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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紛爭商務紛爭商務紛爭商務紛爭解決解決解決解決之之之之優先優先優先優先選擇選擇選擇選擇-----仲裁制度仲裁制度仲裁制度仲裁制度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有外資企業，為接國外訂單以生產銷往海外市場之產品，就其組裝之零組件生產

與台灣供應商簽立購買合約，雙方並就交易方式、零組件規格、交貨條件等均詳

細載明於合約中以茲共同遵守。惟嗣後雙方就貨品之瑕疵認定、交貨遲延責任之

歸屬等產生爭議，屢經協商仍無法達成共識，遂依該合約條款之仲裁協議約定，

將爭議提付仲裁協會解決，全案自提交時起至獲得仲裁判斷為止，共歷時 9 個月

即獲致確定解決，與一般法院之訴訟程序相比，有其迅速、經濟之實效，較符合

企業降低訴訟成本之需求，故仲裁協議之約定經常成為商務契約內容(尤其是國

際性商務合約)之標準制式條款。準此，本文將仲裁制度之意義、其優缺點以及

流程與仲裁判斷之執行等予以略述說明，俾供企業各界參考。 

 

仲裁制度之意義仲裁制度之意義仲裁制度之意義仲裁制度之意義 

對於解決當事人間之爭議，主要採取之方式有和解、調解、仲裁與訴訟等 4 種。

茲將該 4 種解決爭議之方式簡述如下： 

一一一一、、、、    和解和解和解和解制度制度制度制度 

依民法第 736、737 條規定，和解是指當事人約定相互讓步，以終止紛

爭或防止紛爭發生之契約，並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

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此為訴訟外之和解。優點在於可迅速解

決爭議，缺點在於若一方當事人拒不履行和解內容時，則有別於民事訴

訟法第 377 條規定之訴訟上和解之效力，訴訟外之和解契約僅具有私法

契約關係，他方當事人仍需訴諸訴訟程序之手段，才能完成解決爭議之

目的。 

 

二二二二、、、、    調解制度調解制度調解制度調解制度 

若當事人間之爭議無法由雙方自行達成和解方案時，可委由第三人居中

排解之制度(有別於民事訴訟法調解之規定)。而依據鄉鎮市調解條例第

1 條規定「鄉、鎮、市公所應設調解委員會，辦理下列調解事件：一、

民事事件。二、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第 26 條規定「鄉、鎮、市公

所應於調解成立之日起十日內，將調解書及卷證送請移付或管轄之法院

審核。」、第 27 條規定「調解經法院核定後，當事人就該事件不得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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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告訴或自訴。經法院核定之民事調解，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

效力」，可知經法院核定後之調解，即依法享有與確定判決同一之實質

確定立，就此而言，訴訟外之調解比訴訟外之和解更有效力；惟其缺點

在於，若一方當事人不同意進行調解程序或不接受調解方案時，調解制

度即無法發揮功能。 

 

三三三三、、、、    訴訟制度訴訟制度訴訟制度訴訟制度 

若當事人間之爭議，無法透過前述二種方式解決時，即須訴諸法院之訴

訟程序直至獲得終局判決後方告確定。因此當一方當事人起訴後，他方

即必須應訴，當事人並無自主決定權，而判決確定後即有實質之確定

力，可據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惟其缺點在於，須預繳之裁判費，有

時造成當事人相當大之負擔，訴訟程序冗長，公開審判，有違現今營業

秘密保護之需求，有時對於系爭事件，法官欠缺相關之專門知識與經驗

等。 

 

四四四四、、、、    仲裁制度仲裁制度仲裁制度仲裁制度 

所謂仲裁制度係基於私法自治原則、契約自由原則之精神，是一種私法

爭議自主解決之制度，由當事人雙方自行以仲裁協議之約定，將爭議提

交予仲裁人組成之仲裁庭，經由仲裁程序作成於當事人間終局確定並具

有拘束力之仲裁判斷。就當事人自主解決爭議而言，仲裁與和解、調解

有其共通性；而仲裁人之判斷，依仲裁法第 37 條第 1 項規定，於當事

人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調解則尚需經法院核定後，方

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和解則無此效力。此外，仲裁制度亦具

備迅速、經濟、秘密、有效性等優點(將於後詳述之)。 

 

仲裁制度之優點與缺點分析仲裁制度之優點與缺點分析仲裁制度之優點與缺點分析仲裁制度之優點與缺點分析 

一一一一、、、、    仲裁制度之仲裁制度之仲裁制度之仲裁制度之優點優點優點優點 

1. 迅速性迅速性迅速性迅速性：：：： 

依仲裁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仲裁進行程序，當事人未約定者，仲裁

庭應於接獲被選為仲裁人之通知日起十日內，決定仲裁處所及詢問期

日，通知雙方當事人，並於六個月內作成判斷書；必要時得延長三個月。」

可知，仲裁程序之進行，原則上應於 6 個月內作成仲裁判斷，至遲不得

超過 9 個月，且仲裁判斷作成後，除當事人有撤銷仲裁判斷之法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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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經判斷，即告確定。而法院之審理程序，第一審法院有 1 年 4

個月之辦案期限1，此外再加上訴審之救濟制度，相形之下，仲裁程序

遠比訴訟程序快速。 

 

2. 經濟性經濟性經濟性經濟性：：：：各依仲裁費用2與訴訟費用3之徵收標準，計算例舉如下： 

標的金額 
(單位： 

新台幣) 

仲裁費 
(單位： 

新台幣) 

法院裁判費(單位：新台幣) 

一審 二審 三審 合計 

100 萬元 36,600 10,900 16,350 16,350 43,600 

200 萬元 58,600 20,800 31,200 31,200 83,200 

400 萬元 75,600 40,600 60,900 60,900 162,400 

800 萬元 134,600 80,200 120,300 120,300 320,800 

1000 萬元 152,600 100,000 150,000 150,000 400,000 

1 億元 602,600 892,000 1,338,000 1,338,000 3,568,000 

10 億元 5,102,600 7,822,000 11,733,000 11,733,000 31,288,000 

 

由上附表可知，當事人將爭議提付仲裁時，所需支付之仲裁費用，普遍

低於法院之訴訟費用(三審合計)，且標的金額愈大時，所節省之費用愈

多，再加上仲裁所需時間較法院訴訟為短，所節省之時間成本，可實質

保障當事人更多之經濟利益。 

 

3. 秘密性秘密性秘密性秘密性：：：： 

依仲裁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仲裁程序，不公開之。但當事人另有約

定者，不在此限。」仲裁程序原則上係採秘密方式進行，與法院須以公

                                                 
1 依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 2 點規定「案件自收案之日起，逾下列期限尚未終結者，除由院長負責督促迅速辦理

外，並按月填具遲延案件月報表，層報本院：（二）民刑事通常程序第一審審判案件及民事執行事件逾一年四個月，破

產事件及公司重整事件逾二年。」 
2 仲裁機構組織與調解程序及費用規則第 25 條規定「因財產權而聲請仲裁之事件，除於聲請時領用有關書表資料，應繳

納工本費新台幣六百元，應按其仲裁標的之金額或價額，依下列標準逐級累加繳納仲裁費：                                                      
一、新台幣六萬元以下者，繳納新台幣三千元。                       
二、超過新台幣六萬元至新台幣六十萬元者，就其超過新台幣六萬元部分，按百分之四計算。                                          
三、超過新台幣六十萬元至新台幣一百二十萬元者，就其超過新台幣六十萬元部分，按百分之三計算。                                  
四、超過新台幣一百二十萬元至新台幣二百四十萬元者，就其超過新台幣一百二十萬元部分，按百分之二計算。                          
五、超過新台幣二百四十萬元至新台幣四百八十萬元者，就其超過新台幣二百四十萬元部分，按百分之一點五計算。                       
六、超過新台幣四百八十萬元至新台幣九百六十萬元者，就其超過新台幣四百八十萬元部分，按百分之一計算。                          
七、超過新台幣九百六十萬元者，就其超過新台幣九百六十萬元部分，按百分之零點五計算。」                             

3 民事訴訟法第 77-13 條規定「因財產權而起訴，其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十萬元以下部分，徵收一千元；逾

十萬元至一百萬元部分，每萬元徵收一百元；逾一百萬元至一千萬元部分，每萬元徵收九十元；逾一千萬元至一億元部

分，每萬元徵收八十元；逾一億元至十億元部分，每萬元徵收七十元；逾十億元部分，每萬元徵收六十元；其畸零之數

不滿萬元者，以萬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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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審判提供予一般民眾旁聽之原則不同，此外，仲裁評議(即仲裁庭就

當事人之爭議決定判斷主文及理由之過程)，依仲裁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

定亦不得公開，因此對於當事人間之營業秘密、隱私等保護較為周全。 

 

4. 自主自主自主自主性性性性：：：： 

有別於法院強制而又僵固之訴訟程序，仲裁制度之最大特色，即在於當

事人可自行選擇解決爭議之方式：如 

(1) 當事人得約定是否採行仲裁方式(仲裁法第 1 條第 1 項)、 

(2) 當事人得約定仲裁人及其選定方法(仲裁法第 9 條第 1 項)、 

(3) 當事人得約定爭議事件之仲裁程序何時開始(仲裁法第 18 條第 2

項)、 

(4) 當事人得約定仲裁程序之準據法(仲裁法第 19 條)、 

(5) 當事人得約定仲裁地(仲裁法第 20 條)、 

(6) 當事人得約定仲裁程序是否要公開(仲裁法第 23 條第 2 項)、 

(7) 當事人得約定仲裁程序所使用之語言(仲裁法第 25 條第 1 項) 

(8) 當事人得明示合意授權仲裁庭適用衡平原則為仲裁判斷(仲裁法第

31 條)等，均顯現當事人於仲裁制度中有充分之自主性。 

 

5. 專業性專業性專業性專業性：：：： 

工商時代，分工細微精緻，其所致生之爭議案件，專業領域間區隔性高，

而仲裁可由當事人自行遴選具有特殊專業知識及經驗豐富之專家，處理

複雜之爭議。而法官僅係法律方面之專家，對於特殊爭議未必具有相關

智識與經驗，因此需仰賴專業鑑定，故此種爭議如交以專業之仲裁人，

即可迅速解決專業性爭議。 

 

6. 有效性有效性有效性有效性 

依仲裁法第 37 條第 1 項規定「仲裁人之判斷，於當事人間，與法院之

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可知，仲裁判斷也具有法院確定判決之同等

效力。而仲裁法並未規定當事人對仲裁判斷可聲明不服之上訴救濟制

度，因此，仲裁判斷一經作出且送達當事人後，即告確定，當事人除有

法定原因外，不得請求撤銷或變更原仲裁判斷，並應受仲裁判斷內容之

拘束，不得另行起訴或聲請仲裁，準此，仲裁所為之判斷比當事人間之

和解書或調解委員會之調解書(需經法院核定)，更具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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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仲裁制度之仲裁制度之仲裁制度之仲裁制度之缺點缺點缺點缺點 

仲裁制度雖有如上之優點，但制度往往一體兩面，仍存有其缺失之處，

分述如下： 

1. 欠缺安定性與公正性欠缺安定性與公正性欠缺安定性與公正性欠缺安定性與公正性：：：： 

法院判決須嚴格依循法律且有判決先例可循，較具有安定性與公定性，

而仲裁判斷基本上是由仲裁人依據其專業知識而作成，因此同類爭議，

因仲裁人不同之專業素養與價值評斷，即可能產生不同之判斷，欠缺其

可預測性而失其安定性，而流於過度主觀與恣意之可能。 

 

2. 無無無無上訴上訴上訴上訴救濟救濟救濟救濟制度制度制度制度 

如前述，仲裁判斷一經作成即告終局確定之效力，雖有其速迅之實效，

但事實認定正確與否、權利義務分配公平與否，亦失其再次審認之機

會，而可能受有不利益之結果。 

 

3. 仲裁人易存有代理人意識仲裁人易存有代理人意識仲裁人易存有代理人意識仲裁人易存有代理人意識 

仲裁人係由當事人自行選定，因此仲裁人容易產生代理人意識，而難以

保持客觀中立與公正無私之立場，故若於仲裁程序中，以當事人之代理

人身分自居而產生偏頗之情形，將不利於仲裁制度之發展與效能。 

 

仲裁仲裁仲裁仲裁制度制度制度制度流程流程流程流程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一一一、、、、    仲裁協議仲裁協議仲裁協議仲裁協議之擬定之擬定之擬定之擬定 

1. 仲裁協議之意義 

所謂仲裁協議，係指就一定之法律關係，及由該法律關係所生現在或將

來之爭議，雙方當事人合意由仲裁人進行仲裁並遵行其仲裁判斷之約

定。茲將其內涵分述如下： 

(1) 仲裁協議仲裁協議仲裁協議仲裁協議須限於一定之法律關係須限於一定之法律關係須限於一定之法律關係須限於一定之法律關係，，，，及由該法律關係所生之爭議及由該法律關係所生之爭議及由該法律關係所生之爭議及由該法律關係所生之爭議 

依仲裁法第 2 條規定「約定應付仲裁之協議，非關於一定之法律關

係，及由該法律關係所生之爭議而為者，不生效力。」實務上，當

事人間之「仲裁協議」大多是採用「因或由本契約所生」、「與本契

約有關」等用語，以符合爭議須由一定之法律關係所生之規定。如

案例中之購買合約規定：「任何因本合約所生之爭議...於協商後無

法解決時，應專屬提交中華民國仲裁協會解決…」 

(2) 仲裁協議所要處理之爭議仲裁協議所要處理之爭議仲裁協議所要處理之爭議仲裁協議所要處理之爭議，，，，包含包含包含包含「「「「現在之爭議現在之爭議現在之爭議現在之爭議」」」」及及及及「「「「將來之爭議將來之爭議將來之爭議將來之爭議」」」」 



THY台灣通商法律事務所台灣通商法律事務所台灣通商法律事務所台灣通商法律事務所                           Newsletter 2013.11-CH 
 

本文之著作權屬台灣通商法律事務所所有本文之著作權屬台灣通商法律事務所所有本文之著作權屬台灣通商法律事務所所有本文之著作權屬台灣通商法律事務所所有，，，，未經許可不得使用及轉載未經許可不得使用及轉載未經許可不得使用及轉載未經許可不得使用及轉載。。。。 
 

 
                   
本 Newsletter 謹就法律之原則，作一說明，並不構成對具體個案提供法律意見，蓋因每一個案 
內容及事實不同，恐有不同之考量，故若需尋求對具體個案之法律諮詢，煩請與本所聯絡。 
 
20130816/Newsletter/K                                                                                   6 

依仲裁法第 1 條前段規定「有關現在或將來之爭議，當事人得訂立

仲裁協議」，而仲裁協議依其所訂立之時機可區分為： 

A. 於爭議發生前，雙方於一般契約中訂有「仲裁條款」，約定「任

何因本契約所爭議均以仲裁解決之」。如案例中雙方於簽立購

買合約時(爭議發生前)即訂明之仲裁條款。 

B. 於爭議發生後，雙方訂立「仲裁契約」，同意將爭議提付仲裁

解決。惟事後於爭議發生時，就處於不利事實之一方恐難同意

提交仲裁解決。 

(3) 仲裁協議事當事人授權第三人解決爭議並排除法院審判之合意仲裁協議事當事人授權第三人解決爭議並排除法院審判之合意仲裁協議事當事人授權第三人解決爭議並排除法院審判之合意仲裁協議事當事人授權第三人解決爭議並排除法院審判之合意 

人民依憲法享有之訴訟權利，任何人均不得加以剝奪，除當事人自

行選擇放棄之。而仲裁制度係於法院訴訟制度外另設之解決爭議方

式，故於當事人訂立仲裁協議時，即有放棄法院審判之合意。 

 

2. 協議仲裁之要件 

(1) 仲裁容許性仲裁容許性仲裁容許性仲裁容許性要件要件要件要件 

依仲裁法第 1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爭議，以依法得和解者為限。」

所謂依法得和解者，係指財產法上之權利或法律關係得由私人以自

由意思予以處分者。因此，如親屬法、繼承法上之權利、刑事案件

等均非屬於依法可得和解者。案例中之因購買合約書所生之爭議如

所交貨品瑕疵及遲延認定所生之損害賠償問題，係屬於財產法之權

利，依法得為和解，故可為提付仲裁解決之爭議。 

 

(2) 書面性要件書面性要件書面性要件書面性要件 

依仲裁法第 1 條第 3 項規定「仲裁協議，應以書面為之。」由於仲

裁協議是排除法院審判權之合意，並授權仲裁人進行仲裁之依據，

故為確保當事人之真意，明文要求應以書面為之。此外，因電子通

訊發展迅速下，於仲裁法第 1 條第 4 項中亦規定「當事人間之文書、

證券、信函、電傳、電報或其他類似方式之通訊，足認有仲裁合意

者，視為仲裁協議成立。」而案例中之購買合約，即為當事人以書

面載明協議條款之約定。 

 

3. 仲裁協議之內容 

仲裁協議是當事人授權「仲裁人」進行「仲裁程序」作成「仲裁判斷」

的根據，因此，當事人對於仲裁庭的組成、仲裁程序的進行以及仲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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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之作成等事項，均得以合議決定之，茲分述如下： 

(1) 仲裁標的之仲裁標的之仲裁標的之仲裁標的之事事事事項項項項 

為避免因「仲裁判斷與仲裁協議標的之爭議無關，或逾越仲裁協議

之範圍者」，而被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仲裁法第 40 條第 1 款規

定)，因此，對於仲裁標的，當事人應明確詳載其範圍，而且授權

範圍越大、越明確，越無爭執。如案例中之仲裁協議，當事人即約

定「任何因本合約所生之爭議」均可提交仲裁。 

(2) 仲裁程序之事項仲裁程序之事項仲裁程序之事項仲裁程序之事項 

同於前開仲裁制度自主性之優點中所述，當事人對於仲裁程序事

項，包含：仲裁人及其選定方法、開始時點、準據法、仲裁地、所

使用語言、仲裁判斷之依據等均可自行合意訂之。案例中之雙方當

事人於爭議發生後，即依據仲裁協議之約定，提交仲裁解決。而仲

裁協議內容則為： 

A. 仲裁地約定為：台北之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B. 準據法定為：依提交時之中華民國仲裁法及該協會之仲裁規則

以仲裁解決； 

C. 仲裁人之選定約定為：仲裁人應有三人，雙方各選定一仲裁

人，再由雙方所選定之仲裁人，共推一主任仲裁人，以組成仲

裁庭； 

D. 仲裁程序所使用之語言：原約定仲裁程序應以英文為主，但因

考量雙方當事人、代理人、仲裁庭均為本國人士，故嗣後雙方

均明白表示仲裁之進行應以中文為之； 

E. 其他：所有仲裁及其而生之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用，均

由敗訴之一方負責。 

(3) 仲裁判斷之事項仲裁判斷之事項仲裁判斷之事項仲裁判斷之事項 

A. 依仲裁法第 31 條規定「仲裁庭經當事人明示合意者，得適用

衡平原則為判斷。」，仲裁人為仲裁判斷之基準，雙方當事人

得明示合意適用「衡平原則」來裁決當事人間的爭議，以排除

法律之嚴格適用。 

B. 依仲裁法第 33 條第 5 款規定「仲裁判斷書應記載下列各款事

項︰五、事實及理由。但當事人約定無庸記載者，不在此限。」

有別於法院所為之判決須詳載事實及理由之規定，對於仲裁判

斷，當事人得約定無須記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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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仲裁程序仲裁程序仲裁程序仲裁程序之進行之進行之進行之進行 

1. 提出請申請並繳納費用提出請申請並繳納費用提出請申請並繳納費用提出請申請並繳納費用 

依仲裁法第 18 條規定「當事人將爭議事件提付仲裁時，應以書面通知

相對人。爭議事件之仲裁程序，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自相對人收受提

付仲裁之通知時開始。」仲裁程序開始進行，當事人首先必須依規定向

仲裁機構提出聲請並繳納費用。 

 

2. 選定仲裁人選定仲裁人選定仲裁人選定仲裁人4 

依仲裁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仲裁協議，未約定仲裁人及其選定方法者，

應由雙方當事人各選一仲裁人，再由雙方選定之仲裁人共推第三仲裁人

為主任仲裁人，並由仲裁庭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可知，原則上，當事

人得依仲裁協議約定之方法自行選定仲裁人，若未為約定時，則依前開

規定，各自推選一仲裁人，再由其共推一主任仲裁人。 

 

3. 仲裁庭進行詢問仲裁庭進行詢問仲裁庭進行詢問仲裁庭進行詢問 

依仲裁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仲裁進行程序，當事人未約定者，仲裁

庭應於接獲被選為仲裁人之通知日起十日內，決定仲裁處所及詢問期

日，通知雙方當事人，並於六個月內作成判斷書；必要時得延長三個月。」

故於仲裁處所以及詢問日期決定之後，仲裁庭即可開始進行詢問程序。 

 

4. 作成仲裁判斷作成仲裁判斷作成仲裁判斷作成仲裁判斷 

依仲裁法第 33 條第 1 巷規定「仲裁庭認仲裁達於可為判斷之程度者，

應宣告詢問終結，依當事人聲明之事項，於十日內作成判斷書。」依詢

問程序之進行，仲裁庭若認為可作出仲裁判斷時，則應宣告詢問終結，

並於 10 日內作出仲裁判斷，或依前揭第 21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仲裁庭

須於仲裁訊問程序開始後至遲 9 個月內作成仲裁判斷。 

 

三三三三、、、、    仲裁判斷之執行仲裁判斷之執行仲裁判斷之執行仲裁判斷之執行 

雙方當事人於接獲仲裁判斷後，本應依判斷書內容自動履行各自之給付

                                                 
4 仲裁人之資格依據仲裁法第 5 條規定具有法律或其他各業專門知識或經驗，信望素孚之公正人士，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者，得為仲裁人︰ 
一、曾任實任推事、法官或檢察官者。 
二、曾執行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或其他與商務有關之專門職業人 
    員業務五年以上者。 
三、曾任國內、外仲裁機構仲裁事件之仲裁人者。 
四、曾任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助理教授以上職務五年以上者。 
五、具有特殊領域之專門知識或技術，並在該特殊領域服務五年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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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但若有當事人拒絕履行時，他方則須依仲裁法第 37 條第 1、2

項「規定仲裁人之判斷，於當事人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

仲裁判斷，須聲請法院為執行裁定後，方得為強制執行。」由於仲裁判

斷係由非行使司法審判權之私人仲裁庭，依據當事人之仲裁協議授權，

進行仲裁程序後，所作成之終局判斷，其僅為私法上仲裁協議之延伸，

仲裁判斷本身並不具有執行力。因此，獲得有利仲裁判斷之當事人，是

不能據此直接對他方之財產加以強制執行。因強制執行之權力係專屬於

國家，私人不得享有之。是以，若受有不利判斷之當事人拒不履行仲裁

判斷內容時，他方則須向法院聲請執行裁定，經法院就該仲裁判斷為形

式上之審查：即確認仲裁判斷之作成符合當事人間仲裁協議之約定，亦

無違背法律之強制或禁止規定後，獲得執行裁定之當事人方可為強制執

行之聲請。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案例中 2 造之爭議，於提付仲裁協會後 9 個月內即獲得仲裁判斷解決，

而無待執行裁定之聲請，雙方當事人均秉持誠信原則自動依其內容履

行，主要原因即在於：仲裁制度係基於當事人自主原則下進行仲裁程

序，其解決爭議之方式較具彈性，且仲裁庭係由當事人所信任之專業人

士所組成，故較易使當事人信服；而所節省之上訴、強制執行程序成本

與律師費用，以及毋庸耗費大量之時間成本等，均可顯現出仲裁制度之

優點，可提供企業於解決爭議時另一選擇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