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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伴隨著世界歷史步入二十一世紀，以企業為核心的市場體系處於一個

大的結構性調整。企業能否順利調整到為整個世界的經濟發展服務，成為

了全球各大公司所關注的首要問題。在此轉捩點，各個勵精圖治的企業家

無一例外的選擇了擴大經營規模，進行資本運作，從而捨棄了前資本主義

時期以家族為核心，以傳統式的管理為手段的經營模式，與這些企業家的

理念相適應，進行企業的收購和合併成為了他們首選策略，從那一刻起，

通過收購和合併，誕生了一大批知名的跨國公司，世界 500 大的公司都是

靠收購和合併發展起來，無一靠自身的積累，為了提升競爭優勢，企業透

過組織重新建構或轉型的方式，提高企業經營效率或以應付外來競爭是不

得不然的選擇，透過併購方式乃企業轉型與成長最快速的方法之一，對企

業經營者來說，為了在現今全球激烈競爭的態勢下掌握市場需求，而採取

的組織變革與策略定位移動，亦漸如起床、出門、下樓一般自然。更甚者，

企業為了圖強與生存，自 90 年代興起的企業合併、收購與聯盟，已成為

不分國籍、不分產業的商業普世常態。併購究竟有什麼迷人之處，會吸引

當前熱門的科技、金融業趨之若鶩？《財星雜誌》在〈企業總裁為什麼要

學著愛上合併〉文中，切中要害地提到：「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需要規模

與據點，這正是許多超級併購案及策略聯盟形成的背後理念。」哈佛大學

商學院教授包爾所歸納的併購新趨勢〈以併購代替研發〉，也貼切地道盡了

併購的致命吸引力。通常會進行企業併購之因素為追求企業外部成長及取

得關鍵性競爭優勢。就企業內部成長而言，企業得經由營業擴充，資本增

加及研發等方式，使企業之營收、獲利、員工或企業營運範圍增加，該等

內部之成長限於企業之過去經營經驗、設施、內部主觀決策及外部經營環

境等因素，造成內部成長之限制，因此，藉由外部成長(External Growth)

可彌補部分內部成長所無法達成之空間。國際企業經常以併購的方式進行

企業水平、垂直整合，以利於從事專業經營，提升經營效率，為因應企業



 2

全球化趨勢，有關企業併購法制之完備及明確，勢所必需，九十一年一月

十五日立法院通過企業併購三法(企業併購法、公平交易法修正、證交法修

正)，提供企業快速轉型與成長之機制，為我國公司革新立下新的里程碑，

公布施行迄今，已逾四年，企業利用合併、收購或分割方式進行產業調整

與企業轉型之案例與日俱增，三法中的「企業併購法」，給予符合一定條件

的公司進行分割、合併或收購時，不但能享有租稅優惠，並得適用促進產

業升級條例，申請行政院開發基金專案融資，這將開啟國內企業併購新頁，

也讓企業可以重整跨國投資組織架構，提高我國企業國際競爭力。為了提

升競爭優勢，企業透過組織重新建構或轉型的方式，提高企業經營效率或

以應付外來競爭是不得不然的選擇。然而企業於面對併購這－「V（AB）

＞V（A）＋V（B） 」之誘惑定理之際，透過併購方式乃企業轉型與成長

最快速的方法之一。例如聯電公司五合一合併案。一個成功的併購案，足

以使股票洛陽紙貴，盈餘與日俱增，創造無限商機，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

以一種法律經濟分析的不同視角，從企業併購的經濟學基礎、法律制度的

供需狀況、效率等方面論證對企業併購法制進行法律規範的必要性和合理

性，有系統地檢視企業併購於現行法中所扮演之功能分析是否符合經濟學

中效率的觀念，並且分析於現行企業併購法制發生違反效率的情況。法律

經濟分析於國內法學的發展相較於國外仍顯得十分遲緩，但是以經濟分析

進行各種不同法領域之研究於國外已經是十分盛行且具支配性，於研究所

時期受到蘇永欽教授從效率觀點談共有關係的幾點爭議問題、締約過失責

任的經濟分析1啟蒙，對於法律經濟學有了初步的認識，深切地感受到以經

濟觀點切入法律領域竟是如此的有趣且具說服力，之後研讀了波斯納「法

律的經濟分析」，對於法律經濟分析有更深一層的認識，加以本人係財務金

融背景對企業併購議題較為熟悉，以法律經濟分析研究企業併購法制上的

課題便成為筆者最濃厚的興趣，希望能於論文研究時更進一步瞭解法律經

濟分析的內涵，以及嘗試將經濟分析落實於國內法學研究的探討，而企業

                                                 
1 請參閱蘇永欽，從效率觀點看幾個共有關係的爭議，走入新世紀的私法自治，元照出版；締約過失責

任的經濟分析－從現代交易的階段化談起，台大法學論叢第三十三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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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購法制上眾多課題中最廣受討論、也是最具爭議者，本文的目的期待以

異於傳統法學研究方式，對於企業併購法制上能有更深一層的瞭解與建議。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本文所討論的範圍以企業併購法為主，輔以公司法、證券易法及公平

交易法之法制現況，探討企業併購法制之特色及缺失，又在肯定企業併購

法制應以經濟效益為政策目標之前提下，探討經濟效益與公司利害關係人

保護之權衡問題以及企業併購法制相關課題之解決，並對於我國企業併購

法制及現況加以介紹，並提出規範之分析，至於研究方法則以法律經濟分

析的方式對於上述課題加以探討。 

 

第三節  論文結構 

本論文之結構安排如下：第一章為緒論，介紹本篇論文之研究動機、

背景、以及研究方法與範圍。第二章為法律經濟分析概述，介紹法律經濟

分析的內涵、背景、發展以及與傳統法學研究上之差異，並說明為何選取

以法律經濟分析之方式作為研究主軸。第三章法律經濟分析的經濟理論基

礎，主要對法律經濟分析中經常運用到個體經濟學的最大化、效益、供需

理論及賽局理論進行分析與闡述。第四章為企業併購概述。第五章台灣企

業併購現況。第六章為企業併購法制之經濟分析檢視各種現行法之可行

性，並建議以經濟觀點構築之法制作為解決方案。第七章為結論與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