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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一】

淺談公開發行公司股利
發放通知電子化

陳俊誠（證期局科長）

壹、前言

為配合電子通訊技術快速成長，公司法於 2005 年增訂第 172 條第 4 項，
公司於寄發股東會召集通知時，經相對人同意，得以電子方式為之，成為我國
股東會開會電子通知之法源依據。集保公司並於 2014 年詢問股務協會及股務
單位，有關推動股東會開會通知電子化之必要性，與會單位考量其將增加公司
徵詢作業、第三方證明及維護管理股東電子郵件信箱等人力及成本，致公司採
行意願不高。

惟現今電子產品普及化及便利性，金融市場數位化已成為近年來積極推動
之政策，再加上 COVID-19 疫情的影響，更顯電子化平台之重要性，投資人轉
而主動要求以電子方式接收通知。且近年上市櫃公司之股東人數節節上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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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公司呼籲推動股東訊息通知電子化，經統計 2021 年上市櫃公司及興櫃
公司股利發放通知總共約 5,824 萬筆，依每份估算寄送成本約 12 元計算，總
成本高達 6 億 9 千 8 百萬元。

我國面臨國際 2050 年之淨零碳排的挑戰，各種有利企業進行減碳的措施
均在積極推動中，故就公司股東會召集通知股利發放或其他對股東的通知如何
由紙本郵寄通知方式，改以電子通知方式，已成為刻不容緩之議題。

贰、股務通知電子化所遭遇之問題

一、有關股務通知電子化之種類 :

依據現行相關法規，提供股務事項電子通知服務之文件範圍，包含公司法
第 172 條第 4 項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 12 條
之 1 之股東會開會相關文件及其他通知事項，包括股東會開會通知、現金股利
及增資股票領取、發放之通知、現金增資繳款通知書、全面換票通知書、增資
股帳簿劃撥同意書，以及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 2 條隨同
召集通知寄送之委託書等。

二、股東會開會通知電子化所遭遇之困難 :

( 一 ) 依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下稱委託書規則）第
2 條第 1 項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之委託書…，並
於寄發或以電子文件傳送股東會召集通知時附送股東。」故股東會
開會通知書採電子化，委託書亦應同時採電子化，方可符合前開委
託書應於寄發或以電子文件傳送股東會召集通知時同時附送股東之
規定。惟當股東需委託出席股東會時，須將前開電子化之委託書列
印成紙本方得使用，且現行委託書作業於國內行之有年，並涉及紀
念品之發放，國人已習慣其作業方式，修正相關規定所涉層面較廣。

( 二 ) 委託書真偽難辨：委託書電子化後，若逕由股東自行列印，無法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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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股務單位控管原紙本補發等較嚴謹方式管理，易導致重複委託及
偽變造等情形。

( 三 ) 紀念品重複領取：股東因可自行重複列印委託書，可能在不同徵求
地點重複領取紀念品，公司即使事後發現，亦難以處理。

( 四 ) 技術問題：現行股東會開會通知內容，除委託書以外，尚附帶印鑑
卡、配股配息帳號徵詢等，致檔案量較大，倘上百家公司於同一日
寄送，恐涉及網路頻寬不足而無法同日寄發之疑慮。

( 五 ) 成本考量：若採電子化開會通知，股務單位須備妥電子化設備以及
股東身分辨識暨報到系統，須投入系統成本及增加管理機制。

參、股務通知電子化平台之運作方式

一、 投資人與股務通知電子化平台業者間成立委任契約，由投資人概括同意現
在及未來成為相對公司之股東身分時，將同意接收股務事務電子通知之意
思表示，傳送該相對公司，故對於隨時加入之公司，如屬投資人所持有股
票之公司，即代理投資人向該公司發出同意接收電子通知之意思表示。

二、 公司與股務通知電子化平台業者簽訂委任契約，委任平台業者代公司受理
股東同意之意思表示，並處理股務訊息電子通知相關傳送作業。

三、 股務代理機構為公司之履行輔助人，由發行人或其股務單位提供股利通知
媒體資料予股務通知電子化平台業者，由股務通知電子化平台業者發送電
子通知作業予股東，即完成公司依股務處理準則第 42 條規定之通知義務。

四、 外資股東之電子通知 : 由保管機構代理外資股東同意採用電子通知，外資
股東變更保管機構時，只需變更與保管機構相關資料，原則不影響其本人
已同意之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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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股務發放通知電子化之法律架構探討

一、相關法規

( 一 ) 電子簽章法

依電子簽章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
子文件為表示方法」。股利發放通知或其他股務訊息如股東會召集
通知等，均為公司以書面向股東所為之特定意思表示，依電子簽章
法規定，經股東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通知股東。

( 二 ) 公司法

公司法第 172 條第 4 項規定：「通知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
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規範股東會召集之通知，
得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進行通知。

( 三 )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

股務處理準則第 12 條之 1 規定：「公司得經股東同意後，以
電子文件傳送股東會開會相關文件及其他通知事項。」規範公司股
務作業對股東所為之通知，如現金股利發放通知、股票股利發放通
知等，均得以電子方式為之。惟如屬電子簽章法第 4 條第 3 項授權
主管機關排除適用之項目，例如徵求出席股東會委託書之相關書面
文件及簽名蓋章、非屬徵求委託書之受託代理人應出具之關書面及
簽名蓋章等，則不得以電子方式為通知。

( 四 ) 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2 規定：

「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司，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
股東，其股東常會之召集通知得於開會三十日前；股東臨時會之召
集通知得於開會十五日前，以公告方式為之。」故就持有記名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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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一千股股東，倘以公告方式提供該等股東有關股東會召集之資
訊，無依公司法第 172 條第 4 項規定徵詢股東同意之必要。

二、徵詢股東同意之方式

( 一 ) 公司主動徵詢 :

依經濟部 103 年經商字第 10302412430 號函釋，為落實股東
平等原則，公司如欲改以電子方式寄發開會通知者，其於徵詢股東
同意時，應向全部股東為之，依上開函釋意旨，即為讓全部股東均
有向公司同意電子通知之機會。雖現行公司可自行辦理股務相關電
子通知作業，惟因公司或股務單位自行向全部股東徵詢並不容易，
而取得多數股東同意形成採用電子通知之經濟規模，則更需時間累
積，甚少有公司以電子方式傳送股務訊息。

( 二 ) 公司被動接受股東通知 :

公司除主動徵詢股東同意外，亦可被動受理股東主動同意，依
經濟部 111 年 4 月 8 日經商字第 11102402800 號函所示，按股東
會召集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公司法第 172
條第 4 項規定參照）。至於前開相對人同意之取得方式，本法並無
明文，是以，公司應股東請求而被動受理者，核與前開情形不同，
自無對所有股東為之問題。至股東經公司公告，向公司表達同意股
東會召集通知以電子方式為之者，性質上仍屬公司以被動受理之方
式取得相對人同意。

( 三 ) 股東同意之效力是否可及於喪失股東身分，復又取得股東身分之情
形 :

依經濟部 111 年 4 月 8 日經商字第 11102402800 號函釋，股
東可否同意其喪失股東身分後，復取得股東身分時，毋庸再經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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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仍得以其原同意為電子方式股東會召集通知一節，查公司法第
172 條第 4 項所定經相對人同意之意旨，係為尊重股東之意願而保
障其股東會召集通知之權益而設，且股東參與投資之特徵難期一致
性，準此，倘公司賦予股東有擇定一定期間或不定期間以電子方式
為股東會召集通知之多元選擇機會，且使該股東明確知悉擇定同意
一定期間或不定期間以電子方式為通知之範圍及效果（股東雖喪失
股東身分，復經取得者，亦毋庸再經同意，仍得以電子方式為股東
會召集通知），並提供得隨時變更其同意內容之機制者，核與前開
尊重股東之意願及保障收受通知方式之程序無違，似無不可。故就
股東因賣出股票等因素喪失股東身分後，復再取得股票而恢復股東
身分時，原向公司表達同意之意思表示仍有其效力，公司無須再徵
得股東之同意，此可減少證券市場投資人之持股時常異動，公司須
重複徵詢之維護資訊成本，亦可降低對投資人重複詢問所造成之困
擾，對股務通知之電子化之推動更有其效率。

三、股東對股務通知電子化之同意範圍及同意期間

( 一 ) 股東對標的公司概括同意之範圍

依經濟部 111 年 7 月 5 日經商字第 11102420050 號函釋所示，
股東同意之範圍，可依投資人委任處理前開事務之範圍定之。投資
人於成為股東前，抑或對於將來委任集保公司處理前開事務之公開
發行公司，依公司法第 172 條第 4 項規定為概括同意於其成為股東
時，得以電子文件為通知，皆無不可。故股東不僅能對於目前所持
有之標的公司，對未來可能取得之股票公司及過去曾取得之股票公
司，均可預先對股務通知業者為同意之意思表示。股務通知業者於
未來與標的公司簽訂委任股務通知電子化服務之契約時，即符合公
司取得股東同意之法律效果。

( 二 ) 股東對股務通知電子化之同意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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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經濟部 110 年 9 月 28 日經商字第 11000077600 號函釋，公
司法對於股東同意之範圍，並無明文限制，股東對於一定期間或不
定期間之股東會召集通知以電子方式寄送予以同意者，並無不可。
是以，前開所詢事項，須視具體個案公司之徵詢內容及股東同意範
圍而定，尚難一概而論。惟股東自由選擇或變更採書面或電子寄送
召集通知之權利不受影響。故投資人同意之效力期限，可依委任之
期限定之；倘投資人之委任股務通知平台業者為同意之意思表示定
有期限者，於期限屆至時，其同意失其效力。倘未定有期限者，投
資人可隨時終止前開同意意思表示前，其同意仍有其效力。

四、股務通知電子化業者代理公司取得股東同意及同時代理股東向公司表達同
意之雙方代理 :

( 一 ) 股務通知平台業者代理股東取得其概括同意現在及未來成為相對公
司之股東身分時，將同意接收股務事務電子通知之意思表示，傳送
該相對公司，另一方面為公司取得股東對電子化通知之同意，並執
行後續電子化通知事宜，兼具雙方代理人之角色。

( 二 ) 依民法第 106 條規定：「代理人非經本人之許諾，不得為本人與自
己之法律行為，亦不得既為第三人之代理人，而為本人與第三人之
法律行為。但其法律行為，係專履行債務者，不在此限。」此為雙
方代理禁止原則，其立法目的係為避免利益衝突。惟如經當事人許
諾，則基於雙方當事人對於意思表示的內容均已同意，而代理人僅
係執行雙方當事人之意思表示內容而已，自無利益衝突之疑慮。故
發行公司自得透過委任電子通知平台業者，由電子通知平台業者代
理公司向其股東為電子通知及其他必要之相關行為，包含受股東為
同意通知之意思表示。另電子通知平台業者亦得經由股東授權，代
理股東向公司為同意電子通知之意思表示。

( 三 ) 又依經濟部 111 年 7 月 5 日經商字第 11102420050 號函釋，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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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業者除受公開發行公司委託外，亦受投資人委託，則集保公司
與投資人就前開事務處理與該公司之委任契約定之。標的公司故如
股務電子化平台業者分別取得標的公司及投資人之同意，而為股務
電子化通之知雙方代理，應符合前開民法等相關規定。

五、股務代理機構交付股東股利明細予股務電子化平台業者 :

股務代理機構為公司之履行輔助人，其代公司交付股東個別應發放股利明
細等應通知之股務資料屬公司個人資料委外處理及利用，公司應有監督受任人
之責任。發行人股務單位交付股東應發放股利明細之個資資料予股務通知電子
化平台業者，為發行人辦理電子通知作業範圍，屬發行公司與其股務單位間股
務代理契約之約定事項，發行公司及其股務單位應確保股務通知電子化平台業
者個資資料之正確性。

六、外資股東股務通知電子化 :

( 一 ) 依據「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第 16 條規定，外資應指
定國內代理人 ( 保管機構 )，辦理買入證券之權利行使。是以保管
機構基於外資股東國內代理人身分，代理外資股東同意採用電子通
知，即對外資股東本人生效。因代理人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
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

( 二 ) 外資股東之保管機構變更時，原則不影響其本人已同意之意思表
示，只需變更與保管機構名稱相關基本資料，而公司無須重新徵詢
外資股東之同意，外資股東意無須向公司重為同意之意思表示。

( 三 ) 保管機構新增外資股東客戶之處理 : 保管機構當代理新客戶時，原
則應認為其概括同意亦及於此新客戶，故公司亦得對此新客戶股東
為電子通知。

( 四 ) 外資股東不同意接收股務通知電子化之處理 : 保管機構對於其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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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概括同意接收股務電子通知之外資股東客戶，或後續始新增的外
資股東客戶，倘有各別外資股東客戶不同意接收股務電子通知時，
應可隨時登入股務通知電子化平台業者進行修改、刪除等設定。

伍、未來推動方式

現行規定委託書應於寄發或以電子文件傳送股東會召集通知同時附送股
東，即開會通知書與委託書應均採電子化，或均採紙本，倘股東會日期集中，
於同日完成恐有作業壓力。又股東會開會通知電子化，實務上可能仍有股東重
複領取紀念品、股務單位難以控管重複委託或偽變造委託書及股東會報到等情
事，爰擬俟投資人及上市 ( 櫃 )、興櫃公司熟悉股利發放電子化通知作業後，
再針對相關實務作業研議股東會通知書電子化及使用委託書規定之整體配套機
制，另案規劃股東會開會通知及其他股務事務通知電子化，以循序漸進方式推
動股東訊息之電子化。

陸、結論

在電子科技運用越來越受大眾接受及採用，投資人越來越習慣使用電子裝
置進行證券交易及電子投票，已逐漸接受在其證券投資及行使股東權時，以電
子方式為之，加上 COVID-19 疫情的影響，更顯電子化平台之重要性，發行公
司及投資人轉而主動要求以電子方式發放及接收通知，就股務通知電子化已成
為不可避免的趨勢。

股務通知電子化除可降低發行公司印製、管理、寄送紙本通知的成本，並
可兼盡企業對於環保之責任，接軌 ESG 趨勢外，機構投資人亦可減少人工拆
信封、Key in 作業，降低作業風險及簡化作業流程，投資人並可在接收、閱讀
上更為便利，並在電子文件加密等技術下，個人資料將更受保障。又經統計以
現金股利發放通知書之寄發目前為最為頻繁之股務通知。公司辦理配股配息通
知，除可自行洽經股東同意，辦理電子通知作業外，為節省公司股務單位自行
向全部股東徵詢所花費時間及成本，各公司或股代逐漸形成共識成立一共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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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以公告或通知各股東至該平台辦理登記，並受理股東同意之意思表示，以
簡化股務作業及降低公司維護成本。

金管會為協助金融市場各業者在淨零排放轉型中實踐 ESG 理念，透過推
動政策逐步引領擴大市場的股務數位化服務，爰於 2022 年 12 月 29 日發布令，
核准集保公司得經營「公開發行公司股利發放電子通知業務」，集保公司預計
將於 2023 年 6 月推出公開發行公司股利發放通知電子平台，金管會期許透過
電子化趨勢，有助企業朝永續政策發展再邁進，並得促進股東行動主義，強化
公司治理，以期提升股東權益保障。

~ 投資權證小提醒 ~

認購 ( 售 ) 權證具有存續期間，不能享有股票特定的權利，它的
高槓桿功能及以小博大的特性，風險較高，投資人投資前應先瞭
解權證的商品特性及相關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