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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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9號

114年2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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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志勳  律師

            王之穎  律師

            高敬棠  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部長)

訴訟代理人  黃珮俞             

            陳怡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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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院臺訴字第112501955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起訴時，被告代表人為許銘春，於訴訟進行中依序變更

為何佩珊、洪申翰，業經新任代表人分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

(本院卷一第467、507頁)，經核並無違誤，應予准許。

二、爭訟概要：

　　被告依據所屬勞工保險局之審查結果，以原告未覈實申報所

屬員工林翊真等43人(下稱系爭業務員)之勞工保險投保薪

資，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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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前段規定，分別以民國112年6月16日勞局納字第11201870

180號、第11201870190號及112年6月20日勞局納字第112018

70200號裁處書(下合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

同)1,532,100元、990,044元及1,972,844元。原告不服，提

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訴訟。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保險業者與所屬業務員間之法律關係，基於私法自治原則，

有契約形式及內容的選擇自由，故契約之性質應就個案事

實，依從屬性程度判斷。且縱令成立勞動契約，亦可另成立

承攬契約，二契約各自獨立，應依各別契約約定內容認定當

事人之權利義務關係。觀諸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之承攬契約

(下稱系爭契約)，可見系爭業務員所領取之「承攬報酬」及

「續年度服務獎金」，係以保險契約之簽訂及保戶繳交首

期、續期保費等為條件，非繫於業務員一己勞務付出，即可

預期必然獲致之報酬，不具勞務對價性。縱使認為業務員於

承攬契約中有提供勞務，但業務員招攬保險方式及如何服務

客戶，原告都不會加以干涉，故欠缺人格上的從屬性；再

者，業務員是基於自己的利益，多做多賺、少做少賺，並非

為原告而勞動，故欠缺經濟上的從屬性；此外，業務員對外

招攬保險時，並非從屬原告組織，因此也欠缺組織上的從屬

性。

　⒉個別業務員領取的個別月份的報酬落差很大，且若當月業務

員並未從事招攬，又或有去招攬但無果，或已招攬之保單無

效，業務員仍無法領取上開報酬，甚至必須要返還報酬，可

見上開給付也欠缺給付經常性。被告未審酌原告與系爭業務

員間分別存有勞動關係及承攬關係，逕認系爭業務員依系爭

契約所獲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為其等之月薪資總

額，認事用法自有違誤，違反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前

段、行政程序法第9條及第36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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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本件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是否為勞動基準法所定工

資，非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無行政程序法第103條各款事

由，被告於原處分作成前，未詳為調查，亦未給予原告陳述

意見之機會，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原處分未敘明

裁罰所憑事實及計算基礎，原告無從知悉、理解所申報之月

投保薪資有何短報之處，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第96條規

定。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依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系爭業務員應依原告指示之方式提

供勞務，職責為向保戶解釋原告提供之保險商品內容與條

款、說明與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並須為原告轉送要保文

件、保險契約及收取第1期保費，足見系爭業務員須親自履

行前揭職責，以提供符合前揭契約之債務內容；依第5條約

定，可見系爭業務員應遵守原告頒布之規定、公告及業務員

違約懲處辦法，於違反時將受原告片面終止契約之不利對

待，應認原告對系爭業務員具有指揮監督及懲罰等權限，具

人格從屬性。依原告101年7月1日(101)三業㈢字第1號公告

(下稱系爭公告)及系爭契約第3條第2項約定，可見系爭業務

員對於薪資幾無決定權限或議價空間，須聽從原告單方公告

或變更之薪資條件內容，原告具有報酬決定權及片面調整承

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之權限，系爭業務員僅能依原告單

方公告之辦法受領報酬，經濟從屬性色彩明確。依原告業務

主管聘僱契約第2條第1項規定，系爭業務員於任職期間，須

接受原告所屬業務主管之訓練、輔導、管理、指示及督導，

以達原告所訂考核標準。系爭業務員亦須接受原告之評量，

且就評量標準無商議權限，如其等業績未達原告最低標準或

違反原告公告或規定，依系爭契約第5條規定，有受終止契

約等不利益之可能，顯見原告對於系爭業務員有評量及要求

其等業績達最低標準之實質管理權限。另系爭業務員提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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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務，有賴其他業務主管、業務員始能完成，可見其等已納

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具組織從屬性。原告為人身保險業，

系爭業務員之職責亦與人身保險業務高度相關。而保險業務

員為招攬保險，有配合保戶時間、地點之需求，致其工作之

地點及時間並非固定，惟此係工作性質使然，無從據以否定

雙方為勞動契約關係。且原告既為系爭業務員訂定業績最低

標準，已限制系爭業務員自由決定勞務給付方式之權利；而

系爭業務員於提供勞務達系爭公告之給付承攬報酬、續年度

服務獎金條件時，即得獲取原告給付之勞務對價，無須自行

負擔損益風險，再證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為勞動契約關係。

　⒉系爭公告具有制度經常性，觀諸系爭公告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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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系爭業務員繼續為原告所屬保戶提供服務，即可領取續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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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雇主即原告所獲之勞務對價，自得認定

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⒊原處分已載明：行政處分之主旨、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

並檢附明細表詳列月薪資總額、前3個月平均薪資、應申報

月投保薪資及與原申報月投保薪資差額等裁罰計算依據，無

違行政程序法第96條規定；本件事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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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年度服務獎金，係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復

就原告提供的系爭業務員薪資單，比對原告勞工保險投保情

形，顯示原告雖已將部分承攬報酬納入投保薪資計算，惟仍

有部分承攬報酬、服務獎金未納入工資，並據以申報調整系

爭業務員之投保薪資，已明顯違反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

項前段等規定，縱被告未於作成原處分前予原告陳述意見之

機會，仍無違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

有原處分及罰鍰金額計算表(本院卷一第185頁至187頁、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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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頁至209頁、第233頁至235頁)、訴願決定(本院卷一第251

頁至262頁)、系爭契約(本院卷一第319頁至404頁)、系爭公

告(本院卷一407頁)、系爭契約附件(99年7月版，本院卷二

第7頁至22頁；101年7月版，同卷第23頁至37頁；102年11月

版，同卷第39頁至52頁；104年3月版，同卷第53頁至67頁；

104年6月版，同卷第69頁至83頁；105年7月版，同卷第85頁

至101頁；111年12月版，原處分卷第617頁至656頁)在卷可

稽，堪信屬實。

六、本件爭點為：

　㈠原告與系爭業務員就招攬保險部分所簽訂之系爭契約，是否

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所規定之勞動契約？其中「承攬報

酬」及「年度服務獎金」是否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

所稱之工資？

　㈡原處分以原告將系爭業務員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以多報

少，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以原處分各裁

處原告罰鍰1,532,100元、990,044元及1,972,844元，是否

適法有據？

七、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說明：

　⒈勞工保險條例第1條規定：「為保障勞工生活，促進社會安

全，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

第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之左列

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

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受僱於僱用5人以上公司、行

號之員工。」第13條第1項規定：「本保險之保險費，依被

保險人當月投保薪資及保險費率計算。」第14條第1項前

段、第2項規定：「(第1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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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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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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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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27

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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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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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款、第3款、第4款、第6款規定：「本法用

詞，定義如下：�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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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工資：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

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6個月者，指工作期

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資按

工作日數、時數或論件計算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

資，如少於該期內工資總額除以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百分

之六十者，以百分之六十計……。�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

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其中，第2條第6款於勞動基準

法108年5月15日修正公布前原規定：「本法用辭定義如左：

�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108年5月15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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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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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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承攬是獨立完成一定的工作，不受定作人的指揮

監督，與勞動契約關係是立基於從屬性，勞工應受雇主指揮

監督的情形，有所不同；且勞動契約與承攬契約雖然都有指

示權存在，但是前者指示權的特徵，在於決定「勞務給付的

具體詳細內容」，因勞務給付內容的詳細情節並非自始確

定；而承攬契約的指示權，則是在契約所定「一定之工作」

(民法第490條第1項)的範圍內，具體化已約定的勞務給付內

容。因此，關於勞動契約的認定，依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長

期穩定的實務見解，是採人格、經濟及組織等從屬性特徵以

為判斷，包括：⒈人格上的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

織內，服從雇主的指揮、命令、調度等，且有受懲戒等不利

益處置的可能，因為雇主懲戒權的行使，足以對勞工意向等

內心活動達到相當程度的干涉及強制，屬於雇主指揮監督權

的具體表徵，而為人格從屬性的判斷因素。⒉親自履行，不

得使用代理人。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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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人的目的而勞

動，薪資等勞動條件亦受制於他方。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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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08年5月15日修

正公布的現行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遂明定：「本法用詞，

定義如下：�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

約。」

　㈡系爭契約應屬勞動契約：

　⒈原告分別與系爭業務員於99年8月27日、30日、11月15日、1

00年1月1日、101年9月17日、102年4月17日、6月13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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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8日、103年7月15日、104年3月19日、8月4日、106年3月

29日簽訂系爭契約及附件(本院卷一第319頁至404頁、本院

卷二第7頁至101頁)。系爭契約(99年7月版、105年7月版)第

3條第1項、第5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前段約定，原告之公

告或規定，構成系爭契約內容之一部；系爭契約如有附件，

亦同。是以，各該契約的附件包括原告99年6月22日(99)三

業㈢字第4號公告、系爭公告等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

金、年終業績獎金計算規定、原告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102

年11月13日、104年3月10日、105年6月30日修訂版)(本院卷

二第13頁)、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原告98年3月1日(9

8)三業㈤字第35號公告、104年5月25日(104)三業㈤字第111

號公告、108年6月17日(108)三業㈤字第148號公告修訂〕、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原告業務人員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

則第19條第1項懲處辦法、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規範、業務員

招攬管理辦法、108年3月6日(108)三業㈤字第63號公告訂定

之「三商美邦人壽電子公文通知作業辦法」、蒐集、處理及

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業務人事專用)、業務人員行為自律守

則，均屬系爭契約內容的一部分。又依前揭附件封面所載：

「日後附件內各相關規定若有修改，依公司最新公告為

準。」(本院卷二第7、23、39、53、69、85頁；原處分卷第

617頁)可知，系爭契約配合使用之附件，應以原告最新公告

者為依據，亦為系爭契約之一部分。

　⒉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的勞務契約即系爭契約具有從屬性：

　⑴依系爭契約(99年7月版、105年7月版)第5條第1項約定之原

告「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附件「保險業務員管理規

則」、原告「業務人員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

項懲處辦法」、「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規範」、「業務員招攬

管理辦法」可知，系爭業務員除了要遵守保險相關法規的規

定外，還必須遵守原告所定懲處規定，且前揭懲處規定及系

爭契約第5條第1項第4款所稱公告或規定等規範內容，均得

由原告片面訂定及調整，系爭業務員幾無商議的可能；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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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8條第1項所定「業務員違規懲處

辦法」、「業務人員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

懲處辦法」可知，系爭業務員負有遵循保險法規相關規範及

契約約定的義務，且原告得依其違反的行為態樣及情節輕重

予以懲戒，其懲戒類別除有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

項所定的停止招攬處分外，另依原告「業務員違規懲處辦

法」、「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規範」尚有行政記點處分，或得

限縮、取消已授權予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或服務行為之種類

範圍及加強對業務員所招攬或服務保單抽檢比例或為其他行

政管控措施；依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違紀累計6點，終止

所有合約關係；又對違規行為情節重大者，即業務員於單一

案件受違紀6點以上處分、因違反原告「業務人員違反保險

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懲處辦法」規定致受停止招攬1

年以上處分之情形，原告得一併終止雙方所有契約關係，將

影響系爭業務員工作權益；而業務員對於所受的懲處如有疑

義，得於收到懲處通知日起1個月內提出申復，並以1次為

限。觀察上述懲處辦法附件1、「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規範」

附件「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行為態樣及處分標準表」之違規行

為態樣，除了有「利用退佣、給予保費折扣或其他不當之折

讓方式為招攬行為」、「未經公司許可經由各項管道(、方

式或以不實內容)徵募人員」、「業務員私自銷售未經主管

機關核准或備查之保險商品；如由公司主導者除外」、「為

其他同業招攬業務(為非所屬公司招攬有關保險業務)」等屬

人性條款；及「未親晤保戶致未能取得保戶親簽之保險契約

文件」等親自履行條款，甚至包括：態度不佳與公司同仁、

客戶、公司業務合作之人發生衝突、「無故延誤或不配合公

司或政府機關業務檢查或爭議案件調查，致使保戶或公司權

益明顯受損」、「業務員自行投保件(包括業務員自己、其

配偶及一等血親為要／被保險人)有虛偽不實之情事致影響

公司權益或有藉以獲取不當利益者」、「未善盡保管公司帳

務憑證之責」等與招攬保險契約無直接關係的事項，等同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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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業務員納入原告組織體制之內，使其受到高強度的管

理，足見系爭業務員在原告企業組織內，受組織的內部規

範、程序等高度制約，不但有服從的義務及晉陞的管道，並

有受懲戒等不利益處置的可能，堪認其等間具有高度的人格

及組織上的從屬性。

　⑵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約定、附件原告「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

辦法」，系爭業務員須接受原告對其業績的評量，如有違反

或未達原告所訂的業績標準，原告就可以不經預告逕行終止

系爭契約，足見系爭業務員是為原告的經濟利益進行招攬保

險業務；第3條約定可知，原告對報酬及服務獎金的數額計

算暨發放方式具有完全的決定權，並得以片面調整，系爭業

務員毫無影響及議價的空間，更可見系爭業務員與原告間關

於報酬計算及支領方式也具有高度的經濟上從屬性；附件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5項前段規定，系爭業務

員應於所招攬的要保書上親自簽名，足認系爭業務員必須親

自招攬保險，不可委由代理人為之。觀諸前揭情形，原告與

系爭業務員間所簽訂的系爭契約，雖均以「承攬」為名，並

約定該契約為承攬契約，雙方不適用其他勞務契約的相關法

令，及系爭業務員明瞭第3條約定的報酬，並非勞動基準法

所規定的工資，然經檢視系爭契約的內容，具有人格、經濟

及組織上的高度從屬性，其實質仍具有勞動契約的本質，屬

於勞動基準法上的勞動契約，不因系爭契約上述的用語及記

載，而影響其法律性質的定性。尤其，原告所定懲處辦法附

件1懲處行為態樣中：禁止系爭業務員「利用退佣、給予保

費折扣或其他不當之折讓方式為招攬行為」，與承攬契約僅

須承攬人為定作人完成一定的工作，定作人除給付報酬外，

無從限制承攬人以降低自己獲利的方式招攬或促銷並自行負

擔業務風險的精神，顯不相當；禁止系爭業務員「未經公司

許可經由各項管道徵募人員」，也與承攬契約重在完成一定

的工作，定作人無從限制承攬人徵募符合資格的履行輔助人

協助有別；禁止系爭業務員「為其他同業招攬業務」的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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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條款，更與承攬契約的承攬人是以多方承攬不同定作人

的工作作為提高獲利、降低業務風險的主要方式，背道而

馳；原告還訂定比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更嚴格的規定，進一

步禁止系爭業務員「未經所屬公司同意銷售非經營同類保險

業務之保險金融商品」(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4條第2項規

定：「保險業、保險代理人公司之業務員，取得相關資格，

得登錄於另一家非經營同類保險業務之保險業或保險代理人

公司，並以一家為限。」)，更加限縮系爭業務員提高獲

利、降低業務風險的自主權；此外，原告可以無視主管機關

的監管，雖禁止「業務員私自銷售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

之保險商品」但「如由公司主導者除外」，更是將系爭業務

員作為銷售原告所主導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保險商品的

延伸手足。以上各項契約條款，不但欠缺承攬契約的獨立

性，反而大為提高系爭契約在人格、經濟及組織上的從屬

性，正足以證明系爭契約屬於勞動基準法上的勞動契約。

　㈢系爭契約中之「承攬報酬」及「年度服務獎金」仍為勞動基

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稱之工資：

　⒈勞動基準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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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基準法規定之按件計酬無適用之餘地。

　⒉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固約定：「乙方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

及首期保險費予甲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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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業績獎

金』領取報酬。」系爭公告第5點、第8點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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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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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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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後亦同。」(本院卷一第4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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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應具備之要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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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指稱之「系爭業務員須自行負擔營業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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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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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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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前

揭「承攬報酬」係因業務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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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原告指稱前揭報酬並非工資云云，並無可採。

  ㈣被告以原處分各裁處原告罰鍰1,532,100元、990,044元及1,

972,844元，並無違誤：

　⒈原告為系爭業務員之雇主，未將其發給勞工之「承攬報酬」

及「續年度服務報酬」列為月薪資總額，申報勞工保險投保

薪資，自有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所定，投保單位

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之情形，原告短報之保險費金額分

別為383,025元、247,511元及493,211元，有原處分所附之

勞工保險罰鍰計算表可參(本院卷一第187頁、第209頁、第2

35頁)，以4倍計算罰鍰，分別為1,532,100元、990,044元及

1,972,844元，被告如數裁罰，並無錯誤。

　⒉被告依其調查之結果，認定系爭契約之「承攬報酬」及「續

年度服務獎金」屬於工資，並無違誤，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

行政程序法第9條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及第36條職權調查

原則，並無可採。又原處分業已說明因原告短報系爭業務員

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規定，

按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並檢附「勞工保險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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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計算表」、罰鍰明細表，已敘明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

令依據，附記行政救濟之教示文字，並無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5條及第96條之規定，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行政行為明確性

原則，亦不足採。

　⒊原告復主張被告於作成原處分前，未依行政程序法第39條，

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違反同法第102條規定云云。惟

按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規定，行政處分所根據的事實，

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行政機關得不給予陳述意見的機

會。本件被告認定原告未申報之系爭業務員投保薪資金額，

核係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之事實，則被告於原處分作成前，

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的機會，並沒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

條規定。

　⒋原告自82年間起設立迄今，經營時間已然甚久，於全國亦設

有5家分公司，本件起訴時實收資本額為45,995,101,440

元，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資料可參(本院卷

一第11、12頁)，可認原告應具有營運上及勞工管理之專

業；其復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行業，應適用勞動基準法所生

之勞動權益，舉凡勞動契約、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工資給

付、資遣費、退休金、職業災害補償、全民健康保險等事

項，均與每位勞工之生活及工作安全保障息息相關，此觀諸

勞動基準法及勞工保險條例之立法意旨，至為灼然。是原告

迄被告作成原處分前，盡擇對己有利之歧異見解，始終無視

前述相關規定及勞工權益，而為本件違法行為，自彰顯其具

有主觀不法之故意，且縱認其無故意，其亦有應注意，並能

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

　㈤綜上所述，原告執前揭主張要旨各情，均無足採。系爭業務

員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及系爭公告，領取的「承攬報

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均屬業務員招攬保險業務的對

價，原告於原處分附表1至3違規期間欄所載期間給付予系爭

業務員的「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其性質應屬

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所規定的「工資」，即使原告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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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承攬報酬」或「年度服務獎金」稱之，也只是原告自行給

定的名目，並不影響前揭報酬、獎金為工資的本質。而系爭

業務員如原處分附表1至3違規期間欄所載期間之工資已有變

動，原告未覈實申報而將系爭業務員投保薪資以多報少，被

告乃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自事實發生之

日起，按其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並作成原處分，

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核無不合，是原

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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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併說明。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張瑜鳳

                                    法  官　郭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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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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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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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聿菲

為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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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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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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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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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9號
114年2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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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志勳  律師
            王之穎  律師
            高敬棠  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部長)


訴訟代理人  黃珮俞              
            陳怡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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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院臺訴字第112501955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起訴時，被告代表人為許銘春，於訴訟進行中依序變更為何佩珊、洪申翰，業經新任代表人分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一第467、507頁)，經核並無違誤，應予准許。
二、爭訟概要：
　　被告依據所屬勞工保險局之審查結果，以原告未覈實申報所屬員工林翊真等43人(下稱系爭業務員)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分別以民國112年6月16日勞局納字第11201870180號、第11201870190號及112年6月20日勞局納字第11201870200號裁處書(下合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1,532,100元、990,044元及1,972,844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訴訟。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保險業者與所屬業務員間之法律關係，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的選擇自由，故契約之性質應就個案事實，依從屬性程度判斷。且縱令成立勞動契約，亦可另成立承攬契約，二契約各自獨立，應依各別契約約定內容認定當事人之權利義務關係。觀諸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之承攬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可見系爭業務員所領取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係以保險契約之簽訂及保戶繳交首期、續期保費等為條件，非繫於業務員一己勞務付出，即可預期必然獲致之報酬，不具勞務對價性。縱使認為業務員於承攬契約中有提供勞務，但業務員招攬保險方式及如何服務客戶，原告都不會加以干涉，故欠缺人格上的從屬性；再者，業務員是基於自己的利益，多做多賺、少做少賺，並非為原告而勞動，故欠缺經濟上的從屬性；此外，業務員對外招攬保險時，並非從屬原告組織，因此也欠缺組織上的從屬性。
　⒉個別業務員領取的個別月份的報酬落差很大，且若當月業務員並未從事招攬，又或有去招攬但無果，或已招攬之保單無效，業務員仍無法領取上開報酬，甚至必須要返還報酬，可見上開給付也欠缺給付經常性。被告未審酌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分別存有勞動關係及承攬關係，逕認系爭業務員依系爭契約所獲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為其等之月薪資總額，認事用法自有違誤，違反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行政程序法第9條及第36條規定。
　⒊本件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是否為勞動基準法所定工資，非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無行政程序法第103條各款事由，被告於原處分作成前，未詳為調查，亦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原處分未敘明裁罰所憑事實及計算基礎，原告無從知悉、理解所申報之月投保薪資有何短報之處，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第96條規定。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依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系爭業務員應依原告指示之方式提供勞務，職責為向保戶解釋原告提供之保險商品內容與條款、說明與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並須為原告轉送要保文件、保險契約及收取第1期保費，足見系爭業務員須親自履行前揭職責，以提供符合前揭契約之債務內容；依第5條約定，可見系爭業務員應遵守原告頒布之規定、公告及業務員違約懲處辦法，於違反時將受原告片面終止契約之不利對待，應認原告對系爭業務員具有指揮監督及懲罰等權限，具人格從屬性。依原告101年7月1日(101)三業㈢字第1號公告(下稱系爭公告)及系爭契約第3條第2項約定，可見系爭業務員對於薪資幾無決定權限或議價空間，須聽從原告單方公告或變更之薪資條件內容，原告具有報酬決定權及片面調整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之權限，系爭業務員僅能依原告單方公告之辦法受領報酬，經濟從屬性色彩明確。依原告業務主管聘僱契約第2條第1項規定，系爭業務員於任職期間，須接受原告所屬業務主管之訓練、輔導、管理、指示及督導，以達原告所訂考核標準。系爭業務員亦須接受原告之評量，且就評量標準無商議權限，如其等業績未達原告最低標準或違反原告公告或規定，依系爭契約第5條規定，有受終止契約等不利益之可能，顯見原告對於系爭業務員有評量及要求其等業績達最低標準之實質管理權限。另系爭業務員提供之勞務，有賴其他業務主管、業務員始能完成，可見其等已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具組織從屬性。原告為人身保險業，系爭業務員之職責亦與人身保險業務高度相關。而保險業務員為招攬保險，有配合保戶時間、地點之需求，致其工作之地點及時間並非固定，惟此係工作性質使然，無從據以否定雙方為勞動契約關係。且原告既為系爭業務員訂定業績最低標準，已限制系爭業務員自由決定勞務給付方式之權利；而系爭業務員於提供勞務達系爭公告之給付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條件時，即得獲取原告給付之勞務對價，無須自行負擔損益風險，再證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為勞動契約關係。
　⒉系爭公告具有制度經常性，觀諸系爭公告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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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系爭業務員繼續為原告所屬保戶提供服務，即可領取續年度服務獎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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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雇主即原告所獲之勞務對價，自得認定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⒊原處分已載明：行政處分之主旨、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並檢附明細表詳列月薪資總額、前3個月平均薪資、應申報月投保薪資及與原申報月投保薪資差額等裁罰計算依據，無違行政程序法第96條規定；本件事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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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年度服務獎金，係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復就原告提供的系爭業務員薪資單，比對原告勞工保險投保情形，顯示原告雖已將部分承攬報酬納入投保薪資計算，惟仍有部分承攬報酬、服務獎金未納入工資，並據以申報調整系爭業務員之投保薪資，已明顯違反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等規定，縱被告未於作成原處分前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仍無違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有原處分及罰鍰金額計算表(本院卷一第185頁至187頁、第207頁至209頁、第233頁至235頁)、訴願決定(本院卷一第251頁至262頁)、系爭契約(本院卷一第319頁至404頁)、系爭公告(本院卷一407頁)、系爭契約附件(99年7月版，本院卷二第7頁至22頁；101年7月版，同卷第23頁至37頁；102年11月版，同卷第39頁至52頁；104年3月版，同卷第53頁至67頁；104年6月版，同卷第69頁至83頁；105年7月版，同卷第85頁至101頁；111年12月版，原處分卷第617頁至656頁)在卷可稽，堪信屬實。
六、本件爭點為：
　㈠原告與系爭業務員就招攬保險部分所簽訂之系爭契約，是否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所規定之勞動契約？其中「承攬報酬」及「年度服務獎金」是否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稱之工資？
　㈡原處分以原告將系爭業務員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以多報少，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以原處分各裁處原告罰鍰1,532,100元、990,044元及1,972,844元，是否適法有據？
七、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說明：
　⒈勞工保險條例第1條規定：「為保障勞工生活，促進社會安全，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第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受僱於僱用5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第13條第1項規定：「本保險之保險費，依被保險人當月投保薪資及保險費率計算。」第1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第1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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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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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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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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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款、第3款、第4款、第6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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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工資：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6個月者，指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資按工作日數、時數或論件計算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如少於該期內工資總額除以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百分之六十者，以百分之六十計……。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其中，第2條第6款於勞動基準法108年5月15日修正公布前原規定：「本法用辭定義如左：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108年5月15日修正理由固僅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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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承攬是獨立完成一定的工作，不受定作人的指揮監督，與勞動契約關係是立基於從屬性，勞工應受雇主指揮監督的情形，有所不同；且勞動契約與承攬契約雖然都有指示權存在，但是前者指示權的特徵，在於決定「勞務給付的具體詳細內容」，因勞務給付內容的詳細情節並非自始確定；而承攬契約的指示權，則是在契約所定「一定之工作」(民法第490條第1項)的範圍內，具體化已約定的勞務給付內容。因此，關於勞動契約的認定，依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長期穩定的實務見解，是採人格、經濟及組織等從屬性特徵以為判斷，包括：⒈人格上的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的指揮、命令、調度等，且有受懲戒等不利益處置的可能，因為雇主懲戒權的行使，足以對勞工意向等內心活動達到相當程度的干涉及強制，屬於雇主指揮監督權的具體表徵，而為人格從屬性的判斷因素。⒉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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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人的目的而勞動，薪資等勞動條件亦受制於他方。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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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08年5月15日修正公布的現行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遂明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
　㈡系爭契約應屬勞動契約：
　⒈原告分別與系爭業務員於99年8月27日、30日、11月15日、100年1月1日、101年9月17日、102年4月17日、6月13日、10月18日、103年7月15日、104年3月19日、8月4日、106年3月29日簽訂系爭契約及附件(本院卷一第319頁至404頁、本院卷二第7頁至101頁)。系爭契約(99年7月版、105年7月版)第3條第1項、第5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前段約定，原告之公告或規定，構成系爭契約內容之一部；系爭契約如有附件，亦同。是以，各該契約的附件包括原告99年6月22日(99)三業㈢字第4號公告、系爭公告等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年終業績獎金計算規定、原告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102年11月13日、104年3月10日、105年6月30日修訂版)(本院卷二第13頁)、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原告98年3月1日(98)三業㈤字第35號公告、104年5月25日(104)三業㈤字第111號公告、108年6月17日(108)三業㈤字第148號公告修訂〕、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原告業務人員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懲處辦法、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規範、業務員招攬管理辦法、108年3月6日(108)三業㈤字第63號公告訂定之「三商美邦人壽電子公文通知作業辦法」、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業務人事專用)、業務人員行為自律守則，均屬系爭契約內容的一部分。又依前揭附件封面所載：「日後附件內各相關規定若有修改，依公司最新公告為準。」(本院卷二第7、23、39、53、69、85頁；原處分卷第617頁)可知，系爭契約配合使用之附件，應以原告最新公告者為依據，亦為系爭契約之一部分。
　⒉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的勞務契約即系爭契約具有從屬性：
　⑴依系爭契約(99年7月版、105年7月版)第5條第1項約定之原告「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附件「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原告「業務人員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懲處辦法」、「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規範」、「業務員招攬管理辦法」可知，系爭業務員除了要遵守保險相關法規的規定外，還必須遵守原告所定懲處規定，且前揭懲處規定及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第4款所稱公告或規定等規範內容，均得由原告片面訂定及調整，系爭業務員幾無商議的可能；原告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8條第1項所定「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業務人員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懲處辦法」可知，系爭業務員負有遵循保險法規相關規範及契約約定的義務，且原告得依其違反的行為態樣及情節輕重予以懲戒，其懲戒類別除有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所定的停止招攬處分外，另依原告「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規範」尚有行政記點處分，或得限縮、取消已授權予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或服務行為之種類範圍及加強對業務員所招攬或服務保單抽檢比例或為其他行政管控措施；依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違紀累計6點，終止所有合約關係；又對違規行為情節重大者，即業務員於單一案件受違紀6點以上處分、因違反原告「業務人員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懲處辦法」規定致受停止招攬1年以上處分之情形，原告得一併終止雙方所有契約關係，將影響系爭業務員工作權益；而業務員對於所受的懲處如有疑義，得於收到懲處通知日起1個月內提出申復，並以1次為限。觀察上述懲處辦法附件1、「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規範」附件「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行為態樣及處分標準表」之違規行為態樣，除了有「利用退佣、給予保費折扣或其他不當之折讓方式為招攬行為」、「未經公司許可經由各項管道(、方式或以不實內容)徵募人員」、「業務員私自銷售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之保險商品；如由公司主導者除外」、「為其他同業招攬業務(為非所屬公司招攬有關保險業務)」等屬人性條款；及「未親晤保戶致未能取得保戶親簽之保險契約文件」等親自履行條款，甚至包括：態度不佳與公司同仁、客戶、公司業務合作之人發生衝突、「無故延誤或不配合公司或政府機關業務檢查或爭議案件調查，致使保戶或公司權益明顯受損」、「業務員自行投保件(包括業務員自己、其配偶及一等血親為要／被保險人)有虛偽不實之情事致影響公司權益或有藉以獲取不當利益者」、「未善盡保管公司帳務憑證之責」等與招攬保險契約無直接關係的事項，等同將系爭業務員納入原告組織體制之內，使其受到高強度的管理，足見系爭業務員在原告企業組織內，受組織的內部規範、程序等高度制約，不但有服從的義務及晉陞的管道，並有受懲戒等不利益處置的可能，堪認其等間具有高度的人格及組織上的從屬性。
　⑵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約定、附件原告「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系爭業務員須接受原告對其業績的評量，如有違反或未達原告所訂的業績標準，原告就可以不經預告逕行終止系爭契約，足見系爭業務員是為原告的經濟利益進行招攬保險業務；第3條約定可知，原告對報酬及服務獎金的數額計算暨發放方式具有完全的決定權，並得以片面調整，系爭業務員毫無影響及議價的空間，更可見系爭業務員與原告間關於報酬計算及支領方式也具有高度的經濟上從屬性；附件「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5項前段規定，系爭業務員應於所招攬的要保書上親自簽名，足認系爭業務員必須親自招攬保險，不可委由代理人為之。觀諸前揭情形，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所簽訂的系爭契約，雖均以「承攬」為名，並約定該契約為承攬契約，雙方不適用其他勞務契約的相關法令，及系爭業務員明瞭第3條約定的報酬，並非勞動基準法所規定的工資，然經檢視系爭契約的內容，具有人格、經濟及組織上的高度從屬性，其實質仍具有勞動契約的本質，屬於勞動基準法上的勞動契約，不因系爭契約上述的用語及記載，而影響其法律性質的定性。尤其，原告所定懲處辦法附件1懲處行為態樣中：禁止系爭業務員「利用退佣、給予保費折扣或其他不當之折讓方式為招攬行為」，與承攬契約僅須承攬人為定作人完成一定的工作，定作人除給付報酬外，無從限制承攬人以降低自己獲利的方式招攬或促銷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的精神，顯不相當；禁止系爭業務員「未經公司許可經由各項管道徵募人員」，也與承攬契約重在完成一定的工作，定作人無從限制承攬人徵募符合資格的履行輔助人協助有別；禁止系爭業務員「為其他同業招攬業務」的競業禁止條款，更與承攬契約的承攬人是以多方承攬不同定作人的工作作為提高獲利、降低業務風險的主要方式，背道而馳；原告還訂定比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更嚴格的規定，進一步禁止系爭業務員「未經所屬公司同意銷售非經營同類保險業務之保險金融商品」(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4條第2項規定：「保險業、保險代理人公司之業務員，取得相關資格，得登錄於另一家非經營同類保險業務之保險業或保險代理人公司，並以一家為限。」)，更加限縮系爭業務員提高獲利、降低業務風險的自主權；此外，原告可以無視主管機關的監管，雖禁止「業務員私自銷售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之保險商品」但「如由公司主導者除外」，更是將系爭業務員作為銷售原告所主導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保險商品的延伸手足。以上各項契約條款，不但欠缺承攬契約的獨立性，反而大為提高系爭契約在人格、經濟及組織上的從屬性，正足以證明系爭契約屬於勞動基準法上的勞動契約。
　㈢系爭契約中之「承攬報酬」及「年度服務獎金」仍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稱之工資：
　⒈勞動基準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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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使勞動基準法規定之按件計酬無適用之餘地。
　⒉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固約定：「乙方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予甲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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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業績獎金』領取報酬。」系爭公告第5點、第8點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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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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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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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應具備之要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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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指稱之「系爭業務員須自行負擔營業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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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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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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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前揭「承攬報酬」係因業務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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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原告指稱前揭報酬並非工資云云，並無可採。
  ㈣被告以原處分各裁處原告罰鍰1,532,100元、990,044元及1,972,844元，並無違誤：
　⒈原告為系爭業務員之雇主，未將其發給勞工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報酬」列為月薪資總額，申報勞工保險投保薪資，自有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所定，投保單位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之情形，原告短報之保險費金額分別為383,025元、247,511元及493,211元，有原處分所附之勞工保險罰鍰計算表可參(本院卷一第187頁、第209頁、第235頁)，以4倍計算罰鍰，分別為1,532,100元、990,044元及1,972,844元，被告如數裁罰，並無錯誤。
　⒉被告依其調查之結果，認定系爭契約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屬於工資，並無違誤，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及第36條職權調查原則，並無可採。又原處分業已說明因原告短報系爭業務員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規定，按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並檢附「勞工保險罰鍰金額計算表」、罰鍰明細表，已敘明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附記行政救濟之教示文字，並無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及第96條之規定，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行政行為明確性原則，亦不足採。
　⒊原告復主張被告於作成原處分前，未依行政程序法第39條，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違反同法第102條規定云云。惟按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規定，行政處分所根據的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行政機關得不給予陳述意見的機會。本件被告認定原告未申報之系爭業務員投保薪資金額，核係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之事實，則被告於原處分作成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的機會，並沒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
　⒋原告自82年間起設立迄今，經營時間已然甚久，於全國亦設有5家分公司，本件起訴時實收資本額為45,995,101,440元，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資料可參(本院卷一第11、12頁)，可認原告應具有營運上及勞工管理之專業；其復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行業，應適用勞動基準法所生之勞動權益，舉凡勞動契約、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工資給付、資遣費、退休金、職業災害補償、全民健康保險等事項，均與每位勞工之生活及工作安全保障息息相關，此觀諸勞動基準法及勞工保險條例之立法意旨，至為灼然。是原告迄被告作成原處分前，盡擇對己有利之歧異見解，始終無視前述相關規定及勞工權益，而為本件違法行為，自彰顯其具有主觀不法之故意，且縱認其無故意，其亦有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
　㈤綜上所述，原告執前揭主張要旨各情，均無足採。系爭業務員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及系爭公告，領取的「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均屬業務員招攬保險業務的對價，原告於原處分附表1至3違規期間欄所載期間給付予系爭業務員的「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其性質應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所規定的「工資」，即使原告以「保險承攬報酬」或「年度服務獎金」稱之，也只是原告自行給定的名目，並不影響前揭報酬、獎金為工資的本質。而系爭業務員如原處分附表1至3違規期間欄所載期間之工資已有變動，原告未覈實申報而將系爭業務員投保薪資以多報少，被告乃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並作成原處分，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核無不合，是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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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併說明。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張瑜鳳
                                    法  官　郭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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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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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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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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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聿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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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9號
114年2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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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志勳  律師
            王之穎  律師
            高敬棠  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部長)

訴訟代理人  黃珮俞              
            陳怡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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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院臺訴字第112501955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起訴時，被告代表人為許銘春，於訴訟進行中依序變更
    為何佩珊、洪申翰，業經新任代表人分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
    (本院卷一第467、507頁)，經核並無違誤，應予准許。
二、爭訟概要：
　　被告依據所屬勞工保險局之審查結果，以原告未覈實申報所
    屬員工林翊真等43人(下稱系爭業務員)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
    ，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
    前段規定，分別以民國112年6月16日勞局納字第1120187018
    0號、第11201870190號及112年6月20日勞局納字第11201870
    200號裁處書(下合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1
    ,532,100元、990,044元及1,972,844元。原告不服，提起訴
    願，經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訴訟。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保險業者與所屬業務員間之法律關係，基於私法自治原則，
    有契約形式及內容的選擇自由，故契約之性質應就個案事實
    ，依從屬性程度判斷。且縱令成立勞動契約，亦可另成立承
    攬契約，二契約各自獨立，應依各別契約約定內容認定當事
    人之權利義務關係。觀諸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之承攬契約(
    下稱系爭契約)，可見系爭業務員所領取之「承攬報酬」及
    「續年度服務獎金」，係以保險契約之簽訂及保戶繳交首期
    、續期保費等為條件，非繫於業務員一己勞務付出，即可預
    期必然獲致之報酬，不具勞務對價性。縱使認為業務員於承
    攬契約中有提供勞務，但業務員招攬保險方式及如何服務客
    戶，原告都不會加以干涉，故欠缺人格上的從屬性；再者，
    業務員是基於自己的利益，多做多賺、少做少賺，並非為原
    告而勞動，故欠缺經濟上的從屬性；此外，業務員對外招攬
    保險時，並非從屬原告組織，因此也欠缺組織上的從屬性。
　⒉個別業務員領取的個別月份的報酬落差很大，且若當月業務
    員並未從事招攬，又或有去招攬但無果，或已招攬之保單無
    效，業務員仍無法領取上開報酬，甚至必須要返還報酬，可
    見上開給付也欠缺給付經常性。被告未審酌原告與系爭業務
    員間分別存有勞動關係及承攬關係，逕認系爭業務員依系爭
    契約所獲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為其等之月薪資總
    額，認事用法自有違誤，違反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前
    段、行政程序法第9條及第36條規定。
　⒊本件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是否為勞動基準法所定工資
    ，非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無行政程序法第103條各款事由
    ，被告於原處分作成前，未詳為調查，亦未給予原告陳述意
    見之機會，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原處分未敘明裁
    罰所憑事實及計算基礎，原告無從知悉、理解所申報之月投
    保薪資有何短報之處，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第96條規定
    。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依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系爭業務員應依原告指示之方式提供
    勞務，職責為向保戶解釋原告提供之保險商品內容與條款、
    說明與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並須為原告轉送要保文件、保
    險契約及收取第1期保費，足見系爭業務員須親自履行前揭
    職責，以提供符合前揭契約之債務內容；依第5條約定，可
    見系爭業務員應遵守原告頒布之規定、公告及業務員違約懲
    處辦法，於違反時將受原告片面終止契約之不利對待，應認
    原告對系爭業務員具有指揮監督及懲罰等權限，具人格從屬
    性。依原告101年7月1日(101)三業㈢字第1號公告(下稱系爭
    公告)及系爭契約第3條第2項約定，可見系爭業務員對於薪
    資幾無決定權限或議價空間，須聽從原告單方公告或變更之
    薪資條件內容，原告具有報酬決定權及片面調整承攬報酬及
    續年度服務獎金之權限，系爭業務員僅能依原告單方公告之
    辦法受領報酬，經濟從屬性色彩明確。依原告業務主管聘僱
    契約第2條第1項規定，系爭業務員於任職期間，須接受原告
    所屬業務主管之訓練、輔導、管理、指示及督導，以達原告
    所訂考核標準。系爭業務員亦須接受原告之評量，且就評量
    標準無商議權限，如其等業績未達原告最低標準或違反原告
    公告或規定，依系爭契約第5條規定，有受終止契約等不利
    益之可能，顯見原告對於系爭業務員有評量及要求其等業績
    達最低標準之實質管理權限。另系爭業務員提供之勞務，有
    賴其他業務主管、業務員始能完成，可見其等已納入原告公
    司組織體系，具組織從屬性。原告為人身保險業，系爭業務
    員之職責亦與人身保險業務高度相關。而保險業務員為招攬
    保險，有配合保戶時間、地點之需求，致其工作之地點及時
    間並非固定，惟此係工作性質使然，無從據以否定雙方為勞
    動契約關係。且原告既為系爭業務員訂定業績最低標準，已
    限制系爭業務員自由決定勞務給付方式之權利；而系爭業務
    員於提供勞務達系爭公告之給付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
    條件時，即得獲取原告給付之勞務對價，無須自行負擔損益
    風險，再證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為勞動契約關係。
　⒉系爭公告具有制度經常性，觀諸系爭公告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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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系爭業務員繼續為原告所屬保戶提供服務，即可領取續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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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雇主即原告所獲之勞務對價，自得認定
    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⒊原處分已載明：行政處分之主旨、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
    並檢附明細表詳列月薪資總額、前3個月平均薪資、應申報
    月投保薪資及與原申報月投保薪資差額等裁罰計算依據，無
    違行政程序法第96條規定；本件事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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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年度服務獎金，係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復
    就原告提供的系爭業務員薪資單，比對原告勞工保險投保情
    形，顯示原告雖已將部分承攬報酬納入投保薪資計算，惟仍
    有部分承攬報酬、服務獎金未納入工資，並據以申報調整系
    爭業務員之投保薪資，已明顯違反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
    項前段等規定，縱被告未於作成原處分前予原告陳述意見之
    機會，仍無違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
    有原處分及罰鍰金額計算表(本院卷一第185頁至187頁、第2
    07頁至209頁、第233頁至235頁)、訴願決定(本院卷一第251
    頁至262頁)、系爭契約(本院卷一第319頁至404頁)、系爭公
    告(本院卷一407頁)、系爭契約附件(99年7月版，本院卷二
    第7頁至22頁；101年7月版，同卷第23頁至37頁；102年11月
    版，同卷第39頁至52頁；104年3月版，同卷第53頁至67頁；
    104年6月版，同卷第69頁至83頁；105年7月版，同卷第85頁
    至101頁；111年12月版，原處分卷第617頁至656頁)在卷可
    稽，堪信屬實。
六、本件爭點為：
　㈠原告與系爭業務員就招攬保險部分所簽訂之系爭契約，是否
    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所規定之勞動契約？其中「承攬報
    酬」及「年度服務獎金」是否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
    所稱之工資？
　㈡原處分以原告將系爭業務員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以多報少
    ，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以原處分各裁處
    原告罰鍰1,532,100元、990,044元及1,972,844元，是否適
    法有據？
七、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說明：
　⒈勞工保險條例第1條規定：「為保障勞工生活，促進社會安全
    ，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第
    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之左列勞
    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
    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受僱於僱用5人以上公司、行號之
    員工。」第13條第1項規定：「本保險之保險費，依被保險
    人當月投保薪資及保險費率計算。」第14條第1項前段、第2
    項規定：「(第1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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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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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前段、中
    段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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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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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款、第3款、第4款、第6款規定：「本法用詞，
    定義如下：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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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工資：指計
    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
    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6個月者，指工作期間所得工資
    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資按工作日數、
    時數或論件計算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如少於
    該期內工資總額除以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百分之六十者，
    以百分之六十計……。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
    屬性之契約。」其中，第2條第6款於勞動基準法108年5月15
    日修正公布前原規定：「本法用辭定義如左：勞動契約：
    謂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108年5月15日修正理由固僅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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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承攬是獨
    立完成一定的工作，不受定作人的指揮監督，與勞動契約關
    係是立基於從屬性，勞工應受雇主指揮監督的情形，有所不
    同；且勞動契約與承攬契約雖然都有指示權存在，但是前者
    指示權的特徵，在於決定「勞務給付的具體詳細內容」，因
    勞務給付內容的詳細情節並非自始確定；而承攬契約的指示
    權，則是在契約所定「一定之工作」(民法第490條第1項)的
    範圍內，具體化已約定的勞務給付內容。因此，關於勞動契
    約的認定，依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長期穩定的實務見解，是
    採人格、經濟及組織等從屬性特徵以為判斷，包括：⒈人格
    上的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的指揮
    、命令、調度等，且有受懲戒等不利益處置的可能，因為雇
    主懲戒權的行使，足以對勞工意向等內心活動達到相當程度
    的干涉及強制，屬於雇主指揮監督權的具體表徵，而為人格
    從屬性的判斷因素。⒉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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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人的目的而勞動，薪資等勞動條件亦受
    制於他方。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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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08年5月15日修正公布的現行勞動基準法
    第2條第6款遂明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勞動契約：
    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
　㈡系爭契約應屬勞動契約：
　⒈原告分別與系爭業務員於99年8月27日、30日、11月15日、10
    0年1月1日、101年9月17日、102年4月17日、6月13日、10月
    18日、103年7月15日、104年3月19日、8月4日、106年3月29
    日簽訂系爭契約及附件(本院卷一第319頁至404頁、本院卷
    二第7頁至101頁)。系爭契約(99年7月版、105年7月版)第3
    條第1項、第5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前段約定，原告之公告
    或規定，構成系爭契約內容之一部；系爭契約如有附件，亦
    同。是以，各該契約的附件包括原告99年6月22日(99)三業㈢
    字第4號公告、系爭公告等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年
    終業績獎金計算規定、原告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102年11月
    13日、104年3月10日、105年6月30日修訂版)(本院卷二第13
    頁)、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原告98年3月1日(98)三業㈤
    字第35號公告、104年5月25日(104)三業㈤字第111號公告、1
    08年6月17日(108)三業㈤字第148號公告修訂〕、保險業務員
    管理規則、原告業務人員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
    1項懲處辦法、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規範、業務員招攬管理辦
    法、108年3月6日(108)三業㈤字第63號公告訂定之「三商美
    邦人壽電子公文通知作業辦法」、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
    料告知書(業務人事專用)、業務人員行為自律守則，均屬系
    爭契約內容的一部分。又依前揭附件封面所載：「日後附件
    內各相關規定若有修改，依公司最新公告為準。」(本院卷
    二第7、23、39、53、69、85頁；原處分卷第617頁)可知，
    系爭契約配合使用之附件，應以原告最新公告者為依據，亦
    為系爭契約之一部分。
　⒉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的勞務契約即系爭契約具有從屬性：
　⑴依系爭契約(99年7月版、105年7月版)第5條第1項約定之原告
    「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附件「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
    原告「業務人員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懲處
    辦法」、「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規範」、「業務員招攬管理辦
    法」可知，系爭業務員除了要遵守保險相關法規的規定外，
    還必須遵守原告所定懲處規定，且前揭懲處規定及系爭契約
    第5條第1項第4款所稱公告或規定等規範內容，均得由原告
    片面訂定及調整，系爭業務員幾無商議的可能；原告依保險
    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8條第1項所定「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
    、「業務人員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懲處辦
    法」可知，系爭業務員負有遵循保險法規相關規範及契約約
    定的義務，且原告得依其違反的行為態樣及情節輕重予以懲
    戒，其懲戒類別除有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所定
    的停止招攬處分外，另依原告「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
    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規範」尚有行政記點處分，或得限縮、取
    消已授權予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或服務行為之種類範圍及加
    強對業務員所招攬或服務保單抽檢比例或為其他行政管控措
    施；依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違紀累計6點，終止所有合約
    關係；又對違規行為情節重大者，即業務員於單一案件受違
    紀6點以上處分、因違反原告「業務人員違反保險業務員管
    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懲處辦法」規定致受停止招攬1年以上處
    分之情形，原告得一併終止雙方所有契約關係，將影響系爭
    業務員工作權益；而業務員對於所受的懲處如有疑義，得於
    收到懲處通知日起1個月內提出申復，並以1次為限。觀察上
    述懲處辦法附件1、「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規範」附件「業務
    人員招攬紀律行為態樣及處分標準表」之違規行為態樣，除
    了有「利用退佣、給予保費折扣或其他不當之折讓方式為招
    攬行為」、「未經公司許可經由各項管道(、方式或以不實
    內容)徵募人員」、「業務員私自銷售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或
    備查之保險商品；如由公司主導者除外」、「為其他同業招
    攬業務(為非所屬公司招攬有關保險業務)」等屬人性條款；
    及「未親晤保戶致未能取得保戶親簽之保險契約文件」等親
    自履行條款，甚至包括：態度不佳與公司同仁、客戶、公司
    業務合作之人發生衝突、「無故延誤或不配合公司或政府機
    關業務檢查或爭議案件調查，致使保戶或公司權益明顯受損
    」、「業務員自行投保件(包括業務員自己、其配偶及一等
    血親為要／被保險人)有虛偽不實之情事致影響公司權益或有
    藉以獲取不當利益者」、「未善盡保管公司帳務憑證之責」
    等與招攬保險契約無直接關係的事項，等同將系爭業務員納
    入原告組織體制之內，使其受到高強度的管理，足見系爭業
    務員在原告企業組織內，受組織的內部規範、程序等高度制
    約，不但有服從的義務及晉陞的管道，並有受懲戒等不利益
    處置的可能，堪認其等間具有高度的人格及組織上的從屬性
    。
　⑵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約定、附件原告「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
    辦法」，系爭業務員須接受原告對其業績的評量，如有違反
    或未達原告所訂的業績標準，原告就可以不經預告逕行終止
    系爭契約，足見系爭業務員是為原告的經濟利益進行招攬保
    險業務；第3條約定可知，原告對報酬及服務獎金的數額計
    算暨發放方式具有完全的決定權，並得以片面調整，系爭業
    務員毫無影響及議價的空間，更可見系爭業務員與原告間關
    於報酬計算及支領方式也具有高度的經濟上從屬性；附件「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5項前段規定，系爭業務員
    應於所招攬的要保書上親自簽名，足認系爭業務員必須親自
    招攬保險，不可委由代理人為之。觀諸前揭情形，原告與系
    爭業務員間所簽訂的系爭契約，雖均以「承攬」為名，並約
    定該契約為承攬契約，雙方不適用其他勞務契約的相關法令
    ，及系爭業務員明瞭第3條約定的報酬，並非勞動基準法所
    規定的工資，然經檢視系爭契約的內容，具有人格、經濟及
    組織上的高度從屬性，其實質仍具有勞動契約的本質，屬於
    勞動基準法上的勞動契約，不因系爭契約上述的用語及記載
    ，而影響其法律性質的定性。尤其，原告所定懲處辦法附件
    1懲處行為態樣中：禁止系爭業務員「利用退佣、給予保費
    折扣或其他不當之折讓方式為招攬行為」，與承攬契約僅須
    承攬人為定作人完成一定的工作，定作人除給付報酬外，無
    從限制承攬人以降低自己獲利的方式招攬或促銷並自行負擔
    業務風險的精神，顯不相當；禁止系爭業務員「未經公司許
    可經由各項管道徵募人員」，也與承攬契約重在完成一定的
    工作，定作人無從限制承攬人徵募符合資格的履行輔助人協
    助有別；禁止系爭業務員「為其他同業招攬業務」的競業禁
    止條款，更與承攬契約的承攬人是以多方承攬不同定作人的
    工作作為提高獲利、降低業務風險的主要方式，背道而馳；
    原告還訂定比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更嚴格的規定，進一步禁
    止系爭業務員「未經所屬公司同意銷售非經營同類保險業務
    之保險金融商品」(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4條第2項規定：
    「保險業、保險代理人公司之業務員，取得相關資格，得登
    錄於另一家非經營同類保險業務之保險業或保險代理人公司
    ，並以一家為限。」)，更加限縮系爭業務員提高獲利、降
    低業務風險的自主權；此外，原告可以無視主管機關的監管
    ，雖禁止「業務員私自銷售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之保險
    商品」但「如由公司主導者除外」，更是將系爭業務員作為
    銷售原告所主導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保險商品的延伸手
    足。以上各項契約條款，不但欠缺承攬契約的獨立性，反而
    大為提高系爭契約在人格、經濟及組織上的從屬性，正足以
    證明系爭契約屬於勞動基準法上的勞動契約。
　㈢系爭契約中之「承攬報酬」及「年度服務獎金」仍為勞動基
    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稱之工資：
　⒈勞動基準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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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基準法規定之按件計酬無適用之餘地。
　⒉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固約定：「乙方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
    及首期保險費予甲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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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業績獎金』領
    取報酬。」系爭公告第5點、第8點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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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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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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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具備之要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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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指稱之「
    系爭業務員須自行負擔營業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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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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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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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前揭「承攬報
    酬」係因業務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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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原告指
    稱前揭報酬並非工資云云，並無可採。
  ㈣被告以原處分各裁處原告罰鍰1,532,100元、990,044元及1,9
    72,844元，並無違誤：
　⒈原告為系爭業務員之雇主，未將其發給勞工之「承攬報酬」
    及「續年度服務報酬」列為月薪資總額，申報勞工保險投保
    薪資，自有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所定，投保單位
    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之情形，原告短報之保險費金額分
    別為383,025元、247,511元及493,211元，有原處分所附之
    勞工保險罰鍰計算表可參(本院卷一第187頁、第209頁、第2
    35頁)，以4倍計算罰鍰，分別為1,532,100元、990,044元及
    1,972,844元，被告如數裁罰，並無錯誤。
　⒉被告依其調查之結果，認定系爭契約之「承攬報酬」及「續
    年度服務獎金」屬於工資，並無違誤，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
    行政程序法第9條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及第36條職權調查
    原則，並無可採。又原處分業已說明因原告短報系爭業務員
    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規定，
    按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並檢附「勞工保險罰鍰
    金額計算表」、罰鍰明細表，已敘明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
    令依據，附記行政救濟之教示文字，並無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5條及第96條之規定，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行政行為明確性
    原則，亦不足採。
　⒊原告復主張被告於作成原處分前，未依行政程序法第39條，
    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違反同法第102條規定云云。惟
    按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規定，行政處分所根據的事實，
    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行政機關得不給予陳述意見的機會
    。本件被告認定原告未申報之系爭業務員投保薪資金額，核
    係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之事實，則被告於原處分作成前，未
    給予原告陳述意見的機會，並沒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
    規定。
　⒋原告自82年間起設立迄今，經營時間已然甚久，於全國亦設
    有5家分公司，本件起訴時實收資本額為45,995,101,440元
    ，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資料可參(本院卷一
    第11、12頁)，可認原告應具有營運上及勞工管理之專業；
    其復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行業，應適用勞動基準法所生之勞
    動權益，舉凡勞動契約、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工資給付、
    資遣費、退休金、職業災害補償、全民健康保險等事項，均
    與每位勞工之生活及工作安全保障息息相關，此觀諸勞動基
    準法及勞工保險條例之立法意旨，至為灼然。是原告迄被告
    作成原處分前，盡擇對己有利之歧異見解，始終無視前述相
    關規定及勞工權益，而為本件違法行為，自彰顯其具有主觀
    不法之故意，且縱認其無故意，其亦有應注意，並能注意，
    而不注意之過失。
　㈤綜上所述，原告執前揭主張要旨各情，均無足採。系爭業務
    員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及系爭公告，領取的「承攬報
    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均屬業務員招攬保險業務的對
    價，原告於原處分附表1至3違規期間欄所載期間給付予系爭
    業務員的「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其性質應屬
    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所規定的「工資」，即使原告以「保
    險承攬報酬」或「年度服務獎金」稱之，也只是原告自行給
    定的名目，並不影響前揭報酬、獎金為工資的本質。而系爭
    業務員如原處分附表1至3違規期間欄所載期間之工資已有變
    動，原告未覈實申報而將系爭業務員投保薪資以多報少，被
    告乃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自事實發生之
    日起，按其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並作成原處分，
    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核無不合，是原
    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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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併說明。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張瑜鳳
                                    法  官　郭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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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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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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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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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聿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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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9號
114年2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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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志勳  律師
            王之穎  律師
            高敬棠  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部長)


訴訟代理人  黃珮俞              
            陳怡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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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院臺訴字第112501955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起訴時，被告代表人為許銘春，於訴訟進行中依序變更為何佩珊、洪申翰，業經新任代表人分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一第467、507頁)，經核並無違誤，應予准許。
二、爭訟概要：
　　被告依據所屬勞工保險局之審查結果，以原告未覈實申報所屬員工林翊真等43人(下稱系爭業務員)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分別以民國112年6月16日勞局納字第11201870180號、第11201870190號及112年6月20日勞局納字第11201870200號裁處書(下合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1,532,100元、990,044元及1,972,844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訴訟。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保險業者與所屬業務員間之法律關係，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的選擇自由，故契約之性質應就個案事實，依從屬性程度判斷。且縱令成立勞動契約，亦可另成立承攬契約，二契約各自獨立，應依各別契約約定內容認定當事人之權利義務關係。觀諸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之承攬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可見系爭業務員所領取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係以保險契約之簽訂及保戶繳交首期、續期保費等為條件，非繫於業務員一己勞務付出，即可預期必然獲致之報酬，不具勞務對價性。縱使認為業務員於承攬契約中有提供勞務，但業務員招攬保險方式及如何服務客戶，原告都不會加以干涉，故欠缺人格上的從屬性；再者，業務員是基於自己的利益，多做多賺、少做少賺，並非為原告而勞動，故欠缺經濟上的從屬性；此外，業務員對外招攬保險時，並非從屬原告組織，因此也欠缺組織上的從屬性。
　⒉個別業務員領取的個別月份的報酬落差很大，且若當月業務員並未從事招攬，又或有去招攬但無果，或已招攬之保單無效，業務員仍無法領取上開報酬，甚至必須要返還報酬，可見上開給付也欠缺給付經常性。被告未審酌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分別存有勞動關係及承攬關係，逕認系爭業務員依系爭契約所獲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為其等之月薪資總額，認事用法自有違誤，違反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行政程序法第9條及第36條規定。
　⒊本件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是否為勞動基準法所定工資，非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無行政程序法第103條各款事由，被告於原處分作成前，未詳為調查，亦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原處分未敘明裁罰所憑事實及計算基礎，原告無從知悉、理解所申報之月投保薪資有何短報之處，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第96條規定。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依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系爭業務員應依原告指示之方式提供勞務，職責為向保戶解釋原告提供之保險商品內容與條款、說明與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並須為原告轉送要保文件、保險契約及收取第1期保費，足見系爭業務員須親自履行前揭職責，以提供符合前揭契約之債務內容；依第5條約定，可見系爭業務員應遵守原告頒布之規定、公告及業務員違約懲處辦法，於違反時將受原告片面終止契約之不利對待，應認原告對系爭業務員具有指揮監督及懲罰等權限，具人格從屬性。依原告101年7月1日(101)三業㈢字第1號公告(下稱系爭公告)及系爭契約第3條第2項約定，可見系爭業務員對於薪資幾無決定權限或議價空間，須聽從原告單方公告或變更之薪資條件內容，原告具有報酬決定權及片面調整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之權限，系爭業務員僅能依原告單方公告之辦法受領報酬，經濟從屬性色彩明確。依原告業務主管聘僱契約第2條第1項規定，系爭業務員於任職期間，須接受原告所屬業務主管之訓練、輔導、管理、指示及督導，以達原告所訂考核標準。系爭業務員亦須接受原告之評量，且就評量標準無商議權限，如其等業績未達原告最低標準或違反原告公告或規定，依系爭契約第5條規定，有受終止契約等不利益之可能，顯見原告對於系爭業務員有評量及要求其等業績達最低標準之實質管理權限。另系爭業務員提供之勞務，有賴其他業務主管、業務員始能完成，可見其等已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具組織從屬性。原告為人身保險業，系爭業務員之職責亦與人身保險業務高度相關。而保險業務員為招攬保險，有配合保戶時間、地點之需求，致其工作之地點及時間並非固定，惟此係工作性質使然，無從據以否定雙方為勞動契約關係。且原告既為系爭業務員訂定業績最低標準，已限制系爭業務員自由決定勞務給付方式之權利；而系爭業務員於提供勞務達系爭公告之給付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條件時，即得獲取原告給付之勞務對價，無須自行負擔損益風險，再證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為勞動契約關係。
　⒉系爭公告具有制度經常性，觀諸系爭公告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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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系爭業務員繼續為原告所屬保戶提供服務，即可領取續年度服務獎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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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雇主即原告所獲之勞務對價，自得認定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⒊原處分已載明：行政處分之主旨、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並檢附明細表詳列月薪資總額、前3個月平均薪資、應申報月投保薪資及與原申報月投保薪資差額等裁罰計算依據，無違行政程序法第96條規定；本件事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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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年度服務獎金，係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復就原告提供的系爭業務員薪資單，比對原告勞工保險投保情形，顯示原告雖已將部分承攬報酬納入投保薪資計算，惟仍有部分承攬報酬、服務獎金未納入工資，並據以申報調整系爭業務員之投保薪資，已明顯違反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等規定，縱被告未於作成原處分前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仍無違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有原處分及罰鍰金額計算表(本院卷一第185頁至187頁、第207頁至209頁、第233頁至235頁)、訴願決定(本院卷一第251頁至262頁)、系爭契約(本院卷一第319頁至404頁)、系爭公告(本院卷一407頁)、系爭契約附件(99年7月版，本院卷二第7頁至22頁；101年7月版，同卷第23頁至37頁；102年11月版，同卷第39頁至52頁；104年3月版，同卷第53頁至67頁；104年6月版，同卷第69頁至83頁；105年7月版，同卷第85頁至101頁；111年12月版，原處分卷第617頁至656頁)在卷可稽，堪信屬實。
六、本件爭點為：
　㈠原告與系爭業務員就招攬保險部分所簽訂之系爭契約，是否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所規定之勞動契約？其中「承攬報酬」及「年度服務獎金」是否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稱之工資？
　㈡原處分以原告將系爭業務員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以多報少，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以原處分各裁處原告罰鍰1,532,100元、990,044元及1,972,844元，是否適法有據？
七、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說明：
　⒈勞工保險條例第1條規定：「為保障勞工生活，促進社會安全，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第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受僱於僱用5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第13條第1項規定：「本保險之保險費，依被保險人當月投保薪資及保險費率計算。」第1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第1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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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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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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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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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款、第3款、第4款、第6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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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工資：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6個月者，指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資按工作日數、時數或論件計算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如少於該期內工資總額除以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百分之六十者，以百分之六十計……。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其中，第2條第6款於勞動基準法108年5月15日修正公布前原規定：「本法用辭定義如左：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108年5月15日修正理由固僅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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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承攬是獨立完成一定的工作，不受定作人的指揮監督，與勞動契約關係是立基於從屬性，勞工應受雇主指揮監督的情形，有所不同；且勞動契約與承攬契約雖然都有指示權存在，但是前者指示權的特徵，在於決定「勞務給付的具體詳細內容」，因勞務給付內容的詳細情節並非自始確定；而承攬契約的指示權，則是在契約所定「一定之工作」(民法第490條第1項)的範圍內，具體化已約定的勞務給付內容。因此，關於勞動契約的認定，依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長期穩定的實務見解，是採人格、經濟及組織等從屬性特徵以為判斷，包括：⒈人格上的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的指揮、命令、調度等，且有受懲戒等不利益處置的可能，因為雇主懲戒權的行使，足以對勞工意向等內心活動達到相當程度的干涉及強制，屬於雇主指揮監督權的具體表徵，而為人格從屬性的判斷因素。⒉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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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人的目的而勞動，薪資等勞動條件亦受制於他方。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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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08年5月15日修正公布的現行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遂明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
　㈡系爭契約應屬勞動契約：
　⒈原告分別與系爭業務員於99年8月27日、30日、11月15日、100年1月1日、101年9月17日、102年4月17日、6月13日、10月18日、103年7月15日、104年3月19日、8月4日、106年3月29日簽訂系爭契約及附件(本院卷一第319頁至404頁、本院卷二第7頁至101頁)。系爭契約(99年7月版、105年7月版)第3條第1項、第5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前段約定，原告之公告或規定，構成系爭契約內容之一部；系爭契約如有附件，亦同。是以，各該契約的附件包括原告99年6月22日(99)三業㈢字第4號公告、系爭公告等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年終業績獎金計算規定、原告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102年11月13日、104年3月10日、105年6月30日修訂版)(本院卷二第13頁)、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原告98年3月1日(98)三業㈤字第35號公告、104年5月25日(104)三業㈤字第111號公告、108年6月17日(108)三業㈤字第148號公告修訂〕、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原告業務人員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懲處辦法、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規範、業務員招攬管理辦法、108年3月6日(108)三業㈤字第63號公告訂定之「三商美邦人壽電子公文通知作業辦法」、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業務人事專用)、業務人員行為自律守則，均屬系爭契約內容的一部分。又依前揭附件封面所載：「日後附件內各相關規定若有修改，依公司最新公告為準。」(本院卷二第7、23、39、53、69、85頁；原處分卷第617頁)可知，系爭契約配合使用之附件，應以原告最新公告者為依據，亦為系爭契約之一部分。
　⒉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的勞務契約即系爭契約具有從屬性：
　⑴依系爭契約(99年7月版、105年7月版)第5條第1項約定之原告「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附件「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原告「業務人員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懲處辦法」、「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規範」、「業務員招攬管理辦法」可知，系爭業務員除了要遵守保險相關法規的規定外，還必須遵守原告所定懲處規定，且前揭懲處規定及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第4款所稱公告或規定等規範內容，均得由原告片面訂定及調整，系爭業務員幾無商議的可能；原告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8條第1項所定「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業務人員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懲處辦法」可知，系爭業務員負有遵循保險法規相關規範及契約約定的義務，且原告得依其違反的行為態樣及情節輕重予以懲戒，其懲戒類別除有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所定的停止招攬處分外，另依原告「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規範」尚有行政記點處分，或得限縮、取消已授權予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或服務行為之種類範圍及加強對業務員所招攬或服務保單抽檢比例或為其他行政管控措施；依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違紀累計6點，終止所有合約關係；又對違規行為情節重大者，即業務員於單一案件受違紀6點以上處分、因違反原告「業務人員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懲處辦法」規定致受停止招攬1年以上處分之情形，原告得一併終止雙方所有契約關係，將影響系爭業務員工作權益；而業務員對於所受的懲處如有疑義，得於收到懲處通知日起1個月內提出申復，並以1次為限。觀察上述懲處辦法附件1、「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規範」附件「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行為態樣及處分標準表」之違規行為態樣，除了有「利用退佣、給予保費折扣或其他不當之折讓方式為招攬行為」、「未經公司許可經由各項管道(、方式或以不實內容)徵募人員」、「業務員私自銷售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之保險商品；如由公司主導者除外」、「為其他同業招攬業務(為非所屬公司招攬有關保險業務)」等屬人性條款；及「未親晤保戶致未能取得保戶親簽之保險契約文件」等親自履行條款，甚至包括：態度不佳與公司同仁、客戶、公司業務合作之人發生衝突、「無故延誤或不配合公司或政府機關業務檢查或爭議案件調查，致使保戶或公司權益明顯受損」、「業務員自行投保件(包括業務員自己、其配偶及一等血親為要／被保險人)有虛偽不實之情事致影響公司權益或有藉以獲取不當利益者」、「未善盡保管公司帳務憑證之責」等與招攬保險契約無直接關係的事項，等同將系爭業務員納入原告組織體制之內，使其受到高強度的管理，足見系爭業務員在原告企業組織內，受組織的內部規範、程序等高度制約，不但有服從的義務及晉陞的管道，並有受懲戒等不利益處置的可能，堪認其等間具有高度的人格及組織上的從屬性。
　⑵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約定、附件原告「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系爭業務員須接受原告對其業績的評量，如有違反或未達原告所訂的業績標準，原告就可以不經預告逕行終止系爭契約，足見系爭業務員是為原告的經濟利益進行招攬保險業務；第3條約定可知，原告對報酬及服務獎金的數額計算暨發放方式具有完全的決定權，並得以片面調整，系爭業務員毫無影響及議價的空間，更可見系爭業務員與原告間關於報酬計算及支領方式也具有高度的經濟上從屬性；附件「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5項前段規定，系爭業務員應於所招攬的要保書上親自簽名，足認系爭業務員必須親自招攬保險，不可委由代理人為之。觀諸前揭情形，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所簽訂的系爭契約，雖均以「承攬」為名，並約定該契約為承攬契約，雙方不適用其他勞務契約的相關法令，及系爭業務員明瞭第3條約定的報酬，並非勞動基準法所規定的工資，然經檢視系爭契約的內容，具有人格、經濟及組織上的高度從屬性，其實質仍具有勞動契約的本質，屬於勞動基準法上的勞動契約，不因系爭契約上述的用語及記載，而影響其法律性質的定性。尤其，原告所定懲處辦法附件1懲處行為態樣中：禁止系爭業務員「利用退佣、給予保費折扣或其他不當之折讓方式為招攬行為」，與承攬契約僅須承攬人為定作人完成一定的工作，定作人除給付報酬外，無從限制承攬人以降低自己獲利的方式招攬或促銷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的精神，顯不相當；禁止系爭業務員「未經公司許可經由各項管道徵募人員」，也與承攬契約重在完成一定的工作，定作人無從限制承攬人徵募符合資格的履行輔助人協助有別；禁止系爭業務員「為其他同業招攬業務」的競業禁止條款，更與承攬契約的承攬人是以多方承攬不同定作人的工作作為提高獲利、降低業務風險的主要方式，背道而馳；原告還訂定比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更嚴格的規定，進一步禁止系爭業務員「未經所屬公司同意銷售非經營同類保險業務之保險金融商品」(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4條第2項規定：「保險業、保險代理人公司之業務員，取得相關資格，得登錄於另一家非經營同類保險業務之保險業或保險代理人公司，並以一家為限。」)，更加限縮系爭業務員提高獲利、降低業務風險的自主權；此外，原告可以無視主管機關的監管，雖禁止「業務員私自銷售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之保險商品」但「如由公司主導者除外」，更是將系爭業務員作為銷售原告所主導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保險商品的延伸手足。以上各項契約條款，不但欠缺承攬契約的獨立性，反而大為提高系爭契約在人格、經濟及組織上的從屬性，正足以證明系爭契約屬於勞動基準法上的勞動契約。
　㈢系爭契約中之「承攬報酬」及「年度服務獎金」仍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稱之工資：
　⒈勞動基準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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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使勞動基準法規定之按件計酬無適用之餘地。
　⒉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固約定：「乙方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予甲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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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業績獎金』領取報酬。」系爭公告第5點、第8點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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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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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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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應具備之要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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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指稱之「系爭業務員須自行負擔營業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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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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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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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前揭「承攬報酬」係因業務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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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原告指稱前揭報酬並非工資云云，並無可採。
  ㈣被告以原處分各裁處原告罰鍰1,532,100元、990,044元及1,972,844元，並無違誤：
　⒈原告為系爭業務員之雇主，未將其發給勞工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報酬」列為月薪資總額，申報勞工保險投保薪資，自有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所定，投保單位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之情形，原告短報之保險費金額分別為383,025元、247,511元及493,211元，有原處分所附之勞工保險罰鍰計算表可參(本院卷一第187頁、第209頁、第235頁)，以4倍計算罰鍰，分別為1,532,100元、990,044元及1,972,844元，被告如數裁罰，並無錯誤。
　⒉被告依其調查之結果，認定系爭契約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屬於工資，並無違誤，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及第36條職權調查原則，並無可採。又原處分業已說明因原告短報系爭業務員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規定，按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並檢附「勞工保險罰鍰金額計算表」、罰鍰明細表，已敘明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附記行政救濟之教示文字，並無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及第96條之規定，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行政行為明確性原則，亦不足採。
　⒊原告復主張被告於作成原處分前，未依行政程序法第39條，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違反同法第102條規定云云。惟按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規定，行政處分所根據的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行政機關得不給予陳述意見的機會。本件被告認定原告未申報之系爭業務員投保薪資金額，核係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之事實，則被告於原處分作成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的機會，並沒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
　⒋原告自82年間起設立迄今，經營時間已然甚久，於全國亦設有5家分公司，本件起訴時實收資本額為45,995,101,440元，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資料可參(本院卷一第11、12頁)，可認原告應具有營運上及勞工管理之專業；其復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行業，應適用勞動基準法所生之勞動權益，舉凡勞動契約、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工資給付、資遣費、退休金、職業災害補償、全民健康保險等事項，均與每位勞工之生活及工作安全保障息息相關，此觀諸勞動基準法及勞工保險條例之立法意旨，至為灼然。是原告迄被告作成原處分前，盡擇對己有利之歧異見解，始終無視前述相關規定及勞工權益，而為本件違法行為，自彰顯其具有主觀不法之故意，且縱認其無故意，其亦有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
　㈤綜上所述，原告執前揭主張要旨各情，均無足採。系爭業務員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及系爭公告，領取的「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均屬業務員招攬保險業務的對價，原告於原處分附表1至3違規期間欄所載期間給付予系爭業務員的「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其性質應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所規定的「工資」，即使原告以「保險承攬報酬」或「年度服務獎金」稱之，也只是原告自行給定的名目，並不影響前揭報酬、獎金為工資的本質。而系爭業務員如原處分附表1至3違規期間欄所載期間之工資已有變動，原告未覈實申報而將系爭業務員投保薪資以多報少，被告乃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並作成原處分，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核無不合，是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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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併說明。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張瑜鳳
                                    法  官　郭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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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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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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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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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聿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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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9號
114年2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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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志勳  律師
            王之穎  律師
            高敬棠  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部長)

訴訟代理人  黃珮俞              
            陳怡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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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院臺訴字第112501955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起訴時，被告代表人為許銘春，於訴訟進行中依序變更為何佩珊、洪申翰，業經新任代表人分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一第467、507頁)，經核並無違誤，應予准許。
二、爭訟概要：
　　被告依據所屬勞工保險局之審查結果，以原告未覈實申報所屬員工林翊真等43人(下稱系爭業務員)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分別以民國112年6月16日勞局納字第11201870180號、第11201870190號及112年6月20日勞局納字第11201870200號裁處書(下合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1,532,100元、990,044元及1,972,844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訴訟。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保險業者與所屬業務員間之法律關係，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的選擇自由，故契約之性質應就個案事實，依從屬性程度判斷。且縱令成立勞動契約，亦可另成立承攬契約，二契約各自獨立，應依各別契約約定內容認定當事人之權利義務關係。觀諸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之承攬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可見系爭業務員所領取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係以保險契約之簽訂及保戶繳交首期、續期保費等為條件，非繫於業務員一己勞務付出，即可預期必然獲致之報酬，不具勞務對價性。縱使認為業務員於承攬契約中有提供勞務，但業務員招攬保險方式及如何服務客戶，原告都不會加以干涉，故欠缺人格上的從屬性；再者，業務員是基於自己的利益，多做多賺、少做少賺，並非為原告而勞動，故欠缺經濟上的從屬性；此外，業務員對外招攬保險時，並非從屬原告組織，因此也欠缺組織上的從屬性。
　⒉個別業務員領取的個別月份的報酬落差很大，且若當月業務員並未從事招攬，又或有去招攬但無果，或已招攬之保單無效，業務員仍無法領取上開報酬，甚至必須要返還報酬，可見上開給付也欠缺給付經常性。被告未審酌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分別存有勞動關係及承攬關係，逕認系爭業務員依系爭契約所獲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為其等之月薪資總額，認事用法自有違誤，違反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行政程序法第9條及第36條規定。
　⒊本件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是否為勞動基準法所定工資，非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無行政程序法第103條各款事由，被告於原處分作成前，未詳為調查，亦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原處分未敘明裁罰所憑事實及計算基礎，原告無從知悉、理解所申報之月投保薪資有何短報之處，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第96條規定。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依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系爭業務員應依原告指示之方式提供勞務，職責為向保戶解釋原告提供之保險商品內容與條款、說明與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並須為原告轉送要保文件、保險契約及收取第1期保費，足見系爭業務員須親自履行前揭職責，以提供符合前揭契約之債務內容；依第5條約定，可見系爭業務員應遵守原告頒布之規定、公告及業務員違約懲處辦法，於違反時將受原告片面終止契約之不利對待，應認原告對系爭業務員具有指揮監督及懲罰等權限，具人格從屬性。依原告101年7月1日(101)三業㈢字第1號公告(下稱系爭公告)及系爭契約第3條第2項約定，可見系爭業務員對於薪資幾無決定權限或議價空間，須聽從原告單方公告或變更之薪資條件內容，原告具有報酬決定權及片面調整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之權限，系爭業務員僅能依原告單方公告之辦法受領報酬，經濟從屬性色彩明確。依原告業務主管聘僱契約第2條第1項規定，系爭業務員於任職期間，須接受原告所屬業務主管之訓練、輔導、管理、指示及督導，以達原告所訂考核標準。系爭業務員亦須接受原告之評量，且就評量標準無商議權限，如其等業績未達原告最低標準或違反原告公告或規定，依系爭契約第5條規定，有受終止契約等不利益之可能，顯見原告對於系爭業務員有評量及要求其等業績達最低標準之實質管理權限。另系爭業務員提供之勞務，有賴其他業務主管、業務員始能完成，可見其等已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具組織從屬性。原告為人身保險業，系爭業務員之職責亦與人身保險業務高度相關。而保險業務員為招攬保險，有配合保戶時間、地點之需求，致其工作之地點及時間並非固定，惟此係工作性質使然，無從據以否定雙方為勞動契約關係。且原告既為系爭業務員訂定業績最低標準，已限制系爭業務員自由決定勞務給付方式之權利；而系爭業務員於提供勞務達系爭公告之給付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條件時，即得獲取原告給付之勞務對價，無須自行負擔損益風險，再證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為勞動契約關係。
　⒉系爭公告具有制度經常性，觀諸系爭公告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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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系爭業務員繼續為原告所屬保戶提供服務，即可領取續年度服務獎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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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雇主即原告所獲之勞務對價，自得認定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⒊原處分已載明：行政處分之主旨、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並檢附明細表詳列月薪資總額、前3個月平均薪資、應申報月投保薪資及與原申報月投保薪資差額等裁罰計算依據，無違行政程序法第96條規定；本件事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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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年度服務獎金，係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復就原告提供的系爭業務員薪資單，比對原告勞工保險投保情形，顯示原告雖已將部分承攬報酬納入投保薪資計算，惟仍有部分承攬報酬、服務獎金未納入工資，並據以申報調整系爭業務員之投保薪資，已明顯違反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等規定，縱被告未於作成原處分前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仍無違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有原處分及罰鍰金額計算表(本院卷一第185頁至187頁、第207頁至209頁、第233頁至235頁)、訴願決定(本院卷一第251頁至262頁)、系爭契約(本院卷一第319頁至404頁)、系爭公告(本院卷一407頁)、系爭契約附件(99年7月版，本院卷二第7頁至22頁；101年7月版，同卷第23頁至37頁；102年11月版，同卷第39頁至52頁；104年3月版，同卷第53頁至67頁；104年6月版，同卷第69頁至83頁；105年7月版，同卷第85頁至101頁；111年12月版，原處分卷第617頁至656頁)在卷可稽，堪信屬實。
六、本件爭點為：
　㈠原告與系爭業務員就招攬保險部分所簽訂之系爭契約，是否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所規定之勞動契約？其中「承攬報酬」及「年度服務獎金」是否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稱之工資？
　㈡原處分以原告將系爭業務員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以多報少，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以原處分各裁處原告罰鍰1,532,100元、990,044元及1,972,844元，是否適法有據？
七、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說明：
　⒈勞工保險條例第1條規定：「為保障勞工生活，促進社會安全，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第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受僱於僱用5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第13條第1項規定：「本保險之保險費，依被保險人當月投保薪資及保險費率計算。」第1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第1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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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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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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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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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款、第3款、第4款、第6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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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工資：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6個月者，指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資按工作日數、時數或論件計算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如少於該期內工資總額除以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百分之六十者，以百分之六十計……。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其中，第2條第6款於勞動基準法108年5月15日修正公布前原規定：「本法用辭定義如左：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108年5月15日修正理由固僅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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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承攬是獨立完成一定的工作，不受定作人的指揮監督，與勞動契約關係是立基於從屬性，勞工應受雇主指揮監督的情形，有所不同；且勞動契約與承攬契約雖然都有指示權存在，但是前者指示權的特徵，在於決定「勞務給付的具體詳細內容」，因勞務給付內容的詳細情節並非自始確定；而承攬契約的指示權，則是在契約所定「一定之工作」(民法第490條第1項)的範圍內，具體化已約定的勞務給付內容。因此，關於勞動契約的認定，依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長期穩定的實務見解，是採人格、經濟及組織等從屬性特徵以為判斷，包括：⒈人格上的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的指揮、命令、調度等，且有受懲戒等不利益處置的可能，因為雇主懲戒權的行使，足以對勞工意向等內心活動達到相當程度的干涉及強制，屬於雇主指揮監督權的具體表徵，而為人格從屬性的判斷因素。⒉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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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人的目的而勞動，薪資等勞動條件亦受制於他方。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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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08年5月15日修正公布的現行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遂明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
　㈡系爭契約應屬勞動契約：
　⒈原告分別與系爭業務員於99年8月27日、30日、11月15日、100年1月1日、101年9月17日、102年4月17日、6月13日、10月18日、103年7月15日、104年3月19日、8月4日、106年3月29日簽訂系爭契約及附件(本院卷一第319頁至404頁、本院卷二第7頁至101頁)。系爭契約(99年7月版、105年7月版)第3條第1項、第5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前段約定，原告之公告或規定，構成系爭契約內容之一部；系爭契約如有附件，亦同。是以，各該契約的附件包括原告99年6月22日(99)三業㈢字第4號公告、系爭公告等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年終業績獎金計算規定、原告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102年11月13日、104年3月10日、105年6月30日修訂版)(本院卷二第13頁)、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原告98年3月1日(98)三業㈤字第35號公告、104年5月25日(104)三業㈤字第111號公告、108年6月17日(108)三業㈤字第148號公告修訂〕、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原告業務人員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懲處辦法、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規範、業務員招攬管理辦法、108年3月6日(108)三業㈤字第63號公告訂定之「三商美邦人壽電子公文通知作業辦法」、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業務人事專用)、業務人員行為自律守則，均屬系爭契約內容的一部分。又依前揭附件封面所載：「日後附件內各相關規定若有修改，依公司最新公告為準。」(本院卷二第7、23、39、53、69、85頁；原處分卷第617頁)可知，系爭契約配合使用之附件，應以原告最新公告者為依據，亦為系爭契約之一部分。
　⒉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的勞務契約即系爭契約具有從屬性：
　⑴依系爭契約(99年7月版、105年7月版)第5條第1項約定之原告「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附件「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原告「業務人員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懲處辦法」、「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規範」、「業務員招攬管理辦法」可知，系爭業務員除了要遵守保險相關法規的規定外，還必須遵守原告所定懲處規定，且前揭懲處規定及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第4款所稱公告或規定等規範內容，均得由原告片面訂定及調整，系爭業務員幾無商議的可能；原告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8條第1項所定「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業務人員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懲處辦法」可知，系爭業務員負有遵循保險法規相關規範及契約約定的義務，且原告得依其違反的行為態樣及情節輕重予以懲戒，其懲戒類別除有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所定的停止招攬處分外，另依原告「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規範」尚有行政記點處分，或得限縮、取消已授權予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或服務行為之種類範圍及加強對業務員所招攬或服務保單抽檢比例或為其他行政管控措施；依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違紀累計6點，終止所有合約關係；又對違規行為情節重大者，即業務員於單一案件受違紀6點以上處分、因違反原告「業務人員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懲處辦法」規定致受停止招攬1年以上處分之情形，原告得一併終止雙方所有契約關係，將影響系爭業務員工作權益；而業務員對於所受的懲處如有疑義，得於收到懲處通知日起1個月內提出申復，並以1次為限。觀察上述懲處辦法附件1、「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規範」附件「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行為態樣及處分標準表」之違規行為態樣，除了有「利用退佣、給予保費折扣或其他不當之折讓方式為招攬行為」、「未經公司許可經由各項管道(、方式或以不實內容)徵募人員」、「業務員私自銷售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之保險商品；如由公司主導者除外」、「為其他同業招攬業務(為非所屬公司招攬有關保險業務)」等屬人性條款；及「未親晤保戶致未能取得保戶親簽之保險契約文件」等親自履行條款，甚至包括：態度不佳與公司同仁、客戶、公司業務合作之人發生衝突、「無故延誤或不配合公司或政府機關業務檢查或爭議案件調查，致使保戶或公司權益明顯受損」、「業務員自行投保件(包括業務員自己、其配偶及一等血親為要／被保險人)有虛偽不實之情事致影響公司權益或有藉以獲取不當利益者」、「未善盡保管公司帳務憑證之責」等與招攬保險契約無直接關係的事項，等同將系爭業務員納入原告組織體制之內，使其受到高強度的管理，足見系爭業務員在原告企業組織內，受組織的內部規範、程序等高度制約，不但有服從的義務及晉陞的管道，並有受懲戒等不利益處置的可能，堪認其等間具有高度的人格及組織上的從屬性。
　⑵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約定、附件原告「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系爭業務員須接受原告對其業績的評量，如有違反或未達原告所訂的業績標準，原告就可以不經預告逕行終止系爭契約，足見系爭業務員是為原告的經濟利益進行招攬保險業務；第3條約定可知，原告對報酬及服務獎金的數額計算暨發放方式具有完全的決定權，並得以片面調整，系爭業務員毫無影響及議價的空間，更可見系爭業務員與原告間關於報酬計算及支領方式也具有高度的經濟上從屬性；附件「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5項前段規定，系爭業務員應於所招攬的要保書上親自簽名，足認系爭業務員必須親自招攬保險，不可委由代理人為之。觀諸前揭情形，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所簽訂的系爭契約，雖均以「承攬」為名，並約定該契約為承攬契約，雙方不適用其他勞務契約的相關法令，及系爭業務員明瞭第3條約定的報酬，並非勞動基準法所規定的工資，然經檢視系爭契約的內容，具有人格、經濟及組織上的高度從屬性，其實質仍具有勞動契約的本質，屬於勞動基準法上的勞動契約，不因系爭契約上述的用語及記載，而影響其法律性質的定性。尤其，原告所定懲處辦法附件1懲處行為態樣中：禁止系爭業務員「利用退佣、給予保費折扣或其他不當之折讓方式為招攬行為」，與承攬契約僅須承攬人為定作人完成一定的工作，定作人除給付報酬外，無從限制承攬人以降低自己獲利的方式招攬或促銷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的精神，顯不相當；禁止系爭業務員「未經公司許可經由各項管道徵募人員」，也與承攬契約重在完成一定的工作，定作人無從限制承攬人徵募符合資格的履行輔助人協助有別；禁止系爭業務員「為其他同業招攬業務」的競業禁止條款，更與承攬契約的承攬人是以多方承攬不同定作人的工作作為提高獲利、降低業務風險的主要方式，背道而馳；原告還訂定比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更嚴格的規定，進一步禁止系爭業務員「未經所屬公司同意銷售非經營同類保險業務之保險金融商品」(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4條第2項規定：「保險業、保險代理人公司之業務員，取得相關資格，得登錄於另一家非經營同類保險業務之保險業或保險代理人公司，並以一家為限。」)，更加限縮系爭業務員提高獲利、降低業務風險的自主權；此外，原告可以無視主管機關的監管，雖禁止「業務員私自銷售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之保險商品」但「如由公司主導者除外」，更是將系爭業務員作為銷售原告所主導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保險商品的延伸手足。以上各項契約條款，不但欠缺承攬契約的獨立性，反而大為提高系爭契約在人格、經濟及組織上的從屬性，正足以證明系爭契約屬於勞動基準法上的勞動契約。
　㈢系爭契約中之「承攬報酬」及「年度服務獎金」仍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稱之工資：
　⒈勞動基準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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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使勞動基準法規定之按件計酬無適用之餘地。
　⒉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固約定：「乙方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予甲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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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業績獎金』領取報酬。」系爭公告第5點、第8點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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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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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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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應具備之要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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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指稱之「系爭業務員須自行負擔營業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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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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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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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前揭「承攬報酬」係因業務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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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原告指稱前揭報酬並非工資云云，並無可採。
  ㈣被告以原處分各裁處原告罰鍰1,532,100元、990,044元及1,972,844元，並無違誤：
　⒈原告為系爭業務員之雇主，未將其發給勞工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報酬」列為月薪資總額，申報勞工保險投保薪資，自有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所定，投保單位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之情形，原告短報之保險費金額分別為383,025元、247,511元及493,211元，有原處分所附之勞工保險罰鍰計算表可參(本院卷一第187頁、第209頁、第235頁)，以4倍計算罰鍰，分別為1,532,100元、990,044元及1,972,844元，被告如數裁罰，並無錯誤。
　⒉被告依其調查之結果，認定系爭契約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屬於工資，並無違誤，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及第36條職權調查原則，並無可採。又原處分業已說明因原告短報系爭業務員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規定，按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並檢附「勞工保險罰鍰金額計算表」、罰鍰明細表，已敘明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附記行政救濟之教示文字，並無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及第96條之規定，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行政行為明確性原則，亦不足採。
　⒊原告復主張被告於作成原處分前，未依行政程序法第39條，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違反同法第102條規定云云。惟按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規定，行政處分所根據的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行政機關得不給予陳述意見的機會。本件被告認定原告未申報之系爭業務員投保薪資金額，核係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之事實，則被告於原處分作成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的機會，並沒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
　⒋原告自82年間起設立迄今，經營時間已然甚久，於全國亦設有5家分公司，本件起訴時實收資本額為45,995,101,440元，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資料可參(本院卷一第11、12頁)，可認原告應具有營運上及勞工管理之專業；其復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行業，應適用勞動基準法所生之勞動權益，舉凡勞動契約、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工資給付、資遣費、退休金、職業災害補償、全民健康保險等事項，均與每位勞工之生活及工作安全保障息息相關，此觀諸勞動基準法及勞工保險條例之立法意旨，至為灼然。是原告迄被告作成原處分前，盡擇對己有利之歧異見解，始終無視前述相關規定及勞工權益，而為本件違法行為，自彰顯其具有主觀不法之故意，且縱認其無故意，其亦有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
　㈤綜上所述，原告執前揭主張要旨各情，均無足採。系爭業務員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及系爭公告，領取的「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均屬業務員招攬保險業務的對價，原告於原處分附表1至3違規期間欄所載期間給付予系爭業務員的「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其性質應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所規定的「工資」，即使原告以「保險承攬報酬」或「年度服務獎金」稱之，也只是原告自行給定的名目，並不影響前揭報酬、獎金為工資的本質。而系爭業務員如原處分附表1至3違規期間欄所載期間之工資已有變動，原告未覈實申報而將系爭業務員投保薪資以多報少，被告乃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並作成原處分，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核無不合，是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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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併說明。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張瑜鳳
                                    法  官　郭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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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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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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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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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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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劉聿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