額限制，家用天然資源銷售緬因州

與佛蒙特州之規定，透過出賣人於履行契約責任前之擔保責任，控制

消費者所承擔之風險，即企業經營者確保自身有一定程度能力以履行

契約責任。  

     特定行業執照發行之行政管制規定，較屬於「事前」控管企業

經營者損害賠償能力，即透過保證金制度，確保州政府主管機關發行

營業許可執照之對象具有一定的損害賠償能力。這類規範強制力較高，

規範目的亦與前三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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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以上而言，美國法上關於預付型交易履約擔保制度，未請求

財產法案特別規定、預付契約相關規定、家用天然資源銷售出賣人擔

保規定，乃以「契約成立前」或「契約成立時」的規範管制，以確保

消費者利益。至於特定行業執照發行之行政管制規定，乃透過「執照

發行前」確保經營者具有損害賠償能力為規範目的，以保障預付型交

易消費者之權益。  

三、現行履約擔保制度與比較法之對照  

定型化契約

類型  

現行履約擔保機制  比 較 法 上 之 履 約 擔 保

機制  

1.瘦身美容  金 融 機 構 向 消 費 者 保 證

經 營 者 未 能 履 約 時 代 為

履 行 返 還 應 返 還 之 金

額 、 交 付 信 託 業 者 開 立

信 託 專 戶 、 由 金 融 機 構

或 電 子 支 付 機 構 提 供 之

價 金 保 管 服 務 或 開 立 專

款 專 用 帳 戶 、 加 入 同 業

聯 合 連 帶 保 證 協 定 、 同

業 同 級 相 互 連 帶 擔 保 、

其 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許

可之履約保證方式 1 4 7  

日 本 法 認 定 為 特 種 商

品 交 易 法 中 所 謂 「 繼

續性供給服務」，如有

收 取 預 付 款 ， 應 於 書

面 契 約 載 明 保 全 方

式 ， 但 並 未 強 制 規 範

如何保全。  

2.健身中心  開 立 信 託 專 戶 、 金 融 機

構 提 供 收 取 費 用 百 分 之

五 十 額 度 履 約 保 證 、 經

金 融 機 構 或 電 子 支 付 機

構 提 供 價 金 保 管 服 務 ，

並 存 入 金 融 機 構 之 價 金

保 管 專 戶 或 電 子 支 付 機

構 於 金 融 機 構 開 立 之 專

用 存 款 專 戶 ， 專 款 專

用 、 其 他 經 教 育 部 許 可

之履約保障方式
1 4 8

 

美 國 法 上 以 執 照 發 行

之 行 政 管 制 、 設 備 遷

移 之 價 額 償 還 等 規 定

進行履約擔保  

3.健身教練  開 立 信 託 專 戶 、 金 融 機

構 提 供 收 取 費 用 百 分 之

五 十 額 度 履 約 保 證 、 經

金 融 機 構 或 電 子 支 付 機

構 提 供 價 金 保 管 服 務 ，

並 存 入 金 融 機 構 之 價 金

日 本 法 上 無 特 殊 規

定 ， 回 歸 適 用 消 費 者

契 約 法 規 範 ， 即 除 顯

有 不 公 平 以 外 ， 不 特

別約束。  

 
1 4 7

瘦身美容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十九點  
1 4 8

健身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二十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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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管 專 戶 或 電 子 支 付 機

構 於 金 融 機 構 開 立 之 專

用 存 款 專 戶 ， 專 款 專

用 、 其 他 經 教 育 部 許 可

之履約保障方式 1 4 9  

4.即時通訊

軟體服務  

成 立 信 託 專 戶 、 金 融 機

構 提 供 履 約 保 證 、 其 他

經 數 位 發 展 部 同 意 之 辦

法 1 5 0 

日 本 法 上 無 特 殊 規

定 ， 回 歸 適 用 消 費 者

契 約 法 規 範 ， 即 除 顯

有 不 公 平 以 外 ， 不 特

別約束。  

5.線上遊戲

點數(卡)  

金 融 機 構 提 供 足 額 履 約

保 證 、 同 業 同 級 公 司 相

互 連 帶 擔 保 、 成 立 信 託

專 戶 、 加 入 商 業 同 業 公

會辦理之同 業點數 (卡 )

聯合連帶保證協定 1 5 1  

美 國 法 上 以 財 產 價 值

直 接 歸 屬 於 消 費 者 搭

配 別 除 權 及 優 先 權 保

障 並 排 除 成 立 信 託 關

係 之 方 式 進 行 履 約 擔

保 

6.預售屋買

賣 

不 動 產 開 發 信 託 、 價 金

返 還 之 保 證 、 價 金 信

託 、 同 業 連 帶 擔 保 、 公

會辦理連帶保證協定 1 5 2  

日 本 基 地 與 建 物 交 易

業 法 設 有 營 業 保 證 金

與 清 償 業 務 保 證 金 制

度 ， 防 止 單 一 業 者 因

為 經 營 困 難 導 致 消 費

者 預 付 的 工 程 款 求 償

無門。  

7.美容  金 融 機 構 向 消 費 者 保 證

經 營 者 未 能 履 約 時 代 為

履 行 返 還 應 返 還 之 金

額 、 交 付 信 託 業 者 開 立

信 託 專 戶 、 由 金 融 機 構

或 電 子 支 付 機 構 提 供 之

價 金 保 管 服 務 或 開 立 專

款 專 用 帳 戶 、 加 入 同 業

聯 合 連 帶 保 證 協 定 、 同

業 同 級 相 互 連 帶 擔 保 、

其 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許

可之履約保證方式  1 5 3  

日 本 法 認 定 為 特 種 商

品 交 易 法 中 所 謂 「 繼

續性供給服務」，如有

收 取 預 付 款 ， 應 於 書

面 契 約 載 明 保 全 方

式 ， 但 並 未 強 制 規 範

如何保全。  

8.海外旅遊

學習  

業 者 辦 理 海 外 旅 遊 學 習

活 動 業 務 時 ， 應 投 保 履

約 保 證 保 險 ， 其 投 保 最

低 金 額 為 新 臺 幣 一 千 萬

日 本 法 律 上 雖 無 強 制

規 定 ， 但 民 間 機 構 一

般 社 團 法 人 留 學 服 務

審 查 機 構 （ J-

 
1 4 9

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十八點  
1 5 0

即時通訊軟體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五點  
1 5 1

線上遊戲點數（卡）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二點  
1 5 2

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七之一點  
1 5 3

美容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二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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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經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者 ， 得 以 同

金 額 之 銀 行 保 證 代 之 。
1 5 4  

CRO S S ）， 該 機構 雖為

民 間 法 人 ， 但 被 日 本

政 府 認 定 為 留 學 相 關

紛 爭 解 決 之 消 費 者 團

體 1 5 5 。 依 該 機 構 規

約 ， 欲 受 該 機 構 認 證

的 單 位 ， 皆 應 提 供 預

付 款 保 全 機 制 ， 以 及

不得於距出發日 9 0 天

以 上 之 日 收 取 簽 證 以

外之費用。  

9.有線廣播

播電視服務  

成 立 信 託 專 戶 、 金 融 機

構 開 具 履 約 保 證 書 、 依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之 方

式 於 金 融 機 構 成 立 履 約

擔 保 準 備 金 專 戶 、 其 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之

履約擔保方式 1 5 6  

日 本 法 上 無 特 殊 規

定 ， 回 歸 適 用 消 費 者

契 約 法 規 範 ， 即 除 顯

有 不 公 平 以 外 ， 不 特

別約束。  

10. 簡 易 型

一日 遊國 內

旅遊  

旅 行 業 應 依 主 管 機 關 之

規 定 投 保 責 任 保 險 及 履

約 保 證 保 險 ， 並 應 載 明

保 險 公 司 名 稱 、 投 保 金

額及責任金額。 1 5 7  

日 本 旅 遊 業 法 針 對 旅

行 業 者 要 求 有 設 置 營

業保證金之義務。  

11. 短 期 補

習班 補習 服

務 

就 收 取 總 金 額 之 百 分 之

三 十 額 度 ， 開 立 信 託 專

戶 、 經 金 融 機 構 就 收 取

費 用 總 金 額 之 百 分 之 三

十 額 度 提 供 履 約 保 證 、

加 入 補 習 服 務 聯 合 連 帶

保 證 協 定 、 投 保 履 約 保

證 保 險 、 其 他 經 教 育 部

同意之方式 1 5 8 

日 本 法 認 定 為 特 種 商

品 交 易 法 中 所 謂 「 繼

續性供給服務」，如有

收 取 預 付 款 ， 應 於 書

面 契 約 載 明 保 全 方

式 ， 但 並 未 強 制 規 範

如何保全。  

12. 郵 輪 國

外旅遊  

旅 行 業 應 依 主 管 機 關 之

規 定 投 保 責 任 保 險 及 履

約 保 證 保 險 ， 並 應 載 明

保 險 公 司 名 稱 、 投 保 金

額及責任金額 1 5 9  

日 本 旅 遊 業 法 針 對 旅

行 業 者 要 求 有 設 置 營

業保證金之義務。  

 
1 5 4 海外旅遊學習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三十四點  
1 5 5

J - C R O S S について， h t t p : / / w w w . j c r o s s . o r . j p / a b o u t /，最後瀏覽日

期： 2 0 2 3 年 1 1 月 9 日。  
1 5 6

有線廣播電視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十五點  
1 5 7

簡易型一日遊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十八點  
1 5 8

短期補習班補習服務契約書應記載事項第十一點第五項  
1 5 9

郵輪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二十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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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國 內 旅

遊 

旅 行 業 應 依 主 管 機 關 之

規 定 投 保 責 任 保 險 及 履

約 保 證 保 險 ， 並 應 載 明

保 險 公 司 名 稱 、 投 保 金

額及責任金額 1 6 0  

日 本 旅 遊 業 法 針 對 旅

行 業 者 要 求 有 設 置 營

業保證金之義務。  

14. 國 外 旅

遊 

旅 行 業 應 依 主 管 機 關 之

規 定 投 保 責 任 保 險 及 履

約保證保險，並應載明  

保 險 公 司 名 稱 、 投 保 金

額 及 責 任 金 額 ； 如 未 載

明 ， 則 依 主 管 機 關 之 規

定。 1 6 1 

日 本 旅 遊 業 法 針 對 旅

行 業 者 要 求 有 設 置 營

業保證金之義務。  

15. 網 際 網

路教學  

服 務 授 權 使 用 費 預 付 期

間 逾 一 年 且 預 付 金 額 超

過 新 臺 幣 五 萬 元 者 ， 金

融 機 構 提 供 足 額 履 約 保

證 、 同 業 同 級 公 司 相 互

連 帶 擔 保 、 加 入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辦 理 之 同 業 聯 合

連 帶 保 證 協 定 、 其 他 經

經 濟 部 許 可 之 履 約 保 證

方式 1 6 2 

日 本 法 認 定 為 特 種 商

品 交 易 法 中 所 謂 「 繼

續性供給服務」，如有

收 取 預 付 款 ， 應 於 書

面 契 約 載 明 保 全 方

式 ， 但 並 未 強 制 規 範

如 何 保 全 ， 且 期 限 需

超過兩個月以上。  

16 .商品 (服

務)禮券  

面 額 經 金 融 機 構 提 供 足

額 履 約 保 證 、 面 額 存 入

發 行 人 於 金 融 機 構 開 立

之 信 託 專 戶 、 禮 券 面 額

已 經 金 融 機 構 或 電 子 支

付 機 構 提 供 價 金 保 管 服

務 ， 並 存 入 金 融 機 構 之

價 金 保 管 專 戶 或 電 子 支

付 機 構 於 金 融 機 構 開 立

之 專 用 存 款 專 戶 ， 專 款

專用、同業連帶擔保 1 6 3  

美 國 法 上 以 財 產 價 值

直 接 歸 屬 於 消 費 者 搭

配 別 除 權 及 優 先 權 保

障 並 排 除 成 立 信 託 關

係 之 方 式 進 行 履 約 擔

保 

 

  

 
1 6 0

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二十六點  
1 6 1

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二十八點  
1 6 2

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十五點  
1 6 3

商品 (服務 )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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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議 

一、增訂履約擔保之定義規定  

    消保法第 1 7 條所規定之履約擔保，理論上乃在擔保消費者對企業

經營者所享有產品或服務債權的實現；當企業經營者不履行這項債務

而負有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債權或因消費者解除契約而負有回復原狀

債務時，這些債權因與原債權具有同一性，因此亦在履約擔保所擔保

債權之列。但消保法第 1 7 條規定似並未要求強度與廣度至這地步的

履約擔保，文獻上似亦未有類此之主張。即便如此，企業經營者所提

供之履約擔保，仍應具有擔保消費者產品或服務債權或預為對待給付

債權之作用，始符合消保法第 17 條所規定之履約擔保，始未違反其

所負提供履約擔保之義務。  

    消保法第 1 7 條規定亦未限定履約擔保之方式。但這擔保方式之選

擇自由並不意味著，企業經營者所選擇的履約擔保得不具擔保的功能。

這項選擇自由僅在適度符合相應企業經營者經營上的彈性與需求。實

務上曾見的預付型交易之履約擔保，例如金融機構履約保證、同業連

帶保證、同業公會保證與信託，其中最常見的履約擔保是信託 1 6 4。  

    但從法院裁判裡可以得知，縱使企業經營者提供履約擔保，但所

提供之履約擔保往往徒具形式。例如在預售屋買賣，若干作為企業經

營者之建商以信託作為履約擔保，但其所成立之信託卻是自益的管理

信託。例如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1 1 年度重訴字第 17 7 號民事判決：

「系爭信託契約係屬自益信託，委託人及受益人均為英騰公司，並非

原告；且其採取履約擔保機制為『不動產管理信託』，並非『價金信

託』或『價金返還保證』，核其信託目的係由委託人將系爭大樓建案

之土地及興建資金信託予陽信銀行執行履約管理，並進行資金控管，

興建資金應依工程進度專款專用，俾使系爭大樓建案順利完工。故信

託專戶財產之利益乃歸屬受益人英騰公司享有，陽信銀行係基於英騰

 
1 6 4

 黃明陽，消費者保護法入門，台灣商務， 2 0 1 7 年 8 月修訂第 3 版，頁 2 1 7 -

2 1 8。其他實務上常見之履約擔保及其說明，葉鼎煜，履約擔保工具研析—從科

專計畫契約談起，科技法律透析，第 2 1 卷第 9 期， 2 0 0 9 年 9 月，頁 2 7 -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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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利益受託為其管理信託財產，非為買方之利益而受託為原告管

理信託財產 ;信託專戶對英騰公司之買方，並不具有『價金返還保證』

之功能，並無擔保買方確實得以取回其已付之價款甚明。陽信銀行對

信託財產之管理處分，亦不具有運用決定權，而應依委託人英騰公司

之指示辦理；至於原告與英騰公司間之買賣糾紛，應由買賣雙方自行

處理，概與受託人陽信銀行無涉，原告就買賣契約之任何請求，均應

由英騰公司負最終履約責任；英騰公司與其買方如合意解除買賣契約，

陽信銀行應依英騰公司之書面指示將買方原先存入之價金撥付至英騰

公司指定之帳戶，並非逕退還予買方。」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在上開判決認為，系爭信託乃自益信託，委託

人與受益人均為企業經營者之建商，而非買受房屋之消費者，系爭信

託乃不動產管理信託，並非價金信託與價金返還保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1 0 年度訴字第 284 6 號民事判決：「惟不動產

開發信託係指由賣方將建案土地及興建資金信託予受託機構（即板信

銀行）執行履約管理，目的係在確保興建資金依工程進度專款專用，

不具有完工保證及價金返還保證之功能，買方就買賣契約之任何請求，

應由賣方負最終履約責任；另如工程無故連續停止達 3 個月或累積停

工達 3 個月以上，賣方無法興建或未能提出具體解決方案時，由受託

機構提供續建協助，惟不應被解釋為續建完工之保證，因被告沅臻公

司是否能履行本件房屋買賣契約之主給付義務，並非僅有價金專款專

用此一因素，堪認此履約管理機制之功能，在於將買方依約匯入履約

管理專戶之價金，按與被告沅臻公司間之契約專款專用，避免買方給

付之價金遭被告沅臻公司擅自挪作他用，致影響工程進度。」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在上開判決亦認為，系爭信託並不具擔保完工

交屋、價金返還與損害賠償之功能，僅在確保興建資金依工程進度之

專款專用。  

   但上開企業經營者所成立之信託，不僅建立在對信託行為的理解

過於狹隘之前提之上，亦誤解了消保法第 1 7 條所規定之履約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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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法所規範之信託雖僅限於管理信託 1 6 5 ，但這並不意味著信託行

為種類與內容之限制。委託人因此仍得為信託法以外之信託行為，例

如擔保信託，即委託人依信託契約 (債權契約 )將其財產移轉於受託人，

用以擔保其對他人所債務之履行；受託人依信託契約，於委託人不履

行信託所擔保之債務時，應以信託財產滿足該債權；該信託擔保的範

圍不僅限於債權，亦及於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債權與解除契約後之回

復原狀債權 (民法第 2 5 9 條 )。消保法第 1 7 條規定並未要求履約擔保

範圍，但既然履約擔保是為了擔保預先支付，則企業經營者為提供履

約擔保所成立信託之內容，無論如何不得少於消費者預先支付價金之

返還，否則其所提供之履約擔保即並不符合消保法第 1 7 條所規定預

付型交易之履約擔保。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1 2 年度竹小字第 35 6 號民事判決：「惟查，

據內政部頒發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書範本』第 6 條之 1 所載，

履約保證機制共有 5 種，其中『價金返還之保證』係應由金融機構負

責承作價金返還保證。即指由第三方金融機構承作，且保證費用須由

建商負擔，交屋前建商無法挪用款項，若發生建商倒閉，買方投入之

全數金額由金融機構退回……所謂『同業連帶擔保』係指兩個同等級

之建商同業相互連帶擔保，若其中一家建商之預售屋建案無法完成交

屋時，另外一家建商應無條件完成本建案後交屋。即其擔保責任係在

擔保完成該建案至取得使用執照，並不包括價金返還之保證，應堪認

定。」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在這則判決清楚表明，價金返還保證作為履約

擔保之意義，以及同業連帶擔保作為履約擔保之意義。依臺灣新竹地

方法院在這則判決之見解，價金返還保證作為履約擔保，乃由金融機

構負責承作價金返還之保證；建商負擔保證款項；且應將款項支付於

承作之金融機構；交屋前建商無法動用該保證款項；若建商倒閉，則

金融機構應自保證款項返還價金於消費者。臺灣新竹地方法院這項關

於價金返還保證之見解，可資贊同。蓋價金返還保證至少擔保消費者

 
1 6 5

王志誠，信託法，五南圖書， 2 0 2 0 年 2 月增訂第八版，頁 3 1 ~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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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預先支付價金之返還，消保法第 1 7 條所規定履約擔保原即並未要

求範圍廣大之擔保。  

   依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在這則判決之見解，同業連帶擔保，乃建商

同業相互擔保，若其中一家建商之預售屋建案無法完成交屋，另一家

建商應無條件完成本建案後交屋；同業連帶擔保並不包括價金返還之

保證。臺灣新竹地方法院這項關於同業連帶擔保之見解，可資贊同。

蓋，企業經營者選擇同業連帶擔保，即著眼於同業有能力繼續完成建

物，而且消保法第 17 條規定亦未限制履約擔保的方式，在預售屋買

賣，履約擔保文義上首先即在履約，即完成建物。  

      綜上以觀，現行實務上發現到的履約擔保的型態，以信託較有

疑問，且常常無法落實履約擔保之規範意旨。其他型態的履約擔保，

如同業連帶擔保、金融機構之價金返還保證，則尚能落實履約擔保之

規範意旨。無法落實信託作為預付型交易之履約擔保的主要原因在於，

信託法的信託概念過於狹隘，僅限於管理信託、自益信託，而且文獻

上對信託的理解亦僅限於信託法的信託，以至於企業經營者當然成立

自益信託、管理信託，以作為預付型交易之履約擔保。  

     實則，縱使信託法的信託並不包括擔保信託，但因信託法並無信

託法定主義，故而民法上仍有信託契約自由的空間。企業經營者因此

仍得以民法上的擔保信託提供履約擔保，而擔保信託即委託人以信託

財產擔保其對第三人 (消費者 )所負提供商品或服務債務之履行。  

     如前所述，實務上常見的預付型交易履約擔保形態，僅信託較未

能落實履約擔保之規範意旨，其他型態的履約擔保，如同業公會連帶

擔保 (保證 )  同業公會擔保 (保證 )，則尚能落實履約擔保之規範意旨。

為了避免實務運作對預付型交易履約擔保的意義掌握不足，甚或為了

避免企業經營者以管理信託作為履約擔保，而完全喪失擔保之功能，

宜在消保法增設預付型交易履約擔保之定義規定，即以預付型交易之

履約擔保，至少應有滿足消費者預先對待給付返還債權或消費者產品

或服務債權之功能。  

     履約擔保定義規定之增訂，不僅有釐清與確定履約擔保意義的功

能，同時亦確定企業經營者提供履約擔保義務的內容。這項義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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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定亦將決定與使法律適用者更容易判斷，企業經營者在個案裡是

否違反這項義務。配合以下建議增訂違反履約擔保義務之法律效果，

這項定義規定之增訂將更能促成更容易判斷是否發生這項法律效果。   

     擔保信託性質上屬他益信託，即擔保消費者之預先對待給付返還

債權。在擔保信託的結構底下，企業經營者不得動用信託款項。在增

訂預付型交易履約擔保之定義規定之前提下，企業經營者只得以擔保

信託 (民法上之信託 )，而不得以管理信託 (信託法之信託 )履行提供履

約擔保義務，其若成立管理信託，便違反提供履約擔保義務，消費者

即得解除契約，並請求因此所生損害之賠償。增訂履約擔保之定義規

定，以履約擔保限於確保消費者預先對待給付返還債權或產品或服務

債權，因此亦阻止企業經營者在現行法制底下成立管理信託，動用信

託款項，掏空預付型交易履約擔保規範意旨之弊端發生。  

     縱使文獻上認為得且應成立管理信託，作為預付型交易之履約擔

保 (實則管理信託根本不符合預付型交易履約擔保之規範意旨，亦是

未履行提供履約擔保義務 )，但例如在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亦理應禁止企業經營者 (建商 )動用信託款項，否則

不僅企業經營者 (建商 )並未履行提供履約擔保之義務，根本上亦是助

長掏空消保法履約擔保法制。  

二、履約擔保型態之選擇自由  

   考量行業種類多元，消費內容因此不盡相同，以及消保法第 1 7

條規定並未限定預付型交易之履約擔保型態，企業經營者因此應有選

擇履約擔保型態之自由。目前消保實務上可見之履約擔保型態，乃由

企業經營者為履行提供履約擔保義務 (法遵 )而自行發展出。考量產

品或服務交易種類繁多，企業經營者之規模大小不一，融資業者對小

型之企業經營者之小金額消費交易，較無意願接受其信託或為其提供

履約保證，以及諸多行業並無同業工會，履約擔保型態之數量因此不

宜單一。  

    契約自由，包括擔保契約自由。擔保契約自由包括是否成立擔

保契約與擔保型態之選擇。在消保法，企業經營者負有提供履約擔保

義務，即其已不享有是否無成立擔保之自由，似不應另剝奪其選擇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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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型態之自由。例如若履約擔保限於信託，則不僅可能融資業者不願

接受信託，從法院裁判以觀，信託也是較有爭議之履約擔保。適度開

放履約擔保型態，因此應是較為可行之規範設計。  

    如前所述，目前實務上常見的預付型交易履約擔保，乃金融機

構之保證、同業之連帶保證、信託與同業公會之保證。這些履約擔保

之內容，或在擔保消費者預先對待給付返還債權，即金融機構之保證

與信託；或在擔保消費者產品或服務債權之滿足，即同業之連帶保證

與同業公會之保證。  

    消保法第 17 條規定亦未要求履約擔保的強度與廣度，例如並未

要求企業經營者所提供的履約擔保必須擔保產品或服務債權、債務不

履行損害賠償債權與預為對待給付返還債權 (回復原狀債權 )。企業

經營者提供上開實務上常見之履約擔保者，因此並無違反其所負提供

履約擔保義務可言。肯認企業經營者提供上開履約擔保之一，亦尊重

人民在私法生活裡的實踐。即便如此，企業經營者所提供的履約擔保

仍應具有擔保消費者產品或服務債權或預為對待給付債權之作用，始

符合消保法第 1 7 條所規定之履約擔保，始未違反其所負提供履約擔

保之義務。可見，依消保法第 17 條規定，企業經營者不僅享有選擇

履約擔保之自由，亦有選擇其所提供之履約擔保強度與廣度之自由。

如此的規範設計在顧及消費者保護與需求的同時，亦顧及企業經營的

困難度與行業需求。  

   金融機構為企業經營者所為之履約擔保，以及同業公會之保證實

務上則較無未落實履約擔保之疑問。相較之下，同業連帶保證與同業

保證則較有這類疑問。實務上曾有企業經營者另設公司而為履約擔保

之連帶保證或保證，例如建商另設公司，進而以該公司為保證或連帶

保證。以信託作為履約擔保實務上曾發生且較令人擔憂者，乃信託財

產不足或企業經營者動用信託財產之問題。這兩項問題的可能解決之

道之一，乃加強定型化契約預付型交易履約擔保之查核。但加強查核

意味著應增加人力與經費。  

   規範設計上或可考慮允許保險作為預付型交易履約擔保型態之一。 

這項保險之保險利益，乃消費者預先對待給付債權。透過保險制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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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散消費者預先對待給付債權不能受清償之風險。而且因為企業經

營者負有提供預付型交易履約擔保之義務，所以其應負擔保險費用。

但這項履約擔保可能性之實現，關鍵在於保單設計與中央主管機關之

審查核准。在此間應另外說明者，乃以保險作為履約擔保之可能型態，

並不在消保法與消保機關權限範圍內。保單之審查核准權限在相關主

管機關。  

三、避免消費者預付過多  

    消費者保護法允許消費者應先為對待給付之定型化契約條款，

並未在此間一概要求任何企業經營者，於任何行業均負有提供預付型

交易履約擔保之義務。但消費者預付金額越多，其預付金額返還債權

越有可能無法獲得完全的滿足，例如預售屋買賣。降低這項風險的方

法，因此即應在避免消費者預付太多。避免這項風險的方法之一，乃

限制消費者預付金額占其應付總金額之比例。現行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頗有針對消費者預付金額上限或比例之規定，如下：  

表：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包括預付比例上限  

訂席、外燴 (辦桌 )服務定型化契

約應記載事項第 7 點 

企業經營者於簽立本契約時，除

雙方約定不收取定金外，所收取

定金不得逾第八點預定總價金百

分之二十  

婚紗攝影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事項第 4 點  

業者收取前項各款金額之比例限

制，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第

一款金額不得逾契約總金額百分

之二十。 (二 )第一款及第二款金

額之累計，不得逾契約總金額百

分之五十；第一款至第三款金額

之累計，不得逾契約總金額百分

之六十；第一款至第四款金額之

累計，不得逾契約總金額百分之

八十。 (三 )第七款金額不得逾契

約總金額百分之十  

產後護理機構及坐月子中心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 3 點  

「契約價金總金額共計新臺幣 __

元。 訂 約 時， 得 給 付定 金 __ 元

（不得逾總金額百分之十）。實

際契約總金額依實際進住及房型

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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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消費者預付金額過多之另一項可能方法，乃要求或鼓勵企

業經營者以月費或分期付款之方式作為消費者付款方式。現行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亦不乏有相同或類似的規範設計，如下：  

表：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包括分期付款  

瘦身美容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

第 8 點  

依繼續性瘦身美容服務進度按期

給付  

前項價款消費者得選擇以現金、

票據、信用卡、銀行消費者信用

貸款分期支付或其他方式給付之  

健身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

第 5 點  

雙方約定以信用卡按月分期授權

扣 (繳 )款者，應於授權書明確揭  

露「如甲方書面提出解除、終止

契約時，乙方應於二十四小時內

通知  信用卡銀行停止扣款。」  

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事項第 6 點  

雙方約定以信用卡按月分期授權

扣 (繳 )款者，應於授權書明確揭  

露「如甲方書面提出解除、終止

契約時，乙方應於二十四小時內

通知  信用卡銀行停止扣款。」  

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

項第 8 點  

付款，除簽約款及開工款外，應

依已完成之工程進度所定付款明

細表之規定於工程完工後繳款，

其每次付款間隔日數應在二十日

以上。  

(依工程進度階段性付款 )  

美容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 8

點 

依繼續性美容服務進度按期給付  

前 項 價 款 ， 消 費 者 得 選 擇 以 現

金、票據、信用卡、銀行消費者  

信用貸款分期支付或其他方式給

付之。  

海外旅遊學習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事項第 5 點  

收費方式可勾選分期付款  

有線廣播電視服務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載事項第 3 點第 6 項  

本身即屬分期型的契約  

短期補習班補習服務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事項第 11 點  

分期繳納  

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事項第 8 點  

可分期總價、計時、計次  

生前殯葬服務 (自用型 )定型化契

約應記載事項第 6 點 

可分期繳付  

生前殯葬服務 (家用型 )定型化契

約應記載事項第 6 點 

可分期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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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特別說明者，乃消費者應付金額之多少因行業不同而有極大落

差。為了顧及這項行業特性，上開規範設計應以消費者保護法，並藉

此授權主管機關選定特定行業，以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為之，即：中央主管機關得選定特定行業，於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規定消費者預付金額佔其應付總金額之比例上限，以

及企業經營者得提供月費或分期付款供消費者選擇付款方式。  

四、豁免實施小額交易且小資本額之企業經營者提供履約擔保義務  

    雖依消保法第 17 條第 1 項與同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主管機關

得僅就特定行業要求實施預付型交易之企業經營者提供履約擔保，亦

即現行法並未要求任何行業 (任何實施預付型交易之企業經營者 )均

應提供履約擔保，實施預付型且小金額交易之企業經營者因此可能無

須提供履約擔保。但考量當實施預付型且小金額交易之企業經營者陷

於經營不善 (無支付能力 )或其他無法履約之情形時，因小金額交易

尚不至於對已先為對待給付之消費者造成多少損害，規範上一概要求

這類企業經營者提供履約擔保，實無迫切之必要。  

    尤其實施預付型且小金額交易之小型企業經營者乃小型的企業

經營者 (小資本額 )，要求這類企業經營者提供履約擔保，甚至可能

導致其經營困難。比較法上例如日本法即不要求小金額交易或小資本

額的企業經營者在預付型交易提供履約擔保。依日本分期付款買賣法，

在對分期付款 (預付型交易 )方面，年銷售額日幣 1 ,0 00 萬元以上之

企業經營者，應經許可始得經營相關業務，並提供相應的履約擔保，

換句話說，在分期付款交易，年銷售額在日幣 1 , 0 00 萬元以下的企

業經營者將豁免經營許可與相應的履約擔保 1 6 6。  

    況且，如前所述，諸多北歐國家
1 6 7

甚在預付型交易，不僅以消

費者先為對待給付義務條款為有效，且亦並未要求企業經營者就此提

供履約擔保。比較法上豁免實施預付型且小金額交易的企業經營者提

供履約擔保之義務，因此亦顯得有其正當性。  

 
1 6 6

參考本報告頁 4 3 ~ 4 7 之詳細說明  
1 6 7

參考本報告頁 2 6 ~ 2 8 頁之說明，未對消費者先對待給付義務加以規範之國家。

例如丹麥、芬蘭、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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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務上例如銀行通常拒絕為上開企業經營者成立信託或為其提

供其他履約擔保。這類企業經營者往往亦無同業公會為其成員提供履

約擔保。可見縱使規範上要求這類企業經營者提供履約擔保，實有窒

礙難行之處。  

    準以上所言，豁免實施預付型且小金額交易的企業經營者提供

履約擔保之義務，顯得有正當性。但問題在於何謂的小金額交易。究

竟是多少的交易金額，始是此間所謂的小金額？多少交易金額以下始

在豁免履約擔保義務之列？   

    從法院裁判裡可以探知到，健身中心的企業經營者從以前到現

在始終有經營不善 (無支付能力 )的問題 1 6 8。健身中心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壹、應記載事項第 2 2 點第 1 項：「業者應就收取

費用百分之五十額度，提供履約保障。但於契約期限內按月收款者或

預收第五點之費用，其累計金額在新臺幣五千元以下者，不在此

限。」。健身教練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壹、應記載事項第 1 8 點

第 1 項：「業者應就預收費用百分之五十額度，提供履約保障。但按

堂逐堂或按月逐月收款者或預收堂數之費用，其累計金額在新臺幣五

千元以下者，不在此限。」目前健身中心的收費，因此大抵以月費或

分期付款 (多年多期 )。  

    上開規範設計乃在避免消費者因一次預付太多，而蒙受因企業

經營者經營不善 (無支付能力 )致無法請求返還全部預繳費用之風險；

降低消費者因此所受的不利益 (頂多只損失預繳的一期月費；因尚未

支付其他尚未屆期之費用，故以此為限並無損失可言 )。  

   消費者預付當月月費與預付一期分期者，每月與每期產品或服務

之提供得被看待成單次交易。考量到例如健身中心的月費約新台幣

1,0 0 0 元上下，以及依兩位主任消保官在本研究所舉辦座談會之回饋，

企業經營者因提供產品或服務而自消費者所收取之金額未逾新台幣

1,0 00 元，宜豁免其提供履約擔保義務，本研究建議，交易金額未逾

1,0 00 元者，實施預付型且小額交易之企業經營者應無提供履約擔保

 
1 6 8

 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 7 年度消字第 4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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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義務
1 6 9

。  

   應特別說明以免誤解者，乃因為健身中心偶有發生經營不善 (無

支付能力 )之情形，所以健身中心月費超過 1, 000 元者，該健身中心

仍負有提供履約擔保之義務。  

   另外，考量到大資本額之企業經營者，通常對廣大的消費者提供

小額的商品或服務  若其經營不善或倒閉，因此受有損害之消費者諒

必甚眾，進而引起社會恐慌，影響大眾消費信心，甚至造成消費緊縮，  

亦不無可能。有鑑於此，縱使大資本額之企業經營者提供小金額商品

或服務於消費者，亦不應因其小金額而豁免提供預付型交易履約擔保

義務。  

   最後應慎重考慮者，乃若以消費者保護法規範豁免企業經營者提

供履約擔保義務之交易金額與資本額上限，恐有無法即刻反映顧及物

價波動與整體經濟情況，蓋修法過程通常並非短時間內可以結束。因

此，似可考慮授權中央主管機關以法規命命制訂該交易金額與資本額

上限，以期及時反應物價波種與整體經濟狀況。  

五、增訂企業經營者未履行提供履約擔保義務時之法律效果  

    各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及不得記載事項，均要求企業經營者在

其預先擬定之契約裡應記載一定之事項。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因此

成為定型化契約之內容，成為定型化契約之一部分。定型化契約乃債

權契約，當事人因此負有一定義務。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成為定

型化契約條款的內容時，當事人可能因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而負有

一定義務。  

     消保法第 1 7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得為

預付型交易之履約擔保。預付型交易之履約擔保因此可能成為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事項，而成為定型化契約之內容。當預付型交易之履約擔

保成為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成為定型化契約之內容時，企業經營

者因此在預付型交易負有提供履約擔保之義務。  

     企業經營者可能完全根本未提供履約擔保或不完全履行這項義務，

 
1 6 9

 或許金額可以更高。這項金額應否調整？消保官處理消費糾紛的經驗，應頗

有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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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提供不足額的履約擔保，或取走部分或動用作為履約擔保的擔保

信託財產。債務人不履行債務之法律效果有二大可能性，即債權人之

解除權與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企業經營者未履行提供履約擔保義務，

且因經營不善 (無支付能力 )或破產而無法 (繼續 )提供產品或服務者，

消費者原即依民法第 2 3 1 條規定得請求遲延損害賠償，消費者此際所

受的損害，乃例如預先對待給付返還債權無法獲得滿足之部分；企業

經營者提供不足的履約擔保，且因經營不善 (無支付能力 )或破產而無

法 (繼續 )提供產品或服務者，消費者原即依民法第 2 2 7 條第 1 項準用

第 2 2 6 條第 1 項 (不完全履行提供履約擔保義務 )，得請求損害賠償，

消費者此際所受的損害，乃例如預先對待給付返還債權無法獲得滿足

之部分。  

  上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民法結構原即並不複雜，但因消保法並未

就此設有規定，且關於消保法的文獻亦無任何相關說明，以至於或有

企業經營者違反提供履約擔保義務時，並無任何對應企業經營者違約

時法律效果之誤解 (並無明文規定法律效果之誤解 )。企業經營者或許

亦因此並未落實履約擔保機制。為避免上開誤解，以及落實預付型交

易履約擔保機制，建議於消保法增設規定，即企業經營者違反提供履

約擔保義務者，消費者得請求賠償因此所生損害之規定。  

     消費者不僅因企業經營者未提供產品或服務而得解除契約 (民法

第 2 5 4 條至第 2 5 6 條 )，企業經營者在預付型交易負有提供履約擔保

義務，而未提供履約擔保或不完全提供履約擔保者，消費者亦得解除

契約 (民法第 2 2 7 條第 1 項、第 2 5 4 至第 2 5 6 條 )。這項解除權之民

法結構同樣原即並不複雜。但同樣因消保法並未明文規定這項消費者

解除權，且消保法的文獻上亦無任何相關說明，以至於或許造成以下

的誤解，即企業經營者違反提供履約擔保義務時，消保法並無任何對

應企業經營者違約時法律效果。企業經營者或許亦因此並未落實履約

擔保機制。為避免這項誤解，以及落實預付型交易履約擔保機制，建

議於消保法增設規定，即企業經營者違反提供履約擔保義務者，消費

者得解除契約。  

    比較法上這項解除權的規範設計亦有跡可循。例如瑞士套裝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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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即規定，旅遊營業人經營不善 (無支付能力 )或破產者，應擔保旅客

所支付費用之賠償；旅遊營業人應證明其已提供擔保，其未提供擔保

者，旅客得解除契約。  

    瑞士套裝旅遊法 ( B u n d e s g e s e t z  ü b e r  P a u s c h a l r e i s e n )第 1 8 條第

1 項規定 1 7 0：「組織或仲介旅遊之契約當事人於其無支付能力或破產

之情形，應擔保消費者所支付費用之賠償與回程。同條第 2 項規定

1 7 1：「因消費者之請求，組織或仲介旅遊之契約當事人應證明擔保。

其未證明者，消費者得解除契約。」  

六、賦予特定行業消費者優先權  

     企業經營者本身對勞工負有工資債務，且若干企業經營者透過

融資性租賃或附條件買賣取得生財契約，透過租賃而得使用廠房、廠

地或經營場所。提供商品或服務的企業經營者面對許多消費者。若賦

予廣大消費者優先權，使其得優先於勞工或融資性租賃業者受償之權

利，將衝擊到眾多勞工及融資性租賃業者，可能使勞工賴以生存之工

資無法獲得滿足，更可能造成融資不易，導致企業難以發展，進而無

法促成經濟發展。  

   訂定一般性之消費者優先權，即賦予任何消費者優先權，因此恐

並不可行。或得針對例如經驗上而言有著較高風險的特定行業，始賦

予消費者優先權。此間所指的高風險，乃較常見有企業經營者經營不

善 (無支付能力 )或破產而無法提供產品或服務的行業，如預售屋行

業。但僅有高風險這項要件似並不足以正當化，消費者在此間享有優

先於勞工或融資業者受償權利之規範設計。台灣預售屋行業的商業模

式大抵是以消費者所預付之價金，建築房屋所需之資金，大抵來自消

費者所預付之價金，甚至在若干情形企業經營者取得建築基地所有權

 
1 7 0

 A r t .  1 8 ,  A b s . 1 :「 D e r  V e r a n s t a l t e r  o d e r  d e r  V e r m i t t l e r ,  d e r  

V e r t r a g s p a r t e i  i s t ,  m u s s  f ü r  d e n  F a l l  d e r  Z a h l u n g s u n f ä h i g k e i t  

o d e r  d e s  K o n k u r s e s  d i e  E r s t a t t u n g  b e z a h l t e r  B e t r ä g e  u n d  d i e  

R ü c k r e i s e  d e s  K o n s u m e n t e n  s i c h e r s t e l l e n .  」  
1 7 1

 A r t .  1 8 ,  A b s . 2  :「 D e r  V e r a n s t a l t e r  o d e r  d e r  V e r m i t t l e r ,  d e r  

V e r t r a g s p a r t e i  i s t ,  m u s s  f ü r  d e n  F a l l  d e r  Z a h l u n g s u n f ä h i g k e i t  

o d e r  d e s  K o n k u r s e s  d i e  E r s t a t t u n g  b e z a h l t e r  B e t r ä g e  u n d  d i e  

R ü c k r e i s e  d e s  K o n s u m e n t e n  s i c h e r s t e l l e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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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之資金，亦來自消費者所預付之價金，企業經營者在此間根本鮮

少動用自己資金。更且預售屋買賣價金動輒數千萬元，少則幾百萬元

消費者預付價金金額因此亦動輒數百萬，甚至數千萬一旦企業經營者

經營不善 (無支付能力 )或破產，消費者所受的財損因此極為可觀，

達到數百萬元，甚至數千萬元的財損之譜。  

    預售屋這行業對消費者而言乃較高風險的行業，企業經營者建

築房屋的資金大抵來自消費者所預付之價金，以及一旦企業經營者經

營不善 (無支付能力 )或破產而無法完成建物且交屋，消費者大抵受

到高額的財產上損害，基於預售物買賣的這三項特徵，消費者應就其

所預付之價金享有優先於勞工或融資業者受清償的權利。規範設計上

因此得將上開預售屋交易裡的三項典型特徵 (即高風險、高財損與企

業經營者付出低成本 )，類推至其他行業，用以判斷消費者在其間是

否得享有優先權。  

   準以上所言，消保法得以這三項特徵作為授權之要件，授權相關

主管機關選定特定行業，以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賦予消

費者優先權，而這項優先權之範圍，例如在擔保信託，亦僅限於信託

財產： (1 )為確保消費者之預先對待給付返還債權，中央主管機關得

選擇特定行業，以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規定消費者

就企業經營者為履約擔保所提供之信託財產有優先權； ( 2)中央主管

機關選擇特定行業時，應考量行業之經營風險，提供產品或服務所需

成本來自消費者預付之比例，以及企業經營者無支付能力或破產時消

費者所受損害之多寡。  

   消費者前揭優先受償權利發生背景之一，乃企業經營者為提供產

品或服務所需之成本，大多來自消費者，信託款項因此可認為大抵源

自消費者之預付款項。這項優先受償權利發生時點乃成立信託時。基

於以上兩點理由，其次序因此應為第一次序，並且優先於企業經營者

之勞工與融資業者優先受償之權利。  

   比較法上這項限定在特定行業之消費者優先權，亦有跡可循，例

如美國法上關於禮品卡或禮券於發行人破產時消費者優先受償相關規



97 

定
1 7 2

，以及日本資金結算法企業消費者就企業經營者信託財產有優

先權之相關規定 1 7 3。  

   另應特別說明者，乃行業是否有上開類型特徵，原即應從個別行

業進行判斷，為顧及這項行業特性，上開消費者優先權之規範設計原

即應以消費者保護法，並藉此授權主管機關選定特定行業，以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為之。  

    中央主管機關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7 條規定制訂特定行業之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特定行業之定型化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乃基於消費者保護法授權之法規命令，其位階與消費者保護法

相同。中央主管機關於此等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所規定

之消費者優先受償權利，因此並無法位階上不妥之疑慮。  

七、行政管制措施—特許營業作為保護消費者之手段  

   關於就預付型交易採取行政管制手段，美國法上多以企業經營者

具一定賠償能力，而後始發給營業許可證，以作為事後擔保，例如田

納西州法 4 7-1 8 - 3 18 條規定即要求所有於田納西州內開業之健身中

心應向主管機關繳納 25, 000 美元之保證金，且該保證金僅得用於保

護消費者，始可能取得營業許可證照，換句話說，若企業經營者未繳

納該筆保證金，即不得於該州開業與營業。  

    我國法上亦頗有特定行業應經主管機關特許始得營業之制度 1 7 4，

例如銀行業與旅行業 1 7 5 。特定行業應經許可始得營業一事，涉及營

業自由、行業所涉及之相關專業與財產權保護。僅以保護消費者為由

而限制開業與營業，並無法充足這項營業許可之正當性。目的事業主

關機關有相關專業，始有能力判斷應否發給營業許可。消保法授權主

管機關判斷應否發營業許可，因此顯得多此一舉。  

 
1 7 2

本研究，頁 6 0～ 6 3，美國法上關於禮品卡及禮券規範之詳細說明。法條原文

譯文，本研究，頁 2 0 0～ 2 0 4。  
1 7 3

 本研究，頁 3 9～ 4 0，日本法上關於資金結算法之詳細說明。法條原文譯文，

本研究，頁 1 9 3 ~ 1 9 4。  
1 7 4

 中華民國經濟部商業發展署設有「公司與商業登記前應經許可業務暨項目查

詢 服 務 平 台 」， 供 查 詢 哪 些 行 業 應 經 特 許 始 得 經 營 。 該 平 台 首 頁 網 址 ：

h t t p s : / / g c i s . n a t . g o v . t w / A L W B / h o m e，網址瀏覽日期： 1 1 2 / 1 1 / 0 7。  
1 7 5

 銀行法第 4 條、第 5 2 條第 3 項、商業銀行設立標準第 8 條、旅行業管理規

則第 2 條、第 5 條至第 8 條規定、  

https://gcis.nat.gov.tw/ALWB/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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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特定行業的確較可能發生企業經營者無法繼續經營，甚至破

產，進而導致損及消費者權益之情形，亦即存在著經營上高風險，例

如銀行業、旅行業與預售屋買賣行業。若干特定行業之業法的確考慮

到保護消費者。例如發展觀光條例第 30 條規定即為保護消費者，而

要求旅行業者應依規定繳納一定金額之保證金，始許可其經營與繼續

經營。同條例第 3 1 條規定亦為保護消費者，而要求觀光旅館業、旅

館業、旅行業、觀光遊樂業及民宿經營者，於經營各該業務時，應依

規定投保責任保險，始許可其經營與繼續經營各該業務。  

 同樣亦可以認為，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7 條規定乃為保護消

費者，而要求企業經營者，繳存營業保證金，始許可其開始經營與繼

續經營不動產經紀業；同條例第 8 條第 3 項規定亦是為保護消費者，

而要求企業經營者，原則上不得動支營業保證基金。  

   規範設計上因此得考慮，針對特定高風險行業，例如近幾年頗有

爛尾樓新聞事件發生之預售屋買賣行業，於相關業法內增訂上開以保

護消費者為目的之經營許可條件，即繳存一定金額之營業保證金、不

得動用營業保證金與履約保險。經營許可與否之條件並不僅限於保護

消費者，尚涉及頗多相關行業專業。而消保主管機關並無關於特定行

業之專業知識。若以消費者保護法規範為保護消費者之經營許可條件，

則將意味著由消保主管機關承擔經營許可之職責。但唯有具有關於特

定行業專業知識之主管機關，始有能力勝任這項經營許可之判斷。這

經營許可條件因此不宜以消費者保護法加以規範，而應如同上開經營

許可條件，均以相關業法為之。  

    在此間應特別附加說明者，乃上開在相關業法增訂經營許可條

件之說明，乃特許之內容，而特許亦應屬行政管制。上開規範設計因

此乃行政管制措施。  

    依消保法第 1 7 條第 6 項規定，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契約者，

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查核。依這條規定，主管機關固然得隨時派員查

核企業經營者是否落實、遵守消保法與定型化契約應記載與不得記載

事項，包括是否落實、遵守定型化契約預付條款與履約擔保條款。但

這項查核之密度與頻率，完全取決於主管機關之人力與經費是否充裕。



99 

營造與維持較好的消費環境，想必代價較高。在大多企業經營者充分

法遵的環境，這項代價或許不至於過高。但在常見企業經營者忽視法

遵或甚至無視法遵的環境裡，這項代價通常較高。  

    本研究建議應充實相關消保法專業人力與經費，以期營造且維

持更好的消費環境，包括更充分落實依消保法第 17 條第 6 項對定型

化契約預付條款與履約擔保條款之查核。消保主管機關查核到企業經

營者違反提供履約擔保義務，例如根本未提供履約擔保 (例如未成立

擔保信託 )、提供不足擔保 (例如信託款項不足 )或動用信託款項者，

乃屬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契約，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七條第一

項公告之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依消保法第 56 條之 1 規定，除法

律另有處罰規定外，消保主管機關此際應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經再次令其限期改正，

而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  

   實務上以消費者保護法第 5 6 條之 1 規定之處罰為記載罰，而非

行為罰。企業經營者未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提供履約擔保義務者，因此

似無法依該條規定，對其處以罰鍰。但企業經營者徒有記載，卻未落

實履約擔保機制，並不只構成違約，亦是形同未記載。若不以其為未

記載而處以罰鍰，將無異掏空預付型交易履約擔保之規範意旨，且更

將造成劣幣驅逐良幣之效應，無異打擊恪遵消保法規，確實履行提供

履約擔保義務之企業經營者，而無法鼓勵營造與維持良好的消費環境。  

   即便不以企業經營者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提供履約擔保義務為未

記載，而無法對其處以罰鍰，但仍可認為這項行為重大違反消費者保

護法有關保護消費者之行為，消費者保護官或消費者保護團體，因此

得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53 條規定，向法院訴請其履行提供履約擔保義

務，例如訴請禁止企業經營者動用信託款項，訴請企業經營者提撥信

託款項 (禁止其不提撥信託款項 )等行為。  

   如前所述，規範設計上或可考慮允許保險作為預付型交易履約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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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型態之一
1 7 6

。但以保險作為履約擔保之可能型態，並不在消保法

與消保機關權限範圍內。保單之審查核准權限在相關主管機關。中央

消保機關或可建議相關主管機關規劃以保險作為預付型交易履約擔保

型態之一。如此不僅可以充實預付型交易之履約擔保機制，以保護消

費者，亦可適度降低企業經營者尋得可行或合適之履約擔保之困難度。 

    

行政管制措施  可行性  

特許  1.  我國頗多特許行業； 

2.  只有消保無法正當化特許；  

3.  特 許 亦 可 將 消 費 者 保 護 內

化。  

高風險行業  1.  營業保證金作為營業許可條

件之一；  

2.  企業經營者不得動用營業保

證金；  

3.  履約保險。  

定型化契約之查核  1.  強烈建議；  

2.  增加查核人力與經費；  

3.  消費者保護法第 5 6 條之 1。  

4.  消費者保護法第 5 3 條。  

以保險充實履約擔保機制  1.  保護消費者；  

2.  減輕企業經營者負擔。  

 

 

 

 

 

 

 

 

 

 

 

 
1 7 6

 本研究，頁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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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目前尚未有履約擔保機制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無履保機制之預付型交易定型化契約  

1.運動賽事票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  

2.托嬰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  

3.訂席、外燴 (辦桌 )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  

4.國內線航空乘客運送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  

5.婚紗攝影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   

6.鐵路旅客運送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  

7.藝文表演票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  

8.以通訊交易方式訂定之食品或餐飲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

載事項  

9.個別旅客訂房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  

10.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  

11.國內固定航線載客船舶乘客運送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

項 

12.海外留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  

13.骨灰（骸）存放單位使用權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

項 

14.自由氣球乘客載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  

15.市區汽車客運業旅客運送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  

16.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  

17.藝文展覽票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  

18.養護（長期照護）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  

19.產後護理機構及坐月子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  

20.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  

21.汽車駕駛訓練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  

22.一般護理之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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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試擬條文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法所用名詞

定義如下：  

  一、消費者：指以

消費為目的而為交

易、使用商品或接

受服務者。  

  二、企業經營者：

指以設計、生產、

製造、輸入、經銷

商品或提供服務為

營業者。  

  三、消費關係：指

消費者與企業經營

者間就商品或服務

所發生之法律關係

。 

  四、消費爭議：指

消費者與企業經營

者間因商品或服務

所生之爭議。  

  五、消費訴訟：指

因消費關係而向法

院提起之訴訟。  

  六、消費者保護團

體：指以保護消費

者為目的而依法設

立登記之法人。  

  七、定型化契約條

款：指企業經營者

為與多數消費者訂

立同類契約之用，

所提出預先擬定之

契約條款。定型化

契約條款不限於書

面，其以放映字幕

、張貼、牌示、網

際網路、或其他方

法表示者，亦屬之

。 

第二條  

     本法所用名詞   

定義如下：  

  一、消費者：指以

消費為目的而為交

易、使用商品或接

受服務者。  

  二、企業經營者：

指以設計、生產、

製造、輸入、經銷

商品或提供服務為

營業者。  

  三、消費關係：指

消費者與企業經營

者間就商品或服務

所發生之法律關係

。 

  四、消費爭議：指

消費者與企業經營

者間因商品或服務

所生之爭議。  

  五、消費訴訟：指

因消費關係而向法

院提起之訴訟。  

  六、消費者保護團

體：指以保護消費

者為目的而依法設

立登記之法人。  

  七、定型化契約條

款：指企業經營者

為與多數消費者訂

立同類契約之用，

所提出預先擬定之

契約條款。定型化

契約條款不限於書

面，其以放映字幕

、張貼、牌示、網

際網路、或其他方

法表示者，亦屬之

。 

一、  本款新增  

二、  實務上企業經營

者為履行提供預付

型交易履約擔保義

務，往往成立管理

信託、自益信託，

以企業經營者自己

為信託財產管理人

與受益人，法院裁

判亦如此認為。這

類信託實則導致預

付型交易履約擔保

之規範意旨落空。  

三、  為避免誤解與確

定本法第 1 7 條所規

定 履 約 擔 保 之 意

義，確定企業經營

者提供履約擔保義

務之內容，使法律

適用者更易判斷，

企業經營者是否違

反這項義務，配合

違反履約擔保義務

之 法 律 效 果 之 增

訂，增設履約擔保

之定義規定，以消

費者預先對待給付

債權或產品或服務

債權為履約擔保所

應擔保者。  

四、  擔保信託性質上

屬他益信託，乃為

擔 保 債 權 人 之 債

權，委託人並不得

動用信託財產。增

訂履約擔保之定義

規定，企業經營者

為履行提供履約擔

保義務，便只得成

立民法上之擔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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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個別磋商條款

：指契約當事人個

別磋商而合意之契

約條款。  

  九、定型化契約：

指以企業經營者提

出之定型化契約條

款作為契約內容之

全部或一部而訂立

之契約。  

  十、通訊交易：指

企業經營者以廣播

、電視、電話、傳

真、型錄、報紙、

雜誌、網際網路、

傳單或其他類似之

方法，消費者於未

能檢視商品或服務

下而與企業經營者

所訂立之契約。  

  十一、訪問交易：

指企業經營者未經

邀約而與消費者在

其住居所、工作場

所、公共場所或其

他場所所訂立之契

約。  

  十二、分期付款：

指買賣契約約定消

費者支付頭期款，

餘款分期支付，而

企業經營者於收受

頭期款時，交付標

的物與消費者之交

易型態。  

  十三、履約擔保：

指擔保消費者預先

對待給付返還債權

或消費者產品或服

務債權。  

  八、個別磋商條款

：指契約當事人個

別磋商而合意之契

約條款。  

  九、定型化契約：

指以企業經營者提

出之定型化契約條

款作為契約內容之

全部或一部而訂立

之契約。  

  十、通訊交易：指

企業經營者以廣播

、電視、電話、傳

真、型錄、報紙、

雜誌、網際網路、

傳單或其他類似之

方法，消費者於未

能檢視商品或服務

下而與企業經營者

所訂立之契約。  

  十一、訪問交易：

指企業經營者未經

邀約而與消費者在

其住居所、工作場

所、公共場所或其

他場所所訂立之契

約。  

  十二、分期付款：

指買賣契約約定消

費者支付頭期款，

餘款分期支付，而

企業經營者於收受

頭期款時，交付標

的物與消費者之交

易型態。  

 

託，以擔保消費者

預先對待給付返還

債權，而不得成立

信 託 法 之 管 理 信

託。若企業經營者

此 際 成 立 管 理 信

託，甚至進而動用

信託款項，即違反

提 供 履 約 擔 保 義

務，配合增訂企業

經營者違反這項義

務 法 律 效 果 之 規

定，消費者即得解

除契約，並請求因

此 所 生 損 害 之 賠

償。增訂預付型交

易履約擔保之定義

規定，即得避免企

業經營者成立管理

信託，動用信託款

項，掏空履約擔保

機 法 制 之 規 範 意

旨。  

第十七條之二  

   為確保消費者

預 先 對 待 給 付 返

還 之 債 權 ， 中 央

無 

      

 

五、  本條新增  

六、  企業經營者對勞  

工負有工資債務，

且若干企業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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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管 機 關 得 選 擇

特 定 行 業 ， 以 其

定 型 化 契 約 應 記

載 或 不 得 記 載 事

項 規 定 ， 消 費 者

就 企 業 經 營 者 為

預 付 型 交 易 履 約

擔 保 所 提 供 之 信

託 款 項 ， 得 優 先

受償。  

   中央主管機關

選 擇 特 定 行 業

時 ， 應 考 量 行 業

之 經 營 風 險 ， 提

供 產 品 或 服 務 所

需 成 本 來 自 消 費

者 預 付 之 比 例 ，

以 及 企 業 經 營 者

無 支 付 能 力 或 破

產 時 消 費 者 所 受

損害之多寡。  

透過融資性租賃或

附條件買賣取得生

財器具，透過租賃

而得使用廠房、廠

地或經營場所。這

類企業經營者名下

財產因此不多。提

供商品或服務的企

業經營者面對許多

消費者。若賦予廣

大消費得優先於勞

工或融資業者受償

之權利，將衝擊到

眾多勞工及上開融

資業者，可能使勞

工賴以生存之工資

無法獲得滿足，可

能造成融資不易，

企 業 難 以 繼 續 發

展，進而無法促進

經濟發展。  

七、  晚近若干行業，

不乏有企業經營者

因無支付能力或破

產，而無法提供產

品或服務者，例如

預售屋行業。在此

等行業，亦頗有企

業經營者以消費者

之預付款作為其提

供產品或服務所需

資金之主要來源。

企業經營者在此間

鮮 少 動 用 自 己 資

金。更且一旦企業

經營者無支付能力

或破產，消費者動

輒常受有難以取回

預付之高額財產上

損害。  

八、  中央主管機關因

此應得選定有前述

預付型交易類型特

徵之特定行業，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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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消費者就企業經

營者為履約擔保所

成立信託之款項有

優先權。  

九、  消費者前揭優先

受償權利發生背景

之一，乃企業經營

者為提供產品或服

務所需之成本，大

多來自消費者，信

託款項因此可認為

大抵源自消費者之

預付款項。這項優

先受償權利發生時

點乃成立信託時。

基 於 以 上 兩 點 理

由，其次序因此應

為第一次序，且優

先於企業經營者之

勞工與融資業者之

優先權。  

第十七條之三  

    消 費 者 依 定

型 化 契 約 條 款 應

為 對 待 給 付 之 金

額 ， 以 及 企 業 經

營 者 之 資 本 額 ，

均 未 逾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所 定 之 上 限

者 ， 企 業 經 營 者

得 不 提 供 履 約 擔

保。  

本條新增  一、  實施預付型且小

金額交易之企業經

營者陷於無支付能

力破產或其他無法

履約之情形時，消

費者所受無法取回

對待給付之財產上

損害尚屬小額，規

範上一概要求這類

企業經營者提供履

約擔保，因此顯得

無迫切之必要。  

二、  實施預付型且小

金額交易之企業經

營者乃小資本額企

業者，要求這類企

業經營者提供履約

擔保，甚至可能導

致其經營困難。  

三、  銀行往往拒絕為

小資本額企業經營

者成立信託或為其

提供其他型態之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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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擔保。在這類企

業經營者，往往亦

無同業公會為其成

員提供履約擔保。

規範上要求其提供

履約擔保，因此實

有窒礙難行之處。  

四、  考量到大資本額

之企業經營者，通

常對廣大的消費者

提供小金額商品或

服務，倘若其經營

不善或倒閉，因此

受有損害之消費者

諒必甚眾，進而引

起社會恐慌，影響

大眾消費信心，甚

至造成消費緊縮。

有鑑於此，縱大資

本額之企業經營者

提供小金額商品或

服務於消費者，仍

不應豁免其提供預

付型交易履約擔保

之義務。  

五、  考量行業種類繁

多，企業經營者因

提供產品或服務自

消費者所收取金額

可能頗有差異，以

及順應物價波動與

整體經濟狀況，授

權中央主管機關制

定企業經營者得豁

免提供履約擔保義

務之交易金額與資

本額上限。  

六、  綜合以上各項理

由，實施小金額交

易且大資本額之企

業經營者，其提供

預付型交易履約擔

保之義務，應得予

以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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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之四  

        企 業 經 營 者

違 反 提 供 履 約 擔

保 義 務 者 ， 消 費

者 得 請 求 賠 償 因

此 所 生 損 害 ， 並

得解除契約。    

本條新增  一、  企業經營者未履

行或不完全履行提

供履約擔保之義務

者，消費者原依民

法第 2 3 1 條規定得

請 求 遲 延 損 害 賠

償；依民法第 2 2 7

條 第 1 項 準 用 第

2 2 6 條第 1 項，得

請求損害賠償。  

二、  企業經營者未履

行提供履約擔保或

不完全履行提供履

約擔保之義務，消

費 者 原 依 民 法 第

2 2 7 條第 1 項、第

2 5 4 至第 2 5 6 條規

定，得解除契約。  

三、  上開損害賠償請

求權與解除權之民

法結構原即並不複

雜。但因消保法就

此並未設有規定，

以至於或有企業經

營者違反提供履約

擔保義務時，法律

上並無任何對應之

誤解。企業經營者

或許亦因此並未落

實履約擔保機制。  

四、  瑞士套裝旅遊法

第 18 條第 1 項與第

2 項亦設有類似規

定。   

五、  為避免企業經營

者上開誤解，以及

落實預付型交易履

約擔保機制，增設

本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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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針對預付型交易，世界各國立法例頗有不同，其中頗有允許預

付型交易，即以預付條款為有效者者，例如我國消保法第 17 條規定。

與本研究所介紹之外國立法例比較而言，消保法第 1 7 條規定如此一

般性之規定可謂完善，即其既為一般性規定，適用範圍較廣，卻又顧

及交易實情，即得選特定行業要求企業經營者就預付型交易提供履約

擔保。  

    從消保實務整體來看，預付型交易履約擔保之實施，頗能保護

消費者。但不可諱言者，乃仍有企業經營者確實未落實履約擔保之情

形發生。這則現象，尤其發生在以管理信託作為預付型交易之履約擔

保。這類現象諒非消保法制不健全所致，而是文獻上與實務上未臻掌

握現行信託法制所致，即誤以為成立管理信託，即構成消保法上預付

型交易履約擔保；誤以為僅得依信託法成立信託，而不得成立民法上

之信託。但縱使信託法之信託限於管理信託，但仍無礙於當事人成立

民法上信託，擔保信託。而只有擔保信託始符合消保法上預付型交易

履約擔保之規範意旨。  

    為加強預付型交易履約擔保規範意旨之實現，本研究建議： (1 )

增訂預付型交易履約擔保之定義規定； ( 2)賦予特定行業裡之消費者

就信託款項有優先受償之權利； ( 3)  在一定交易金額與資本額範圍

內，豁免企業經營者提供履約擔保義務； (4 )增訂企業經營者違法提

供履約擔保義務者，消費者得解除契約並請求損賠之規定； (5 )在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鼓勵企業經營者提供分期與月費制；

(6 )增加定型化契約遵守消保法、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查核之經費與人力。 ( 7)針對高風險行業，在其業法增訂，繳存營業

保證金與成立履約保險乃特許經營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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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焦點座談會議紀錄  

(一 )報告人報告  

1 .研究計畫背景  

    這個計劃目前進行到七成。首先，我們主要關注了現行法律。

然後，我們的重點轉向比較法研究，但我認為不必對世界各國都進行

比較，只須選擇一些不太相似的國家，如美國、德國與日本，以尋找

潛在的改進空間。然而，初步研究顯示，我們的法律體系似乎也不錯。

最後，我們尚未完成計劃的最後部分，因為需要等到期中報告完成後，

才能提出政策建議。  

2 .現行法律狀態  

( 1 )相關規定之解釋適用  

    消費者保護法第 1 7 條第 2 項第 3 款允許中央主管機關選擇特定

行業，將履約擔保機制納入規定中，這種制度即以預付型交易條款為

有效。而德國法則是原則無效但例外有效 (例如購買音樂票或電影票

等票劵）。這種法律設計在小型或個人賣家方面具有優勢，因為他們

難以負擔大量的履約擔保基金，且可能對消費者的風險影響有限。  

    因此，「得選定特定行業」這一條款有一個重要優點。在小額交

易中，即使消費者應預先支付，即便企業無法提供商品或服務，也可

能不會造成大規模損害。小額交易通常僅涉及數百元，因此損害相對

有限。在這種情況下，中央主管機關無須強制規定預付型交易條款必

須無效。例如，如果您購買一個價值一兩千元的電風扇，並且要求送

到您家，將其規定為無效可能不合理。中央主管機關在選擇適用行業

時具有立法裁量權，可以在小額交易中保留這些條款的有效性，而無

須要強制履約擔保，這對企業來說是一種減輕負擔的方式，也確保制

度的適用性和公平性。  

( 2 )法院裁判  

    在臺灣的法院判決中，基本上沒有將預付型交易條款認為無效。

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第 1 2 條第 2 項第 2 款的規定，如果條款與排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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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的法規立法意旨矛盾且違反誠信原則，則該條款會被視為無效。

儘管這一條款類似於德國法中的第 30 9 條，德國法普遍認為原則無

效，例外有效，但臺灣的法院並未廣泛運用此一條款。儘管讓消費者

的預付已違反同時履行抗辯和報酬後付原則的那些任意規定，但臺灣

法院通常未使用該條款來認定預付型交易條款無效，我們唯一找到比

較相近的就是這個威爾斯美語，可是這則裁判實際上也不是用違反民

法第 26 4 條無效，而是因為違反債權讓與之規定。文獻中也沒有明確

指出這些條款無效。  

    這主要是因為使這些條款無效可能對小型賣家造成重大衝擊，

因為他們難以負擔這種風險，並且很多交易，如線上遊戲，必須預先

支付。因此，臺灣法院傾向於認為這些條款有效，以維護商業運作的

穩定性。  

3 .比較法之研究  

( 1 )德國法  

    在德國法中，一般交易條款中的任何與法律規定相「偏離」的

條款都被視為無效。這裡的「偏離法律規定」指的是任意規定的重要

法律基本原則，因為如果是強制性規定，本來就是無效的。這種無效

是因為該條款的規定與任意條款的規範意旨相衝突。  

    現今多數見解認為先給付義務之預先擬定約定，實際上等於排

除同時履行抗辯權，德國民法第 309 條第 2 款 a 規定，因此有適用

餘地。但立法理由與通說亦認為，其於「契約相對人於技術上應先支

付」之情形，並無適用餘地。例如，裝潢業需要在開始工程之前支付

部分費用，以應對工程成本。這是因為裝潢業等行業需要先支付成本，

然後才能開始工作。此在實務中具有合理性，因為企業經營者需要資

金來應對開始工作的成本。  

    相對於德國法立法理由所提到的例子，如地鐵票、電影票、劇

院等，我認為這些例子不太合適，因為這些場所早已建成並支付了成

本。我認為像裝潢業這樣的例子更為妥當，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企業

經營者需要先支付成本才能開始工作。  

    再來，我們整理出德國聯邦法院對於一般交易條款的無效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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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情況：首先，如果交易條款排除了定作人的同時履行抗辯權，

則該條款被視為無效。其次，如果預先支付的一般交易條款要求支付

超過 20 %的金額，則該條款被視為無效，但 2 0%以內的預付是有效的。

此外，在旅遊契約中，預付金額不得超過 10 %或 2 0%，超過這個範圍

的條款也被認為是無效的。這些操作旨在保護消費者，特別是在預付

款項方面，因為違約情況可能發生，德國政府必須採取措施並支付受

影響的消費者，以確保消費者受到保護。這反映了為什麼需要債務不

履行法來應對違約情況。德國政府只能盡力保護消費者，並在必要時

提供財政支援，因為無法防止所有違約情況的發生。  

( 2 )歐盟法  

    根據歐盟官方研究報告，歐盟法規針對預付條款之效力，主要

規範模式分為三大類：黑名單（無效）、灰名單（推定無效）以及未

規定。從該研究報告可觀察到，北歐國家普遍認為預付條款有效，反

而是經濟實力較弱的歐盟國家則認為無效，此可反映甚麼？本文雖未

進行深入的社會文化之調查，但可引人深思。臺灣的規定在這份報告

下可能被歐盟視為未規定，而非黑名單或灰名單。總體而言，臺灣的

法律規定似乎表現並不差。  

    再來，歐盟其實沒有法規要求會員國應採取何種具體行動，只

在某些情況下有頒布指令。例如，按套裝旅遊指令第 17 條第 1 項，

當旅遊企業經營者破產時，必須確保消費者能夠取回所支付一切的款

項。然而，該指令並未具體規定會員國應如何實施這一要求，只要

「確保」即可。這導致各會員國在轉化指令時有自由發展的空間，因

此規範方式不同。並且，一概禁止旅客預付可能使旅遊企業經營者承

受更大的財務壓力，而且可能導致他們失去競爭力：因為其他非歐盟

國的旅遊企業經營者可能無須履行相同的財務擔保要求，將造成歐盟

國家的旅遊企業經營者，與這些企業經營者相較之下，沒有競爭力。

這尤其對中小型旅行企業經營者造成影響。  

    如上所述，關於如何確保避免消費者在企業破產時受到損失，

歐盟目前還沒有統一的做法。在臺灣，破產法並沒有明確規定這一點，

這部分也不在消保處的職權範圍內。可能可以在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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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規定，但這也不屬於消保處的職權範圍。例如，旅遊業和健身房業

務可能必須處理破產情況，但消費者保護法似乎不能提供太多幫助。  

( 3 )日本法  

    日本主要依賴資金結算法和分期付款買賣法來規範預付型交易，

儘管分期付款買賣法實際上不再廣泛使用，因為分期付款通常通過信

用卡分期付款，而不是與企業直接分期付款。且如果使用信用卡支付

小額款項，銀行可能會迅速聯繫消費者詢問分期的原因。因此，關鍵

問題不存在前期分期，而是當企業破產、無法支付或提供商品或服務

時，銀行是否得繼續向消費者追訴借款的問題。  

    資金結算法針對某些特定行業有規範，例如要求提供保證金。

這些規定較為複雜，並涉及不同的類型，例如禮券和兌換券，可分為

自家使用和第三方使用兩種類型，前者僅能在發行平臺使用（如百貨

公司禮券），而後者需要進行申請才能使用。而禮券基本上屬預付性

質，日本法要求企業經營者投入一半的資金作為信託。當破產時，信

託將優先於其他債權人獲得賠償，這種優先權是根據相關的資金結算

法規定的。  

    然而，日本這種規定僅適用於兌換禮券等特定情況，對於沒有

優先權的兌換券，則無效。此外，優先權的制定在臺灣可能需要由金

管會進行，並且不僅限於破產情況。在財務困難時，消費者對於信託

基金享有優先權，可用於解決問題，甚至可能是超級優先權，以確保

先受償還。讓消費者有這種優先權，對於處理其他債權人的索賠問題，

至關緊要，尤其是面對擁有大額債權的債權人時，因為一般消費者的

債權額相對較小。  

    資金結算法中有不同的資產保存方式，類似於臺灣的信用保證。

這些方式包括提存、與銀行或信託機構簽訂信託契約及履約擔保。然

而在臺灣，實際上很難找到一個機構接受提存，金管會或消保處可能

也不願接手。至於信託，同樣地，在臺灣可能因為金額不夠大，導致

很少銀行願意接受此種信託。最終，如果問題無法解決，可能還是提

交給法院處理。然而，法院法官的工作負擔已經很大，每個月處理大

量案件，因此不太可能把所有事情都交給法官處理，這是目前面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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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難題。  

    日本的分期付款買賣法很早以前就存在，並分為預付型交易、

信用型交易，預付型交易又分為分期付款和特定交易。以下是對該法

的處理方式的摘要：  

①  許可制度：除非銷售額在 1, 000 萬日圓以下，否則需經過許可才

能執行相關交易。這一要求相對嚴格，因為 1, 00 0 萬日圓其實不

多，這樣的要求在臺灣可能會引起民怨。  

②  最低資本額限制：資本額中淨資產必須大於 90％。但在臺灣實施

這樣的規定不太現實。很多成功企業的資本只有一兩千萬，但其

營業額可能遠超過這個數字。  

分期付款買賣法中還有相關行政管制，如下：  

①  業務改善命令：類似於臺灣消保處的稽核。  

②  資產額要求：如果資產額低於 90 %，則主管機關會禁止企業經營

者締結契約。這種要求可能與臺灣企業經營者操作槓桿的風險觀

念不同，因為臺灣企業經營者可能會主張他們有風險控制措施，

不必限制在 90%以下。這是臺灣和日本法律之間的一個差異。  

③  保證金償還：當發生情事變更導致無法按時給付時，主管機關會

公告償還期限為 6 0 天。在這段時間內，需要進行債權申報、調

查確認、製作分配表，並召開公聽會，處理任何異議。這樣的過

程可能需要 80 天，而企業經營者可能在這段期間就跑掉。  

整體看來，日本民風與我國民情仍有不同，貿然學習日本法在適

應上可能會有問題。  

( 4 )美國法  

    美國法基本上有兩大類型（未請求財產法案的特別規定及預付

契約），並針對特定行業做一些規範，簡要說明如下：  

①  未請求財產法案：是指當消費者支付了款項，但尚未請求相應的

產品或服務時。該法案規定未請求財產的處理方式，包括將其視

為遺棄財產並允許政府介入保管。  

②  禮品卡規定：美國法律對禮品卡的規定包括將未在 5 年內使用的

禮品卡視為未請求財產，並且規定了政府如何處理這些禮品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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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此外，法律還禁止發行人在兌換期限之後再次出售禮品卡，

以防止重複受益。  

③  未請求財產法案之特別規定：參考美國州法，未請求財產的價值

仍歸屬於消費者（受益人），並且要求發行人在破產時仍然履行

相應的義務，即別除權。這樣的法律規定可以保護消費者，尤其

是在某些特定行業倒閉時，如健身房。  

④  預付契約相關的規定：包括一次性和分期付款的交易。  

①  預付契約的範圍：強調了臺灣一些文獻可能錯誤地認為預付

型交易或連結契約僅限於遞延性商品，而實際上在德國法和

美國法中，一次性的交易也包括在內。這是因為法條本身通

常不限定交易的類型。  

②  田納西州健身房頭期款之限制：類似於德國法院對頭期款、

預付額的限制，美國田納西州法針對健身房契約亦規定，其

頭期款不能超過契約價值的 30％。這種限制旨在保護消費者，

並根據行業的特點進行調整。此外，但書排除淨市值超過某

一金額的健身房。然而這種規定在臺灣可能難以操作，因為

企業經營者可能不會公開提供其淨市值的證明。這可能會導

致不確定性。  

③  俄亥俄州法預付型娛樂契約之規定：當營業場所關閉時，因

為企業經營者無法提供服務，消費者不再需要繼續給付義務。

這樣的做法保護了消費者的權益，因為在這段時間內，消費

者無法享受到對等價值的服務。並且，買方只需要支付其仍

位於「可得使用設施 2 5 英里內」之期間的比例費用，超過這

個範圍的部分需要退還。雖然在臺灣可能較難適用這一規定

（蓋臺灣土地不夠大），但這種思維也可以參考，以確保消費

者在設施無法提供服務時不必支付多餘的費用。最後，其規

定不得要求買方在設施或服務可供使用之前支付超過 50 美元

或總契約價格的 1 / 10 作為頭期款。但這在臺灣運作上可能

也不太會用到，因為通常都用信用卡分期付款支付。總之，

這些做法旨在最小化契約風險，限制預付額，並確保在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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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保護消費者的權益。  

⑤  家用天然資源銷售之出賣人擔保規定  

④  價格保證：企業經營者可以提供價格保證計畫，承諾在一定

的年限內，價格將保持不變。這通常需要消費者預付一定的

款項，以確保他們可以享受到這種價格保證。這種計畫通常

與天然氣等天然資源相關，因為這些資源的價格可能會波動。  

⑤  履約擔保：企業經營者可以要求供應商提供契約擔保，以確

保他們能夠按照契約提供天然氣等家用天然資源；企業經營

者亦可以通過保證金或信用狀等方式實現履約擔保。這些擔

保措施旨在確保企業經營者履行其交付承諾，從而保護消費

者的權益。  

⑥  未支付價格的退款：如果在契約結束日期時，尚未交付給消

費者的家用暖氣油、煤油或液化石油氣的契約價格，應在契

約結束後的 3 0 天內退還給消費者。這一條款確保了在未提供

服務的情況下支付的價格能夠返還給消費者，避免了不當得

利的情況發生。  

⑥  特定行業發放執照時可能需要繳交保證金的情況，以確保企業經

營者在履行契約或提供服務時具有賠償損害的能力。在臺灣，有

些特許行業也需要繳交保證金以獲得執照，尤其是在高度監管的

行業，如旅遊業和金融機構。  

(二)與談  

1 . A 主任消保官  

    其實在好幾年前臺北市開始修訂消保自治條例的時候，我們也

試圖找到方法來全面性地規範預付型交易，但面臨到如果要求臺北市

的企業經營者一網打盡不分消費型態也要做履保，會引起企業經營者

很大的反彈，以及難以確定規制的標準，如營業額或消費型態。  

(1)  第三方金融金流企業經營者處理：最後去年修正通過自治條例的

做法是，先規範資融貸款、債權讓與，或是信用貸款之方式，亦

即就企業經營者利用第三方金融金流企業經營者來進行預付型交

易之方式，先行規範處理，以解決實務中常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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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訊揭露：如果法律無法禁止企業經營者要求消費者預付款項，

則通過資訊揭露來提供消費者必要的安全資訊是一種可行的方

法。比如說未來可能在應記事項增加規定，企業經營者須揭露一

些款項安全性資訊（譬如企業經營者有自主提供一種履保機制，

或是企業經營者提供信用卡付費的方式，消費者在未來企業經營

者無法提供商品或服務的時候，可以申請信用卡爭議帳款），讓

消費者有充足資訊來決定是否要進行本交易。  

(3)  增加更具可行性的履約保證方式：例如，考慮將履約保證保險納

入履約擔保機制的一種。將履約保證保險納入法律規定的履約擔

保機制中，可以為企業經營者提供更多選擇，並擴大市場規模，

符合保險大數法則，保險企業經營者較能夠充分評估風險並進行

精算，就會有意願承保，藉以保證消費者。  

2 . B 主任消保官  

(1)  預付型交易的多樣性：預付型交易包括了多種不同類型的交易，

如禮券、旅遊、演唱會、電影票、游泳券等。可考慮是否針對預

付型交易作定義。而每種交易都有其獨特的特性和風險，因此需

要考慮不同的處理方式。  

(2)  無統一的處理方式：報告提到，目前沒有一個統一的處理方式，

不同行業根據其特性和需求採用不同的方式來處理預付型交易。

這種差異化的處理方式可能更適合滿足不同行業的需求。  

(3)  德國似乎並未禁止預付型交易本身，而是禁止約定說放棄同時履

行抗辯。  

(4)  是否涉及第三方？這可能取決於具體的契約和法律規定。某些預

付型交易可能涉及第三方，例如禮品卡的發行人可能是第三方。

在這種情況下，法律是否需要區分第三方發行人和實際提供商品

或服務的企業經營者之間的責任和義務？  

(5)  建議捉大放小或制定標準讓企業經營者有彈性提供履保：建議針

對預付型交易，捉大放小，即基於行業的重要性和風險程度來優

先考慮規範和保護措施。或制定提供履保之標準（比如 1 ,00 0 塊

以上要履保， 1, 00 0 塊以下不用履保），給予企業經營者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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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使消費者有選擇權。可以確保在高風險行業中實施更嚴格的規

定，同時尊重和鼓勵低風險行業的自主性和靈活性。  

3 . C 副董事長  

    同意捉大放小的作法，因為對於小型企業經營者，制定一些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可能不適當。尤其是那些可能無法吸引銀行信託

的企業經營者（蓋信託機構可能更傾向於與資金穩定的大型企業經營

者合作），可能需要依賴內部互助或公會出具保證。這種方式可以為

消費者提供一定程度的履約保護，儘管不是完美的解決方案。  

    關於預售屋的情況，現在雖然有價金信託，但沒有辦法解決消

費者所支付者已被企業經營者都花掉或其他債權人來比例受償的問題，

對於消費者保障不足。但這可能需要內政部更深入地考慮現行法規是

否足夠保護消費者，並根據需求做出必要的修正。  

4 . D 教授 

    雖然行政機關得要求特定企業經營者記載並履行履約保證，但

實際執行上仍存有問題，我們無法保障其實際上真的有做履約保證，

除非查核，但這牽涉到相關行政資源，且履約保證常常只有一年，之

後無法確保企業經營者履約，法律制度似乎不足以解決這個問題。因

此建議從層面去著手改善：  

(1)  強調在應記載事項上推動同時履行抗辯權的概念這一原則。 

(2)  考慮和金管會討論，除了銀行外，是否可以讓其他金融機構或資

金移動企業經營者參與履約保證機制，尤其是對小額交易。  

(3)  建議金管會在監管金融機構和履約保證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以確保預付型款項的安全性和履約。  

(4)  重申對一些行業如不動產預售屋、補習班、旅行社等要求一定的

履約保證措施，並認同對超過 1 ,0 00 元以上的健身房要履保的觀

點。 

    好的制度可以導正不良風氣，法制應鼓勵企業經營者建立好的

營運體質、負責的心態，而非寅吃卯糧。我同意本計畫宗旨及主持人

今天的結語，預付型交易應儘快建立法律位階的一般規定（確立原則）

再依產業及行為開例外限度，減少每次遇到問題未有大原則依循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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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窘境。  

5 . E 副教授  

    關於預付型定型化條款的問題，主要認為可分為三個層次面向

去處理。建議將這些問題納入將來的計畫中討論：  

(1)  第一層次：事前控制  

    涉及到預付型條款的容許範圍。不同國家對此有不同的原則，

建議在計畫中研究擴大或縮小在哪些情況下允許使用定型化契約條

款，並針對不同行業進行研究和討論。須有事前控制方法。以下提出

兩種方式：一是容許使用預付型定型化條款但要求提供擔保，二是禁

止使用預付型條款。這需要訂定不同行業的規範，並參考外國立法例

和國內行業特色。  

(2)  第二層次（若允許使用預付情形下）：准許預付之比例  

    1 0%？ 2 0%？還是 30%？這需要訂定不同行業的規範，並參考外

國立法例和國內行業特色。  

(3)  第三層次：擔保破產  

    如果不要求企業經營者提供擔保，那麼當企業經營者破產時，

消費者可能無法得到賠償。因此，建議在計畫中探討優先受償權（別

除權）的問題，雖然此部分無關消費者保護法，但是仍彼此相關，故

建議在計畫中也納入對其他法律的建議，以確保消費者在破產程序中

能夠得到合理的保護。  

6 . F 教授 

(1)  不應全面禁止或全面要求履約保證  

    不同行業有不同情況，不應全面禁止，而應集中力量解決常見

的問題。  

(2)  應強化消費者之風險控管意識  

    消費者應該更加了解面對的交易風險，並意識到他們身為交易

相對人，也負有注意義務，而非一味指望法律能夠完全保護他們。  

(3)  透過事前控制恐難以解決問題  

    契約內容控制屬司法監督，最終還是要透過法院裁判解決紛

爭。基於司法監督僅具個案效力，因此個人持較悲觀的態度，認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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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有限。  

(三)報告人總結及與談人回應  

    參考剛剛 B 主消的意見，關於預付型交易的定義，我認為不論

是商品或勞務契約，皆係透過預付型條款之約定，使消費者有先為對

待給付之義務，所以可能以此為定義。履約擔保或許也可以定義。不

過這些涉及到消費者保護法修法的問題。  

    目前我初步的想法是預付金額不能超過 30 %， 20 到 40 %其實都

可以討論，制定一般性的規定，並以但書納入「捉大放小」概念。比

如排除小額，該金額可以參考民事訴訟法的小額或簡易程序之規定。

個人認為參考小額程序較妥當，蓋簡易程序之金額還是相對較大。或

是如有提供履約擔保亦可不受本文規範。另外目前政府已透過相關行

政管制機制，讓預售屋之數量減少。  

    另有與談人補充優先權。但優先權之設計，亦非想像上簡單，

若貿然設計此規範，可能使銀行在放款給企業經營者業務上陷入無法

評估風險的困境。對此，有與談人補充，消費者應係僅限於企業經營

者事先提出之擔保金才有優先權。  

    此外，所謂「行業」，其實是指企業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之種

類，行業的種類因此變得繁多，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因此須足夠彈性

始能應對。透過比較法之觀察，一定金額之限制似乎可行，或許可以

請內政部或金管會制訂例外規定，促使其積極處理此問題。亦或許得

設計「預付金額不得超過法律規定之上限」，此法律規定之金額就制

定在各行業之應記載事項，可能較能適應各行業之特性，並維持彈性。  

二、深度訪談會議紀錄  

(一 )研究團隊報告  

預付型交易，指消費者負有先為對待給付之義務，如企業經營者

以定型化契約要求消費者預付，實際上排除消費者在民法上之同時履

行抗辯權。另外，當企業經營者係提供服務時，通常即有報酬後付原

則之適用，但在預付型交易中消費者則應先付對價，不僅排除了報酬

後付原則，也同時排除之後將來各期的同時履行抗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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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種交易形態下，當企業經營者倒閉或違約時，可能發生消費

者欲解除契約卻拿不回預付款之情形。故消保法第 1 7 條規定，中央

主管機關得針對特定行業擬定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履約擔保事項。惟

實務上雖有其作用，但仍有待加強。故而本研究主要研究比較法，觀

察各國法制規範並與我國法相互借鏡。  

首先，根據歐盟提出的研究報告，各歐盟會員國針對預付型條款

之規範，可分為三大類：（一）推定無效，例外有效，如德國。（二）

有效，如北歐國家。（三）視為無效。其次，美國法基本上是個別反

應在特別法上，針對特定行業透過信託機制或要求一定資本額始得為

預付型交易。此外，日本法之預付型交易主要規範在分期付款法及資

金結算法，其作法大抵上係以信託作為履約擔保之手段。雖有許可營

業制，但此制度在臺灣可能沒有辦法實行。  

我國現行實務上多以信託作為履約擔保機制，但有時可能會因金

額太小，致銀行不願意接受而不能成立，抑或是業者以銀行為藉口而

不為履約擔保。因此欲參考各位專家針對此現態之意見與看法。  

(二 )綜合討論—專家意見  

1 . X 助理教授  

( 1 )  現行預售屋履約保證機制無法確實保障消費者權益  

例如不動產預售屋，目前的履約保證機制中，除價金信託、不動

產開發信託、價金返還之保證外，尚有使用「同業連帶擔保」之

機制，但有可能會發生一家不 OK 的同業去擔保另外一家不 OK 的

公司，故此機制已經受到質疑，此外，亦有現今較少使用的「公

會辦理連帶保證」制度。  

( 2 )  預付型交易或可思考是否透過保險機制予以強化  

回到預付型交易的定型化條款於我國法上仍然有效，但如何強化

履約擔保機制，保障消費者權益即更顯重要，是否有可能透過保

險機制予以強化，或有思考之空間。按保險法訂有確實保證保險

之規定，可否思考透過保險來強化擔保？但不管是透過信託或保

險的機制，其實都會面臨到增加企業成本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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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以金額作為區分是否須履約保證之見解，仍有思考空間  

針對小額交易，上次座談會的專家也有提出一些意見，比如

100 0 元以下不用履保，但這部分對主管機關而言，會不會認為

不論金額多少，只要有糾紛消費者都會來申訴，區分金額大小是

否真能達到預期效果，因此是否要以一個金額來做區分？我認為

仍有思考的空間。  

( 4 )  現行定型化契約範本中各有其不同特性，建議未來可考慮做另一

個研究案重新檢視全部定型化契約範本，不僅檢視條款的合理

性，也針對不同產業思考履約擔保機制之必要性與可行性。  

( 5 )  如何強化主管機關之監理  

為保障履約擔保機制之落實，應思考主管機關得如何監理的問

題，即主管機關派人查核後，是否得將相關資料透過網路公開？

另比如健身房的問題，後來改以月費方式收費，以減少消費者可

能之損失，現在就減少很多健身房預付費用之糾紛，此亦可提供

我們一個思考點，即透過參考過去糾紛較多的預付型交易，觀察

其所做之修正，如確實有減少紛爭之作用，則可作為強化預付型

交易履約擔保機制的借鏡。  

2 . Y 副教授  

( 1 )  建議做相關履約保證機制之彙整  

現行履約保證機制有六類，建議針對目前須用履約保證機制的相

關定型化契約，如海外旅遊、健身中心、通訊軟體相關之契約，

分析為何有些定型化契約採用某一種履約保證機制，有些則採用

五種類，甚至六種類之履約保證機制。為何有不同彈性之區別？

此分析有助於建立主管機關在監管各行業履約保證時的一個標

準。也可考慮比較法之作法，比如觀察日本法，較偏向用強度最

高的信託，原則上一開始為自益信託，但若發生破產情形則變為

他益信託，受益權會自動移轉到消費者身上，因此種信託強度很

高，故適合使用在 1 000 元以上之健身房。  

( 2 )  如涉及金融類型建議以信託作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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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監理與稽查  

實務上未看見行政主管機關有任何稽查報告或追蹤。建議團隊可

以在這部分為主管機關提出一些建議。  

( 4 )  信託之強制執行問題  

信託會涉及到債權人強制執行的問題，演變成在預付款信託之信

託架構中，消費者與債權人間要比誰先聲請強制執行。故此時是

否應對債權人強制執行之權利做一定程度之限制？或是在分配上

可以有怎樣的安排？這部分可能需要強制執行專家去為補充，且

必須要有法規做相關的修正，或是在定型化契約範本內做一定程

度之規定。  

( 5 )  定期審查機制必須落實  

不見得一定要公開，但一定要落實。為何不見得要公開？蓋業者

間可能選擇強度不一之履約保證機制，可能為市場的選擇機制。  

( 6 )  若將預售屋信託改為他益信託，限制原來業者所得享有之權利，

則成本亦將轉嫁至消費者身上。此部分考量層面多，得在消保法

中規定由主管機關會同消費者保護機關，共同制定相關規範。  

3 . Z 助理教授  

 以下就法國預付契約之條款，提出幾點以供參考：  

( 1 )  法國之預付型交易多以保險作為保障消費者之手段  

當業者不能提供服務時，保險公司會理賠給消費者。但大部分是

由民間的保險公司承作，且為消費者自己購買的，而不是由業者

付保險費。  

( 2 )  法國定型化契約內有一條款約定，如低於一定金額，該金額低於

使用門檻致消費者無法使用時，業者即有義務須於短時間內退還

於消費者。  

以法國捷運為例，一趟最少 20 元，如低於 2 0 元，則約定 1- 2

天內須扣還至消費者帳戶。  

( 3 )  任意取消機制  

取消不得收取任何費用或有任何限制。但仍需搭配金融端的履約

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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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損害賠償之可責性  

在電信服務部分，當電信業者不能提供服務時，不論業者是否可

歸責，仍須負賠償責任。  

( 5 )  形式要件  

須有書面，且文字上不能使用法律用語，應盡可能使用一般生活

用語，須簡單明確。費用部分亦應逐條臚列，不可統包式計費。  

( 6 )  履約擔保多以保證為之  

因為法國對於信託之接受度較低，因此目前未看到用信託的方

式。  

4 . N 助理教授  

( 1 )  預 售 屋 之 履 約 保 證 機 制 效 能 不 彰 ， 成 屋 買 賣 亦 有 類 似 問 題  

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第 7 條之 1 規定，有

關本預售屋應辦理履約擔保，並依下列方式擇一處理：（一）不

動產開發信託（二）價金返還之保證。（三）價金信託。（四）同

業連帶擔保。（五）公會辦理連帶保證之協定。惟實際上其效能

不彰，其原因有幾點，其一，公會對於辦理連帶保證較為抵制。

其二，預售屋之信託原則上屬於自益信託，故受益人係開發商或

實施者，對消費者而言實際上並無提供擔保功能。且通常會約定

本信託不能解為完工承諾，故不能因為建商在廣告中強調有設定

信託即可認定消費者有一定的保障。此外，開發信託或價金信託

有時可能會混在一起。比如建商的借貸款項與原來預售屋所取得

的價金，兩者之信託可以合併或分開。可不論合併或分開，因消

費者並非受益人，故最多只能做到價金的返還。至於其他的履約

擔保機制目前也形同虛設。除預售屋，在成屋買賣上也發生過類

似問題，業者號稱有設定信託，實際上卻沒有設置專戶專款專用。  

( 2 )  都 市 更 新 條 例 有 類 似 規 定 ， 亦 可 能 有 類 似 問 題  

有關於都市更新事業計劃，比如都市更新條例 3 6 條第 1 項第 2 0

款的實施風險控管，學者也有要求加入第三項，即若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以重建方式處理，實施風險控管的方式可為不動產開發信

託、資金信託、續建機制、同業連帶擔保、商業團體辦理連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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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的協定或其他主管機關同意之方式。這部分可能也是為配合預

售屋之規定，且其有本質共通的問題。  

5 . P 副教授  

( 1 )  美 國 法 與 日 本 法 之 履 約 擔 保 機 制 在 我 國 可 能 較 無 法 適 用  

美國雖使用信託機制，但事後並無監管。又，資本額限制僅在公

司一開始為預付型交易時才有實質上的意義，蓋公司資本日後究

竟會增加或減少，無法得知，故對消費者而言保障有限。另外，

日本法上的許可制，雖不失為一種方式，但非本研究案要考量的，

蓋許可制的公司都很大，比如說銀行，惟本案研究可能較偏向小

型業者。  

( 2 )  業者仍有方法規避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之限制  

比如單堂課程較昂貴，但預付多堂課程就可打折。如主管機關欲

為全面性規範，這會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 3 )  透過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處理始能真正解決問題  

較好的方式可能還是透過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規範，主管機關得

以產業為單位，針對特定行業去做規範。反觀信託、保險、同業

互保或公會等等，可能皆流於形式。蓋不論是採信託、保險或其

他方式，最基本的問題就是基數不夠大，當個別業者尋求銀行辦

理信託相關業務時，銀行可能會希望將所有業者找來統一處理。

故透過定型化契約條款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來處理，在法律上沒

有任何問題，且能夠真正處理問題。  

6 . Q 副教授  

( 1 )  預售屋部分，應確保履約保證機制得確實保障消費者  

預售屋之預付金額較大，消費者風險亦較大。縱有履約擔保之信

託，亦屬自益信託，擔保金根本無法保護消費者。且根據資料顯

示，建商只要完成一定的工程進度，就得將錢收回，則基本上對

於購買預售屋之消費者而言，根本毫無保障。故關鍵點在於：擔

保要如何確實地保護未來消費者的求償？是否要設置一定門檻，

不得任意將信託財產收回？且是否在價金返還部分應改成他益信

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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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釐清業者無法為履約擔保時該如何處理  

若金融業者不願去幫你做信託，該怎麼辦？能否使用預付條款？

建議本研究案應特別釐清。若以金額大小區分是否須履保，則該

毋庸擔保之小額業者日後倒閉時，應該如何處理？這部分可能仍

須留意。  

( 3 )  建議在消保法內設有優先受償權  

建議在消保法內設有優先受償權，並連結到破產法上之別除權。

如無優先效力，當企業經營者破產時，消費者無法受到優先保

障，須與其他債權人平等受償，則實際上已喪失擔保目的，蓋當

初設定擔保之目的就是為保護未來消費者之求償。  

(4)  不論金額大小，消費者皆應受到保護  

小額交易之消費者在訴訟法層面即涉及小額訴訟，在訴訟法上縱

使是小額訴訟也應受到完整聽審請求權之保障，故在實體法層次

上亦應不可偏廢。  

(三 )報告人回應  

1.  贊同捉大放小之意見  

消費者自身亦應具備風險意識，故贊同消保官捉大放小之意見。

金額部分，根據消保官之意見，認為訂在 1 000 元以下較為適

當，得作為參考。  

2.  定型化契約簡化之研究難度高  

定型化契約之種類繁多，商品、服務五花八門，若欲分類簡化，

實際上難度極高。但若將最大公因數上升到較高層次，其規範就

相對抽象，等同喪失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須具體之功能。故此

部分仍須慎重考量。  

3.  如欲落實稽核、追蹤，將會使成本轉嫁至消費者身上  

因消保官人力不足，實際上如欲落實稽核、追蹤，必須先有人力

配置及提撥經費。相比而言，美國法採取較開放之態度，事實上

亦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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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前我國實務上似較難以保險制度作為擔保手段  

目前實務上，保險公司似不傾向開保單，並仍須審核。且金管會

似採取較不建議的立場。  

5.  禮券問題在我國已爭議不大  

根據禮券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其中規定禮券不得

記載使用年限，亦不得記載不退還，故其主要問題在我國已獲得

解決。  

6.  履約擔保並非僅限於企業經營者給付不能時始有擔保，亦包含瑕

疵給付 

多數可能認為僅當企業經營者給付不能或破產時，才會有履約擔

保之問題，其實不然。舉例而言，當建商蓋的房子有瑕疵時，消

費者得解除契約並請求返還價金，如建商不還，則該信託應可為

強制執行。故「履約」之概念係廣義的，並非僅限給付不能，亦

包含瑕疵給付。   

7.  許可制無法實行  

因消保法之規定係針對廣大企業經營者及消費者，故制定許可制

會嚴重限制營業自由。  

8.  信託法先天不足，未納入擔保信託，導致預售屋信託淪為形式  

信託法之信託定義過於狹隘，僅限於管理信託，並未有擔保性質

的信託規定。然實務上有些信託之目的係為擔保，卻無法符合信

託法之信託定義。故預售屋建商縱有設定信託，亦只能認定為自

益信託。  

9.  優先權難一概規範，惟贊同針對特定行業制定優先權  

業者本身對勞工有債務，且許多業者的生財器具都是融資性租

賃。如賦予廣大消費者優先權，得優先於勞工及融資性租賃業者

之債權，將衝擊到勞工及融資性租賃業者，可能造成融資不易，

亦將導致企業難以發展。故若要訂定一概性之優先權，恐仍須思

量。惟贊同針對個別行業制定優先權，例如預售屋。蓋建商建造

預售屋之資金係自消費者處取得，故賦予消費者就該預售屋有限

定之優先權，亦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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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盟法譯文對照  

1 .歐體定型化契約條款指令 1 7 7  

COU NC IL  DI RE CT I VE 93 /1 3/E EC  o f  5 Ap ri l 1 99 3  

on un fa ir te rm s  in  c on sum er  c o ntr ac ts  

第一條  

譯文  原文  

第一項  

本指令的目

的，乃統合成

員國有關出賣

人或供應商與

消費者之間所

簽訂契約中，

有失公平之條

款的法律、法

規和行政規

定。  

 

第 2 項  

涉及強制性法

律或法規規

定，以及成員

國或共同體加

入的國際公約

的規定或原則

的契約條款，

特別是在運輸

領域，不應受

到本指令規定

的約束。  

1. Th e pur po se  

of th is  

Dir ec ti ve is  

to ap pr oxi ma te  

the  l aw s, 

reg ul at ion s 

and  

adm in is tra ti ve  

pro vi si ons  o f 

the  M em ber  

Sta te s 

rel at in g t o 

unf ai r ter ms  

in co nt rac ts  

con cl ud ed 

bet we en  a 

sel le r or 

sup pl ie r a nd  a  

con su me r.  

2. Th e 

con tr ac tua l 

ter ms  w hic h 

ref le ct  

man da to ry 

sta tu to ry or  

reg ul at ory  

pro -v is ion s 

and  t he  

pro vi si ons  o r 

pri n - ci ple s of  

int er na tio na l 

con ve nt ion s to  

whi ch  t he 

Mem be r Sta te s 

(1)  Z we ck di es e r 

Ric ht li nie  i st  die  

Ang le ic hun g de r  Re ch ts - 

und  

Ver wa lt ung sv or s chr if te n 

der  M it -gl ie ds t aat en  

ü ber  m iß b r ä uc h lic he  

Kla us el n i n Ve r tr ä g en 

zwi sc he n 

Gew er be tre ib en d en un d 

Ver br au che rn .  

(2)  V er tra gs kl a use ln , 

die  a uf  bi nd en d en 

Rec ht sv ors ch ri f ten  o de r 

auf  B es tim mu ng e n o de r 

Gru nd s ä tz en  

int er na tio na le r  

Ü b ere in ko mm en  b eru he n,  

bei  d en en di e 

Mit gl ie dst aa te n  od er  

die  G em ein sc ha f t -  

ins be so nde re  i m  

Ver ke hr sbe re ic h  - 

Ver tr ag spa rt ei e n s in d,  

unt er li ege n ni c ht de n 

Bes ti mm ung en  d i ese r 

Ric ht li nie .  

 
1 7 7

 歐盟非國家，難有與我國相對應之法規主管機關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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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th e Com -

mun it y are  

par ty , 

par ti cu lar ly  

in th e 

tra ns po rt 

are a,  s hal l 

not  b e sub je ct  

to th e pro -

vis io ns  of  

thi s 

Dir ec ti ve.  

 

第 2 條  

譯文  原文  

依據本指令：  

(a)  稱「有失公平之

條款」者，乃本指令

第 3  條所定義之契

約條款。  

(b)  稱消費者，謂本

指令所適用的契約

中，其締約目的非屬

其交易上、業務上或

專業上情形的任何自

然人。  

(c)  稱「出賣人或供

應商」者，為本指令

所適用的契約中，其

締約目的為交易上、

業務上或專業上情形

的任何自然人或法

人。在法人之情形，

亦無論該法人之成立

依據為公法或私法。  

For  t he  

pur po se s o f 

thi s 

Dir ec ti ve:  

(a)  ' un fai r 

ter ms ' mea ns  

the  

con tr ac tua l 

ter ms  d efi ne d 

in Ar ti cle  

3 ;  

(b)  ' co nsu me r 

mea ns  a ny 

nat ur al  

per so n who , 

in co nt rac ts  

cov er ed  by  

thi s 

Dir ec ti ve,  i s 

act in g for  

pur po se s 

whi ch  a re 

out si de  hi s 

tra de , 

bus in es s o r 

pro fe ss ion  ;  

(c)  ' se lle r 

or su pp lie r 

mea ns  a ny 

Im Si nn e d ie se r  

Ric ht li nie  

bed eu te n:  

a) miß br ä u ch li c he 

Kla us el n: 

Ver tr ag skl au se l n, 

wie  s ie  in  A rt i kel  

3 d ef in ier t si n d;  

b) Ve rb rau ch er :  

ein e na tü r li che  

Per so n,  di e be i  

Ver tr ä g en , di e 

unt er  d ies e 

Ric ht li nie  f al l en,  

zu ei ne m Z we ck  

han de lt , d er  n i cht  

ihr er  g ewe rb li c hen  

ode r be ruf li ch e n 

T ä ti gke it  

zug er ec hne t we r den  

kan n;  

c) 

Gew er be tre ib en d er:  

ein e na tü r li che  

ode r ju ris ti sc h e 

Per so n,  di e be i  

Ver tr ä g en , di e 

unt er  d ies e 

Ric ht li nie  f al l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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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ur al  or  

leg al  p ers on  

who , in  

con tr ac ts 

cov er ed  by  

thi s 

Dir ec ti ve,  i s 

act in g for  

pur po se s 

rel at in g t o 

his  t ra de,  

bus in es s o r 

pro fe s   s io n, 

whe th er  

pub li cl y 

own ed  o r 

pri va te ly 

own ed .  

 

im Ra hm en ih re r  

gew er bl ich en  o d er 

ber uf li che n 

T ä ti gke it  

han de lt , a uc h w enn  

die se  d em 

ö f fe nt li ch -

rec ht li che n 

Ber ei ch  

zuz ur ec hne n is t .  

第 3 條  

譯文  原文  

第 1 項  

未經個別磋商的

契約條款，違反

誠實信用的要

求，致契約雙方

權利和義務顯著

失衡，損害消費

者利益者，應視

為有失公平。  

 

第 2 項  

契約條款預先制

定，使消費者無

法影響該條款的

實質內容者，尤

其於預先制定的

標準化契約的情

境下，該條款應

一律視為非經個

別磋商。  

契約經整體評

估，顯示其仍為

預先制定的標準

1. A 

con tr ac tua l 

ter m wh ich  

has  n ot  be en  

ind iv id ual ly  

neg ot ia ted  

sha ll  b e 

reg ar de d a s 

unf ai r if,  

con tr ar y t o 

the  

req ui re men t 

of go od  

fai th , it 

cau se s a 

sig ni fi can t 

imb al an ce in  

the  p ar tie s'  

rig ht s and  

obl ig at ion s 

ari si ng  

und er  t he 

con tr ac t, to  

(1)  E in e 

Ver tr ag skl au se l , d ie  

nic ht  i m e in ze l nen  

aus ge ha nde lt  w u rde , is t 

als  m iß b r ä uc hl i ch 

anz us eh en,  w en n  si e 

ent ge ge n d em  G e bot  v on  

Tre u un d G la ub e n z um  

Nac ht ei l d es  

Ver br au che rs  e i n 

erh eb li che s un d  

ung er ec htf er ti g tes  

Miß v er h ä lt ni s d er 

ver tr ag lic he n R ech te  

und  P fl ich te n d er 

Ver tr ag spa rt ne r  

ver ur sa cht .  

(2)  E in e 

Ver tr ag skl au se l  is t 

imm er  d ann  a ls  nic ht  i m 

ein ze ln en au sg e han de lt  

zu be tr ach te n,  wen n si e 

im vo ra us ab ge f as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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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契約者，其中

一項條款或一項

特定條款的特定

面向雖已具備個

別磋商的事實，

仍不應排除本條

對其餘部分的適

用。  

出賣人或供應商

主張該定型化契

約條款為經個別

磋商者，應就此

負舉證責任。  

 

第 3 項  

附件的內容應理

解為對於可能視

為有失公平的條

款的例示，而非

對其詳盡的列

舉。  

the  

det ri me nt of  

the  

con su me r.  

2. A te rm 

sha ll  a lwa ys  

be re ga rde d 

as no t 

ind iv id ual ly  

neg ot ia ted  

whe re  i t h as  

bee n dr aft ed  

in ad va nce  

and  t he  

con su me r h as  

the re fo re 

not  b ee n 

abl e to  

inf lu en ce 

the  

sub st an ce of  

the  t er m, 

par ti cu lar ly  

in th e 

con te xt  of  a  

pre -

for mu la ted  

sta nd ar d 

con tr ac t.  

The  f ac t 

tha t ce rta in  

asp ec ts  of  a  

ter m or  on e 

spe ci fi c 

ter m ha ve 

bee n 

ind iv id ual ly  

neg ot ia ted  

sha ll  n ot 

exc lu de  th e 

app li ca tio n 

of th is  

Art ic le  to  

the  r es t o f 

wur de  u nd de r 

Ver br au che r de s hal b,  

ins be so nde re  i m  Ra hm en  

ein es  v orf or mu l ier te n 

Sta nd ar dve rt ra g s, 

kei ne n Ein fl uß  auf  

ihr en  I nha lt  n e hme n 

kon nt e.  

Die  T at sac he , d aß  

bes ti mm te El em e nte  

ein er  V ert ra gs k lau se l 

ode r ei ne ei nz e lne  

Kla us el  im  e in z eln en  

aus ge ha nde lt  w o rde n 

sin d,  s chl ieß t die  

Anw en du ng di es e s 

Art ik el s a uf  d e n 

ü bri ge n Ve rt rag  ni ch t 

aus , so fer n es  sic h 

nac h de r G es am t wer tu ng  

den no ch  um  e in e n 

vor fo rm uli er te n  

Sta nd ar dve rt ra g  

han de lt .  

Beh au pt et ei n 

Gew er be tre ib en d er,  d aß  

ein e 

Sta nd ar dve rt ra g skl au se l 

im ei nz eln en  

aus ge ha nde lt  w u rde , so  

obl ie gt  ih m di e  

Bew ei sl ast .  

(3)  D er  An ha ng  ent h ä lt  

ein e al s H in we i s 

die ne nd e u nd  n i cht  

ers ch ö pf end e Li ste  d er  

Kla us el n, di e f ü r 

miß b r ä uc hl ic h e rkl ä rt 

wer de n kö nn 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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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on tr act  

if an  

ove ra ll  

ass es sm ent  

of th e 

con tr ac t 

ind ic at es 

tha t it  is  

nev er th ele ss  

a p re -

for mu la ted  

sta nd ar d 

con tr ac t.  

Whe re  a ny 

sel le r or 

sup pl ie r 

cla im s tha t 

a s ta nd ard  

ter m ha s 

bee n 

ind iv id ual ly  

neg ot ia ted , 

the  b ur den  

of pr oo f i n 

thi s re spe ct  

sha ll  b e 

inc um be nt on  

him .  

3. Th e Ann ex  

sha ll  

con ta in  an  

ind ic at ive  

and  n on -

exh au st ive  

lis t of  th e 

ter ms  w hic h 

may  b e 

reg ar de d a s 

unf ai r.  

第 4 條  

譯文  原文  

第 1 項  

在不影響第 4 條的前提

下，判斷契約條款是否

1.   Wi tho ut  

pre ju di ce to  

Art ic le  7,  

(1)  D ie  

Miß b r ä uc hl ic hk e it 

ein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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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失公平時，應考量訂

立契約之時，作為所訂

立契約標的之貨物或服

務的性質，並且應考量

訂立契約時，該契約與

該契約所取決之另一契

約的所有契約條款。  

 

第 2 項  

對條款有失公平的評

估，既不涉及契約主要

標的的定義；一方面如

價格與報酬乃與服務或

貨物供給間之對價關

係，另一方面當此條款

以平易且得理解的語言

表達時，對契約條款有

失公平的評估，亦不涉

及該價格和報酬。  

the  

unf ai rn ess  o f 

a c on tr act ua l 

ter m sh all  b e 

ass es se d, 

tak in g int o 

acc ou nt  th e 

nat ur e of th e 

goo ds  o r 

ser vi ce s f or  

whi ch  t he 

con tr ac t w as  

con cl ud ed an d 

by re fe rri ng , 

at th e tim e 

of co nc lus io n 

of th e 

con tr ac t, to  

all  t he  

cir cu ms tan ce s 

att en di ng th e 

con cl us ion  o f 

the  c on tra ct  

and  t o all  

the  o th er 

ter ms  o f t he  

con tr ac t o r 

of an ot her  

con tr ac t o n 

whi ch  i t i s 

dep en de nt.  

2.   

Ass es sm ent  o f 

the  u nf air  

nat ur e of th e 

ter ms  s hal l 

rel at e 

nei th er  to  

the  

def in it ion  o f 

the  m ai n 

sub je ct  

mat te r of th e 

con tr ac t n or  

Ver tr ag skl au se l  

wir d un bes ch ad e t 

des  A rt ike ls  7  

unt er  

Berü ck si ch ti gun g 

der  A rt  de r G ü t er 

ode r 

Die ns tl eis tu ng e n, 

die  G eg ens ta nd  des  

Ver tr ag es si nd ,  

all er  d en 

Ver tr ag sab sc hl uß  

beg le it end en  

Ums t ä nd e so wi e 

all er  a nde re n 

Kla us el n d es se l ben  

Ver tr ag es od er  

ein es  a nde re n 

Ver tr ag es,  v on  dem  

die  K la use l 

abh ä ngt , zu m 

Zei tp un kt de s 

Ver tr ag sab sc hl u sse s 

beu rt ei lt.  

(2)  D ie  Be ur te i lun g 

der  

Miß b r ä uc hl ic hk e it 

der  K la use ln  

bet ri ff t w ed er  den  

Hau pt ge gen st an d  de s 

Ver tr ag es no ch  die  

Ang em es sen he it  

zwi sc he n d em  P r eis  

bzw . de m E nt ge l t 

und  d en  

Die ns tl eis tu ng e n 

bzw . de n G ü t ern , 

die  d ie  

Geg en le ist un g 

dar st el len , so f ern  

die se  K lau se ln  kla r 

und  v er st ä n dl ic h 

abg ef as st si 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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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 e 

ade qu ac y o f 

the  p ri ce an d 

rem un er ati on , 

on th e one  

han d,  a s 

aga in st  th e 

ser vi ce s o r 

goo ds  

sup pl ie s i n 

exc ha ng e, on  

the  o th er,  i n 

so fa r as 

the se  t erm s 

are  i n pla in  

int el li gib le  

lan gu ag e.  

第 5 條  

譯文  原文  

以書面向消費者提供

之全部或特定一部契

約條款者，該條款應

一律以平易且得理解

的語言訂定之。對契

約條款之內涵有疑義

者，應以最有利於消

費者的解釋為準。本

解釋性規定不適用於

本指令第 7 條第 2 項

規定所定之程序。  

In th e cas e of  

con tr ac ts 

whe re  a ll or  

cer ta in  te rm s 

off er ed  to  t he  

con su me r a re  

in wr it ing , 

the se  t erm s 

mus t al way s be  

dra ft ed  in  

pla in , 

int el li gib le  

lan gu ag e. 

Whe re  t her e is  

dou bt  a bou t 

the  m ea nin g of  

a t er m,  th e 

int er pr eta ti on  

mos t 

fav ou ra ble  t o 

the  c on s um er  

sha ll  p rev ai l.  

Thi s ru le on  

int er pr eta ti on  

sha ll  n ot 

Sin d al le de m 

Ver br au che r in  

Ver tr ä g en  

unt er br eit et en  

Kla us el n o de r 

ein ig e die se r 

Kla us el n 

sch ri ft lic h 

nie de rg ele gt , s o 

mü ss en  s ie  s tet s 

kla r un d 

ver st ä n dl ic h 

abg ef as st se in .  

Bei  Z we ife ln  

ü ber  d ie  

Bed eu tu ng ei ne r  

Kla us el  gi lt  d i e 

fü r de n 

Ver br au che r 

gü ns ti gs te  

Aus le gu ng.  D ie s e 

Aus le gu ngs re ge l  

gil t ni cht  i m 

Rah me n der  i n 

Art ik el  7 Ab sa t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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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ly  i n t he  

con te xt  of  t he  

pro ce du res  

lai d do wn in  

Art ic le  7 (2 ).  

2 v or ge seh en en  

Ver fa hr en.  

第 6 條  

譯文  原文  

第 1 項  

成員國應規定，賣方或

供應商與消費者簽訂之

契約中使用的條款有失

公平者，則依據其成員

國法律規定，對消費者

不具有拘束力。若除去

該有失公平之條款，該

契約仍得存續者，則該

契約應繼續對雙方具有

約束力。  

第 2 項  

成員國應採取必要措

施，確保消費者不因選

擇與成員國接壤之非成

員國法律為契約之準據

法，致喪失本指令對其

所賦予之保護。  

1. Me mb er 

Sta te s sha ll  

lay  d ow n 

tha t un fai r 

ter ms  u sed  

in a 

con tr ac t 

con cl ud ed 

wit h a 

con su me r b y 

a s el le r o r 

sup pl ie r 

sha ll , as 

pro vi de d f or  

und er  t hei r 

nat io na l 

law , no t b e 

bin di ng  on  

the  c on sum er  

and  t ha t t he  

con tr ac t 

sha ll  

con ti nu e t o 

bin d th e 

par ti es  up on  

tho se  t erm s 

if it  i s 

cap ab le  of  

con ti nu ing  

in ex is ten ce  

wit ho ut  th e 

unf ai r 

ter ms .  

2. Me mb er 

Sta te s sha ll  

tak e th e 

nec es sa ry 

(1)  D ie  

Mit gl ie dst aa te n  

seh en  v or,  d aß  

miß b r ä uc hl ic he  

Kla us el n i n 

Ver tr ä g en , di e 

ein  

Gew er be tre ib en d er 

mit  e in em 

Ver br au che r 

ges ch lo sse n ha t , 

fü r de n 

Ver br au che r 

unv er bi ndl ic h 

sin d,  u nd le ge n  

die  B ed ing un ge n  

hie rfü r in  i hre n 

inn er st aat li ch e n 

Rec ht sv ors ch ri f ten  

fes t;  s ie se he n  

fer ne r vor , daß  

der  V er tra g f ü r  

bei de  P art ei en  auf  

der se lb en 

Gru nd la ge bi nd e nd 

ble ib t,  we nn  e r  

ohn e di e 

miß b r ä uc hl ic he n  

Kla us el n b es te h en 

kan n.  

(2)  D ie  

Mit gl ie dst aa te n  

tre ff en  di e 

erf or de rli ch en  

Maß n ah me n, da mi t 

der  V er bra uc he r  

den  d ur ch di e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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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 su re s t o 

ens ur e tha t 

the  c on sum er  

doe s no t 

los e th e 

pro te ct ion  

gra nt ed  by  

thi s 

Dir ec ti ve by  

vir tu e of 

the  c ho ice  

of th e law  

of a no n -

Mem be r 

cou nt ry  as  

the  l aw  

app li ca ble  

to th e 

con tr ac t i f 

the  l at ter  

has  a  c los e 

con ne ct ion  

wit h th e 

ter ri to ry of  

the  M em b er  

Sta te s.  

Ric ht li nie  

gew ä hrt en  S ch ut z 

nic ht  v erl ie rt ,  

wen n da s R ec ht  

ein es  D rit tl an d s 

als  d as  au f de n  

Ver tr ag  

anz uw en den de  R e cht  

gew ä hlt  w ur de  u nd 

der  V er tra g ei n en 

eng en  Z usa mm en h ang  

mit  d em  Ge bi et  der  

Mit gl ie dst aa te n  

auf we is t.  

第 7 條  

譯文  原文  

第 1 項  

基於消費者和競爭

對手的利益，成員

國應確保有充分和

有效的方法，以防

止出賣人或供應商

在與消費者簽訂的

契約中，繼續使用

有失公平之條款。  

第 2 項  

第 1  項所定之方法

應包括依內國法律

規定，在保護消費

者方面擁有合法利

益的個人或組織，

得依內國法律規

1. Me mb er 

Sta te s sha ll  

ens ur e tha t,  

in th e 

int er es ts of  

con su me rs an d 

of 

com pe ti tor s,  

ade qu at e a nd  

eff ec ti ve 

mea ns  e xis t to  

pre ve nt  th e 

con ti nu ed us e 

of un fa ir 

ter ms  i n 

con tr ac ts 

(1)  D ie  

Mit gl ie dst aa te n  

sor ge n daf ü r , d aß  

im In te res se  d e r 

Ver br au che r un d  de r 

gew er be tre ib en d en 

Wet tb ew erb er  

ang em es sen e un d  

wir ks am e M it te l  

vor ha nd en si nd ,  

dam it  d er 

Ver we nd ung  

miß b r ä uc hl ic he r  

Kla us el n d ur ch  

ein en  

Gew er be tre ib en d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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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請求法院或主

管行政機構作出以

下判斷：用於普遍

使用而制定的契約

條款是否有失公

平，法院或行政機

關藉此能採取適

當、有效的手段，

阻止繼續使用此類

條款。  

第 3 項  

在適當考慮內國法

律的前提下，第 2  

條所謂的法律上救

濟得直接針對單獨

的出賣人或供應

商，或針對聯合的

同一經濟領域的多

數出賣人或供應

商，其使用或建議

使用相同的一般契

約條款，或與其相

似之一般契約條款

者。  

con cl ud ed wi th  

con su me rs by  

sel le rs  or  

sup pl ie rs.  

2. Th e mea ns  

ref er re d t o in  

par ag ra ph 1 

sha ll  i ncl ud e 

pro vi si ons  

whe re by  

per so ns  or  

org an iz ati on s,  

hav in g a 

leg it im ate  

int er es t u nd er  

nat io na l l aw  

in pr ot ect in g 

con su me rs,  m ay  

tak e ac tio n 

acc or di ng to  

the  n at ion al  

law  c on cer ne d 

bef or e the  

cou rt s or 

bef or e 

com pe te nt 

adm in is tra ti ve  

bod ie s for  a  

dec is io n a s to  

whe th er  

con tr ac tua l 

ter ms  d raw n up  

for  g en era l 

use  a re  

unf ai r,  so  

tha t th ey ca n 

app ly  

app ro pr iat e 

and  e ff ect iv e 

mea ns  t o 

pre ve nt  th e 

con ti nu ed us e 

of su ch  te rm s.  

3. Wi th  du e 

in de n Ver tr ä ge n, 

die  e r mit  

Ver br au che rn  

sch li eß t , e in  E nde  

ges et zt  wi rd .  

(2)  D ie  in  A bs a tz 1 

gen an nt en Mi tt e l 

mü ss en  a uc h 

Rec ht sv ors ch ri f ten  

ein sc hl ieß e n,  

won ac h Per so ne n  

ode r 

Org an is ati on en ,  di e 

nac h de m 

inn er st aat li ch e n 

Rec ht  e in 

ber ec ht igt es  

Int er es se am  S c hut z 

der  V er bra uc he r  

hab en , im Ei nk l ang  

mit  d en  

ein ze ls taa tl ic h en 

Rec ht sv ors ch ri f ten  

die  G er ich te  o d er 

die  z us t ä nd ig en  

Ver wa lt ung sb eh ö rde n 

anr uf en  k ö n ne n,  

dam it  d ies e 

darü be r 

ent sc he ide n,  o b  

Ver tr ag skl au se l n, 

die  i m Hin bl ic k  au f 

ein e al lge me in e  

Ver we nd ung  

abg ef as st wu rd e n, 

miß b r ä uc hl ic h 

sin d,  u nd 

ang em es sen e un d  

wir ks am e M it te l  

anw en de n, um  d e r 

Ver we nd ung  s ol c her  

Kla us el n e in  E n de 

zu se tz en.  

(3)  D ie  in  A bs a tz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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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 ar d for  

nat io na l l aw s,  

the  l eg al 

rem ed ie s 

ref er re d t o in  

par ag ra ph 2 

may  b e 

dir ec te d 

sep ar at ely  o r 

joi nt ly  

aga in st  a 

num be r of 

sel le rs  or  

sup pl ie rs fr om  

the  s am e 

eco no mi c 

sec to r or 

the ir  

ass oc ia tio ns  

whi ch  u se or  

rec om me nd th e 

use  o f the  

sam e ge ner al  

con tr ac tua l 

ter ms  o r 

sim il ar  te rm s.  

gen an nt en 

Rec ht sm itt el  k ö nne n 

sic h un ter  

Bea ch tu ng de r 

ein ze ls taa tl ic h en 

Rec ht sv ors ch ri f ten  

get re nn t o de r 

gem ei ns am ge ge n  

meh re re  

Gew er be tre ib en d e 

des se lb en 

Wir ts ch aft ss ek t ors  

ode r ih re Ve rb ä nde  

ric ht en , d ie  

gle ic he  al lg em e ine  

Ver tr ag skl au se l n 

ode r ä h nl ic he  

Kla us el n v er we n den  

ode r de ren  

Ver we nd ung  

emp fe hl en.  

第 8 條  

譯文  原文  

成員國得於本指令所規

定之範圍內，採用或保

留與本指令相兼容的最

嚴格之規定，以確保對

消費者最大程度的保

護。  

Mem be r Sta te s 

may  a do pt or  

ret ai n the  

mos t 

str in ge nt 

pro vi si ons  

com pa ti ble  

wit h th e 

Tre at y in th e 

are a co ver ed  

by th is  

Dir ec ti ve,  t o 

ens ur e a 

max im um  

deg re e of 

pro te ct ion  

Die  

Mit gl ie dst aa te n  

kö nn en  a uf de m 

dur ch  d ies e 

Ric ht li nie  

ger eg el ten  

Geb ie t mit  d em  

Ver tr ag  

ver ei nb are  

str en ge re 

Bes ti mm ung en  

erl as se n, um  

ein  h ö he res  

Sch ut zn ive au  

fü r di e 

Ver br au che r 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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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 he  

con su me r.  

gew ä hrl ei st en .  

第 9 條  

譯文  原文  

歐體委員會應至遲於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的日期

時起，五年內向歐體議

會和理事會提交有關本

指令適用情形的報告。  

The  

Com mi ss ion  

sha ll  p res en t 

a r ep or t t o 

the  E ur ope an  

Par li am ent  

and  t o the  

Cou nc il  

con ce rn ing  

the  

app li ca tio n 

of th is  

Dir ec ti ve 

fiv e ye ars  a t 

the  l at est  

aft er  t he 

dat e in  

Art ic le  10  

(1) .  

Die  K om mis si on  

leg t de m 

Eur op ä i sc he n 

Par la me nt un d 

dem  R at  

sp ä t est en s 

fü nf  J ah re  n ach  

dem  i n Art ik el  

10 Ab sa tz 1 

gen an nt en 

Zei tp un kt ei ne n  

Ber ic ht  ü b er  

die  A nw end un g 

die se r 

Ric ht li nie  v or .  

第 10 條  

譯文  原文  

第 1 項  

成員國應在  1 99 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令

遵行本指令所必需的法

律、規定和行政規定生

效。成員國應立即將此

情況通知歐體委員會。  

上述規定適用於 1 9 94 年

12 月 31 日之後簽訂的

所有契約。  

第 2 項  

當成員國採取上述措施

時，應包含對本指令的

參照，或於官方正式發

佈時，附記對於本指令

的參照引用。參照的方

法應由成員國定之。  

第 3 項  

1. Me mb er 

Sta te s sha ll  

bri ng  i nto  

for ce  t he 

law s,  

reg ul at ion s 

and  

adm in is tra ti v

e p ro vi sio ns  

nec es sa ry to  

com pl y wit h 

thi s 

Dir ec ti ve no  

lat er  t han  3 1 

Dec em be r 

199 4.  T hey  

sha ll  

for th wi th 

(1)  D ie  

Mit gl ie dst aa te n  

erl as se n d ie  

erf or de rli ch en  

Rec ht s -  un d 

Ver wa lt ung sv or s ch

rif te n,  um  d ie s er 

Ric ht li nie  

sp ä t est en s am  

31.  D ez emb er  1 9 94 

nac hz uk omm en . S ie 

set ze n die  

Kom mi ss ion  

unv er zu egl ic h 

dav on  i n 

Ken nt ni s.  

Die se  

Vor sc hr ift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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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國應向歐體委員會

通報其在本指令涵蓋的

範圍內，所通過的內國

法律之主要條款。  

inf or m the  

Com mi ss ion  

the re of .  

The se  

pro vi si ons  

sha ll  b e 

app li ca ble  t o 

all  c on tra ct s 

con cl ud ed 

aft er  3 1 

Dec em be r 

199 4.  

2. Wh en  

Mem be r Sta te s 

ado pt  t hes e 

mea su re s, 

the y sh all  

con ta in  a 

ref er en ce to  

thi s 

Dir ec ti ve or  

sha ll  b e 

acc om pa nie d 

by su ch  

ref er en ce on  

the  o cc asi on  

of th ei r 

off ic ia l 

pub li ca tio n.  

The  m et hod s 

of ma ki ng 

suc h a 

ref er en ce 

sha ll  b e l ai d 

dow n by  th e 

Mem be r 

Sta te s.  

3. Me mb er 

Sta te s sha ll  

com mu ni cat e 

the  m ai n 

pro vi si ons  o f 

nat io na l l aw  

whi ch  t hey  

gel te n fü r  a lle  

Ver tr ä g e,  d ie  

nac h de m 3 1.  

Dez em be r 1 99 4 

abg es ch los se n 

wer de n.  

(2)  W en n d ie  

Mit gl ie dst aa te n  

die se  

Vor sc hr ift en  

erl as se n, ne hm e n 

sie  i n den  

Vor sc hr ift en  

sel bs t ode r du r ch 

ein en  H inw ei s b ei 

der  a mt lic he n 

Ver ö ff en tli ch un g 

auf  d ie se 

Ric ht li nie  B ez u g. 

Die  

Mit gl ie dst aa te n  

reg el n die  

Ein ze lh eit en  d e r 

Bez ug na hme .  

(3)  D ie  

Mit gl ie dst aa te n  

tei le n der  

Kom mi ss ion  d en  

Wor tl au t d er  

wic ht ig ste n 

inn er st aat li ch e n 

Rec ht sv ors ch ri f te

n m it , die  s ie  

auf  d em  un te r 

die se  R ich tl in i e 

fal le nd en Ge bi e t 

erl as s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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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 pt  i n t he  

fie ld  c ove re d 

by th is  

Dir ec ti ve to  

the  

Com mi ss ion .  

第 11 條  

譯文  原文  

本指令適用於歐體成員

國。  

Thi s 

Dir ec ti ve is  

add re ss ed to  

the  M em ber  

Sta te s.  

Die se  R ich tl in i e 

ist  a n die  

Mit gl ie dst aa te n  

ger ic ht et.  

附件  

譯文  原文  

本指令

第 3 條

第 3 項

中所謂

之條

款，為

下列各

項所規

定之情

形：  

 

第 1 條  

具有以

下目的

或效果

的條

款，為

本指令

第 3 條

第 3 項

所指之

情形：  

 

第 a 項  

排除或

限制出

賣人或

供應商

TER MS  R EFE RR ED  TO 

IN AR TI CLE  3  ( 3 )  

1.   Te rms  w hi c h 

hav e th e o bj ec t  or  

eff ec t of:  

(a)  

exc lu di ng or  

lim it in g t he  l e gal  

lia bi li ty of  a  

sel le r or su pp l ier  

in th e eve nt  o f  

the  d ea th of  a  

con su me r o r 

per so na l i nj ur y  to  

the  l at ter  

res ul ti ng fr om  an 

act  o r omi ss io n  of  

tha t se lle r or  

sup pl ie r;  

(b)  

ina pp ro pri at el y  

exc lu di ng or  

lim it in g t he  l e gal  

rig ht s of th e 

con su me r v is - ä -

vis  t he  se ll er  or 

sup pl ie r o r 

ano th er  pa rt y i n 

KLA US EL N G EMÄ SS  AR TI KE L 

3 A BS AT Z 3  1 . K lau se ln , 

die  d ar auf  a bz i ele n od er 

zur  F ol ge ha be n , d aß  

a) di e ges et zl i che  

Haf tu ng  de s 

Gew er be tre ib en d en 

aus ge sc hlo ss en  ode r 

ein ge sc hr ä n kt  w ird , we nn 

der  V er bra uc he r  au fg ru nd 

ein er  H and lu ng  ode r 

Unt er la ssu ng  d e s 

Gew er be tre ib en d en se in  

Leb en  v erl ie rt  ode r ei nen  

Kö rp er sc had en  e rle id et ;  

b) di e Ans pr ü ch e d es  

Ver br au che rs  g e gen ü be r 

dem  G ew erb et re i ben de n 

ode r ei ner  a nd e ren  

Par te i,  ei ns ch l ieß l ic h 

der  M ö gl ich ke it , e in e 

Ver bi nd lic hk ei t  

geg en ü be r de m 

Gew er be tre ib en d en du rc h 

ein e et wai ge  F o rde ru ng  

geg en  i hn au sz u gle ic he n, 

aus ge sc hlo ss en  ode r 

ung eb ü hr li ch  



145 

因出賣

人或供

應商之

作為或

不作

為，致

消費者

死亡或

人身傷

害的法

律責

任。  

 

第 b 項  

出賣人

或供應

商完全

或部分

不履

行，或

不充分

履行任

何一項

契約義

務之情

形，契

約條款

不適當

地排除

或限制

消費者

對於出

賣人、

供應商

或另一

契約當

事人的

合法權

利，包

括消費

者主張

對出賣

人或供

應商的

the  e ve nt of  t o tal  

or pa rt ial  n on -

per fo rm anc e or  

ina de qu ate  

per fo rm anc e by  the  

sel le r or su pp l ier  

of an y of th e 

con tr ac tua l 

obl ig at ion s,  

inc lu di ng th e 

opt io n of 

off se tt ing  a  d e bt 

owe d to  th e se l ler  

or su pp lie r 

aga in st  an y cl a im 

whi ch  t he co ns u mer  

may  h av e a ga in s t 

him ;  

(c)  

mak in g an 

agr ee me nt bi nd i ng 

on th e con su me r  

whe re as  pr ov is i on 

of se rv ice s by  the  

sel le r or su pp l ier  

is su bj ect  t o a  

con di ti on wh os e  

rea li za tio n 

dep en ds  on  h is  own  

wil l al one ;  

(d)  

per mi tt ing  t he  

sel le r or su pp l ier  

to re ta in su ms  

pai d by  th e 

con su me r w he re  the  

lat te r dec id es  not  

to co nc lud e or  

per fo rm  th e 

con tr ac t, wi th o ut 

pro vi di ng fo r t he 

con su me r t o 

rec ei ve  

com pe ns ati on  o f  an  

ein ge sc hr ä n kt  w erd en , 

wen n de r G ew er b etr ei be nde  

ein e de r v er tr a gli ch en  

Ver pf li cht un ge n  ga nz  o der  

tei lw ei se ni ch t  er fu el lt 

ode r ma nge lh af t  er fu el lt;  

c) de r Ver br au c her  e in e 

ver bi nd lic he  

Ver pf li cht un g e ing eh t,  

w ä hr end  d er  

Gew er be tre ib en d e d ie  

Erb ri ng ung  d er  Lei st un gen  

an ei ne  Be di ng u ng 

knü p ft , de re n E int ri tt  

nur  v on  ih m ab h ä n gt ;  

d) es  d em 

Gew er be tre ib en d en 

ges ta tt et wi rd ,  vo m 

Ver br au che r ge z ahl te  

Bet r ä ge  e in zu be hal te n,  

wen n di ese r da r auf  

ver zi ch tet , de n  Ve rt ra g 

abz us ch ließ en  o der  z u 

erf ue ll en,  o hn e  daß  fü r 

den  V er bra uc he r  ei n 

Ans pr uc h a uf  e i ne 

Ent sc h ä di gu ng  i n 

ent sp re che nd er  H ö he  

sei te ns  de s 

Gew er be tre ib en d en 

vor ge se hen  w ir d , w en n 

die se r sel bs t e s 

unt er l ä ss t;  

e) de m Ver br au c her , de r 

sei ne n Ver pf li c htu ng en  

nic ht  n ach ko mm t , e in  

unv er h ä lt mi sm ä s sig  h oh er 

Ent sc h ä di gu ng sb etr ag  

auf er le gt wi rd ;  

f) es  d em 

Gew er be tre ib en d en 

ges ta tt et wi rd ,  na ch  

fre ie m Erm es se n  de n 

Ver tr ag  zu  k ü nd ig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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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索

賠所欠

債務之

抵銷。  

 

第 c 項  

契約條

款訂定

對消費

者具有

約束力

的協

議，出

賣人或

供應商

之服務

條款規

定，該

條件之

成就，

僅取決

於出賣

人或供

應商自

己之意

思。  

 

第 d 項  

契約條

款規

定，消

費者決

定不簽

訂或履

行契

約，允

許出賣

人或供

應商扣

留消費

者已支

付的款

項。但

出賣人

equ iv al ent  a mo u nt 

fro m th e s el le r  or  

sup pl ie r w he re  the  

lat te r is th e 

par ty  c anc el li n g 

the  c on tra ct ;  

(e)  

req ui ri ng an y 

con su me r w ho  f a ils  

to fu lf il hi s 

obl ig at ion  t o p ay 

a 

dis pr op ort io na t ely  

hig h su m i n 

com pe ns ati on ;  

(f)  

aut ho ri zin g th e  

sel le r or su pp l ier  

to di ss olv e th e  

con tr ac t o n a 

dis cr et ion ar y 

bas is  w her e th e  

sam e fa cil it y i s 

not  g ra nte d to  the  

con su me r, or  

per mi tt ing  t he  

sel le r or su pp l ier  

to re ta in th e s ums  

pai d fo r s er vi c es 

not  y et  su pp li e d 

by hi m whe re  i t  is  

the  s el ler  o r 

sup pl ie r h im se l f 

who  d is sol ve s t he 

con tr ac t;  

(g)  

ena bl in g t he  

sel le r or su pp l ier  

to te rm ina te  a  

con tr ac t o f 

ind et er min at e 

dur at io n w it ho u t 

rea so na ble  n ot i ce 

exc ep t whe re  t h ere  

wen n da s g le ic h e R ec ht  

nic ht  a uch  d em  

Ver br au che r ei n ger ä umt  

wir d,  u nd es  d e m 

Gew er be tre ib en d en f ü r  

den  F al l, daß  e r s el bs t 

den  V er tra g k ü n dig t,  

ges ta tt et wi rd ,  di e 

Bet r ä ge  e in zu be hal te n,  

die  f ü r vo n ihm  no ch  

nic ht  e rbr ac ht e  

Lei st un gen  g ez a hlt  

wur de n;  

g) es  d em 

Gew er be tre ib en d en - 

aus se r bei  V or l ieg en  

sch we rw ieg en de r  Gr ü nd e - 

ges ta tt et is t,  ein en  

unb ef ri ste te n V ert ra g 

ohn e an gem es se n e F ri st  zu  

kü nd ig en ;  

h) ei n bef ri st e ter  

Ver tr ag  au to ma t isc h 

ver l ä ng er t wi rd , w en n 

der  V er bra uc he r  si ch  

nic ht  g ege nt ei l ig 

ge ä u sse rt  h at  u nd al s 

Ter mi n fü r  d ies e 

Ä us ser un g de s W ill en s 

des  V er bra uc he r s, de n 

Ver tr ag  ni ch t z u 

ver l ä ng er n,  e in  vo m 

Abl au fz eit pu nk t  de s 

Ver tr ag es un ge b ü hrl ic h 

wei t en tfe rn te s  Da tu m 

fes tg el egt  w ur d e;  

i) di e Zus ti mm u ng de s 

Ver br au che rs  z u  Kl au se ln 

unw id er leg ba r 

fes tg es tel lt  w i rd,  v on  

den en  e r v or  

Ver tr ag sab sc hl uß  ni ch t 

tat s ä ch li ch  K en ntn is  

neh me n kon n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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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供應

商為不

簽訂或

不履行

契約之

一方

者，契

約條款

規定消

費者不

得自出

賣人或

供應商

獲得同

等金額

的賠

償。  

 

第 e 項  

契約條

款要求

任何不

履行義

務的消

費者，

支付不

成比例

的高額

賠償。  

 

第 f 項  

契約條

款規定

出賣人

或供應

商得無

條件解

除契

約，卻

未予以

消費者

相同的

權利。

若出賣

are  s er iou s 

gro un ds  fo r do i ng 

so;  

(h)  

aut om at ica ll y 

ext en di ng a 

con tr ac t o f fi x ed 

dur at io n w he re  the  

con su me r d oe s n ot 

ind ic at e 

oth er wi se,  w he n  

the  d ea dli ne  f i xed  

for  t he  co ns um e r 

to ex pr ess  t hi s  

des ir e not  t o 

ext en d the  

con tr ac t i s 

unr ea so nab ly  

ear ly ;  

(i)  

irr ev oc abl y 

bin di ng  th e 

con su me r t o te r ms 

wit h wh ich  h e h ad 

no re al  

opp or tu nit y of  

bec om in g 

acq ua in ted  b ef o re 

the  c on clu si on  of 

the  c on tra ct ;  

(j)  

ena bl in g t he  

sel le r or su pp l ier  

to al te r t he  t e rms  

of th e con tr ac t  

uni la te ral ly  

wit ho ut  a va li d  

rea so n whi ch  i s  

spe ci fi ed in  t h e 

con tr ac t;  

(k)  

ena bl in g t he  

sel le r or su pp l ier  

to al te r 

j) de r Gew er be t rei be nd e 

die  V er tra gs kl a use ln  

ein se it ig oh ne  tri ft ig en 

und  i m Ver tr ag  

auf ge fü h rt en  Gr und  

ä n de rn ka nn ;  

k) de r Gew er be t rei be nd e 

die  M er kma le  d e s z u 

lie fe rn den  E rz e ugn is se s 

ode r de r z u er b rin ge nd en 

Die ns tl eis tu ng  ein se it ig 

ohn e tr ift ig en  Gru nd  

ä n de rn ka nn ;  

l) de r Ver k ä u fe r e in er  

War e od er de r E rbr in ge r 

ein er  D ien st le i stu ng  d en 

Pre is  z um Ze it p unk t de r 

Lie fe ru ng fe st s etz en  o der  

erh ö he n kan n,  o hne  d aß  

der  V er bra uc he r  in  b ei den  

F ä ll en ei n 

ent sp re che nd es  Rec ht  h at,  

vom  V er tra g 

zurü ck zu tr et en,  we nn  d er 

End pr ei s i m Ve r h ä lt nis  

zu de m Pre is , d er be i 

Ver tr ag sab sc hl uß  

ver ei nb art  w ur d e, zu  h och  

ist ;  

m) de m Gew er be t rei be nd en 

das  R ec ht ei ng e r ä um t i st  

zu be st imm en , o b d ie  

gel ie fe rte  W ar e  od er  

erb ra ch te Di en s tle is tu ng 

den  V er tra gs be s tim mu ng en 

ent sp ri cht , od e r i hm  d as 

aus sc hl ieß l ic he  Re ch t 

zug es ta nde n wi r d, di e 

Aus le gu ng ei ne r  

Ver tr ag skl au se l  

vor zu ne hme n;  

 

 

n) di e Ver pf li c htu ng  d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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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供

應商解

除或終

止契

約，契

約條款

仍允許

出賣人

或供應

商保留

其尚未

提供之

服務的

對價。  

 

第 g 項  

契約條

款允許

出賣人

或供應

商得於

欠缺合

理通知

消費者

之情況

下，終

止無限

期之契

約。但

有充分

理由

者，不

在此

限。  

 

第 h 項  

契約條

款規

定，未

經消費

者之表

示即自

動延長

定有期

uni la te ral ly  

wit ho ut  a va li d  

rea so n any  

cha ra ct eri st ic s  of  

the  p ro duc t or  

ser vi ce  to  b e 

pro vi de d;  

(l)  

pro vi di ng fo r t he 

pri ce  o f g oo ds  to 

be de te rmi ne d a t 

the  t im e o f 

del iv er y o r 

all ow in g a  s el l er 

of go od s o r 

sup pl ie r o f 

ser vi ce s t o 

inc re as e t he ir  

pri ce  w ith ou t i n 

bot h ca ses  g iv i ng 

the  c on sum er  t h e 

cor re sp ond in g 

rig ht  t o c an ce l  

the  c on tra ct  i f  

the  f in al pr ic e  is  

too  h ig h i n 

rel at io n t o th e  

pri ce  a gre ed  w h en 

the  c on tra ct  w a s 

con cl ud ed;  

(m)  

giv in g the  s el l er 

or su pp lie r th e  

rig ht  t o d et er m ine  

whe th er  th e go o ds 

or se rv ice s 

sup pl ie d a re  i n  

con fo rm ity  w it h  

the  c on tra ct , o r 

giv in g him  t he  

exc lu si ve ri gh t  to  

int er pr et an y t erm  

of th e con tr ac t ;  

(n)  

Gew er be tre ib en d en zu r 

Ein ha lt ung  d er  von  s ei nen  

Ver tr et ern  e in g ega ng en en 

Ver pf li cht un ge n  

ein ge sc hr ä n kt  w ird  o de r 

die se  V erp fl ic h tun g vo n 

der  E in hal tu ng  ein er  

bes on de ren  F or m vor sc hr ift  

abh ä ngi g ge ma ch t w ir d;  

o) de r Ver br au c her  a ll en 

sei ne n Ver pf li c htu ng en  

nac hk om men  m uß ,  ob wo hl  

der  G ew erb et re i ben de  

sei ne  V erp fl ic h tun ge n 

nic ht  e rfu el lt ;  

p) di e Mö gl ic hk eit  

vor ge se hen  w ir d , d aß  de r 

Ver tr ag  oh ne  Z u sti mm un g 

des  V er bra uc he r s v om  

Gew er be tre ib en d en 

abg et re ten  w ir d , w en n 

die s mö g lic he rw eis e ei ne 

Ver ri ng eru ng  d e r 

Sic he rh eit en  f ü r d en  

Ver br au che r be w irk t;  

q) de m Ver br au c her  d ie  

Mö gl ic hk eit , 

Rec ht sb ehe lf e b ei Ge ri cht  

ein zu le gen  o de r  so ns ti ge 

Bes ch we rde mi tt e l z u 

erg re if en,  g en o mme n od er 

ers ch we rt wi rd ,  un d zw ar 

ins be so nde re  d a dur ch , 

daß  er  a uss ch li eß li ch  

auf  e in  ni ch t u nte r di e 

rec ht li che n Be s tim mu ng en 

fal le nd en 

Sch ie ds ger ic ht s ver fa hr en 

ver wi es en wi rd ,  di e ih m 

zur  V er fü g un g s teh en de n 

Bew ei sm itt el  

ung eb ü hr li ch  

ein ge sc hr ä n kt  w erd en  

ode r ih m d ie  B e wei sl a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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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契

約。於

不合理

之過早

的時

期，即

要求消

費者決

定是否

展延契

約之期

間。  

 

第 i 項  

契約條

款不可

撤銷地

拘束消

費者，

要求消

費者遵

守契約

締結

前，消

費者未

能有機

會真正

理解之

條款。  

 

第 j 項  

契約條

款允許

出賣人

或供應

商，在

欠缺契

約中規

定之正

當理由

的情

形，得

單方面

更改契

lim it in g t he  

sel le r' s o r 

sup pl ie r's  

obl ig at ion  t o 

res pe ct  

com mi tm ent s 

und er ta ken  b y h is 

age nt s or ma ki n g 

his  c om mit me nt s  

sub je ct  to  

com pl ia nce  w it h  a 

par ti cu lar  

for ma li ty;  

(o)  

obl ig in g t he  

con su me r t o fu l fil  

all  h is  

obl ig at ion s wh e re 

the  s el ler  o r 

sup pl ie r d oe s n ot 

per fo rm  hi s;  

(p)  

giv in g the  s el l er 

or su pp lie r th e  

pos si bi lit y of  

tra ns fe rri ng  h i s 

rig ht s and  

obl ig at ion s un d er 

the  c on tra ct , 

whe re  t his  m ay  

ser ve  t o r ed uc e  

the  g ua ran te es  for  

the  c on sum er , 

wit ho ut  th e 

lat te r' s 

agr ee me nt;  

(q)  

exc lu di ng or  

hin de ri ng th e 

con su me r's  r ig h t 

to ta ke  le ga l 

act io n or ex er c ise  

any  o th er le ga l  

rem ed y,  

auf er le gt wi rd ,  di e na ch 

dem  g el ten de n R ech t ei ner  

and er en  Ve rt ra g spa rt ei  

obl ä ge.  

2. Tr ag wei te  d e r 

Buc hs ta ben  g ),  j) un d l)  

a) Bu ch sta be  g )  st eh t 

Kla us el n n ic ht  ent ge ge n, 

dur ch  d ie si ch  der  

Erb ri ng er vo n 

Fin an zd ien st le i stu ng en  

das  R ec ht vo rb e h ä lt , 

ein en  u nbe fr is t ete n 

Ver tr ag  ei ns ei t ig un d - 

bei  V or lie ge n e ine s 

tri ft ig en Gr un d es - 

fri st lo s z u k ü n dig en , 

sof er n der  

Gew er be tre ib en d e d ie  

Pfl ic ht  ha t,  d i e a nd er e 

Ver tr ag spa rt ei  ode r di e 

and er en  Ve rt ra g spa rt ei en 

als ba ld  da vo n z u 

unt er ri cht en .  

b) Bu ch sta be  j )  st eh t 

Kla us el n n ic ht  ent ge ge n, 

dur ch  d ie si ch  der  

Erb ri ng er vo n 

Fin an zd ien st le i stu ng en  

das  R ec ht vo rb e h ä lt , d en  

von  d em  Ve rb ra u che r od er 

an de n Ver br au c her  z u 

zah le nd en Zi ns s atz  o de r 

die  H ö he  an de re r K os te n 

fü r 

Fin an zd ien st le i stu ng en  in  

beg rü n de te n F ä l len  o hn e 

Vor an kü n di gu ng zu 

ä n de rn,  s of er n der  

Gew er be tre ib en d e d ie  

Pfl ic ht  ha t,  d i e a nd er e 

Ver tr ag spa rt ei  ode r di e 

and er en  Ve rt ra g spa rt ei en 

unv er zu egl ic h d avo n zu  



150 

約條

款。  

 

第 k 項  

契約條

款允許

出賣人

或供應

商得於

欠缺正

當理由

的情況

下，單

方面改

變所提

供的產

品或服

務之性

質。  

 

第 l 項  

契約條

款規

定，商

品價格

於交付

時方確

定。契

約條款

允許出

賣人或

服務提

供者提

高價

格。但

在這兩

種情

況，最

終價格

過高相

對於締

約締結

時之價

格過高

par ti cu lar ly  b y  

req ui ri ng th e 

con su me r t o ta k e 

dis pu te s 

exc lu si vel y to  

arb it ra tio n no t  

cov er ed  by  l eg a l 

pro vi si ons , un d uly  

res tr ic tin g th e  

evi de nc e a va il a ble  

to hi m or im po s ing  

on hi m a b ur de n  of  

pro of  w hic h,  

acc or di ng to  t h e 

app li ca ble  l aw ,  

sho ul d lie  w it h  

ano th er  pa rt y t o 

the  c on tra ct .  

2.   Sc ope  o f 

sub pa ra gra ph s ( g),  

(j)  a nd  (1 )  

(a)  

Sub pa ra gra ph  ( g ) 

is wi th out  

hin dr an ce to  t e rms  

by wh ic h a  

sup pl ie r o f 

fin an ci al se rv i ces  

res er ve s t he  r i ght  

to te rm ina te  

uni la te ral ly  a  

con tr ac t o f 

ind et er min at e 

dur at io n w it ho u t 

not ic e whe re  t h ere  

is a va lid  r ea s on,  

pro vi de d t ha t t he 

sup pl ie r i s 

req ui re d t o in f orm  

the  o th er 

con tr ac tin g pa r ty 

or pa rt ies  t he r eof  

imm ed ia tel y.  

(b)  

unt er ri cht en , u nd es  

die se r ode r di e sen  

fre is te ht,  d en  Ver tr ag  

als ba ld  zu  k ü nd ige n.  

Buc hs ta be j)  s t eht  f er ner  

Kla us el n n ic ht  ent ge ge n, 

dur ch  d ie si ch  der  

Gew er be tre ib en d e d as  

Rec ht  v orb eh ä lt , 

ein se it ig di e B edi ng un gen  

ein es  u nbe fr is t ete n 

Ver tr ag es zu  ä n der n,  

sof er n es ih m o bli eg t,  

den  V er bra uc he r  hi er vo n 

rec ht ze iti g in  Ken nt ni s 

zu se tz en,  u nd  es di es em 

fre is te ht,  d en  Ver tr ag  zu  

kü nd ig en .  

c) Di e Buc hs ta b en g) , j) 

und  l ) fin de n k ein e 

Anw en du ng au f  

-  G es ch ä f te  m it  

Wer tp ap ier en , 

Fin an zp api er en  und  

and er en  Er ze ug n iss en  o der  

Die ns tl eis tu ng e n, be i 

den en  d er Pr ei s  vo n de n 

Ver ä nde ru ng en  e ine r 

Not ie ru ng od er  ein es  

Bö rs en in dex  o de r v on  

Kur ss ch wan ku ng e n a uf  d em 

Kap it al mar kt  a b h ä ng t, 

auf  d ie  de r 

Gew er be tre ib en d e k ei ne n 

Ein fl uß  hat ;  

-  V er tr ä g e zu m Kau f od er 

Ver ka uf  vo n 

Fre md w ä hr un ge n,  

Rei se sc hec ks  o d er 

int er na tio na le n  

Pos ta nw eis un ge n  in  

Fre md w ä hr un g.  

d) Bu ch sta be  l )  st eh t 

Pre is in dex ie ru n gsk la us e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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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契

約條款

卻均未

賦予消

費相應

的解除

契約之

權利。  

 

第 m 項  

契約條

款賦予

出賣人

或供應

商，有

權決定

所提供

的貨物

或服務

是否符

合契

約，或

賦予專

屬於出

賣人或

供應

商，解

釋契約

任何條

款的權

利。  

 

第 n 項  

契約條

款規定

代辦商

對於消

費者所

負之義

務，對

於出賣

人或供

應商僅

於有限

Sub pa ra gra ph  ( j ) 

is wi th out  

hin dr an ce to  t e rms  

und er  w hic h a 

sup pl ie r o f 

fin an ci al se rv i ces  

res er ve s t he  r i ght  

to al te r t he  r a te 

of in te res t 

pay ab le  by  t he  

con su me r o r du e  to  

the  l at ter , or  the  

amo un t of ot he r  

cha rg es  fo r 

fin an ci al se rv i ces  

wit ho ut  no ti ce  

whe re  t her e is  a 

val id  r eas on , 

pro vi de d t ha t t he 

sup pl ie r i s 

req ui re d t o in f orm  

the  o th er 

con tr ac tin g pa r ty 

or pa rt ies  t he r eof  

at th e ear li es t  

opp or tu nit y an d  

tha t th e l at te r  

are  f re e t o 

dis so lv e t he  

con tr ac t 

imm ed ia tel y.  

Sub pa ra gra ph  ( j ) 

is al so  wi th ou t  

hin dr an ce to  t e rms  

und er  w hic h a 

sel le r or su pp l ier  

res er ve s t he  r i ght  

to al te r 

uni la te ral ly  t h e 

con di ti ons  o f a  

con tr ac t o f 

ind et er min at e 

dur at io n, pr ov i ded  

tha t he  is  

nic ht  e ntg eg en ,  we nn  

die se  r ech tm ä ss ig si nd  

und  d er  Mo du s d er 

Pre is ä n de ru ng  d ari n 

aus dr ü ck li ch  be sch ri eb en 

wir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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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範圍

內應就

其負

責。或

者出賣

人或供

應商僅

就符合

特定形

式之情

形者，

方對於

代辦商

對於消

費者所

負之義

務應負

責。  

 

第 o 項  

契約條

款規

定，當

賣方或

供應商

未履行

其義務

時，消

費者仍

有義務

履行其

所有義

務。  

 

第 p 項  

契約條

款允許

出賣人

或供應

商，得

於未經

消費者

同意的

情況，

req ui re d t o in f orm  

the  c on sum er  w i th 

rea so na ble  n ot i ce 

and  t ha t t he  

con su me r i s fr e e 

to di ss olv e th e  

con tr ac t.  

(c)  

Sub pa ra gra ph s ( g),  

(j)  a nd  (1 ) do  not  

app ly  t o:  

—tr an sa cti on s in 

tra ns fe rab le  

sec ur it ies , 

fin an ci al 

ins tr um ent s an d  

oth er  p rod uc ts  or 

ser vi ce s w he re  the  

pri ce  i s l in ke d  to  

flu ct ua tio ns  i n  a 

sto ck  e xch an ge  

quo ta ti on or  i n dex  

or a fi nan ci al  

mar ke t rat e th a t 

the  s el ler  o r 

sup pl ie r d oe s n ot 

con tr ol ;  

—co nt ra cts  f or  

the  p ur cha se  o r  

sal e of  fo re ig n  

cur re nc y, 

tra ve ll er' s 

che qu es  or  

int er na tio na l 

mon ey  o rde rs  

den om in ate d in  

for ei gn  cu rr en c y;  

(d)  

Sub pa ra gra ph  ( 1 ) 

is wi th out  

hin dr an ce to  

pri ce -i nde xa ti o n 

cla us es , w he re  

law fu l,  pr ov id 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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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出

賣人或

供應商

依契約

所定權

利和義

務，且

有減少

對消費

者的擔

保之

虞。  

 

第 q 項  

契約條

款排除

或阻礙

消費者

採取法

律上救

濟途

徑，或

行使任

何其他

法律補

救措施

的權

利，特

別是要

求消費

者將爭

議僅得

交付非

經法律

規定之

仲裁，

或不適

當地限

制消費

者得供

使用之

證據，

或於依

據所適

tha t th e m et ho d  by  

whi ch  p ric es  v a ry 

is ex pl ici tl y 

des cr ib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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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法

律，應

由他方

契約當

事人負

責之情

形，強

加消費

者舉證

責任。  

 

第 2 條  

本附件

第 g

項、第

j 項和

第 1 條

之適用

範圍，

依下列

各項定

之：  

第 a 項  

金融服

務提供

者保留

於具備

正當理

由的情

況，單

方面終

止無限

期契約

的權

利，且

不另行

通知消

費者，

該項契

約條款

之效力

不受前

條第 g

項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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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但

該金融

服務提

供者應

立即通

知他方

契約當

事人。  

第 b 項  

金融服

務提供

者保留

更改消

費者應

付利

息，或

應支付

消費者

之利

率，或

金融服

務其他

費用金

額的權

利，而

無須事

先通知

消費者

正當理

由，該

項契約

條款之

效力不

受前條

第 j 項

之影

響。但

金融服

務提供

者應儘

早通知

他方契

約當事

人，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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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他

方當事

人得立

即解除

契約。  

出賣人

或供應

商以合

理方式

通知消

費者，

且契約

條款允

許消費

者自由

解除契

約者，

出賣人

或供應

商保留

單方面

更改無

限期合

同條件

的權

利，該

契約條

款之效

力不受

前條第

j 項之

影響。  

 

第 c 項  

前條第

g 項、

第 j 項

和前條

不適用

於以下

之情

形：  

可轉讓

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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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

具和其

他產品

或服務

的交

易，其

價格與

出賣人

或供應

商無法

控制的

證券交

易所報

價、指

數或金

融市場

匯率的

波動相

關之情

形。  

購買或

出售外

幣、旅

行支票

或以外

幣計價

的國際

匯票之

契約。  

 

第 d 款  

合法、

明確地

描述價

格變化

方法

者，價

格指數

化之條

款不違

反前條

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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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歐盟套裝旅遊指令
1 7 8

 

Dir ec ti ve (E U)  201 5/ 23 02 of  t h e E ur op ean  P ar l iam en t 

and  o f the  C ou n cil  o f 25 No ve m ber  2 01 5 o n pa c kag e 

tra ve l and  l in k ed tr av el ar ra n gem en ts , a me nd i ng 

Reg ul at ion  ( EC )  No  2 00 6/2 00 4 a nd Di re cti ve  

201 1/ 83 /EU  o f t he Eu ro pea n Pa r lia me nt  an d of  the  

Cou nc il  an d re p eal in g Cou nc il  Dir ec ti ve 90 /3 1 4/E EC  

第 1 條  立法意旨  

譯文  原文  

本指令的目

的，乃通過統

合成員國關於

旅客與提供套

裝旅遊或連結

的旅遊契約之

企業經營者間

契約之法律、

規定和行政規

定的特定面

向，促進成員

國間內部市場

的適當運作，

並盡可能實現

高度和統一的

消費者保護水

平。  

The  p ur pos e of  

thi s Di rec ti ve  

is to  

con tr ib ute  t o 

the  p ro per  

fun ct io nin g of  

the  i nt ern al  

mar ke t and  t o 

the  

ach ie ve men t of  

a h ig h and  a s 

uni fo rm  as  

pos si bl e l ev el  

of co ns ume r 

pro te ct ion  b y 

app ro xi mat in g 

cer ta in  

asp ec ts  of  t he  

law s,  

reg ul at ion s 

and  

adm in is tr a ti ve  

pro vi si ons  o f 

the  M em ber  

Sta te s in 

res pe ct  of  

con tr ac ts 

bet we en  

tra ve ll ers  a nd  

Der  Z we ck di es e r 

Ric ht li nie  i st  die  

Ang le ic hun g be s tim mt er  

Asp ek te  de r Re c hts - un d 

Ver wa lt ung sv or s chr if te n 

der  M it gli ed st a ate n 

fü r Ve rt r ä ge  ü ber  

Pau sc ha lre is en  und  

ver bu nd ene  

Rei se le ist un ge n  

zwi sc he n R ei se n den  u nd  

Unt er ne hme rn , u m s o zu m 

ord nu ng sge m ä ß e n  

Fun kt io nie re n d es 

Bin ne nm ark ts  u n d z u 

ein em  h ohe n un d  

mö gl ic hs t 

ein he it lic he n 

Ver br au che rs ch u tzn iv ea u 

bei zu tr age n.  

 

 
1 7 8

 歐盟非國家，難有與我國相對應之法規主管機關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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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 de rs  

rel at in g t o 

pac ka ge  tr av el  

and  l in ked  

tra ve l 

arr an ge men ts .  

第 2 條  適用範圍  

譯文  原文  

第 1 項  

本指令適用於旅遊企

業經營者向旅客提供

或出售的套餐旅遊，

以及旅遊企業經營者

為旅客提供連結的旅

遊規劃。  

 

第 2 項  

本指令不適用於以下

情形：  

第 a 款  

除非有旅宿之情形，

持續時間不超過  2 4  

小時的套裝行程與連

結的旅遊規劃。  

第 b 款  

偶爾以非營利為目

的，且僅向有限的旅

客群體提供套裝行程

與連結的旅遊規劃。  

第 c 款  

依旅遊企業經營者與

另一自然人或法人之

間商務旅行安排的約

定，購買套裝行程和

連結的旅遊規劃，該

自然人或法人作為旅

客，出於與其交易

上、業務上、技藝上

或專業上的目的為之

者。  

 

第 3 項  

本指令未對該契約法

通則之面向有相關規

1. Th is  

Dir ec ti ve 

app li es  to  

pac ka ge s 

off er ed  fo r 

sal e or  so ld  

by tr ad ers  t o 

tra ve ll ers  

and  t o lin ke d 

tra ve l 

arr an ge men ts  

fac il it ate d 

by tr ad ers  

for  

tra ve ll ers .  

2. Th is  

Dir ec ti ve 

doe s no t 

app ly  t o:  

(a)  

pac ka ge s a nd  

lin ke d tra ve l 

arr an ge men ts  

cov er in g a  

per io d of 

les s th an 24  

hou rs  u nle ss  

ove rn ig ht 

acc om mo dat io n 

is in cl ude d;  

(b)  

pac ka ge s 

off er ed , a nd  

lin ke d tra ve l 

arr an ge men ts  

fac il it ate d,  

(1)    D ies e 

Ric ht li nie  g il t  

fü r 

Pau sc ha lre is en ,  

die  R ei sen de n v on 

Unt er ne hme rn  z u m 

Ver ka uf  an ge bo t en 

ode r ve rka uf t 

wer de n,  un d f ü r  

ver bu nd ene  

Rei se le ist un ge n , 

die  R ei sen de n v on 

Unt er ne hme rn  

ver mi tt elt  w ur d en.  

(2)    D ies e 

Ric ht li nie  g il t  

nic ht  f ü r  

a)  

Pau sc ha lre is en  und  

ver bu nd ene  

Rei se le ist un ge n , 

die  w en ige r al s  24  

Stu nd en  da ue rn ,  es  

sei  d en n, es  i s t 

ein e Ü b er na ch tu ng 

inb eg ri ffe n;  

b)  

Pau sc ha lre is en  und  

ver bu nd ene  

Rei se le ist un ge n , 

die  g el ege nt li c h 

und  o hn e 

Gew in na bsi ch t u nd 

nur  e in er 

beg re nz ten  G ru p pe 

von  R ei sen d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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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者，本指令不影響

內國契約法通則之規

定，例如契約的有效

性、成立或效力之規

定。  

occ as io nal ly  

and  o n a n ot -

for - p ro fit  

bas is  a nd 

onl y to  a 

lim it ed  gr ou p 

of 

tra ve ll ers ;  

(c)  

pac ka ge s a nd  

lin ke d tra ve l 

arr an ge men ts  

pur ch as ed on  

the  b as is of  

a g en er al 

agr ee me nt fo r 

the  

arr an ge men t 

of bu si nes s 

tra ve l 

bet we en  a 

tra de r and  

ano th er  

nat ur al  or  

leg al  p ers on  

who  i s act in g 

for  p ur pos es  

rel at in g t o 

his  t ra de,  

bus in es s, 

cra ft  o r 

pro fe ss io n .  

3. Th is  

Dir ec ti ve 

doe s no t 

aff ec t 

nat io na l 

gen er al  

con tr ac t l aw  

suc h as  th e 

rul es  o n t he  

val id it y, 

for ma ti on or  

eff ec t of a 

ang eb ot en od er  

ver mi tt elt  w er d en;  

c)  

Pau sc ha lre is en  und  

ver bu nd ene  

Rei se le ist un ge n , 

die  a uf  de r 

Gru nd la ge ei ne r  

all ge me ine n 

Ver ei nb aru ng  f ü r 

die  O rg ani sa ti o n 

von  

Ges ch ä f ts re is en  

zwi sc he n e in em  

Unt er ne hme r un d  

ein er  a nde re n 

natü rl ic he n ode r 

jur is ti sch en  

Per so n,  di e zu  

Zwe ck en  ha nd el t , 

die  i hr er 

gew er bl ich en , 

ges ch ä f tl ic he n,  

han dw er kli ch en  

ode r be ruf li ch e n 

T ä ti gke it  

zug er ec hne t we r den  

kö nn en , erw or be n 

wer de n.  

(3)    D ies e 

Ric ht li nie  l ä ss t 

das  a ll gem ei ne  

nat io na le 

Ver tr ag sre ch t w ie 

die  B es tim mu ng e n 

ü ber  d ie  

Wir ks am kei t,  d a s 

Zus ta nd eko mm en  

ode r di e W ir ku n gen  

ein es  V ert ra gs ,  

sow ei t Asp ek te  des  

all ge me ine n 

Ver tr ag sre ch ts  in 

die se r Ric ht li n 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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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 tr ac t, 

ins of ar  as  

gen er al  

con tr ac t l aw  

asp ec ts  ar e 

not  r eg ula te d 

in th is  

Dir ec ti ve.  

nic ht  g ere ge lt  

wer de n,  un be r ü h rt.  

第 3 條  名詞定義  

譯文  原文  

就本指令而

言，適用以

下定義：  

第 1 項  

稱旅遊服務

者，謂以下

各款所定之

情形：  

第 a 款  

乘客運輸。  

第 b 款  

非屬於乘客

運輸之固有

部分，且不

以居留為目

的之住宿。  

第 c 款  

汽車出賃，

歐盟議會和

理事會指令  

200 7/ 46 /E

C 第 3 條第

11 項規定意

義下之其他

機動載具

（註 1 6），

或依歐洲議

會和理事會

200 6/ 12 6/

EC 指令第 4

條第 3 點

（註 1 7）第

c 點規定，

要求 A 級摩

For  t he  

pur po se s o f 

thi s 

Dir ec ti ve,  t he  

fol lo wi ng 

def in it ion s 

app ly :  

(1)  

‘trav el  

ser vi ce’ 

mea ns :  

(a)  

car ri ag e o f 

pas se ng ers ;  

(b)  

acc om mo dat io n 

whi ch  i s n ot  

int ri ns ica ll y 

par t of  

car ri ag e o f 

pas se ng ers  a nd  

is no t for  

res id en tia l 

pur po se s;  

(c)  

ren ta l of 

car s,  o the r 

mot or  v ehi cl es  

wit hi n the  

mea ni ng  of  

Art ic le  3( 11 ) 

of Di re cti ve  

200 7/ 46 /EC  o f 

the  E ur ope an  

Fü r di e Zw ec ke die se r 

Ric ht li nie  b ez e ich ne t 

der  A us dru ck  

1.  

„R ei se lei st un g“  

a)  

die  B ef ö rde ru ng  vo n 

Per so ne n;  

b)  

die  U nt erb ri ng u ng,  b ei  

der  e s sic h ni c ht um  

ein en  w ese ns m ä ß ige n 

Bes ta nd tei l de r  

Bef ö rd er ung  v on  Pe rs on en 

han de lt  un d zu  and er en  

Zwe ck en  al s Wo h nzw ec ke n;  

c)  

die  A ut ove rm ie t ung  o de r 

die  V er mie tu ng  and er er  

Kra ft fa hrz eu ge  im Si nn e 

des  A rt ike ls  3  Num me r 11 

der  R ic htl in ie  

200 7/ 46 /EG  d es  

Eur op ä i sc he n Pa rla me nt s 

und  d es  Ra te s ( 16)  o de r 

von  K ra ftr ä de rn  de r 

Fü hr er sc he in kla sse  A  

gem ä ß  Ar ti ke l 4  Ab sa tz  3 

Buc hs ta be c de r  

Ric ht li nie  2 00 6 /12 6/ EG  

des  E ur op ä i sc he n 

Par la me nts  u nd  des  R at es 

(17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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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車駕駛執

照之情形。  

第 d 款  

非屬於  

(a)、( b)  

或 ( c)  款

規定定義下

之旅遊服務

的其他觀光

服務；  

 

第 2 項  

稱套裝行程

者，謂針對

同一旅行或

假期的兩種

以上不同類

型之旅行服

務的組合，

且該組合符

合以下各款

之情形：  

第 a 款  

在包含所有

旅遊服務的

單一契約締

結之前，這

些旅遊服務

已由一名旅

遊企業經營

者合併，包

括應旅客的

要求或依據

旅客的選擇

而合併的情

形；或  

第 b 款  

無論是否與

個別旅遊企

業經營者簽

訂單一契

約，這些服

務均為：  

第ｉ點  

Par li am ent  a nd  

of th e Cou nc il  

(16 ),  o r 

mot or cy cle s 

req ui ri ng a 

Cat eg or y A  

dri vi ng  

lic en ce  in  

acc or da nce  

wit h po int  ( c)  

of Ar ti cle  

4(3 ) of  

Dir ec ti ve 

200 6/ 12 6/E C of  

the  E ur ope an  

Par li am ent  a nd  

of th e Cou nc il  

(17 );  

(d)  

any  o th er 

tou ri st  

ser vi ce  no t 

int ri ns ica ll y 

par t of  a 

tra ve l ser vi ce  

wit hi n the  

mea ni ng  of  

poi nt s (a) , 

(b)  o r (c) ;  

(2)  

‘pack ag e’ 

mea ns  a  

com bi na tio n of  

at le as t t wo  

dif fe re nt 

typ es  o f 

tra ve l 

ser vi ce s f or  

the  p ur pos e of  

the  s am e t ri p 

or ho li day , 

if:  

(a)  

tho se  s erv ic es  

jed e an der e to u ris ti sc he 

Lei st un g, di e n ich t 

wes en sm ä ß i g Be s tan dt ei l 

ein er  R eis el ei s tun g im  

Sin ne  d er Bu ch s tab en  a , 

b o de r c i st ;  

2.  

„P au sc hal re is e“ ein e 

Kom bi na tio n au s  

min de st ens  z we i  

ver sc hi ede ne n A rte n vo n 

Rei se le ist un ge n  f ü r  d en  

Zwe ck  d ers el be n  Re is e,  

wen n  

a)  

die se  L eis tu ng e n v on  

ein em  U nte rn eh m er au f 

Wun sc h ode r en t spr ec he nd 

ein er  A usw ah l d es 

Rei se nd en vo r A bsc hl us s 

ein es  e inz ig en  Ver tr ag s 

ü ber  s ä mtl ic he  

Lei st un gen  

zus am me nge st el l t w er de n 

ode r  

b)  

die se  L eis tu ng e n 

una bh ä n gi g da vo n, ob  

sep ar at e V er tr ä ge mi t 

den  j ew eil ig en  

Erb ri ng ern  d er  

Rei se le ist un ge n  

ges ch lo sse n we r den ,  

i)  

in ei ne r e in zi g en 

Ver tr ie bss te ll e  er wo rb en 

wer de n und  d ie s e 

Lei st un gen  v or  der  

Zus ti mm ung  d es  Rei se nd en 

zur  Z ah lun g au s gew ä hlt  

wur de n,  

ii)  

zu ei ne m P au sc h al -  o de r 

Ges am tp rei s an g ebo t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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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自單一

之銷售點購

買，且在旅

客同意付款

之前，已選

擇這些服

務。  

第 ii 點  

以總括之價

格或總價格

提供、出售

或付費者。  

第 ii i 點  

旅遊企業經

營者以「套

裝行程」或

類似之條

款，進行廣

告或銷售，  

第 iv 點  

在契約締結

後合併。且

依該契約，

旅客有權利

在一系列不

同類型的旅

行服務之間

進行選擇。

或者，  

第 v 點  

由旅客通過

連結的線上

預訂流程，

向單的旅遊

企業經營者

購買，但其

中旅客的姓

名、付款詳

細資訊和電

子郵件地

址，均自與

旅客簽訂第

一則契約的

旅遊企業經

are  c om bin ed  

by on e tra de r,  

inc lu di ng at  

the  r eq ues t of  

or in  

acc or da nce  

wit h th e 

sel ec ti on of  

the  t ra vel le r,  

bef or e a 

sin gl e 

con tr ac t o n 

all  s er vic es  

is co nc lud ed ; 

or  

(b)  

irr es pe cti ve  

of wh et her  

sep ar at e 

con tr ac ts ar e 

con cl ud ed wi th  

ind iv id ual  

tra ve l ser vi ce  

pro vi de rs,  

tho se  s erv ic es  

are :  

(i)  

pur ch as ed fr om  

a s in gl e p oi nt  

of sa le  an d 

tho se  s erv ic es  

hav e be en 

sel ec te d 

bef or e the  

tra ve ll er 

agr ee s to pa y,  

(ii )  

off er ed , s ol d 

or ch ar ged  a t 

an in cl usi ve  

or to ta l 

pri ce ,  

(ii i)  

adv er ti sed  o r 

ver ka uf t o de r i n 

Rec hn un g g es te l lt 

wer de n,  

iii )  

unt er  d er Be ze i chn un g 

„P au sc hal re is e“ ode r 

ein er  ä hn li ch en  

Bez ei ch nun g be w orb en  

ode r ve rka uf t w erd en ,  

iv)  

nac h Ab sch lu ss  ein es  

Ver tr ag s, in  d e m d er  

Unt er ne hme r de n  

Rei se nd en da zu  

ber ec ht igt , ei n e A us wa hl 

unt er  v ers ch ie d ene n 

Art en  v on 

Rei se le ist un ge n  zu  

tre ff en , 

zus am me nge st el l t w er de n 

ode r  

v)  

von  e in zel ne n 

Unt er ne hme rn  ü b er 

ver bu nd ene  O nl i ne -

Buc hu ng sve rf ah r en 

erw or be n w er de n , b ei  

den en  d er Na me  des  

Rei se nd en,  Z ah l ung sd at en 

und  d ie  E - Ma il - Adr es se  

von  d em  Un te rn e hme r,  m it 

dem  d er  er st e V ert ra g 

ges ch lo sse n wu r de,  a n 

ein en  o der  m eh r ere  

and er e Unt er ne h mer  

ü ber mi tt el t wer den  u nd  

ein  V er tra g mi t  

Let zt ge nan nt em / n 

sp ä t est en s 24  S tun de n 

nac h Be st ä t ig un g d er  

Buc hu ng  de r er s ten  

Rei se le ist un g 

abg es ch los se n w ird .  

Ein e Ko mbi na ti o n v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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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者傳送至

另一個或多

個旅遊企業

經營者。並

且旅客與其

後一個或多

個旅遊企業

經營者締結

契約之時

點，不晚於

首個旅行服

務預訂確認

後 24 小時

以內。  

一種旅行服

務組合，其

中僅包含本

條第 1 項第

a、b  或 c

款規定中所

定之一項旅

行服務，卻

與本條第 1

項第 d 款規

定所定之一

項或多項旅

遊服務相結

合，其中本

條第 1 項第

d 款之旅遊

服務，有以

下情形者，

該旅遊服務

組合仍非本

項規定所為

之「套裝行

程」：  

第 a 款  

該當本條第

1 項第 d 款

之旅遊服

務，其價值

不占該旅遊

服務組合之

sol d un der  t he  

ter m 

‘pack ag e’ or  

und er  a  

sim il ar  te rm ,  

(iv )  

com bi ne d a ft er  

the  c on clu si on  

of a co ntr ac t 

by wh ic h a  

tra de r 

ent it le s t he  

tra ve ll er to  

cho os e amo ng  a  

sel ec ti on of  

dif fe re nt 

typ es  o f 

tra ve l 

ser vi ce s, or  

(v)  

pur ch as ed fr om  

sep ar at e 

tra de rs  

thr ou gh  li nk ed  

onl in e boo ki ng  

pro ce ss es 

whe re  t he 

tra ve ll er' s 

nam e,  p aym en t 

det ai ls  an d e -

mai l ad dre ss  

are  

tra ns mi tte d 

fro m th e 

tra de r wit h 

who m th e f ir st  

con tr ac t i s 

con cl ud ed to  

ano th er  tr ad er  

or tr ad ers  a nd  

a c on tr act  

wit h th e 

lat te r tra de r 

or tr ad ers  i s 

Rei se le ist un ge n , b ei  

den en  n ich t me h r a ls  

ein e Ar t d er  

Rei se le ist un g i m S in ne  

der  N um mer  1  B u chs ta be n 

a, b od er c mi t  ei ne r 

ode r me hr al s e ine r 

tou ri st isc he n L eis tu ng  

im Si nn e d er  N u mme r 1 

Buc hs ta be d ko m bin ie rt  

wir d,  i st ke in e  

Pau sc ha lre is e,  wen n di e 

let z t ge nan nt en  

Lei st un gen  

a)  

kei ne n erh eb li c hen  

Ant ei l am Ge sa m twe rt  d er 

Kom bi na tio n au s mac he n 

und  n ic ht al s 

wes en tl ich es  M e rkm al  d er 

Kom bi na tio n be w orb en  

wer de n und  a uc h  ni ch t 

son st  e in we se n tli ch es  

Mer km al  de r Ko m bin at io n 

dar st el len  o de r  

b)  

ers t na ch Be gi n n d er  

Erb ri ng ung  e in e r 

Rei se le ist un g i m S in ne  

der  N um mer  1  B u chs ta be n 

a, b od er c au s gew ä hlt  

und  e rw orb en  w e rde n;  

3.  

„P au sc hal re is ev ert ra g“ e

ine n Ve rtr ag  ü b er ei ne  

Pau sc ha lre is e a ls Ga nz es 

ode r,  w enn  d ie  Rei se  a uf 

der  G ru ndl ag e s epa ra te r 

Ver tr ä g e an ge bo ten  w ir d, 

all e Ve rtr ä ge  ü ber  d ie  

in de r Pau sc ha l rei se  

zus am me nge fa ss t en 

Rei se le ist un ge n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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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價值中顯

著之比例，

且該旅遊組

合不以之為

廣告，或者

該當本條第

1 項第 d 款

之旅遊服務

並非該旅遊

組合之必要

部分。  

第 b 款  

僅在本條第

1 項第 a

款、第 b 款

或第 c 款規

定所定之旅

行服務開始

執行後，旅

客方選擇和

購買者。  

 

第 3 項  

稱套裝旅遊

契約者，謂

整個套裝旅

遊之契約；

套裝旅遊是

依據各該契

約分別提供

者，套裝旅

遊契約涵蓋

套裝旅遊中

一切涉及旅

行服務之所

有契約。  

 

第 4 項  

稱套裝行程

開始者，謂

套裝行程中

所包含的旅

行服務已開

始履行；  

con cl ud ed at  

the  l at est  2 4 

hou rs  a fte r 

the  

con fi rm ati on  

of th e boo ki ng  

of th e fir st  

tra ve l 

ser vi ce .  

A c om bi nat io n 

of tr av el 

ser vi ce s w he re  

not  m or e t ha n 

one  t yp e o f 

tra ve l ser vi ce  

as re fe rre d to  

in po in t ( a) , 

(b)  o r (c)  o f 

poi nt  1  is  

com bi ne d w it h 

one  o r mor e 

tou ri st  

ser vi ce s a s 

ref er re d t o in  

poi nt  ( d) of  

poi nt  1  is  n ot  

a p ac ka ge if  

the  l at ter  

ser vi ce s:  

(a)  

do no t acc ou nt  

for  a  

sig ni fi can t 

pro po rt ion  o f 

the  v al ue of  

the  

com bi na tio n 

and  a re  no t 

adv er ti sed  a s 

and  d o not  

oth er wi se 

rep re se nt an  

ess en ti al 

fea tu re  of  t he  

„B eg in n d er  

Pau sc ha lre is e“ de n 

Zei tp un kt,  z u d em di e 

Erb ri ng ung  d er  in ei ne r 

Pau sc ha lre is e 

zus am me nge fa ss t en 

Rei se le ist un ge n  be gi nn t;  

5.  

„v er bu nde ne  

Rei se le ist un ge n“ min de st

ens  z we i v er sc h ied en e 

Art en  v on 

Rei se le ist un ge n , d ie  f ü r 

den  Z we ck de rs e lbe n 

Rei se  e rwo rb en  wer de n,  

bei  d er  es  s ic h  ni ch t um 

ein e Pa usc ha lr e ise  

han de lt , d ie  z u  de m 

Abs ch lu ss vo n s epa ra te n 

Ver tr ä g en  m it  d en 

jew ei li gen  E rb r ing er n 

der  R ei sel ei st u nge n 

fü hr en , we nn  ei n 

Unt er ne hme r Fo l gen de s 

ver mi tt elt :  

a)  

anl ä ssl ic h ei ne s 

ein zi ge n B es uc h s i n 

sei ne r Ver tr ie b sst el le  

ode r ei nes  e in z ige n 

Kon ta kt s m it  s e ine r 

Ver tr ie bss te ll e  di e 

get re nn te Au sw a hl un d 

die  g et ren nt e Z ahl un g 

jed er  R eis el ei s tun g 

dur ch  d ie Re is e nde n od er  

b)  

in ge zi elt er  W e ise  d en  

Erw er b min de st e ns ei ne r 

wei te re n R ei se l eis tu ng  

ein es  a nde re n 

Unt er ne hme rs , s ofe rn  e in 

Ver tr ag  mi t di e sem  

and er en  Un te rn e hm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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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項  

稱連結的旅

遊規劃者，

謂旅客雖基

於同一旅程

或假期，購

買至少兩種

不同類型的

旅遊服務，

但基於以下

情形，該旅

遊服務之組

合不構成套

裝行程，致

旅客與各該

旅遊企業經

營者締結各

別之契約：  

第 a 款  

旅客於單次

訪問或聯繫

其銷售處之

情形，單獨

選擇並單獨

支付每項旅

行服務。或

者，  

第 b 款  

旅客針對性

地從另一個

旅遊企業經

營者購買至

少一項額外

的旅遊服

務，且於確

認首項旅行

服務之預訂

後，最遲於

24 小時以

內，與該另

一個旅遊企

業經營者締

結契約。  

com bi na tio n;  

or  

(b)  

are  s el ect ed  

and  p ur cha se d 

onl y af ter  t he  

per fo rm anc e of  

a t ra ve l 

ser vi ce  as  

ref er re d t o in  

poi nt  ( a),  ( b)  

or (c ) of 

poi nt  1  ha s 

sta rt ed ;  

(3)  

‘pack ag e 

tra ve l 

con tr ac t’ 

mea ns  a  

con tr ac t o n 

the  p ac kag e as  

a w ho le  or , if  

the  p ac kag e is  

pro vi de d u nd er  

sep ar at e 

con tr ac ts,  a ll  

con tr ac ts 

cov er in g 

tra ve l 

ser vi ce s 

inc lu de d i n 

the  p ac kag e;  

(4)  

‘star t of th e 

pac ka ge’ 

mea ns  t he 

beg in ni ng of  

the  

per fo rm anc e of  

tra ve l 

ser vi ce s 

inc lu de d i n 

the  p ac kag e;  

(5)  

sp ä t est en s 24  S tun de n 

nac h Be st ä t ig un g d er  

Buc hu ng  de r er s ten  

Rei se le ist un g 

ges ch lo sse n wi r d.  

Wir d ni cht  m eh r  al s ei ne 

Art  d er  Re is el e ist un g im 

Sin ne  d er Nu mm e r 1  

Buc hs ta ben  a , b  od er  c  

und  e in e o de r m ehr  a ls  

ein e to uri st is c he 

Lei st un g i m Si n ne de r 

Num me r 1 B uc hs t abe  d  

erw or be n, so  h a nde lt  e s 

sic h da bei  n ic h t u m 

ver bu nd ene  

Rei se le ist un ge n , w en n 

die  l et ztg en an n ten  

Lei st un gen  k ei n en 

erh eb li che n An t eil  a m 

Wer t de r K om bi n ati on  

aus ma ch en un d n ich t al s 

wes en tl ich es  M e rkm al  d er 

Kom bi na tio n be w orb en  

wer de n und  a uc h  ni ch t 

son st  e in we se n tli ch es  

Mer km al  de r Re i se 

dar st el len ;  

6.  

„R ei se nde r“ je de Pe rs on,  

die  a uf  de r Gr u ndl ag e 

die se r Ric ht li n ie ei ne n 

Ver tr ag  sc hl ieß en mö c ht e 

ode r di e z u ei n er Re is e 

auf  d er  Gr un dl a ge ei ne s 

im Ra hm en di es e r 

Ric ht li nie  g es c hlo ss en en 

Ver tr ag s b er ec h tig t is t;  

7.  

„U nt er neh me r“ jed e 

natü rl ic he  o der  

jur is ti sch e Pe r son , 

una bh ä n gi g da vo n, ob  

Let zt er e ö f fe nt lic h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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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所購買

之旅遊服務

中，僅包含

本條第 1 項

第 a 款、第

b 款或第 c

款規定所定

之一種類

型，以及本

條第 1 項第

d 款所定之

一種或多種

旅遊服務

者，若後者

之旅遊服務

不占有該旅

遊服務組合

中總價值的

顯著部分，

且未作為旅

遊或假期的

必要部分進

行廣告宣

傳，並不以

其他方式顯

示為旅行或

假期的必要

部分，則該

旅遊服務不

構成連結的

旅遊規劃。  

 

第 6 項  

稱旅客者，

謂本指令規

定範圍內，

試圖締結契

約，或依已

締結之契約

有權進行旅

遊活動者。  

 

第 7 項  

稱旅遊企業

‘ li nk ed  

tra ve l 

arr an ge men t’ 

mea ns  a t l ea st  

two  d if fer en t 

typ es  o f 

tra ve l 

ser vi ce s 

pur ch as ed fo r 

the  p ur pos e of  

the  s am e t ri p 

or ho li day , 

not  

con st it uti ng  a  

pac ka ge , 

res ul ti ng in  

the  c on clu si on  

of se pa rat e 

con tr ac ts wi th  

the  i nd ivi du al  

tra ve l ser vi ce  

pro vi de rs,  i f 

a t ra de r 

fac il it ate s:  

(a)  

on th e 

occ as io n o f a 

sin gl e vis it  

or co nt act  

wit h hi s p oi nt  

of sa le , t he  

sep ar at e 

sel ec ti on an d 

sep ar at e 

pay me nt  of  

eac h tr ave l 

ser vi ce  by  

tra ve ll ers ; or  

(b)  

in a ta rge te d 

man ne r,  th e 

pro cu re men t of  

at le as t o ne  

add it io nal  

ode r pr iva te r N atu r is t, 

die  b ei  vo n di e ser  

Ric ht li nie  e rf a sst en  

Ver tr ä g en  s el bs t o de r 

dur ch  e ine  a nd e re 

Per so n,  di e in  ihr em  

Nam en  o der  A uf t rag  

han de lt , z u Zw e cke n 

t ä ti g w ir d,  d ie  ih re r 

gew er bl ich en , 

ges ch ä f tl ic he n,  

han dw er kli ch en  ode r 

ber uf li che n T ä t igk ei t 

zug er ec hne t we r den  

kö nn en , una bh ä n gig  

dav on , ob si e i n i hr er  

Eig en sc haf t al s  

Rei se ve ran st al t er,  

Rei se ve rmi tt le r , 

Unt er ne hme r,  d e r 

ver bu nd ene  

Rei se le ist un ge n  

ver mi tt elt  o de r  al s ei n 

Erb ri ng er vo n 

Rei se le ist un ge n  ha nd el t;  

8.  

„R ei se ver an st al ter“ ei ne

n U nt er neh me r,  der  

ent we de r d ir ek t  od er  

ü ber  e in en  a nde ren  

Unt er ne hme r od e r 

gem ei ns am mi t e ine m 

and er en  Un te rn e hme r 

Pau sc ha lre is en  

zus am me nst el lt  und  

ver ka uf t o de r z um 

Ver ka uf  an bi et e t, od er  

den  U nt ern eh me r , d er  d ie 

Dat en  d es Re is e nde n im  

Ein kl an g m it  N u mme r 2 

Buc hs ta be b Zi f fer  v  a n 

ein en  a nde re n 

Unt er ne hme r ü be rmi tt el 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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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謂

任何自然人

或任何法

人，無論為

私法人或公

法人，其行

為包括以其

名義或代表

其行為之任

何其他人，

出於交易

上、業務

上、技藝上

或專業上相

關的目的，

而從事與本

指令所涵蓋

範圍之契約

相關聯的事

務，無論其

作為組織規

劃者、零售

商、促進連

結的旅遊規

劃之企業經

營者，或是

作為提供旅

行服務之供

應商。  

 

第 8 項  

稱組織規劃

者，謂直接

或透過另一

個旅遊企業

經營者，或

與另一個旅

遊企業經營

者一起組合

並銷售或提

供套裝行程

供銷售者，

或依本條第

2 項第 b 款

tra ve l ser vi ce  

fro m an oth er  

tra de r whe re  a  

con tr ac t w it h 

suc h ot her  

tra de r is 

con cl ud ed at  

the  l at est  2 4 

hou rs  a fte r 

the  

con fi rm ati on  

of th e boo ki ng  

of th e fir st  

tra ve l 

ser vi ce .  

Whe re  n ot mo re  

tha n on e t yp e 

of tr av el 

ser vi ce  as  

ref er re d t o in  

poi nt  ( a),  ( b)  

or (c ) of 

poi nt  1  an d 

one  o r mor e 

tou ri st  

ser vi ce s a s 

ref er re d t o in  

poi nt  ( d) of  

poi nt  1  ar e 

pur ch as ed,  

the y do  no t 

con st it ute  a  

lin ke d tra ve l 

arr an ge men t if  

the  l at ter  

ser vi c e s d o 

not  a cc oun t 

for  a  

sig ni fi can t 

pro po rt ion  o f 

the  c om bin ed  

val ue  o f t he  

ser vi ce s a nd  

are  n ot  

„R ei se ver mi tt le r“ ei ne n 

and er en  Un te rn e hme r al s 

den  R ei sev er an s tal te r,  

der  v on  ei ne m 

Rei se ve ran st al t er 

zus am me nge st el l te 

Pau sc ha lre is en  ver ka uf t 

ode r zu m V er ka u f 

anb ie te t;  

10.  

„N ie de rla ss un g“ ein e 

Nie de rl ass un g i m S in ne  

des  A rt ike ls  4  Num me r 5 

der  R ic htl in ie  

200 6/ 12 3/E G;  

11.  

„d au er haf te r 

Dat en tr ä g er“ jede s 

Med iu m,  da s es  dem  

Rei se nd en od er  dem  

Unt er ne hme r ge s tat te t,  

an ih n per s ö n li ch 

ger ic ht ete  I nf o rma ti on en 

der ar t zu sp ei c her n,  

das s er  si e in  der  F ol ge 

fü r ei ne  f ü r di e Z we ck e 

der  I nf orm at io n en 

ang em es sen e Da u er 

ein se he n k an n,  und  d as  

die  u nv er ä n de rt e 

Wie de rg abe  d er  

ges pe ic her te n 

Inf or ma tio ne n 

erm ö gl ic ht;  

12.  

„u nv er mei db ar e und  

auß e rg ew ö hnl ic h e 

Ums t ä nd e“ ein e  

Sit ua ti on auß er hal b de r 

Kon tr ol le de r P art ei , 

die  e in e s ol ch e  

Sit ua ti on ge lt e nd ma ch t, 

der en  F olg en  s i ch au ch  

dan n ni cht  h ä tt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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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v 點規

定，將旅客

之數據傳輸

於另一旅遊

企業經營者

之人。  

 

第 9 項  

稱零售商

者，謂除組

織規劃者以

外，銷售或

提供由組織

規劃者組合

之套裝行程

的旅遊企業

經營者。  

 

第 10 項  

稱分公司

者，謂歐盟

指令

200 6/ 12 3/

EC 指令第 4

條第 5 項所

定義的分公

司。  

 

第 11 項  

稱可持續性

之媒介，謂

一種工具，

該工具使旅

客或旅遊企

業經營者得

以可訪問的

方式，相應

於個人資訊

之使用目

的，於充分

的時間內儲

存已發送於

其之個人訊

息，以供將

adv er ti sed  a s,  

and  d o not  

oth er wi se 

rep re se nt,  a n 

ess en ti al 

fea tu re  of  t he  

tri p or  

hol id ay .  

(6)  

‘trav el ler’ 

mea ns  a ny 

per so n who  i s 

see ki ng  to  

con cl ud e a  

con tr ac t, or  

is en ti tle d to  

tra ve l on th e 

bas is  o f a  

con tr ac t 

con cl ud ed,  

wit hi n the  

sco pe  o f t hi s 

Dir ec ti ve;  

(7)  

‘trad er’ 

mea ns  a ny 

nat ur al  pe rs on  

or an y leg al  

per so n,  

irr es pe cti ve  

of wh et her  

pri va te ly or  

pub li cl y 

own ed , who  i s 

act in g,  

inc lu di ng 

thr ou gh  an y 

oth er  p ers on  

act in g in hi s 

nam e or  on  h is  

beh al f,  fo r 

pur po se s 

rel at in g t o 

his  t ra de,  

ver me id en la ss e n, we nn  

all e zu mut ba re n  

Vor ke hr ung en  g e tro ff en  

wor de n w ä re n;  

13.  

„V er tr ags wi dr ig kei t“ die 

Nic ht er bri ng un g  od er  

man ge lh aft e Er b rin gu ng  

der  i n ein er  

Pau sc ha lre is e 

zus am me nge fa ss t en 

Rei se le ist un ge n ;  

14.  

„M in de rj ä h rig er“ ein e 

Per so n unt er  a c htz eh n 

Jah re n;  

15.  

„V er tr ieb ss te ll e“ al le  

Gew er be r ä um e,  u nab h ä ng ig  

dav on , ob si e b ewe gl ic h 

ode r un bew eg li c h s in d,  

ode r Ei nze lh an d els -

Web se it en od er  ä h nl ich e 

Onl in e -

Ver ka uf spl at tf o rme n,  

auc h we nn di e 

Ein ze lh and el s - W ebs ei te n 

ode r On lin e -

Ver ka uf spl at tf o rme n de n 

Rei se nd en al s 

ein he it lic he  P l att fo rm  

pr ä s ent ie rt  w er den , 

ein sc hl ieß l ic h ein es  

Tel ef on die ns te s ;  

16.  

„Rü ck be fö r der un g“ di e 

Rü ck ke hr  d es  Re ise nd en  

an de n Aus ga ng s ort  o de r 

an ei ne n a nd er e n O rt , 

auf  d en  si ch  d i e 

Ver tr ag spa rt ei e n 

ein ig 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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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參考，且

該工具允許

不加更改地

將所儲存的

資訊複製。  

 

第 12 項  

稱不可避免

的特殊情況

者，謂其情

況超出當事

人控制的範

圍，即便已

採取所有合

理之措施，

其後果亦無

法避免。  

 

第 13 項  

稱違約者，

謂套裝旅遊

中包含之旅

行服務未能

履行或不當

地履行。  

 

第 14 項  

稱未成年人

者，謂  1 8 

歲以下之

人。  

 

第 15 項  

稱銷售處

者，謂任何

零售場所，

無論是否為

臨時或常

設，零售網

站或相似之

線上銷售設

施，包括零

售網站或線

上銷售設施

bus in es s, 

cra ft  o r 

pro fe ss ion  i n 

rel at io n t o 

con tr ac ts 

cov er ed  by  

thi s 

Dir ec ti ve,  

whe th er  ac ti ng  

in th e 

cap ac it y o f 

org an is er,  

ret ai le r, 

tra de r 

fac il it ati ng  a  

lin ke d tra ve l 

arr an ge men t or  

as a tr ave l 

ser vi ce  

pro vi de r;  

(8)  

‘orga ni ser’ 

mea ns  a  tr ad er  

who  c om bin es  

and  s el ls or  

off er s for  

sal e pa cka ge s,  

eit he r 

dir ec tl y o r 

thr ou gh  

ano th er  tr ad er  

or to ge the r 

wit h an oth er  

tra de r,  or  t he  

tra de r who  

tra ns mi ts th e 

tra ve ll er' s 

dat a to  

ano th er  tr ad er  

in ac co rda nc e 

wit h po int  

(b) (v ) of 

poi nt  2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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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向旅客

展示之單一

銷售設施之

情形，亦包

括電話服務

之情形。  

 

第 16 項  

稱遣返者，

謂旅客返回

出發地或締

約雙方同意

之其他地

點。  

‘reta il er’ 

mea ns  a  tr ad er  

oth er  t han  t he  

org an is er wh o 

sel ls  o r 

off er s for  

sal e pa cka ge s 

com bi ne d b y an  

org an is er;  

(10 )  

‘esta bl ish me n

t’ me an s 

est ab li shm en t 

as de fi ned  i n 

poi nt  5  of  

Art ic le  4 of  

Dir ec ti ve 

200 6/ 12 3/E C;  

(11 )  

‘dura bl e 

med iu m’ me an s 

any  i ns tru me nt  

whi ch  e nab le s 

the  t ra vel le r 

or th e tra de r 

to st or e 

inf or ma tio n 

add re ss ed 

per so na lly  t o 

him  i n a w ay  

acc es si ble  f or  

fut ur e 

ref er en ce fo r 

a p er io d o f 

tim e ad equ at e 

for  t he  

pur po se s o f 

the  

inf or ma tio n 

and  w hi ch 

all ow s the  

unc ha ng ed 

rep ro du cti on  

of t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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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 or ma tio n 

sto re d;  

(12 )  

‘unav oi dab le  

and  

ext ra or din ar y 

cir cu ms tan ce s

’ mea ns  a 

sit ua ti on 

bey on d the  

con tr ol  of  t he  

par ty  w ho 

inv ok es  su ch  a  

sit ua ti on an d 

the  

con se qu enc es  

of wh ic h c ou ld  

not  h av e b ee n 

avo id ed  ev en  

if al l 

rea so na ble  

mea su re s h ad  

bee n ta ken ;  

(13 )  

‘lack  o f 

con fo rm ity’ 

mea ns  a  

fai lu re  to  

per fo rm  or  

imp ro pe r 

per fo rm anc e of  

the  t ra vel  

ser vi ce s 

inc lu de d i n a 

pac ka ge ;  

(14 )  

‘mino r’ 

mea ns  a  pe rs on  

bel ow  t he ag e 

of 18  y ear s;  

(15 )  

‘poin t of 

sal e’ mean s 

any  r et 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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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 mi se s, 

whe th er  

mov ab le  or  

imm ov ab le,  o r 

a r et ai l 

web si te  or  

sim il ar  on li ne  

sal es  

fac il it y, 

inc lu di ng 

whe re  r eta il  

web si te s o r 

onl in e sal es  

fac il it ies  a re  

pre se nt ed to  

tra ve ll ers  a s 

a s in gl e 

fac il it y, 

inc lu di ng a 

tel ep ho ne 

ser vi ce ;  

(16 )  

‘repa tr iat io n

’ mea ns  th e 

tra ve ll er' s  

ret ur n to th e 

pla ce  o f 

dep ar tu re or  

to an ot her  

pla ce  t he 

con tr ac tin g 

par ti es  ag re e 

upo n.  

第 4 條  轉化指令之符合程度  

譯文  原文  

除本指令另有規定

者，成員國不得在

其內國法律中保留

或施行與本指令規

定不符之規定，包

括得確保不同程度

的旅行者保護之更

嚴格或更寬鬆之規

定。  

Unl es s 

oth er wi se 

pro vi de d f or  

in th is  

Dir ec ti ve,  

Mem be r Sta te s 

sha ll  n ot 

mai nt ai n o r 

int ro du ce,  i n 

Sof er n die se  

Ric ht li nie  n ic h ts 

and er es  be st im m t, 

erh al te n d ie  

Mit gl ie dst aa te n  we de r 

von  d en  Be st im m ung en  

die se r Ric ht li n ie 

abw ei ch end e na t ion al e 

Rec ht sv ors ch ri f 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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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r  

nat io na l l aw , 

pro vi si ons  

div er gi ng 

fro m th ose  

lai d do wn in  

thi s 

Dir ec ti ve,  

inc lu di ng 

mor e or  le ss  

str in ge nt 

pro vi si ons  

whi ch  w oul d 

ens ur e a 

dif fe re nt 

lev el  o f 

tra ve ll er 

pro te ct ion .  

auf re ch t n oc h f ü hre n 

sie  s ol che  e in ;  di es  

gil t au ch f ü r 

str en ge re od er  wen ig er  

str en ge  

Rec ht sv ors ch ri f ten  z ur  

Gew ä hrl ei st un g ein es  

and er en  Sc hu tz n ive au s 

fü r de n Re is end en.  

第 17 條 破產保護  

譯文  原文  

第 1 項  

成員國應確保在

其境內設立的旅

遊組織規劃者，

對旅客或代表旅

客所支付之所有

款項的退款，提

供擔保。相關服

務因旅遊組織規

劃者破產，致無

法提供者，亦應

對旅客的遣返提

供安全保障，且

應提供繼續旅遊

服務的可能。  

未於成員國設

立，而於成員國

銷售或提出要約

銷售套裝行程的

組織者，或以任

何方式將此類銷

售活動引入至成

員國的旅遊組織

規劃者，負有依

1. Me mb er 

Sta te s sha ll  

ens ur e tha t 

org an is ers  

est ab li she d 

in th ei r 

ter ri to ry 

pro vi de  

sec ur it y f or  

the  r ef und  o f 

all  p ay men ts  

mad e by  or  o n 

beh al f of 

tra ve ll ers  

ins of ar  as  

the  r el eva nt  

ser vi ce s a re  

not  p er for me d 

as a 

con se qu enc e 

of th e 

org an is er' s 

ins ol ve nc y . 

If th e 

(1)    D ie 

Mit gl ie dst aa te n  st el le n 

sic he r,  da ss  i n  ih re m 

Hoh ei ts geb ie t 

nie de rg ela ss en e  

Rei se ve ran st al t er 

Sic he rh eit  f ü r die  

Ers ta tt ung  a ll e r v on  

Rei se nd en od er  in de re n 

Nam en  g ele is te t en 

Zah lu ng en le is t en,  

sof er n die  b et r eff en de n 

Lei st un gen  i nf o lge  d er  

Ins ol ve nz de s 

Rei se ve ran st al t ers  

nic ht  e rbr ac ht  wer de n.  

Sow ei t die  B ef ö rde ru ng  

von  P er son en  i m  

Pau sc ha lre is ev e rtr ag  

inb eg ri ffe n is t , 

lei st en  di e 

Rei se ve ran st al t er au ch  

Sic he rh eit  f ü r die  

Rü ck be fö r de run g  d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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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該成員國法律

提供擔保之義

務。  

 

第 2 項  

本條第 1 項規定

所謂之擔保應有

效，並應涵蓋合

理可預見之費

用。該項費用包

括，旅客或代表

旅客為套裝行程

所支付之費用，

並考量頭期款與

尾款之週期的長

短與完成套裝行

程所需的費用，

以及旅遊組織規

劃者破產時，預

計旅客所需的遣

返費用。  

 

第 3 項  

無論旅客之居住

地、出發地或套

裝旅遊之銷售

地，無論負責破

產保護之人位於

成員國何者，旅

遊組織規劃者的

破產保護，均應

涵蓋其旅客。  

 

第 4 項  

旅遊組織規劃者

破產致套裝旅遊

的履行受影響

者，其擔保人應

免費提供旅客遣

返，且於必要

時，資助旅客遣

返前的住宿。  

 

第 5 項  

car ri ag e o f 

pas se ng ers  i s 

inc lu de d i n 

the  p ac kag e 

tra ve l 

con tr ac t, 

org an is ers  

sha ll  a lso  

pro vi de  

sec ur it y f or  

the  

tra ve ll ers ' 

rep at ri ati on . 

Con ti nu ati on  

of th e 

pac ka ge  ma y 

be of fe red .  

Org an is ers  

not  

est ab li she d 

in a Me mbe r 

Sta te  w hic h 

sel l or  of fe r 

for  s al e 

pac ka ge s i n a 

Mem be r Sta te , 

or wh ic h b y 

any  m ea ns 

dir ec t suc h 

act iv it ies  t o 

a M em be r 

Sta te , sha ll  

be ob li ged  t o 

pro vi de  th e 

sec ur it y i n 

acc or da nce  

wit h th e l aw  

of th at  

Mem be r Sta te .  

 

 

2. Th e 

sec ur it y 

ref er re d t o 

Rei se nd en.  E in e  

For ts et zun g de r  

Pau sc ha lre is e k ann  

ang eb ot en we rd e n.  

Rei se ve ran st al t er,  d ie  

nic ht  i n e in em  

Mit gl ie dst aa t 

nie de rg ela ss en  sin d un d 

die  i n ein em  

Mit gl ie dst aa t 

Pau sc ha lre is en  

ver ka uf en od er  zum  

Ver ka uf  an bi et e n o de r 

in ir ge nde in er  Wei se  

sol ch e T ä ti gk ei ten  a uf  

ein en  M itg li ed s taa t 

aus ri ch ten , si n d 

ver pf li cht et , n ach  d em  

Rec ht  d ies es  

Mit gl ie dst aa ts  

Sic he rh eit  z u l eis te n.  

(2)    D ie Si ch e rhe it  

gem ä ß  Ab sa tz  1  mus s 

wir ks am  se in  u n d d ie  

nac h ve rn ü nf tig em 

Erm es se n v or he r seh ba re n 

Kos te n abd ec ke n . S ie  

mus s di e B et r ä g e d er  

Zah lu ng en ab de c ken , di e 

von  R ei sen de n o der  i n 

ihr em  N ame n in  Bez ug  

auf  P au sch al re i sen  

gel ei st et wu rd e n, un te r 

Berü ck si ch ti gun g d er  

Dau er  d es Ze it r aum s 

zwi sc he n d en  

Anz ah lu nge n un d  

end gü l ti ge n Zah lun ge n 

und  d er  Be en di g ung  d er  

Pau sc ha lre is en  sow ie  

der  g es ch ä t zt en  Ko st en  

ein er  R ü ck be fö r der un g 

im Fa ll  de r In s olv en z 

des  V er ans ta lt e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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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未履行的旅

行服務，旅遊企

業經營者應於旅

客提出請求後，

及時辦理退款。  

in pa ra gra ph  

1 s ha ll  be  

eff ec ti ve an d 

sha ll  c ove r 

rea so na bly  

for es ee abl e 

cos ts . It 

sha ll  c ove r 

the  a mo unt s 

of pa ym ent s 

mad e by  or  o n 

beh al f of 

tra ve ll ers  i n 

res pe ct  of  

pac ka ge s, 

tak in g int o 

acc ou nt  th e 

len gt h of th e 

per io d 

bet we en  do wn  

pay me nt s a nd  

fin al  

pay me nt s a nd  

the  

com pl et ion  o f 

the  p ac kag es , 

as we ll  as  

the  e st ima te d 

cos t fo r 

rep at ri ati on s 

in th e eve nt  

of th e 

org an is er' s 

ins ol ve ncy .  

3. An  

org an is er' s 

ins ol ve ncy  

pro te ct ion  

sha ll  b ene fi t 

tra ve ll ers  

reg ar dl ess  o f 

the ir  p lac e 

of re si den ce , 

the  p la ce of  

(3)    D ie 

Ins ol ve nza bs ic h eru ng  

ein es  V era ns ta l ter s 

kom mt  R eis en de n  

ung ea ch tet  i hr e s 

Woh ns it zes , de s  Or ts  

der  A br eis e od e r d es  

Ver ka uf sor ts  d e r 

Pau sc ha lre is e u nd 

una bh ä n gi g vo n dem  

Mit gl ie dst aa t,  in de m 

die  E in ric ht un g , d ie  

fü r di e 

Ins ol ve nza bs ic h eru ng  

zus t ä nd ig  i st , 

ans ä ssi g is t,  z ugu te .  

(4)    W ird  d ie  

Erb ri ng ung  d er  

ver tr ag lic he n 

Pau sc ha lre is el e ist un ge n 

dur ch  d ie In so l ven z de s 

Ver an st alt er s 

bee in tr ä c ht ig t,  so  

ste ht  d ie Si ch e rhe it  

kos te nl os zu r 

Ver fü g un g,  u m 

Rü ck be fö r de run g en un d,  

fal ls  e rfo rd er l ich , di e 

Fin an zi eru ng  v o n 

Unt er kü n ft en  vo r d er  

Rü ck be fö r de run g  

sic he rz ust el le n .  

(5)    F ü r ni cht  

erb ra ch te 

Rei se le ist un ge n  wi rd  

die  E rs tat tu ng  

unv er zü g li ch  na ch de r 

Bea nt ra gun g du r ch de n 

Rei se nd en vo rg e nom m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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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 ar tu re or  

whe re  t he 

pac ka ge  is  

sol d an d 

irr es pe cti ve  

of th e Mem be r 

Sta te  w her e 

the  e nt ity  i n 

cha rg e of th e 

ins ol ve ncy  

pro te ct ion  i s 

loc at ed .  

4. Wh en  th e 

per fo rm anc e 

of th e 

pac ka ge  is  

aff ec te d b y 

the  

org an is er' s 

ins ol ve ncy , 

the  s ec uri ty  

sha ll  b e 

ava il ab le 

fre e of  

cha rg e to 

ens ur e 

rep at ri ati on s 

and , if  

nec es sa ry,  

the  f in anc in g 

of 

acc om mo dat io n 

pri or  t o t he  

rep at ri ati on .  

5. Fo r tra ve l 

ser vi ce s t ha t 

hav e no t b ee n 

per fo rm ed,  

ref un ds  sh al l 

be pr ov ide d 

wit ho ut  un du e 

del ay  a fte r 

the  

tra ve ll er' s 



178 

req ue st .  

第 18 條 破產保護之相互承認與行政合作  

譯文  原文  

第 1 項  

各成員

國應承

認，旅

遊組織

規劃者

依其成

立之成

員國，

基於符

合本指

令第 1 7

條所採

取的破

產保護

措施。  

 

第 2 項  

各成員

國彼此

間應指

定一中

央聯絡

中心，

以促進

位於不

同成員

國內營

運的旅

遊組織

規劃者

的行政

合作和

監督。  

 

第 3 項  

中央聯

絡中心

應相互

提供有

關其國

1. Me mb er 

Sta te s sha ll  

rec og ni se as  

mee ti ng  th e 

req ui re men ts  

of th ei r 

nat io na l 

mea su re s 

tra ns po sin g 

Art ic le  17  a ny  

ins ol ve ncy  

pro te ct ion  a n 

org an is er 

pro vi de s u nd er  

suc h me asu re s 

of th e Mem be r 

Sta te  o f h is  

est ab li shm en t.  

2. Me mb er 

Sta te s sha ll  

des ig na te 

cen tr al  

con ta ct  po in ts  

to fa ci lit at e 

the  

adm in is tra ti ve  

coo pe ra tio n 

and  

sup er vi sio n of  

org an is ers  

ope ra ti ng in  

dif fe re nt 

Mem be r Sta te s.  

The y sh all  

not if y the  

con ta ct  

det ai ls  of  

tho se  c ont ac t 

poi nt s to al l 

oth er  M emb er  

Sta te s and  t he  

(1)    D ie Mi tg l ied st aa ten  

erk en ne n j ed e 

Ins ol ve nza bs ic h eru ng , die  

ein  R ei sev er an s tal te r nac h 

Maß g ab e der  M aß nah me n 

sei ne s 

Nie de rl ass un gs m itg li ed sta at s 

zur  U ms etz un g d es Ar ti kel s 

17 le is tet , al s  Er f ü l lu ng  

der  A nf ord er un g en ih re r 

nat io na len  M aß n ahm en  a n.  

(2)    D ie Mi tg l ied st aa ten  

bes ti mm en ze nt r ale  

Kon ta kt ste ll en  zur  

Erl ei ch ter un g d er 

Ver wa lt ung sz us a mme na rb eit  

und  d er  Au fs ic h t ü b er  d ie  

in ve rs chi ed en e n 

Mit gl ie dst aa te n  t ä t ige n 

Rei se ve ran st al t er.  S ie  

tei le n die  K on t akt da te n 

die se r Ste ll en  all en  a nde re n 

Mit gl ie dst aa te n  un d de r 

Kom mi ss ion  m it .  

(3)    D ie ze nt r ale n 

Kon ta kt ste ll en  ste ll en  

ein an de r a ll e n otw en di gen  

Inf or ma tio ne n ü ber  d ie  

Anf or de run ge n i hre r 

nat io na len  

Ins ol ve nzs ch ut z sys te me  un d 

die  E in ric ht un g  od er  

Ein ri ch tun ge n,  die  f ü r di e 

Ins ol ve nza bs ic h eru ng  

spe zi fi sch er  

Rei se ve ran st al t er in  i hre m 

Hoh ei ts geb ie t z ust ä ndi g 

sin d,  z ur Ve rf ü gun g.  D ie 

zen tr al en Ko nt a kts te ll en 

gew ä hre n ei na nd er Zu ga ng zu  

all en  v erf ü g bar en 



179 

家破產

保護之

要求，

以及為

其境內

所設立

的特定

旅遊組

織規

劃，提

供破產

保護人

的必要

資訊。

此聯絡

中心應

允許彼

此知

悉，任

何遵守

其境內

破產保

護義務

的現存

旅遊組

織規劃

者之清

冊。任

何這類

清冊均

應可供

公眾瀏

覽，包

括線上

瀏覽。  

 

第 4 項  

成員國

對一個

旅遊組

織規劃

者的破

產保護

有疑義

Com mi ss ion .  

3. Th e cen tr al  

con ta ct  po in ts  

sha ll  m ake  

ava il ab le to  

eac h ot her  a ll  

nec es sa ry 

inf or ma tio n on  

the ir  n ati on al  

ins ol ve ncy  

pro te ct ion  

req ui re men ts  

and  t he  

ide nt it y o f 

the  e nt ity  o r 

ent it ie s i n 

cha rg e of th e 

ins ol ve ncy  

pro te ct ion  f or  

spe ci fi c 

org an is ers  

est ab l i she d in  

the ir  

ter ri to ry.  

Tho se  c ont ac t 

poi nt s sha ll  

gra nt  e ach  

oth er  a cce ss  

to an y 

ava il ab le 

inv en to ry 

lis ti ng  

org an is ers  

whi ch  a re in  

com pl ia nce  

wit h th eir  

ins ol ve ncy  

pro te ct ion  

obl ig at ion s.  

Any  s uc h 

inv en to ry 

sha ll  b e 

pub li cl y 

acc es si ble , 

Ver ze ic hni ss en ,  in  d en en di e 

Rei se ve ran st al t er 

auf ge fü h rt  s ind , d ie  i hre r 

Pfl ic ht  zu r 

Ins ol ve nza bs ic h eru ng  

nac hg ek omm en  s i nd.  A ll e 

die se  V erz ei ch n iss e si nd 

ö f fe nt li ch zu g ä ngl ic h,  au ch  

onl in e.  

(4)    H at ei n M itg li ed sta at  

Zwe if el  an  d er  

Ins ol ve nza bs ic h eru ng  e ine s 

Rei se ve ran st al t ers , so  

wen de t er si ch  zwe ck s 

Kl ä r ung  a n de n 

Nie de rl ass un gs m itg li ed sta at  

des  R ei sev er an s tal te rs . D ie  

Mit gl ie dst aa te n  be an tw ort en  

Ers uc he n a us  a n der en  

Mit gl ie dst aa te n  un te r 

Berü ck si ch ti gun g d er  

Dri ng li chk ei t u nd 

Kom pl ex it ä t  d er  

Ang el eg enh ei t s o r as ch  wi e 

mö gl ic h.  In  j ed em Fa ll  wi rd  

ein e er ste  A nt w ort  

sp ä t est en s in ne rha lb  v on 15  

Arb ei ts tag en  n a ch Ei ng ang  

des  E rs uch en s e rte il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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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

尋求該

旅遊組

織規劃

者所成

立之成

員國的

釋明。

成員國

應考慮

事實的

緊迫性

與複雜

性，盡

速回應

其他成

員國的

請求。

成員國

無論如

何至遲

應於收

到請求

後 15 個

工作日

內，作

出首次

答覆。  

inc lu di ng 

onl in e.  

4. If  a  Me mb er  

Sta te  h as 

dou bt s abo ut  

an or ga nis er 's  

ins ol ve ncy  

pro te ct ion , it  

sha ll  s eek  

cla ri fi cat io n 

fro m th e 

org an is er' s 

Mem be r Sta te  

of 

est ab li shm en t.  

Mem be r Sta te s 

sha ll  r esp on d 

to re qu est s 

fro m ot her  

Mem be r Sta te s 

as qu ic kly  a s 

pos si bl e 

tak in g int o 

acc ou nt  th e 

urg en cy  an d 

com pl ex ity  o f 

the  m at ter . In  

any  e ve nt a 

fir st  r esp on se  

sha ll  b e 

iss ue d at th e 

lat es t wit hi n 

15 wo rk ing  

day s fr om 

rec ei vi ng th e 

req ue st .  

 

3 .歐盟研究報告之節譯—歐盟套裝旅遊指令關於破產保護之施行狀

況  

REP OR T FRO M TH E  CO MM IS SIO N TO  THE  E UR OPE AN  

PAR LI AM ENT  A ND  THE  C OU NCI L on  the  a pp lic at io n  of  



181 

Dir ec ti ve (E U)  201 5/ 23 02 of  t h e E ur op ean  P ar l iam en t 

and  o f the  C ou n cil  o n pac ka ge  tra ve l and  l in k ed 

tra ve l arr an ge m ent s  

譯文  原文  

(4)  破產

保護  

依歐盟旅

遊指令第

17 條規

定，旅遊

組織規劃

者破產而

無法提供

相關旅遊

服務者，

應為旅客

所支付之

所有款項

的退款提

供擔保。

套裝行程

中包含乘

客運輸

者，該擔

保的範圍

甚至應涵

蓋旅客的

遣返費

用。雖然

保留歐盟

成員國對

破產保護

的方法之

決定權，

但依歐盟

套裝旅遊

指令第

17 條規

定，歐盟

成員國應

確保其所

採取的方

法乃有

(5)  Ins ol ve ncy  

pro te ct ion  

 

Acc or di ng to  

Art ic le  17  o f 

the  P TD , 

org an is ers  m us t  

pro vi de  se cu ri t y 

for  t he  re fu nd  

of al l pay me nt s  

mad e by  

tra ve ll ers  

ins of ar  as  t he  

rel ev an t t ra ve l  

ser vi ce s a re  n o t 

per fo rm ed as  a  

con se qu enc e of  

the  o rg ani se r’s 

ins ol ve ncy . Th a t 

sec ur it y s ha ll  

als o co ver  t he  

tra ve ll ers’ 

rep at ri ati on  i f  

car ri ag e o f 

pas se ng ers  i s 

inc lu de d i n th e  

pac ka ge . W hi le  

Mem be r Sta te s 

ret ai ne d 

dis cr et ion  a s t o 

the  w ay  in  w hi c h 

ins ol ve ncy  

pro te ct ion  i s t o 

be ar ra nge d,  

the y mu st en su r e 

tha t th e 

pro te ct ion  i s 

eff ec ti ve in  

acc or da nce  w it h  

4.I ns ol ven zs ch u tz  

Gem ä ß  Ar ti ke l 1 7 d er  

Pau sc ha lre is er i cht li ni e 

mü ss en  R ei se ver ans ta lt er 

Sic he rh eit  f ü r die  

Ers ta tt ung  a ll e r v on  

Rei se nd en ge le i ste te n 

Zah lu ng en le is t en,  s of ern  

die  b et ref fe nd e n 

Lei st un gen  i nf o lge  d er  

Ins ol ve nz de s 

Rei se ve ran st al t ers  n ic ht 

erb ra ch t w er de n . S ow ei t 

die  B ef ö rde ru ng  vo n 

Per so ne n i n de r  

Pau sc ha lre is e i nbe gr if fen  

ist , le ist en  d i e 

Rei se ve ran st al t er au ch  

Sic he rh eit  f ü r die  

Rü ck be fö r de run g  de r 

Rei se nd en.  Z wa r  bl ei bt  es  

den  M it gli ed st a ate n 

ü ber la ss en , wie  de r 

Ins ol ve nzs ch ut z  

aus zu ge sta lt en  ist , si e 

mü ss en  a be r 

gew ä hrl ei st en , das s de r 

Sch ut z gem ä ß  d e n i n 

Art ik el  17  d er  

Pau sc ha lre is er i cht li ni e 

nie de rg ele gt en  

Anf or de run ge n w irk sa m 

ist . In sge sa mt  hat  d ie  

Pau sc ha lre is er i cht li ni e 

von  2 01 5 z u ei n er 

erh eb li che n Ve r bes se ru ng 

der  n at ion al en  

Ins ol ve nzs ch ut z sys te me  im  

Ver gl ei ch zu  d e n S ys te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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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整體

而言，與

199 0 年

頒布的套

裝旅遊指

令相比，

於 20 15

年頒布的

套裝旅遊

指令已顯

著改善內

國的破產

保護制

度。於  

21 個成

員國內，

或行業本

身組織規

劃破產保

護制度，

或通過私

人擔保基

金或保險

公司，或

兩者相結

合，或通

過民間其

他形式之

規劃，例

如銀行擔

保等。兩

個成員國

（芬蘭和

葡萄牙）

設立一作

為公共財

產的官方

擔保基

金。四個

成員國

（捷克、

丹麥、馬

耳他、波

蘭）與英

the  r eq uir em en t s 

lai d do wn in  

Art ic le  17  o f 

the  P TD . 

Ove ra ll , t he  

201 5 PT D h as  l e d 

to a si gni fi ca n t 

imp ro ve men t of  

the  n at ion al  

ins ol ve ncy  

pro te ct ion  

sys te ms  co mp ar e d 

to th e one  u nd e r 

the  1 99 0 P TD . I n 

21 Me mb er 

Sta te s,  th e 

ins ol ve ncy  

pro te ct ion  i s 

org an is e d by  t h e 

sec to r its el f,  

eit he r thr ou gh  

pri va te  

gua ra nt ee fu nd s , 

ins ur an ce 

com pa ni es,  a  

com bi na tio n of  

bot h or  ot he r 

for ms  o f p ri va t e 

arr an ge men t,  

suc h as  ba nk  

gua ra nt ees . Tw o  

Mem be r Sta te s 

(Fi nl an d a nd  

Por tu ga l) ha ve  

set  u p a 

gua ra nt ee fu nd  

est ab li she d as  a 

pub li c ent it y.  

Fou r Me mbe r 

Sta te s (Cz ec hi a , 

Den ma rk , M al ta ,  

Pol an d)  an d th e  

UK ha ve  a mi xe d  

sys te m,  wh ic h 

gem ä ß  de r 

Pau sc ha lre is er i cht li ni e 

aus  d em  Ja hr  1 9 90 

gefü hr t.  I n 21 

Mit gl ie dst aa te n  wi rd  d er 

Ins ol ve nzs ch ut z  vo n de r 

Bra nc he  se lb st  

org an is ier t,  e n twe de r 

dur ch  p riv at e 

Gar an ti efo nd s,  

Ver si ch eru ng sg e sel ls ch aft

en,  e in e K om bi n ati on  a us 

bei de m ode r du r ch an de re 

For me n pri va te r  

Ver ei nb aru ng en  wie  

Ban kg ar ant ie n.  Zwe i 

Mit gl ie dst aa te n  (F in nl and  

und  P or tug al ) h abe n ei nen  

als  ö f fe ntl ic he  

Ein ri ch tun g ko n zip ie rt en 

Gar an ti efo nd s g esc ha ff en.  

Vie r Mi tgl ie ds t aat en  

(Ts ch ec hie n,  D ä nem ar k,  

Mal ta , Pol en ) u nd da s 

Ver ei ni gte  K ö ni gre ic h 

set ze n auf  e in  gem is ch tes  

Sys te m;  da s be d eut et , 

das s ei ne pr iv a te 

Abs ic he run g du r ch ei ne n 

ö f fe nt li ch ve rw alt et en  

Gar an ti efo nd s e rg ä n zt 

wir d (z wei fa ch e  

Abs ic he run g)  o d er da ss  

die  G ar ant ie fo n ds vo n 

ö f fe nt li ch - pr iv ate n 

Ein ri ch tun ge n v erw al te t 

wer de n.  

4.1 . Fu nkt io ns w eis e de r 

Ins ol ve nzs ch ut z reg el un gen  

–  d ie  I nso lv en z v on  

Tho ma s Coo k  

Die  i m Sep te mb e r 2 01 9 

bek an nt  ge wo rd e ne Pl ei te 

der  i m Ver ei ni g 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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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則採用

混合制

度，亦即

某種形式

的私人擔

保方法，

輔以公共

管理的擔

保基金

（雙階架

構），或

由公私協

力的組織

管理該擔

保基金。  

4.1 . 破

產保護機

制的有效

性—以

Tho ma s 

Coo k 集

團破產案

為例  

總部位於

英國的

Tho ma s 

Coo k 集

團

(Th om as  

Coo k 

Gro up  

plc .)  

於 20 19  

年 9 月

破產。該

公司是處

於全球領

先地位的

休閒旅遊

集團之

一，破產

前一年的

銷售額為

96 億英

mea ns  t hat  a  

for m of  pr iv at e  

sec ur it y i s 

com pl em ent ed  b y  

a p ub li cly  

adm in is ter ed  

gua ra nt ee fu nd  

(do ub le  la ye r)  

or th at  th e 

gua ra nt ee fu nd s  

are  a dm ini st er e d 

by pr iv ate -

pub li c 

org an is ati on s.  

4.1 . Fu nct io ni n g 

of in so lve nc y 

pro te ct ion  

sch em es  – th e 

Tho ma s Coo k 

ban kr up tcy  

The  f ai lur e in  

Sep te mb er 20 19  

of th e UK ba se d  

Tho ma s Coo k 

Gro up  p lc. , on e  

of th e wor ld’s 

lea di ng  le is ur e  

tra ve l gro up s,  

wit h sa les  o f 

£9. 6 bi lli on  a n d 

aro un d 19 

mil li on  cl ie nt s  

in th e yea r 

pri or  t o i ts  

ban kr up tcy , se n t 

sho ck -w ave s 

thr ou gh  th e 

who le  t our is m  

sec to r.  Th om as  

Coo k wa s a ct iv e  

acr os s the  E U 

thr ou gh  

dif fe re nt 

sub si di ari es  a n d 

Kö ni gr ei ch an s ä ssi ge n 

Tho ma s Coo k Gr o up pl c. , 

ein er  d er we lt w eit  

fü hr en de n Ko nze rne  f ü r 

Url au bs rei se n m it ei ne m 

Ums at z von  9 ,6  Mrd . GB P 

und  r un d 1 9 Mi l lio ne n 

Kun de n im Ja hr  vor  d er  

Ins ol ve nz,  s en d ete  

Sch oc kw ell en  d u rch  d ie  

ges am te  To ur is m usb ra nc he.  

Tho ma s Coo k wa r  in  d er  

ges am te n E U du r ch 

ver sc hi ede ne  

Toc ht er ges el ls c haf te n und  

Mar ke n in me h r e ren  

Mit gl ie dst aa te n  t ä t ig un d 

bes ch ä f ti gt e me hr al s 21,  

000  M it arb ei te r . V on  d er 

Ins ol ve nz wa re n  ru nd  

600 ,0 00  Ur la ub e r 

bet ro ff en,  d ie  ent we de r 

zurü ck be fö r der t  we rd en  

mu s st en  od er  d e nen  d er  

ang ez ah lte  B et r ag 

ers ta tt et we rd e n m us st e. 

Rei se nd e i n fa s t a ll en  

EU - L ä nd er n wa re n 

bet ro ff en.  

Sof er n Rei se nd e  ei ne  

Pau sc ha lre is e e rwo rb en  

hat te n,  fi el en  sie  u nt er 

die  e nt spr ec he n den  

nat io na len  

Ins ol ve nzs ch ut z reg el un gen

.  

Die  b ri tis ch e 

Ziv il lu ftf ah rt b eh ö r de  

(Ci vi l Avi at io n  

Aut ho ri ty,  C AA )  

org an is ier te  d i e g r ö ß t e 

Rü ck be fö r de run g  in  

Fri ed en sze it en  von  m eh r 

als  1 40 ,00 0 Re i sen d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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鎊，擁有

約 1, 90 0

萬客戶。

該次破產

為整個旅

遊產業帶

來莫大的

衝擊。  

Tho ma s 

Coo k 集

團通過多

個位於成

員國的不

同子公司

和品牌，

活躍於整

個歐盟，

擁有超過

21, 00 0

名員工。

這次破產

事件已影

響大約

60 萬旅

客。旅客

或者被遣

返，或者

收到退還

已預付的

錢。幾乎

所有歐盟

成員國的

旅客都受

到影響。  

旅客已購

買套裝旅

遊者，其

即為相牽

連之成員

國的破產

保護所

及。  

    英

國民航局  

bra nd s in 

sev er al  Me mb er  

Sta te s and  h ad  

mor e th an 21 ,0 0 0 

emp lo ye es.  T he  

ban kr up tcy  

aff ec te d a ro un d  

600 ,0 00  

hol id ay mak er s,  

who  e it her  h ad  

to be  

rep at ri ate d or  

rei mb ur sed  t he  

mon ey  t hey  h ad  

pai d in  ad va nc e . 

Tra ve ll ers  i n 

alm os t all  E U 

cou nt ri es we re  

aff ec te d .  

To th e ext en t 

tha t tr ave ll er s  

had  b ou ght  a  

pac ka ge  to ur , 

the y we re 

cov er ed  by  t he  

rel ev an t 

nat io na l 

ins ol ve ncy  

pro te ct ion  

sch em es .  

The  U K Civ il  

Avi at io n 

Aut ho ri ty (C AA )  

org an is ed th e 

lar ge st  

pea ce ti me 

rep at ri ati on  o f  

mor e th an 

140 ,0 00  

tra ve ll ers . In  

the  U K alo ne , 

the  c om pet en t 

aut ho ri ty 

set tl ed  ar ou nd  

All ei n im Ve re i nig te n 

Kö ni gr ei ch re ge lte  d ie  

zus t ä nd ig e Be hö rde  r un d 

340 ,0 00  An sp r ü c he mi t 

ein em  W ert  v on  fas t 35 0 

Mio . GB P, di e u nte r di e 

Ins ol ve nzs ch ut z reg el un g 

der  s ta atl ic he n  Ai r 

Tra ve l Org an is e r's  

Lic en ce  (A TO L)  fie le n 

(Fuß no te  41 ).  

Dur ch  d ie In so l ven z de r 

deu ts ch en 

Toc ht er ges el ls c haf te n von  

Tho ma s Coo k saß en et wa  

140 ,0 00  Re is en d e i m 

Aus la nd  fe st , d ie 

mit hi lf e d es  

Ins ol ve nzs ch ut z anb ie te rs 

Zur ic h Ver si ch e run ge n 

zurü ck be fö r der t  wu rd en  

(Fuß no te  42 ).  D er 

Ins ol ve nzs ch ut z  re ic ht e 

jed oc h nic ht  a u s, um  d ie 

Ers ta tt ung en  v o n 

Rei se nd en,  d ie  ihr e Re ise  

noc h ni cht  a ng e tre te n 

hat te n,  vo ll st ä ndi g 

abz ud ec ken  

(sc h ä tz un gs we is e 2 87 ,4  

Mio . EU R),  d a e ine  

Haf tu ng sob er gr e nze  d er  

Ver si ch eru ng sg e sel ls ch aft  

fü r di es es  R isi ko ga lt  

(Fuß no te  43 ).  D ie 

Bun de sr egi er u n g  sa gt e 

all en  b etr of fe n en 

Rei se nd en ei ne n  Au sg le ich  

der  D if fer en z z wis ch en  

ihr en  A nza hl un g en un d dem  

Bet ra g zu,  d en  sie  v on  

der  

Ver si ch eru ng sg e sel ls ch aft

, b ei  d er di e i nso lv en 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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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A)  

組織了承

平時期最

大規模的

遣返行

動。該遣

返行動已

遣返超過  

14 萬名

旅客。僅

在英國，

主管機關

即已解決

約 3 4 

萬起索賠

案件，總

價值近  

3.5  億

英鎊，並

由政府運

營的航空

旅行組織

者許可證

(AT OL )

保護計劃

所涵蓋。  

    

Tho ma s 

Coo k 集

團之德國

子公司的

破產，導

致約 14  

萬名旅客

滯留國

外，該批

旅客們在

破產保護

提供人蘇

黎世保險

的幫助下

遣返回

國。但破

產保護不

340 ,0 00  cl ai ms ,  

at a va lue  o f 

alm os t £35 0 

mil li on  co ve re d  

by th e 

gov er nm ent -r un  

Air  T ra vel  

Org an is er' s 

Lic en ce  (A TO L)  

pro te ct ion  

sch em e (no te  

41) .  

The  b an kru pt cy  

of Th om as 

Coo k’s Ger ma n 

sub si di ari es  

lef t ar oun d 

140 ,0 00  

tra ve ll ers  

str an de d a br oa d , 

who  w er e 

rep at ri ate d wi t h 

the  h el p o f th e  

ins ol ve ncy  

pro te ct ion  

pro vi de r Z ur ic h  

Ver si ch eru ng en  

(no te  4 2).  T he  

ins ol ve ncy  

pro te ct ion , 

how ev er , w as  

ins uf fi cie nt  t o  

ful ly  c ove r th e  

ref un ds  of  

tra ve ll ers  n ot  

yet  a t the ir  

des ti na tio n 

(es ti ma ted  2 87 . 4 

mil li on  EU R) , 

bec au se  of  a  c a p 

in th e lia bi li t y 

of in su ran ce  

com pa ni es 

cov er in g t hi s 

Tho ma s - Coo k - Un t ern eh me n 

ein en  V ers ic he r ung ss ch utz  

abg es ch los se n h att en , als  

Ers ta tt ung  e rh a lte n ha ben  

(Fuß no te  44 ).  N ach  

Ang ab en  de r de u tsc he n 

Beh ö rd en  ha tt en  An fa ng  

Feb ru ar  20 21  1 0 5 3 06  

Rei se nd e i hr e 

Reg is tr ier un g f ü r s ol ch e 

For de ru nge n 

abg es ch los se n,  und  b is  zu  

10, 00 0 Reg is tr i eru ng en  

kö nn te n mö gl ic h erw ei se  

noc h ab ges ch lo s sen  w er den  

(Fuß no te  45 ).  

In Fr an kre ic h w are n me hr 

als  5 3, 000  R ei s end e 

bet ro ff en,  u nd  die  

Aus ga be n a us  d e m 

Rei se ga ran ti ef o nds  A PS T, 

ü ber  d en  d ie  

fra nz ö si sch en  

Toc ht er ges el ls c haf te n von  

Tho ma s Coo k ab g esi ch er t 

war en , wer de n a uf 40  b is 

50 Mi o.  EU R ge s ch ä t zt.  1 0 

500  R ei sen de  w u rde n 

zurü ck be fö r der t , u nd  

meh r al s 3 0, 00 0  Ku nd en  

kon nt en  ih re n U rla ub  

ü ber  a nd er e 

Rei se ve ran st al t er 

ant re te n. 

Ers ta tt ung sz ah l ung en  f ü r 

meh r al s 1 1 50 0  Re is en de 

kö nn en  e rst  e rf olg en , 

wen n da s 

Ins ol ve nzv er fa h ren  

abg es ch los se n i st un d 

all e be rec ht ig t en 

Ers ta tt ung sa n t r ä g e 

abs ch li eß en d be arb ei te t 

wur d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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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全額

支付尚未

到達目的

地之旅客

的退款

（估計為

2 億

874 0 萬

歐元）。

因該金額

已超出承

保這一個

保險事故

的保險公

司的責任

上限。德

國聯邦政

府承諾，

賠償所有

受影響之

旅客的預

付款，以

及賠償旅

客自宣告

破產的

Tho ma s 

Coo k 公

司之保險

公司已收

到的退款

金額之間

的差額。

根據德國

當局提供

的資訊，

截至

202 1 年

2 月初為

止，已有

105 ,3 06

名旅客完

成了此項

索賠的申

請，多達

ris k (n ote  4 3) .  

The  f ed era l 

gov er nm ent  

com mi tt ed to  

com pe ns ate  a ll  

aff ec te d 

tra ve ll ers  f or  

the  d if fer en ce  

bet we en  th ei r 

pre -p ay men ts  a n d 

the  a mo unt  o f 

ref un ds  re ce iv e d 

fro m th e 

ins ur an ce 

com pa ny  co ve ri n g 

the  i ns olv en t 

Tho ma s Coo k 

com pa ni es (n ot e  

44) . Ac cor di ng  

to in fo rma ti on  

pro vi de d b y th e  

Ger ma n 

aut ho ri tie s,  a t  

the  b eg inn in g o f 

Feb ru ar y 2 02 1,  

105  3 06  

tra ve ll ers  h ad  

com pl et ed th ei r  

reg is tr ati on s 

for  s uc h c la im s  

and  u p to 10 ,0 0 0 

reg is tr ati on s 

cou ld  p oss ib ly  

sti ll  b e 

com pl et ed (n ot e  

45) .  

In Fr an ce,  m or e  

tha n 53 ,00 0 

tra ve ll ers  w er e  

aff ec te d a nd  t h e 

cos ts  f or th e 

tra ve l gua ra nt e e 

fun d AP ST,  t ha t  

cov er ed  Th om as  

Tho ma s Coo k ve r f ü gt e 

wei te rh in ü b er ein en  

Ins ol ve nzs ch ut z  in  j ed em 

Mit gl ie dst aa t,  in de m 

sei ne  v ers ch ie d ene n 

Toc ht er ges el ls c haf te n 

nie de rg ela ss en  war en , und  

ver li eß  sic h ni cht  a uf  

die  g eg ens ei ti g e 

Ane rk en nun g de s  

Ins ol ve nzs ch ut z es ge m ä ß  

der  

Pau sc ha lre is er i cht li ni e. 

Dah er  w urd en  d i e K os te n 

fü r di e Rü c kb ef ö r de ru ng  

der  b et rof fe ne n  Re is en den  

in de r ges am te n  EU  u nd  

fü r di e di es en Rei se nd en 

zu le is ten de n 

Ers ta tt ung en  a u f d ie  

ver sc hi ede ne n 

Ins ol ve nzs ch ut z anb ie te r 

in de n Mit gl ie d sta at en  

auf ge te ilt  u nd  gin ge n 

nic ht  z ula st en  ein es  

ein zi ge n 

Rei se ga ran ti ef o nds  o de r 

ein er  e inz ig en  

Ver si ch eru ng sg e sel ls ch aft

.  

4.2 . Be wer tu ng  

4.2 .1 .R ü ck be fö r der un g 

von  R ei sen de n u nd 

Ers ta tt ung  v on  Zah lu ng en  

In An be tra ch t d es 

Aus maß es  de s Ko nku rs es  

von  T ho mas  C oo k  sc he in en 

die  

Ins ol ve nzs ch ut z sys te me  

ins ge sa mt gu t 

fun kt io nie rt  z u  ha be n,  

obw oh l sie  s ta r k b el as tet  

wor de n war en . D ie 

bet ro ff ene n Re i sen d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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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0 0

名旅客的

申請可能

已經受

理。在法

國，超過

53, 00 0

名旅客受

到影響。

旅行擔保

基金

（AP ST

）填補

Tho ma s 

Coo k 集

團於法國

子公司的

破產，估

計須花費

在 

4,0 00  

至 

5,0 00 萬

歐元。法

國約

10, 50 0

名旅客遭

到遣返，

超過

30, 00 0

名旅客仍

得透過其

他旅行企

業經營

者，繼續

完成其假

期。在法

國，僅當

破產程序

終結時，

且所有合

乎規定的

退款申請

文件均已

Cook’s Fre nc h 

sub si di ari es , 

are  e st ima te d 

bet we en  40  a nd  

50 mi ll ion  E UR .  

Aro un d 10 50 0 

tra ve ll ers  w er e  

rep at ri ate d an d  

mor e th an 30 ,0 0 0 

cus to me rs co ul d  

spe nd  t hei r 

hol id ay s w it h 

oth er  t our  

ope ra to rs.  T he  

ref un d of mo re  

tha n 11  50 0 

tra ve ll ers  c an  

sta rt  o nly  o nc e  

the  i ns olv en cy  

pro ce du re is  

fin al is ed an d 

all  e li gib le  

ref un d fil es  a r e 

com pl et ed.  

Tho ma s Coo k 

con ti nu ed to  

hav e in sol ve nc y  

pro te ct ion  i n 

eac h of  th e 

Mem be r Sta te s 

whe re  i ts 

dif fe re nt 

sub si di ari es  

wer e es tab li sh e d 

and  d id  no t re l y 

on th e mut ua l 

rec og ni tio n 

mec ha ni sm un de r  

the  P TD . 

The re fo re,  t he  

cos ts  f or 

rep at ri ati on  a n d 

rei mb ur sem en t o f 

the  t ra vel le rs  

die  s ic h b er ei t s a n ih rem  

Rei se zi el be fa n den , 

wur de n zur ü c kbe fö rd er t 

ode r ko nnt en  i h ren  U rl aub  

wie  g ep lan t be e nde n.  L aut  

den  d er  Ko mm is s ion  

vor li eg end en  

Inf or ma tio ne n h abe n 

Rei se nd e, di e i hre  

Pau sc ha lre is e n och  n ic ht 

ang et re ten  h at t en,  e in e 

Ers ta tt ung  i hr e r 

Anz ah lu nge n er h alt en  o der  

sol lt en  di es e n och  

erh al te n. In  e i n ig en  

Mit gl ie dst aa te n  mu ss te n 

Rei se nd e j ed oc h  la ng e 

Zei t au f e in e E rst at tu ng 

war te n,  od er  s i e h ab en  

nac h me hr al s e ine m Ja hr 

nac h de r I ns ol v enz  v on  

Tho ma s Coo k no c h k ei ne  

vol ls t ä nd ig e Er sta tt un g  

erh al te n, ob wo h l g em ä ß  

Art ik el  17  A bs a tz 5 de r 

Pau sc ha lre is er i cht li ni e 

die  E rs tat tu ng  

unv er zü g li ch  na ch de r 

Bea nt ra gun g du r ch de n 

Rei se nd en vo rz u neh me n 

ist .  

4.2 .2 .V ers ic he r bar ke it  

von  R is ike n  

Ein ig e in de r 

Sta ke ho lde r -

Exp er te ngr up pe  zur  

Unt er st ü tz un g d er 

Anw en du ng de r 

Pau sc ha lre is er i cht li ni e 

ver tr et ene  

Int er es sen tr ä ge r s ow ie  

ein ig e Beh ö rd e hab en  

Bed en ke n g e ä uß e rt,  d as s 

es im me r s ch wi e rig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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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後，

超過

11, 50 0

名旅客的

退款方得

開始進行

之。  

    

Tho ma s 

Coo k 集

團仍持續

在其不同

子公司所

設立的每

個成員

國，享有

破產保

護，且不

取決於歐

盟套裝旅

遊指令下

的相互承

認機制。

因此，整

個歐盟範

圍內有關

旅行者的

遣返和所

報銷的費

用，仍用

由成員國

間不同的

破產保護

提供人各

自分擔，

而非由單

一的旅遊

擔保基金

或保險公

司承擔。  

4.2 . 評

估 

4.2 .1 .

旅客的遣

con ce rn ed ac ro s s 

the  E U wer e 

sha re d amo ng  t h e 

dif fe re nt 

ins ol ve ncy  

pro te ct ion  

pro vi de rs in  t h e 

Mem be r Sta te s,  

and  d id  no t re s t 

on on e sin gl e 

tra ve l gua ra nt e e 

fun d or  

ins ur an ce 

com pa ny .  

4.2 . As ses sm en t  

4.2 .1 .R epa tr ia t i

on of  t rav el le r s 

and  r ef und  o f 

pay me nt s  

Ove ra ll , a nd  

hav in g reg ar d t o 

the  m ag nit ud e o f 

the  T ho mas  C oo k  

ban kr up tcy , th e  

ins ol ve ncy  

pro te ct ion  

sys te ms  ap pe ar  

to ha ve  

fun ct io ned  w el l , 

eve n th oug h th e y 

wer e pu t u nd er  

gre at  s tra in . 

The  a ff ect ed  

tra ve ll ers , wh o  

had  a lr ead y be e n 

at th ei r t ra ve l  

des ti na tio n,  

wer e re pat ri at e d 

or co ul d 

ter mi na te th ei r  

hol id ay s a s 

pla nn ed . 

Acc or di ng to  t h e 

inf or ma tio n 

wer de n kö nn te , gee ig ne te 

Ins ol ve nzs ch ut z anb ie te r 

zu fi nd en,  d ie  ber ei t und  

in de r Lag e si n d, di e 

Ris ik en  im  Z us a mme nh an g 

mit  d er  In so lv e nz ei ne s 

groß en  R eis ev er ans ta lt ers  

abz ud ec ken , in s bes on de re 

in de r Hau pt sa i son . 

Rel at iv  we ni ge  

Rei se ga ran ti ef o nds  u nd  

Ver si ch eru ng sg e sel ls ch aft

en bi et en 

Ins ol ve nzs ch ut z . 

Ber ic ht en zu fo l ge bi et en 

Ban ke n Rei se ve r ans ta lt ern  

kei ne  S ich er he i t m eh r und  

zie he n sic h au c h e in ig e 

d er  b er eit s re c ht 

sp ä r lic h ve rt re ten en  

Ver si ch eru ng sg e sel ls ch aft

en,  d ie  In so lv e nzs ch ut z 

bie te n,  au s de m  Ma rk t 

zurü ck  ( z.  B . i n 

Ö st err ei ch  ( Fuß not e 46 ) 

und  B el gie n (F uß not e 

47)  ) . Dah er  i s t e s 

wic ht ig , e in  s o lid es  

Sys te m zu en tw i cke ln , das  

Rei se nd e w ir ks a m v or  d em 

Ins ol ve nzr is ik o  sc h ü t zt . 

Ü b erl eg un ge n zu r 

Bew ä lti gu ng  d er  

ver sc hi ede ne n 

Sch wi er igk ei te n  um fa ss en 

unt er  a nde re m d as 

Ein sp ri nge n me h rer er  

Sic he rh eit sa nb i ete r f ü r  

ein en  e inz el ne n  

Rei se ve ran st al t er od er  

die  E in ric ht un g  ei ne s EU -

wei te n Gar an ti e fon ds  a ls 

ein e Ar t 

Rü ck ve rs ic he run g f ü r di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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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和退款  

    總

體而言，

考慮到

Tho ma s 

Coo k 集

團破產事

件的規

模，儘管

破產保護

制度承受

著巨大的

壓力破

產，保護

制度似乎

仍運作良

好。已抵

達旅遊目

的地，卻

受到影響

的旅客，

已被遣返

或得按其

計劃終止

其假期。

依委員會

掌握的資

訊，尚未

開始套裝

行程的旅

客業已收

到，或應

已收到預

付款的退

款。但在

部分成員

國，旅客

須等待長

時間方得

收到退

款，於

Tho ma s 

Coo k 集

團破產後

ava il ab le to  t h e 

Com mi ss ion , 

tra ve ll ers  w ho  

had  n ot  ye t 

sta rt ed  th ei r 

pac ka ge  ha ve  

rec ei ve d o r 

sho ul d rec ei ve  a 

ref un d of th ei r  

pre -p ay men ts . 

How ev er , i n so m e 

Mem be r Sta te s 

tra ve ll ers  h ad  

to wa it  a lo ng  

tim e to  re ce iv e  

a r ef un d, or  

hav e no t y et  

rec ei ve d a  f ul l  

ref un d mor e th a n 

one  y ea r a ft er  

the  T ho mas  C oo k  

ban kr up tcy , ev e n 

tho ug h Art ic le  

17( 5)  o f t he  P T D 

req ui re s t ha t 

ref un ds  sh al l b e 

pro vi de d w it ho u t 

und ue  d ela y 

aft er  t he 

tra ve ll er’s 

req ue st .  

4.2 .2 . 

Ins ur ab ili ty  o f  

ris ks  

Som e bu sin es s 

sta ke ho lde rs  

rep re se nte d in  

the  P TD  

sta ke ho lde r 

exp er t gro up  a n d 

aut ho ri tie s ha v e 

exp re ss ed 

con ce rn s t ha t i t 

may  b e 

zue rs t in An sp r uch  

gen om me nen  G ar a nti eg eb er.  

4.2 .3 .U nte rs ch i ede  

zwi sc he n d en  n a tio na le n 

Ins ol ve nzs ch ut z sys te me n  

Gem ä ß  de r 

Pau sc ha lre is er i cht li ni e 

mus s de r I ns ol v enz sc hu tz 

„w ir ks am“ sei n , e s 

ble ib t abe r de n  

Mit gl ie dst aa te n  

ü ber la ss en , wie  de r 

Ins ol ve nzs ch ut z  

aus zu ge sta lt en  ist  ( si ehe  

Erw ä gun gs gr un d 39 de r 

Pau sc ha lre is er i cht li ni e).  

Auf gr un d d er  

Sch wi er igk ei te n , d ie  i n 

ein ig en  Mi tg li e dst aa te n 

bei  d er  Ab de ck u ng vo n 

Rü ck be fö r de run g en un d 

Ers ta tt ung en  b e ste he n,  

hab en  V erb ra uc h erv er b ä nd e 

ein e we ite re  

Har mo ni sie ru ng  der  

nat io na len  

Ins ol ve nzs ch ut z sys te me  

gef or de rt,  d ar u nte r au ch 

Min de st kri te ri e n f ü r di e 

Aus ge st alt un g d er 

Ins o l ve nzs ch ut z sys te me  

und  d ie  Ge w ä h rl eis tu ng  

ein er  a nge me ss e nen  

Aus st at tun g de r  

Gar an ti efo nd s m it 

Fin an zm itt el n.  All er di ngs  

ent h ä lt  d ie  

Pau sc ha lre is er i cht li ni e 

ber ei ts  me hr  E i nze lh ei ten  

zum  e rf ord er li c hen  

Ins ol ve nzs ch ut z  al s ih re 

Vor g ä ng er in  a us  de m Ja hr 

199 0,  u nd in  d e n 

leg is la tiv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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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有

餘，仍未

收到全額

的退款，

縱使歐盟

套裝旅遊

指令第

17 條第

5 項規

定，要求

退款應於

旅客提出

要求後，

立即提供

之。  

4.2 .2 .

風險的可

保性  

    尋

獲有意願

與能力，

承擔大型

旅遊組織

規劃者破

產相關風

險的適當

破產保護

人恐越來

越困難。

尤其於旅

遊旺季，

於歐盟套

裝旅遊指

令相關專

家會議，

部分產業

界人士與

政府當局

對此均表

示擔憂。

提供破產

保護的旅

遊擔保基

金和保險

inc re as ing ly  

dif fi cu lt to  

fin d ap pro pr ia t e 

ins ol ve ncy  

pro te ct ion  

pro vi de rs th at  

are  w il lin g an d  

cap ab le  to  c ov e r 

the  r is ks 

rel at ed  to  t he  

ban kr up tcy  o f a  

big  o rg ani se r,  

esp ec ia lly  

dur in g pea k 

sea so n.  

Rel at iv ely  f ew  

tra ve l gua ra nt e e 

fun ds  a nd 

ins ur an ce 

com p a ni es 

pro vi de  

ins ol ve ncy  

pro te ct ion . It  

has  b ee n 

rep or te d t ha t 

ban ks  w ere  n o 

lon ge r pro vi di n g 

sec ur it y f or  

org an is ers  a nd  

tha t al so so me  

of th e alr ea dy  

rel at iv ely  f ew  

ins ur an ce 

com pa ni es 

off er in g 

ins ol ve ncy  

pro te ct ion  a re  

pul li ng  ou t of  

the  m ar ket  ( e. g . 

in Au st ria  ( no t e 

46)  a nd  Be lg iu m  

(no te  4 7) ).  I t  

is th er efo re  

imp or ta nt to  

Ver ha nd lun ge n ü ber  d ie  

Ric ht li nie  w ar  

ums tr it ten , wi e  st re ng  

die  d ie sbe z ü gli che n 

Vor ga be n i n de r  

Ric ht li nie  s ei n  so ll te n. 

Ver tr et er de r 

Ver si ch eru ng sw i rts ch af t 

hab en  d ara uf  h i nge wi es en,  

das s Rü c kb ef ö r d eru ng en  

bes se r von  d er  

Rei se br anc he  d i rek t 

org an is ier t we r den  

kö nn en  ( z. B.  ü ber  e in en 

Gar an ti efo nd s) ,  w ä h ren d 

sic h da s K er ng e sch ä ft de r 

Fin an zi nst it ut e  au f 

Zah lu ng en ko nz e ntr ie re n 

sol lt e.  

4.2 .4 .F ort se tz u ng ei ne r 

Pau sc ha lre is e a ls 

bev or zu gte  L ö su ng  

Ins be so nde re  V e rtr et er  

von  R ei seg ar an t ief on ds  in  

der  S ta keh ol de r -

Exp er te ngr up pe  zur  

Unt er st ü tz un g d er 

Anw en du ng de r 

Pau sc ha lre is er i cht li ni e 

bet on te n, da ss  im Fa ll e 

der  I ns olv en z e ine s 

Rei se ve ran st al t ers  d ie  

For ts et zun g de r  ge bu ch ten  

Pau sc ha lre is e d ie be st e 

Lö su ng  fü r Rei s end e un d 

Erb ri ng er vo n 

Rei se le ist un ge n  w ä r e, 

ans ta tt  Re is en d e 

zurü ck zu be fö rd e rn od er  

Ers ta tt ung en  z u  le is te n 

(Fuß no te  48 ).  G em ä ß  

Erw ä gun gs gr un d 39 de r 

Pau sc ha lre is er i cht li ni e 

sol lt e es m ö g li ch se 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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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相對

較少。據

報導，銀

行已不再

為旅遊組

織規劃者

提供擔

保，且部

分提供破

產保護的

保險公司

不僅已相

對稀少，

且有正在

退出市場

的趨勢

（例如發

生在奧地

利和比利

時之情

形）。  因

此，找到

一個可靠

的系統，

有效保護

旅客免於

受企業之

破產風

險，即非

常重要。

為因應不

同挑戰而

提出的想

法，包括

由多個擔

保提供人

為單一旅

遊組織規

劃者提供

擔保，或

者設立泛

歐盟之擔

保基金，

作為第一

fin d a sol id  

sys te m tha t 

eff ec ti vel y 

pro te ct s 

tra ve ll ers  

aga in st  th e ri s k 

of in so lve nc y.  

Ide as  b rou gh t 

for wa rd  to  

add re ss  

dif fe re nt 

cha ll en ges  

inc lu de  mu lt ip l e 

sec ur it y 

pro vi de rs fo r 

one  o rg ani se r o r 

the  s et tin g up  

of a pa n -E U 

gua ra nt ee fu nd  

as a ki nd of  r e -

ins ur an ce fo r 

the  f ir st li ne  

gua ra nt ors .  

4.2 .3 .D ive rg en c e

s b et we en 

nat io na l 

ins ol ve ncy  

pro te ct ion  

sys te ms  

The  P TD  re qu ir e s 

tha t th e 

ins ol ve ncy  

pro te ct ion  m us t  

be ‘eff ect iv e’ 

but  h as  le ft  t h e 

way  i n whi ch  

thi s pr ote ct io n  

is to  b e 

arr an ge d t o th e  

Mem be r Sta te s 

(se e re cit al  3 9  

of th e PTD ).  T h e 

cha ll en ges  i n 

som e Me mbe r 

dem  R ei sen de n d ie 

For ts et zun g de r  

Pau sc ha lre is e a nzu bi et en.  

4.2 .5 .B egr en zu n g v on  

Anz ah lu nge n  

Anz ah lu nge n si n d b ei  

Pau sc ha lre is en  gan g un d 

g ä be . E nt sp re ch end  d er  

nat io na len  R ec h tsp re ch ung  

hin si ch tli ch  u n fai re r 

Ver tr ag sbe di ng u nge n si nd 

in De ut sch la nd  

Anz ah lu nge n f ü r  

Pau sc ha lre is en  

gru nd s ä tz li ch  a uf 20  %  

des  R ei spr ei se s  zu m 

Zei tp un kt de r B uch un g 

beg re nz t, es  s e i d en n,  

der  R ei sev er an s tal te r 

kan n ei ne h ö h er e 

Anz ah lu ng au fg r und  v on  

Aus ga be n z um  Z e itp un kt  

des  V er tra gs ab s chl us se s 

hin re ic hen d be g r ü nd en ; 

der  r es tli ch e B etr ag  i st 

sp ä t est en s 30  T age  v or  

Rei se be gin n f ä l lig . 49  

Den no ch  f ü hr te die  

Ins ol ve nz vo n T hom as  C ook  

zu Er st att un gs a nsp r ü c he n 

in Hö h e von  

sch ä tzu ng sw ei se  28 7, 4 

Mio . EU R i n De u tsc hl an d, 

was  d ie  Bu nd es r egi er un g 

let zt li ch da zu  

ver an la sst e,  d i e 

aus st eh end en  E r sta tt un gen  

aus zu gl eic he n ( sie he  

Abs ch ni tt 4. 1) .  Au ch  i n 

Ö st err ei ch  g ib t  es  e in e 

Beg re nz ung  b ez ü gli ch  

Anz ah lu nge n f ü r  

Pau sc ha lre is en ,  di e 

jed oc h nic ht  g i lt,  w e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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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擔保提

供人的再

保險人。  

4.2 .3 . 

各國破產

保護制度

之間的差

異 

    歐

盟套裝旅

遊指令要

求破產保

護必須

「有

效」，但

將破產保

護的方法

留待歐盟

成員國自

行決定之

（詳見歐

盟套裝旅

遊指令前

言第 3 9

點的說

明）。部

分成員國

於遣返和

退款方面

所面臨的

挑戰，導

致消費者

團體呼

籲，應進

一步協調

內國破產

保護制

度，其提

案包括如

何設計破

產保護制

度之最低

統一標

準，並確

Sta te s to co ve r  

rep at ri ati on  a n d 

ref un ds  ha s le d  

con su me r 

org an is ati on s t o 

cal l fo r f ur th e r 

har mo ni sat io n o f 

the  n at ion al  

ins ol ve ncy  

pro te ct ion  

sys te ms , 

inc lu di ng 

min im um  cr it er i a 

how  t he  

ins ol ve ncy  

pro te ct ion  

sys te m sho ul d b e 

des ig ne d a nd  t o  

ens ur e tha t 

gua ra nt ee fu nd s  

are  a de qua te ly  

fun de d.  Ho we ve r , 

the  P TD  al re ad y  

pro vi de s m or e 

det ai ls  on  t he  

req ui re d 

ins ol ve ncy  

pro te ct ion  t ha n  

the  1 99 0 P TD  a n d 

it wa s 

con tr ov ers ia l i n 

the  l eg isl at iv e  

neg ot ia tio ns  o n  

the  P TD  ho w 

pre sc ri pti ve  t h e 

Dir ec ti ve sh ou l d 

be in  t hi s  

res pe ct . 

Rep re se nta ti ve s  

of th e ins ur an c e 

ind us tr y h av e 

poi nt ed  ou t th a t 

rep at ri ati on s 

can  b e bet te r 

ein  b et rag sm ä ß i g 

unb es ch r ä nk te r 

Ins ol ve nzs ch ut z  be st eh t 

(Fuß no te  50 ).    

Um da s Ins ol ve n zri si ko  

fü r Re is en de  zu  

beg re nz en,  a be r  au ch  d ie 

Ris ik en  vo n 

Sic he rh eit sa nb i ete rn  u nd 

som it  d ie da mi t  

ver bu nd ene n Ko s ten  z u 

ver ri ng ern , ha t ten  

Ver br au che r -  u n d 

Rei se ve rb ä n de  d en 

Vor sc hl ag ge ma c ht,  d en  

Anz ah lu ngs be tr a g z u 

beg re nz en un d v on 

Rei se nd en di e Z ahl un g 

ers t da nn zu  v e rla ng en , 

wen n di e L ei st u ng in  

Ans pr uc h g en om m en wi rd . 

Arg um en te da f ü r  si nd , 

das s da s R is ik o , d as  

dur ch  

Ins ol ve nzs ch ut z sys te me  

abg ed ec kt we rd e n s ol l,  

dur ch  d ie Be gr e nzu ng  v on 

Anz ah lu nge n ha u pts ä chl ic h 

auf  d ie  R ü ck bef ö r de ru ng  

bes ch r ä nk t we rd en k ö n nt e 

und  R ei sen de  b e i 

Ann ul li eru ng en  bes se r 

ges ch ü tz t w ä re n  (F uß n ot e 

51) .  

Da vo ra usb ez ah l te 

Lei st un gen  w ie  die  

Bef ö rd er ung  v on  

Pas sa gi ere n h ä u fig  

Bes ta nd tei l ei n er 

Pau sc ha lre is e s ind , 

mü ss te n 

Dur ch fü h rb ar kei t, Um fa ng 

und  S ac hzw ä ng e ein er  

mö gl ic he n B es ch r ä nk 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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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擔保基

金有獲得

充足的資

金。 但

與 19 90

年頒布之

歐盟套裝

旅遊指令

相較下，

現行歐盟

套裝旅遊

指令已提

供更多關

於所應具

備之破產

保護的細

節，且在

關於歐盟

套裝旅遊

指令的立

法討論過

程中，指

令對此應

有如何詳

盡的規

定，已存

在爭議。

保險業代

表指出，

旅遊業本

身得更好

地組織遣

返事務

（例如通

過擔保基

金），而

金融機構

的核心業

務乃處理

付款。  

4.2 .4 . 

繼續套裝

假期具有

優先性  

org an is ed by  t h e 

tra ve l ind us tr y  

its el f (e. g.  

thr ou gh  a 

gua ra nt ee fu nd )  

whi le  t he co re  

bus in es s o f 

fin an ci al 

ins ti tu tio ns  i s  

to de al  wi th  

pay me nt s.  

4.2 .4 .P ref er en c e 

for  c on tin ua ti o n 

of th e pac ka ge  

hol id ay  

In pa rt icu la r 

rep re se nta ti ve s  

of tr av el 

gua ra nt ee fu nd s  

in th e PTD  

sta ke ho lde r 

exp er t gro up  

str es se d t ha t i n 

cas e of  an  

org an is er’s 

ins ol ve ncy  t he  

con ti nu ati on  o f  

the  b oo ked  

pac ka ge , i ns te a d 

of re pa tri at io n  

or re fu nd,  w ou l d 

be th e bes t 

sol ut io n f or  

tra ve ll ers  a nd  

pro vi de rs of  

tra ve l ser vi ce s  

(no te  4 8).  I n 

rec it al  39  o f 

the  P TD , i t is  

sta te d tha t it  

sho ul d be 

pos si bl e t o 

off er  t rav el le r s 

the  c on tin ua ti o n 

von  A nz ahl un ge n  im  

Pau sc ha l - r ei se s ekt or  

unt er  B er ü ck sic hti gu ng  

des  u mf ass en de r en 

Tou ri sm us -Ö k os y ste m 

bew er te t w er de n .  

Ver tr et er de s V erk eh rs -  

und  R ei ses ek to r s s in d der  

Ans ic ht , d as s e ine  

Beg re nz ung  v on  

Anz ah lu nge n ih r e 

kri ti sc he Li qu i dit ä tsl ag e 

ver sc hl ech te rn  k ö nn te . 

Sie  w ei sen  f er n er da ra uf 

hin , da ss An za h lun ge n 

glo ba le r S ta nd a rd f ü r  

Rei se le ist un ge n  se ie n und  

ein se it ige  E U - V org ab en , 

die  d ie ses  

Ges ch ä f ts mo de ll  

ein sc hr ä n ke n,  

wei tr ei che nd e 

Aus wi rk ung en  h a ben  u nd  

die  

Wet tb ew erb sb ed i ngu ng en  

geg en ü be r We ttb ewe rb er n 

aus  D ri ttl ä nd er n 

ver ze rr en k ö n nt en.  

Darü be r hi na us bet on en  

Bra nc he nve rt re t er,  d as s 

die  P re ise  f ü r 

Pau sc ha lre is en  d es ha lb  

nie dr ig  ge ha lt e n w er de n 

kö nn en , da 

Rei se ve ran st al t er im  

Vor au s groß e Ko nti ng en te 

von  H ot el -  u nd  

Bef ö rd er ung sk ap azi t ä te n 

erw er be n, di e m it de n 

Anz ah lu nge n de r  

Ver br au che r fi n anz ie rt  

wer de n (Fuß no te  52 ).  

4.2 .6 .A bsi ch er u ng be i der  

Ins ol ve nz v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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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

盟套裝旅

遊指令相

關人士專

家會議

中，旅遊

擔保基金

的代表特

別強調，

旅遊組織

規劃者破

產時，若

旅客繼續

原定套裝

行程，而

非選擇遣

返或退

款，將是

對於旅客

和旅遊企

業經營者

間的最佳

解決方

案。歐盟

套裝旅遊

指令前言

中第 39  

點已指

出，應提

供旅客得

選擇繼續

進行套裝

行程的可

能。  

4.2 .5 .

預付款的

限制  

    預

付款是套

裝旅遊常

見的支付

方式。在

德國，根

據其內國

of th e pac ka ge .  

4.2 .5 .L imi ta ti o n 

of pr e - pay me nt s  

Pre -p ay men t is  

the  u su al 

pay me nt  mo de  f o r 

pac ka ge  tr av el .  

In Ge rm any , 

bas ed  o n 

nat io na l c as e 

law  o n unf ai r 

con tr ac t t er ms ,  

pre -p ay men ts  f o r 

pac ka ge  tr av el  

are  i n pri nc ip l e 

lim it ed  to  2 0%  

dow n pa yme nt  a t  

the  t im e o f 

boo ki ng , u nl es s  

the  o rg ani se r 

dul y ju sti f i es  a 

hig he r pre -

pay me nt  du e to  

exp en di tur es  

ari si ng  at  t he  

tim e of  co nt ra c t 

con cl us ion ; th e  

res t is  du e no t  

mor e th an 30  

day s be for e 

beg in  o f t he  

tri p (n ote  4 9) .  

Non et he les s,  

Tho ma s Coo k’s 

ban kr up tcy  l ed  

to re fu nd cl ai m s 

of es ti mat ed  

287 .4  m ill io n 

EUR  i n Ger ma ny ,  

eve nt ua lly  

pro mp ti ng th e 

gov er nm ent  t o 

pay  f or  

out st an din g 

Ver ke hr sun te rn e hme n  

In se in er al s R eak ti on  

auf  d ie  In so lv e nz vo n 

Tho ma s Coo k er l ass en en  

Ent sc hl ieß u ng  5 3 l ob te  

das  E ur op ä i sc he  Pa rl am ent  

die  w ir ksa me  R ü ckh ol un g 

und  ä uß e rt e ke i ne 

Bed en ke n i n Be z ug au f die  

Pau sc ha lre is er i cht li ni e. 

In di es em Zu sa m men ha ng  

hat  d as  Pa rl am e nt je do ch 

sei ne  F ord er un g  

wie de rh olt , im  Rah me n der  

Ä nd eru ng  d er  

Flu gg as tre ch te - Ver or dn ung  

(EG ) Nr . 2 61 /2 0 04 de n 

Ins ol ve nzs ch ut z  au f 

Flü g e au sz uw eit en,  f ü r 

die  n ur  de r Si t zpl at z 

geb uc ht  wi rd . D ie 

Ins ol ve nz ei ne r  

Flu gg es ell sc ha f t k an n 

sic h au f R ei se n de,  

Rei se ve ran st al t er un d 

Ver mi tt ler  a us w irk en . 

Wir d be isp ie ls w eis e ei n 

Pau sc ha lre is ev e rtr ag  m it 

ein er  F lug ko mp o nen te  i m 

Ein kl an g m it  d e r P TD  

sto rn ie rt,  m us s  de r  

R ei se ve ran st al t er de m 

Rei se nd en m ö g li che rw ei se 

den  v ol len  P re i s 

ers ta tt en,  u nd  zwa r 

una bh ä n gi g da vo n, ob  e r 

noc h ü be r da s G eld  

ver fü g t od er  es  vo n de r 

Flu gg es ell sc ha f t 

zurü ck fo rd er n k ann . Di e 

For de ru ng ei ne r  Re ih e von  

Int er es sen ve rt r ete rn  d er 

Rei se br anc he  u n d v on  

Ver br au che rn  n a ch d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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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關於

契約條款

有失公平

的法官

法，除非

旅遊組織

規劃者充

分證明，

基於預訂

套裝行程

時產生的

費用，而

存在支付

更高額預

付款的必

要性，否

則原則上

預訂時的

首付款不

得超出總

價的百分

之 20，

其餘價金

不得於旅

行開始前  

30 天內

到期。即

便如此，

Tho ma s 

Coo k 集

團的破

產，仍在

德國引發

約 2 億

874 0 萬

歐元的索

賠退款問

題。最終

促使德國

政府支付

未償還的

退款（見

前第 4 .1

節）。在

ref un ds  (s ee  

abo ve  u nde r 

sec ti on  4. 1. ).  

Als o in  Au st ri a , 

res tr ic tio ns  o n  

pre -p ay men ts  f o r 

pac ka ge  tr av el  

exi st , whi ch , 

how ev er , d o no t  

app ly  w hen  

unl im it ed 

ins ol ve ncy  

pro te ct ion  i s 

ava il ab le (n ot e  

50) .  

In or de r t o 

lim it  t he 

exp os ur e o f 

tra ve ll ers  t o 

the  i ns olv en cy  

ris k,  b ut al so  

to re du ce th e 

ris ks  o f 

sec ur it y 

pro vi de rs,  a nd  

hen ce  t he co st s  

for  i t,  co ns um e r 

and  t ra vel le r 

org an is ati on s 

hav e pu t f or wa r d 

the  i de a t o 

lim it  t he am ou n t 

of pr e - pay me nt s  

and  r eq u ir e 

tra ve ll ers  t o 

pay  o nl y w he n 

the y re cei ve  t h e 

ser vi ce . T he y 

arg ue  t hat  b y 

lim it in g p re -

pay me nt s, th e 

ris k to  be  

cov er ed  by  

ins ol ve ncy  

Ein fü h ru ng  e ine s 

zwi ng en d e rf or d erl ic he n 

Ins ol ve nzs ch ut z es,  d en  

die  F lu gge se ll s cha ft en  

bie te n mü s se n, ist  i m 

Zus am me nha ng  m i t d er  

COV ID -1 9- K ri se  lau te r 

gew or de n. Im  B e ric ht  

ü ber  d en  R un den  Ti sc h 

des  L uf tve rk eh r s z um  

The ma  E rho lu ng  der  

eur op ä i sc he n Lu ftf ah rt  

vom  N ov emb er  2 0 20 wi rd  

bes t ä ti gt , da ss  di es e 

Kri se  g eze ig t h at,  d as s 

sic h Fl ugg ä st e im Fa ll e 

der  I ns olv en z v on 

Flu gg es ell sc ha f ten  

ung es ch ü tz t fü h len . 

Dah er  w ird  d ar i n 

vor ge sc hla ge n,  die  

Aus wi rk ung en  e i nes  v on  

Flu gg es ell sc ha f ten  z u 

bie te nd en 

Ins ol ve nzs ch u t z es n ä he r 

zu un te rsu ch en  (Fuß no te  

54) .  

In ih re r S tr at e gie  f ü r 

nac hh al tig e un d  

int el li gen te  M o bil it ä t  

vom  9 . Dez em be r  20 20  

erk l ä rt e di e Ko mmi ss io n: 

„D ie  E U m us s Re ise nd en  

hel fe n,  we nn  

Ver ke hr sun te rn e hme n in  

Kon ku rs  ge he n o der  i n 

ein e er nst e 

Liq ui di t ä ts kr is e w ie  e twa  

w ä hr end  d er  C OV ID - 19 -

Pan de mi e g er at e n. 

Fes ts it zen de  F l ugg ä ste  

mü ss en  rü ck ge fü hrt  

wer de n und  i hr e  

Flu gs ch ein e im  Fal l ei 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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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

同樣也存

在對套裝

旅遊預付

款的限

制。但當

已存在無

上限的破

產保護

時，該限

制並不適

用之。  

 

 

    為

限制旅客

面臨的破

產風險，

同時也為

降低擔保

提供人的

風險，從

而降低其

成本，消

費者和旅

客團體已

提出限制

預付款金

額的想

法，並要

求旅客僅

當其接受

旅遊服務

時方付

款。消費

者與旅客

團體認

為，通過

對於預付

款的限

制，破產

保護制度

所涵蓋的

風險可能

pro te ct ion  

sys te ms  co ul d 

pos si bl y b e 

lim it ed  ma in ly  

to re pa tri at io n , 

and  t ra vel le rs  

wou ld  b e b et te r  

pro te ct ed in  

cas e of  

can ce ll ati on s 

(no te  5 1).  

As pr e - pai d 

ser vi ce s, su ch  

as ca rr iag e of  

pas se ng ers , ar e  

oft en  p art  o f a  

pac ka ge , t he  

fea si bi lit y,  

sco pe  a nd 

con st ra int s of  a 

pot en ti al 

lim it at ion  o f 

pre -p ay men ts  i n  

the  p ac kag e 

tra ve l sec to r 

wou ld  h ave  t o b e 

ass es se d h av in g  

reg ar d to th e 

bro ad er  to ur is m  

eco -s ys tem .  

Rep re se nta ti ve s  

of th e tra ns po r t 

and  t ra vel  

sec to rs  co ns id e r 

tha t li mit at io n  

of pr e - pay me nt s  

cou ld  w ors en  

the ir  c rit ic al  

liq ui di ty 

sit ua ti on.  T he y  

als o po int  o ut  

tha t pr e -p ay me n t 

is th e glo ba l 

sta nd ar d f or  

Sto rn ie run g du r ch da s 

Bef ö rd er ung su nt ern eh me n 

ers ta tt et be ko m men . Di e 

Kom mi ss ion  p r ü f t 

mö gl ic he  Al te rn ati ve n 

fü r de n Sc hu tz der  

Pas sa gi ere  v or  sol ch en  

Ere ig ni sse n un d  ih re n 

jew ei li gen  N ut z en un d 

wir d ge geb en en f all s 

Leg is la tiv vo rs c hl ä g e 

unt er br eit en  ( F uß no te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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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將限

於遣返之

情形，且

在航班取

消的情況

下，旅客

將因此得

到更好的

保護。  

    由

於預付之

服務（例

如乘客運

輸），通

常為套裝

行程之一

部，因此

必須考慮

到更廣泛

的旅遊業

生態，以

評估套裝

旅遊產業

中，限制

預付款此

方案潛在

的可行

性、範圍

和極限。  

    運

輸和旅遊

產業的代

表認為，

限制預付

款可能將

惡化其已

屬嚴峻的

資金流，

其更指

出，預付

款是全球

旅遊服務

業的基本

共識。歐

tra ve l ser vi ce s  

and  u ni lat er al  

EU re qu ire me nt s  

lim it in g t hi s 

bus in es s m od el  

cou ld  h ave  f ar -

rea ch in g 

imp li ca tio ns  a n d 

dis to rt  th e 

lev el  p lay in g 

fie ld  v is - ä - v is  

non -E U 

com pe ti tor s.  I n  

add it io n, 

ind us tr y 

rep re se nta ti ve s  

str es s tha t 

pac ka ge  ho li da y  

pri ce s can  b e 

kep t lo w b ec au s e 

tra ve l ope ra to r s 

pur ch as e l ar ge  

all ot me nts  o f 

hot el  a nd 

tra ns po rt 

cap ac it y i n 

adv an ce , 

fin an ce d w it h 

pre -p ay men ts  

fro m co nsu me rs  

(no te  5 2).  

4.2 .6 .I nso lv en c y 

pro te ct ion  

aga in st  th e 

ban kr up tcy  o f 

tra ns po rt 

ope ra to rs  

In it s 

res ol ut ion  i n 

rea ct io n t o th e  

ban kr up tcy  o f 

Tho ma s Coo k 

(no te  5 3),  t he  

Eur op e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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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單方面

要求限制

這種商業

模式，可

能會對其

產生深遠

的影響，

並扭曲與

非歐盟競

爭對手的

公平競爭

環境。運

輸與旅遊

業代表亦

強調，套

裝旅遊價

格所以得

保持在較

低水平，

乃因旅遊

企業經營

者通過消

費者的預

付款，提

前購買大

量的住宿

和交通資

源。  

4.2 .6 . 

針對運輸

業的破產

保護  

    歐

盟議會在  

Tho ma s 

Coo k 破

產的決議

中，已承

認遣返的

有效性，

且未對於

歐盟套裝

旅遊指令

提出任何

Par li am ent  

ack no wl edg ed  t h e 

eff ec ti ve 

rep at ri ati on  a n d 

did  n ot  ra is e 

any  c on cer ns  i n  

res pe ct  of  t he  

PTD . In  th is  

con te xt , t he  

Par li am ent  

nev er th ele ss  

rep ea te d i ts  

req ue st  to  

ext en d 

ins ol ve ncy  

pro te ct ion  t o 

sea t - on ly 

fli gh ts  in  t he  

fra me wo rk of  t h e 

rev is io n  o f th e  

Air  P as sen ge r 

Rig ht s 

Reg ul at ion  

261 /2 00 4. Th e 

ins ol ve ncy  o f a n 

air li ne  ca n 

aff ec t 

tra ve ll ers , to u r 

ope ra to rs an d 

int er me dia ri es .  

For  e xa mpl e,  i f  

a p ac ka ge tr av e l 

con tr ac t w it h a  

fli gh t com po ne n t 

is ca nc ell ed  i n  

acc or da nce  w it h  

the  P TD , t he  

org an is e r ma y 

hav e to  re fu nd  

the  t ra vel le r 

the  f ul l p ri ce  

irr es pe cti ve  o f  

whe th er  he  s ti l l 

hol ds  t he mo ne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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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慮。在

這項前提

下，歐盟

議會再次

要求在

「航空旅

客權利命

令第 

261 /2 00

4 號修

訂」的框

架內，將

破產保護

範圍擴大

到自由座

之航班。

航空公司

破產可能

會影響旅

客、旅行

社與中介

機構。例

如若依歐

盟套裝旅

遊指令，

作為組成

套裝旅遊

契約一部

分的航班

經取消，

旅遊組織

規劃者可

能須向旅

客退還全

額費用，

無論其是

否仍保有

這項金

錢，或其

是否能自

航空公司

取回這項

金錢。在

COV ID -

or wi ll  be  a bl e  

to re co ver  i t 

fro m th e 

air li ne . T he  

cal l fr om a 

num be r of 

sta ke ho lde rs  

rep re se nti ng  

tra ve l 

bus in es ses  a nd  

con su me rs fo r 

the  i nt rod uc ti o n 

of ma nd ato ry  

ins ol ve ncy  

pro te ct ion  t o b e 

pro vi de d b y 

air li ne s h as  

bec om e lou de r i n 

the  c on tex t of  

the  C OV ID - 19  

cri si s.  Th e 

Avi at io n 

Rou nd ta ble  

Rep or t on th e 

Rec ov er y o f 

Eur op ea n 

Avi at io n 

(No ve mb er 20 20 )  

ack no wl edg es  

tha t th is cr is i s 

has  s ho wn th at  

pas se ng ers  f ee l  

the y ma y f in d 

the ms el ves  

unp ro te cte d in  

cas e of  

ins ol ve ncy  o f 

air li ne s a nd  

sug ge st s t ha t 

the  i m p act  o f 

air li ne  

ins ol ve ncy  

pro te ct ion  c ou l d 

be fu rt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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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危機

的背景

下，代表

旅遊企業

經營者和

消費者的

許多利益

相關人

士，呼籲

航空公司

提供強制

性破產保

護的呼聲

已越來越

高。關於

歐洲航空

業復甦的

航空圓桌

會議報告

（20 20

年 11

月）承

認，這場

危機已顯

現一項事

實：乘客

感受到若

航空公司

破產，他

們可能將

得不到任

何破產保

護，並建

議得進一

步分析航

空業破產

保護的影

響。  

    歐

盟委員會

在 20 20

年 12 月

9 日的可

持續性和

ana ly se d ( no te  

54) .  

In it s 

Sus ta in abl e an d  

Sma rt  M obi li ty  

Str at eg y o f 9 

Dec em be r 2 02 0,  

the  C om mis si on  

sta te d tha t th e  

“EU m us t h el p 

pas se ng ers  w he n  

tra ns po rt 

ope ra to rs go  

ban kr up t o r ar e  

in a ma jor  

liq ui di ty cr is i s 

as in  t he 

con te xt  of  

COV ID -1 9 

pan de mi c. 

Str an de d 

pas se ng ers  n ee d  

to be  

rep at ri ate d an d  

the ir  t ick et s 

hav e to  be  

rei mb ur sed  i n 

cas e of  

can ce ll ati on s b y 

car ri er s. Th e 

Com mi ss ion  

con si de rs 

opt io ns  an d 

ben ef it s o f 

pos si bl e m ea ns  

tha t pr ote ct  

pas se ng ers  

aga in st  su ch  

eve nt s and  w il l , 

if ap pr opr ia te ,  

mak e le gis la ti v e 

pro po sa ls”(not e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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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交通

策略中表

示：「當

運輸企業

經營者破

產，或陷

入

COV ID -

19 病毒

大流行背

景下的重

大金流危

機時，歐

盟必須協

助乘客。

如果航班

取消，滯

留的乘客

需要返回

出發地，

其也必須

得到機票

退款。歐

盟委員會

考量，保

護乘客免

受此類事

件影響的

可行辦

法，其中

不同的選

項和其優

點，且若

情況，亦

將提出立

法建

議」。  

 

四、日本法譯文對照  

1 .  日本民法  

（ 1）民法第 53 3 條 

譯文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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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務契約的一方當事人，於相對

人不履行其債務前，可以拒絕履

行其債務。但相對人的債務不在

清償期間者不在此限。  

双務契約の当事者の一方は、相

手方がその債務の履行（債務の

履行に代わる損害賠償の債務の

履行を含む。）を提供するまで

は、自己の債務の履行を拒むこ

とができる。ただし、相手方の

債務が弁済期にないときは、こ

の限りでない。  

2 .  消費者契約法  

（ 1）消費者契約法第 8 條 

譯文  原文  

第一項  

下列消費契約條款無效  

一、  免除因企業經營者的債務

不履行造成消費者損害之

全部賠償責任，或由企業

經營者決定該責任有無的

權限的條款。  

二、  免除企業經營者因債務不

履行導致消費者受損害之

一部責任，或是由企業經

營者決定該責任有無的權

限的條款。  

三、  在消費者契約中，因事業

經營者在履行債務時的不

法行為造成消費者損害，

免除其全部賠償責任，或

賦予該事業經營者決定該

責任有無的權限的條款。  

四、  消費者契約中，允許事業

者在履行其債務時，對於

因其不法行為（僅限於事

業者本身、其代表或其所

雇用的人的故意或重大過

失）而導致消費者遭受的

損害部分免除賠償責任，

或賦予該事業者確定責任

範圍的權限的條款。  

 

第二項  

在前款第 1 項或第 2 項所列的規

定中，當消費者契約是有償契約

並且交付的物品在類型或品質上

次に掲げる消費者契約の条項

は、無効とする。  

一  事企業經營者の債務不履行

により消費者に生じた損害を賠

償する責任の全部を免除し、又

は当該事企業經營者にその責任

の有無を決定する権限を付与す

る条項  

二  事企業經營者の債務不履行

（当該事企業經營者、その代表

者又はその使用する者の故意又

は重大な過失によるものに限

る。）により消費者に生じた損

害を賠償する責任の一部を免除

し、又は当該事企業經營者にそ

の責任の限度を決定する権限を

付与する条項  

三  消費者契約における事企業

經營者の債務の履行に際してさ

れた当該事企業經營者の不法行

為により消費者に生じた損害を

賠償する責任の全部を免除し、

又は当該事企業經營者にその責

任の有無を決定する権限を付与

する条項  

四  消費者契約における事企業

經營者の債務の履行に際してさ

れた当該事企業經營者の不法行

為（当該事企業經營者、その代

表者又はその使用する者の故意

又は重大な過失によるものに限

る。）により消費者に生じた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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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契約內容不符時。本節下文同

樣適用。免除經營者因此對消費

者造成的損害的責任，或者賦予

經營者確定該責任的存在或者限

制的權力，不適用前款規定。  

一、  在相關消費契約中，當交

付的物在類型或品質上與

契約內容不符時，經營者

負責後續完成履行或根據

不符合程度降低價格或報

酬。  

二、  如果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

委託的其他企業經營者簽

訂契約時，在類型或品質

方面不符合契約內容，則

企業經營者，當公司承擔

全部或部分責任，賠償因

契約內容與物品類型或品

質不符而給消費者造成的

損害，或負責後續的履

行。  

 

第三項  

企業經營者債務不履行或在履行

消費者契約過程中所為的不法行

為（不包括事業者、其代表或其

使用人故意或重大過失所為的行

為）而導致消費者損害的，免除

事業者部分賠償責任的條款，如

果該條款未明確說明僅適用於事

業者、其代表或其使用人重大過

失之外的過失行為，則該條款無

效。  

害を賠償する責任の一部を免除

し、又は当該事企業經營者にそ

の責任の限度を決定する権限を

付与する条項  

２  前項第一号又は第二号に掲

げる条項のうち、消費者契約が

有償契約である場合において、

引き渡された目的物が種類又は

品質に関して契約の内容に適合

しないとき（当該消費者契約が

請負契約である場合には、請負

人が種類又は品質に関して契約

の内容に適合しない仕事の目的

物を注文者に引き渡したとき

（その引渡しを要しない場合に

は、仕事が終了した時に仕事の

目的物が種類又は品質に関して

契約の内容に適合しないと

き。）。以下この項において同

じ。）に、これにより消費者に

生じた損害を賠償する事企業經

營者の責任を免除し、又は当該

事企業經營者にその責任の有無

若しくは限度を決定する権限を

付与するものについては、次に

掲げる場合に該当するときは、

前項の規定は、適用しない。  

一  当該消費者契約において、

引き渡された目的物が種類又は

品質に関して契約の内容に適合

しないときに、当該事企業經營

者が履行の追完をする責任又は

不適合の程度に応じた代金若し

くは報酬の減額をする責任を負

うこととされている場合  

二  当該消費者と当該事企業經

營者の委託を受けた他の事企業

經營者との間の契約又は当該事

企業經營者と他の事企業經營者

との間の当該消費者のためにす

る契約で、当該消費者契約の締

結に先立って又はこれと同時に

締結されたものにおいて、引き

渡された目的物が種類又は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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に関して契約の内容に適合しな

いときに、当該他の事企業經營

者が、その目的物が種類又は品

質に関して契約の内容に適合し

ないことにより当該消費者に生

じた損害を賠償する責任の全部

若しくは一部を負い、又は履行

の追完をする責任を負うことと

されている場合  

３  事企業經營者の債務不履行

（当該事企業經營者、その代表

者又はその使用する者の故意又

は重大な過失によるものを除

く。）又は消費者契約における

事企業經營者の債務の履行に際

してされた当該事企業經營者の

不法行為（当該事企業經營者、

その代表者又はその使用する者

の故意又は重大な過失によるも

のを除く。）により消費者に生

じた損害を賠償する責任の一部

を免除する消費者契約の条項で

あって、当該条項において事企

業經營者、その代表者又はその

使用する者の重大な過失を除く

過失による行為にのみ適用され

ること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ないも

のは、無効とする。  

（ 2）消費者契約法第 8 條之 2   

譯文 原文  

消費者契約中，事業者因債務不

履行而導致消費者解除權的，放

棄該解除權或賦予事業者決定該

解除權有無的權限的條款，無

效。  

事企業經營者の債務不履行によ

り生じた消費者の解除権を放棄

させ、又は当該事企業經營者に

その解除権の有無を決定する権

限を付与する消費者契約の条項

は、無効とする。  

（ 3）消費者契約法第 8 條之 3  

譯文 原文  

企業經營者僅以消費者受監護宣

告、輔助宣告或開始受監護後才

能終止消費契約的的條款無效。  

事業者に対し、消費者が後見開

始、保佐開始又は補助開始の審

判を受けたことのみを理由とす

る解除権を付与する消費者契約

（消費者が事業者に対し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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権利、役務その他の消費者契約

の目的となるものを提供するこ

ととされているものを除く。）

の条項は、無効とする。  

（ 4）消費者契約法第 9 條 

譯文 原文  

第一項  

如消費契約記載以下各項事由該

部分無效  

一、  消費契約的解除中，如約

定損害賠償額或違約金，

且這些金額合計超過了該

消費者契約同種的消費契

約在解除時的平均數額

時，則超過的部分無效。  

二、  消費契約中，如果消費者

在支付期日之前未能支付

全部或部分價額，且約定

的損害賠償額或違約金合

計超過了從支付期限次日

起到實際支付日的期間

內，按日計算的逾期利息

（即年利率為 14 .6 %）

者，超過的部分無效。  

 

第二項  

企業經營者在向消費者請求消費

契約解除後的損害賠償或違約金

時，如果消費者要求説明損害賠

償額的計算方法或違約金的依

據，企業經營者應當盡力向消費

者說明損害賠償額的計算方法或

違約金的依據。  

次の各号に掲げる消費者契約の

条項は、当該各号に定める部分

について、無効とする。  

一  当該消費者契約の解除に伴

う損害賠償の額を予定し、又は

違約金を定める条項であって、

これらを合算した額が、当該条

項において設定された解除の事

由、時期等の区分に応じ、当該

消費者契約と同種の消費者契約

の解除に伴い当該事業者に生ず

べき平均的な損害の額を超える

もの  当該超える部分  

二  当該消費者契約に基づき支

払うべき金銭の全部又は一部を

消費者が支払期日（支払回数が

二以上である場合には、それぞ

れの支払期日。以下この号にお

いて同じ。）までに支払わない

場合における損害賠償の額を予

定し、又は違約金を定める条項

であって、これらを合算した額

が、支払期日の翌日からその支

払をする日までの期間につい

て、その日数に応じ、当該支払

期日に支払うべき額から当該支

払期日に支払うべき額のうち既

に支払われた額を控除した額に

年十四・六パーセントの割合を

乗じて計算した額を超えるもの  

当該超える部分  

２  事業者は、消費者に対し、

消費者契約の解除に伴う損害賠

償の額を予定し、又は違約金を

定める条項に基づき損害賠償又

は違約金の支払を請求する場合

において、当該消費者から説明

を求められたときは、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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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額の予定又は違約金の算定の

根拠（第十二条の四において

「算定根拠」という。）の概要

を説明するよう努めなければな

らない。  

（ 4）消費者契約法第 10 條 

譯文  原文  

消費者的不作為，被視為該消費

者對新的消費契約的申述或承諾

的意思表示的條款，以及比適用

於法令中的公序良俗規定更為限

制消費者權利或加重消費者義務

的消費契約條款，如果違反民法

第 1 條第 2 項規定的基本原則，

對消費者的利益造成一方性的損

害，則無效。  

消費者の不作為をもって当該消

費者が新たな消費者契約の申込

み又はその承諾の意思表示をし

たものとみなす条項その他の法

令中の公の秩序に関しない規定

の適用による場合に比して消費

者の権利を制限し又は消費者の

義務を加重する消費者契約の条

項であって、民法第一条第二項

に規定する基本原則に反して消

費者の利益を一方的に害するも

のは、無効とする。  

3 .  資金結算法相關條文  

（1）資金結算法第 3 條第 4 項  

譯文  原文  

本章所稱的「自家型預付型支付

方式」係指，限於與預付型支付

方式的發行者購買或接受服務的

預付型方式。  

この章において「自家型前払式

支払手段」とは、前払式支払手

段を発行する者（当該発行する

者と政令で定める密接な関係を

有する者（次条第五号及び第三

十二条において「密接関係者」

という。）を含む。以下この項

において同じ。）から物品等の

購入若しくは借受けを行い、若

しくは役務の提供を受ける場合

に限り、これらの代価の弁済の

ために使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前

払式支払手段又は前払式支払手

段を発行する者に対してのみ、

物品等の給付若しくは役務の提

供を請求することができる前払

式支払手段をいう。  

（ 2）資金結算法第 3 條第 5 項  

譯文  原文  

本章所稱的「第三方預付型支付 この章において「第三者型前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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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係指，自家型預付型支付

方式以外的預付型支付方式。  

式支払手段」とは、自家型前払

式支払手段以外の前払式支払手

段をいう。  

（ 3）資金結算法第 3 條第 6 項  

譯文  原文  

本章所稱之「自家型發行者」係

指，依照第五條第一項提出申請

書者。  

この章において「自家型発行

者」とは、第五条第一項の届出

書を提出した者（第三十三条第

一項の規定による発行の業務の

全部の廃止の届出をした者であ

って、第二十条第一項の規定に

よる払戻しを完了した者を除

く。）をいう。  

（ 4）資金結算法第 3 條第 7 項  

譯文  原文  

本章所稱之「第三方預付型發行

者」係指，依照第七條登錄之法

人。  

この章において「第三者型発行

者」とは、第七条の登録を受け

た法人をいう。  

（ 5）資金結算法第 1 4 條第 1 項 

譯文  原文  

預付型支付方式發行者，基準日

時未使用餘額超過政令指定的額

度，以該基準日餘額的二分之一

以上的額度作為發行保證金。以

內閣府令規定，必須在主要營業

所或事務所最近的提存所進行提

存。  

前払式支払手段発行者は、基準

日未使用残高が政令で定める額

（以下この章において「基準

額」という。）を超えるとき

は、当該基準日未使用残高の二

分の一の額（以下この章におい

て「要供託額」という。）以上

の額に相当する額の発行保証金

を、内閣府令で定めるところに

より、主たる営業所又は事務所

の最寄りの供託所に供託しなけ

ればならない。  

（ 6）資金結算法施行令第 6 條 

譯文  原文  

(資金結算法 )第 14 條第一項規

定之政令所訂之額度為 1 ,0 00

萬元。  

法第十四条第一項に規定する政

令で定める額は、千万円とす

る。  

4 .  分期付款買賣法  

（ 1）  分期付款買賣法第 11 條  

譯文  原文  

在特定商品交付前，向消費者收 指定商品を引き渡すに先立つ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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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商品代金的第二條第一項第一

號所規定的割賦銷售（以下稱為

「前払式割賦銷售」），除非取得

經濟產業大臣的許可，否則不得

以營業為目的地進行。  

購入者から二回以上にわたりそ

の代金の全部又は一部を受領す

る第二条第一項第一号に規定す

る割賦販売（以下「前払式割賦

販売」という。）は、経済産業

大臣の許可を受けた者でなけれ

ば、業として営んではならな

い。  

（ 2）分期付款買賣法第 16 條 

譯文  原文  

特許分期付款販售企業經營者，

應在主要營業所所在地之提存所

提存營業保證金  

許可割賦販売企業經營者は、営

業保証金を主たる営業所のもよ

りの供託所に供託しなければな

らない。  

（ 3）分期付款買賣法第 17 條 

譯文  原文  

本條第一項所謂營業保證金數

額，主要營業所 1 0 萬日圓，其

他營業所和代理墊每一間 5 萬日

圓。  

条第一項の営業保証金の額は、

主たる営業所につき十万円、そ

の他の営業所又は代理店につき

営業所又は代理店ごとに五万円

の割合による金額の合計額とす

る。  

（ 4）分期付款買賣法第 18 條之 3 第 1 項  

譯文  原文  

特許分期付款企業經營者，每年

3 月 31 日及 9 月 3 0 日時，向消

費者收取的預收金總額的二分之

一超過了基準日之前的營業保證

金總額，就必須採取預收金保全

措置，並向經濟產業大臣提出報

告，才能在基準日後的五十天內

與消費者締結新的預付款交易契

約。  

許可割賦販売企業經營者は、毎

年三月三十一日及び九月三十日

（以下これらの日を「基準日」

という。）において前払式割賦

販売の契約を締結している者か

ら基準日までにその契約に係る

商品の代金の全部又は一部とし

て受領した前受金の合計額の二

分の一に相当する額が当該基準

日における第十七条第一項に規

定する営業保証金の額をこえる

ときは、次項の前受金保全措置

を講じ、次条第一項の規定によ

りその旨を経済産業大臣に届け

出た後でなければ、基準日の翌

日から起算して五十日を経過し

た日以後においては、新たに前

払式割賦販売の契約を締結し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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はなら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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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分期付款買賣法施行令第 5 條第 1 項 

譯文  原文  

（分期付款買賣）法第 1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營業保證

金）金額，營業處所超過 50 間

以上法人需準備日幣 1 億元， 1 0

間以尚未滿 50 間之法人，需準

備日幣 5, 000 萬元，其他規模

的法人則需準備日幣 2, 000 萬

日圓。  

法第十五条第一項第二号（法第

三十五条の三の六十二において

準用する場合を含む。）に規定

する金額は、五十以上の営業所

又は代理店を有する法人にあつ

ては一億円、十以上五十未満の

営業所又は代理店を有する法人

にあつては五千万円、その他の

法人にあつては二千万円とす

る。  

5 .  基地與建物交易業法  

( 1 )基地與建物交易業法第 2 5 條第 1 項 

譯文  原文  

宅地建物交易業者，應於主要營

業處所所在地之提存所提存營業

保證金。  

宅地建物取引企業經營者は、営

業保証金を主たる事務所のもよ

りの供託所に供託しなければな

らない。      

( 2 )基地與建物交易業法第 6 4 條之 3  

譯文  原文  

第 1 項  

宅地建物交易業保證協會，應確

實執行下列所示之業務。  

一、  解決宅地建物交易業經營

者之相對人之申訴。  

二、  舉辦宅地建物交易交易

員，或其他從業人員之研

修。  

三、  處理相關債權償還業務。  

 

第 2 項  

宅地建物交易業保證協會除前項

業務外，亦需辦理以下業務。  

一、  償還保證相關業務。  

二、  定金保管業務。  

三、  補助宅地建物交易交易員

研修費用。  

 

第 3 項  

宅地建物交易業保證協會除前 2

項以外，亦需執行其他經國土交

宅地建物取引業保証協会は、次

に掲げる業務をこの章に定める

ところにより適正かつ確実に実

施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一  宅地建物取引企業經營者の

相手方等からの社員の取り扱つ

た宅地建物取引業に係る取引に

関する苦情の解決  

二  宅地建物取引士その他宅地

建物取引業の業務に従事し、又

は従事しようとする者（以下

「宅地建物取引士等」とい

う。）に対する研修  

三  社員と宅地建物取引業に関

し取引をした者（社員とその者

が社員となる前に宅地建物取引

業に関し取引をした者を含み、

宅地建物取引企業經營者に該当

する者を除く。）の有するその

取引により生じた債権に関し弁

済をする業務（以下「弁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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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省指定之有利產業環境之業

務。  

 

第 4 項  

宅地建物交易業保證協會經國土

交通省大臣同意後，得將部分業

務委託他單位執行。  

務」という。）  

２  宅地建物取引業保証協会

は、前項の業務のほか、次に掲

げる業務を行うことができる。  

一  社員である宅地建物取引企

業經營者との契約により、当該

宅地建物取引企業經營者が受領

した支払金又は預り金の返還債

務その他宅地建物取引業に関す

る債務を負うこととなつた場合

においてその返還債務その他宅

地建物取引業に関する債務を連

帯して保証する業務（第六十四

条の十七において「一般保証業

務」という。）  

二  手付金等保管事業  

三  全国の宅地建物取引企業經

營者を直接又は間接の社員とす

る一般社団法人による宅地建物

取引士等に対する研修の実施に

要する費用の助成  

３  宅地建物取引業保証協会

は、前二項に規定するもののほ

か、国土交通大臣の承認を受け

て、宅地建物取引業の健全な発

達を図るため必要な業務を行う

ことができる。  

４  宅地建物取引業保証協会

は、国土交通省令の定めるとこ

ろにより、その業務の一部を、

国土交通大臣の承認を受けて、

他の者に委託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  

( 3 )基地與建物交易業法第 6 4 條之 9  

譯文  原文  

以下各項記載者，在各項揭露之

日者，需像主要事務所所在的宅

地建物交易業保證協會繳付償還

保證金。  

次の各号に掲げる者は、当該各

号に掲げる日までに、弁済業務

保証金に充てるため、主たる事

務所及びその他の事務所ごとに

政令で定める額の弁済業務保証

金分担金を当該宅地建物取引業

保証協会に納付しなければなら

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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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基地與建物交易業法施行令第 2 條之 4 

譯文  原文  

（宅地建物交易業）法第 25 條

第 2 項規定之營業保證金數額，

主要事務所 1,0 00 萬元，其他

事務所 500 萬元。  

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項に規定する

営業保証金の額は、主たる事務

所につき千万円、その他の事務

所につき事務所ごとに五百万円

の割合による金額の合計額とす

る。  

6 .  旅行業法  

旅行業法第 49 條第 1 項  

譯文  原文  

以下各項規定者，應於指定之日

前，依償還業務規約所定之金

額，向旅行業者繳納償還保證

金。  

次の各号に掲げる者は、当該各

号に定める日までに、弁済業務

保証金に充てるため、弁済業務

規約で定める額の弁済業務保証

金分担金を旅行業協会に納付し

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7 .  老人福利法相關條文  

（ 1）老人福利法第 2 9 條第 9 項 

譯文  原文  

付費養老院企業經營者，如要預

先收取一部份住宿費或其他政府

厚生勞動省規定費用時，必須必

須以書面明確說明該預付款的計

算基礎，並且，為應對可能需要

負擔退還該預付款的情況，必須

按照厚生勞動省命令的規定採取

必要的保全措施。  

有料老人ホームの設置者のう

ち、終身にわたつて受領すべき

家賃その他厚生労働省令で定め

るものの全部又は一部を前払金

として一括して受領するもの

は、当該前払金の算定の基礎を

書面で明示し、かつ、当該前払

金について返還債務を負うこと

となる場合に備えて厚生労働省

令で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り必要な

保全措置を講じなければならな

い。  

（ 2）老人福利法第 2 9 條第 10 項 

譯文  原文  

付費養老院企業經營者，受領前

述條款所規定的預付款的情況

下，必須自相對人入住日起至過

去由厚生勞動部命令規定的一定

期間之日，若在此期間因該入住

或護理等的提供契約被解除，或

因入住者死亡而終止的情況下，

有料老人ホームの設置者は、前

項に規定する前払金を受領する

場合においては、当該有料老人

ホームに入居した日から厚生労

働省令で定める一定の期間を経

過する日までの間に、当該入居

及び介護等の供与につき契約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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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於契約中約定將從該預付款

中扣除按厚生勞動部命令所定方

法計算的金額後，退還相應的金

額。  

解除され、又は入居者の死亡に

より終了した場合に当該前払金

の額から厚生労働省令で定める

方法により算定される額を控除

した額に相当する額を返還する

旨の契約を締結しなければなら

ない。  

（ 3）老人福利法施行規則第 20 條之 10  

譯文  原文  

付費養老院企業經營者，根據老

人福利法第 29 條 9 項規定，預

付款需要有相關銀行債務保證或

其他厚生勞動省所訂措施。  

有料老人ホームの設置者は、法

第二十九条第九項の規定によ

り、一時金に係る銀行の債務の

保証その他の厚生労働大臣が定

める措置を講じなければならな

い。」  

（ 4）厚生勞動大臣指定的付費老人院業主應採取的措施  

譯文  原文  

老人福利法施行規則第 2 0 條之

10 之厚生勞動大臣指定措施為

以下措施  

 

銀行等之間，當付費養老院企業

經營者需要負擔預付款的退還債

務時，該銀行等將連帯保證該債

務中的保全金額部分（從預付款

中，按照事先合約規定的預計償

還期間中剩餘的期間所涉及的金

額或五百萬日元，取其中較低的

金額）簽訂委託保證契約。  

老人福祉法施行規則第二十条の

十の厚生労働大臣が定める措置

は次に掲げるいずれかの措置と

する。  

 

イ  銀行等との間において、有

料老人ホームの設置者が一時金

(老人福祉法施行規則第二十条

の五第十一号に規定する一時金

をいう。以下同じ。 )の返還債

務を負うこととなった場合にお

いて当該銀行等がその債務のう

ち保全金額 (一時金のうち、あ

らかじめ契約で定めた予定償却

期間のうち残存する期間に係る

額又は五百万円のいずれか低い

方の金額以上の金額をいう。以

下この号において同じ。 )に相

当する部分を連帯して保証する

ことを委託する契約を締結する

こと。  

 

五、美國法譯文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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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加州、華盛頓州及奧克拉荷馬州之特別規定譯文  

( 1 ) 加州民法 17 49. 6 條 1 7 9  

譯文  原文  

第 ( a )項  

禮券乃禮券發行人以買受人為受

益人而保管的價值信託。禮券所

代表的價值屬於受益人，或依法

規定屬於受益人的法定代理人，

並不屬於禮券發行人。  

 

 

 

 

第 ( b )項  

在禮券發行者破產的情況，仍應

支付在破產申請日期之前發行的

禮券，原因在於禮券的價值構成

受益人的信託財產。  

 

 

 

第 ( c )項  

第 ( 1 )款  

本條不改變禮券發行之條款。禮

券之條款不得使其在發行人破產

之情況，排除其兌換或使用。  

 

 

第 ( 2 )款   

除非法律另有規定，本條不要求

禮券發行人：  

第 ( A )目  

以現金兌換禮券。  

第 ( B )目  

補發遺失或被竊的禮券。  

第 ( C )目   

為用於購買禮券的資金保持獨立

帳戶。  

第 ( d )項  

第 ( 1 )款   

本條不為禮券受益人在發行者的

任何特定財產上創建利益。  

( a )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c o n s t i t u t e s  v a l u e  h e l d  i n  t r u s t  

b y  t h e  i s s u e r  o f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o n  b e h a l f  o f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o f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  T h e  v a l u e  

r e p r e s e n t e d  b y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b e l o n g s  t o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o r  t o  t h e  l e g a l  

r e p r e s e n t a t i v e  o f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t o  t h e  e x t e n t  

p r o v i d e d  b y  l a w,  a n d  n o t  t o  

t h e  i s s u e r .  

( b )  A n  i s s u e r  o f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w h o  i s  i n  

b a n k r u p t c y  s h a l l  c o n t i n u e  t o  

h o n o r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i s s u e d  

p r i o r  t o  t h e  d a t e  o f  t h e  

b a n k r u p t c y  f i l i n g  o n  t h e  

g r o u n d s  t h a t  t h e  v a l u e  o f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c o n s t i t u t e s  

t r u s t  p r o p e r t y  o f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 c )  

( 1 )  T h i s  s e c t i o n  d o e s  n o t  a l t e r  

t h e  t e r m s  o f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  

T h e  t e r m s  o f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m a y  n o t  m a k e  i t s  r e d e m p t i o n  

o r  o t h e r  u s e  i n v a l i d  i n  t h e  

e v e n t  o f  a  b a n k r u p t c y.  

( 2 )  T h i s  s e c t i o n  d o e s  n o t  

r e q u i r e ,  u n l e s s  o t h e r w i s e  

r e q u i r e d  b y  l a w,  t h e  i s s u e r  o f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t o :  

( A )  R e d e e m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f o r  c a s h .  

( B )  R e p l a c e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t h a t  h a s  b e e n  l o s t  o r  s t o l e n .  

( C )  M a i n t a i n  a  s e p a r a t e  

a c c o u n t  f o r  t h e  f u n d s  u s e d  t o  

p u r c h a s e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  

( d )  

( 1 )  T h i s  s e c t i o n  d o e s  n o t  

 
1 7 9  We s t ' s  A n n . C a l . C i v . C o d e  §  1 7 4 9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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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2 )款   

除非法律另有規定，本條款不在

禮券受益人與發行者之間建立受

信託或類似信託的關係。  

 

 

第 ( 3 )款   

除非法律另有規定，禮券發行者

無義務支付在本條款信託下的禮

券價值利息。  

c r e a t e  a n  i n t e r e s t  i n  f a v o r  o f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o f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i n  a n y  s p e c i f i c  

p r o p e r t y  o f  t h e  i s s u e r .  

( 2 )  T h i s  s e c t i o n  d o e s  n o t  

c r e a t e  a  f i d u c i a r y  o r  q u a s i -

f i d u c i a r y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b e t w e e n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o f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s  a n d  t h e  

i s s u e r ,  u n l e s s  o t h e r w i s e  

p r o v i d e d  b y  l a w.  

( 3 )  T h e  i s s u e r  o f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h a s  n o  o b l i g a t i o n  

t o  p a y  i n t e r e s t  o n  t h e  v a l u e  

o f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h e l d  i n  

t r u s t  u n d e r  t h i s  s e c t i o n ,  

u n l e s s  o t h e r w i s e  p r o v i d e d  b y  

l a w.  

( 2 )  奧克拉荷馬州法 1 5 - 7 9 8 條 1 8 0  

譯文  原文  

第 A 項  

禮券或禮品卡，乃由禮券或禮品

卡的發行者代表受益人保管的信

託價值。禮券或禮品卡所代表的

價值屬於受益人，或依法律規定

屬於受益人的法定代理人，而不

屬於發行者。  

 

 

 

 

第 B 項  

在禮券或禮品卡的發行者破產的

情況，仍應支付在破產申請日期

前發行的禮券或禮品卡，原因在

於禮券或禮品卡的價值構成受益

人的信託財產。  

 

 

 

第 C 項   

第 1 款  

本條不改變禮券或禮品卡的發行

條款。禮券或禮品卡的發行條款

A .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o r  g i f t  

c a r d  c o n s t i t u t e s  v a l u e  h e l d  i n  

t r u s t  b y  t h e  i s s u e r  o f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o r  g i f t  c a r d  o n  

b e h a l f  o f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o f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o r  g i f t  

c a r d .  T h e  v a l u e  r e p r e s e n t e d  

b y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o r  g i f t  

c a r d  b e l o n g s  t o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o r  t o  t h e  l e g a l  

r e p r e s e n t a t i v e  o f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t o  t h e  e x t e n t  

p r o v i d e d  b y  l a w,  a n d  n o t  t o  

t h e  i s s u e r .  

B .  A n  i s s u e r  o f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o r  g i f t  c a r d  o r  w h o  

i s  i n  b a n k r u p t c y  s h a l l  

c o n t i n u e  t o  h o n o r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o r  g i f t  c a r d  i s s u e d  

p r i o r  t o  t h e  d a t e  o f  t h e  

b a n k r u p t c y  f i l i n g  o n  t h e  

g r o u n d s  t h a t  t h e  v a l u e  o f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o r  g i f t  c a r d  

c o n s t i t u t e s  t r u s t  p r o p e r t y  o f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C .   

 
1 8 0 1 5  O k l . S t . A n n .  §  7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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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使其在發行人破產之情況，

排除其兌換或使用。  

 

第 2 款  

除法律另有規定，本條款不要求

禮券或禮品卡的發行者：  

 

第 a 目  

以現金兌換禮券或禮品卡。  

第 b 目  

替 換 遺 失 或 被 竊 的 禮 券 或 禮 品

卡。  

第 c 目  

為用於購買禮券或禮品卡的資金

保持獨立帳戶。  

第 D 項   

第 1 款  

本條款不為禮券或禮品卡受益人

在發行者的任何特定財產上創建

利益。  

 

第 2 款  

除法律另有規定，本條款不在禮

券或禮品卡受益人與發行者之間

建立受信託或類似信託的關係。  

 

 

第 3 款  

除法律另有規定，禮券或禮品卡

的發行者無義務支付在本條款下

信 託 的 禮 券 或 禮 品 卡 價 值 的 利

息。  

 

任何排除奧克拉荷馬州法第 1 5

章規定適用的條款，都違反本章

規定，並且無效且不可執行。  

1 .  T h i s  s e c t i o n  d o e s  n o t  a l t e r  

t h e  t e r m s  o f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o r  g i f t  c a r d .  T h e  t e r m s  o f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o r  g i f t  c a r d  

m a y  n o t  m a k e  i t s  r e d e m p t i o n  

o r  o t h e r  u s e  i n v a l i d  i n  t h e  

e v e n t  o f  a  b a n k r u p t c y.  

2 .  T h i s  s e c t i o n  d o e s  n o t  

r e q u i r e ,  u n l e s s  o t h e r w i s e  

r e q u i r e d  b y  l a w,  t h e  i s s u e r  o f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o r  g i f t  c a r d  

t o :  

a .  r e d e e m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o r  

g i f t  c a r d  f o r  c a s h ,  

b .  r e p l a c e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o r  

g i f t  c a r d  t h a t  h a s  b e e n  l o s t  o r  

s t o l e n ,  o r  

c .  m a i n t a i n  a  s e p a r a t e  a c c o u n t  

f o r  t h e  f u n d s  u s e d  t o  p u r c h a s e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o r  g i f t  

c a r d .  

 

D .   

1 .  T h i s  s e c t i o n  d o e s  n o t  c r e a t e  

a n  i n t e r e s t  i n  f a v o r  o f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o f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o r  g i f t  c a r d  i n  a n y  

s p e c i f i c  p r o p e r t y  o f  t h e  

i s s u e r ;  

2 .  T h i s  s e c t i o n  d o e s  n o t  c r e a t e  

a  f i d u c i a r y  o r  q u a s i - f i d u c i a r y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b e t w e e n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o f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s  o r  g i f t  c a r d s  a n d  

t h e  i s s u e r ,  u n l e s s  o t h e r w i s e  

p r o v i d e d  b y  l a w ;  a n d  

3 .  T h e  i s s u e r  o f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o r  g i f t  c a r d  h a s  n o  

o b l i g a t i o n  t o  p a y  i n t e r e s t  o n  

t h e  v a l u e  o f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o r  g i f t  c a r d  h e l d  i n  

t r u s t  u n d e r  t h i s  s e c t i o n ,  

u n l e s s  o t h e r w i s e  p r o v i d e d  b y  

l a w.  

A n y  w a i v e r  o f  t h e  p r o v i s i o n s  

o f  T i t l e  1 5  o f  t h e  O k l a h o m a  

S t a t u t e s  i s  c o n t r a r y  t o  p u b l i c  

p o l i c y,  a n d  i s  v o i d  a n d  

u n e n f o r c e a b l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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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華盛頓州法 1 9 . 2 4 0 . 0 9 0 條 1 8 1  

譯文  原文  

第 ( 1 )項  

禮券乃由禮券發行者以買受人為

受益人而保管的價值信託。禮券

所代表的價值屬於受益人，或依

法 規 定 屬 於 受 益 人 的 法 定 代 理

人，並不屬於發行者。  

 

 

 

 

第 ( 2 )項  

在禮券發行者破產的情況，仍應

支付在破產申請日期之前發行的

禮券，原因在於禮券的價值構成

受益人的信託財產。  

 

 

 

第 ( 3 )項  

禮券的發行條款不得使其在破產

情況的兌換或使用無效。  

 

第 ( 4 )項  

除法律另有規定，本條款不要求

禮券發行者：  

第 ( a )款   

以現金兌換禮券。  

第 ( b )款   

補發遺失或被竊的禮券。  

第 ( c )款   

為用於購買禮券的資金保持獨立

帳戶。  

第 ( 5 )項  

本條款不為禮券受益人在發行人

的任何特定財產上創建利益。  

 

第 ( 6 )項  

除法律另有規定，本條款不在禮

券受益人與發行者之間建立受信

託或類似信託的關係。  

( 1 )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c o n s t i t u t e s  v a l u e  h e l d  i n  t r u s t  

b y  t h e  i s s u e r  o f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o n  b e h a l f  o f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o f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  T h e  v a l u e  

r e p r e s e n t e d  b y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b e l o n g s  t o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o r  t o  t h e  l e g a l  

r e p r e s e n t a t i v e  o f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t o  t h e  e x t e n t  

p r o v i d e d  b y  l a w,  a n d  n o t  t o  

t h e  i s s u e r .  

( 2 )  A n  i s s u e r  o f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w h o  i s  i n  

b a n k r u p t c y  s h a l l  c o n t i n u e  t o  

h o n o r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i s s u e d  

b e f o r e  t h e  d a t e  o f  t h e  

b a n k r u p t c y  f i l i n g  o n  t h e  

g r o u n d s  t h a t  t h e  v a l u e  o f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c o n s t i t u t e s  

t r u s t  p r o p e r t y  o f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 3 )  T h e  t e r m s  o f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m a y  n o t  m a k e  i t s  

r e d e m p t i o n  o r  o t h e r  u s e  

i n v a l i d  i n  t h e  e v e n t  o f  a  

b a n k r u p t c y.  

( 4 )  T h i s  s e c t i o n  d o e s  n o t  

r e q u i r e ,  u n l e s s  o t h e r w i s e  

r e q u i r e d  b y  l a w,  t h e  i s s u e r  o f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t o :  

( a )  R e d e e m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f o r  c a s h ;  

( b )  R e p l a c e  a  l o s t  o r  s t o l e n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  o r  

( c )  M a i n t a i n  a  s e p a r a t e  

a c c o u n t  f o r  t h e  f u n d s  u s e d  t o  

p u r c h a s e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  

( 5 )  T h i s  s e c t i o n  d o e s  n o t  

c r e a t e  a n  i n t e r e s t  i n  f a v o r  o f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o f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i n  a n y  s p e c i f i c  

p r o p e r t y  o f  t h e  i s s u e r .  

 
1 8 1 We s t ' s  R C WA 1 9 . 2 4 0 . 0 9 0  



218 

 

 

第 ( 7 )項  

除法律另有規定，禮券發行者無

義務支付在本條款下信託的禮券

價值的利息。  

( 6 )  T h i s  s e c t i o n  d o e s  n o t  

c r e a t e  a  f i d u c i a r y  o r  q u a s i -

f i d u c i a r y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b e t w e e n  t h e  b e n e f i c i a r y  o f  t h e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s  a n d  t h e  i s s u e r  

u n l e s s  o t h e r w i s e  p r o v i d e d  b y  

l a w.  

( 7 )  T h e  i s s u e r  o f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h a s  n o  o b l i g a t i o n  

t o  p a y  i n t e r e s t  o n  t h e  v a l u e  o f  

a  g i f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h e l d  i n  t r u s t  

u n d e r  t h i s  s e c t i o n ,  u n l e s s  

o t h e r w i s e  p r o v i d e d  b y  l a w.  

 

2 .預付契約之相關規定譯文  

( 1 )田納西州法 4 7 - 1 8 - 3 1 4 條   

譯文  原文  

第 ( a )項  

健身房契約頭期款，其金額不得

超過契約總費用的百分之三十，

健身房契約作成之當年 1 月 1 日

前符合以下條件者，不在此限：  

 

 

 

第 ( 1 )款   

健身房在提供健身房服務或設施

的每個場所擁有超過二十五萬美

元（$ 2 5 0 , 0 0 0）的淨資產  

 

 

第 ( 2 )款   

健身房在同一經營者之控制下運

營五年以上。  

 

第 ( b )項  

前項淨資產之計算不包含以下：  

 

 

第 ( 1 )款   

未來服務預付款之總額。  

 

第 ( 2 )款   

健身房會員欠款，用於未來服務

的應收賬款。  

第 ( c )項   

( a )  I t  i s  a n  o f f e n s e  t o  a c c e p t  a  

d o w n  p a y m e n t  f o r  a  h e a l t h  

c l u b  a g r e e m e n t  i n  e x c e s s  o f  

t h i r t y  p e r c e n t  ( 3 0 % )  o f  t h e  

t o t a l  c o s t  o f  t h e  a g r e e m e n t  

u n l e s s ,  a s  o f  J a n u a r y  1  o f  t h e  

y e a r  i n  w h i c h  t h e  h e a l t h  c l u b  

a g r e e m e n t  w a s  e n t e r e d  i n t o :  

( 1 )  T h e  h e a l t h  c l u b  h a s  a  n e t  

w o r t h  i n  e x c e s s  o f  t w o  

h u n d r e d  f i f t y  t h o u s a n d  

d o l l a r s  ( $ 2 5 0 , 0 0 0 )  p e r  

l o c a t i o n  w h e r e  h e a l t h  c l u b  

s e r v i c e s  o r  f a c i l i t i e s  a r e  

p r o v i d e d ;  a n d  

( 2 )  T h e  h e a l t h  c l u b  h a s  

o p e r a t e d  u n d e r  s u b s t a n t i a l l y  

t h e  s a m e  o w n e r s h i p  a n d  

c o n t r o l  f o r  a t  l e a s t  f i v e  ( 5 )  

y e a r s .  

( b )  F o r  t h e  p u r p o s e  o f  

c a l c u l a t i n g  n e t  w o r t h  a s  

p r o v i d e d  i n  s u b s e c t i o n  ( a ) ,  

t h e  f o l l o w i n g  a r e  e x c l u d e d :  

( 1 )  A s s e t s  t h a t  r e p r e s e n t  

p r e p a y m e n t  f o r  f u t u r e  

s e r v i c e s ;  a n d  

( 2 )  A c c o u n t s  r e c e i v a b l e  d u e  

f r o m  h e a l t h  c l u b  m e m b e r s  f o r  

f u t u r e  s e r v i c e s .  

( c )  A n y  h e a l t h  c l u b  c l a i m i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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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聲稱根據本條 ( a )項 排除適

用之健身房，應保存書面文件，

以證明符合本條 ( a )項之要求 ，

並且每年 1 月 1 日前均符合該要

求。該證明文件應保存至獲得排

除 適 用 的 年 度 結 束 後 的 至 少 五

年。在任何執法或司法機關的要

求下，應提供檢查此類文件。拒

絕提供此類文件將視為違反本條

款。  

t h e  e x e m p t i o n  p u r s u a n t  t o  

s u b s e c t i o n  ( a )  s h a l l  m a i n t a i n  

w r i t t e n  d o c u m e n t a t i o n  

e s t a b l i s h i n g  p r o o f  t h a t  t h e  

r e q u i r e m e n t s  o f  s u b s e c t i o n  

( a )  h a v e  b e e n  m e t  a s  o f  

J a n u a r y  1  o f  e a c h  y e a r  t h e  

e x e m p t i o n  i s  c l a i m e d .  S u c h  

p r o o f  s h a l l  b e  r e t a i n e d  f o r  a  

m i n i m u m  o f  f i v e  ( 5 )  y e a r s  

f r o m  t h e  e n d  o f  t h e  y e a r  i n  

w h i c h  t h e  e x e m p t i o n  i s  

c l a i m e d .  T h i s  d o c u m e n t a t i o n  

s h a l l  b e  m a d e  a v a i l a b l e  f o r  

e x a m i n a t i o n  u p o n  r e q u e s t  o f  

a n y  l a w  e n f o r c e m e n t  a g e n c y  

o r  t h e  a t t o r n e y  g e n e r a l .  A  

r e f u s a l  t o  p r o v i d e  s u c h  

d o c u m e n t a t i o n  s h a l l  

c o n s t i t u t e  a  v i o l a t i o n  o f  t h i s  

p a r t .  

 

( 2 )俄亥俄州法 1 3 4 5 . 4 2 條 ( B )項  

譯文  原文  

第 ( B )項   

預付型娛樂契約應：  

第 ( 1 )款  

為 書 面 形 式 ， 由 買 方 和 賣 方 簽

署，並在買方簽訂契約時提供一

份副本給買方  

第 ( 2 )款  

不得以買方的壽命為期限  

第 ( 3 )款  

期限只能是確切計算的年份或一

年中的明確部分，且不得超過三

年  

 

 

 

第 ( 4 )款   

規定所有直接或間接從買方獲得

的，包括但不限於測試或問卷答

案、照片或背景信息在內的任何

個資，應在契約到期後的三十天

內 由 賣 方 以 普 通 郵 件 寄 還 給 買

方，或在任何原因導致服務終止

( B )  P r e p a i d  e n t e r t a i n m e n t  

c o n t r a c t s  s h a l l :  

( 1 )  B e  i n  w r i t i n g  a n d  b e  

s i g n e d  b y  t h e  b u y e r  a n d  t h e  

s e l l e r ,  a n d  a  c o p y  s h a l l  b e  

p r o v i d e d  t o  t h e  b u y e r  a t  t h e  

t i m e  h e  s i g n s  t h e  c o n t r a c t ;  

( 2 )  N o t  b e  m e a s u r e d  b y  t h e  

l i f e  o f  t h e  b u y e r ;  

( 3 )  N o t  h a v e  a  d u r a t i o n  o f  

s e r v i c e  o t h e r  t h a n  a  d u r a t i o n  

t h a t  i s  a  p r e c i s e l y  m e a s u r e d  

p e r i o d  o f  y e a r s  o r  a n y  d e f i n i t e  

p a r t  o f  a  y e a r  a n d  s h a l l  n o t  

h a v e  a  d u r a t i o n  o f  s e r v i c e  f o r  

a  p e r i o d  i n  e x c e s s  o f  t h r e e  

y e a r s ;  

( 4 )  P r o v i d e  t h a t  a l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a n d  m a t e r i a l  o f  a  

p e r s o n a l  o r  p r i v a t e  n a t u r e  t h a t  

i s  a c q u i r e d  d i r e c t l y  o r  

i n d i r e c t l y  f r o m  a  b u y e r  

i n c l u d i n g  b u t  n o t  l i m i t e d  t o ,  

a n s w e r s  t o  t e s t s  o r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s ,  p h o t o g r a p h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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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三十天內退還相關資料  

 

 

 

 

 

 

第 ( 5 )款   

規定如果因死亡或傷殘，買方無

法享受賣方的服務，則契約應依

在契約提供中設施可用的天數比

例分配，買方僅須針對契約在實

際死亡或傷殘前，可實際使用服

務之期間履行支付，賣方應在收

到 死 亡 或 傷 殘 通 知 後 的 三 十 天

內，退還超出比例金額於買方  

 

 

 

 

 

 

 

 

 

 

 

 

 

 

第 ( 6 )款  

契約之履行應最遲於契約簽訂之

日起的一百八十天內開始  

 

 

第 ( 7 )款  

規定如果買方遷移到賣方所經營

的設施或類似設施，而可接受賣

方契約義務的地點，與賣方原有

居住地相距二十五英里或更遠，

且 買 方 向 賣 方 提 出 書 面 通 知 表

明，計畫遷移並要求終止契約，

則契約應依契約提供設施可用的

所有天數，進行比例分配，買方

僅須針對契約在實際遷移前，買

方仍可得使用服務之期間支付，

期間並不包含契約無償供買方使

o r  b a c k g r o u n d  i n f o r m a t i o n ,  

s h a l l  b e  r e t u r n e d  b y  t h e  s e l l e r  

t o  t h e  b u y e r  b y  r e g u l a r  m a i l  

w i t h i n  t h i r t y  d a y s  a f t e r  t h e  

e x p i r a t i o n  o f  t h e  c o n t r a c t  o r  

a f t e r  t h e  e x p i r a t i o n  f o r  a n y  

r e a s o n  o f  t h e  s e r v i c e  t o  b e  

r e n d e r e d  b y  t h e  s e l l e r ;  

( 5 )  P r o v i d e  t h a t  i f  b y  r e a s o n  

o f  d e a t h  o r  d i s a b i l i t y ,  t h e  

b u y e r  i s  u n a b l e  t o  r e c e i v e  

b e n e f i t s  f r o m  t h e  s e l l e r ' s  

s e r v i c e s ,  t h e  c o n t r a c t  s h a l l  b e  

p r o p o r t i o n a l l y  d i v i d e d  b y  a l l  

o f  t h e  d a y s  i n  w h i c h  t h e  

f a c i l i t y  w a s  m a d e  a v a i l a b l e  t o  

t h e  b u y e r  a s  p a r t  o f  t h e  

c o n t r a c t  o f f e r i n g ,  a n d  t h e  

b u y e r  s h a l l  b e  l i a b l e  f o r  

p a y m e n t s  o n l y  f o r  t h a t  p o r t i o n  

o f  t h e  c o n t r a c t  t h a t  c a n  b e  

a t t r i b u t e d  t o  t h e  p e r i o d  p r i o r  

t o  t h e  b u y e r ' s  a c t u a l  d e a t h  o r  

d i s a b i l i t y ,  e x c l u s i v e  o f  a n y  

p e r i o d  o f  t i m e  i n  w h i c h  t h e  

f a c i l i t y  w a s  m a d e  a v a i l a b l e  t o  

t h e  b u y e r  f r e e  o f  c h a r g e  a s  

p a r t  o f  t h e  c o n t r a c t  o f f e r i n g ,  

a n d  t h e  s e l l e r ,  w i t h i n  t h i r t y  

d a y s  a f t e r  r e c e i v i n g  n o t i c e  o f  

t h e  d e a t h  o r  d i s a b i l i t y ,  s h a l l  

r e t u r n  t o  t h e  b u y e r  o r  h i s  

r e p r e s e n t a t i v e  t h e  a m o u n t  

p a i d  i n  e x c e s s  o f  t h e  

p r o p o r t i o n a l  a m o u n t ;  

( 6 )  P r o v i d e  t h a t  p e r f o r m a n c e  

o f  t h e  c o n t r a c t  w i l l  b e g i n  n o  

l a t e r  t h a n  o n e  h u n d r e d  e i g h t y  

d a y s  f r o m  t h e  d a t e  t h e  

c o n t r a c t  i s  e n t e r e d  i n t o ;  

( 7 )  P r o v i d e  t h a t  i f  t h e  b u y e r  

r e l o c a t e s  t w e n t y - f i v e  m i l e s  o r  

m o r e  f r o m  t h e  f a c i l i t y  

o p e r a t e d  b y  t h e  s e l l e r  o r  a  

s u b s t a n t i a l l y  s i m i l a r  f a c i l i t y  

t h a t  w o u l d  a c c e p t  t h e  s e l l e r ' s  

o b l i g a t i o n  u n d e r  t h e  c o n t r a c t  

a n d  i f  t h e  b u y e r  g i v e s  t h e  

s e l l e r  w r i t t e n  n o t i c e  t h a t  h e  

i n t e n d s  t o  r e l o c a t e  a n d  



221 

用設施之期間，但賣方得要求並

核實合理的遷移證據，賣方應退

還超出比例金額給買方  

 

 

 

 

 

 

 

 

 

 

 

 

 

 

第 ( 8 )款  

規定如果賣方遷移到距離買方居

住地二十五英里或更遠的地方，

或關閉設施，並在買方居住地附

近二十五英里內找不到可履行賣

方契約義務的類似設施，契約應

依在契約提供設施可用的所有天

數，比例分配，期間並不包含契

約無償供買方使用設施之期間，

買方僅須對契約在實際遷移或設

施 關 閉 前 可 以 歸 責 於 賣 方 的 期

間，履行支付，賣方應退還超出

比例金額給買方  

 

 

 

 

 

 

 

 

 

 

 

 

第 ( 9 )款   

不要求買方在設施或服務可供買

方使用前支付超過五十美元或總

契約價格的十分之一的費用，以

較低的金額為準。  

r e q u e s t s  t h a t  t h e  c o n t r a c t  b e  

t e r m i n a t e d ,  t h e  c o n t r a c t  s h a l l  

b e  p r o p o r t i o n a l l y  d i v i d e d  b y  

a l l  o f  t h e  d a y s  i n  w h i c h  t h e  

f a c i l i t y  w a s  m a d e  a v a i l a b l e  t o  

t h e  b u y e r  a s  p a r t  o f  t h e  

c o n t r a c t  o f f e r i n g ,  a n d  t h e  

b u y e r  s h a l l  b e  l i a b l e  f o r  

p a y m e n t s  f o r  o n l y  t h a t  p o r t i o n  

o f  t h e  c o n t r a c t  t h a t  c a n  b e  

a t t r i b u t e d  t o  t h e  p e r i o d  p r i o r  

t o  t h e  b u y e r ' s  a c t u a l  

r e l o c a t i o n ,  e x c l u s i v e  o f  a n y  

p e r i o d  o f  t i m e  i n  w h i c h  t h e  

f a c i l i t y  w a s  m a d e  a v a i l a b l e  t o  

t h e  b u y e r  f r e e  o f  c h a r g e  a s  

p a r t  o f  t h e  c o n t r a c t  o f f e r i n g ,  

p r o v i d e d ,  t h a t  t h e  s e l l e r  m a y  

r e q u i r e  a n d  v e r i f y  r e a s o n a b l e  

e v i d e n c e  o f  r e l o c a t i o n ,  a n d  

t h e  s e l l e r  s h a l l  r e t u r n  t o  t h e  

b u y e r  t h e  a m o u n t  p a i d  i n  

e x c e s s  o f  t h e  p r o p o r t i o n a l  

a m o u n t ;  

( 8 )  P r o v i d e  t h a t  i f  t h e  s e l l e r  

r e l o c a t e s  t h e  f a c i l i t y  t w e n t y -

f i v e  m i l e s  o r  m o r e  f r o m  t h e  

b u y e r ' s  r e s i d e n c e  o r  c l o s e s  

t h e  f a c i l i t y  a n d  a  

s u b s t a n t i a l l y  s i m i l a r  f a c i l i t y  

t h a t  w o u l d  a c c e p t  t h e  s e l l e r ' s  

o b l i g a t i o n  u n d e r  t h e  c o n t r a c t  

i s  n o t  w i t h i n  t w e n t y - f i v e  

m i l e s  o f  t h e  b u y e r ' s  

r e s i d e n c e ,  t h e  c o n t r a c t  s h a l l  

b e  p r o p o r t i o n a l l y  d i v i d e d  b y  

a l l  o f  t h e  d a y s  i n  w h i c h  t h e  

f a c i l i t y  w a s  m a d e  a v a i l a b l e  t o  

t h e  b u y e r  a s  p a r t  o f  t h e  

c o n t r a c t  o f f e r i n g ,  a n d  t h e  

b u y e r  s h a l l  b e  l i a b l e  f o r  

p a y m e n t s  f o r  o n l y  t h a t  p o r t i o n  

o f  t h e  c o n t r a c t  t h a t  c a n  b e  

a t t r i b u t e d  t o  t h e  p e r i o d  p r i o r  

t o  t h e  s e l l e r ' s  a c t u a l  

r e l o c a t i o n  o r  c l o s i n g  o f  t h e  

f a c i l i t y ,  e x c l u s i v e  o f  a n y  

p e r i o d  o f  t i m e  i n  w h i c h  t h e  

f a c i l i t y  w a s  m a d e  a v a i l a b l e  t o  

t h e  b u y e r  f r e e  o f  c h a r g e  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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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每份預付娛樂契約必須標

明買方實際簽署契約的日期，並

由賣方提供已簽署且符合法規的

契約副本。  

 

p a r t  o f  t h e  c o n t r a c t  o f f e r i n g ,  

a n d  t h e  s e l l e r  s h a l l  r e t u r n  t o  

t h e  b u y e r  t h e  a m o u n t  p a i d  i n  

e x c e s s  o f  t h e  p r o p o r t i o n a l  

a m o u n t ;  

( 9 )  N o t  r e q u i r e  t h e  b u y e r  t o  

p a y  m o r e  t h a n  f i f t y  d o l l a r s  o r  

t e n  p e r  c e n t  o f  t h e  t o t a l  

c o n t r a c t  p r i c e ,  w h i c h e v e r  i s  

t h e  l e s s e r  a m o u n t ,  p r i o r  t o  t h e  

d a t e  o n  w h i c h  t h e  f a c i l i t y  o r  

s e r v i c e  t h a t  i s  t h e  s u b j e c t  o f  

t h e  c o n t r a c t  i s  a v a i l a b l e  f o r  

u s e  b y  t h e  b u y e r.  

 

3 .各州家用天然資源規範譯文  

( 1 )緬因州法 111 0 條 1 ~ 4 項   

譯文  原文  

第 1 項  契約和招攬要求  

任何提供價格保證計劃（包括預

付契約和其他類似條款）的契約

必須以書面形式存在，價格計劃

的條款和條件必須以清晰的語言

披露，並以不少於 1 2 號粗體字

的統一字體打印，並於可能影響

價格或服務之語言變更時，立即

隨之變更。  

 

 

 

 

 

 

 

 

 

 

 

 

 

 

 

 

 

 

第 1 - A 項  註冊  

提供預付契約的經銷商，每年 6

1 .  C o n t r a c t  a n d  s o l i c i t a t i o n  

r e q u i r e m e n t s .  A c o n t r a c t  f o r  

t h e  r e t a i l  s a l e  o f  h o m e  h e a t i n g  

o i l ,  k e r o s e n e  o r  l i q u e f i e d  

p e t r o l e u m  g a s  t h a t  o f f e r s  a  

g u a r a n t e e d  p r i c e  p l a n ,  

i n c l u d i n g  a  p r e p a i d  c o n t r a c t  

a n d  a n y  o t h e r  s i m i l a r  t e r m ,  

m u s t  b e  i n  w r i t i n g  a n d  t h e  

t e r m s  a n d  c o n d i t i o n s  o f  t h e  

p r i c e  p l a n  m u s t  b e  d i s c l o s e d .  

T h e  d i s c l o s u r e  o f  t e r m s  a n d  

c o n d i t i o n s  m u s t  b e  i n  p l a i n  

l a n g u a g e ,  m u s t  i m m e d i a t e l y  

f o l l o w  t h e  l a n g u a g e  

c o n c e r n i n g  t h e  p r i c e  o r  

s e r v i c e  t h a t  c o u l d  b e  a f f e c t e d  

a n d  m u s t  b e  p r i n t e d  i n  n o  l e s s  

t h a n  1 2 - p o i n t  b o l d f a c e  t y p e  o f  

u n i f o r m  f o n t .  A s o l i c i t a t i o n  

f o r  t h e  r e t a i l  s a l e  o f  h o m e  

h e a t i n g  o i l ,  k e r o s e n e  o r  

l i q u e f i e d  p e t r o l e u m  g a s  t h a t  

o f f e r s  a  g u a r a n t e e d  p r i c e  p l a n  

t h a t  c o u l d  b e c o m e  a  c o n t r a c t  

u p o n  a  r e s p o n s e  f r o m  a  

c o n s u m e r ,  i n c l u d i n g  a  p r e p a i d  

c o n t r a c t  a n d  a n y  o t h e r  s i m i l a r  

t e r m ,  m u s t  b e  i n  w r i t i n g  a n d  

t h e  t e r m s  a n d  c o n d i t i o n s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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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 0 日前，應向金融監管局局

長表明註冊意向，註冊必須使用

局長提供的表格，並附帶 1 0 0 美

元之規費。依本條收到的費用，

應由局長用於管理本節。這些資

金的任何餘額不會過期，而必須

保留，以在下一個財政年度中用

於相同目的。  

 

 

 

 

 

 

 

 

 

第 1 - B 項  申報  

依本條提供預付契約的經銷商，

每年 1 0 月 3 1 日前，應向專業和

金融監管局局長提交一份年度報

告，證明其已滿足本節的要求，

包括如何為預付契約提供擔保。

報告必須使用局長提供的表格。

該表格必須明確標註警告，表示

在 表 格 上 作 虛 假 陳 述 屬 於 《 第

1 7 - A 號標題》第 4 5 3 節所規定

的 D 級罪行。報告必須由經銷商

簽署。如果經銷商是公司，則報

告必須由總裁或公司的一名高級

職員簽署，並且必須包括公司董

事會的所有成員列表。局長不得

對表格或提交報告收取費用。  

 

 

 

 

 

 

 

 

 

 

 

 

第 2 項  預付契約所需的擔保  

家用暖氣、煤油或液化石油氣經

t h a t  o f f e r  m u s t  b e  d i s c l o s e d  i n  

p l a i n  l a n g u a g e .  

1 - A .  R e g i s t r a t i o n .  A h o m e  

h e a t i n g  o i l ,  k e r o s e n e  o r  

l i q u e f i e d  p e t r o l e u m  g a s  

d e a l e r  w h o  o f f e r s  p r e p a i d  

c o n t r a c t s  u n d e r  t h i s  s e c t i o n  

s h a l l  r e g i s t e r  t h e  d e a l e r ' s  

i n t e n t  t o  o f f e r  s u c h  c o n t r a c t s  

w i t h  t h e  C o m m i s s i o n e r  o f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a n d  F i n a n c i a l  

R e g u l a t i o n  b y  J u n e  3 0 t h  o f  

e a c h  y e a r .  R e g i s t r a t i o n  m u s t  

b e  o n  a  f o r m  p r o v i d e d  b y  t h e  

c o m m i s s i o n e r ,  a c c o m p a n i e d  

b y  a  f e e  o f  $ 1 0 0 .  F e e s  

r e c e i v e d  u n d e r  t h i s  

s u b s e c t i o n  m u s t  b e  u s e d  b y  

t h e  c o m m i s s i o n e r  t o  

a d m i n i s t e r  t h i s  s e c t i o n .  A n y  

b a l a n c e  o f  t h e s e  f u n d s  d o e s  

n o t  l a p s e  b u t  m u s t  b e  c a r r i e d  

f o r w a r d  t o  b e  e x p e n d e d  f o r  

t h e  s a m e  p u r p o s e  i n  t h e  

f o l l o w i n g  f i s c a l  y e a r .  

1 - B .  R e p o r t .  A h o m e  h e a t i n g  

o i l ,  k e r o s e n e  o r  l i q u e f i e d  

p e t r o l e u m  g a s  d e a l e r  w h o  

o f f e r s  p r e p a i d  c o n t r a c t s  u n d e r  

t h i s  s e c t i o n  s h a l l  f i l e  a n  

a n n u a l  r e p o r t  w i t h  t h e  

C o m m i s s i o n e r  o f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a n d  F i n a n c i a l  R e g u l a t i o n  b y  

O c t o b e r  3 1 s t  o f  e a c h  y e a r  

d e m o n s t r a t i n g  h o w  t h e  d e a l e r  

h a s  s a t i s f i e d  t h e  r e q u i r e m e n t s  

o f  t h i s  s e c t i o n ,  i n c l u d i n g  h o w  

t h e  p r e p a i d  c o n t r a c t s  a r e  

s e c u r e d .  T h e  r e p o r t  m u s t  b e  

m a d e  o n  a  f o r m  p r o v i d e d  b y  

t h e  c o m m i s s i o n e r .  T h e  f o r m  

m u s t  c o n s p i c u o u s l y  b e a r  t h e  

w a r n i n g  t h a t  m a k i n g  a  f a l s e  

s t a t e m e n t  o n  t h e  f o r m  i s  a  

C l a s s  D  c r i m e  u n d e r  T i t l e  1 7 -

A ,  s e c t i o n  4 5 3 .  T h e  r e p o r t  

m u s t  b e  s i g n e d  b y  t h e  d e a l e r .  

I f  t h e  d e a l e r  i s  a  c o r p o r a t i o n ,  

t h e  r e p o r t  m u s t  b e  s i g n e d  b y  

e i t h e r  t h e  p r e s i d e n t  o r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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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商，不得在未符合本款規定之

以下任一條件的情況下，與消費

者訂立預付契約，以向消費者提

供家用暖氣油、煤油或液化石油

氣：  

 

 

 

 

第 A 款  

暖氣、煤油或液化石油氣契約或

其他類似承諾，允許經銷商以固

定價格購買家用暖氣油、煤油或

液化石油氣，數量不得低於經銷

商依所有預付契約承諾交付的最

大加侖數的 7 5％；  

 

 

 

 

第 B 款  

保證金，金額不得低於經銷商依

所有預付家用暖氣油、煤油或液

化石油氣契約，由消費者支付的

資金總額的 5 0％。  

 

 

第 C 款  

信用證，金額不得低於經銷商根

據所有預付家用暖氣油、煤油或

液化石油氣契約，由消費者支付

的資金總額的 1 0 0％。  

經銷商應在預付家用暖氣、煤油

或液化石油氣契約有效期內，維

持依第 2 項要求的期貨契約或其

他類似承諾的金額，保證金或信

用證，但期間內的期貨契約或保

證金金額可以減少，以反映已經

交付並由消費者支付的家用暖氣

油、煤油或液化石油氣的任何數

量。  

 

第 3 項   

交易商應在預付家用暖氣、煤油

或液化石油氣契約有效期間維持

o f f i c e r  o f  t h e  c o r p o r a t i o n  a n d  

m u s t  i n c l u d e  a  l i s t  o f  a l l  o f  

t h e  m e m b e r s  o f  t h e  b o a r d  o f  

d i r e c t o r s  o f  t h e  c o r p o r a t i o n .  

T h e  c o m m i s s i o n e r  m a y  n o t  

c h a r g e  a  f e e  f o r  t h e  f o r m  o r  

f o r  f i l i n g  t h e  r e p o r t .  

2 .  S e c u r i t y  f o r  p r e p a i d  

c o n t r a c t s  r e q u i r e d ;  o p t i o n s .  A 

h o m e  h e a t i n g  o i l ,  k e r o s e n e  o r  

l i q u e f i e d  p e t r o l e u m  g a s  

d e a l e r  m a y  n o t  e n t e r  i n t o  a  

p r e p a i d  c o n t r a c t  t o  p r o v i d e  

h o m e  h e a t i n g  o i l ,  k e r o s e n e  o r  

l i q u e f i e d  p e t r o l e u m  g a s  t o  a  

c o n s u m e r  u n l e s s  t h a t  d e a l e r  

h a s  o b t a i n e d  a n d  m a i n t a i n s  i n  

a c c o r d a n c e  w i t h  s u b s e c t i o n  3  

a n y  o n e  o f  t h e  f o l l o w i n g :  

A .  H e a t i n g  o i l ,  k e r o s e n e  o r  

l i q u e f i e d  p e t r o l e u m  g a s  

c o n t r a c t s  o r  o t h e r  s i m i l a r  

c o m m i t m e n t s  t h a t  a l l o w  t h e  

d e a l e r  t o  p u r c h a s e ,  a t  a  f i x e d  

p r i c e ,  h e a t i n g  o i l ,  k e r o s e n e  o r  

l i q u e f i e d  p e t r o l e u m  g a s  i n  a n  

a m o u n t  n o t  l e s s  t h a n  7 5 %  o f  

t h e  m a x i m u m  n u m b e r  o f  

g a l l o n s  t h a t  t h e  d e a l e r  i s  

c o m m i t t e d  t o  d e l i v e r  p u r s u a n t  

t o  a l l  p r e p a i d  c o n t r a c t s  

e n t e r e d  i n t o  b y  t h e  d e a l e r ;  

B .  A s u r e t y  b o n d  i n  a n  a m o u n t  

n o t  l e s s  t h a n  5 0 %  o f  t h e  t o t a l  

a m o u n t  o f  f u n d s  p a i d  t o  t h e  

d e a l e r  b y  c o n s u m e r s  p u r s u a n t  

t o  a l l  p r e p a i d  h e a t i n g  o i l ,  

k e r o s e n e  o r  l i q u e f i e d  

p e t r o l e u m  g a s  c o n t r a c t s  

e n t e r e d  i n t o  b y  t h e  d e a l e r ;  o r  

C .  A l e t t e r  o f  c r e d i t  i n  a n  

a m o u n t  n o t  l e s s  t h a n  1 0 0 %  o f  

t h e  t o t a l  a m o u n t  o f  f u n d s  p a i d  

t o  t h e  d e a l e r  b y  c o n s u m e r s  

p u r s u a n t  t o  a l l  p r e p a i d  

h e a t i n g  o i l ,  k e r o s e n e  o r  

l i q u e f i e d  p e t r o l e u m  g a s  

c o n t r a c t s  e n t e r e d  i n t o  b y  t h e  

d e a l e r .  

 



225 

與契約訂立相同或近似之價格、

根據第 2 條規定所需的保證金或

信用狀的金額，但是在此期間，

價格保證契約或保證金的金額可

以根據已交付並由消費者支付的

家用暖氣油、煤油或液化石油氣

金額進行調整。  

 

 

 

 

 

 

 

第 4 項  

預付家用暖氣油、煤油或液化石

油氣契約必須說明以下：  

 

 

第 A 款  

消費者依契約支付之資金金額。  

 

第 B 款  

經銷商依契約對消費者承諾交付

的家用暖氣油、煤油或液化石油

氣的最大加侖數。  

 

 

第 C 款  

預付契約的履行由第 2 項所規定

之方式之一進行履約擔保。  

 

 

 

 

 

 

 

 

3 .  M a i n t e n a n c e  o f  s e c u r i t y.  A 

d e a l e r  s h a l l  m a i n t a i n  t h e  

a m o u n t  o f  f u t u r e s  c o n t r a c t s  o r  

o t h e r  s i m i l a r  c o m m i t m e n t s ,  

t h e  a m o u n t  o f  t h e  s u r e t y  b o n d  

o r  t h e  l e t t e r  o f  c r e d i t  r e q u i r e d  

b y  s u b s e c t i o n  2  f o r  t h e  p e r i o d  

o f  t i m e  f o r  w h i c h  t h e  p r e p a i d  

h o m e  h e a t i n g  o i l ,  k e r o s e n e  o r  

l i q u e f i e d  p e t r o l e u m  g a s  

c o n t r a c t s  a r e  e f f e c t i v e ,  

e x c e p t  t h a t  t h e  a m o u n t  o f  t h e  

f u t u r e s  c o n t r a c t s  o r  s u r e t y  

b o n d  m a y  b e  r e d u c e d  d u r i n g  

s u c h  p e r i o d  o f  t i m e  t o  r e f l e c t  

a n y  a m o u n t  o f  h o m e  h e a t i n g  

o i l ,  k e r o s e n e  o r  l i q u e f i e d  

p e t r o l e u m  g a s  a l r e a d y  

d e l i v e r e d  t o  a n d  p a i d  f o r  b y  

t h e  c o n s u m e r.  

4 .  D i s c l o s u r e ;  a d d i t i o n a l  

c o n t r a c t  r e q u i r e m e n t s .  A 

p r e p a i d  h o m e  h e a t i n g  o i l ,  

k e r o s e n e  o r  l i q u e f i e d  

p e t r o l e u m  g a s  c o n t r a c t  m u s t  

i n d i c a t e :  

A .  T h e  a m o u n t  o f  f u n d s  p a i d  

b y  t h e  c o n s u m e r  t o  t h e  d e a l e r  

u n d e r  t h e  c o n t r a c t ;  

B .  T h e  m a x i m u m  n u m b e r  o f  

g a l l o n s  o f  h o m e  h e a t i n g  o i l ,  

k e r o s e n e  o r  l i q u e f i e d  

p e t r o l e u m  g a s  c o m m i t t e d  b y  

t h e  d e a l e r  f o r  d e l i v e r y  t o  t h e  

c o n s u m e r  p u r s u a n t  t o  t h e  

c o n t r a c t ;  a n d  

C .  T h a t  t h e  p e r f o r m a n c e  o f  

t h e  p r e p a i d  c o n t r a c t  i s  

s e c u r e d  b y  o n e  o f  t h e  o p t i o n s  

s e t  f o r t h  i n  s u b s e c t i o n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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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佛蒙特州法 2 4 6 1 e 條  1 8 2  

譯文  原文  

第 ( a )項  契約和招攬要求  

 

第 ( 1 )款   

提供價格保證計劃（包括固定價

格契約、預付契約、成本加價契

約 和 其 他 類 似 條 款 ） 的 家 用 暖

氣、煤油或液化石油氣零售銷售

契約，應以書面形式存在，並公

開這些價格計劃的條款與條件。

該等條款之公開應以清晰的語言

進行，可能受到影響的價格或服

務相關的語言變更時，應即變更

之，並以不少於 1 2 號粗體字的

統一字體打印。提供家用暖氣油

或 液 化 石 油 氣 的 零 售 銷 售 與 招

攬，若提供可透過消費者承諾而

成為契約的保證價格計劃（包括

固定價格契約、預付契約、成本

加價契約和其他類似條款），亦

應以書面形式為之，並披露該提

案的條款和條件，以清晰的語言

進行之。  

 

 

 

 

 

 

 

 

 

第 ( 2 )款   

本小節第 ( 1 )項的規定不適用於

先來先得的優惠活動。  

第 ( b )項  預付契約之擔保  

第 ( 1 )款  

家用暖氣、煤油或液化石油氣經

銷商，不得在接受契約後的七天

內，向消費者提供家用暖氣油、

煤油或液化石油氣之契約服務，

除該經銷商在接受契約後的七天

( a )  C o n t r a c t  a n d  s o l i c i t a t i o n  

r e q u i r e m e n t s .  

( 1 )  A c o n t r a c t  f o r  t h e  r e t a i l  

s a l e  o f  h o m e  h e a t i n g  o i l ,  

k e r o s e n e ,  o r  l i q u e f i e d  

p e t r o l e u m  g a s  t h a t  o f f e r s  a  

g u a r a n t e e d  p r i c e  p l a n ,  

i n c l u d i n g  a  f i x e d  p r i c e  

c o n t r a c t ,  a  p r e p a i d  c o n t r a c t ,  a  

c o s t - p l u s  c o n t r a c t ,  a n d  a n y  

o t h e r  s i m i l a r  t e r m s ,  s h a l l  b e  

i n  w r i t i n g ,  a n d  t h e  t e r m s  a n d  

c o n d i t i o n s  o f  s u c h  p r i c e  p l a n s  

s h a l l  b e  d i s c l o s e d .  S u c h  

d i s c l o s u r e  s h a l l  b e  i n  p l a i n  

l a n g u a g e  a n d  s h a l l  

i m m e d i a t e l y  f o l l o w  t h e  

l a n g u a g e  c o n c e r n i n g  t h e  p r i c e  

o r  s e r v i c e  t h a t  c o u l d  b e  

a f f e c t e d  a n d  s h a l l  b e  p r i n t e d  

i n  n o  l e s s  t h a n  1 2 - p o i n t  

b o l d f a c e  t y p e  o f  u n i f o r m  f o n t .  

A s o l i c i t a t i o n  f o r  t h e  r e t a i l  

s a l e  o f  h o m e  h e a t i n g  o i l  o r  

l i q u e f i e d  p e t r o l e u m  g a s  t h a t  

o f f e r s  a  g u a r a n t e e d  p r i c e  p l a n  

t h a t  c o u l d  b e c o m e  a  c o n t r a c t  

u p o n  a  r e s p o n s e  f r o m  a  

c o n s u m e r ,  i n c l u d i n g  a  f i x e d  

p r i c e  c o n t r a c t ,  a  p r e p a i d  

c o n t r a c t ,  a  c o s t - p l u s  c o n t r a c t ,  

a n d  a n y  o t h e r  s i m i l a r  t e r m s ,  

s h a l l  b e  i n  w r i t i n g ,  a n d  t h e  

t e r m s  a n d  c o n d i t i o n s  o f  s u c h  

o f f e r  s h a l l  b e  d i s c l o s e d  i n  

p l a i n  l a n g u a g e .  

( 2 )  S u b d i v i s i o n  ( 1 )  o f  t h i s  

s u b s e c t i o n  d o e s  n o t  p r e c l u d e  

a  f i r s t  c o m e ,  f i r s t  s e r v e d  

o f f e r i n g .  

( b )  S e c u r i t y  f o r  p r e p a i d  

c o n t r a c t s .  

( 1 )  N o  h o m e  h e a t i n g  o i l ,  

k e r o s e n e ,  o r  l i q u e f i e d  

p e t r o l e u m  g a s  d e a l e r  s h a l l  

 
1 8 2 9  V. S . A .  §  2 4 6 1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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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 符 合 以 下 選 項 中 的 任 意 一

項：  

 

 

 

第 ( A )目  

貨物擔保契約：允許經銷商以固

定價格購買家用暖氣油、煤油或

液化石油氣的契約或其他類似承

諾，數量不得低於經銷商依所有

預付契約承諾交付的最大加侖數

的 7 5％。  

 

 

 

 

 

第 ( B )目   

保證金：金額不得低於經銷商依

預付家用暖氣油、煤油或液化石

油氣契約由消費者支付的資金總

額的 5 0％。  

 

 

第 ( C )目   

信用額度、信用證、現金：經銷

商獲得來自 F D I C 保險機構的信

用額度、信用證、 F D I C 保險帳

戶或功能上等同的帳戶，或者以

上幾種方式的組合者，金額上應

表示出經銷商依所有預付契約承

諾 交 付 的 最 大 加 侖 數 的 成 本 的

1 0 0％。成本將在契約簽訂時計

算之。  

 

 

 

 

 

 

第 ( 2 )款  

經銷商應在預付家用暖氣、煤油

或液化石油氣契約有效期內，維

持 本 小 節 所 要 求 的 期 貨 契 約 數

量，但在此期間期貨契約數量得

就已交付並由消費者支付的家用

e n t e r  i n t o  a  p r e p a i d  c o n t r a c t  

t o  p r o v i d e  h o m e  h e a t i n g  o i l ,  

k e r o s e n e ,  o r  l i q u e f i e d  

p e t r o l e u m  g a s  t o  a  c o n s u m e r  

u n l e s s  t h a t  d e a l e r  h a s ,  w i t h i n  

s e v e n  d a y s  o f  t h e  a c c e p t a n c e  

o f  t h e  c o n t r a c t ,  o b t a i n e d  a n d  

m a i n t a i n e d  a n y  o n e  o f  t h e  

f o l l o w i n g :  

( A )  F u t u r e s  c o n t r a c t .  H e a t i n g  

o i l ,  k e r o s e n e ,  o r  l i q u e f i e d  

p e t r o l e u m  g a s  c o n t r a c t s  o r  

o t h e r  s i m i l a r  c o m m i t m e n t s  

t h a t  a l l o w  t h e  d e a l e r  t o  

p u r c h a s e ,  a t  a  f i x e d  p r i c e ,  

h e a t i n g  o i l ,  k e r o s e n e ,  o r  

l i q u e f i e d  p e t r o l e u m  g a s  i n  a n  

a m o u n t  n o t  l e s s  t h a n  7 5  

p e r c e n t  o f  t h e  m a x i m u m  

n u m b e r  o f  g a l l o n s  t h a t  t h e  

d e a l e r  i s  c o m m i t t e d  t o  d e l i v e r  

p u r s u a n t  t o  a l l  p r e p a i d  

c o n t r a c t s  e n t e r e d  i n t o  b y  t h e  

d e a l e r .  

( B )  S u r e t y  b o n d .  A s u r e t y  

b o n d  i n  a n  a m o u n t  n o t  l e s s  

t h a n  5 0  p e r c e n t  o f  t h e  t o t a l  

a m o u n t  o f  f u n d s  p a i d  t o  t h e  

d e a l e r  b y  c o n s u m e r s  p u r s u a n t  

t o  p r e p a i d  h e a t i n g  o i l ,  

k e r o s e n e ,  o r  l i q u e f i e d  

p e t r o l e u m  g a s  c o n t r a c t s .  

( C )  L i n e  o f  c r e d i t ,  l e t t e r  o f  

c r e d i t ,  c a s h .  A l i n e  o f  c r e d i t  

f r o m  a n  F D I C - i n s u r e d  

i n s t i t u t i o n ,  l e t t e r  o f  c r e d i t  

f r o m  a n  F D I C - i n s u r e d  

i n s t i t u t i o n ,  c a s h  i n  a n  F D I C -

i n s u r e d  a c c o u n t  o r  a  

f u n c t i o n a l l y  e q u i v a l e n t  

a c c o u n t ,  o r  c o m b i n a t i o n  

t h e r e o f  i n  a n  a m o u n t  t h a t  

r e p r e s e n t s  1 0 0  p e r c e n t  o f  t h e  

c o s t  t o  t h e  d e a l e r  o f  t h e  

m a x i m u m  n u m b e r  o f  g a l l o n s  

t h a t  t h e  d e a l e r  i s  c o m m i t t e d  

t o  d e l i v e r  p u r s u a n t  t o  a l l  

p r e p a i d  c o n t r a c t s  e n t e r e d  i n t o  

b y  t h e  d e a l e r .  T h e  c o s t  s h a l l  

b e  c a l c u l a t e d  a t  t h e  t i m e  t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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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氣油、煤油或液化石油氣的任

何數量，進行減少。  

 

 

 

 

 

 

 

第 ( 3 )款  

本小節第 ( 1 )項的規定，不適用

於消費者依預算計劃每月支付其

全年暖氣燃料費用的 1 / 1 2。  

 

 

c o n t r a c t s  a r e  e n t e r e d  i n t o .  

( 2 )  A d e a l e r  s h a l l  m a i n t a i n  t h e  

a m o u n t  o f  f u t u r e s  c o n t r a c t s  

r e q u i r e d  b y  t h i s  s u b s e c t i o n  

f o r  t h e  p e r i o d  o f  t i m e  f o r  

w h i c h  t h e  p r e p a i d  h o m e  

h e a t i n g  o i l ,  k e r o s e n e ,  o r  

l i q u e f i e d  p e t r o l e u m  g a s  

c o n t r a c t s  a r e  e f f e c t i v e ,  

e x c e p t  t h a t  t h e  a m o u n t  o f  t h e  

f u t u r e s  c o n t r a c t s  m a y  b e  

r e d u c e d  d u r i n g  s u c h  p e r i o d  o f  

t i m e  t o  r e f l e c t  a n y  a m o u n t  o f  

h o m e  h e a t i n g  o i l ,  k e r o s e n e ,  o r  

l i q u e f i e d  p e t r o l e u m  g a s  

a l r e a d y  d e l i v e r e d  t o  a n d  p a i d  

f o r  b y  t h e  c o n s u m e r .  

( 3 )  S u b d i v i s i o n  ( 1 )  o f  t h i s  

s u b s e c t i o n  s h a l l  n o t  a p p l y  t o  

b u d g e t  p l a n s  u n d e r  w h i c h  

c o n s u m e r s  p a y  1 / 1 2  t h  o f  t h e i r  

y e a r l y  h e a t i n g  f u e l  c o s t  e a c h  

m o n t h .  

4 .各州行政管制之規範譯文  

( 1 )內華達州行政法規 6 2 4 . 6 9 5 7 5 條 1 8 3  

譯文  原文  

第 1 項  

發放或更新涉及住宅游泳池或按

摩 池 工 作 許 可 證 的 申 請 人 ， 依

N R S  6 2 4 . 2 7 6 條款應提供債券

或保證金，僅用於保護消費者，

應在其申請提交一份陳述書，詳

述以下內容：  

 

 

第 ( a )款   

申請人在申請日期前 1 2 個月內

所簽訂的所有涉及住宅游泳池或

按摩池工作的契約總價值。  

 

 

第 ( b )款   

申請人預計在申請日期後 1 2 個

月內要簽訂的所有涉及住宅游泳

1 .  A n  a p p l i c a n t  f o r  t h e  

i s s u a n c e  o r  r e n e w a l  o f  a  

l i c e n s e  t o  p e r f o r m  w o r k  

c o n c e r n i n g  a  r e s i d e n t i a l  p o o l  

o r  s p a  w h o  i s  r e q u i r e d  t o  

p r o v i d e  a  b o n d  o r  c a s h  d e p o s i t  

s o l e l y  f o r  t h e  p r o t e c t i o n  o f  

c o n s u m e r s  p u r s u a n t  t o  N R S  

6 2 4 . 2 7 6  s h a l l  s u b m i t  w i t h  h i s  

o r  h e r  a p p l i c a t i o n  a n  a f f i d a v i t  

t h a t  s e t s  f o r t h :  

( a )  T h e  a g g r e g a t e  v a l u e  o f  a l l  

c o n t r a c t s  f o r  w o r k  c o n c e r n i n g  

a  r e s i d e n t i a l  p o o l  o r  s p a  t h a t  

t h e  a p p l i c a n t  e n t e r e d  i n t o  

d u r i n g  t h e  1 2  m o n t h s  

i m m e d i a t e l y  p r e c e d i n g  t h e  

d a t e  o f  h i s  o r  h e r  a p p l i c a t i o n ;  

( b )  T h e  a g g r e g a t e  v a l u e  o f  a l l  

c o n t r a c t s  f o r  w o r k  c o n c e r n i n g  

 
1 8 3 N A C  6 2 4 . 6 9 5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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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 或 按 摩 池 工 作 的 契 約 的 總 價

值。  

 

 

第 ( c )款   

申請人在申請日期前 1 2 個月內

所簽訂的所有涉及住宅游泳池或

按摩池工作的契約的平均金額。  

 

 

第 ( d )款   

在申請日期當天處理中的涉及住

宅游泳池或按摩池工作的契約數

量。  

第 2 項  

在確定申請人的保證金或現金存

款金額時，評估委員會將考慮申

請人的財務和專業能力與其業務

規模，但通常將依以下兩者中的

較大值決定其所應繳納之保證金

金額：  

 

 

 

 

 

 

 

 

第 ( a )款   

申請人在申請日期前 1 2 個月內

所簽訂的所有涉及住宅游泳池或

按摩池工作的契約的總價值。  

第 ( b )款  

申請人預計在申請日期後 1 2 個

月內將簽訂的所有涉及住宅游泳

池或按摩池工作之契約總價值，

並 將 確 定 保 證 金 或 存 款 金 額 如

下：  

契約總價值  保證金  

2 5 , 0 0 0 元以下  1 0 , 0 0 0 元  

2 5 , 0 0 1  至 5 0 , 0 0 0 元  1 5 , 0 0 0 元  

5 0 , 0 0 1 至 1 0 0 , 0 0 0 元  3 0 , 0 0 0 元  

1 0 0 , 0 0 1 至 2 5 0 , 0 0 0  5 0 , 0 0 0 元  

2 5 0 , 0 0 1 至 5 0 0 , 0 0 0  1 0 0 , 0 0 0 元  

a  r e s i d e n t i a l  p o o l  o r  s p a  t h a t  

t h e  a p p l i c a n t  e x p e c t s  t o  e n t e r  

i n t o  d u r i n g  t h e  1 2  m o n t h s  

i m m e d i a t e l y  f o l l o w i n g  t h e  

d a t e  o f  t h e  a p p l i c a t i o n ;  

( c )  T h e  a v e r a g e  d o l l a r  v a l u e  

o f  a l l  c o n t r a c t s  f o r  w o r k  

c o n c e r n i n g  a  r e s i d e n t i a l  p o o l  

o r  s p a  t h a t  t h e  a p p l i c a n t  

e n t e r e d  i n t o  d u r i n g  t h e  1 2  

m o n t h s  i m m e d i a t e l y  

p r e c e d i n g  t h e  d a t e  o f  t h e  

a p p l i c a t i o n ;  a n d  

( d )  T h e  n u m b e r  o f  c o n t r a c t s  

f o r  w o r k  c o n c e r n i n g  a  

r e s i d e n t i a l  p o o l  o r  s p a  t h a t  

a r e  p e n d i n g  o n  t h e  d a t e  o f  t h e  

a p p l i c a t i o n .  

2 .  I n  f i x i n g  t h e  a m o u n t  o f  a n  

a p p l i c a n t ' s  b o n d  o r  c a s h  

d e p o s i t ,  t h e  B o a r d  w i l l  

c o n s i d e r  t h e  a p p l i c a n t ' s  

f i n a n c i a l  a n d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r e s p o n s i b i l i t y  a n d  t h e  

m a g n i t u d e  o f  h i s  o r  h e r  

o p e r a t i o n s ,  b u t  o r d i n a r i l y  t h e  

B o a r d  w i l l  b a s e  t h e  a m o u n t  o f  

t h e  b o n d  o r  d e p o s i t  o n  t h e  

g r e a t e r  o f  t h e  a g g r e g a t e  v a l u e  

o f  a l l  c o n t r a c t s  f o r  w o r k  

c o n c e r n i n g  a  r e s i d e n t i a l  p o o l  

o r  s p a  t h a t  t h e  a p p l i c a n t  

e n t e r e d  i n t o  d u r i n g  t h e  1 2  

m o n t h s  i m m e d i a t e l y  

p r e c e d i n g  t h e  d a t e  o f  h i s  o r  

h e r  a p p l i c a t i o n  o r  t h e  

a g g r e g a t e  v a l u e  o f  a l l  

c o n t r a c t s  f o r  w o r k  c o n c e r n i n g  

a  r e s i d e n t i a l  p o o l  o r  s p a  t h a t  

t h e  a p p l i c a n t  e x p e c t s  t o  e n t e r  

i n t o  d u r i n g  t h e  1 2  m o n t h s  

i m m e d i a t e l y  f o l l o w i n g  t h e  

d a t e  o f  h i s  o r  h e r  a p p l i c a t i o n  

a n d  f i x  t h e  a m o u n t  o f  t h e  b o n d  

o r  d e p o s i t  a s  f o l l o w s :  

A g g r e g a t e  v a l u e  o f  c o n t r a c t s  

A m o u n t  o f  b o n d  o r  d e p o s i t  

$ 2 5 , 0 0 0  o r  l e s s  $ 1 0 , 0 0 0  

$ 2 5 , 0 0 1  t o  5 0 , 0 0 0 .  $ 1 5 , 0 0 0  

$ 5 0 , 0 0 1  t o  1 0 0 , 0 0 0  $ 3 0 ,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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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0 , 0 0 1 至 1 , 0 0 0 , 0 0 0  2 0 0 , 0 0 0 元  

1 , 0 0 0 , 0 0 1 至 5 , 0 0 0 , 0 0 0 .  3 0 0 , 0 0 0 元  

 

第 3 項  

評估委員會將通知必須提供保證

金的申請人確定的金額。  

 

第 4 項  

不同意評估委員會確定的保證金

或存款金額的申請人，得向評估

委員會提交請願，請求評估委員

會重新考慮金額。請願書必須：  

第 ( a )款   

寫明地址，並在申請人收到金額

通知後 1 0 天內提交給評估委員

會。  

 

第 ( b )款  

具體說明評估委員會應如何修改

確定的金額的理由。  

第 ( c )款   

包括申請人希望評估委員會考慮

的支持請願的所有文件證據。  

 

在 收 到 及 時 提 交 的 請 願 書 後 的

3 0 天內，評估委員會或其指定

人員將全面考慮請願書提出之請

求，確定保證金金額，並通知申

請人確定的金額。重新考慮後確

定 的 保 證 金 或 存 款 金 額 可 能 低

於、高於或與最初確定的金額相

同。  

 

 

 

第 5 項  

評估委員會將向每位需要提供保

證金的申請人，提供一份空白的

保證金表格。保證金將採用以下

大致格式：  

 

   消費者保護之住宅游泳池
和按摩池工作保證金  

許可證保證金號碼：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1 0 0 , 0 0 1  t o  2 5 0 , 0 0 0  $ 5 0 , 0 0 0  

$ 2 5 0 , 0 0 1  t o  5 0 0 , 0 0 0

 $ 1 0 0 , 0 0 0  

$ 5 0 0 , 0 0 1  t o  1 , 0 0 0 , 0 0 0

 $ 2 0 0 , 0 0 0  

$ 1 , 0 0 0 , 0 0 1  t o  5 , 0 0 0 , 0 0 0 .

 $ 3 0 0 , 0 0 0  

3 .  T h e  B o a r d  w i l l  n o t i f y  a n  

a p p l i c a n t  w h o  i s  r e q u i r e d  t o  

p r o v i d e  a  b o n d  o r  c a s h  d e p o s i t  

o f  t h e  a m o u n t  t h e  B o a r d  h a s  

f i x e d .  

4 .  A n  a p p l i c a n t  w h o  d i s a g r e e s  

w i t h  t h e  a m o u n t  o f  t h e  b o n d  

o r  d e p o s i t  f i x e d  b y  t h e  B o a r d  

m a y  p e t i t i o n  t h e  B o a r d  t o  

r e c o n s i d e r  t h e  a m o u n t .  T h e  

p e t i t i o n  m u s t :  

( a )  B e  a d d r e s s e d  t o  t h e  

E x e c u t i v e  O f f i c e r  o f  t h e  

B o a r d  a n d  f i l e d  w i t h  t h e  

B o a r d  w i t h i n  1 0  d a y s  a f t e r  t h e  

a p p l i c a n t  r e c e i v e s  

n o t i f i c a t i o n  o f  t h e  a m o u n t ;  

( b )  S e t  f o r t h  s p e c i f i c  r e a s o n s  

w h y  t h e  a m o u n t  f i x e d  b y  t h e  

B o a r d  s h o u l d  b e  m o d i f i e d ;  

a n d  

( c )  I n c l u d e  a l l  d o c u m e n t a r y  

e v i d e n c e  i n  s u p p o r t  o f  t h e  

p e t i t i o n  t h a t  t h e  a p p l i c a n t  

w i s h e s  t h e  B o a r d  t o  c o n s i d e r .  

 Wi t h i n  3 0  d a y s  a f t e r  

r e c e i v i n g  a  t i m e l y  f i l e d  

p e t i t i o n ,  t h e  B o a r d  o r  i t s  

d e s i g n e e  w i l l  f u l l y  c o n s i d e r  

t h e  i s s u e s  r a i s e d  i n  t h e  

p e t i t i o n ,  f i x  t h e  a m o u n t  o f  t h e  

b o n d  o r  d e p o s i t  a n d  n o t i f y  t h e  

a p p l i c a n t  o f  t h e  a m o u n t .  T h e  

a m o u n t  o f  t h e  b o n d  o r  d e p o s i t  

f i x e d  a f t e r  r e c o n s i d e r a t i o n  

m a y  b e  l e s s  t h a n ,  g r e a t e r  t h a n  

o r  t h e  s a m e  a s  t h e  a m o u n t  

o r i g i n a l l y  f i x e d .  

5 .  T h e  B o a r d  w i l l  p r o v i d e  a  

b l a n k  f o r m  o f  a  b o n d  t o  e a c h  

a p p l i c a n t  r e q u i r e d  t o  p r o v i d e  

s u c h  a  b o n d .  T h e  b o n d  w i l l  b e  

i n  s u b s t a n t i a l l y  t h e  f o l l o w i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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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證明：  

(承包商名稱 )，經營地點位於
(城市名稱 )， (州名稱 )州，作為
本保證金的擔保人（下稱「保證
人」），及 (保證公司名稱 )，依據
內華達州保險法規定獲得執行保
證金的牌照並由全國公認的評級
機構評定為“ A ”或更好的長期債
務信用等級的公司，作為保證
（下稱「擔保公司」），特此在此
向內華達州作擔保，擔保金額為
[保證金金額（以美元表示） ]，
為確保付款，本保證人和擔保公
司在此謹將其本人、各自的繼承
人、執行人、行政人員、繼承人
及受讓人，連帶負責。  

本保證金之條件為：  

鑑於，申請人申請或持有根據內
華達州行政法規第 6 2 4 條所訂明
之內華達州承包商委員會的承包
商許可證，以執行有關住宅游泳
池和按摩池的工作。因此，本保
證金僅為了受益於與承包商簽訂
合約以執行有關住宅游泳池或按
摩池的工作且於內華達州境內之
消費者，該消費者：  

( a )  因承包商未履行合約或未移
除針對該財產提交的留置權而遭
受損害  

( b )  因承包商在履行合約中的任
何非法行為或遺漏而受傷。  

如果對本保證金提起訴訟，保證
人應於收到訴狀和傳票後三十
3 0 天內或訴訟開始後，兩者中
先發生的那一天內通知委員會該
訴訟的情況。保證人對所有索賠
的總累計責任將限於保證金的面
額，無論保證金有效期限或提出
索賠的數量如何。保證人有權通
過在保證金的到期日前至少六十
天向內華達州承包商委員會的辦
事處以掛號郵件方式發送書面通
知來終止其根據本保證金的保證
賬戶。此後，對於根據終止日期

f o r m :  

R E S I D E N T I A L  P O O L  A N D  

S PA  L I C E N S E  B O N D  F O R  T H E  

P R O T E C T I O N  O F  

C O N S U M E R S  

L i c e n s e  B o n d  

N 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 N O W  A L L  P E R S O N S  B Y  

T H E S E  P R E S E N T S :  

T h a 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 a v i n g  a  p r i n c i p a l  

p l a c e  o f  b u s i n e s s  i n  t h e  c i t y  

o 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n  

t h e  S t a t e  o f  . . . . . . . . . . ,  a s  

p r i n c i p a l  ( h e re i n a f t e r  

“ P r i n c i p a l ” ) ,  

a n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c o r p o r a t i o n  

l i c e n s e d  t o  e x e c u t e  s u re t y  

b o n d s  u n d e r  t h e  p ro v i s i o n s  o f  

t h e  N e v a d a  I n s u r a n c e  C o d e ,  

a n d  w h o s e  l o n g - t e r m  

o b l i g a t i o n s  a re  r a t e d  “ A ”  o r  

b e t t e r  b y  a  n a t i o n a l l y  

re c o g n i z e d  r a t i n g  a g e n c y,  a s  

s u re t y  ( h e re i n a f t e r  “ S u re t y ” ) ,  

a re  h e l d  a n d  f i r m l y  b o u n d  t o  

t h e  S t a t e  o f  N e v a d a  i n  t h e  f u l l  

a n d  j u s t  s u m  

o 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o l l a r 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 o r  

w h i c h  p a y m e n t  w e l l  a n d  t r u l y  

t o  b e  m a d e ,  t h e  P r i n c i p a l  a n d  

S u re t y  b i n d  t h e m s e l v e s ,  t h e i r  

re s p e c t i v e  h e i r s ,  e x e c u t o r s ,  

a d m i n i s t r a t o r s ,  s u c c e s s o r s  

a n d  a s s i g n s ,  j o i n t l y  a n d  

s e v e r a l l y ,  f i r m l y  b y  t h e s e  

p re s e n t s .  

T H E  C O N D I T I O N S  O F  T H I S  

O B L I G AT I O N  A R E  S U C H  

T H AT:  

W h e re a s ,  t h e  p r i n c i p a l  h a s  

a p p l i e d  f o r  o r  h o l d s  a  

c o n t r a c t o r ' s  l i c e n s e  w i t h  t h e  

N e v a d a  S t a t e  C o n t r a c t o r s '  

B o a rd  p u r s u a n t  t o  C h a p t e r  

6 2 4  o f  N e v a d a  R e v i s e d  

S t a t u t e s  t o  p e r f o r m  w o r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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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發生的任何委託人的違約，保
證人將被免除其在本保證金下的
責任。保證人的責任僅限於本保
證金生效日期後發生的委託人的
行為、遺漏或違約。  

在根據本保證金提供任何付款
時，無需等待法院行動，保證人
支付的金額將相應減少，但擔保
人應在付款後十天內以書面形式
通知委員會該付款的情況。  

為證明本意向，申請人和上述擔
保公司在 (月份 )月 (日期 )日簽署
了本文件，其生效日期為 [月份 ]

月 [日期 ]日。  

簽署人： [內華達州代理人簽名 ]   

簽署人： [承包商簽名 ]   

代理人牌照號碼： [代理人牌照
號碼 ]  

地址： [代理人地址 ]  擔保人：
[擔保公司名稱 ]（擔保人律師簽
名）  

 

c o n c e r n i n g  re s i d e n t i a l  p o o l s  

a n d  s p a s .  

N O W,  T H E R E F O R E ,  t h i s  b o n d  

i s  m a d e  i n  f a v o r  o f  t h e  S t a t e  

o f  N e v a d a  s o l e l y  f o r  t h e  

b e n e f i t  o f  a  c o n s u m e r  w h o  

e n t e re d  i n t o  a  c o n t r a c t  w i t h  a  

c o n t r a c t o r  t o  p e r f o r m  w o r k  

c o n c e r n i n g  a  re s i d e n t i a l  p o o l  

o r  s p a  a n d :  

( a )  I s  d a m a g e d  b y  t h e  f a i l u re  

o f  t h e  c o n t r a c t o r  t o  p e r f o r m  

t h e  c o n t r a c t  o r  t o  re m o v e  

l i e n s  f i l e d  a g a i n s t  t h e  

p ro p e r t y ;  o r  

( b )  I s  i n j u re d  b y  a n y  u n l a w f u l  

a c t  o r  o m i s s i o n  o f  t h e  

c o n t r a c t o r  i n  t h e  p e r f o r m a n c e  

o f  a  c o n t r a c t .  

I f  a n  a c t i o n  i s  c o m m e n c e d  o n  

t h i s  b o n d ,  t h e  S u re t y  s h a l l  

n o t i f y  t h e  B o a rd  o f  t h e  a c t i o n  

w i t h i n  t h i r t y  ( 3 0 )  d a y s  a f t e r :  

( a )  b e i n g  s e r v e d  w i t h  a  

c o m p l a i n t  a n d  s u m m o n s ;  o r  

( b )  t h e  a c t i o n  i s  c o m m e n c e d ,  

w h i c h e v e r  o c c u r s  f i r s t .  T h e  

t o t a l  a g g re g a t e  l i a b i l i t y  o f  

t h e  S u re t y  f o r  a l l  c l a i m s  s h a l l  

b e  l i m i t e d  t o  t h e  f a c e  a m o u n t  

o f  t h e  b o n d ,  i r re s p e c t i v e  o f  

t h e  n u m b e r  o f  y e a r s  t h e  b o n d  

i s  i n  f o rc e  o r  t h e  n u m b e r  o f  

c l a i m s  f i l e d .  T h e  S u re t y  s h a l l  

h a v e  t h e  r i g h t  t o  t e r m i n a t e  i t s  

s u re t y s h i p  u n d e r  t h i s  

o b l i g a t i o n  b y  s e r v i n g  w r i t t e n  

n o t i c e  o f  i t s  e l e c t i o n  s o  t o  d o  

u p o n  t h e  S t a t e  C o n t r a c t o r s '  

B o a rd ,  a t  i t s  o f f i c e  i n  R e n o ,  

N e v a d a ,  b y  c e r t i f i e d  m a i l  a t  

l e a s t  s i x t y  ( 6 0 )  d a y s  p r i o r  t o  

t h e  d a t e  o f  t e r m i n a t i o n  o f  

s u re t y s h i p .  T h e re a f t e r,  t h e  

S u re t y  s h a l l  b e  d i s c h a rg e d  

f ro m  l i a b i l i t y  h e re u n d e r  f o r  

a n y  d e f a u l t  o f  t h e  P r i n c i p a l  

o c c u r r i n g  a f t e r  t h e  d a t e  o f  

t e r m i n a t i o n .  T h e  l i a b i l i t y  o f  

t h e  S u re t y  s h a l l  b e  c o n f i n e d  t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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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t s ,  o m i s s i o n s  o r  d e f a u l t s  o f  

t h e  P r i n c i p a l  o c c u r r i n g  

s u b s e q u e n t  t o  t h e  e f f e c t i v e  

d a t e  h e re o f .  

N O  A C T I O N  M AY  B E  

C O M M E N C E D  o n  t h i s  b o n d  

a f t e r  t h e  e x p i r a t i o n  o f  t w o  ( 2 )  

y e a r s  f o l l o w i n g  t h e  

c o m m i s s i o n  o f  t h e  a c t  u p o n  

w h i c h  t h e  a c t i o n  i s  b a s e d .  

I N  T H E  E V E N T  t h e  S u re t y  

s h a l l  m a k e  a n y  p a y m e n t s  

h e re u n d e r,  w i t h o u t  a w a i t i n g  

C o u r t  a c t i o n ,  t h e  b o n d  a m o u n t  

s h a l l  b e  re d u c e d  t o  t h e  e x t e n t  

o f  a n y  p a y m e n t  m a d e  b y  t h e  

S u re t y  i n  g o o d  f a i t h  u n d e r  t h e  

b o n d ,  p ro v i d e d  t h e  S u re t y  

s h a l l  n o t i f y  t h e  B o a rd ,  i n  

w r i t i n g ,  w i t h i n  t e n  ( 1 0 )  d a y s  

o f  a n y  p a y m e n t s  m a d e  

h e re u n d e r.  

I N  W I T N E S S  W H E R E O F,  t h e  

P r i n c i p a l  a n d  s a i d  S u re t y  

h a v e  e x e c u t e d  t h i s  i n s t r u m e n t  

o n  t h e  . . . . . . . . . . . . .  d a y  

o 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 o  b e  e f f e c t i v e  o n  

t h e  . . . . . . . . . .  d a y  

o 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 I G N AT U R E  O F  N E VA D A  

A G E N T )  

( S I G N AT U R E  O F  P R I N C I PA L )  

A g e n t  L i c e n s e  

N 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d d re s 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 u re t 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 I G N AT U R E  O F  AT T O R N E Y-

I N - FA C T )  

P O W E R  O F  AT T O R N E Y  M U S T  

B E  AT TA C H E D  

6 .  A n  a p p l i c a n t  r e q u i r e d  t o  

p r o v i d e  a  b o n d  o r  c a s h  d e p o s i t  

m u s t  f i l e  t h e  p r o p e r l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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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x e c u t e d  b o n d  o n  t h e  f o r m  

p r o v i d e d  b y  t h e  B o a r d  o r  

e s t a b l i s h  t h e  d e p o s i t  w i t h i n  

3 0  d a y s  a f t e r  r e c e i v i n g  t h e  

o r i g i n a l  o r  r e c o n s i d e r e d  

n o t i f i c a t i o n  f r o m  t h e  B o a r d  o f  

t h e  a m o u n t  o f  t h e  b o n d  o r  

d e p o s i t  r e q u i r e d .  

( 2 )佛羅里達州法 3 2 0 . 8 2 2 5 條 1 ~ 5 項 1 8 4  

譯文  原文  

第 ( 1 )項  許可證要求  

在本州從事移動房屋或車輛製造

商、分銷商或進口商業務之任何

人，或者在外州製造移動房屋或

休閒車輛，並最終在本州銷售之

人，應在銷售前每年在本州的每

個工廠設廠取得許可證，以及在

外州製造並用於在本州銷售的移

動房屋或車輛的每個工廠設廠取

得許可證。  

 

 

 

 

 

 

 

 

第 ( 2 )項  申請  

許可證申請應依部門規定的表格

填寫，包含足夠之資訊，包含申

請人的身份、位置等。申請亦應

包括保修證明書之副本與申請人

將使用的任何服務協議或政策的

完整說明，以及任何與申請人的

償債能力和財務狀況有關之資訊

與 保 護 公 眾 相 符 的 其 他 相 關 事

項。如果許可證持有人之前已依

本條款提交過初始申請，部門可

以 為 續 訂 申 請 提 供 簡 化 的 申 請

表。續訂許可證的申請應包括更

新初始申請所需的所有資訊。  

 

( 1 )  L i c e n s e  r e q u i r e d . - - A n y  

p e r s o n  w h o  e n g a g e s  i n  t h e  

b u s i n e s s  o f  a  m o b i l e  h o m e  

m a n u f a c t u r e r  o r  a  

r e c r e a t i o n a l  v e h i c l e  

m a n u f a c t u r e r ,  d i s t r i b u t o r ,  o r  

i m p o r t e r  i n  t h i s  s t a t e ,  o r  w h o  

m a n u f a c t u r e s  m o b i l e  h o m e s  o r  

r e c r e a t i o n a l  v e h i c l e s  o u t  o f  

s t a t e  w h i c h  a r e  u l t i m a t e l y  

o f f e r e d  f o r  s a l e  i n  t h i s  s t a t e ,  

s h a l l  o b t a i n  a n n u a l l y  a  

l i c e n s e  f o r  e a c h  f a c t o r y  

l o c a t i o n  i n  t h i s  s t a t e  a n d  f o r  

e a c h  f a c t o r y  l o c a t i o n  o u t  o f  

s t a t e  w h i c h  m a n u f a c t u r e s  

m o b i l e  h o m e s  o r  r e c r e a t i o n a l  

v e h i c l e s  f o r  s a l e  i n  t h i s  s t a t e ,  

p r i o r  t o  d i s t r i b u t i n g  o r  

i m p o r t i n g  m o b i l e  h o m e s  o r  

r e c r e a t i o n a l  v e h i c l e s  f o r  s a l e  

i n  t h i s  s t a t e .  

( 2 )  A p p l i c a t i o n . - - T h e  

a p p l i c a t i o n  f o r  a  l i c e n s e  m u s t  

b e  i n  t h e  f o r m  p r e s c r i b e d  b y  

t h e  d e p a r t m e n t  a n d  c o n t a i n  

s u f f i c i e n t  i n f o r m a t i o n  t o  

d i s c l o s e  t h e  i d e n t i t y,  

l o c a t i o n ,  a n d  r e s p o n s i b i l i t y  

o f  t h e  a p p l i c a n t .  T h e  

a p p l i c a t i o n  m u s t  a l s o  i n c l u d e  

a  c o p y  o f  t h e  w a r r a n t y  a n d  a  

c o m p l e t e  s t a t e m e n t  o f  a n y  

s e r v i c e  a g r e e m e n t  o r  p o l i c y  t o  

b e  u t i l i z e d  b y  t h e  a p p l i c a n t ,  

a n y  i n f o r m a t i o n  r e l a t i n g  t o  

 
1 8 4 We s t ' s  F . S . A .  §  3 2 0 . 8 2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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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3 )項  費用  

提交初始申請時，申請人應向部

門支付 3 0 0 美元的費用。申請人

可 以 選 擇 將 許 可 證 期 限 延 長 1

年，總共 2 年。初始申請人應為

第一年支付 3 0 0 美元，第二年支

付 1 0 0 美元。續訂許可證的申請

人應為 1 年續訂支付 1 0 0 美元，

2 年續訂支付 2 0 0 美元。任何在

當年 1 0 月 1 日前未提交續訂申

請的申請人，應支付與原始申請

費相等的續訂申請費。所有費用

不 予 退 還 ， 且 應 存 入 總 收 入 基

金。  

 

 

 

 

 

 

 

 

 

 

第 ( 4 )項  非本州居民  

申請許可證並非本州居民的人，

應依第 4 8 . 1 8 1 條指定訴訟服務

代理人。  

 

第 ( 5 )項  保證要求  

第 ( a )款  

每年，在獲得製造移動房屋之許

可證之前，申請人或許可證持有

人應提交保證金、現金保證金或

來自金融機構的信用證明書，或

適當的續期證明書，以確保得以

t h e  a p p l i c a n t ' s  s o l v e n c y  a n d  

f i n a n c i a l  s t a n d i n g ,  a n d  a n y  

o t h e r  p e r t i n e n t  m a t t e r  

c o m m e n s u r a t e  w i t h  

s a f e g u a r d i n g  t h e  p u b l i c .  T h e  

d e p a r t m e n t  m a y  p r e s c r i b e  a n  

a b b r e v i a t e d  a p p l i c a t i o n  f o r  

r e n e w a l  o f  a  l i c e n s e  i f  t h e  

l i c e n s e e  h a s  p r e v i o u s l y  f i l e d  

a n  i n i t i a l  a p p l i c a t i o n  

p u r s u a n t  t o  t h i s  s e c t i o n .  T h e  

a p p l i c a t i o n  f o r  r e n e w a l  m u s t  

i n c l u d e  a n y  i n f o r m a t i o n  

n e c e s s a r y  t o  m a k e  c u r r e n t  t h e  

i n f o r m a t i o n  r e q u i r e d  i n  t h e  

i n i t i a l  a p p l i c a t i o n .  

( 3 )  F e e s . - - U p o n  s u b m i t t i n g  a n  

i n i t i a l  a p p l i c a t i o n ,  t h e  

a p p l i c a n t  s h a l l  p a y  t o  t h e  

d e p a r t m e n t  a  f e e  o f  $ 3 0 0 .  

A p p l i c a n t s  m a y  c h o o s e  t o  

e x t e n d  t h e  l i c e n s u r e  p e r i o d  

f o r  1  a d d i t i o n a l  y e a r  f o r  a  

t o t a l  o f  2  y e a r s .  A n  i n i t i a l  

a p p l i c a n t  s h a l l  p a y  t o  t h e  

d e p a r t m e n t  a  f e e  o f  $ 3 0 0  f o r  

t h e  f i r s t  y e a r  a n d  $ 1 0 0  f o r  t h e  

s e c o n d  y e a r .  A n  a p p l i c a n t  f o r  

a  r e n e w a l  l i c e n s e  s h a l l  p a y  t o  

t h e  d e p a r t m e n t  $ 1 0 0  f o r  a  1 -

y e a r  r e n e w a l  o r  $ 2 0 0  f o r  a  2 -

y e a r  r e n e w a l .  A n y  a p p l i c a n t  

f o r  r e n e w a l  w h o  f a i l s  t o  

s u b m i t  a  r e n e w a l  a p p l i c a t i o n  

b y  O c t o b e r  1  o f  t h e  y e a r  o f  i t s  

c u r r e n t  l i c e n s e  e x p i r a t i o n  

s h a l l  p a y  a  r e n e w a l  

a p p l i c a t i o n  f e e  e q u a l  t o  t h e  

o r i g i n a l  a p p l i c a t i o n  f e e .  N o  

f e e  i s  r e f u n d a b l e .  A l l  f e e s  

m u s t  b e  d e p o s i t e d  i n t o  t h e  

G e n e r a l  R e v e n u e  F u n d .  

( 4 )  N o n r e s i d e n t . - - A n y  p e r s o n  

a p p l y i n g  f o r  a  l i c e n s e  w h o  i s  

n o t  a  r e s i d e n t  o f  t h i s  s t a t e  

m u s t  d e s i g n a t e  a n  a g e n t  f o r  

s e r v i c e  o f  p r o c e s s  p u r s u a n t  t o  

s .  4 8 . 1 8 1 .  

( 5 )  R e q u i r e m e n t  o f  

a s s u r a n c 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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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還買受人請求賠償之金額，這

些賠償之請求是因未遵守適當的

製造標準、未提供保修服務或違

反本條款之情事。保證金、現金

保證金或信用證明書的金額應為

5 萬美元。每個製造商只應提交

一份保證金、現金保證金或信用

證 明 書 ， 無 論 有 多 少 個 工 廠 地

點。保證金、現金保證金或信用

證明書，應以保護任何因違反建

築標準或未能履行保修服務而遭

受損失的消費者之目的，提交給

主管機關。主管機關得不批准未

能提供本條款所規定保證的任何

保證金或信用證明書之許可證申

請。在續期、變更或發行新的保

證金、現金保證金或信用證明書

後的 1 0 日內，許可證持有人應

依部門規定的方式向部門提交副

本。  

 

 

 

 

 

 

 

 

 

 

 

 

 

 

 

 

第 ( b )款   

每年，在獲得製造、分銷或進口

休閒車輛之許可證之前，申請人

或許可證持有人應提交保證金，

或者適當的續期證明書，以確保

得 以 償 還 買 受 人 請 求 賠 償 之 金

額，這些賠償之請求是因未遵守

適當的製造標準、未提供保修服

務或違反本條款之相關規定。保

證金的金額必須為每年 1 萬美

( a )  A n n u a l l y,  p r i o r  t o  t h e  

r e c e i p t  o f  a  l i c e n s e  t o  

m a n u f a c t u r e  m o b i l e  h o m e s ,  

t h e  a p p l i c a n t  o r  l i c e n s e e  s h a l l  

s u b m i t  a  s u r e t y  b o n d ,  c a s h  

b o n d ,  o r  l e t t e r  o f  c r e d i t  f r o m  

a  f i n a n c i a l  i n s t i t u t i o n ,  o r  a  

p r o p e r  c o n t i n u a t i o n  

c e r t i f i c a t e ,  s u f f i c i e n t  t o  

a s s u r e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o f  c l a i m s  

a g a i n s t  t h e  l i c e n s e e  f o r  

f a i l u r e  t o  c o m p l y  w i t h  

a p p r o p r i a t e  c o d e  s t a n d a r d s ,  

f a i l u r e  t o  p r o v i d e  w a r r a n t y  

s e r v i c e ,  o r  v i o l a t i o n  o f  a n y  

p r o v i s i o n s  o f  t h i s  s e c t i o n .  

T h e  a m o u n t  o f  t h e  s u r e t y  

b o n d ,  c a s h  b o n d ,  o r  l e t t e r  o f  

c r e d i t  m u s t  b e  $ 5 0 , 0 0 0 .  O n l y  

o n e  s u r e t y  b o n d ,  c a s h  b o n d ,  o r  

l e t t e r  o f  c r e d i t  s h a l l  b e  

r e q u i r e d  f o r  e a c h  

m a n u f a c t u r e r ,  r e g a r d l e s s  o f  

t h e  n u m b e r  o f  f a c t o r y  

l o c a t i o n s .  T h e  s u r e t y  b o n d ,  

c a s h  b o n d ,  o r  l e t t e r  o f  c r e d i t  

m u s t  b e  t o  t h e  d e p a r t m e n t ,  i n  

f a v o r  o f  a n y  r e t a i l  c u s t o m e r  

w h o  s u f f e r s  a  l o s s  a r i s i n g  o u t  

o f  n o n c o m p l i a n c e  w i t h  c o d e  

s t a n d a r d s  o r  f a i l u r e  t o  h o n o r  

o r  p r o v i d e  w a r r a n t y  s e r v i c e .  

T h e  d e p a r t m e n t  m a y  

d i s a p p r o v e  a n y  b o n d  o r  l e t t e r  

o f  c r e d i t  t h a t  d o e s  n o t  p r o v i d e  

a s s u r a n c e  a s  p r o v i d e d  i n  t h i s  

s e c t i o n .  Wi t h i n  1 0  c a l e n d a r  

d a y s  a f t e r  a n y  r e n e w a l  o r  

c o n t i n u a t i o n  o f  o r  m a t e r i a l  

c h a n g e  i n  s u c h  s u r e t y  b o n d ,  

c a s h  b o n d ,  o r  l e t t e r  o f  c r e d i t  

o r  i s s u a n c e  o f  a  n e w  s u r e t y  

b o n d ,  c a s h  b o n d ,  o r  l e t t e r  o f  

c r e d i t ,  a  l i c e n s e e  s h a l l  d e l i v e r  

t o  t h e  d e p a r t m e n t ,  i n  a  m a n n e r  

p r e s c r i b e d  b y  t h e  d e p a r t m e n t ,  

a  c o p y  o f  s u c h  r e n e w e d ,  

c o n t i n u e d ,  c h a n g e d ,  o r  n e w  

s u r e t y  b o n d ,  c a s h  b o n d ,  o r  

l e t t e r  o f  c r e d i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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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保證金、現金保證金或信用

證明書應以保護任何因違反建築

標準或未能履行保修服務而遭受

損失的消費者之目的，提交給主

管機關。主管機關得不批准未能

提供本條款所規定之保證金的任

何許可證申請。在續期、變更或

發行新的保證金後的 1 0 日內，

許可證持有人應依部門規定的方

式向部門提交副本。  

 

 

 

 

 

 

 

 

 

 

 

 

第 ( c )款   

部門應依第 1 2 0 章採納有關提供

本條款下請求賠償滿足保證的規

則。  

 

第 ( d )款   

在拒絕、暫停或撤銷任何許可證

後，部門應以書面形式通知許可

證的保證公司，通知其許可證已

被拒絕、暫停或撤銷，並說明拒

絕、暫停或撤銷的理由。  

 

 

第 ( e )款   

任何保證公司支付任何許可證持

有人的保證金請求賠償時，應以

書面形式通知部門，通知其已支

付該請求賠償的金額。  

 

第 ( f )款   

任何保證公司取消任何許可證持

有人的保證金時，應以書面形式

通知部門，並說明取消的原因。  

 

( b )  A n n u a l l y,  p r i o r  t o  t h e  

r e c e i p t  o f  a  l i c e n s e  t o  

m a n u f a c t u r e ,  d i s t r i b u t e ,  o r  

i m p o r t  r e c r e a t i o n a l  v e h i c l e s ,  

t h e  a p p l i c a n t  o r  l i c e n s e e  s h a l l  

s u b m i t  a  s u r e t y  b o n d ,  o r  a  

p r o p e r  c o n t i n u a t i o n  

c e r t i f i c a t e ,  s u f f i c i e n t  t o  

a s s u r e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o f  c l a i m s  

a g a i n s t  t h e  l i c e n s e e  f o r  

f a i l u r e  t o  c o m p l y  w i t h  

a p p r o p r i a t e  c o d e  s t a n d a r d s ,  

f a i l u r e  t o  p r o v i d e  w a r r a n t y  

s e r v i c e ,  o r  v i o l a t i o n  o f  a n y  

p r o v i s i o n s  o f  t h i s  s e c t i o n .  

T h e  a m o u n t  o f  t h e  s u r e t y  b o n d  

m u s t  b e  $ 1 0 , 0 0 0  p e r  y e a r .  T h e  

s u r e t y  b o n d  m u s t  b e  t o  t h e  

d e p a r t m e n t ,  i n  f a v o r  o f  a n y  

r e t a i l  c u s t o m e r  w h o  s u f f e r s  

l o s s  a r i s i n g  o u t  o f  

n o n c o m p l i a n c e  w i t h  c o d e  

s t a n d a r d s  o r  f a i l u r e  t o  h o n o r  

o r  p r o v i d e  w a r r a n t y  s e r v i c e .  

T h e  d e p a r t m e n t  m a y  

d i s a p p r o v e  a n y  b o n d  t h a t  d o e s  

n o t  p r o v i d e  a s s u r a n c e  a s  

p r o v i d e d  i n  t h i s  s e c t i o n .  

Wi t h i n  1 0  c a l e n d a r  d a y s  a f t e r  

a n y  r e n e w a l  o r  c o n t i n u a t i o n  

o f  o r  m a t e r i a l  c h a n g e  i n  s u c h  

s u r e t y  b o n d  o r  i s s u a n c e  o f  a  

n e w  s u r e t y  b o n d ,  a  l i c e n s e e  

s h a l l  d e l i v e r  t o  t h e  

d e p a r t m e n t ,  i n  a  m a n n e r  

p r e s c r i b e d  b y  t h e  d e p a r t m e n t ,  

a  c o p y  o f  s u c h  r e n e w e d ,  

c o n t i n u e d ,  c h a n g e d ,  o r  n e w  

s u r e t y  b o n d .  

( c )  T h e  d e p a r t m e n t  s h a l l  

a d o p t  r u l e s  p u r s u a n t  t o  

c h a p t e r  1 2 0  r e l a t i n g  t o  

p r o v i d i n g  a s s u r a n c e  o f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o f  c l a i m s  u n d e r  

t h i s  s e c t i o n .  

( d )  T h e  d e p a r t m e n t  s h a l l ,  

u p o n  d e n i a l ,  s u s p e n s i o n ,  o r  

r e v o c a t i o n  o f  a n y  l i c e n s e ,  

n o t i f y  t h e  s u r e t y  c o m p a n y  o f  

t h e  l i c e n s e e ,  i n  w r i t i n g ,  t h a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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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l i c e n s e  h a s  b e e n  d e n i e d ,  

s u s p e n d e d ,  o r  r e v o k e d  a n d  

s h a l l  s t a t e  t h e  r e a s o n  f o r  s u c h  

d e n i a l ,  s u s p e n s i o n ,  o r  

r e v o c a t i o n .  

( e )  A n y  s u r e t y  c o m p a n y  t h a t  

p a y s  a n y  c l a i m  a g a i n s t  t h e  

b o n d  o f  a n y  l i c e n s e e  s h a l l  

n o t i f y  t h e  d e p a r t m e n t ,  i n  

w r i t i n g ,  t h a t  i t  h a s  p a i d  s u c h  

a  c l a i m  a n d  s h a l l  s t a t e  t h e  

a m o u n t  o f  t h e  c l a i m .  

( f )  A n y  s u r e t y  c o m p a n y  t h a t  

c a n c e l s  t h e  b o n d  o f  a n y  

l i c e n s e e  s h a l l  n o t i f y  t h e  

d e p a r t m e n t ,  i n  w r i t i n g ,  o f  

s u c h  c a n c e l l a t i o n ,  g i v i n g  

r e a s o n  f o r  t h e  c a n c e l l a t i o n .  

( 3 )維吉尼亞州法 §  5 9 . 1 - 2 9 6 . 1 條 1 8 5  

譯文  原文  

第 A 項  

本州內任何健身房在提供、宣傳

或執行或促使買方履行任何健身

房契約前，除該健身房的每個設

施在提供、宣傳、銷售或執行健

身房契約時已經適當地註冊，否

則將被視為非法。註冊應：  

 

 

 

 

第（ i）款  

揭示健身房之地址、所有人、首

次銷售日期和首次開業日期，以

及根據本章的目的所要求的其他

資訊  

 

 

 

 

 

 

 

 

 

A .  I t  s h a l l  b e  u n l a w f u l  f o r  a n y  

h e a l t h  c l u b  t o  o f f e r ,  

a d v e r t i s e ,  o r  e x e c u t e  o r  c a u s e  

t o  b e  e x e c u t e d  b y  t h e  b u y e r  

a n y  h e a l t h  c l u b  c o n t r a c t  i n  

t h i s  C o m m o n w e a l t h  u n l e s s  

e a c h  f a c i l i t y  o f  t h e  h e a l t h  

c l u b  h a s  b e e n  p r o p e r l y  

r e g i s t e r e d  w i t h  t h e  

C o m m i s s i o n e r  a t  t h e  t i m e  o f  

t h e  o f f e r ,  a d v e r t i s e m e n t ,  s a l e  

o r  e x e c u t i o n  o f  a  h e a l t h  c l u b  

c o n t r a c t .  T h e  r e g i s t r a t i o n  

s h a l l   

( i )  d i s c l o s e  t h e  a d d r e s s ,  

o w n e r s h i p ,  d a t e  o f  f i r s t  s a l e s  

a n d  d a t e  o f  f i r s t  o p e n i n g  o f  

t h e  f a c i l i t y  a n d  s u c h  o t h e r  

i n f o r m a t i o n  a s  t h e  

C o m m i s s i o n e r  m a y  r e q u i r e  

c o n s i s t e n t  w i t h  t h e  p u r p o s e s  

o f  t h i s  c h a p t e r  

( i i )  b e  r e n e w e d  a n n u a l l y  o n  

J u l y  1 ,  a n d   

( i i i )  b e  a c c o m p a n i e d  b y  t h e  

a p p r o p r i a t e  r e g i s t r a t i o n  f e e  

 
1 8 5 VA C o d e  A n n .  §  5 9 . 1 - 2 9 6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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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i）款  

每年在 7 月 1 日更新一次  

第（ i i i）款  

每次年度註冊應附帶相應的註冊

規費，費用按下表所示的每個未

過期契約數量計算：  

未到期且期限超過一個月之契約

數量 (個 )  註冊規費 (美元 )  

0 到 2 5 0  2 0 0  

2 5 1 到 5 0 0  3 0 0  

5 0 1 到 2 , 0 0 0  7 0 0  

2 , 0 0 1 以上  8 0 0  

另，如果註冊更新在 7 月 1 日前

的 郵 戳 日 期 或 接 收 日 期 均 未 到

達，則應支付 5 0 美元的遲繳費

用。如果健身房有多處場所，則

第一個場所的遲繳費用為 5 0 美

元 ， 每 一 額 外 的 場 所 為 2 5 美

元。每連續 3 0 天增加 2 5 美元，

以支付每一設施的遲繳費用。即

使不同之場所由同一健身房所有

或經營，每一提供健身房服務的

單獨場所都被視為單獨的場所，

並且應提交單獨的註冊。  

 

第 B 項  

任何健身房在依本節註冊前出售

健身房契約，並在需要時提交依

§  5 9 . 1 - 3 0 6 要求的適當擔保文

件，每遲延 3 0 天的註冊或擔保

文件均應支付 1 0 0 美元的遲繳費

用。此費用將與法律允許的所有

其他罰款相加。  

 

 

第 C 項  

如註冊時之資訊變更，應於 2 1

天內修改。  

 

第 D 項  

所有費用應匯款至州庫，並存入

維吉尼亞州農業和消費者服務部

p e r  e a c h  a n n u a l  r e g i s t r a t i o n  

i n  t h e  a m o u n t  i n d i c a t e d  

b e l o w :  

F u r t h e r ,  i t  s h a l l  b e  

a c c o m p a n i e d  b y  a  l a t e  f e e  o f  

$ 5 0  i f  t h e  r e g i s t r a t i o n  

r e n e w a l  i s  n e i t h e r  p o s t m a r k e d  

n o r  r e c e i v e d  o n  o r  b e f o r e  J u l y  

1 .  I n  t h e  e v e n t  t h a t  a  c l u b  

o p e r a t e s  m u l t i p l e  f a c i l i t i e s ,  a  

$ 5 0  l a t e  f e e  f o r  t h e  f i r s t  

f a c i l i t y  a n d  $ 2 5  f o r  e a c h  

a d d i t i o n a l  f a c i l i t y  s h a l l  

a c c o m p a n y  t h e  r e g i s t r a t i o n s .  

F o r  e a c h  s u c c e s s i v e  3 0  d a y s  

a f t e r  A u g u s t  1 ,  a n  a d d i t i o n a l  

$ 2 5  s h a l l  b e  a d d e d  f o r  e a c h  

f a c i l i t y .  E a c h  s e p a r a t e  

f a c i l i t y  w h e r e  h e a l t h  c l u b  

s e r v i c e s  a r e  o f f e r e d  s h a l l  b e  

c o n s i d e r e d  a  s e p a r a t e  f a c i l i t y  

a n d  s h a l l  f i l e  a  s e p a r a t e  

r e g i s t r a t i o n ,  e v e n  t h o u g h  t h e  

s e p a r a t e  f a c i l i t i e s  a r e  o w n e d  

o r  o p e r a t e d  b y  t h e  s a m e  h e a l t h  

c l u b .  

B .  A n y  h e a l t h  c l u b  t h a t  s e l l s  a  

h e a l t h  c l u b  c o n t r a c t  p r i o r  t o  

r e g i s t e r i n g  p u r s u a n t  t o  t h i s  

s e c t i o n  a n d ,  i f  r e q u i r e d ,  

s u b m i t s  t h e  a p p r o p r i a t e  

s u r e t y  r e q u i r e d  b y  §  5 9 . 1 - 3 0 6  

s h a l l  p a y  a  l a t e  f i l i n g  f e e  o f  

$ 1 0 0  f o r  e a c h  3 0 - d a y  p e r i o d  

t h e  r e g i s t r a t i o n  o r  s u r e t y  i s  

l a t e .  T h i s  f e e  s h a l l  b e  i n  

a d d i t i o n  t o  a l l  o t h e r  p e n a l t i e s  

N u m b e r  o f  

u n e x p i r e d  

c o n t r a c t s  

o r i g i n a l l y  

w r i t t e n  f o r  

m o r e  t h a n  o n e  

m o n t h  

R e g i s t r a t i o n  

f e e  

0  t o  2 5 0  $ 2 0 0  

2 5 1  t o  5 0 0  $ 3 0 0  

5 0 1  t o  2 , 0 0 0  $ 7 0 0  

2 , 0 0 1  o r  m o r e  $ 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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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用和特別基金，用於本章的

執行。  

a l l o w e d  b y  l a w.  

C .  A r e g i s t r a t i o n  s h a l l  b e  

a m e n d e d  w i t h i n  2 1  d a y s  i f  

t h e r e  i s  a  c h a n g e  i n  t h e  

i n f o r m a t i o n  i n c l u d e d  i n  t h e  

r e g i s t r a t i o n .  

D .  A l l  f e e s  s h a l l  b e  r e m i t t e d  

t o  t h e  S t a t e  Tr e a s u r e r  a n d  

s h a l l  b e  p l a c e d  t o  t h e  c r e d i t  

a n d  s p e c i a l  f u n d  o f  t h e  

Vi r g i n i a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A g r i c u l t u r e  a n d  C o n s u m e r  

S e r v i c e s  t o  b e  u s e d  i n  t h e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o f  t h i s  

c h a p t e r .  

 

( 4 )  田納西州法 4 7 - 1 8 - 3 1 8 條 1 8 6  

譯文  原文  

第 ( a )項  

為了提供健身房會員一定程度的

保護，每個在該州經營業務的健

身房應為每個營業場所設置一筆

保 證 金 ， 金 額 為 二 萬 五 千 美 元

（$ 2 5 , 0 0 0）。 該 保 證 金 之 來 源

應為經營在本州許可的公司保證

公司所發行的保證金。  

 

 

第 ( b )項  

該保證金應在健身房地點停止在

該州進行業務後的 2 年內保持有

效。  

 

第 ( c )項  

在依照本章第 1 部分提起的訴訟

中，律師有權要求將健身房所設

置 的 全 部 保 證 金 總 額 裁 定 給 國

家，用於消費者賠償。任何未被

營運者兌現的健身房協議的人，

均得對保證金提出請求賠償。  

 

 

 

 

 

( a )  I n  o r d e r  t o  p r o v i d e  a  

d e g r e e  o f  p r o t e c t i o n  t o  

m e m b e r s  o f  h e a l t h  c l u b s ,  e a c h  

h e a l t h  c l u b  s h a l l  p o s t  a  b o n d  

i n  a n  a m o u n t  o f  t w e n t y - f i v e  

t h o u s a n d  d o l l a r s  ( $ 2 5 , 0 0 0 )  

f o r  e a c h  l o c a t i o n  d o i n g  

b u s i n e s s  i n  t h i s  s t a t e .  T h e  

b o n d  s h a l l  b e  m a d e  w i t h  a  

b o n d  i s s u e d  b y  a  c o r p o r a t e  

s u r e t y  a u t h o r i z e d  t o  d o  

b u s i n e s s  i n  t h i s  s t a t e .  

( b )  T h e  b o n d  s h a l l  b e  

m a i n t a i n e d  f o r  t w o  ( 2 )  y e a r s  

f o l l o w i n g  t h e  d a t e  o n  w h i c h  

t h e  h e a l t h  c l u b  l o c a t i o n  

c e a s e s  t o  c o n d u c t  b u s i n e s s  i n  

t h i s  s t a t e .  

( c )  I n  a n  a c t i o n  b r o u g h t  b y  t h e  

a t t o r n e y  g e n e r a l  a n d  r e p o r t e r  

p u r s u a n t  t o  p a r t  1  o f  t h i s  

c h a p t e r ,  t h e  a t t o r n e y  g e n e r a l  

a n d  r e p o r t e r  s h a l l  h a v e  t h e  

r i g h t  t o  r e q u e s t  t h a t  t h e  t o t a l  

a m o u n t  o f  t h e  b o n d  p o s t e d  b y  

t h e  h e a l t h  c l u b  b e  a w a r d e d  t o  

t h e  s t a t e  f o r  c o n s u m e r  

r e s t i t u t i o n .  A n y  p e r s o n  w h o  

h a s  e n t e r e d  i n t o  a  h e a l t h  c l u b  

 
1 8 6  T .  C .  A .  §  4 7 - 1 8 - 3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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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d )項   

本條款不適用於已經在相同的經

營者或所有人連續經營了至少 7

年 的 任 何 健 身 房 或 健 身 房 經 營

者。任何聲稱根據本款而獲得排

除適用的健身房都應於每年 1 月

1 日繳交相關文件，以證明本款

所要求之所有權人同一。此類證

明文件應保留至排除適用之當年

度結束後的至少 5 年。該文件應

在任何執法機構之請求下提供審

查。拒絕提供此類文件將構成本

條的違規行為。  

 

 

 

 

 

 

 

 

 

 

第 ( e )項  

第 ( 1 )款   

作為本節所要求的保證金的替代

方案，健身房持有一份由在該州

註冊的執業會計師製作之財務稽

核報告，且該報告可資證明該健

身房或健身房營運者具有至少一

千萬美元（$ 1 0 , 0 0 0 , 0 0 0）的財

務 淨 值 可 用 於 滿 足 任 何 請 求 賠

償。  

 

 

 

 

第 ( 2 )款   

任何根據本小節獲得豁免的健身

房都應於每年一月一日繳交相關

文件，以證明至少有一千萬美元

（$ 1 0 , 0 0 0 , 0 0 0）可用於滿足任

何請求賠償。此類證明文件應該

保留至排除適用之該年度結束後

的至少五年。該文件應在任何執

法機構的請求下提供審查。拒絕

a g r e e m e n t  t h a t  i s  n o t  f u l f i l l e d  

b y  t h e  o p e r a t o r  m a y  m a k e  a  

c l a i m  a g a i n s t  t h e  b o n d .  

( d )  T h i s  s e c t i o n  s h a l l  n o t  

a p p l y  t o  a n y  h e a l t h  c l u b  o r  

h e a l t h  c l u b  o p e r a t o r  t h a t  h a s ,  

f o r  a t  l e a s t  s e v e n  ( 7 )  

c o n s e c u t i v e  y e a r s ,  o p e r a t e d  

u n d e r  s u b s t a n t i a l l y  t h e  s a m e  

o w n e r s h i p  a n d  c o n t r o l .  A n y  

h e a l t h  c l u b  c l a i m i n g  t h e  

e x e m p t i o n  p u r s u a n t  t o  t h i s  

s u b s e c t i o n  ( d )  s h a l l  m a i n t a i n  

d o c u m e n t a t i o n  a s  o f  J a n u a r y  1  

o f  e a c h  y e a r  i n  w h i c h  t h e  

e x e m p t i o n  i s  c l a i m e d  

d e m o n s t r a t i n g  t h e  r e q u i r e d  

p e r i o d  o f  o w n e r s h i p .  S u c h  

p r o o f  s h a l l  b e  r e t a i n e d  f o r  a  

p e r i o d  o f  a t  l e a s t  f i v e  ( 5 )  

y e a r s  f r o m  t h e  e n d  o f  t h e  y e a r  

i n  w h i c h  t h e  e x e m p t i o n  i s  

c l a i m e d .  T h i s  d o c u m e n t a t i o n  

s h a l l  b e  m a d e  a v a i l a b l e  f o r  

e x a m i n a t i o n  u p o n  r e q u e s t  o f  

a n y  l a w  e n f o r c e m e n t  a g e n c y  

o r  t h e  a t t o r n e y  g e n e r a l .  A  

r e f u s a l  t o  p r o v i d e  s u c h  

d o c u m e n t a t i o n  s h a l l  

c o n s t i t u t e  a  v i o l a t i o n  o f  t h i s  

p a r t .  

( e )  

( 1 )  I n  l i e u  o f  t h e  s u r e t y  b o n d  

r e q u i r e d  i n  t h i s  s e c t i o n ,  a  

h e a l t h  c l u b  m a y  m a i n t a i n  o n  

f i l e  a  c u r r e n t  a u d i t e d  

f i n a n c i a l  s t a t e m e n t  p r e p a r e d  

b y  a  c e r t i f i e d  p u b l i c  

a c c o u n t a n t  l i c e n s e d  i n  t h i s  

s t a t e  t h a t  d e m o n s t r a t e s  t h a t  

e i t h e r  t h e  h e a l t h  c l u b  o r  t h e  

h e a l t h  c l u b  o p e r a t o r  h a s  a  

f i n a n c i a l  n e t  w o r t h  o f  a t  l e a s t  

t e n  m i l l i o n  d o l l a r s  

( $ 1 0 , 0 0 0 , 0 0 0 )  a v a i l a b l e  t o  

s a t i s f y  a n y  c l a i m s .  

( 2 )  A n y  h e a l t h  c l u b  c l a i m i n g  

t h e  e x e m p t i o n  p u r s u a n t  t o  t h i s  

s u b s e c t i o n  ( e )  s h a l l  m a i n t a i n  

d o c u m e n t a t i o n  a s  o f  J a n u a r 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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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此類文件將構成本條的違規

行為。  

o f  e a c h  y e a r  i n  w h i c h  t h e  

e x e m p t i o n  i s  c l a i m e d  

d e m o n s t r a t i n g  a t  l e a s t  t e n  

m i l l i o n  d o l l a r s  ( $ 1 0 , 0 0 0 , 0 0 0 )  

a v a i l a b l e  t o  s a t i s f y  a n y  

c l a i m s .  S u c h  p r o o f  s h a l l  b e  

r e t a i n e d  f o r  a  p e r i o d  o f  a t  

l e a s t  f i v e  ( 5 )  y e a r s  f r o m  t h e  

e n d  o f  t h e  y e a r  i n  w h i c h  t h e  

e x e m p t i o n  i s  c l a i m e d .  T h i s  

d o c u m e n t a t i o n  s h a l l  b e  m a d e  

a v a i l a b l e  f o r  e x a m i n a t i o n  

u p o n  r e q u e s t  o f  a n y  l a w  

e n f o r c e m e n t  a g e n c y  o r  t h e  

a t t o r n e y  g e n e r a l .  A r e f u s a l  t o  

p r o v i d e  s u c h  d o c u m e n t a t i o n  

s h a l l  c o n s t i t u t e  a  v i o l a t i o n  o f  

t h i s  p a r 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