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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法規 
 

第一章  資本市場與證券交易管理 

一、資本市場之意義 

（一）金融市場係由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組成，其中資本市場一般係指證券 

      市場，其管理的範圍包括證券市場之所有參與者，如投資銀行、投資 

      公司、投資顧問公司、證券金融事業及證券商等各種機構。 

（二）資本市場之主要功能在於促進資金流通，儲蓄單位之擁有者希望累積 

      未運用資產在一定的時間後可以增加價值，進而尋找得以善用其資金 

      而使其增值之人，另一方面，市場上有相當具有投資能力而缺乏資金 

      之人，經由資本市場之連繫使雙方各取所需。資本市場對企業經營者 

      而言已經成為一個有效率的籌資管道。 

 

二、證券交易法 

（一）法律體系 

      1.證交法為公司法之特別法 

        公司法下規範四種公司，其中股份有限公司為募集資金，對外發 

行有價證券，如股票、公司債等，即成為「公開發行公司」。 

證交法第 4條： 

本法所稱公司，謂依公司法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 

1.惟涉及公司治理部分，其實法規適用應該多指「公開發行公司」；

惟證交法並非僅規範公司內部組織，亦多及於市場管理，意指只

要是市場參與者，無論何種公司類型，均有證券交易法之適用。 

2.證券交易法即為規範有價證券交易的行為法，成為公司法制體系

的一環。許多規定也與公司法概念息息相關，考生務必同時熟悉。 

證交法第 2條 

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買賣，其管理、監督依本法之規定；本法

未規定者，適用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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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證交法授權行政機關訂立的行政命令 

        證券交易市場瞬息萬變，法律文字僵硬死板，故在某些條文中立法 

直接授權主管機關，得因應市場現況，訂立合適的行政命令。例如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 

會使用委託書管理規則」等等。 

行政命令多如牛毛，原則上本科為「證券交易法」，但有些重要的行 

政命令還是會考，但不需要全部記憶，僅需熟讀講義所附的部份即 

可。 

（二）主管機關 

      證交法第 3條規定：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三）證交法第 1條規定： 

「為發展國民經濟，並保障投資，特制定本法。」 

即以保障投資為手段，以期最終能發展國民經濟，在投資人受充分保

障的交易環境，證券交易才會熱絡，企業方能有效率的募集資金，使

企業活動興盛，終能發展國民經濟。 

證交法保障投資的方式： 

1.使投資人快速地取得正確的投資資訊。 

2.防止市場的不公平行為。 

3.在投資人不公平行為侵害後，獲得救濟補償。 

 

（四）證券交易法基本概念即為：以架構整個證券交易市場，規範證券交易 

行為為核心，從主管機關金管會（證期局）對於交易市場的監控開始， 

透過證券交易所和櫃買中心間接控制證券交易市場，及於證交所和證 

券商之間的法律關係，乃至於公開發行公司，即，從兩方面來規制證 

券交易行為，一方面是證券管理機關對證券交易行為的監督，一方面 

是上市公司的內部控制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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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證券交易管理原則 

（一）證券管理之必要 

      與其他的投資標的如不動產等不同的地方在於，證券的價值並不顯限 

      於證券本身，自其外表觀察不能得知其內含價值。大多數的物品得以 

      經由外觀之檢視以評估其價值所在，惟證券之價值則難以自形式評估。 

      此因證券所表彰之價值，實繫於其發行人之本質，如發行公司的經營

狀況、財務現狀、產業整體景氣或國家政治經濟環境，因此，買賣雙

方在為證券交易之前，莫不探求交易相關資訊，以判斷證券實際價值。 

（二）證券交易管理之正當性 

  1.交易資訊地位不對等 

      既然證券價值繫於資訊，故取得資訊的多寡為是否能正確評估證券價

值的關鍵，但並非每位市場參與者均立於一個能快速取得正確價值的

地位，例如，公司內部人較諸於公司外部人能更快取得公司資訊，則

公司內部人即能更快、更正確地評估公司股價，因而於市場反映股價

前先為交易，先為獲利或避險，此等市場即有不公。準此，有必要由

國家公權力介入管制，以使所有市場參與者能平等取得資訊，或衡平

資訊地位不對等所生之不利益。 

    2.證券持有人對於證券之實際價值並無控制力 

      證券價值繫於諸多經營、市場因素，因此不易評估資產風險與價值，

且其價值隨時跌宕起伏，需確保投資人能時時取得資訊，且盡量迴避

市場人為風險。 

 

四、證券交易法管理原則： 

   （一）市場監理：（政府與自律組織雙管齊下） 

         要管理證券交易市場，除了政府的介入外，多仰賴自律組織如證交

所、證券同業公會等共同管理；避免公權力過度介入市場。 

（二）自由競爭與限制競爭和保障公益 

         管理證券交易主要目的是為了保障投資環境，具有公益目的，然而

如過度保護形同過度干預證券交易市場，反而有害自由競爭。故如

何拿捏管理的強度使其不過度即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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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開原則與實質管理原則 

   公開原則和實質管理原則為管理證券交易市場的兩種方針。 

1.公開原則（或稱揭露原則），指要求公開發行公司必須公開自己

公司的投資相關資訊，該資訊之公開必須要求正確性和即時性，

讓投資人可以知悉公司的營運情形及市場現況，以促成投資人即

時做成正確投資判斷。透過公開原則，亦易於將公司內部之不法

情事暴露於陽光之下，從而降低人為投資風險，以鞏固市場安定。 

2.實質管理原則意指，直接取締某些證券交易行為或是設立強制或

禁止標準、管制不正證券交易行為，如有違反則受法律之懲罰之

規範手段。實質管理原則之運用越廣泛，表示國家公權力介入市

場就越深。 

3.我國兼採兩種管理方式，但其中手段之寬嚴分配即為證交法之學

問；理論上，一部證交法中由國家直接施以實質管理之部分越

多，形式上對投資人保護更加周全，惟人力有時而窮，國家亦不

可能完全監控市場，又市場亟欲自由化，亦不希望國家公權力過

於介入，否則將有礙市場發展，因此部分實質管理代予公開原

則，以公開資訊取代規制，促進市場自由、自治、自律，為現代

證交法之趨勢。 

 

     （四）公權力措施和民事責任 

         除政府機關的介入和自律組織自我管理證券市場之外，尚有因不法 

證券交易行為而受損害之人，可向不法行為人請求民事上的損害賠

償之民事責任制度；除了填補損害的功能之外，因為民事責任賠償

金額甚為巨大，也可達到嚇阻違法的預防功能，等於是以千千萬萬

投資人為股市警察，以民事責任來協助執法。     

民事責任短期時效：證交法第 21條： 

「本法規定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有請求權人知有得受賠償之原

因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募集、發行或買賣之日起逾五年

者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