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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廣告涉及之公平交易法相關規範 

  「比較廣告」係指事業於廣告中，就所提供商品或服務之特定項目，與他事業進行

比較，以增進其交易機會1。競爭事業間以「比較廣告」之方式吸引消費者，乃商業活

動常見手段，台灣所涉公平交易法之相關規範，包含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2、第 24 條3、

第 25 條4，以及「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與「公平

交易委員會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簡介如下： 

一、 判斷原則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3 點5與第 4 點6，以「真實表

示原則」與「公平客觀比較原則」作為比較廣告之判斷原則，前者強調事業在比較廣告

中，就自身與他事業商品之表示或表徵，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後者則強調事業在比

較廣告中，應以公正、客觀、比較基準相當之方式為之。須提醒的是，「真實表示原則」

屬於一般廣告原則，亦適用於促銷廣告或網路廣告等7，並非只適用於比較廣告。 

 

                                                
1
 《認識公平交易法（增訂第 19版）》，公平交易委員會，2021年 7月，頁 280。 

2
 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一項）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

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第二項）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第三項）事業對於載有前項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表示

之商品，不得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第四項）前三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第五項）廣告代理業在明

知或可得而知情形下，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誤之廣告，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廣告媒體業在明知或可得

而知其所傳播或刊載之廣告有引人錯誤之虞，仍予傳播或刊載，亦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廣告薦證者明知

或可得而知其所從事之薦證有引人錯誤之虞，而仍為薦證者，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但廣告薦證者非屬知

名公眾人物、專業人士或機構，僅於受廣告主報酬十倍之範圍內，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第六項）前項所

稱廣告薦證者，指廣告主以外，於廣告中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之人或機構。」 
3
 公平交易法第 24條：「事業不得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 

4
 公平交易法第 25條：「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 

5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3點真實表示原則：「事業於比較廣告，就自身與他事業商品之表

示或表徵，均應確保廣告內容與實際相符。」 
6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4點公平客觀比較原則：「事業於比較廣告，應以公正、客觀、比

較基準相當之方式為之。」 
7
 參酌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促銷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3 點，與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路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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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違法類型 

  違法之比較廣告簡單區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一)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比較廣告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5 點規定，事業於比較廣告無

論是否指明被比較事業，不得就自身與他事業商品之比較項目，為下列之行為：1. 就

自身或他事業商品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2. 以新舊或不同等級之商品

相互比較。3. 對相同商品之比較採不同基準或條件。4. 引為比較之資料來源，不具客

觀性、欠缺公認比較基準，或就引用資料，為不妥適之簡述或詮釋。5. 未經證實或查

證之比較項目以懷疑、臆測、主觀陳述為比較。6. 就某一部分之優越而主張全盤優越

之比較，或於比較項目僅彰顯自身較優項目，而故意忽略他事業較優項目，致整體印象

上造成不公平之比較結果。7. 就比較商品之效果表示，並無科學學理或實驗依據。8. 其

他就重要交易事實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比較行為。違反者可能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依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恐面臨主管機關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

正措施，以及相關罰鍰。 

  參酌「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5 點與第 6 點，

所稱「虛偽不實」，係指表示或表徵與事實不符，其差異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

而有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所稱「引人錯誤」，係指表示或表徵不論是否與事

實相符，而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

平交易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7 點8，則提供判斷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之考量因素，包含交易相對人普通注意力之認知、是否以對比或特別顯著方式為之、

合併觀察之整體印象及效果、重要交易資訊內容於版面排版與字體大小是否不成比例、

相關負擔或限制條件是否充分揭示、與實際狀況之差異程度等。 

 

                                                
8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1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7點：「七、 判斷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應

考量因素如下：(一) 表示或表徵應以相關交易相對人普通注意力之認知，判斷有無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情事。(二) 

表示或表徵之內容以對比或特別顯著方式為之，而其特別顯著之主要部分易形成消費者決定是否交易之主要因素者，

得就該特別顯著之主要部分單獨加以觀察而判定。(三) 表示或表徵隔離觀察雖為真實，然合併觀察之整體印象及效

果，有引起相關交易相對人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者，即屬引人錯誤。(四) 表示或表徵有關之重要交易資訊內容於版

面排版、位置及字體大小顯不成比例者，有引起相關交易相對人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五) 表示或表徵有關之負擔

或限制條件未充分揭示者，有引起相關交易相對人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六) 表示或表徵客觀上具有多重合理的解

釋時，其中一義為真者，即無不實。但其引人錯誤之意圖明顯者，不在此限。(七) 表示或表徵與實際狀況之差異程

度。(八) 表示或表徵之內容是否足以影響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相關交易相對人為合理判斷並作成交易決定。(九) 表

示或表徵之內容對於競爭之事業及交易相對人經濟利益之影響。 表示或表徵與實際狀況之差異程度，得參酌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或公正客觀專業機構之意見予以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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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誹謗競爭者營業信譽之比較廣告 

  主要以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進行規範。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強調，事業

必須以「為競爭之目的」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始足當之。所

稱「競爭之目的」，則係指妨害顧客對於他人營業信譽應有之信賴，藉以爭取原將由他

人取得之交易機會之情形。因此，判斷事業之行為是否為「競爭之目的」，以事業間具

有「競爭關係」作為前提要件9。 

  所稱「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係指陳述或散布之內容，足以降低社會相關大眾

或交易相對人，對被指摘事業之營業上評價。至於不實資訊是否已達「足以損害他人營

業信譽」之程度，應按交易上一般客觀評價予以判斷，不受當事人間之主觀認知所限制
10。 

(三)  欺罔或顯失公平之比較廣告 

  主要以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進行規範。參酌「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2 點，本條之適用應以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為前提，且僅能適用於

公平交易法其他條文規定所未涵蓋之行為，具補充條款之性質。 

  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5 點，所稱「交

易秩序」，泛指一切商品或服務交易之市場經濟秩序，可能涉及研發、生產、銷售與消

費等產銷階段，其具體內涵則為水平競爭秩序、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

公平競爭精神之交易秩序。判斷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可考慮受害人數之多寡、

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是否為針對特定團體或組群所

為之行為、有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以及行為所採取之方法手段、行為發

生之頻率與規模、行為人與相對人資訊是否對等、糾紛與爭議解決資源之多寡、市場力

量大小、有無依賴性存在、交易習慣與產業特性等，且不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影

響者為限。 

  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所稱「欺

罔」，係對於交易相對人，以欺瞞、誤導或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

交易之行為。 

  公平會提醒，就自身商品與競爭對手商品互相比較後刊登廣告，如果資訊正確，固

然有促進消費者選擇的機會，但比較基礎應相同或相近，並注意廣告呈現方式、宣稱及

所引用資料是否與事實相符，以免觸法。 

                                                
9
 同註 1，頁 299。 

10
 同註 1，頁 299-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