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2年度訴字第1230號

113年8月1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翁肇喜（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高佩辰  律師

被      告  勞動部設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7號

代  表  人  何佩珊（部長）

訴訟代理人  黃珮俞             

            陳怡韶（兼送達代收人）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保險條例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2

年8月23日院臺訴字第1125017179號、第1125015235號訴願決

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許銘春變更為何佩珊，茲據

現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377頁），核無不

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被告依據其所屬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審查結果，以原

告未覈實申報所屬如附表所示武○鈴等46人（下稱系爭業務

員）在附表所示違規期間之投保薪資，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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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遂依勞工保險條例（下簡稱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規

定，分別以附表所示裁處書（分別依其編號稱原處分1至3，合

稱原處分）裁處如附表所示罰鍰。原告不服，提起訴願均遭如

附表所示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原告從事保險業，與系爭業務員間係簽訂「承攬契約書」；

倘經評估，認該業務員適於另外從事行政職務，則另行簽立

「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系爭業務員均屬之。依原告與系

爭業務員間所簽訂之承攬契約書第3條第1項規定，及該項規

定所稱原告就「保險承攬報酬」、「服務獎金」…… 等報

酬所為之公告（即原告101年7月1日（101)三業(三)字第000

01號公告，下稱系爭公告）第1項及第2項之說明，業務員得

從事招攬保險工作，原告則依業務員招攬成功之保險商品種

類，按各該保單所相應比例，給付首年度「承攬報酬」，倘

要保人於次年度以後繼續服務客戶且要保人亦續繳保費，則

於續繳保費之特定年度內，另按各該保單所相應比例，另再

給付「續年度服務獎金」。質言之，系爭業務員所受領之報

酬，實著重於一定工作之完成（即要保人繳付保費及提供保

戶服務等），遑論原告尚得視營運狀況隨時調整（承攬契約

書第3條第2項約定參照），尚非繫於系爭業務員一己之勞務

付出即可預期必然獲致報酬，而與渠等是否提供勞務並無對

價關係可言，要非勞動基準法（下簡稱勞基法）第2條第3款

規定所稱之工資。就此，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207號

判決亦肯認。而就系爭業務員依「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所

受領之「僱傭薪資」部分，原告亦按勞保條例相關規定及相

應級距，為渠等辦理投保手續，遵法嚴謹而無疏誤或怠慢。

惟此「僱傭薪資」之性質，實與前開基於業務員「承攬契

約」所受領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洵屬不同

性質之給付，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 乃繫

諸於系爭業務員是否招攬成功、服務保戶，以及保險契約簽

訂情形、保費繳納情形等條件，並依據保單金額之多寡，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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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原告經營狀況，始得確定給付數額，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

款規定所稱之「工資」甚明，自毋庸列入勞保條例第13條、

第14條規定關於「月投保薪資」之計算基礎。被告逕自將非

屬工資之承攬報酬認定為工資，並予以原告處分，顯係違

誤。

  ㈡各原處分僅於說明載稱貴單位被保險人薪資，按「勞工保險

投保薪資分級表」規定，其投保薪資應申報若干元，而貴單

位為其申報若干元，依規定按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

鍰云云。惟細繹各原處分所附之罰鍰明細表，雖有臚列「月

薪資總額」、「原申報月投保薪資」、「應申報月投保薪

資」等欄位，惟全無具體敘明所憑事實及計算基礎，從而使

原告亦無從知悉、理解所申報之月投保薪資有何短報之處。

揆諸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1624號判決意旨，各原處分

顯難認已臻至明確，而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關於行政行

為必須明確、同法第96條關於書面行政處分應記載事實及理

由等規定而應予以撤銷。

  ㈢依照司法院釋字740號解釋、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26

1號判決以及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207號判決可知，保

險業者與業務員間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

選擇自由；是否為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内

容，按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加以判斷。縱令成立勞動契約，亦

可另外成立承攬契約，而為承攬與僱傭結合而各自獨立之聯

立契約；且因各自獨立，該二契約亦非不可分割、獨立視

之，其權利義務關係，自得各依所屬契約約定加以履行。倘

若業務員對於保險之招攬具有獨立裁量、保險業者對之欠缺

具體指揮命令權，甚至非以招攬保險次數作為計算報酬基

礎，即難認有何對價關係。然原處分漠視實務見解，未就原

告與系爭業務員間其實分別存有勞動契約與承攬契約關係之

事實加以審酌，即逕將系爭業務員依承攬契約書所獲之承攬

報酬與續年度服務獎金合併認屬渠等之「月薪資總額」，是

原處分認事用法顯有違誤，應予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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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被告於各原處分作成以前，並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

亦未依行政程序法第39條規定詳為調查，未確實釐清給付明

細所載內容究為承攬報酬、獎金或工資，即逕予認定原告有

未覈實申報月投保薪資之情，已於法不合。況且，「承攬報

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是否合於勞基法相關規定關於工

資要件，亦非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按最高行政法院107年

度判字第338號判決及本院105年度訴字第1491號判決意旨，

亦無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或同條其他款所規定之得以例

外無庸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之情形。是被告作成原處分

前，確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已然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102條關於正當行政程序之規定，應予撤銷等語，並聲明求

為判決：①如附表所示之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②訴訟

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被告則以：

　㈠在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作成前後，行政法院多數見解肯

認，保險公司與所屬業務員間為勞動契約關係：

　　⒈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作成後：原告部分，參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110年度簡字第306號行政判決；元大人壽公司部

分，參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54號判決；南山人壽

公司部分，參本院109年度訴字第926號判決；富邦產險公

司部分，參本院107年度簡上字第89號判決。

　　⒉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作成前：本院100年度簡字第396

號判決明揭與原告同為保險業之大都會公司人壽與保險業

務員間為勞動契約關係，業務員獲致之報酬，實質上即為

工資。本院99年度簡字第617號判決亦認定保誠人壽公司

與保險業務員間為勞動契約，業務員領取的佣金為工資，

後經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2116號駁回雇主之上訴

而告確定。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簡字第269號判決認

定與原告同為保險業之臺灣人壽公司與保險業務員為勞動

契約關係，其獲致之報酬及佣金，實質上均為工資。並經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4



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裁字第3239號裁定駁回上訴而告確

定。

　㈡原告與保險業務員間契約定性部分，前亦經行政法院判決肯

認為勞動契約關係，並認為民事法院與行政法院各有其審認

權限，得各本其調査所得之訴訟資料，分別作不同之認定。

參本院103年度簡上字第80號判決指出有關民事與行政法院

可分別本於調查所得之訴訟資料做不同認定部分，另有最高

行政法院100年判字第2230號判決要旨可參。

　㈢依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系爭承攬契約書約定及參業務主管聘

僱契約書等內容，兩造間係屬勞動契約關係無疑。

　　⒈參系爭承攬契約書第5條：「乙方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

方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1.違反……甲方業務員違規

懲處辦法之規定。4.違反甲方之公告或規定。」，顯示原

告對系爭業務員具指揮監督之實質。

　　⒉系爭業務員對於薪資幾無決定權限及議價空間，必須單方

聽從原告公司單方公告或變更之薪資條件內容。此參系爭

公告予全體業務員內容，顯示原告具報酬決定權並有片面

調整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之權限，業務員僅能依原告單方

公告之辦法履行，從屬性色彩明確。

　　⒊系爭業務員須依原告指示方式提供勞務，此參系爭承攬契

約書第2條規定，系爭業務員之職責為解釋原告公司之保

險商品內容與條款，說明與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並須為

原告公司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契約、收取第一期保險費，

足見系爭業務員係依指示履行與原告間保險招攬勞務契約

之債務內容，對於第三人執行如上之「解釋保險商品內容

及保單條款、說明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轉送要保文件及

要保單」等服務。

　　⒋系爭業務員於擔任業務員期間，須接受原告公司業務主管

之訓練及輔導，並須受業務主管督導，以達到原告公司所

訂考核標準，並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此參業務主管聘

僱契約書第2條第1項，業務主管既負有上揭「督導」業務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5



員之責，相對地，業務員亦具「受」業務主管督導之責，

顯示業務員須接受原告公司所屬主管之管理與指示，且與

其他業務員暨業務主管間均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而如

業務員業績未達原告最低標準或違反原告公告或規定，則

須面臨遭終止契約之不利益。

　　⒌系爭業務員須接受原告公司評量，就評量標準無商議權

限。此參系爭承攬契約書第5條顯示原告公司對系爭業務

員有評量權限及要求業績最低標準之管理實質。

　　⒍綜上，系爭業務員已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且負有遵守

原告所訂最低評量標準義務，並須為原告公司招攬保險、

持續提供保戶服務，而受領原告公司給付之承攬報酬（即

招攬保險的首期報酬）、服務獎金（即繼續為保戶提供服

務而受領之給付），並負有接受原告公司業務主管訓練、

輔導、管理、指揮監督之義務，並與業務主管及其他業務

員與行政同仁間均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彼此分工合

作，是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之勞動契約無疑。

　　⒎另方面，保險業務員為招攬保險，有配合保戶時間、地點

的需求，從而其工作地點及時間較為彈性，然此為工作性

質使然，不能僅憑此一特徵，即否定上開系爭業務員與原

告間為勞動契約關係之實質。再且，原告公司有權為業務

員訂定業績最低標準，業務員並應依原告公司之指示提供

勞務，而全力達成招攬保險及繼續為保戶提供之責任，而

不得自由決定勞務給付方式，且原告公司係以人身保險業

為業，而系爭業務員則係負責為原告公司提供勞務（招攬

保險及持續為保戶服務)，又系爭業務員只要提供勞務達

到系爭公告之承攬報酬與服務獎金給付條件時，即能獲取

原告公司給付之勞務對價，而無須自行負擔業務風險，再

再顯示系爭業務員與原告公司間為勞動契約關係。

　㈣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即服務獎金），係屬勞基法第

2條第3款之工資：系爭業務員於招攬保單成立且客戶繳納保

費後，即可領取承攬報酬；而系爭業務員繼續為原告所屬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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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提供服務，即可領取服務獎金，此等給付均係系爭業務員

從事保險招攬、提供保戶服務等勞務後，自雇主即原告公司

處獲得的勞務對價，原證34之公告內容亦具有制度上經常

性，因此承攬報酬、服務獎金為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無

訛，被告所為原處分，並無認事用法之違誤。另參本院111

年度訴字第27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簡字第306

號行政判決、本院103年度簡上字第80號、本院112年度訴字

第799、927、916號判決、亦均肯認原告公司之承攬報酬、

服務獎金，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㈤依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及各原處分之記載，

已列名行政處分之主、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並無原告所

指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等規定情事。另依行政程序法第10

3條第1項第5款規定，就本件而言，前已有多件行政法院判

決肯認原告依據系爭公告給付予所屬業務員之承攬報酬、服

務獎金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工資，而依原告提供的系爭業

務員薪資單並比對原告勞保投保情形，顯示原告已將部分承

攬報酬納入投保薪資計算，仍有部分承攬報酬、服務獎金未

納入工資據以申報調整系爭業務員之投保薪資，是原告客觀

上違反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等規定之事實已甚明確，是被

告於作成處分前未予陳述意見，並無原告所指違反行政程序

法第102條規定情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①

駁回原告之訴。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載，有武○鈴等18人及莊○玲等28人之

勞保個人異動查詢、業務人員承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僱傭

薪資明細、業務人員續年度報酬明細（原處分卷第117頁至

第118頁、第210頁至第215頁【武○鈴】、第119頁至第120

頁、第216頁至第221頁【曾○真】、第121頁至第122頁、第

222頁至第227頁【劉○滿】、第123頁至第124頁、第228頁

至第233頁【劉○玲】、第125頁至第126頁、第234頁至第23

9頁【劉○華】、第127頁至第128頁、第240頁至第245頁

【洪○彬】、第129頁至第130頁、第246頁至第251頁【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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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第131頁、第252頁至第253頁【周○甄】、第132頁至

第133頁、第254頁至第259頁【方○春】、第135頁、第260

頁至第261頁【潘○瑤】、第136頁至第137頁、第262頁至第

267頁【陳○政】、第138頁、第268頁至第271頁【林○

君】、第139頁至第140頁、第272頁至第275頁【姚○雄】、

第141頁、第276頁至第279頁【丁○葉】、第142頁至第143

頁、第280頁至第285頁【李○珮】、第144頁至第145頁、第

286頁至第291頁【張○任】、第146頁至第147頁、第292頁

至第297頁【趙○閒】、第148頁至第149頁、第298頁至第30

3頁【林○雯】、第309頁至第310頁、第375頁至第378頁

【莊○玲】、第309頁至第310頁、第379頁至第382頁【徐○

敏】、第312頁至第313頁、第383頁至第388頁【張○華】、

第314頁至第315頁、第389頁至第394頁【林○成】、第316

頁至第317頁、第395頁至第400頁【林○雅】、第318頁至第

319頁、第401頁至第406頁【陳○鴻】、第320頁、第407頁

至第410頁【林○如】、第321頁至第322頁、第411頁至第41

6頁【葉○志】、第323頁、第417頁至第422頁【劉○英】、

第324頁至第325頁、第423頁至第428頁【曾○榛】、第326

頁至第327頁、第429頁至第433頁【楊○珍】、第328頁、第

434頁至第438頁【余○琪】、第329頁至第330頁、第439頁

至第444頁【吳○賢】、第450頁至第451頁、第529頁至第53

4頁【鄭○青】、第452頁至第453頁、第535頁至第538頁

【黃○萍】、第454頁至第455頁、第539頁至第544頁【李○

冰】、第456頁、第545頁至第548頁【程○凱】、第457頁至

第458頁、第549頁至第550頁【許○杰】、第459頁至第460

頁、第551頁至第556頁【陳○蓉】、第461頁至第462頁、第

557頁至第562頁【黃○蓮】、第463頁至第464頁、第563頁

至第568頁【吳○芬】、第465頁至第466頁、第569頁至第57

4頁【郭○瑄】、第467頁至第468頁、第575頁至第580頁

【盧○欣】、第469頁至第470頁、第581頁至第586頁【田○

珮】、第471頁、第587頁至第590頁【趙○國】、第472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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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3頁、第591頁至第594頁【潘○敏】、第474頁至第475

頁、第595頁至第598頁【潘○苹】、第476頁至第477頁、第

599頁至第604頁【潘○秀】、原處分1-3(含裁處書、本處分

附件之罰鍰金額計算表、明細表，本院卷第35頁至第111

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115頁至第207頁）等附卷可稽，

兩造就此部分事實且無爭執，應可採為裁判基礎。故本件應

審究者，乃武○鈴等18人及莊○玲等28人薪資結構中，關於

「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報酬」是否屬於工資？而此則

涉及武○鈴等18人及莊○玲等28人間就上開報酬支領之法律

關係，是否係本於勞動契約關係？　　

六、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⒈勞保條例第1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所稱月投保薪資，

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

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之

薪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 8月

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8 月至

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

自通知之次月1日生效。」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投保單

位違反本條例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

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

處4倍罰鍰，並追繳其溢領給付金額。」勞保條例施行細

則第27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第14條第1項所稱月薪資總

額，以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其每月收

入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收入之平均為準；……。」

    ⒉勞基法第2條第1款、第3款、第6款規定：「本法用詞，定

義如下：一、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

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

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六、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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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其中，第6款於勞基法108年5月15日修正公布前原

規定：「本法用辭定義如左：…。六、勞動契約：謂約定

勞雇關係之契約。」其該次修正理由固僅謂：「照委員修

正動議通過。」然考諸委員提案說明：「謹按司法院釋字

第740號解釋意旨，本法所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

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而具有『人格從屬性』，及

是否負擔業務風險而具有『經濟從屬性』為斷。爰於原條

文第6款明定之。」(立法院院總第1121號委員提案第2275

4號議案關係文書)，以及委員修正動議內容所載：「關於

勞動契約之認定，依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之實務作法，係

採人格、經濟及組織等從屬性特徵以為判斷，爰提案修正

第6款文字。」等語(立法院公報第108卷第42期第283

頁），可見乃係參考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及實務

見解而為修正，惟就「從屬性」之定義、內涵及判斷標

準，仍未見明文。

    ⒊又按針對個案所涉勞務供給契約之屬性是否為「勞動契

約」，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之解釋文固闡釋：「保險

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

否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按：指修正前勞基法第2條

第6款規定）所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保險業務

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

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

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然參酌理由書第2段所載：

「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惟民

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是

應就勞務給付之性質，『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

契約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或稱人格從屬

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

是否負擔業務風險，以判斷是否為系爭規定一(按：即修

正前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下同)所稱勞動契約。」及

第3段所載：「關於保險業務員為其所屬保險公司從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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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

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其類型可能為僱傭、委任、承

攬或居間，其選擇之契約類型是否為系爭規定一所稱勞動

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

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

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

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

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

斷。」等語(以上雙引號部分，為本院所加)，可見，以有

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是否為勞基法上所稱之勞動契約，

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探求勞務債務人與勞務

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以為斷。再就司法院釋字第

740號解釋所稱「人格從屬性」與勞工身分間之關聯性，

乃在於雇主藉由指揮監督勞工提供勞動力之方式，獲得最

大勞動價值與生產效益，在雇主對勞動力安排的過程中，

勞工在雇主指示中被「客體化」，對於勞工而言，其所提

供之勞動力與勞動力所有者(勞工)的人身不可分離、分

割，因此雇主支配勞動力即等同支配勞工之人身，勞工之

人格從而受雇主支配而具有從屬性，並據此產生社會保護

之需要。是雇主對於勞工之指揮監督，乃是人格上從屬性

之核心，勞務債務人是否必須依勞務債權人之指示為勞務

之提供，乃是勞動契約之類型必要特徵。至於學理上所提

出之經濟上從屬性、組織上從屬性，均非不得在雇主追求

利益之目的而支配勞動力(對於勞工之指揮監督)下，予以

觀察、理解。又因勞動契約之定性為適用勞動法之基礎，

基於勞動法以實踐憲法保護勞工(憲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

參照)之立法目的，只要當事人的法律關係中已有相當程

度之從屬性特徵，縱其部分職務內容具若干獨立性，仍應

寬認屬勞基法規範之勞雇關係(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

第95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就報酬支領之法律關係屬於勞動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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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按勞保條例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前條所稱月投保薪

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

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薪資以

件計算者，其月投保薪資，以由投保單位比照同一工作等

級勞工之月薪資總額，按分級表之規定申報者為準。」第

72條第3項規定：「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將投保薪

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

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並追繳其溢領給

付金額。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而

依勞保條例第77條規定授權訂定之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27

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第14條第1項所稱月薪資總額，以

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其每月收入不固

定者，以最近3個月收入之平均為準；實物給與按政府公

布之價格折為現金計算。」另按勞基法第1條規定：

「（第1項）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

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

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2項）雇主與勞工

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第2條

第6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六、勞動契

約：謂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勞基法並非使一切勞務契

約關係，均納入其適用範圍；勞務契約關係是否屬勞基法

第2條第6款所稱之勞雇關係，應視勞務債務人對勞務債權

人是否有高度從屬性而定。倘勞務債務人對於選擇與勞務

債權人締結之勞務契約有完全之自主決定權，而於其所自

由選擇之勞務契約關係下，勞務債務人對於勞務債權人不

具有高度從屬性者，即非勞基法所欲保障之對象，自應基

於契約自由原則，使當事人間自由決定其契約內容，不受

勞基法之規範。

　  ⒉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文闡述：「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

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按：指修

正前）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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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

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

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不得逕以保險

業務員管理規則為認定依據。」解釋理由書以：「勞動契

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惟民法上以有

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是應就勞務

給付之性質，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

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或稱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

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

險，以判斷是否為系爭規定一（按：指修正前勞基法第2

條第6款規定所稱勞動契約）」、「關於保險業務員為其

所屬保險公司從事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基於

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其類型可

能為僱傭、委任、承攬或居間，其選擇之契約類型是否為

系爭規定一所稱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

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

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保險業務員得否自

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

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

報酬）以為斷」、「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

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雖僅能販售該保險公司之保險契

約，惟如保險業務員就其實質上從事招攬保險之勞務活動

及工作時間得以自由決定，其報酬給付方式並無底薪及一

定業績之要求，係自行負擔業務之風險，則其與所屬保險

公司間之從屬性程度不高，尚難認屬系爭規定一所稱勞動

契約」等理由，可見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是否為勞

基法上所稱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予

以觀察，探求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

高低以為斷；而從屬性之高低，大法官則舉「與人的從屬

性（或稱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

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為例，故從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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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認定，仍應整體觀察勞務給付過程，並不限於解釋文所

稱「勞務債務人（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

方式（包含工作時間）」、「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

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2項指

標。至於保險業務員如得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勞務活動且

無底薪及一定業績之要求等面向，只是可以憑此等因素認

為「從屬性程度不高」，而難認屬於勞動契約，非謂保險

招攬勞務契約性質之判斷，只能由前述因素認定，或只要

保險業務員得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勞務活動且無底薪及一

定業績之要求，無待探求勞務給付過程之其他特徵，即一

律認為不是勞動契約。可見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認為

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

約，是否為勞動契約，必須視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而定，

並未推翻行政法院歷年來就保險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業務

而訂立之勞務契約性質認定為勞動契約之見解。

　  ⒊司法院釋字740號解釋理由書雖謂：「保險業務員管理規

則係依保險法第177條規定訂定，目的在於強化對保險業

務員從事招攬保險行為之行政管理，並非限定保險公司與

其所屬業務員之勞務給付型態應為僱傭關係……。該規則

既係保險法主管機關為盡其管理、規範保險業務員職責所

訂定之法規命令，與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所簽

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之定性無必然關係，是故不得逕以

上開管理規則作為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是否構

成勞動契約之認定依據」等語，然此僅係重申保險業務員

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

契約，必須視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而定之旨。蓋性質為公

法管制規範之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固不得直接作為保險

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是否構成勞動契約之認定依

據，但如保險公司為執行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課予的公

法上義務，而將相關規範納入契約（包含工作規則），或

在契約中更進一步為詳細約定，則保險業務員是否具有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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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之判斷，自不能排除該契約約定之檢視。換言之，公

法上之管制規範既已轉化為保險業務員及保險公司間契約

上權利義務規範，該契約內容仍應列為勞動從屬性的判斷

因素之一，而就個案事實、整體契約內容及勞務給付之實

際運作綜合判斷之。

　  ⒋關於保險業務員勞動契約之認定，應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

債權人間之從屬性高低為判斷，判斷因素包括保險業務員

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的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

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

計算其報酬），但不以此為限。參諸學說及實務見解，勞

工與雇主間從屬性的判斷，包括：⑴人格上從屬性，即受

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之指揮、命令、調度

等，且有受懲戒等不利益處置的可能。⑵親自履行，不得

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不是為自己的營

業而勞動，而是依附於他人的生產資料，為他人之目的而

勞動，薪資等勞動條件亦受制於他方。⑷組織上從屬性，

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

態，受團隊、組織的內部規範、程序等制約。因勞動契約

之定性為適用勞動法之基礎，基於勞動法以實踐憲法保護

勞工之立法目的，及考量我國缺乏強勢工會爭取勞工權益

之社會現實，是只要當事人的法律關係中已有相當程度之

從屬性特徵，縱其部分職務內容具若干獨立性，仍應認屬

勞基法規範之勞雇關係。

　㈢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關於招攬保險部分，應屬勞動契約關

係：

　  ⒈本件就招攬保險部分，原告分別與系爭業務員間簽訂「承

攬合約書」以及附件（本院卷第209頁至第305頁，另參訴

願卷一第98頁至第151頁、訴願卷二第141頁至第194

頁），上開契約雖名之為「承攬」，然而，勞務契約之性

質究為僱傭、委任或承攬關係，應依契約之實質內容為

斷，不得以契約名稱逕予認定。從而，是否具有勞動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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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性質，仍應依契約實質內容予以判斷，不因契約名稱冠

以「承攬」，即得逕認非屬勞動契約，此應先予辨明。

　  ⒉又系爭承攬契約第10條第1項前段規定：「甲方（按：即

原告，下同）之公告或規定，亦構成本契約內容之一部；

本契約如有附件，亦同。」而系爭承攬契約除契約本文

外，尚包括系爭公告、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下稱系爭懲

處辦法，訴願卷一第103頁至第110頁）及98年3月1日�三
業㈤字第00035號公告（修訂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

下稱系爭考核辦法，訴願卷一第111頁）等約定或規定，

該附件之「注意事項」第1點復載稱：「附件為配合99.07

啟用的承攬契約書使用，日後附件內各相關規定若有修

改，依公司最新公告為準。」等語，而原告嗣即以系爭公

告明訂保險承攬報酬、服務獎金及年終業績獎金之相關規

定，是上開約定、規定、公告或辦法等，均構成系爭承攬

契約的一部分。

　  ⒊從而，觀諸上開系爭承攬契約可知，就業務員之報酬計算

方式及業績考核部分，因原告所屬保險業務員乃係以保險

招攬服務為其主要業務內容，其具體服務內容包括解釋保

險商品內容及保險契約條款、說明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

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契約、收取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等

（系爭承攬契約第2條，本院卷第209頁）；而於業務員交

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費給原告，經原告同意承保

且契約效力確定後，業務員即得依原告公告之支給標準領

取「承攬報酬（首年度實繳保費×給付比率）」、「續年

度服務獎金（續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系爭承攬契

約第3條第1項，本院卷第209頁；系爭公告第1點、第2

點，本院卷第305頁)；此外，報酬之計算以及給付方式，

業務員應依修改內容領取報酬（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2

項，本院卷第209頁﹚。綜上，原告所屬業務員報酬多寡

甚或得否維持與原告間之契約關係，招攬保險之業績乃是

最重要之因素，業務員並應定期接受原告之業績評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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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未能達到業績標準，將遭到原告終止合約，而報酬之計

算及給付方式，復得由原告「視經營狀況需要」或「因業

務需要」予以片面修改，業務員並無與原告磋商議定之餘

地而須受制於原告。是原告藉由業績考核、終止合約甚或

片面決定報酬支給條件等方式，驅使業務員必須致力爭取

招攬業績，以獲取報酬及續任業務員之職。業務員從屬於

原告經濟目的下提供勞務，而為原告整體營業活動的一

環，自可認定。

　  ⒋觀諸原告所訂定之系爭懲處辦法附件一所載（參訴願卷一

第105頁至第108頁），不僅就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明訂

應予處分或懲處之違規行為，為進一步詳細規定，且就保

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未規範之違規行為，例如有事實證明

業務員態度不佳與公司同仁、客戶、公司業務合作之人員

發生衝突；保戶未繳費而代墊、參加多層次傳銷活動，經

制止不聽；代要保人保管保單或印鑑等，另設有「行政記

點處分」（包括申誡1次至3次、違紀1點至6點）之規定，

累計違紀達一定點數者，並受有取消業務員優良免體檢資

格授權、一定期間不得晉陞或參加公司與區部所舉辦之各

項競賽及表揚、終止所有合約關係等不利處分，原告並得

視實際需要，調整或修正系爭懲處辦法（見該辦法第5點

「其他事項」第3項規定，訴願卷一第104頁），是原告與

業務員（包括本案當事人）間關於招攬保險部分之契約關

係（即原告所稱「承攬關係」），揆諸前述見解可知，其

從屬性判斷，自不能排除上開系爭懲處辦法之相關規定。

準此，原告對於所屬業務員具有行使其監督、考核、管理

及懲處之權，兩者間具有從屬性關係，應屬無疑。

　  ⒌原告主張被告如依「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逐一檢

視，本件縱存有若干從屬性，其強度亦屬極低，並不具備

高度從屬性；且原告並未提供業務員所需之勞務設備如電

腦、車輛等，而係由業務員依其自身招攬需要自行購置，

且系爭承攬契約並未約定業務員不得從事其他工作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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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按於所爭執之勞務供給關係中，如同時存在從屬性

與獨立性勞務提供之特徵時，經整體觀察後，如從屬性特

徵對於整體勞務供給關係具有重要性時，縱有非從屬性勞

務供給之特徵存在，仍無礙其整體歸屬勞動契約之屬性判

斷。雇主對於工作時間、地點之管制或報酬計算方式，固

可為從屬性判斷之參考要素，然究非為唯一或具有關鍵性

之標準，蓋隨著時代環境的變遷與科技發展，勞務供給模

式複雜多樣，欠缺工作地點拘束性之職務，並非保險業務

員職務所獨有之特徵，其他外勤工作者，亦因其職務性質

而無固定之工作地點；而保險商品種類繁多，相關產品資

訊復具有相當之專業性，除客戶因自身需求而主動要保

外，保險業務員勤於主動探訪及從事專業解說，以取得客

戶信任並對保險商品產生需求，方能提升成功招攬之機

會，而因拜訪客戶必須配合客戶時間，業務員從事保險招

攬工作，其工作時間自應有相當的彈性，此為保險招攬工

作之性質使然，自難據此作為判斷契約屬性之重要標準；

更何況，保險業務員有無自己之裝備招攬顧客，以及對於

是否、何時、何地或向何人招攬保險，至多僅能說明保險

公司在此就專業上未給予指揮監督，但業務員仍不會因為

可以決定其所要招攬之客戶，即成為經營保險業務之人而

得在市場上與保險公司互為競爭，此僅於業務員有權作出

影響企業之經營決策、參與利潤分配規則時，始可能實

現。此外，個別勞務供給契約是否具有勞動契約之性質，

應綜合事證予以評價，是保險業務員縱然另有兼職，亦與

保險業務員、保險公司間就招攬保險之契約關係的定性，

無必然關係。是原告主張其並無指揮或管制約束原告工作

時間、給付勞務方法甚且未指定勞務地點，是否從事招

攬、向誰招攬保單均依業務員自由意志為之，原告無指派

工作可言，自不具有從屬性等語，並非可採。

　  ⒍基於前述，原告與系爭業務員固簽署形式上名為「承攬契

約」，以規範兩者間關於招攬保險之法律關係，然核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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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內容，仍可見原告藉由指揮監督保險業務員提供勞動力

之方式，以遂其經濟目的。是被告認定兩者間成立勞動契

約關係，於法並無違誤。

  ㈣原告又主張系爭業務員之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並非勞

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稱之工資等語。本院查：

    ⒈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得依計時、計日、計月、計件等方

式計算勞工因工作所獲得之報酬(工資)，從而成立勞動契

約，亦即勞動契約並不排除勞務提供者「依勞務成果」計

酬，則如僅因得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及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

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即認定不成立勞動契約，將

使勞基法規定之按件計酬無適用之餘地。系爭承攬契約第

3條第1項固約定：「乙方（按：指保險業務員方，下同）

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費予甲方，經甲方同意承

保且契約效力確定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保險承攬

報酬』、『年度業績獎金』領取報酬。」（本院卷一第20

9頁），系爭公告第5點、第8點並分別載明：「保單因繳

費期滿或任何原因致豁免保費，不予發放承攬報酬或服務

獎金（按：續年度服務獎金或報酬）。」「保單因故取

消、或經要保人撤銷、或自始無效時，各項已發之承攬報

酬及服務獎金應返還予公司，或於給付之任何款項內逕予

扣除，於承攬契約終止後亦同。」（本院卷一第305

頁），然此僅屬業務員按件領取「承攬報酬」、「續年度

服務獎金」（或「續年度服務報酬」）所應具備的要件，

在招攬保險之所得悉數歸屬於原告，系爭業務員僅能依原

告所訂之報酬標準支領報酬下，系爭業務員所承擔原告指

稱之「業務員應行負擔之營業風險」，乃是報酬給付方式

約定的結果，自無足據此否定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之勞動

契約關係。換言之，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

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的對價（報酬），即具工資的性

質，因而，業務員符合原告所設支領報酬標準，即可以領

得報酬，其在制度上自具經常性，至其給付名稱為何，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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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所問。況「承攬報酬」係因業務員所提供保險招攬服務

而獲取之報酬，而「續年度服務報酬」亦係延續業務員前

所提供之保險招攬服務，並因業務員「必須隨時對保戶提

供後續服務」之勞務以維繫保險契約之效力而獲得之報

酬，均具有勞務對價性。是原告主張系爭業務員所領取之

報酬，性質上並非工資等語，亦無可採。

    ⒉又按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3條第2項規定：「業務員與所

屬公司簽訂之勞務契約，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2年3月22日書函意旨略以：「保險

業務員管理規則之訂定目的在於強化對保險業務員招攬行

為之管理，並非限定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之勞務給付

型態應為僱傭關係，爰本會94年2月2日修正保險業務員管

理規則時，增列第3條第2項…之規定，以釐清該管理規則

旨在規範業務員之招攬行為，與業務員勞務給付型態無

關，避免勞工主管機關及司法機關逕為引用管理規則之規

定，作為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具有僱傭關係之佐證依

據，是以雙方之勞務契約屬性仍應依個案客觀事實予以認

定。」等語，可見上開規定及函文意旨，乃在強調保險公

司與保險業務員的契約關係應依個案事實予以認定，非謂

保險公司對於保險業務員招攬行為之管理，均不得作為定

性契約關係之依據。再者，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之

1就保險業務員不服受停止招攬登錄、撤銷登錄處分者，

設有申復、申請覆核程序之規定，其規範意旨在於「為合

理保障保險業務員之權益，並使受懲處之業務員申訴管道

更為周延」，且「為保障業務員權益，使業務員可充分合

理陳述，廣納勞工意見」，並於該條第3項規定申訴委員

會之組成，應包含業務員代表，如有全國性工會代表，應

予納入（參見該條規定之訂定理由），可見上開規定乃主

管機關考量保險從業人員（業務員）工作權益之周全保

障，而設之救濟程序機制，非屬保險業務員之一般勞工，

當然無上開規定之適用，然亦不得據此逕謂保險業務員與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0



保險公司間之契約關係並非勞動契約關係。是原告上開主

張，自有誤會。

    ⒊至於原告另比較系爭承攬契約與電銷人員勞動契約書，而

主張系爭承攬契約自非勞動契約等語，然而，原告與業務

員間簽訂契約，業經本院認定屬於勞動契約關係，已如前

述，而原告所提其他契約關係，由於兩者工作內容不同

（尤其是電銷人員的工作內容並非具體固定，悉依原告之

指示為之，乃勞動契約之典型特徵），更與保險業務員所

從事之保險招攬工作，全然不同，本不得以其他契約內容

反推系爭承攬契約並非勞動契約。原告上開主張，自無可

採。

  ㈤原告主張被告於作成原處分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

等語。然按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

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39條規定，

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

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要求行政程序中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其目的

在於保障相對人之基本程序權利，以及防止行政機關之專

斷。故如不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亦無礙此等目的之

達成，或基於行政程序之經濟、效率以及其他要求，得不給

予相對人陳述機會者，行政程序法第103條各款設有除外規

定。又同法第114條第1項第3款、第2項規定：「（第1項）

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除依第111條規定而無效

者外，因下列情形而補正︰…。三、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

之機會已於事後給予者。…。（第2項）前項第2款至第5款

之補正行為，僅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為之；…。」則賦予違

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在訴願程序終結前，得以補

正瑕疵之機會。本件原告就原處分提起訴願時，即已表明包

括業務員領取之承攬報酬、服務獎金非屬勞基法上之工資等

在內之不服原處分的理由(可參上述兩份訴願決定)，經被告

審酌後，未依訴願人（原告）之請求撤銷或變更原處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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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訴願答辯書予以說明在案，經訴願機關綜合雙方事證論

據予以審議後，作成駁回訴願之決定，可認本件縱認原處分

作成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事後亦已於訴願程序中

予以補正此部分之程序瑕疵。是原告據此主張原處分違法而

應予撤銷等語，尚非可採。

七、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無足採。從而，被告以原告於系爭業

務員如附表違規期間欄所載期間工資已有變動，惟原告未覈

實申報而將系爭業務原投保薪資以多報少，乃依勞保條例第

72條第3項規定，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之保險費金

額，處4倍罰鍰並作成如附表所示之各原處分，認事用法均

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本院為如

其聲明所示之判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

要，併予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依行政訴訟法第

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吳坤芳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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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何閣梅

得不委任律師為

訴訟代理人之情

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

形之一者，

得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

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

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

右列情形之

一，經最高

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

亦得為上訴

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

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

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

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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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2年度訴字第1230號
113年8月1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翁肇喜（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高佩辰  律師
被      告  勞動部設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7號
代  表  人  何佩珊（部長）
訴訟代理人  黃珮俞              
            陳怡韶（兼送達代收人）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保險條例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2年8月23日院臺訴字第1125017179號、第1125015235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許銘春變更為何佩珊，茲據現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37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被告依據其所屬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審查結果，以原告未覈實申報所屬如附表所示武○鈴等46人（下稱系爭業務員）在附表所示違規期間之投保薪資，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遂依勞工保險條例（下簡稱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規定，分別以附表所示裁處書（分別依其編號稱原處分1至3，合稱原處分）裁處如附表所示罰鍰。原告不服，提起訴願均遭如附表所示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原告從事保險業，與系爭業務員間係簽訂「承攬契約書」；倘經評估，認該業務員適於另外從事行政職務，則另行簽立「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系爭業務員均屬之。依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所簽訂之承攬契約書第3條第1項規定，及該項規定所稱原告就「保險承攬報酬」、「服務獎金」…… 等報酬所為之公告（即原告101年7月1日（101)三業(三)字第00001號公告，下稱系爭公告）第1項及第2項之說明，業務員得從事招攬保險工作，原告則依業務員招攬成功之保險商品種類，按各該保單所相應比例，給付首年度「承攬報酬」，倘要保人於次年度以後繼續服務客戶且要保人亦續繳保費，則於續繳保費之特定年度內，另按各該保單所相應比例，另再給付「續年度服務獎金」。質言之，系爭業務員所受領之報酬，實著重於一定工作之完成（即要保人繳付保費及提供保戶服務等），遑論原告尚得視營運狀況隨時調整（承攬契約書第3條第2項約定參照），尚非繫於系爭業務員一己之勞務付出即可預期必然獲致報酬，而與渠等是否提供勞務並無對價關係可言，要非勞動基準法（下簡稱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稱之工資。就此，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207號判決亦肯認。而就系爭業務員依「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所受領之「僱傭薪資」部分，原告亦按勞保條例相關規定及相應級距，為渠等辦理投保手續，遵法嚴謹而無疏誤或怠慢。惟此「僱傭薪資」之性質，實與前開基於業務員「承攬契約」所受領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洵屬不同性質之給付，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 乃繫諸於系爭業務員是否招攬成功、服務保戶，以及保險契約簽訂情形、保費繳納情形等條件，並依據保單金額之多寡，乃至原告經營狀況，始得確定給付數額，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稱之「工資」甚明，自毋庸列入勞保條例第13條、第14條規定關於「月投保薪資」之計算基礎。被告逕自將非屬工資之承攬報酬認定為工資，並予以原告處分，顯係違誤。
  ㈡各原處分僅於說明載稱貴單位被保險人薪資，按「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規定，其投保薪資應申報若干元，而貴單位為其申報若干元，依規定按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云云。惟細繹各原處分所附之罰鍰明細表，雖有臚列「月薪資總額」、「原申報月投保薪資」、「應申報月投保薪資」等欄位，惟全無具體敘明所憑事實及計算基礎，從而使原告亦無從知悉、理解所申報之月投保薪資有何短報之處。揆諸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1624號判決意旨，各原處分顯難認已臻至明確，而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關於行政行為必須明確、同法第96條關於書面行政處分應記載事實及理由等規定而應予以撤銷。
  ㈢依照司法院釋字740號解釋、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261號判決以及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207號判決可知，保險業者與業務員間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是否為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内容，按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加以判斷。縱令成立勞動契約，亦可另外成立承攬契約，而為承攬與僱傭結合而各自獨立之聯立契約；且因各自獨立，該二契約亦非不可分割、獨立視之，其權利義務關係，自得各依所屬契約約定加以履行。倘若業務員對於保險之招攬具有獨立裁量、保險業者對之欠缺具體指揮命令權，甚至非以招攬保險次數作為計算報酬基礎，即難認有何對價關係。然原處分漠視實務見解，未就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其實分別存有勞動契約與承攬契約關係之事實加以審酌，即逕將系爭業務員依承攬契約書所獲之承攬報酬與續年度服務獎金合併認屬渠等之「月薪資總額」，是原處分認事用法顯有違誤，應予撤銷。
  ㈣被告於各原處分作成以前，並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亦未依行政程序法第39條規定詳為調查，未確實釐清給付明細所載內容究為承攬報酬、獎金或工資，即逕予認定原告有未覈實申報月投保薪資之情，已於法不合。況且，「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是否合於勞基法相關規定關於工資要件，亦非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按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338號判決及本院105年度訴字第1491號判決意旨，亦無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或同條其他款所規定之得以例外無庸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之情形。是被告作成原處分前，確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已然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關於正當行政程序之規定，應予撤銷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①如附表所示之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被告則以：
　㈠在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作成前後，行政法院多數見解肯認，保險公司與所屬業務員間為勞動契約關係：
　　⒈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作成後：原告部分，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簡字第306號行政判決；元大人壽公司部分，參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54號判決；南山人壽公司部分，參本院109年度訴字第926號判決；富邦產險公司部分，參本院107年度簡上字第89號判決。
　　⒉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作成前：本院100年度簡字第396號判決明揭與原告同為保險業之大都會公司人壽與保險業務員間為勞動契約關係，業務員獲致之報酬，實質上即為工資。本院99年度簡字第617號判決亦認定保誠人壽公司與保險業務員間為勞動契約，業務員領取的佣金為工資，後經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2116號駁回雇主之上訴而告確定。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簡字第269號判決認定與原告同為保險業之臺灣人壽公司與保險業務員為勞動契約關係，其獲致之報酬及佣金，實質上均為工資。並經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裁字第3239號裁定駁回上訴而告確定。
　㈡原告與保險業務員間契約定性部分，前亦經行政法院判決肯認為勞動契約關係，並認為民事法院與行政法院各有其審認權限，得各本其調査所得之訴訟資料，分別作不同之認定。參本院103年度簡上字第80號判決指出有關民事與行政法院可分別本於調查所得之訴訟資料做不同認定部分，另有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判字第2230號判決要旨可參。
　㈢依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系爭承攬契約書約定及參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等內容，兩造間係屬勞動契約關係無疑。
　　⒈參系爭承攬契約書第5條：「乙方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1.違反……甲方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之規定。4.違反甲方之公告或規定。」，顯示原告對系爭業務員具指揮監督之實質。
　　⒉系爭業務員對於薪資幾無決定權限及議價空間，必須單方聽從原告公司單方公告或變更之薪資條件內容。此參系爭公告予全體業務員內容，顯示原告具報酬決定權並有片面調整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之權限，業務員僅能依原告單方公告之辦法履行，從屬性色彩明確。
　　⒊系爭業務員須依原告指示方式提供勞務，此參系爭承攬契約書第2條規定，系爭業務員之職責為解釋原告公司之保險商品內容與條款，說明與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並須為原告公司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契約、收取第一期保險費，足見系爭業務員係依指示履行與原告間保險招攬勞務契約之債務內容，對於第三人執行如上之「解釋保險商品內容及保單條款、說明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轉送要保文件及要保單」等服務。
　　⒋系爭業務員於擔任業務員期間，須接受原告公司業務主管之訓練及輔導，並須受業務主管督導，以達到原告公司所訂考核標準，並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此參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第2條第1項，業務主管既負有上揭「督導」業務員之責，相對地，業務員亦具「受」業務主管督導之責，顯示業務員須接受原告公司所屬主管之管理與指示，且與其他業務員暨業務主管間均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而如業務員業績未達原告最低標準或違反原告公告或規定，則須面臨遭終止契約之不利益。
　　⒌系爭業務員須接受原告公司評量，就評量標準無商議權限。此參系爭承攬契約書第5條顯示原告公司對系爭業務員有評量權限及要求業績最低標準之管理實質。
　　⒍綜上，系爭業務員已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且負有遵守原告所訂最低評量標準義務，並須為原告公司招攬保險、持續提供保戶服務，而受領原告公司給付之承攬報酬（即招攬保險的首期報酬）、服務獎金（即繼續為保戶提供服務而受領之給付），並負有接受原告公司業務主管訓練、輔導、管理、指揮監督之義務，並與業務主管及其他業務員與行政同仁間均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彼此分工合作，是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之勞動契約無疑。
　　⒎另方面，保險業務員為招攬保險，有配合保戶時間、地點的需求，從而其工作地點及時間較為彈性，然此為工作性質使然，不能僅憑此一特徵，即否定上開系爭業務員與原告間為勞動契約關係之實質。再且，原告公司有權為業務員訂定業績最低標準，業務員並應依原告公司之指示提供勞務，而全力達成招攬保險及繼續為保戶提供之責任，而不得自由決定勞務給付方式，且原告公司係以人身保險業為業，而系爭業務員則係負責為原告公司提供勞務（招攬保險及持續為保戶服務)，又系爭業務員只要提供勞務達到系爭公告之承攬報酬與服務獎金給付條件時，即能獲取原告公司給付之勞務對價，而無須自行負擔業務風險，再再顯示系爭業務員與原告公司間為勞動契約關係。
　㈣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即服務獎金），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系爭業務員於招攬保單成立且客戶繳納保費後，即可領取承攬報酬；而系爭業務員繼續為原告所屬保戶提供服務，即可領取服務獎金，此等給付均係系爭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提供保戶服務等勞務後，自雇主即原告公司處獲得的勞務對價，原證34之公告內容亦具有制度上經常性，因此承攬報酬、服務獎金為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無訛，被告所為原處分，並無認事用法之違誤。另參本院111年度訴字第27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簡字第306號行政判決、本院103年度簡上字第80號、本院112年度訴字第799、927、916號判決、亦均肯認原告公司之承攬報酬、服務獎金，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㈤依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及各原處分之記載，已列名行政處分之主、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並無原告所指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等規定情事。另依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1項第5款規定，就本件而言，前已有多件行政法院判決肯認原告依據系爭公告給付予所屬業務員之承攬報酬、服務獎金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工資，而依原告提供的系爭業務員薪資單並比對原告勞保投保情形，顯示原告已將部分承攬報酬納入投保薪資計算，仍有部分承攬報酬、服務獎金未納入工資據以申報調整系爭業務員之投保薪資，是原告客觀上違反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等規定之事實已甚明確，是被告於作成處分前未予陳述意見，並無原告所指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情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①駁回原告之訴。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載，有武○鈴等18人及莊○玲等28人之勞保個人異動查詢、業務人員承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僱傭薪資明細、業務人員續年度報酬明細（原處分卷第117頁至第118頁、第210頁至第215頁【武○鈴】、第119頁至第120頁、第216頁至第221頁【曾○真】、第121頁至第122頁、第222頁至第227頁【劉○滿】、第123頁至第124頁、第228頁至第233頁【劉○玲】、第125頁至第126頁、第234頁至第239頁【劉○華】、第127頁至第128頁、第240頁至第245頁【洪○彬】、第129頁至第130頁、第246頁至第251頁【陳○宜】、第131頁、第252頁至第253頁【周○甄】、第132頁至第133頁、第254頁至第259頁【方○春】、第135頁、第260頁至第261頁【潘○瑤】、第136頁至第137頁、第262頁至第267頁【陳○政】、第138頁、第268頁至第271頁【林○君】、第139頁至第140頁、第272頁至第275頁【姚○雄】、第141頁、第276頁至第279頁【丁○葉】、第142頁至第143頁、第280頁至第285頁【李○珮】、第144頁至第145頁、第286頁至第291頁【張○任】、第146頁至第147頁、第292頁至第297頁【趙○閒】、第148頁至第149頁、第298頁至第303頁【林○雯】、第309頁至第310頁、第375頁至第378頁【莊○玲】、第309頁至第310頁、第379頁至第382頁【徐○敏】、第312頁至第313頁、第383頁至第388頁【張○華】、第314頁至第315頁、第389頁至第394頁【林○成】、第316頁至第317頁、第395頁至第400頁【林○雅】、第318頁至第319頁、第401頁至第406頁【陳○鴻】、第320頁、第407頁至第410頁【林○如】、第321頁至第322頁、第411頁至第416頁【葉○志】、第323頁、第417頁至第422頁【劉○英】、第324頁至第325頁、第423頁至第428頁【曾○榛】、第326頁至第327頁、第429頁至第433頁【楊○珍】、第328頁、第434頁至第438頁【余○琪】、第329頁至第330頁、第439頁至第444頁【吳○賢】、第450頁至第451頁、第529頁至第534頁【鄭○青】、第452頁至第453頁、第535頁至第538頁【黃○萍】、第454頁至第455頁、第539頁至第544頁【李○冰】、第456頁、第545頁至第548頁【程○凱】、第457頁至第458頁、第549頁至第550頁【許○杰】、第459頁至第460頁、第551頁至第556頁【陳○蓉】、第461頁至第462頁、第557頁至第562頁【黃○蓮】、第463頁至第464頁、第563頁至第568頁【吳○芬】、第465頁至第466頁、第569頁至第574頁【郭○瑄】、第467頁至第468頁、第575頁至第580頁【盧○欣】、第469頁至第470頁、第581頁至第586頁【田○珮】、第471頁、第587頁至第590頁【趙○國】、第472頁至第473頁、第591頁至第594頁【潘○敏】、第474頁至第475頁、第595頁至第598頁【潘○苹】、第476頁至第477頁、第599頁至第604頁【潘○秀】、原處分1-3(含裁處書、本處分附件之罰鍰金額計算表、明細表，本院卷第35頁至第111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115頁至第207頁）等附卷可稽，兩造就此部分事實且無爭執，應可採為裁判基礎。故本件應審究者，乃武○鈴等18人及莊○玲等28人薪資結構中，關於「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報酬」是否屬於工資？而此則涉及武○鈴等18人及莊○玲等28人間就上開報酬支領之法律關係，是否係本於勞動契約關係？　　
六、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⒈勞保條例第1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所稱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 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8 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生效。」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並追繳其溢領給付金額。」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第14條第1項所稱月薪資總額，以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其每月收入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收入之平均為準；……。」
    ⒉勞基法第2條第1款、第3款、第6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六、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其中，第6款於勞基法108年5月15日修正公布前原規定：「本法用辭定義如左：…。六、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其該次修正理由固僅謂：「照委員修正動議通過。」然考諸委員提案說明：「謹按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本法所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而具有『人格從屬性』，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而具有『經濟從屬性』為斷。爰於原條文第6款明定之。」(立法院院總第1121號委員提案第22754號議案關係文書)，以及委員修正動議內容所載：「關於勞動契約之認定，依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之實務作法，係採人格、經濟及組織等從屬性特徵以為判斷，爰提案修正第6款文字。」等語(立法院公報第108卷第42期第283頁），可見乃係參考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及實務見解而為修正，惟就「從屬性」之定義、內涵及判斷標準，仍未見明文。
    ⒊又按針對個案所涉勞務供給契約之屬性是否為「勞動契約」，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之解釋文固闡釋：「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按：指修正前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所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然參酌理由書第2段所載：「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惟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是應就勞務給付之性質，『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或稱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以判斷是否為系爭規定一(按：即修正前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下同)所稱勞動契約。」及第3段所載：「關於保險業務員為其所屬保險公司從事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其類型可能為僱傭、委任、承攬或居間，其選擇之契約類型是否為系爭規定一所稱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等語(以上雙引號部分，為本院所加)，可見，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是否為勞基法上所稱之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探求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以為斷。再就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所稱「人格從屬性」與勞工身分間之關聯性，乃在於雇主藉由指揮監督勞工提供勞動力之方式，獲得最大勞動價值與生產效益，在雇主對勞動力安排的過程中，勞工在雇主指示中被「客體化」，對於勞工而言，其所提供之勞動力與勞動力所有者(勞工)的人身不可分離、分割，因此雇主支配勞動力即等同支配勞工之人身，勞工之人格從而受雇主支配而具有從屬性，並據此產生社會保護之需要。是雇主對於勞工之指揮監督，乃是人格上從屬性之核心，勞務債務人是否必須依勞務債權人之指示為勞務之提供，乃是勞動契約之類型必要特徵。至於學理上所提出之經濟上從屬性、組織上從屬性，均非不得在雇主追求利益之目的而支配勞動力(對於勞工之指揮監督)下，予以觀察、理解。又因勞動契約之定性為適用勞動法之基礎，基於勞動法以實踐憲法保護勞工(憲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參照)之立法目的，只要當事人的法律關係中已有相當程度之從屬性特徵，縱其部分職務內容具若干獨立性，仍應寬認屬勞基法規範之勞雇關係(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5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就報酬支領之法律關係屬於勞動契約：
　  ⒈按勞保條例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前條所稱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薪資以件計算者，其月投保薪資，以由投保單位比照同一工作等級勞工之月薪資總額，按分級表之規定申報者為準。」第72條第3項規定：「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並追繳其溢領給付金額。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而依勞保條例第77條規定授權訂定之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第14條第1項所稱月薪資總額，以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其每月收入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收入之平均為準；實物給與按政府公布之價格折為現金計算。」另按勞基法第1條規定：「（第1項）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2項）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第2條第6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六、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勞基法並非使一切勞務契約關係，均納入其適用範圍；勞務契約關係是否屬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之勞雇關係，應視勞務債務人對勞務債權人是否有高度從屬性而定。倘勞務債務人對於選擇與勞務債權人締結之勞務契約有完全之自主決定權，而於其所自由選擇之勞務契約關係下，勞務債務人對於勞務債權人不具有高度從屬性者，即非勞基法所欲保障之對象，自應基於契約自由原則，使當事人間自由決定其契約內容，不受勞基法之規範。
　  ⒉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文闡述：「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按：指修正前）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不得逕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為認定依據。」解釋理由書以：「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惟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是應就勞務給付之性質，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或稱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以判斷是否為系爭規定一（按：指修正前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所稱勞動契約）」、「關於保險業務員為其所屬保險公司從事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其類型可能為僱傭、委任、承攬或居間，其選擇之契約類型是否為系爭規定一所稱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雖僅能販售該保險公司之保險契約，惟如保險業務員就其實質上從事招攬保險之勞務活動及工作時間得以自由決定，其報酬給付方式並無底薪及一定業績之要求，係自行負擔業務之風險，則其與所屬保險公司間之從屬性程度不高，尚難認屬系爭規定一所稱勞動契約」等理由，可見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是否為勞基法上所稱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予以觀察，探求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以為斷；而從屬性之高低，大法官則舉「與人的從屬性（或稱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為例，故從屬性之認定，仍應整體觀察勞務給付過程，並不限於解釋文所稱「勞務債務人（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2項指標。至於保險業務員如得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勞務活動且無底薪及一定業績之要求等面向，只是可以憑此等因素認為「從屬性程度不高」，而難認屬於勞動契約，非謂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性質之判斷，只能由前述因素認定，或只要保險業務員得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勞務活動且無底薪及一定業績之要求，無待探求勞務給付過程之其他特徵，即一律認為不是勞動契約。可見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認為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契約，必須視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而定，並未推翻行政法院歷年來就保險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性質認定為勞動契約之見解。
　  ⒊司法院釋字740號解釋理由書雖謂：「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係依保險法第177條規定訂定，目的在於強化對保險業務員從事招攬保險行為之行政管理，並非限定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之勞務給付型態應為僱傭關係……。該規則既係保險法主管機關為盡其管理、規範保險業務員職責所訂定之法規命令，與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之定性無必然關係，是故不得逕以上開管理規則作為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是否構成勞動契約之認定依據」等語，然此僅係重申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契約，必須視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而定之旨。蓋性質為公法管制規範之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固不得直接作為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是否構成勞動契約之認定依據，但如保險公司為執行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課予的公法上義務，而將相關規範納入契約（包含工作規則），或在契約中更進一步為詳細約定，則保險業務員是否具有從屬性之判斷，自不能排除該契約約定之檢視。換言之，公法上之管制規範既已轉化為保險業務員及保險公司間契約上權利義務規範，該契約內容仍應列為勞動從屬性的判斷因素之一，而就個案事實、整體契約內容及勞務給付之實際運作綜合判斷之。
　  ⒋關於保險業務員勞動契約之認定，應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高低為判斷，判斷因素包括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的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但不以此為限。參諸學說及實務見解，勞工與雇主間從屬性的判斷，包括：⑴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之指揮、命令、調度等，且有受懲戒等不利益處置的可能。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不是為自己的營業而勞動，而是依附於他人的生產資料，為他人之目的而勞動，薪資等勞動條件亦受制於他方。⑷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受團隊、組織的內部規範、程序等制約。因勞動契約之定性為適用勞動法之基礎，基於勞動法以實踐憲法保護勞工之立法目的，及考量我國缺乏強勢工會爭取勞工權益之社會現實，是只要當事人的法律關係中已有相當程度之從屬性特徵，縱其部分職務內容具若干獨立性，仍應認屬勞基法規範之勞雇關係。
　㈢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關於招攬保險部分，應屬勞動契約關係：
　  ⒈本件就招攬保險部分，原告分別與系爭業務員間簽訂「承攬合約書」以及附件（本院卷第209頁至第305頁，另參訴願卷一第98頁至第151頁、訴願卷二第141頁至第194頁），上開契約雖名之為「承攬」，然而，勞務契約之性質究為僱傭、委任或承攬關係，應依契約之實質內容為斷，不得以契約名稱逕予認定。從而，是否具有勞動契約之性質，仍應依契約實質內容予以判斷，不因契約名稱冠以「承攬」，即得逕認非屬勞動契約，此應先予辨明。
　  ⒉又系爭承攬契約第10條第1項前段規定：「甲方（按：即原告，下同）之公告或規定，亦構成本契約內容之一部；本契約如有附件，亦同。」而系爭承攬契約除契約本文外，尚包括系爭公告、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下稱系爭懲處辦法，訴願卷一第103頁至第110頁）及98年3月1日三業㈤字第00035號公告（修訂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下稱系爭考核辦法，訴願卷一第111頁）等約定或規定，該附件之「注意事項」第1點復載稱：「附件為配合99.07啟用的承攬契約書使用，日後附件內各相關規定若有修改，依公司最新公告為準。」等語，而原告嗣即以系爭公告明訂保險承攬報酬、服務獎金及年終業績獎金之相關規定，是上開約定、規定、公告或辦法等，均構成系爭承攬契約的一部分。
　  ⒊從而，觀諸上開系爭承攬契約可知，就業務員之報酬計算方式及業績考核部分，因原告所屬保險業務員乃係以保險招攬服務為其主要業務內容，其具體服務內容包括解釋保險商品內容及保險契約條款、說明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契約、收取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等（系爭承攬契約第2條，本院卷第209頁）；而於業務員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費給原告，經原告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確定後，業務員即得依原告公告之支給標準領取「承攬報酬（首年度實繳保費×給付比率）」、「續年度服務獎金（續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1項，本院卷第209頁；系爭公告第1點、第2點，本院卷第305頁)；此外，報酬之計算以及給付方式，業務員應依修改內容領取報酬（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2項，本院卷第209頁﹚。綜上，原告所屬業務員報酬多寡甚或得否維持與原告間之契約關係，招攬保險之業績乃是最重要之因素，業務員並應定期接受原告之業績評量，一旦未能達到業績標準，將遭到原告終止合約，而報酬之計算及給付方式，復得由原告「視經營狀況需要」或「因業務需要」予以片面修改，業務員並無與原告磋商議定之餘地而須受制於原告。是原告藉由業績考核、終止合約甚或片面決定報酬支給條件等方式，驅使業務員必須致力爭取招攬業績，以獲取報酬及續任業務員之職。業務員從屬於原告經濟目的下提供勞務，而為原告整體營業活動的一環，自可認定。
　  ⒋觀諸原告所訂定之系爭懲處辦法附件一所載（參訴願卷一第105頁至第108頁），不僅就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明訂應予處分或懲處之違規行為，為進一步詳細規定，且就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未規範之違規行為，例如有事實證明業務員態度不佳與公司同仁、客戶、公司業務合作之人員發生衝突；保戶未繳費而代墊、參加多層次傳銷活動，經制止不聽；代要保人保管保單或印鑑等，另設有「行政記點處分」（包括申誡1次至3次、違紀1點至6點）之規定，累計違紀達一定點數者，並受有取消業務員優良免體檢資格授權、一定期間不得晉陞或參加公司與區部所舉辦之各項競賽及表揚、終止所有合約關係等不利處分，原告並得視實際需要，調整或修正系爭懲處辦法（見該辦法第5點「其他事項」第3項規定，訴願卷一第104頁），是原告與業務員（包括本案當事人）間關於招攬保險部分之契約關係（即原告所稱「承攬關係」），揆諸前述見解可知，其從屬性判斷，自不能排除上開系爭懲處辦法之相關規定。準此，原告對於所屬業務員具有行使其監督、考核、管理及懲處之權，兩者間具有從屬性關係，應屬無疑。
　  ⒌原告主張被告如依「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逐一檢視，本件縱存有若干從屬性，其強度亦屬極低，並不具備高度從屬性；且原告並未提供業務員所需之勞務設備如電腦、車輛等，而係由業務員依其自身招攬需要自行購置，且系爭承攬契約並未約定業務員不得從事其他工作等語。然而，按於所爭執之勞務供給關係中，如同時存在從屬性與獨立性勞務提供之特徵時，經整體觀察後，如從屬性特徵對於整體勞務供給關係具有重要性時，縱有非從屬性勞務供給之特徵存在，仍無礙其整體歸屬勞動契約之屬性判斷。雇主對於工作時間、地點之管制或報酬計算方式，固可為從屬性判斷之參考要素，然究非為唯一或具有關鍵性之標準，蓋隨著時代環境的變遷與科技發展，勞務供給模式複雜多樣，欠缺工作地點拘束性之職務，並非保險業務員職務所獨有之特徵，其他外勤工作者，亦因其職務性質而無固定之工作地點；而保險商品種類繁多，相關產品資訊復具有相當之專業性，除客戶因自身需求而主動要保外，保險業務員勤於主動探訪及從事專業解說，以取得客戶信任並對保險商品產生需求，方能提升成功招攬之機會，而因拜訪客戶必須配合客戶時間，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工作，其工作時間自應有相當的彈性，此為保險招攬工作之性質使然，自難據此作為判斷契約屬性之重要標準；更何況，保險業務員有無自己之裝備招攬顧客，以及對於是否、何時、何地或向何人招攬保險，至多僅能說明保險公司在此就專業上未給予指揮監督，但業務員仍不會因為可以決定其所要招攬之客戶，即成為經營保險業務之人而得在市場上與保險公司互為競爭，此僅於業務員有權作出影響企業之經營決策、參與利潤分配規則時，始可能實現。此外，個別勞務供給契約是否具有勞動契約之性質，應綜合事證予以評價，是保險業務員縱然另有兼職，亦與保險業務員、保險公司間就招攬保險之契約關係的定性，無必然關係。是原告主張其並無指揮或管制約束原告工作時間、給付勞務方法甚且未指定勞務地點，是否從事招攬、向誰招攬保單均依業務員自由意志為之，原告無指派工作可言，自不具有從屬性等語，並非可採。
　  ⒍基於前述，原告與系爭業務員固簽署形式上名為「承攬契約」，以規範兩者間關於招攬保險之法律關係，然核其實質內容，仍可見原告藉由指揮監督保險業務員提供勞動力之方式，以遂其經濟目的。是被告認定兩者間成立勞動契約關係，於法並無違誤。
  ㈣原告又主張系爭業務員之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稱之工資等語。本院查：
    ⒈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得依計時、計日、計月、計件等方式計算勞工因工作所獲得之報酬(工資)，從而成立勞動契約，亦即勞動契約並不排除勞務提供者「依勞務成果」計酬，則如僅因得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及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即認定不成立勞動契約，將使勞基法規定之按件計酬無適用之餘地。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1項固約定：「乙方（按：指保險業務員方，下同）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費予甲方，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確定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保險承攬報酬』、『年度業績獎金』領取報酬。」（本院卷一第209頁），系爭公告第5點、第8點並分別載明：「保單因繳費期滿或任何原因致豁免保費，不予發放承攬報酬或服務獎金（按：續年度服務獎金或報酬）。」「保單因故取消、或經要保人撤銷、或自始無效時，各項已發之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應返還予公司，或於給付之任何款項內逕予扣除，於承攬契約終止後亦同。」（本院卷一第305頁），然此僅屬業務員按件領取「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或「續年度服務報酬」）所應具備的要件，在招攬保險之所得悉數歸屬於原告，系爭業務員僅能依原告所訂之報酬標準支領報酬下，系爭業務員所承擔原告指稱之「業務員應行負擔之營業風險」，乃是報酬給付方式約定的結果，自無足據此否定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之勞動契約關係。換言之，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的對價（報酬），即具工資的性質，因而，業務員符合原告所設支領報酬標準，即可以領得報酬，其在制度上自具經常性，至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況「承攬報酬」係因業務員所提供保險招攬服務而獲取之報酬，而「續年度服務報酬」亦係延續業務員前所提供之保險招攬服務，並因業務員「必須隨時對保戶提供後續服務」之勞務以維繫保險契約之效力而獲得之報酬，均具有勞務對價性。是原告主張系爭業務員所領取之報酬，性質上並非工資等語，亦無可採。
    ⒉又按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3條第2項規定：「業務員與所屬公司簽訂之勞務契約，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2年3月22日書函意旨略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訂定目的在於強化對保險業務員招攬行為之管理，並非限定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之勞務給付型態應為僱傭關係，爰本會94年2月2日修正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時，增列第3條第2項…之規定，以釐清該管理規則旨在規範業務員之招攬行為，與業務員勞務給付型態無關，避免勞工主管機關及司法機關逕為引用管理規則之規定，作為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具有僱傭關係之佐證依據，是以雙方之勞務契約屬性仍應依個案客觀事實予以認定。」等語，可見上開規定及函文意旨，乃在強調保險公司與保險業務員的契約關係應依個案事實予以認定，非謂保險公司對於保險業務員招攬行為之管理，均不得作為定性契約關係之依據。再者，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之1就保險業務員不服受停止招攬登錄、撤銷登錄處分者，設有申復、申請覆核程序之規定，其規範意旨在於「為合理保障保險業務員之權益，並使受懲處之業務員申訴管道更為周延」，且「為保障業務員權益，使業務員可充分合理陳述，廣納勞工意見」，並於該條第3項規定申訴委員會之組成，應包含業務員代表，如有全國性工會代表，應予納入（參見該條規定之訂定理由），可見上開規定乃主管機關考量保險從業人員（業務員）工作權益之周全保障，而設之救濟程序機制，非屬保險業務員之一般勞工，當然無上開規定之適用，然亦不得據此逕謂保險業務員與保險公司間之契約關係並非勞動契約關係。是原告上開主張，自有誤會。
    ⒊至於原告另比較系爭承攬契約與電銷人員勞動契約書，而主張系爭承攬契約自非勞動契約等語，然而，原告與業務員間簽訂契約，業經本院認定屬於勞動契約關係，已如前述，而原告所提其他契約關係，由於兩者工作內容不同（尤其是電銷人員的工作內容並非具體固定，悉依原告之指示為之，乃勞動契約之典型特徵），更與保險業務員所從事之保險招攬工作，全然不同，本不得以其他契約內容反推系爭承攬契約並非勞動契約。原告上開主張，自無可採。
  ㈤原告主張被告於作成原處分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等語。然按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39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要求行政程序中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其目的在於保障相對人之基本程序權利，以及防止行政機關之專斷。故如不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亦無礙此等目的之達成，或基於行政程序之經濟、效率以及其他要求，得不給予相對人陳述機會者，行政程序法第103條各款設有除外規定。又同法第114條第1項第3款、第2項規定：「（第1項）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除依第111條規定而無效者外，因下列情形而補正︰…。三、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已於事後給予者。…。（第2項）前項第2款至第5款之補正行為，僅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為之；…。」則賦予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在訴願程序終結前，得以補正瑕疵之機會。本件原告就原處分提起訴願時，即已表明包括業務員領取之承攬報酬、服務獎金非屬勞基法上之工資等在內之不服原處分的理由(可參上述兩份訴願決定)，經被告審酌後，未依訴願人（原告）之請求撤銷或變更原處分，而提出訴願答辯書予以說明在案，經訴願機關綜合雙方事證論據予以審議後，作成駁回訴願之決定，可認本件縱認原處分作成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事後亦已於訴願程序中予以補正此部分之程序瑕疵。是原告據此主張原處分違法而應予撤銷等語，尚非可採。
七、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無足採。從而，被告以原告於系爭業務員如附表違規期間欄所載期間工資已有變動，惟原告未覈實申報而將系爭業務原投保薪資以多報少，乃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規定，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並作成如附表所示之各原處分，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本院為如其聲明所示之判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吳坤芳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何閣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2年度訴字第1230號
113年8月1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翁肇喜（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高佩辰  律師
被      告  勞動部設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7號
代  表  人  何佩珊（部長）
訴訟代理人  黃珮俞              
            陳怡韶（兼送達代收人）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保險條例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2
年8月23日院臺訴字第1125017179號、第1125015235號訴願決定
，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許銘春變更為何佩珊，茲據
    現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377頁），核無不
    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被告依據其所屬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審查結果，以原
  告未覈實申報所屬如附表所示武○鈴等46人（下稱系爭業務員
  ）在附表所示違規期間之投保薪資，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
  ，遂依勞工保險條例（下簡稱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規定，
  分別以附表所示裁處書（分別依其編號稱原處分1至3，合稱原
  處分）裁處如附表所示罰鍰。原告不服，提起訴願均遭如附表
  所示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原告從事保險業，與系爭業務員間係簽訂「承攬契約書」；
    倘經評估，認該業務員適於另外從事行政職務，則另行簽立
    「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系爭業務員均屬之。依原告與系
    爭業務員間所簽訂之承攬契約書第3條第1項規定，及該項規
    定所稱原告就「保險承攬報酬」、「服務獎金」…… 等報酬
    所為之公告（即原告101年7月1日（101)三業(三)字第00001
    號公告，下稱系爭公告）第1項及第2項之說明，業務員得從
    事招攬保險工作，原告則依業務員招攬成功之保險商品種類
    ，按各該保單所相應比例，給付首年度「承攬報酬」，倘要
    保人於次年度以後繼續服務客戶且要保人亦續繳保費，則於
    續繳保費之特定年度內，另按各該保單所相應比例，另再給
    付「續年度服務獎金」。質言之，系爭業務員所受領之報酬
    ，實著重於一定工作之完成（即要保人繳付保費及提供保戶
    服務等），遑論原告尚得視營運狀況隨時調整（承攬契約書
    第3條第2項約定參照），尚非繫於系爭業務員一己之勞務付
    出即可預期必然獲致報酬，而與渠等是否提供勞務並無對價
    關係可言，要非勞動基準法（下簡稱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
    定所稱之工資。就此，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207號判
    決亦肯認。而就系爭業務員依「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所受
    領之「僱傭薪資」部分，原告亦按勞保條例相關規定及相應
    級距，為渠等辦理投保手續，遵法嚴謹而無疏誤或怠慢。惟
    此「僱傭薪資」之性質，實與前開基於業務員「承攬契約」
    所受領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洵屬不同性質
    之給付，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 乃繫諸於
    系爭業務員是否招攬成功、服務保戶，以及保險契約簽訂情
    形、保費繳納情形等條件，並依據保單金額之多寡，乃至原
    告經營狀況，始得確定給付數額，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
    定所稱之「工資」甚明，自毋庸列入勞保條例第13條、第14
    條規定關於「月投保薪資」之計算基礎。被告逕自將非屬工
    資之承攬報酬認定為工資，並予以原告處分，顯係違誤。
  ㈡各原處分僅於說明載稱貴單位被保險人薪資，按「勞工保險
    投保薪資分級表」規定，其投保薪資應申報若干元，而貴單
    位為其申報若干元，依規定按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
    鍰云云。惟細繹各原處分所附之罰鍰明細表，雖有臚列「月
    薪資總額」、「原申報月投保薪資」、「應申報月投保薪資
    」等欄位，惟全無具體敘明所憑事實及計算基礎，從而使原
    告亦無從知悉、理解所申報之月投保薪資有何短報之處。揆
    諸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1624號判決意旨，各原處分顯
    難認已臻至明確，而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關於行政行為
    必須明確、同法第96條關於書面行政處分應記載事實及理由
    等規定而應予以撤銷。
  ㈢依照司法院釋字740號解釋、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261
    號判決以及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207號判決可知，保
    險業者與業務員間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
    選擇自由；是否為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内容
    ，按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加以判斷。縱令成立勞動契約，亦可
    另外成立承攬契約，而為承攬與僱傭結合而各自獨立之聯立
    契約；且因各自獨立，該二契約亦非不可分割、獨立視之，
    其權利義務關係，自得各依所屬契約約定加以履行。倘若業
    務員對於保險之招攬具有獨立裁量、保險業者對之欠缺具體
    指揮命令權，甚至非以招攬保險次數作為計算報酬基礎，即
    難認有何對價關係。然原處分漠視實務見解，未就原告與系
    爭業務員間其實分別存有勞動契約與承攬契約關係之事實加
    以審酌，即逕將系爭業務員依承攬契約書所獲之承攬報酬與
    續年度服務獎金合併認屬渠等之「月薪資總額」，是原處分
    認事用法顯有違誤，應予撤銷。
  ㈣被告於各原處分作成以前，並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
    亦未依行政程序法第39條規定詳為調查，未確實釐清給付明
    細所載內容究為承攬報酬、獎金或工資，即逕予認定原告有
    未覈實申報月投保薪資之情，已於法不合。況且，「承攬報
    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是否合於勞基法相關規定關於工
    資要件，亦非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按最高行政法院107年
    度判字第338號判決及本院105年度訴字第1491號判決意旨，
    亦無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或同條其他款所規定之得以例
    外無庸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之情形。是被告作成原處分
    前，確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已然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102條關於正當行政程序之規定，應予撤銷等語，並聲明求
    為判決：①如附表所示之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②訴訟費
    用由被告負擔。
四、被告則以：
　㈠在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作成前後，行政法院多數見解肯認
    ，保險公司與所屬業務員間為勞動契約關係：
　　⒈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作成後：原告部分，參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110年度簡字第306號行政判決；元大人壽公司部分
      ，參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54號判決；南山人壽公
      司部分，參本院109年度訴字第926號判決；富邦產險公司
      部分，參本院107年度簡上字第89號判決。
　　⒉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作成前：本院100年度簡字第396號
      判決明揭與原告同為保險業之大都會公司人壽與保險業務
      員間為勞動契約關係，業務員獲致之報酬，實質上即為工
      資。本院99年度簡字第617號判決亦認定保誠人壽公司與
      保險業務員間為勞動契約，業務員領取的佣金為工資，後
      經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2116號駁回雇主之上訴而
      告確定。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簡字第269號判決認定
      與原告同為保險業之臺灣人壽公司與保險業務員為勞動契
      約關係，其獲致之報酬及佣金，實質上均為工資。並經最
      高行政法院98年度裁字第3239號裁定駁回上訴而告確定。
　㈡原告與保險業務員間契約定性部分，前亦經行政法院判決肯
    認為勞動契約關係，並認為民事法院與行政法院各有其審認
    權限，得各本其調査所得之訴訟資料，分別作不同之認定。
    參本院103年度簡上字第80號判決指出有關民事與行政法院
    可分別本於調查所得之訴訟資料做不同認定部分，另有最高
    行政法院100年判字第2230號判決要旨可參。
　㈢依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系爭承攬契約書約定及參業務主管聘
    僱契約書等內容，兩造間係屬勞動契約關係無疑。
　　⒈參系爭承攬契約書第5條：「乙方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
      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1.違反……甲方業務員違規懲處
      辦法之規定。4.違反甲方之公告或規定。」，顯示原告對
      系爭業務員具指揮監督之實質。
　　⒉系爭業務員對於薪資幾無決定權限及議價空間，必須單方
      聽從原告公司單方公告或變更之薪資條件內容。此參系爭
      公告予全體業務員內容，顯示原告具報酬決定權並有片面
      調整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之權限，業務員僅能依原告單方
      公告之辦法履行，從屬性色彩明確。
　　⒊系爭業務員須依原告指示方式提供勞務，此參系爭承攬契
      約書第2條規定，系爭業務員之職責為解釋原告公司之保
      險商品內容與條款，說明與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並須為
      原告公司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契約、收取第一期保險費，
      足見系爭業務員係依指示履行與原告間保險招攬勞務契約
      之債務內容，對於第三人執行如上之「解釋保險商品內容
      及保單條款、說明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轉送要保文件及
      要保單」等服務。
　　⒋系爭業務員於擔任業務員期間，須接受原告公司業務主管
      之訓練及輔導，並須受業務主管督導，以達到原告公司所
      訂考核標準，並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此參業務主管聘
      僱契約書第2條第1項，業務主管既負有上揭「督導」業務
      員之責，相對地，業務員亦具「受」業務主管督導之責，
      顯示業務員須接受原告公司所屬主管之管理與指示，且與
      其他業務員暨業務主管間均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而如
      業務員業績未達原告最低標準或違反原告公告或規定，則
      須面臨遭終止契約之不利益。
　　⒌系爭業務員須接受原告公司評量，就評量標準無商議權限
      。此參系爭承攬契約書第5條顯示原告公司對系爭業務員
      有評量權限及要求業績最低標準之管理實質。
　　⒍綜上，系爭業務員已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且負有遵守
      原告所訂最低評量標準義務，並須為原告公司招攬保險、
      持續提供保戶服務，而受領原告公司給付之承攬報酬（即
      招攬保險的首期報酬）、服務獎金（即繼續為保戶提供服
      務而受領之給付），並負有接受原告公司業務主管訓練、
      輔導、管理、指揮監督之義務，並與業務主管及其他業務
      員與行政同仁間均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彼此分工合作
      ，是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之勞動契約無疑。
　　⒎另方面，保險業務員為招攬保險，有配合保戶時間、地點
      的需求，從而其工作地點及時間較為彈性，然此為工作性
      質使然，不能僅憑此一特徵，即否定上開系爭業務員與原
      告間為勞動契約關係之實質。再且，原告公司有權為業務
      員訂定業績最低標準，業務員並應依原告公司之指示提供
      勞務，而全力達成招攬保險及繼續為保戶提供之責任，而
      不得自由決定勞務給付方式，且原告公司係以人身保險業
      為業，而系爭業務員則係負責為原告公司提供勞務（招攬
      保險及持續為保戶服務)，又系爭業務員只要提供勞務達
      到系爭公告之承攬報酬與服務獎金給付條件時，即能獲取
      原告公司給付之勞務對價，而無須自行負擔業務風險，再
      再顯示系爭業務員與原告公司間為勞動契約關係。
　㈣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即服務獎金），係屬勞基法第2
    條第3款之工資：系爭業務員於招攬保單成立且客戶繳納保
    費後，即可領取承攬報酬；而系爭業務員繼續為原告所屬保
    戶提供服務，即可領取服務獎金，此等給付均係系爭業務員
    從事保險招攬、提供保戶服務等勞務後，自雇主即原告公司
    處獲得的勞務對價，原證34之公告內容亦具有制度上經常性
    ，因此承攬報酬、服務獎金為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無訛
    ，被告所為原處分，並無認事用法之違誤。另參本院111年
    度訴字第27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簡字第306號
    行政判決、本院103年度簡上字第80號、本院112年度訴字第
    799、927、916號判決、亦均肯認原告公司之承攬報酬、服
    務獎金，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㈤依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及各原處分之記載，
    已列名行政處分之主、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並無原告所
    指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等規定情事。另依行政程序法第10
    3條第1項第5款規定，就本件而言，前已有多件行政法院判
    決肯認原告依據系爭公告給付予所屬業務員之承攬報酬、服
    務獎金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工資，而依原告提供的系爭業
    務員薪資單並比對原告勞保投保情形，顯示原告已將部分承
    攬報酬納入投保薪資計算，仍有部分承攬報酬、服務獎金未
    納入工資據以申報調整系爭業務員之投保薪資，是原告客觀
    上違反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等規定之事實已甚明確，是被
    告於作成處分前未予陳述意見，並無原告所指違反行政程序
    法第102條規定情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①駁
    回原告之訴。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載，有武○鈴等18人及莊○玲等28人之勞
    保個人異動查詢、業務人員承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僱傭薪
    資明細、業務人員續年度報酬明細（原處分卷第117頁至第1
    18頁、第210頁至第215頁【武○鈴】、第119頁至第120頁、
    第216頁至第221頁【曾○真】、第121頁至第122頁、第222頁
    至第227頁【劉○滿】、第123頁至第124頁、第228頁至第233
    頁【劉○玲】、第125頁至第126頁、第234頁至第239頁【劉○
    華】、第127頁至第128頁、第240頁至第245頁【洪○彬】、
    第129頁至第130頁、第246頁至第251頁【陳○宜】、第131頁
    、第252頁至第253頁【周○甄】、第132頁至第133頁、第254
    頁至第259頁【方○春】、第135頁、第260頁至第261頁【潘○
    瑤】、第136頁至第137頁、第262頁至第267頁【陳○政】、
    第138頁、第268頁至第271頁【林○君】、第139頁至第140頁
    、第272頁至第275頁【姚○雄】、第141頁、第276頁至第279
    頁【丁○葉】、第142頁至第143頁、第280頁至第285頁【李○
    珮】、第144頁至第145頁、第286頁至第291頁【張○任】、
    第146頁至第147頁、第292頁至第297頁【趙○閒】、第148頁
    至第149頁、第298頁至第303頁【林○雯】、第309頁至第310
    頁、第375頁至第378頁【莊○玲】、第309頁至第310頁、第3
    79頁至第382頁【徐○敏】、第312頁至第313頁、第383頁至
    第388頁【張○華】、第314頁至第315頁、第389頁至第394頁
    【林○成】、第316頁至第317頁、第395頁至第400頁【林○雅
    】、第318頁至第319頁、第401頁至第406頁【陳○鴻】、第3
    20頁、第407頁至第410頁【林○如】、第321頁至第322頁、
    第411頁至第416頁【葉○志】、第323頁、第417頁至第422頁
    【劉○英】、第324頁至第325頁、第423頁至第428頁【曾○榛
    】、第326頁至第327頁、第429頁至第433頁【楊○珍】、第3
    28頁、第434頁至第438頁【余○琪】、第329頁至第330頁、
    第439頁至第444頁【吳○賢】、第450頁至第451頁、第529頁
    至第534頁【鄭○青】、第452頁至第453頁、第535頁至第538
    頁【黃○萍】、第454頁至第455頁、第539頁至第544頁【李○
    冰】、第456頁、第545頁至第548頁【程○凱】、第457頁至
    第458頁、第549頁至第550頁【許○杰】、第459頁至第460頁
    、第551頁至第556頁【陳○蓉】、第461頁至第462頁、第557
    頁至第562頁【黃○蓮】、第463頁至第464頁、第563頁至第5
    68頁【吳○芬】、第465頁至第466頁、第569頁至第574頁【
    郭○瑄】、第467頁至第468頁、第575頁至第580頁【盧○欣】
    、第469頁至第470頁、第581頁至第586頁【田○珮】、第471
    頁、第587頁至第590頁【趙○國】、第472頁至第473頁、第5
    91頁至第594頁【潘○敏】、第474頁至第475頁、第595頁至
    第598頁【潘○苹】、第476頁至第477頁、第599頁至第604頁
    【潘○秀】、原處分1-3(含裁處書、本處分附件之罰鍰金額
    計算表、明細表，本院卷第35頁至第111頁）、訴願決定（
    本院卷第115頁至第207頁）等附卷可稽，兩造就此部分事實
    且無爭執，應可採為裁判基礎。故本件應審究者，乃武○鈴
    等18人及莊○玲等28人薪資結構中，關於「承攬報酬」、「
    續年度服務報酬」是否屬於工資？而此則涉及武○鈴等18人
    及莊○玲等28人間就上開報酬支領之法律關係，是否係本於
    勞動契約關係？　　
六、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⒈勞保條例第1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所稱月投保薪資，係
      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
      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之薪
      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 8月底
      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8 月至次
      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
      通知之次月1日生效。」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投保單位
      違反本條例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
      ，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
      4倍罰鍰，並追繳其溢領給付金額。」勞保條例施行細則
      第27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第14條第1項所稱月薪資總額，
      以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其每月收入不
      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收入之平均為準；……。」
    ⒉勞基法第2條第1款、第3款、第6款規定：「本法用詞，定
      義如下：一、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
      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
      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六、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
      」其中，第6款於勞基法108年5月15日修正公布前原規定
      ：「本法用辭定義如左：…。六、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
      關係之契約。」其該次修正理由固僅謂：「照委員修正動
      議通過。」然考諸委員提案說明：「謹按司法院釋字第74
      0號解釋意旨，本法所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
      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而具有『人格從屬性』，及是否負
      擔業務風險而具有『經濟從屬性』為斷。爰於原條文第6款
      明定之。」(立法院院總第1121號委員提案第22754號議案
      關係文書)，以及委員修正動議內容所載：「關於勞動契
      約之認定，依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之實務作法，係採人格
      、經濟及組織等從屬性特徵以為判斷，爰提案修正第6款
      文字。」等語(立法院公報第108卷第42期第283頁），可
      見乃係參考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及實務見解而為
      修正，惟就「從屬性」之定義、內涵及判斷標準，仍未見
      明文。
    ⒊又按針對個案所涉勞務供給契約之屬性是否為「勞動契約
      」，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之解釋文固闡釋：「保險業
      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
      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按：指修正前勞基法第2條第6
      款規定）所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保險業務員）
      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
      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
      計算其報酬）以為斷」，然參酌理由書第2段所載：「勞
      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惟民法上
      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是應就
      勞務給付之性質，『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
      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或稱人格從屬性）有關
      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
      業務風險，以判斷是否為系爭規定一(按：即修正前勞基
      法第2條第6款規定，下同)所稱勞動契約。」及第3段所載
      ：「關於保險業務員為其所屬保險公司從事保險招攬業務
      而訂立之勞務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
      容之選擇自由，其類型可能為僱傭、委任、承攬或居間，
      其選擇之契約類型是否為系爭規定一所稱勞動契約，仍『
      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
      ，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
      之，即應視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
      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
      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等語(以
      上雙引號部分，為本院所加)，可見，以有償方式提供勞
      務之契約是否為勞基法上所稱之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
      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探求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
      屬性程度之高低以為斷。再就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所
      稱「人格從屬性」與勞工身分間之關聯性，乃在於雇主藉
      由指揮監督勞工提供勞動力之方式，獲得最大勞動價值與
      生產效益，在雇主對勞動力安排的過程中，勞工在雇主指
      示中被「客體化」，對於勞工而言，其所提供之勞動力與
      勞動力所有者(勞工)的人身不可分離、分割，因此雇主支
      配勞動力即等同支配勞工之人身，勞工之人格從而受雇主
      支配而具有從屬性，並據此產生社會保護之需要。是雇主
      對於勞工之指揮監督，乃是人格上從屬性之核心，勞務債
      務人是否必須依勞務債權人之指示為勞務之提供，乃是勞
      動契約之類型必要特徵。至於學理上所提出之經濟上從屬
      性、組織上從屬性，均非不得在雇主追求利益之目的而支
      配勞動力(對於勞工之指揮監督)下，予以觀察、理解。又
      因勞動契約之定性為適用勞動法之基礎，基於勞動法以實
      踐憲法保護勞工(憲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參照)之立法目的
      ，只要當事人的法律關係中已有相當程度之從屬性特徵，
      縱其部分職務內容具若干獨立性，仍應寬認屬勞基法規範
      之勞雇關係(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54號判決意旨
      參照)。　　　
　㈡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就報酬支領之法律關係屬於勞動契約：
　  ⒈按勞保條例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前條所稱月投保薪資
      ，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
      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薪資以件
      計算者，其月投保薪資，以由投保單位比照同一工作等級
      勞工之月薪資總額，按分級表之規定申報者為準。」第72
      條第3項規定：「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將投保薪資
      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
      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並追繳其溢領給付
      金額。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而依
      勞保條例第77條規定授權訂定之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
      第1項規定：「本條例第14條第1項所稱月薪資總額，以勞
      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其每月收入不固定
      者，以最近3個月收入之平均為準；實物給與按政府公布
      之價格折為現金計算。」另按勞基法第1條規定：「（第1
      項）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
      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2項）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
      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第2條第6款規定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六、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
      關係之契約。」勞基法並非使一切勞務契約關係，均納入
      其適用範圍；勞務契約關係是否屬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
      之勞雇關係，應視勞務債務人對勞務債權人是否有高度從
      屬性而定。倘勞務債務人對於選擇與勞務債權人締結之勞
      務契約有完全之自主決定權，而於其所自由選擇之勞務契
      約關係下，勞務債務人對於勞務債權人不具有高度從屬性
      者，即非勞基法所欲保障之對象，自應基於契約自由原則
      ，使當事人間自由決定其契約內容，不受勞基法之規範。
　  ⒉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文闡述：「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
      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按：指修正
      前）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務
      人（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
      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
      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不得逕以保險業
      務員管理規則為認定依據。」解釋理由書以：「勞動契約
      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惟民法上以有償
      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是應就勞務給
      付之性質，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
      ，諸如與人的從屬性（或稱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
      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
      以判斷是否為系爭規定一（按：指修正前勞基法第2條第6
      款規定所稱勞動契約）」、「關於保險業務員為其所屬保
      險公司從事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基於私法自
      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其類型可能為僱
      傭、委任、承攬或居間，其選擇之契約類型是否為系爭規
      定一所稱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
      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
      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
      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
      （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
      以為斷」、「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
      招攬勞務契約，雖僅能販售該保險公司之保險契約，惟如
      保險業務員就其實質上從事招攬保險之勞務活動及工作時
      間得以自由決定，其報酬給付方式並無底薪及一定業績之
      要求，係自行負擔業務之風險，則其與所屬保險公司間之
      從屬性程度不高，尚難認屬系爭規定一所稱勞動契約」等
      理由，可見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是否為勞基法上所
      稱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予以觀察，
      探求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以為
      斷；而從屬性之高低，大法官則舉「與人的從屬性（或稱
      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
      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為例，故從屬性之認定，
      仍應整體觀察勞務給付過程，並不限於解釋文所稱「勞務
      債務人（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
      含工作時間）」、「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
      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2項指標。至於
      保險業務員如得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勞務活動且無底薪及
      一定業績之要求等面向，只是可以憑此等因素認為「從屬
      性程度不高」，而難認屬於勞動契約，非謂保險招攬勞務
      契約性質之判斷，只能由前述因素認定，或只要保險業務
      員得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勞務活動且無底薪及一定業績之
      要求，無待探求勞務給付過程之其他特徵，即一律認為不
      是勞動契約。可見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認為保險業務
      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
      勞動契約，必須視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而定，並未推翻行
      政法院歷年來就保險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
      務契約性質認定為勞動契約之見解。
　  ⒊司法院釋字740號解釋理由書雖謂：「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
      係依保險法第177條規定訂定，目的在於強化對保險業務
      員從事招攬保險行為之行政管理，並非限定保險公司與其
      所屬業務員之勞務給付型態應為僱傭關係……。該規則既係
      保險法主管機關為盡其管理、規範保險業務員職責所訂定
      之法規命令，與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所簽訂之
      保險招攬勞務契約之定性無必然關係，是故不得逕以上開
      管理規則作為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是否構成勞
      動契約之認定依據」等語，然此僅係重申保險業務員與其
      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契約
      ，必須視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而定之旨。蓋性質為公法管
      制規範之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固不得直接作為保險業務
      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是否構成勞動契約之認定依據，但
      如保險公司為執行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課予的公法上義
      務，而將相關規範納入契約（包含工作規則），或在契約
      中更進一步為詳細約定，則保險業務員是否具有從屬性之
      判斷，自不能排除該契約約定之檢視。換言之，公法上之
      管制規範既已轉化為保險業務員及保險公司間契約上權利
      義務規範，該契約內容仍應列為勞動從屬性的判斷因素之
      一，而就個案事實、整體契約內容及勞務給付之實際運作
      綜合判斷之。
　  ⒋關於保險業務員勞動契約之認定，應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
      債權人間之從屬性高低為判斷，判斷因素包括保險業務員
      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的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
      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
      計算其報酬），但不以此為限。參諸學說及實務見解，勞
      工與雇主間從屬性的判斷，包括：⑴人格上從屬性，即受
      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之指揮、命令、調度等
      ，且有受懲戒等不利益處置的可能。⑵親自履行，不得使
      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不是為自己的營業
      而勞動，而是依附於他人的生產資料，為他人之目的而勞
      動，薪資等勞動條件亦受制於他方。⑷組織上從屬性，即
      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
      受團隊、組織的內部規範、程序等制約。因勞動契約之定
      性為適用勞動法之基礎，基於勞動法以實踐憲法保護勞工
      之立法目的，及考量我國缺乏強勢工會爭取勞工權益之社
      會現實，是只要當事人的法律關係中已有相當程度之從屬
      性特徵，縱其部分職務內容具若干獨立性，仍應認屬勞基
      法規範之勞雇關係。
　㈢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關於招攬保險部分，應屬勞動契約關係
    ：
　  ⒈本件就招攬保險部分，原告分別與系爭業務員間簽訂「承
      攬合約書」以及附件（本院卷第209頁至第305頁，另參訴
      願卷一第98頁至第151頁、訴願卷二第141頁至第194頁）
      ，上開契約雖名之為「承攬」，然而，勞務契約之性質究
      為僱傭、委任或承攬關係，應依契約之實質內容為斷，不
      得以契約名稱逕予認定。從而，是否具有勞動契約之性質
      ，仍應依契約實質內容予以判斷，不因契約名稱冠以「承
      攬」，即得逕認非屬勞動契約，此應先予辨明。
　  ⒉又系爭承攬契約第10條第1項前段規定：「甲方（按：即原
      告，下同）之公告或規定，亦構成本契約內容之一部；本
      契約如有附件，亦同。」而系爭承攬契約除契約本文外，
      尚包括系爭公告、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下稱系爭懲處辦
      法，訴願卷一第103頁至第110頁）及98年3月1日三業㈤字
      第00035號公告（修訂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下稱系
      爭考核辦法，訴願卷一第111頁）等約定或規定，該附件
      之「注意事項」第1點復載稱：「附件為配合99.07啟用的
      承攬契約書使用，日後附件內各相關規定若有修改，依公
      司最新公告為準。」等語，而原告嗣即以系爭公告明訂保
      險承攬報酬、服務獎金及年終業績獎金之相關規定，是上
      開約定、規定、公告或辦法等，均構成系爭承攬契約的一
      部分。
　  ⒊從而，觀諸上開系爭承攬契約可知，就業務員之報酬計算
      方式及業績考核部分，因原告所屬保險業務員乃係以保險
      招攬服務為其主要業務內容，其具體服務內容包括解釋保
      險商品內容及保險契約條款、說明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
      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契約、收取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等（
      系爭承攬契約第2條，本院卷第209頁）；而於業務員交付
      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費給原告，經原告同意承保且
      契約效力確定後，業務員即得依原告公告之支給標準領取
      「承攬報酬（首年度實繳保費×給付比率）」、「續年度
      服務獎金（續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系爭承攬契約
      第3條第1項，本院卷第209頁；系爭公告第1點、第2點，
      本院卷第305頁)；此外，報酬之計算以及給付方式，業務
      員應依修改內容領取報酬（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2項，本
      院卷第209頁﹚。綜上，原告所屬業務員報酬多寡甚或得否
      維持與原告間之契約關係，招攬保險之業績乃是最重要之
      因素，業務員並應定期接受原告之業績評量，一旦未能達
      到業績標準，將遭到原告終止合約，而報酬之計算及給付
      方式，復得由原告「視經營狀況需要」或「因業務需要」
      予以片面修改，業務員並無與原告磋商議定之餘地而須受
      制於原告。是原告藉由業績考核、終止合約甚或片面決定
      報酬支給條件等方式，驅使業務員必須致力爭取招攬業績
      ，以獲取報酬及續任業務員之職。業務員從屬於原告經濟
      目的下提供勞務，而為原告整體營業活動的一環，自可認
      定。
　  ⒋觀諸原告所訂定之系爭懲處辦法附件一所載（參訴願卷一
      第105頁至第108頁），不僅就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明訂
      應予處分或懲處之違規行為，為進一步詳細規定，且就保
      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未規範之違規行為，例如有事實證明
      業務員態度不佳與公司同仁、客戶、公司業務合作之人員
      發生衝突；保戶未繳費而代墊、參加多層次傳銷活動，經
      制止不聽；代要保人保管保單或印鑑等，另設有「行政記
      點處分」（包括申誡1次至3次、違紀1點至6點）之規定，
      累計違紀達一定點數者，並受有取消業務員優良免體檢資
      格授權、一定期間不得晉陞或參加公司與區部所舉辦之各
      項競賽及表揚、終止所有合約關係等不利處分，原告並得
      視實際需要，調整或修正系爭懲處辦法（見該辦法第5點
      「其他事項」第3項規定，訴願卷一第104頁），是原告與
      業務員（包括本案當事人）間關於招攬保險部分之契約關
      係（即原告所稱「承攬關係」），揆諸前述見解可知，其
      從屬性判斷，自不能排除上開系爭懲處辦法之相關規定。
      準此，原告對於所屬業務員具有行使其監督、考核、管理
      及懲處之權，兩者間具有從屬性關係，應屬無疑。
　  ⒌原告主張被告如依「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逐一檢
      視，本件縱存有若干從屬性，其強度亦屬極低，並不具備
      高度從屬性；且原告並未提供業務員所需之勞務設備如電
      腦、車輛等，而係由業務員依其自身招攬需要自行購置，
      且系爭承攬契約並未約定業務員不得從事其他工作等語。
      然而，按於所爭執之勞務供給關係中，如同時存在從屬性
      與獨立性勞務提供之特徵時，經整體觀察後，如從屬性特
      徵對於整體勞務供給關係具有重要性時，縱有非從屬性勞
      務供給之特徵存在，仍無礙其整體歸屬勞動契約之屬性判
      斷。雇主對於工作時間、地點之管制或報酬計算方式，固
      可為從屬性判斷之參考要素，然究非為唯一或具有關鍵性
      之標準，蓋隨著時代環境的變遷與科技發展，勞務供給模
      式複雜多樣，欠缺工作地點拘束性之職務，並非保險業務
      員職務所獨有之特徵，其他外勤工作者，亦因其職務性質
      而無固定之工作地點；而保險商品種類繁多，相關產品資
      訊復具有相當之專業性，除客戶因自身需求而主動要保外
      ，保險業務員勤於主動探訪及從事專業解說，以取得客戶
      信任並對保險商品產生需求，方能提升成功招攬之機會，
      而因拜訪客戶必須配合客戶時間，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工
      作，其工作時間自應有相當的彈性，此為保險招攬工作之
      性質使然，自難據此作為判斷契約屬性之重要標準；更何
      況，保險業務員有無自己之裝備招攬顧客，以及對於是否
      、何時、何地或向何人招攬保險，至多僅能說明保險公司
      在此就專業上未給予指揮監督，但業務員仍不會因為可以
      決定其所要招攬之客戶，即成為經營保險業務之人而得在
      市場上與保險公司互為競爭，此僅於業務員有權作出影響
      企業之經營決策、參與利潤分配規則時，始可能實現。此
      外，個別勞務供給契約是否具有勞動契約之性質，應綜合
      事證予以評價，是保險業務員縱然另有兼職，亦與保險業
      務員、保險公司間就招攬保險之契約關係的定性，無必然
      關係。是原告主張其並無指揮或管制約束原告工作時間、
      給付勞務方法甚且未指定勞務地點，是否從事招攬、向誰
      招攬保單均依業務員自由意志為之，原告無指派工作可言
      ，自不具有從屬性等語，並非可採。
　  ⒍基於前述，原告與系爭業務員固簽署形式上名為「承攬契
      約」，以規範兩者間關於招攬保險之法律關係，然核其實
      質內容，仍可見原告藉由指揮監督保險業務員提供勞動力
      之方式，以遂其經濟目的。是被告認定兩者間成立勞動契
      約關係，於法並無違誤。
  ㈣原告又主張系爭業務員之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並非勞
    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稱之工資等語。本院查：
    ⒈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得依計時、計日、計月、計件等方
      式計算勞工因工作所獲得之報酬(工資)，從而成立勞動契
      約，亦即勞動契約並不排除勞務提供者「依勞務成果」計
      酬，則如僅因得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及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
      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即認定不成立勞動契約，將
      使勞基法規定之按件計酬無適用之餘地。系爭承攬契約第
      3條第1項固約定：「乙方（按：指保險業務員方，下同）
      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費予甲方，經甲方同意承
      保且契約效力確定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保險承攬
      報酬』、『年度業績獎金』領取報酬。」（本院卷一第209頁
      ），系爭公告第5點、第8點並分別載明：「保單因繳費期
      滿或任何原因致豁免保費，不予發放承攬報酬或服務獎金
      （按：續年度服務獎金或報酬）。」「保單因故取消、或
      經要保人撤銷、或自始無效時，各項已發之承攬報酬及服
      務獎金應返還予公司，或於給付之任何款項內逕予扣除，
      於承攬契約終止後亦同。」（本院卷一第305頁），然此
      僅屬業務員按件領取「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
      （或「續年度服務報酬」）所應具備的要件，在招攬保險
      之所得悉數歸屬於原告，系爭業務員僅能依原告所訂之報
      酬標準支領報酬下，系爭業務員所承擔原告指稱之「業務
      員應行負擔之營業風險」，乃是報酬給付方式約定的結果
      ，自無足據此否定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之勞動契約關係。
      換言之，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
      經常性取得的對價（報酬），即具工資的性質，因而，業
      務員符合原告所設支領報酬標準，即可以領得報酬，其在
      制度上自具經常性，至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況「
      承攬報酬」係因業務員所提供保險招攬服務而獲取之報酬
      ，而「續年度服務報酬」亦係延續業務員前所提供之保險
      招攬服務，並因業務員「必須隨時對保戶提供後續服務」
      之勞務以維繫保險契約之效力而獲得之報酬，均具有勞務
      對價性。是原告主張系爭業務員所領取之報酬，性質上並
      非工資等語，亦無可採。
    ⒉又按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3條第2項規定：「業務員與所
      屬公司簽訂之勞務契約，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2年3月22日書函意旨略以：「保險
      業務員管理規則之訂定目的在於強化對保險業務員招攬行
      為之管理，並非限定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之勞務給付
      型態應為僱傭關係，爰本會94年2月2日修正保險業務員管
      理規則時，增列第3條第2項…之規定，以釐清該管理規則
      旨在規範業務員之招攬行為，與業務員勞務給付型態無關
      ，避免勞工主管機關及司法機關逕為引用管理規則之規定
      ，作為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具有僱傭關係之佐證依據
      ，是以雙方之勞務契約屬性仍應依個案客觀事實予以認定
      。」等語，可見上開規定及函文意旨，乃在強調保險公司
      與保險業務員的契約關係應依個案事實予以認定，非謂保
      險公司對於保險業務員招攬行為之管理，均不得作為定性
      契約關係之依據。再者，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之1
      就保險業務員不服受停止招攬登錄、撤銷登錄處分者，設
      有申復、申請覆核程序之規定，其規範意旨在於「為合理
      保障保險業務員之權益，並使受懲處之業務員申訴管道更
      為周延」，且「為保障業務員權益，使業務員可充分合理
      陳述，廣納勞工意見」，並於該條第3項規定申訴委員會
      之組成，應包含業務員代表，如有全國性工會代表，應予
      納入（參見該條規定之訂定理由），可見上開規定乃主管
      機關考量保險從業人員（業務員）工作權益之周全保障，
      而設之救濟程序機制，非屬保險業務員之一般勞工，當然
      無上開規定之適用，然亦不得據此逕謂保險業務員與保險
      公司間之契約關係並非勞動契約關係。是原告上開主張，
      自有誤會。
    ⒊至於原告另比較系爭承攬契約與電銷人員勞動契約書，而
      主張系爭承攬契約自非勞動契約等語，然而，原告與業務
      員間簽訂契約，業經本院認定屬於勞動契約關係，已如前
      述，而原告所提其他契約關係，由於兩者工作內容不同（
      尤其是電銷人員的工作內容並非具體固定，悉依原告之指
      示為之，乃勞動契約之典型特徵），更與保險業務員所從
      事之保險招攬工作，全然不同，本不得以其他契約內容反
      推系爭承攬契約並非勞動契約。原告上開主張，自無可採
      。
  ㈤原告主張被告於作成原處分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
    等語。然按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
    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39條規定，
    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
    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要求行政程序中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其目的在
    於保障相對人之基本程序權利，以及防止行政機關之專斷。
    故如不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亦無礙此等目的之達成
    ，或基於行政程序之經濟、效率以及其他要求，得不給予相
    對人陳述機會者，行政程序法第103條各款設有除外規定。
    又同法第114條第1項第3款、第2項規定：「（第1項）違反
    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除依第111條規定而無效者外
    ，因下列情形而補正︰…。三、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已於事後給予者。…。（第2項）前項第2款至第5款之補正行
    為，僅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為之；…。」則賦予違反程序或
    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在訴願程序終結前，得以補正瑕疵之
    機會。本件原告就原處分提起訴願時，即已表明包括業務員
    領取之承攬報酬、服務獎金非屬勞基法上之工資等在內之不
    服原處分的理由(可參上述兩份訴願決定)，經被告審酌後，
    未依訴願人（原告）之請求撤銷或變更原處分，而提出訴願
    答辯書予以說明在案，經訴願機關綜合雙方事證論據予以審
    議後，作成駁回訴願之決定，可認本件縱認原處分作成前未
    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事後亦已於訴願程序中予以補正
    此部分之程序瑕疵。是原告據此主張原處分違法而應予撤銷
    等語，尚非可採。
七、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無足採。從而，被告以原告於系爭業
    務員如附表違規期間欄所載期間工資已有變動，惟原告未覈
    實申報而將系爭業務原投保薪資以多報少，乃依勞保條例第
    72條第3項規定，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之保險費金
    額，處4倍罰鍰並作成如附表所示之各原處分，認事用法均
    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本院為如
    其聲明所示之判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
    要，併予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依行政訴訟法第
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吳坤芳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何閣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2年度訴字第1230號
113年8月1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翁肇喜（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高佩辰  律師
被      告  勞動部設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7號
代  表  人  何佩珊（部長）
訴訟代理人  黃珮俞              
            陳怡韶（兼送達代收人）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保險條例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2年8月23日院臺訴字第1125017179號、第1125015235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許銘春變更為何佩珊，茲據現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37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被告依據其所屬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審查結果，以原告未覈實申報所屬如附表所示武○鈴等46人（下稱系爭業務員）在附表所示違規期間之投保薪資，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遂依勞工保險條例（下簡稱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規定，分別以附表所示裁處書（分別依其編號稱原處分1至3，合稱原處分）裁處如附表所示罰鍰。原告不服，提起訴願均遭如附表所示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原告從事保險業，與系爭業務員間係簽訂「承攬契約書」；倘經評估，認該業務員適於另外從事行政職務，則另行簽立「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系爭業務員均屬之。依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所簽訂之承攬契約書第3條第1項規定，及該項規定所稱原告就「保險承攬報酬」、「服務獎金」…… 等報酬所為之公告（即原告101年7月1日（101)三業(三)字第00001號公告，下稱系爭公告）第1項及第2項之說明，業務員得從事招攬保險工作，原告則依業務員招攬成功之保險商品種類，按各該保單所相應比例，給付首年度「承攬報酬」，倘要保人於次年度以後繼續服務客戶且要保人亦續繳保費，則於續繳保費之特定年度內，另按各該保單所相應比例，另再給付「續年度服務獎金」。質言之，系爭業務員所受領之報酬，實著重於一定工作之完成（即要保人繳付保費及提供保戶服務等），遑論原告尚得視營運狀況隨時調整（承攬契約書第3條第2項約定參照），尚非繫於系爭業務員一己之勞務付出即可預期必然獲致報酬，而與渠等是否提供勞務並無對價關係可言，要非勞動基準法（下簡稱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稱之工資。就此，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207號判決亦肯認。而就系爭業務員依「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所受領之「僱傭薪資」部分，原告亦按勞保條例相關規定及相應級距，為渠等辦理投保手續，遵法嚴謹而無疏誤或怠慢。惟此「僱傭薪資」之性質，實與前開基於業務員「承攬契約」所受領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洵屬不同性質之給付，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 乃繫諸於系爭業務員是否招攬成功、服務保戶，以及保險契約簽訂情形、保費繳納情形等條件，並依據保單金額之多寡，乃至原告經營狀況，始得確定給付數額，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稱之「工資」甚明，自毋庸列入勞保條例第13條、第14條規定關於「月投保薪資」之計算基礎。被告逕自將非屬工資之承攬報酬認定為工資，並予以原告處分，顯係違誤。
  ㈡各原處分僅於說明載稱貴單位被保險人薪資，按「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規定，其投保薪資應申報若干元，而貴單位為其申報若干元，依規定按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云云。惟細繹各原處分所附之罰鍰明細表，雖有臚列「月薪資總額」、「原申報月投保薪資」、「應申報月投保薪資」等欄位，惟全無具體敘明所憑事實及計算基礎，從而使原告亦無從知悉、理解所申報之月投保薪資有何短報之處。揆諸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1624號判決意旨，各原處分顯難認已臻至明確，而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關於行政行為必須明確、同法第96條關於書面行政處分應記載事實及理由等規定而應予以撤銷。
  ㈢依照司法院釋字740號解釋、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261號判決以及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207號判決可知，保險業者與業務員間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是否為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内容，按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加以判斷。縱令成立勞動契約，亦可另外成立承攬契約，而為承攬與僱傭結合而各自獨立之聯立契約；且因各自獨立，該二契約亦非不可分割、獨立視之，其權利義務關係，自得各依所屬契約約定加以履行。倘若業務員對於保險之招攬具有獨立裁量、保險業者對之欠缺具體指揮命令權，甚至非以招攬保險次數作為計算報酬基礎，即難認有何對價關係。然原處分漠視實務見解，未就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其實分別存有勞動契約與承攬契約關係之事實加以審酌，即逕將系爭業務員依承攬契約書所獲之承攬報酬與續年度服務獎金合併認屬渠等之「月薪資總額」，是原處分認事用法顯有違誤，應予撤銷。
  ㈣被告於各原處分作成以前，並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亦未依行政程序法第39條規定詳為調查，未確實釐清給付明細所載內容究為承攬報酬、獎金或工資，即逕予認定原告有未覈實申報月投保薪資之情，已於法不合。況且，「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是否合於勞基法相關規定關於工資要件，亦非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按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338號判決及本院105年度訴字第1491號判決意旨，亦無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或同條其他款所規定之得以例外無庸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之情形。是被告作成原處分前，確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已然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關於正當行政程序之規定，應予撤銷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①如附表所示之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被告則以：
　㈠在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作成前後，行政法院多數見解肯認，保險公司與所屬業務員間為勞動契約關係：
　　⒈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作成後：原告部分，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簡字第306號行政判決；元大人壽公司部分，參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54號判決；南山人壽公司部分，參本院109年度訴字第926號判決；富邦產險公司部分，參本院107年度簡上字第89號判決。
　　⒉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作成前：本院100年度簡字第396號判決明揭與原告同為保險業之大都會公司人壽與保險業務員間為勞動契約關係，業務員獲致之報酬，實質上即為工資。本院99年度簡字第617號判決亦認定保誠人壽公司與保險業務員間為勞動契約，業務員領取的佣金為工資，後經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2116號駁回雇主之上訴而告確定。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簡字第269號判決認定與原告同為保險業之臺灣人壽公司與保險業務員為勞動契約關係，其獲致之報酬及佣金，實質上均為工資。並經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裁字第3239號裁定駁回上訴而告確定。
　㈡原告與保險業務員間契約定性部分，前亦經行政法院判決肯認為勞動契約關係，並認為民事法院與行政法院各有其審認權限，得各本其調査所得之訴訟資料，分別作不同之認定。參本院103年度簡上字第80號判決指出有關民事與行政法院可分別本於調查所得之訴訟資料做不同認定部分，另有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判字第2230號判決要旨可參。
　㈢依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系爭承攬契約書約定及參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等內容，兩造間係屬勞動契約關係無疑。
　　⒈參系爭承攬契約書第5條：「乙方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1.違反……甲方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之規定。4.違反甲方之公告或規定。」，顯示原告對系爭業務員具指揮監督之實質。
　　⒉系爭業務員對於薪資幾無決定權限及議價空間，必須單方聽從原告公司單方公告或變更之薪資條件內容。此參系爭公告予全體業務員內容，顯示原告具報酬決定權並有片面調整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之權限，業務員僅能依原告單方公告之辦法履行，從屬性色彩明確。
　　⒊系爭業務員須依原告指示方式提供勞務，此參系爭承攬契約書第2條規定，系爭業務員之職責為解釋原告公司之保險商品內容與條款，說明與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並須為原告公司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契約、收取第一期保險費，足見系爭業務員係依指示履行與原告間保險招攬勞務契約之債務內容，對於第三人執行如上之「解釋保險商品內容及保單條款、說明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轉送要保文件及要保單」等服務。
　　⒋系爭業務員於擔任業務員期間，須接受原告公司業務主管之訓練及輔導，並須受業務主管督導，以達到原告公司所訂考核標準，並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此參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第2條第1項，業務主管既負有上揭「督導」業務員之責，相對地，業務員亦具「受」業務主管督導之責，顯示業務員須接受原告公司所屬主管之管理與指示，且與其他業務員暨業務主管間均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而如業務員業績未達原告最低標準或違反原告公告或規定，則須面臨遭終止契約之不利益。
　　⒌系爭業務員須接受原告公司評量，就評量標準無商議權限。此參系爭承攬契約書第5條顯示原告公司對系爭業務員有評量權限及要求業績最低標準之管理實質。
　　⒍綜上，系爭業務員已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且負有遵守原告所訂最低評量標準義務，並須為原告公司招攬保險、持續提供保戶服務，而受領原告公司給付之承攬報酬（即招攬保險的首期報酬）、服務獎金（即繼續為保戶提供服務而受領之給付），並負有接受原告公司業務主管訓練、輔導、管理、指揮監督之義務，並與業務主管及其他業務員與行政同仁間均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彼此分工合作，是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之勞動契約無疑。
　　⒎另方面，保險業務員為招攬保險，有配合保戶時間、地點的需求，從而其工作地點及時間較為彈性，然此為工作性質使然，不能僅憑此一特徵，即否定上開系爭業務員與原告間為勞動契約關係之實質。再且，原告公司有權為業務員訂定業績最低標準，業務員並應依原告公司之指示提供勞務，而全力達成招攬保險及繼續為保戶提供之責任，而不得自由決定勞務給付方式，且原告公司係以人身保險業為業，而系爭業務員則係負責為原告公司提供勞務（招攬保險及持續為保戶服務)，又系爭業務員只要提供勞務達到系爭公告之承攬報酬與服務獎金給付條件時，即能獲取原告公司給付之勞務對價，而無須自行負擔業務風險，再再顯示系爭業務員與原告公司間為勞動契約關係。
　㈣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即服務獎金），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系爭業務員於招攬保單成立且客戶繳納保費後，即可領取承攬報酬；而系爭業務員繼續為原告所屬保戶提供服務，即可領取服務獎金，此等給付均係系爭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提供保戶服務等勞務後，自雇主即原告公司處獲得的勞務對價，原證34之公告內容亦具有制度上經常性，因此承攬報酬、服務獎金為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無訛，被告所為原處分，並無認事用法之違誤。另參本院111年度訴字第27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簡字第306號行政判決、本院103年度簡上字第80號、本院112年度訴字第799、927、916號判決、亦均肯認原告公司之承攬報酬、服務獎金，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㈤依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及各原處分之記載，已列名行政處分之主、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並無原告所指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等規定情事。另依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1項第5款規定，就本件而言，前已有多件行政法院判決肯認原告依據系爭公告給付予所屬業務員之承攬報酬、服務獎金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工資，而依原告提供的系爭業務員薪資單並比對原告勞保投保情形，顯示原告已將部分承攬報酬納入投保薪資計算，仍有部分承攬報酬、服務獎金未納入工資據以申報調整系爭業務員之投保薪資，是原告客觀上違反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等規定之事實已甚明確，是被告於作成處分前未予陳述意見，並無原告所指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情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①駁回原告之訴。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載，有武○鈴等18人及莊○玲等28人之勞保個人異動查詢、業務人員承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僱傭薪資明細、業務人員續年度報酬明細（原處分卷第117頁至第118頁、第210頁至第215頁【武○鈴】、第119頁至第120頁、第216頁至第221頁【曾○真】、第121頁至第122頁、第222頁至第227頁【劉○滿】、第123頁至第124頁、第228頁至第233頁【劉○玲】、第125頁至第126頁、第234頁至第239頁【劉○華】、第127頁至第128頁、第240頁至第245頁【洪○彬】、第129頁至第130頁、第246頁至第251頁【陳○宜】、第131頁、第252頁至第253頁【周○甄】、第132頁至第133頁、第254頁至第259頁【方○春】、第135頁、第260頁至第261頁【潘○瑤】、第136頁至第137頁、第262頁至第267頁【陳○政】、第138頁、第268頁至第271頁【林○君】、第139頁至第140頁、第272頁至第275頁【姚○雄】、第141頁、第276頁至第279頁【丁○葉】、第142頁至第143頁、第280頁至第285頁【李○珮】、第144頁至第145頁、第286頁至第291頁【張○任】、第146頁至第147頁、第292頁至第297頁【趙○閒】、第148頁至第149頁、第298頁至第303頁【林○雯】、第309頁至第310頁、第375頁至第378頁【莊○玲】、第309頁至第310頁、第379頁至第382頁【徐○敏】、第312頁至第313頁、第383頁至第388頁【張○華】、第314頁至第315頁、第389頁至第394頁【林○成】、第316頁至第317頁、第395頁至第400頁【林○雅】、第318頁至第319頁、第401頁至第406頁【陳○鴻】、第320頁、第407頁至第410頁【林○如】、第321頁至第322頁、第411頁至第416頁【葉○志】、第323頁、第417頁至第422頁【劉○英】、第324頁至第325頁、第423頁至第428頁【曾○榛】、第326頁至第327頁、第429頁至第433頁【楊○珍】、第328頁、第434頁至第438頁【余○琪】、第329頁至第330頁、第439頁至第444頁【吳○賢】、第450頁至第451頁、第529頁至第534頁【鄭○青】、第452頁至第453頁、第535頁至第538頁【黃○萍】、第454頁至第455頁、第539頁至第544頁【李○冰】、第456頁、第545頁至第548頁【程○凱】、第457頁至第458頁、第549頁至第550頁【許○杰】、第459頁至第460頁、第551頁至第556頁【陳○蓉】、第461頁至第462頁、第557頁至第562頁【黃○蓮】、第463頁至第464頁、第563頁至第568頁【吳○芬】、第465頁至第466頁、第569頁至第574頁【郭○瑄】、第467頁至第468頁、第575頁至第580頁【盧○欣】、第469頁至第470頁、第581頁至第586頁【田○珮】、第471頁、第587頁至第590頁【趙○國】、第472頁至第473頁、第591頁至第594頁【潘○敏】、第474頁至第475頁、第595頁至第598頁【潘○苹】、第476頁至第477頁、第599頁至第604頁【潘○秀】、原處分1-3(含裁處書、本處分附件之罰鍰金額計算表、明細表，本院卷第35頁至第111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115頁至第207頁）等附卷可稽，兩造就此部分事實且無爭執，應可採為裁判基礎。故本件應審究者，乃武○鈴等18人及莊○玲等28人薪資結構中，關於「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報酬」是否屬於工資？而此則涉及武○鈴等18人及莊○玲等28人間就上開報酬支領之法律關係，是否係本於勞動契約關係？　　
六、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⒈勞保條例第1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所稱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 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8 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生效。」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並追繳其溢領給付金額。」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第14條第1項所稱月薪資總額，以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其每月收入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收入之平均為準；……。」
    ⒉勞基法第2條第1款、第3款、第6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六、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其中，第6款於勞基法108年5月15日修正公布前原規定：「本法用辭定義如左：…。六、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其該次修正理由固僅謂：「照委員修正動議通過。」然考諸委員提案說明：「謹按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本法所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而具有『人格從屬性』，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而具有『經濟從屬性』為斷。爰於原條文第6款明定之。」(立法院院總第1121號委員提案第22754號議案關係文書)，以及委員修正動議內容所載：「關於勞動契約之認定，依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之實務作法，係採人格、經濟及組織等從屬性特徵以為判斷，爰提案修正第6款文字。」等語(立法院公報第108卷第42期第283頁），可見乃係參考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及實務見解而為修正，惟就「從屬性」之定義、內涵及判斷標準，仍未見明文。
    ⒊又按針對個案所涉勞務供給契約之屬性是否為「勞動契約」，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之解釋文固闡釋：「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按：指修正前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所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然參酌理由書第2段所載：「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惟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是應就勞務給付之性質，『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或稱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以判斷是否為系爭規定一(按：即修正前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下同)所稱勞動契約。」及第3段所載：「關於保險業務員為其所屬保險公司從事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其類型可能為僱傭、委任、承攬或居間，其選擇之契約類型是否為系爭規定一所稱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等語(以上雙引號部分，為本院所加)，可見，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是否為勞基法上所稱之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探求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以為斷。再就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所稱「人格從屬性」與勞工身分間之關聯性，乃在於雇主藉由指揮監督勞工提供勞動力之方式，獲得最大勞動價值與生產效益，在雇主對勞動力安排的過程中，勞工在雇主指示中被「客體化」，對於勞工而言，其所提供之勞動力與勞動力所有者(勞工)的人身不可分離、分割，因此雇主支配勞動力即等同支配勞工之人身，勞工之人格從而受雇主支配而具有從屬性，並據此產生社會保護之需要。是雇主對於勞工之指揮監督，乃是人格上從屬性之核心，勞務債務人是否必須依勞務債權人之指示為勞務之提供，乃是勞動契約之類型必要特徵。至於學理上所提出之經濟上從屬性、組織上從屬性，均非不得在雇主追求利益之目的而支配勞動力(對於勞工之指揮監督)下，予以觀察、理解。又因勞動契約之定性為適用勞動法之基礎，基於勞動法以實踐憲法保護勞工(憲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參照)之立法目的，只要當事人的法律關係中已有相當程度之從屬性特徵，縱其部分職務內容具若干獨立性，仍應寬認屬勞基法規範之勞雇關係(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5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就報酬支領之法律關係屬於勞動契約：
　  ⒈按勞保條例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前條所稱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薪資以件計算者，其月投保薪資，以由投保單位比照同一工作等級勞工之月薪資總額，按分級表之規定申報者為準。」第72條第3項規定：「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並追繳其溢領給付金額。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而依勞保條例第77條規定授權訂定之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第14條第1項所稱月薪資總額，以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其每月收入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收入之平均為準；實物給與按政府公布之價格折為現金計算。」另按勞基法第1條規定：「（第1項）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2項）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第2條第6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六、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勞基法並非使一切勞務契約關係，均納入其適用範圍；勞務契約關係是否屬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之勞雇關係，應視勞務債務人對勞務債權人是否有高度從屬性而定。倘勞務債務人對於選擇與勞務債權人締結之勞務契約有完全之自主決定權，而於其所自由選擇之勞務契約關係下，勞務債務人對於勞務債權人不具有高度從屬性者，即非勞基法所欲保障之對象，自應基於契約自由原則，使當事人間自由決定其契約內容，不受勞基法之規範。
　  ⒉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文闡述：「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按：指修正前）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不得逕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為認定依據。」解釋理由書以：「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惟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是應就勞務給付之性質，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或稱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以判斷是否為系爭規定一（按：指修正前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所稱勞動契約）」、「關於保險業務員為其所屬保險公司從事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其類型可能為僱傭、委任、承攬或居間，其選擇之契約類型是否為系爭規定一所稱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雖僅能販售該保險公司之保險契約，惟如保險業務員就其實質上從事招攬保險之勞務活動及工作時間得以自由決定，其報酬給付方式並無底薪及一定業績之要求，係自行負擔業務之風險，則其與所屬保險公司間之從屬性程度不高，尚難認屬系爭規定一所稱勞動契約」等理由，可見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是否為勞基法上所稱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予以觀察，探求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以為斷；而從屬性之高低，大法官則舉「與人的從屬性（或稱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為例，故從屬性之認定，仍應整體觀察勞務給付過程，並不限於解釋文所稱「勞務債務人（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2項指標。至於保險業務員如得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勞務活動且無底薪及一定業績之要求等面向，只是可以憑此等因素認為「從屬性程度不高」，而難認屬於勞動契約，非謂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性質之判斷，只能由前述因素認定，或只要保險業務員得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勞務活動且無底薪及一定業績之要求，無待探求勞務給付過程之其他特徵，即一律認為不是勞動契約。可見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認為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契約，必須視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而定，並未推翻行政法院歷年來就保險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性質認定為勞動契約之見解。
　  ⒊司法院釋字740號解釋理由書雖謂：「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係依保險法第177條規定訂定，目的在於強化對保險業務員從事招攬保險行為之行政管理，並非限定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之勞務給付型態應為僱傭關係……。該規則既係保險法主管機關為盡其管理、規範保險業務員職責所訂定之法規命令，與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之定性無必然關係，是故不得逕以上開管理規則作為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是否構成勞動契約之認定依據」等語，然此僅係重申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契約，必須視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而定之旨。蓋性質為公法管制規範之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固不得直接作為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是否構成勞動契約之認定依據，但如保險公司為執行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課予的公法上義務，而將相關規範納入契約（包含工作規則），或在契約中更進一步為詳細約定，則保險業務員是否具有從屬性之判斷，自不能排除該契約約定之檢視。換言之，公法上之管制規範既已轉化為保險業務員及保險公司間契約上權利義務規範，該契約內容仍應列為勞動從屬性的判斷因素之一，而就個案事實、整體契約內容及勞務給付之實際運作綜合判斷之。
　  ⒋關於保險業務員勞動契約之認定，應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高低為判斷，判斷因素包括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的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但不以此為限。參諸學說及實務見解，勞工與雇主間從屬性的判斷，包括：⑴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之指揮、命令、調度等，且有受懲戒等不利益處置的可能。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不是為自己的營業而勞動，而是依附於他人的生產資料，為他人之目的而勞動，薪資等勞動條件亦受制於他方。⑷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受團隊、組織的內部規範、程序等制約。因勞動契約之定性為適用勞動法之基礎，基於勞動法以實踐憲法保護勞工之立法目的，及考量我國缺乏強勢工會爭取勞工權益之社會現實，是只要當事人的法律關係中已有相當程度之從屬性特徵，縱其部分職務內容具若干獨立性，仍應認屬勞基法規範之勞雇關係。
　㈢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關於招攬保險部分，應屬勞動契約關係：
　  ⒈本件就招攬保險部分，原告分別與系爭業務員間簽訂「承攬合約書」以及附件（本院卷第209頁至第305頁，另參訴願卷一第98頁至第151頁、訴願卷二第141頁至第194頁），上開契約雖名之為「承攬」，然而，勞務契約之性質究為僱傭、委任或承攬關係，應依契約之實質內容為斷，不得以契約名稱逕予認定。從而，是否具有勞動契約之性質，仍應依契約實質內容予以判斷，不因契約名稱冠以「承攬」，即得逕認非屬勞動契約，此應先予辨明。
　  ⒉又系爭承攬契約第10條第1項前段規定：「甲方（按：即原告，下同）之公告或規定，亦構成本契約內容之一部；本契約如有附件，亦同。」而系爭承攬契約除契約本文外，尚包括系爭公告、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下稱系爭懲處辦法，訴願卷一第103頁至第110頁）及98年3月1日三業㈤字第00035號公告（修訂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下稱系爭考核辦法，訴願卷一第111頁）等約定或規定，該附件之「注意事項」第1點復載稱：「附件為配合99.07啟用的承攬契約書使用，日後附件內各相關規定若有修改，依公司最新公告為準。」等語，而原告嗣即以系爭公告明訂保險承攬報酬、服務獎金及年終業績獎金之相關規定，是上開約定、規定、公告或辦法等，均構成系爭承攬契約的一部分。
　  ⒊從而，觀諸上開系爭承攬契約可知，就業務員之報酬計算方式及業績考核部分，因原告所屬保險業務員乃係以保險招攬服務為其主要業務內容，其具體服務內容包括解釋保險商品內容及保險契約條款、說明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契約、收取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等（系爭承攬契約第2條，本院卷第209頁）；而於業務員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費給原告，經原告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確定後，業務員即得依原告公告之支給標準領取「承攬報酬（首年度實繳保費×給付比率）」、「續年度服務獎金（續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1項，本院卷第209頁；系爭公告第1點、第2點，本院卷第305頁)；此外，報酬之計算以及給付方式，業務員應依修改內容領取報酬（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2項，本院卷第209頁﹚。綜上，原告所屬業務員報酬多寡甚或得否維持與原告間之契約關係，招攬保險之業績乃是最重要之因素，業務員並應定期接受原告之業績評量，一旦未能達到業績標準，將遭到原告終止合約，而報酬之計算及給付方式，復得由原告「視經營狀況需要」或「因業務需要」予以片面修改，業務員並無與原告磋商議定之餘地而須受制於原告。是原告藉由業績考核、終止合約甚或片面決定報酬支給條件等方式，驅使業務員必須致力爭取招攬業績，以獲取報酬及續任業務員之職。業務員從屬於原告經濟目的下提供勞務，而為原告整體營業活動的一環，自可認定。
　  ⒋觀諸原告所訂定之系爭懲處辦法附件一所載（參訴願卷一第105頁至第108頁），不僅就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明訂應予處分或懲處之違規行為，為進一步詳細規定，且就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未規範之違規行為，例如有事實證明業務員態度不佳與公司同仁、客戶、公司業務合作之人員發生衝突；保戶未繳費而代墊、參加多層次傳銷活動，經制止不聽；代要保人保管保單或印鑑等，另設有「行政記點處分」（包括申誡1次至3次、違紀1點至6點）之規定，累計違紀達一定點數者，並受有取消業務員優良免體檢資格授權、一定期間不得晉陞或參加公司與區部所舉辦之各項競賽及表揚、終止所有合約關係等不利處分，原告並得視實際需要，調整或修正系爭懲處辦法（見該辦法第5點「其他事項」第3項規定，訴願卷一第104頁），是原告與業務員（包括本案當事人）間關於招攬保險部分之契約關係（即原告所稱「承攬關係」），揆諸前述見解可知，其從屬性判斷，自不能排除上開系爭懲處辦法之相關規定。準此，原告對於所屬業務員具有行使其監督、考核、管理及懲處之權，兩者間具有從屬性關係，應屬無疑。
　  ⒌原告主張被告如依「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逐一檢視，本件縱存有若干從屬性，其強度亦屬極低，並不具備高度從屬性；且原告並未提供業務員所需之勞務設備如電腦、車輛等，而係由業務員依其自身招攬需要自行購置，且系爭承攬契約並未約定業務員不得從事其他工作等語。然而，按於所爭執之勞務供給關係中，如同時存在從屬性與獨立性勞務提供之特徵時，經整體觀察後，如從屬性特徵對於整體勞務供給關係具有重要性時，縱有非從屬性勞務供給之特徵存在，仍無礙其整體歸屬勞動契約之屬性判斷。雇主對於工作時間、地點之管制或報酬計算方式，固可為從屬性判斷之參考要素，然究非為唯一或具有關鍵性之標準，蓋隨著時代環境的變遷與科技發展，勞務供給模式複雜多樣，欠缺工作地點拘束性之職務，並非保險業務員職務所獨有之特徵，其他外勤工作者，亦因其職務性質而無固定之工作地點；而保險商品種類繁多，相關產品資訊復具有相當之專業性，除客戶因自身需求而主動要保外，保險業務員勤於主動探訪及從事專業解說，以取得客戶信任並對保險商品產生需求，方能提升成功招攬之機會，而因拜訪客戶必須配合客戶時間，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工作，其工作時間自應有相當的彈性，此為保險招攬工作之性質使然，自難據此作為判斷契約屬性之重要標準；更何況，保險業務員有無自己之裝備招攬顧客，以及對於是否、何時、何地或向何人招攬保險，至多僅能說明保險公司在此就專業上未給予指揮監督，但業務員仍不會因為可以決定其所要招攬之客戶，即成為經營保險業務之人而得在市場上與保險公司互為競爭，此僅於業務員有權作出影響企業之經營決策、參與利潤分配規則時，始可能實現。此外，個別勞務供給契約是否具有勞動契約之性質，應綜合事證予以評價，是保險業務員縱然另有兼職，亦與保險業務員、保險公司間就招攬保險之契約關係的定性，無必然關係。是原告主張其並無指揮或管制約束原告工作時間、給付勞務方法甚且未指定勞務地點，是否從事招攬、向誰招攬保單均依業務員自由意志為之，原告無指派工作可言，自不具有從屬性等語，並非可採。
　  ⒍基於前述，原告與系爭業務員固簽署形式上名為「承攬契約」，以規範兩者間關於招攬保險之法律關係，然核其實質內容，仍可見原告藉由指揮監督保險業務員提供勞動力之方式，以遂其經濟目的。是被告認定兩者間成立勞動契約關係，於法並無違誤。
  ㈣原告又主張系爭業務員之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稱之工資等語。本院查：
    ⒈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得依計時、計日、計月、計件等方式計算勞工因工作所獲得之報酬(工資)，從而成立勞動契約，亦即勞動契約並不排除勞務提供者「依勞務成果」計酬，則如僅因得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及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即認定不成立勞動契約，將使勞基法規定之按件計酬無適用之餘地。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1項固約定：「乙方（按：指保險業務員方，下同）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費予甲方，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確定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保險承攬報酬』、『年度業績獎金』領取報酬。」（本院卷一第209頁），系爭公告第5點、第8點並分別載明：「保單因繳費期滿或任何原因致豁免保費，不予發放承攬報酬或服務獎金（按：續年度服務獎金或報酬）。」「保單因故取消、或經要保人撤銷、或自始無效時，各項已發之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應返還予公司，或於給付之任何款項內逕予扣除，於承攬契約終止後亦同。」（本院卷一第305頁），然此僅屬業務員按件領取「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或「續年度服務報酬」）所應具備的要件，在招攬保險之所得悉數歸屬於原告，系爭業務員僅能依原告所訂之報酬標準支領報酬下，系爭業務員所承擔原告指稱之「業務員應行負擔之營業風險」，乃是報酬給付方式約定的結果，自無足據此否定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之勞動契約關係。換言之，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的對價（報酬），即具工資的性質，因而，業務員符合原告所設支領報酬標準，即可以領得報酬，其在制度上自具經常性，至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況「承攬報酬」係因業務員所提供保險招攬服務而獲取之報酬，而「續年度服務報酬」亦係延續業務員前所提供之保險招攬服務，並因業務員「必須隨時對保戶提供後續服務」之勞務以維繫保險契約之效力而獲得之報酬，均具有勞務對價性。是原告主張系爭業務員所領取之報酬，性質上並非工資等語，亦無可採。
    ⒉又按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3條第2項規定：「業務員與所屬公司簽訂之勞務契約，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2年3月22日書函意旨略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訂定目的在於強化對保險業務員招攬行為之管理，並非限定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之勞務給付型態應為僱傭關係，爰本會94年2月2日修正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時，增列第3條第2項…之規定，以釐清該管理規則旨在規範業務員之招攬行為，與業務員勞務給付型態無關，避免勞工主管機關及司法機關逕為引用管理規則之規定，作為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具有僱傭關係之佐證依據，是以雙方之勞務契約屬性仍應依個案客觀事實予以認定。」等語，可見上開規定及函文意旨，乃在強調保險公司與保險業務員的契約關係應依個案事實予以認定，非謂保險公司對於保險業務員招攬行為之管理，均不得作為定性契約關係之依據。再者，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之1就保險業務員不服受停止招攬登錄、撤銷登錄處分者，設有申復、申請覆核程序之規定，其規範意旨在於「為合理保障保險業務員之權益，並使受懲處之業務員申訴管道更為周延」，且「為保障業務員權益，使業務員可充分合理陳述，廣納勞工意見」，並於該條第3項規定申訴委員會之組成，應包含業務員代表，如有全國性工會代表，應予納入（參見該條規定之訂定理由），可見上開規定乃主管機關考量保險從業人員（業務員）工作權益之周全保障，而設之救濟程序機制，非屬保險業務員之一般勞工，當然無上開規定之適用，然亦不得據此逕謂保險業務員與保險公司間之契約關係並非勞動契約關係。是原告上開主張，自有誤會。
    ⒊至於原告另比較系爭承攬契約與電銷人員勞動契約書，而主張系爭承攬契約自非勞動契約等語，然而，原告與業務員間簽訂契約，業經本院認定屬於勞動契約關係，已如前述，而原告所提其他契約關係，由於兩者工作內容不同（尤其是電銷人員的工作內容並非具體固定，悉依原告之指示為之，乃勞動契約之典型特徵），更與保險業務員所從事之保險招攬工作，全然不同，本不得以其他契約內容反推系爭承攬契約並非勞動契約。原告上開主張，自無可採。
  ㈤原告主張被告於作成原處分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等語。然按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39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要求行政程序中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其目的在於保障相對人之基本程序權利，以及防止行政機關之專斷。故如不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亦無礙此等目的之達成，或基於行政程序之經濟、效率以及其他要求，得不給予相對人陳述機會者，行政程序法第103條各款設有除外規定。又同法第114條第1項第3款、第2項規定：「（第1項）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除依第111條規定而無效者外，因下列情形而補正︰…。三、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已於事後給予者。…。（第2項）前項第2款至第5款之補正行為，僅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為之；…。」則賦予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在訴願程序終結前，得以補正瑕疵之機會。本件原告就原處分提起訴願時，即已表明包括業務員領取之承攬報酬、服務獎金非屬勞基法上之工資等在內之不服原處分的理由(可參上述兩份訴願決定)，經被告審酌後，未依訴願人（原告）之請求撤銷或變更原處分，而提出訴願答辯書予以說明在案，經訴願機關綜合雙方事證論據予以審議後，作成駁回訴願之決定，可認本件縱認原處分作成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事後亦已於訴願程序中予以補正此部分之程序瑕疵。是原告據此主張原處分違法而應予撤銷等語，尚非可採。
七、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無足採。從而，被告以原告於系爭業務員如附表違規期間欄所載期間工資已有變動，惟原告未覈實申報而將系爭業務原投保薪資以多報少，乃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規定，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並作成如附表所示之各原處分，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本院為如其聲明所示之判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吳坤芳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何閣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2年度訴字第1230號
113年8月1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翁肇喜（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高佩辰  律師
被      告  勞動部設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7號
代  表  人  何佩珊（部長）
訴訟代理人  黃珮俞              
            陳怡韶（兼送達代收人）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保險條例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2年8月23日院臺訴字第1125017179號、第1125015235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許銘春變更為何佩珊，茲據現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37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被告依據其所屬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審查結果，以原告未覈實申報所屬如附表所示武○鈴等46人（下稱系爭業務員）在附表所示違規期間之投保薪資，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遂依勞工保險條例（下簡稱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規定，分別以附表所示裁處書（分別依其編號稱原處分1至3，合稱原處分）裁處如附表所示罰鍰。原告不服，提起訴願均遭如附表所示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原告從事保險業，與系爭業務員間係簽訂「承攬契約書」；倘經評估，認該業務員適於另外從事行政職務，則另行簽立「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系爭業務員均屬之。依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所簽訂之承攬契約書第3條第1項規定，及該項規定所稱原告就「保險承攬報酬」、「服務獎金」…… 等報酬所為之公告（即原告101年7月1日（101)三業(三)字第00001號公告，下稱系爭公告）第1項及第2項之說明，業務員得從事招攬保險工作，原告則依業務員招攬成功之保險商品種類，按各該保單所相應比例，給付首年度「承攬報酬」，倘要保人於次年度以後繼續服務客戶且要保人亦續繳保費，則於續繳保費之特定年度內，另按各該保單所相應比例，另再給付「續年度服務獎金」。質言之，系爭業務員所受領之報酬，實著重於一定工作之完成（即要保人繳付保費及提供保戶服務等），遑論原告尚得視營運狀況隨時調整（承攬契約書第3條第2項約定參照），尚非繫於系爭業務員一己之勞務付出即可預期必然獲致報酬，而與渠等是否提供勞務並無對價關係可言，要非勞動基準法（下簡稱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稱之工資。就此，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207號判決亦肯認。而就系爭業務員依「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所受領之「僱傭薪資」部分，原告亦按勞保條例相關規定及相應級距，為渠等辦理投保手續，遵法嚴謹而無疏誤或怠慢。惟此「僱傭薪資」之性質，實與前開基於業務員「承攬契約」所受領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洵屬不同性質之給付，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 乃繫諸於系爭業務員是否招攬成功、服務保戶，以及保險契約簽訂情形、保費繳納情形等條件，並依據保單金額之多寡，乃至原告經營狀況，始得確定給付數額，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稱之「工資」甚明，自毋庸列入勞保條例第13條、第14條規定關於「月投保薪資」之計算基礎。被告逕自將非屬工資之承攬報酬認定為工資，並予以原告處分，顯係違誤。
  ㈡各原處分僅於說明載稱貴單位被保險人薪資，按「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規定，其投保薪資應申報若干元，而貴單位為其申報若干元，依規定按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云云。惟細繹各原處分所附之罰鍰明細表，雖有臚列「月薪資總額」、「原申報月投保薪資」、「應申報月投保薪資」等欄位，惟全無具體敘明所憑事實及計算基礎，從而使原告亦無從知悉、理解所申報之月投保薪資有何短報之處。揆諸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1624號判決意旨，各原處分顯難認已臻至明確，而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關於行政行為必須明確、同法第96條關於書面行政處分應記載事實及理由等規定而應予以撤銷。
  ㈢依照司法院釋字740號解釋、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261號判決以及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207號判決可知，保險業者與業務員間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是否為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内容，按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加以判斷。縱令成立勞動契約，亦可另外成立承攬契約，而為承攬與僱傭結合而各自獨立之聯立契約；且因各自獨立，該二契約亦非不可分割、獨立視之，其權利義務關係，自得各依所屬契約約定加以履行。倘若業務員對於保險之招攬具有獨立裁量、保險業者對之欠缺具體指揮命令權，甚至非以招攬保險次數作為計算報酬基礎，即難認有何對價關係。然原處分漠視實務見解，未就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其實分別存有勞動契約與承攬契約關係之事實加以審酌，即逕將系爭業務員依承攬契約書所獲之承攬報酬與續年度服務獎金合併認屬渠等之「月薪資總額」，是原處分認事用法顯有違誤，應予撤銷。
  ㈣被告於各原處分作成以前，並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亦未依行政程序法第39條規定詳為調查，未確實釐清給付明細所載內容究為承攬報酬、獎金或工資，即逕予認定原告有未覈實申報月投保薪資之情，已於法不合。況且，「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是否合於勞基法相關規定關於工資要件，亦非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按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338號判決及本院105年度訴字第1491號判決意旨，亦無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或同條其他款所規定之得以例外無庸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之情形。是被告作成原處分前，確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已然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關於正當行政程序之規定，應予撤銷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①如附表所示之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被告則以：
　㈠在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作成前後，行政法院多數見解肯認，保險公司與所屬業務員間為勞動契約關係：
　　⒈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作成後：原告部分，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簡字第306號行政判決；元大人壽公司部分，參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54號判決；南山人壽公司部分，參本院109年度訴字第926號判決；富邦產險公司部分，參本院107年度簡上字第89號判決。
　　⒉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作成前：本院100年度簡字第396號判決明揭與原告同為保險業之大都會公司人壽與保險業務員間為勞動契約關係，業務員獲致之報酬，實質上即為工資。本院99年度簡字第617號判決亦認定保誠人壽公司與保險業務員間為勞動契約，業務員領取的佣金為工資，後經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2116號駁回雇主之上訴而告確定。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簡字第269號判決認定與原告同為保險業之臺灣人壽公司與保險業務員為勞動契約關係，其獲致之報酬及佣金，實質上均為工資。並經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裁字第3239號裁定駁回上訴而告確定。
　㈡原告與保險業務員間契約定性部分，前亦經行政法院判決肯認為勞動契約關係，並認為民事法院與行政法院各有其審認權限，得各本其調査所得之訴訟資料，分別作不同之認定。參本院103年度簡上字第80號判決指出有關民事與行政法院可分別本於調查所得之訴訟資料做不同認定部分，另有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判字第2230號判決要旨可參。
　㈢依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系爭承攬契約書約定及參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等內容，兩造間係屬勞動契約關係無疑。
　　⒈參系爭承攬契約書第5條：「乙方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1.違反……甲方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之規定。4.違反甲方之公告或規定。」，顯示原告對系爭業務員具指揮監督之實質。
　　⒉系爭業務員對於薪資幾無決定權限及議價空間，必須單方聽從原告公司單方公告或變更之薪資條件內容。此參系爭公告予全體業務員內容，顯示原告具報酬決定權並有片面調整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之權限，業務員僅能依原告單方公告之辦法履行，從屬性色彩明確。
　　⒊系爭業務員須依原告指示方式提供勞務，此參系爭承攬契約書第2條規定，系爭業務員之職責為解釋原告公司之保險商品內容與條款，說明與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並須為原告公司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契約、收取第一期保險費，足見系爭業務員係依指示履行與原告間保險招攬勞務契約之債務內容，對於第三人執行如上之「解釋保險商品內容及保單條款、說明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轉送要保文件及要保單」等服務。
　　⒋系爭業務員於擔任業務員期間，須接受原告公司業務主管之訓練及輔導，並須受業務主管督導，以達到原告公司所訂考核標準，並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此參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第2條第1項，業務主管既負有上揭「督導」業務員之責，相對地，業務員亦具「受」業務主管督導之責，顯示業務員須接受原告公司所屬主管之管理與指示，且與其他業務員暨業務主管間均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而如業務員業績未達原告最低標準或違反原告公告或規定，則須面臨遭終止契約之不利益。
　　⒌系爭業務員須接受原告公司評量，就評量標準無商議權限。此參系爭承攬契約書第5條顯示原告公司對系爭業務員有評量權限及要求業績最低標準之管理實質。
　　⒍綜上，系爭業務員已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且負有遵守原告所訂最低評量標準義務，並須為原告公司招攬保險、持續提供保戶服務，而受領原告公司給付之承攬報酬（即招攬保險的首期報酬）、服務獎金（即繼續為保戶提供服務而受領之給付），並負有接受原告公司業務主管訓練、輔導、管理、指揮監督之義務，並與業務主管及其他業務員與行政同仁間均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彼此分工合作，是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之勞動契約無疑。
　　⒎另方面，保險業務員為招攬保險，有配合保戶時間、地點的需求，從而其工作地點及時間較為彈性，然此為工作性質使然，不能僅憑此一特徵，即否定上開系爭業務員與原告間為勞動契約關係之實質。再且，原告公司有權為業務員訂定業績最低標準，業務員並應依原告公司之指示提供勞務，而全力達成招攬保險及繼續為保戶提供之責任，而不得自由決定勞務給付方式，且原告公司係以人身保險業為業，而系爭業務員則係負責為原告公司提供勞務（招攬保險及持續為保戶服務)，又系爭業務員只要提供勞務達到系爭公告之承攬報酬與服務獎金給付條件時，即能獲取原告公司給付之勞務對價，而無須自行負擔業務風險，再再顯示系爭業務員與原告公司間為勞動契約關係。
　㈣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即服務獎金），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系爭業務員於招攬保單成立且客戶繳納保費後，即可領取承攬報酬；而系爭業務員繼續為原告所屬保戶提供服務，即可領取服務獎金，此等給付均係系爭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提供保戶服務等勞務後，自雇主即原告公司處獲得的勞務對價，原證34之公告內容亦具有制度上經常性，因此承攬報酬、服務獎金為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無訛，被告所為原處分，並無認事用法之違誤。另參本院111年度訴字第27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簡字第306號行政判決、本院103年度簡上字第80號、本院112年度訴字第799、927、916號判決、亦均肯認原告公司之承攬報酬、服務獎金，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㈤依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及各原處分之記載，已列名行政處分之主、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並無原告所指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等規定情事。另依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1項第5款規定，就本件而言，前已有多件行政法院判決肯認原告依據系爭公告給付予所屬業務員之承攬報酬、服務獎金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工資，而依原告提供的系爭業務員薪資單並比對原告勞保投保情形，顯示原告已將部分承攬報酬納入投保薪資計算，仍有部分承攬報酬、服務獎金未納入工資據以申報調整系爭業務員之投保薪資，是原告客觀上違反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等規定之事實已甚明確，是被告於作成處分前未予陳述意見，並無原告所指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情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①駁回原告之訴。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載，有武○鈴等18人及莊○玲等28人之勞保個人異動查詢、業務人員承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僱傭薪資明細、業務人員續年度報酬明細（原處分卷第117頁至第118頁、第210頁至第215頁【武○鈴】、第119頁至第120頁、第216頁至第221頁【曾○真】、第121頁至第122頁、第222頁至第227頁【劉○滿】、第123頁至第124頁、第228頁至第233頁【劉○玲】、第125頁至第126頁、第234頁至第239頁【劉○華】、第127頁至第128頁、第240頁至第245頁【洪○彬】、第129頁至第130頁、第246頁至第251頁【陳○宜】、第131頁、第252頁至第253頁【周○甄】、第132頁至第133頁、第254頁至第259頁【方○春】、第135頁、第260頁至第261頁【潘○瑤】、第136頁至第137頁、第262頁至第267頁【陳○政】、第138頁、第268頁至第271頁【林○君】、第139頁至第140頁、第272頁至第275頁【姚○雄】、第141頁、第276頁至第279頁【丁○葉】、第142頁至第143頁、第280頁至第285頁【李○珮】、第144頁至第145頁、第286頁至第291頁【張○任】、第146頁至第147頁、第292頁至第297頁【趙○閒】、第148頁至第149頁、第298頁至第303頁【林○雯】、第309頁至第310頁、第375頁至第378頁【莊○玲】、第309頁至第310頁、第379頁至第382頁【徐○敏】、第312頁至第313頁、第383頁至第388頁【張○華】、第314頁至第315頁、第389頁至第394頁【林○成】、第316頁至第317頁、第395頁至第400頁【林○雅】、第318頁至第319頁、第401頁至第406頁【陳○鴻】、第320頁、第407頁至第410頁【林○如】、第321頁至第322頁、第411頁至第416頁【葉○志】、第323頁、第417頁至第422頁【劉○英】、第324頁至第325頁、第423頁至第428頁【曾○榛】、第326頁至第327頁、第429頁至第433頁【楊○珍】、第328頁、第434頁至第438頁【余○琪】、第329頁至第330頁、第439頁至第444頁【吳○賢】、第450頁至第451頁、第529頁至第534頁【鄭○青】、第452頁至第453頁、第535頁至第538頁【黃○萍】、第454頁至第455頁、第539頁至第544頁【李○冰】、第456頁、第545頁至第548頁【程○凱】、第457頁至第458頁、第549頁至第550頁【許○杰】、第459頁至第460頁、第551頁至第556頁【陳○蓉】、第461頁至第462頁、第557頁至第562頁【黃○蓮】、第463頁至第464頁、第563頁至第568頁【吳○芬】、第465頁至第466頁、第569頁至第574頁【郭○瑄】、第467頁至第468頁、第575頁至第580頁【盧○欣】、第469頁至第470頁、第581頁至第586頁【田○珮】、第471頁、第587頁至第590頁【趙○國】、第472頁至第473頁、第591頁至第594頁【潘○敏】、第474頁至第475頁、第595頁至第598頁【潘○苹】、第476頁至第477頁、第599頁至第604頁【潘○秀】、原處分1-3(含裁處書、本處分附件之罰鍰金額計算表、明細表，本院卷第35頁至第111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115頁至第207頁）等附卷可稽，兩造就此部分事實且無爭執，應可採為裁判基礎。故本件應審究者，乃武○鈴等18人及莊○玲等28人薪資結構中，關於「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報酬」是否屬於工資？而此則涉及武○鈴等18人及莊○玲等28人間就上開報酬支領之法律關係，是否係本於勞動契約關係？　　
六、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⒈勞保條例第1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所稱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 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8 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生效。」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並追繳其溢領給付金額。」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第14條第1項所稱月薪資總額，以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其每月收入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收入之平均為準；……。」
    ⒉勞基法第2條第1款、第3款、第6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六、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其中，第6款於勞基法108年5月15日修正公布前原規定：「本法用辭定義如左：…。六、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其該次修正理由固僅謂：「照委員修正動議通過。」然考諸委員提案說明：「謹按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本法所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而具有『人格從屬性』，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而具有『經濟從屬性』為斷。爰於原條文第6款明定之。」(立法院院總第1121號委員提案第22754號議案關係文書)，以及委員修正動議內容所載：「關於勞動契約之認定，依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之實務作法，係採人格、經濟及組織等從屬性特徵以為判斷，爰提案修正第6款文字。」等語(立法院公報第108卷第42期第283頁），可見乃係參考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及實務見解而為修正，惟就「從屬性」之定義、內涵及判斷標準，仍未見明文。
    ⒊又按針對個案所涉勞務供給契約之屬性是否為「勞動契約」，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之解釋文固闡釋：「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按：指修正前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所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然參酌理由書第2段所載：「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惟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是應就勞務給付之性質，『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或稱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以判斷是否為系爭規定一(按：即修正前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下同)所稱勞動契約。」及第3段所載：「關於保險業務員為其所屬保險公司從事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其類型可能為僱傭、委任、承攬或居間，其選擇之契約類型是否為系爭規定一所稱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等語(以上雙引號部分，為本院所加)，可見，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是否為勞基法上所稱之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探求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以為斷。再就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所稱「人格從屬性」與勞工身分間之關聯性，乃在於雇主藉由指揮監督勞工提供勞動力之方式，獲得最大勞動價值與生產效益，在雇主對勞動力安排的過程中，勞工在雇主指示中被「客體化」，對於勞工而言，其所提供之勞動力與勞動力所有者(勞工)的人身不可分離、分割，因此雇主支配勞動力即等同支配勞工之人身，勞工之人格從而受雇主支配而具有從屬性，並據此產生社會保護之需要。是雇主對於勞工之指揮監督，乃是人格上從屬性之核心，勞務債務人是否必須依勞務債權人之指示為勞務之提供，乃是勞動契約之類型必要特徵。至於學理上所提出之經濟上從屬性、組織上從屬性，均非不得在雇主追求利益之目的而支配勞動力(對於勞工之指揮監督)下，予以觀察、理解。又因勞動契約之定性為適用勞動法之基礎，基於勞動法以實踐憲法保護勞工(憲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參照)之立法目的，只要當事人的法律關係中已有相當程度之從屬性特徵，縱其部分職務內容具若干獨立性，仍應寬認屬勞基法規範之勞雇關係(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5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就報酬支領之法律關係屬於勞動契約：
　  ⒈按勞保條例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前條所稱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薪資以件計算者，其月投保薪資，以由投保單位比照同一工作等級勞工之月薪資總額，按分級表之規定申報者為準。」第72條第3項規定：「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並追繳其溢領給付金額。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而依勞保條例第77條規定授權訂定之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第14條第1項所稱月薪資總額，以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其每月收入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收入之平均為準；實物給與按政府公布之價格折為現金計算。」另按勞基法第1條規定：「（第1項）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2項）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第2條第6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六、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勞基法並非使一切勞務契約關係，均納入其適用範圍；勞務契約關係是否屬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之勞雇關係，應視勞務債務人對勞務債權人是否有高度從屬性而定。倘勞務債務人對於選擇與勞務債權人締結之勞務契約有完全之自主決定權，而於其所自由選擇之勞務契約關係下，勞務債務人對於勞務債權人不具有高度從屬性者，即非勞基法所欲保障之對象，自應基於契約自由原則，使當事人間自由決定其契約內容，不受勞基法之規範。
　  ⒉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文闡述：「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按：指修正前）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不得逕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為認定依據。」解釋理由書以：「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惟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是應就勞務給付之性質，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或稱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以判斷是否為系爭規定一（按：指修正前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所稱勞動契約）」、「關於保險業務員為其所屬保險公司從事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其類型可能為僱傭、委任、承攬或居間，其選擇之契約類型是否為系爭規定一所稱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雖僅能販售該保險公司之保險契約，惟如保險業務員就其實質上從事招攬保險之勞務活動及工作時間得以自由決定，其報酬給付方式並無底薪及一定業績之要求，係自行負擔業務之風險，則其與所屬保險公司間之從屬性程度不高，尚難認屬系爭規定一所稱勞動契約」等理由，可見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是否為勞基法上所稱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予以觀察，探求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以為斷；而從屬性之高低，大法官則舉「與人的從屬性（或稱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為例，故從屬性之認定，仍應整體觀察勞務給付過程，並不限於解釋文所稱「勞務債務人（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2項指標。至於保險業務員如得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勞務活動且無底薪及一定業績之要求等面向，只是可以憑此等因素認為「從屬性程度不高」，而難認屬於勞動契約，非謂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性質之判斷，只能由前述因素認定，或只要保險業務員得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勞務活動且無底薪及一定業績之要求，無待探求勞務給付過程之其他特徵，即一律認為不是勞動契約。可見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認為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契約，必須視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而定，並未推翻行政法院歷年來就保險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性質認定為勞動契約之見解。
　  ⒊司法院釋字740號解釋理由書雖謂：「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係依保險法第177條規定訂定，目的在於強化對保險業務員從事招攬保險行為之行政管理，並非限定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之勞務給付型態應為僱傭關係……。該規則既係保險法主管機關為盡其管理、規範保險業務員職責所訂定之法規命令，與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之定性無必然關係，是故不得逕以上開管理規則作為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是否構成勞動契約之認定依據」等語，然此僅係重申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契約，必須視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而定之旨。蓋性質為公法管制規範之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固不得直接作為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是否構成勞動契約之認定依據，但如保險公司為執行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課予的公法上義務，而將相關規範納入契約（包含工作規則），或在契約中更進一步為詳細約定，則保險業務員是否具有從屬性之判斷，自不能排除該契約約定之檢視。換言之，公法上之管制規範既已轉化為保險業務員及保險公司間契約上權利義務規範，該契約內容仍應列為勞動從屬性的判斷因素之一，而就個案事實、整體契約內容及勞務給付之實際運作綜合判斷之。
　  ⒋關於保險業務員勞動契約之認定，應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高低為判斷，判斷因素包括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的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但不以此為限。參諸學說及實務見解，勞工與雇主間從屬性的判斷，包括：⑴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之指揮、命令、調度等，且有受懲戒等不利益處置的可能。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不是為自己的營業而勞動，而是依附於他人的生產資料，為他人之目的而勞動，薪資等勞動條件亦受制於他方。⑷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受團隊、組織的內部規範、程序等制約。因勞動契約之定性為適用勞動法之基礎，基於勞動法以實踐憲法保護勞工之立法目的，及考量我國缺乏強勢工會爭取勞工權益之社會現實，是只要當事人的法律關係中已有相當程度之從屬性特徵，縱其部分職務內容具若干獨立性，仍應認屬勞基法規範之勞雇關係。
　㈢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關於招攬保險部分，應屬勞動契約關係：
　  ⒈本件就招攬保險部分，原告分別與系爭業務員間簽訂「承攬合約書」以及附件（本院卷第209頁至第305頁，另參訴願卷一第98頁至第151頁、訴願卷二第141頁至第194頁），上開契約雖名之為「承攬」，然而，勞務契約之性質究為僱傭、委任或承攬關係，應依契約之實質內容為斷，不得以契約名稱逕予認定。從而，是否具有勞動契約之性質，仍應依契約實質內容予以判斷，不因契約名稱冠以「承攬」，即得逕認非屬勞動契約，此應先予辨明。
　  ⒉又系爭承攬契約第10條第1項前段規定：「甲方（按：即原告，下同）之公告或規定，亦構成本契約內容之一部；本契約如有附件，亦同。」而系爭承攬契約除契約本文外，尚包括系爭公告、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下稱系爭懲處辦法，訴願卷一第103頁至第110頁）及98年3月1日三業㈤字第00035號公告（修訂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下稱系爭考核辦法，訴願卷一第111頁）等約定或規定，該附件之「注意事項」第1點復載稱：「附件為配合99.07啟用的承攬契約書使用，日後附件內各相關規定若有修改，依公司最新公告為準。」等語，而原告嗣即以系爭公告明訂保險承攬報酬、服務獎金及年終業績獎金之相關規定，是上開約定、規定、公告或辦法等，均構成系爭承攬契約的一部分。
　  ⒊從而，觀諸上開系爭承攬契約可知，就業務員之報酬計算方式及業績考核部分，因原告所屬保險業務員乃係以保險招攬服務為其主要業務內容，其具體服務內容包括解釋保險商品內容及保險契約條款、說明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契約、收取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等（系爭承攬契約第2條，本院卷第209頁）；而於業務員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費給原告，經原告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確定後，業務員即得依原告公告之支給標準領取「承攬報酬（首年度實繳保費×給付比率）」、「續年度服務獎金（續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1項，本院卷第209頁；系爭公告第1點、第2點，本院卷第305頁)；此外，報酬之計算以及給付方式，業務員應依修改內容領取報酬（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2項，本院卷第209頁﹚。綜上，原告所屬業務員報酬多寡甚或得否維持與原告間之契約關係，招攬保險之業績乃是最重要之因素，業務員並應定期接受原告之業績評量，一旦未能達到業績標準，將遭到原告終止合約，而報酬之計算及給付方式，復得由原告「視經營狀況需要」或「因業務需要」予以片面修改，業務員並無與原告磋商議定之餘地而須受制於原告。是原告藉由業績考核、終止合約甚或片面決定報酬支給條件等方式，驅使業務員必須致力爭取招攬業績，以獲取報酬及續任業務員之職。業務員從屬於原告經濟目的下提供勞務，而為原告整體營業活動的一環，自可認定。
　  ⒋觀諸原告所訂定之系爭懲處辦法附件一所載（參訴願卷一第105頁至第108頁），不僅就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明訂應予處分或懲處之違規行為，為進一步詳細規定，且就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未規範之違規行為，例如有事實證明業務員態度不佳與公司同仁、客戶、公司業務合作之人員發生衝突；保戶未繳費而代墊、參加多層次傳銷活動，經制止不聽；代要保人保管保單或印鑑等，另設有「行政記點處分」（包括申誡1次至3次、違紀1點至6點）之規定，累計違紀達一定點數者，並受有取消業務員優良免體檢資格授權、一定期間不得晉陞或參加公司與區部所舉辦之各項競賽及表揚、終止所有合約關係等不利處分，原告並得視實際需要，調整或修正系爭懲處辦法（見該辦法第5點「其他事項」第3項規定，訴願卷一第104頁），是原告與業務員（包括本案當事人）間關於招攬保險部分之契約關係（即原告所稱「承攬關係」），揆諸前述見解可知，其從屬性判斷，自不能排除上開系爭懲處辦法之相關規定。準此，原告對於所屬業務員具有行使其監督、考核、管理及懲處之權，兩者間具有從屬性關係，應屬無疑。
　  ⒌原告主張被告如依「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逐一檢視，本件縱存有若干從屬性，其強度亦屬極低，並不具備高度從屬性；且原告並未提供業務員所需之勞務設備如電腦、車輛等，而係由業務員依其自身招攬需要自行購置，且系爭承攬契約並未約定業務員不得從事其他工作等語。然而，按於所爭執之勞務供給關係中，如同時存在從屬性與獨立性勞務提供之特徵時，經整體觀察後，如從屬性特徵對於整體勞務供給關係具有重要性時，縱有非從屬性勞務供給之特徵存在，仍無礙其整體歸屬勞動契約之屬性判斷。雇主對於工作時間、地點之管制或報酬計算方式，固可為從屬性判斷之參考要素，然究非為唯一或具有關鍵性之標準，蓋隨著時代環境的變遷與科技發展，勞務供給模式複雜多樣，欠缺工作地點拘束性之職務，並非保險業務員職務所獨有之特徵，其他外勤工作者，亦因其職務性質而無固定之工作地點；而保險商品種類繁多，相關產品資訊復具有相當之專業性，除客戶因自身需求而主動要保外，保險業務員勤於主動探訪及從事專業解說，以取得客戶信任並對保險商品產生需求，方能提升成功招攬之機會，而因拜訪客戶必須配合客戶時間，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工作，其工作時間自應有相當的彈性，此為保險招攬工作之性質使然，自難據此作為判斷契約屬性之重要標準；更何況，保險業務員有無自己之裝備招攬顧客，以及對於是否、何時、何地或向何人招攬保險，至多僅能說明保險公司在此就專業上未給予指揮監督，但業務員仍不會因為可以決定其所要招攬之客戶，即成為經營保險業務之人而得在市場上與保險公司互為競爭，此僅於業務員有權作出影響企業之經營決策、參與利潤分配規則時，始可能實現。此外，個別勞務供給契約是否具有勞動契約之性質，應綜合事證予以評價，是保險業務員縱然另有兼職，亦與保險業務員、保險公司間就招攬保險之契約關係的定性，無必然關係。是原告主張其並無指揮或管制約束原告工作時間、給付勞務方法甚且未指定勞務地點，是否從事招攬、向誰招攬保單均依業務員自由意志為之，原告無指派工作可言，自不具有從屬性等語，並非可採。
　  ⒍基於前述，原告與系爭業務員固簽署形式上名為「承攬契約」，以規範兩者間關於招攬保險之法律關係，然核其實質內容，仍可見原告藉由指揮監督保險業務員提供勞動力之方式，以遂其經濟目的。是被告認定兩者間成立勞動契約關係，於法並無違誤。
  ㈣原告又主張系爭業務員之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稱之工資等語。本院查：
    ⒈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得依計時、計日、計月、計件等方式計算勞工因工作所獲得之報酬(工資)，從而成立勞動契約，亦即勞動契約並不排除勞務提供者「依勞務成果」計酬，則如僅因得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及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即認定不成立勞動契約，將使勞基法規定之按件計酬無適用之餘地。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1項固約定：「乙方（按：指保險業務員方，下同）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費予甲方，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確定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保險承攬報酬』、『年度業績獎金』領取報酬。」（本院卷一第209頁），系爭公告第5點、第8點並分別載明：「保單因繳費期滿或任何原因致豁免保費，不予發放承攬報酬或服務獎金（按：續年度服務獎金或報酬）。」「保單因故取消、或經要保人撤銷、或自始無效時，各項已發之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應返還予公司，或於給付之任何款項內逕予扣除，於承攬契約終止後亦同。」（本院卷一第305頁），然此僅屬業務員按件領取「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或「續年度服務報酬」）所應具備的要件，在招攬保險之所得悉數歸屬於原告，系爭業務員僅能依原告所訂之報酬標準支領報酬下，系爭業務員所承擔原告指稱之「業務員應行負擔之營業風險」，乃是報酬給付方式約定的結果，自無足據此否定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之勞動契約關係。換言之，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的對價（報酬），即具工資的性質，因而，業務員符合原告所設支領報酬標準，即可以領得報酬，其在制度上自具經常性，至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況「承攬報酬」係因業務員所提供保險招攬服務而獲取之報酬，而「續年度服務報酬」亦係延續業務員前所提供之保險招攬服務，並因業務員「必須隨時對保戶提供後續服務」之勞務以維繫保險契約之效力而獲得之報酬，均具有勞務對價性。是原告主張系爭業務員所領取之報酬，性質上並非工資等語，亦無可採。
    ⒉又按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3條第2項規定：「業務員與所屬公司簽訂之勞務契約，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2年3月22日書函意旨略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訂定目的在於強化對保險業務員招攬行為之管理，並非限定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之勞務給付型態應為僱傭關係，爰本會94年2月2日修正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時，增列第3條第2項…之規定，以釐清該管理規則旨在規範業務員之招攬行為，與業務員勞務給付型態無關，避免勞工主管機關及司法機關逕為引用管理規則之規定，作為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具有僱傭關係之佐證依據，是以雙方之勞務契約屬性仍應依個案客觀事實予以認定。」等語，可見上開規定及函文意旨，乃在強調保險公司與保險業務員的契約關係應依個案事實予以認定，非謂保險公司對於保險業務員招攬行為之管理，均不得作為定性契約關係之依據。再者，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之1就保險業務員不服受停止招攬登錄、撤銷登錄處分者，設有申復、申請覆核程序之規定，其規範意旨在於「為合理保障保險業務員之權益，並使受懲處之業務員申訴管道更為周延」，且「為保障業務員權益，使業務員可充分合理陳述，廣納勞工意見」，並於該條第3項規定申訴委員會之組成，應包含業務員代表，如有全國性工會代表，應予納入（參見該條規定之訂定理由），可見上開規定乃主管機關考量保險從業人員（業務員）工作權益之周全保障，而設之救濟程序機制，非屬保險業務員之一般勞工，當然無上開規定之適用，然亦不得據此逕謂保險業務員與保險公司間之契約關係並非勞動契約關係。是原告上開主張，自有誤會。
    ⒊至於原告另比較系爭承攬契約與電銷人員勞動契約書，而主張系爭承攬契約自非勞動契約等語，然而，原告與業務員間簽訂契約，業經本院認定屬於勞動契約關係，已如前述，而原告所提其他契約關係，由於兩者工作內容不同（尤其是電銷人員的工作內容並非具體固定，悉依原告之指示為之，乃勞動契約之典型特徵），更與保險業務員所從事之保險招攬工作，全然不同，本不得以其他契約內容反推系爭承攬契約並非勞動契約。原告上開主張，自無可採。
  ㈤原告主張被告於作成原處分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等語。然按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39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要求行政程序中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其目的在於保障相對人之基本程序權利，以及防止行政機關之專斷。故如不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亦無礙此等目的之達成，或基於行政程序之經濟、效率以及其他要求，得不給予相對人陳述機會者，行政程序法第103條各款設有除外規定。又同法第114條第1項第3款、第2項規定：「（第1項）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除依第111條規定而無效者外，因下列情形而補正︰…。三、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已於事後給予者。…。（第2項）前項第2款至第5款之補正行為，僅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為之；…。」則賦予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在訴願程序終結前，得以補正瑕疵之機會。本件原告就原處分提起訴願時，即已表明包括業務員領取之承攬報酬、服務獎金非屬勞基法上之工資等在內之不服原處分的理由(可參上述兩份訴願決定)，經被告審酌後，未依訴願人（原告）之請求撤銷或變更原處分，而提出訴願答辯書予以說明在案，經訴願機關綜合雙方事證論據予以審議後，作成駁回訴願之決定，可認本件縱認原處分作成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事後亦已於訴願程序中予以補正此部分之程序瑕疵。是原告據此主張原處分違法而應予撤銷等語，尚非可採。
七、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無足採。從而，被告以原告於系爭業務員如附表違規期間欄所載期間工資已有變動，惟原告未覈實申報而將系爭業務原投保薪資以多報少，乃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規定，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並作成如附表所示之各原處分，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本院為如其聲明所示之判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吳坤芳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何閣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