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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時事法評】 

支票客票融資之實務爭議 

文/林伯川律師 

    票據實務上，「貼現」為一般人常聽到之融資方法。 所謂「貼現」，依銀

行法第 15 條第 4 項規定之定義，為「銀行對遠期匯票或本票，以折扣方式預收

利息而購入者」，以白話文講，即係執票人將未到期之票據，按票面金額折扣予

銀行，以提早取得票款，嗣後銀行再於票據到期後兌現票據；其中之差額，即為

銀行賺取之利息。 

 

    而由上述銀行法條文可知，僅有「匯票」及「本票」有貼現概念，「支票」

則無。此乃因支票乃支付工具，有別於匯票及本票為保證工具，且支票僅有發票

日並無到期日，故並無票貼之概念。 

 

    然支票雖無法直接辦理票貼，仍可用以融資，即由銀行辦理「墊付票款」。

其方式為借款人先在該融資銀行開立備償專戶，借款人並將支票背書予銀行，嗣

後銀行於票據獲兌後，將款項直接存入該備償專戶中；銀行待沖銷先前放貸之金

額後，再將餘額轉入借款人之一般活期存款帳戶。由於該備償專戶中之款項本質

上係借款人為清償銀行融資債務之用，故銀行同時會約定借款人不得自行提取該

備償帳戶內之金額（此際「備償專戶究竟係借款人所有抑或銀行所有？」即生爭

議，同時也進一步影響法院論斷「銀行嗣後得否行使票據權利」之理由，詳後述） 

 

    上述融資方式存在之爭議，即在於銀行取得借款人融資之客票後，是否即因

此取得票據上之權利？此核心問題乃涉及借款人將票據背書予銀行之性質為何。 

 

    按一般背書所生之效力，為票據權利之轉讓，亦即，被背書人得行使票據上

之權利。而票據法另有以「委任取款」為目的之背書，此情形背書之意義即不在

於轉讓票據權利，而僅係委託被背書人代為取款（參票據法第 40 條第 1 項，於

支票準用）。此區別實益在於，當被背書人（銀行）於客票到期後未獲兌現，得

否直接對發票人主張票據上之權利。 

 

    實務上常發生之訟爭即在此：銀行向發票人主張票據權利時，發票人主張借

款人背書予銀行之行為，僅係委任取款背書，而非一般背書，故票據權利仍屬借

款人所有，銀行不得主張票據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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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此，法院在個案中之判斷，係先回歸票據背面形式之記載，亦即，視有無

載明委任取款或託收意旨文字；若有，即屬委任取款背書，若無，則再從其他客

觀情形加以判斷。一般情形下，除非係劃平行線之支票，依票據法第 139 條之規

定，執票人僅能委託銀行代為取款；此際，借款人之背書幾乎均會被認為是委任

取款背書，亦即，銀行無法取得票據上之權利，故銀行於客票不獲兌現時，向法

院依票據法訴請發票人給付票款時，多會被法院駁回。 

 

    而在未劃有平行線支票之情形，即會涉及到前述「備償專戶究竟係借款人所

有抑或銀行所有」之問題。申言之，主張備償專戶係借款人所有者，其理由為備

償專戶內之款項雖僅專供銀行用以抵沖放貸餘額之用，然銀行之所以得以直接抵

沖，終究係來自借款人之授權，故備償專戶之所有人仍應認係借款人所有；從而，

銀行提示客票時，既均須存入借款人所有之備償專戶，即代表銀行僅係代借款人

取款，亦即，借款人之背書僅屬委任取款背書，不生票據轉讓之效果。主張備償

專戶係銀行所有者（甚至主張不應以備償專戶係何人所有作為認定標準者），則

認為備償專戶之設立僅係銀行為簡化沖償作業而設，故銀行於支票背面註明備償

專戶之帳號提示客票時，仍係以本身為執票人之地位為之，而非以借款人名義請

求付款，故銀行自得對發票人行使票據追索權。 

 

    筆者認為，借款人在向銀行辦理墊付票款時所為之背書，其性質及目的應與

向他人借款時所為之背書相同，當係重在票據權利之轉讓，並無可能預期貸與人

在未取得票據權利作為擔保之情形下同意借款。故筆者亦認為實無理由僅因票據

背面有備償專戶之記載，即反推係委任取款背書；也因此，筆者認為備償專戶究

竟係何人所有，確實不應作為判斷借款人之背書究竟屬票據權利轉讓之背書抑或

委任取款背書之依據，否則，即有倒果為因之嫌，同時亦與一般社會通念及誠信

原則有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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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灣地區修法或重要行政函釋】 

一、行政函釋 

    (一)賦稅類 

令釋 109 年度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估計虧損得列為 107 年度未分

配盈餘減除項目之相關規定 

 

發文單位：財政部 

發文字號：台財稅字第 10904550440 號 

發文日期：民國 109 年 05 月 04 日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報第 26 卷 81 期 

相關法條：所得稅法第 66-9 條（108.07.24） 

要  旨：令釋所得稅法第 66-9 條有關 109 年度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

影響估計虧損得列為 107 年度未分配盈餘減除項目之相關規定 

全文內容：一、營利事業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致 109  

年第 1 季發生虧損，其經會計師核閱之 109 年度財務報表第 1

季虧損，得按該季期間相當半年之比例，換算 109年度上半年估

計虧損，依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9 第 2 項第 8 款規定，列為計

算 107 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下稱估計虧損減項）。但其

辦理 108 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時，應檢視 109 年度全年度實際

盈虧，有下列情形者，應併同辦理更正 107 年度未分配盈餘申

報，調整上開估計虧損減項數額，並補繳 107年度未分配盈餘應

加徵之營利事業所得稅： 

          （一）109 年度財務報表全年度為盈餘者，估計虧損減項數額應更正

為零（附釋例 1）。 

          （二）109 年度財務報表全年度為虧損，108 年度財務報表全年度為

盈餘者，109 年度全年度虧損應優先依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9 

第 2項第 1 款規定自 108年度全年度盈餘減除，減除後無剩

餘虧損者，估計虧損減項數額應更正為零（附釋例 2）。減除後

如有剩餘虧損，且該剩餘虧損小於估計虧損減項數額者，估計

虧損減項數額應更正為該剩餘虧損數額（附釋例 3）；該剩餘虧

損大於估計虧損減項數額，無須更正。 

          （三）109 年度財務報表全年度為虧損，108 年度財務報表全年度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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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為零或虧損者，109年度全年度虧損小於估計虧損減項數額，

估計虧損減項數額應更正為 109 年度全年度虧損數額（附釋例

4）；109年度全年度虧損大於估計虧損減項數額，無須更正。 

          二、前點所稱 109 年度第 1 季虧損（或 108 年度、109 年度全年度

盈餘或虧損），指營利事業 109 年度第 1 季（或 108 年度、109

年度全年度）財務報表經會計師核閱（或查核簽證）查定之本期

稅後淨利或淨損，併計本期稅後淨利或淨損以外純益（或純損）

項目，計入該年度未分配盈餘數後之第 1 季稅後純損金額（或 

108 年度、109年度全年度稅後純益或純損金額）。 

 

    (二) 民事類 

釋示分公司請求辦理公證事務代理人相關疑義 

 

發文單位：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字號：秘台廳民三字第 1090012125號 

發文日期：民國 109年 05月 11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公證法第 3、76 條（108.04.03） 

要  旨：釋示有關分公司請求辦理公證事務之代理人相關疑義 

主    旨：貴院轉陳高雄地區公證人公會函請釋示有關分公司請求辦理公證代 

          理人相關疑義一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    明：一、復貴院 109 年 4 月 22 日院彥文忠字第 1090002386號函。 

          二、分公司為受本公司管轄之分支機構（公司法第 3 條第 2 項參照），

無獨立之法人格，其權利義務應歸屬於本公司。故分公司請求辦

理公證事務時，如以本公司授權之自然人代其辦理公證，倘符合

公證法第 76 條規定，應無不可。 

 

    (三)民事類 

有關法院遇有非本人到場之涉及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調解事件之說明 

 

發文單位：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字號：秘台廳民一字第 1090016097號 

發文日期：民國 109 年 06 月 01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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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 405、408 條（107.11.28） 

要  旨：法院受理調解事件涉及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遇有非本人到場時，

宜確認是否為當事人親自委任，如有疑義，必要時得命當事人本人到

場 

主    旨：法院受理之調解事件涉及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者，為免發生冒名聲

請調解之情形，遇有非本人到場時，請依說明二辦理，請查照。 

說    明：一、依監察院 109 年 4 月 28 日院台業貳字第 1090133048 號函辦

理。 

          二、邇來發現詐欺集團偽冒土地所有權人及債權人，雙方分別委任訴

訟代理人具狀向地方法院聲請民事調解，並於調解期日由雙方委

任之訴訟代理人到場，成立調解，嗣持調解筆錄向地政事務所申

請土地移轉登記等不法情事。為防杜相類情形，法院受理之調解

事件有旨揭情形時，宜向訴訟代理人確認是否為當事人本人親自

委任，如有疑義，必要時得命當事人本人到場，以維當事人權益。 

          三、檢附監察院上開函文及其附件各 1  份供參。 

 

二、最新修法 

    (一)總統令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十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900063551  號令 

修正公布第 30、55、90 條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 30 條   汽車裝載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

一萬八千元以下罰鍰，並責令改正或禁止通行： 

           一、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超長、超寬、超高情形，而未隨車攜帶

臨時通行證或未依規定路線、時間行駛。 

           二、所載貨物滲漏、飛散、脫落、掉落或氣味惡臭。 

           三、貨車運送途中附載作業人員，超過規定人數，或乘坐不依規定。 

           四、載運人數超過核定數額。但公共汽車於尖峰時刻載重未超過核

定總重量，不在此限。 

           五、小客車前座或貨車駕駛室乘人超過規定人數。 

           六、車廂以外載客。 

           七、載運人客、貨物不穩妥，行駛時顯有危險。 



 

7 

 

           八、裝載危險物品未隨車攜帶臨時通行證、罐槽車之罐槽體檢驗合

格證明書、運送人員訓練證明書或未依規定車道、路線、時間

行駛。 

           前項各款情形，應歸責於汽車所有人時，除依前項處汽車所有人罰

鍰及記該汽車違規紀錄一次外，汽車駕駛人仍應依第六十三條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記違規點數二點。 

           前二項情形，因而致人受傷者，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致人重傷或

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 

 

第 55 條   汽車駕駛人，臨時停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

百元以下罰鍰： 

           一、在橋樑、隧道、圓環、障礙物對面、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快

車道臨時停車。 

           二、在交岔路口、公共汽車招呼站十公尺內或消防車出、入口五公

尺內臨時停車。 

           三、在設有禁止臨時停車標誌、標線處所臨時停車。 

           四、不依順行之方向，或不緊靠道路右側，或單行道不緊靠路邊，

或併排臨時停車。 

           五、在道路交通標誌前臨時停車，遮蔽標誌。 

           接送未滿七歲之兒童、行動不便之人上、下車者，臨時停車不受三

分鐘之限制。 

 

第 90 條   違反本條例之行為，自行為成立之日起；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

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逾二個月不得舉發。但汽車肇事致人受傷

或死亡案件， 

           因肇事責任不明，已送鑑定者，其期間自鑑定終結之日起算；未送

鑑定而須分析研判者，逾三個月不得舉發。 

 

    (二)總統令修正「保險法」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十日總統華總一經字第 10900064801號令 

修正公布第 107、138-2條條文 

 

第 107 條  以未滿十五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訂立之人壽保險契約，除喪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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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之 

           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十五歲時始生效力。 

           前項喪葬費用之保險金額，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

遺產稅 

           喪葬費扣除額之一半。 

           前二項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138-2條 保險業經營人身保險業務，保險契約得約定保險金一次或分期給付。 

           人身保險契約中屬死亡或失能之保險金部分，要保人於保險事故發

生前得預先洽訂信託契約，由保險業擔任該保險金信託之受託人，

其中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應為同一人，該信託契約之受益人並應為保

險契約之受益人，且以被保險人、未成年人、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

者為限。 

           前項信託給付屬本金部分，視為保險給付，信託業依信託業法規定

擔任保險金信託之受託人，且該信託契約之受益人與保險契約之受

益人為同一人，並以被保險人、未成年人、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為限者，其信託給付屬本金部分，亦同。 

           保險業辦理保險金信託業務應設置信託專戶，並以信託財產名義表

彰。 

           前項信託財產為應登記之財產者，應依有關規定為信託登記。 

           第四項信託財產為有價證券者，保險業設置信託專戶，並以信託財

產名義表彰；其以信託財產為交易行為時，得對抗第三人，不適用

信託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 

           保險業辦理保險金信託，其資金運用範圍以下列為限： 

           一、現金或銀行存款。 

           二、公債或金融債券。 

           三、短期票券。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資金運用方式 

 

    (三)總統令修正「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十日總統華總一經字第 10900064271號令修 

正公布第 10-1、19、26 條條文；增訂第 10-2、40-1條條文；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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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1 條 保護機構辦理前條第一項業務，發現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

或監察人，有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或

期貨交易法第一百零六條至第一百零八條規定之情事，或執行業務

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以書面請求公司之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或請求公司

之董事會為公司對監察人提起訴訟，或請求公司對已卸任之董

事或監察人提起訴訟。監察人、董事會或公司自保護機構請求

之日起三十日內不提起訴訟時，保護機構得為公司提起訴訟，

不受公司法第二百十四條及第二百二十七條準用第二百十四條

之限制。 

           二、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不受公司法第二百條

及第二百二十七條準用第二百條之限制，且解任事由不以起訴

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 

           前項第二款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自保護機構知有解任事由時起，

二年間不行使，或自解任事由發生時起，經過十年而消滅。 

           第三十四條至第三十六條規定，於保護機構依第一項規定提起訴訟、

上訴或聲請保全程序、執行程序時，準用之。 

           公司因故終止上市、上櫃或興櫃者，保護機構就該公司於上市、上

櫃或興櫃期間有第一項所定情事，仍有前三項規定之適用。 

           保護機構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提起訴訟時，就同一基礎事實應負賠

償責任且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之權之人，得合併起訴或為訴之

追加；其職務關係消滅者，亦同。 

           公司之監察人、董事會或公司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提起訴訟時，保

護機構為維護公司及股東權益，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並準用

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第一項第二款之董事或監察人，經法院裁判解任確定後，自裁判確

定日起，三年內不得充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

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其

已充任者，當然解任。 

           第一項第二款之解任裁判確定後，由主管機關函請公司登記主管機

關辦理解任登記。 

           公司已依法設置審計委員會者，第一項及第六項所稱監察人，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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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委員會或其獨立董事成員。 

 

第 10-2 條 前條規定，於證券交易法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所定之外國公司，準

用之。 

 

第 19 條   保護基金應以購入政府債券或存入金融機構之方式保管。經主管機

關核准，得於合計不超過保護基金淨額百分之三十之範圍內，為下

列方式之運用： 

           一、購置自用不動產。 

           二、投資上市、上櫃或興櫃有價證券。 

           三、其他有利基金保值之投資。 

           保護基金用於前項第一款之總額，不得超過保護基金淨額百分之五。 

           第一項第二款投資每家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股票之原始投資股數

不得超過一千股。 

 

第 26 條   調處成立者，保護機構應作成調處書，併同調處事件卷證，於調處

成立之日起七日內，送請保護機構所在地之管轄地方法院核定。 

           法院因調處書內容牴觸法令、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或有其他不

能強制執行之原因而未予核定者，法院應將其理由通知保護機構。 

           除有前項情形外，法院對於第一項之調處書應予核定。法院核定後，

應將經核定之調處書併同調處事件卷證發還保護機構，並由保護機

構將經核定之調處書送達當事人。調處文書之送達，準用民事訴訟

法關於送達之規定。 

           經法院核定之調處，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 

           經法院核定之調處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當事人得向原核定法

院提起宣告調處無效或撤銷調處之訴，並得就原調處事件合併起訴

或提起反訴，請求法院於宣告調處無效或撤銷調處時，合併裁判之，

並視為自申請調處時已經起訴。 

           調處無效或撤銷調處之訴之判決，於第三人以善意取得之權利無影

響。 

           第五項情形，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五百條至第五百零二條、強制執行

法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 

 

第 40-1 條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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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提起之訴訟事件尚未終結者，適用修正施行後

之規定。 

 

參、【中國地區重要修法或行政函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2020年 5月 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的议案。会议认为，近年来，香港特别

行政区国家安全风险凸显，“港独”、分裂国家、暴力恐怖活动等各类违法活动严

重危害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一些外国和境外势力公然干预香港事务，利

用香港从事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活动。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

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和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十四项、第十

六项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如下决定： 

       一、国家坚定不移并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

方针，坚持依法治港，维护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定的香

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采取必要措施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依法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

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二、国家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和境外势力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

事务，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反制，依法防范、制止和惩治外国和境外

势力利用香港进行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 

       三、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责任。香

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尽早完成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的维护国家

安全立法。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应当依

据有关法律规定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四、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和执行机制，强

化维护国家安全执法力量，加强维护国家安全执法工作。中央人民

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根据需要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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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职责。 

       五、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应当就香港特别行政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

职责、开展国家安全教育、依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等

情况，定期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报告。 

       六、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相关法律，切实防范、制止和

惩治任何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严重危害

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

务的活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将上述相关法律列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别行

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 

       七、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