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消上易字第16號

上  訴  人  劉濬豪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上訴人  威利傳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莊旭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

2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消字第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除確

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伍萬元。

上訴人其餘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被上

訴人負擔四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民事

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定有明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就寵物

美容提供之服務有缺失，致其飼養之寵物柯基犬「肉肉」

（下稱系爭寵物）死亡，於原審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第22

7條之1、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消費者保護法

（下稱消保法）第7條第3項、第51條等規定為請求，於本院

審理中，追加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請求擇

一為有利判決（見本院卷第153頁），經被上訴人表示程序

上同意（見本院卷第153頁），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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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112年3月12日下午5時許，將飼養之

系爭寵物送至被上訴人所經營，位於臺北市○○區○○街00

0號之寵物美容店「○○○寵物沙龍」（下稱系爭沙龍），

委託系爭沙龍之員工（下稱沙龍員工）提供寵物美容之服

務。沙龍員工進行清洗工作時，本應依沙龍之作業程序，以

「揹書包式保定」固定系爭寵物，竟未依該程序，反以保定

繩繫於系爭寵物頸部，亦未留意保定繩過緊；清洗過程中，

有對系爭寵物鼻口灌水之行為。後續系爭寵物失去意識，趴

臥於清洗平臺上，然沙龍員工仍未留意系爭寵物狀況，持續

清潔清洗平臺，致系爭寵物因長時間遭保定繩勒住而死亡。

被上訴人提供之寵物美容服務造成系爭寵物死亡之結果，顯

然不符合當時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可歸責於被上

訴人之事由導致系爭寵物死亡，被上訴人為沙龍員工之僱用

人，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負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

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第227條第2項、第227條之

1、消保法第7條第3項及同法第51條之規定，擇一請求被上

訴人賠償系爭寵物購買價格新臺幣（下同）3萬元、精神慰

撫金14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3萬元，共計20萬元（原審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就此部分提起上訴，逾此非本院審

理範圍，不予贅述）。上訴及追加之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

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

訴人20萬元。

二、被上訴人則以：沙龍員工就寵物美容服務之提供均按照標準

作業流程進行，並無證據證明揹書包式保定或將保定繩繫於

寵物脖子之保定方式，對於寵物之安全性有差異。沙龍員工

因曾遭系爭寵物咬傷，經上訴人同意為系爭寵物安裝嘴套，

因沙龍員工心有餘悸，將系爭寵物安置一旁，待手邊工作完

成再進行收尾工作，然系爭寵物於等待過程中不幸離世，伊

雖曾詢問上訴人是否將系爭寵物解剖查明死因，遭上訴人拒

絕，參酌系爭寵物於111年間曾多次進行身體檢查，更曾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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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急診，無從認定系爭寵物之死亡，係因伊提供寵物美容服

務所導致，伊就系爭寵物之死亡，並無故意過失。事發後，

伊態度誠懇協助上訴人處理系爭寵物喪葬事宜，非屬情節重

大，上訴人請求之數額顯然過高等語置辯。答辯聲明：上訴

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74頁，並依判決格式增刪修

改文句）：　

　㈠上訴人於112年3月12日下午5時許，將飼養之系爭寵物送至

被上訴人位於臺北市○○區○○街000號之系爭沙龍，由沙

龍員工為寵物進行美容服務。

　㈡上訴人於112年3月12日晚間9時許接獲被上訴人電話告知系

爭寵物已死亡。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沙龍寵物美容服務與系爭寵物死亡結果，有無因果關

係：

　⒈按消保法採無過失責任主義，消費者就企業經營者是否具故

意或過失固不負舉證責任，但就「商品欠缺安全性」與致生

「損害」間是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仍應由消費者或第三人

舉證證明，始可獲得賠償（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273號

判決參照）。上訴人主張系爭寵物因被上訴人提供之美容服

務死亡，仍須就系爭寵物死亡結果與該美容服務間有因果關

係，負舉證之責。

　⒉系爭沙龍寵物清理流程為：⒈把狗牽上水槽，用保定繩綁在

狗身上（揹書包的保定）。⒉試水溫，溫水溫溫的把狗狗淋

濕後，上第一道的清潔去垢後洗淨沖掉。再上第二道功能洗

劑（香味），起泡洗淨，靜置2~3分鐘後沖掉，沖乾淨大約5

~10分鐘。⒊擦乾上桌把身上多餘水分用掃水機掃至7-8分

乾。以上是完成洗澡的流程等語，有被上訴人提供系爭沙龍

清洗標準作業流程（下稱系爭流程）紙條為憑（見本院卷第

107頁）。而兩造對於系爭寵物清潔過程，系爭沙龍員工僅

以保定繩繫於系爭寵物頸部，未採取揹書包式保定等情，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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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5頁），顯見系爭沙龍員工，就系爭

寵物洗澡過程，並未依照系爭流程等情無訛。

　⒊又系爭寵物事發當日清洗過程為：系爭寵物體型較重，保定

繩相較之下似太短，而持續勒住系爭寵物脖子。前段由女員

工洗系爭寵物，系爭寵物較躁動，後來換男員工洗系爭寵

物，洗狗過程男員工未注意狗出現癱軟異狀，仍持續洗系爭

寵物，系爭寵物癱軟趴臥後，脖子仍懸掛保定繩，導致系爭

寵物懸吊窒息而死亡等情，有上訴人另案提告刑事毀損告訴

案件（案列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112年

度偵字第20520號，下稱另案毀損案件），檢察事務官勘驗

報告為憑（見另案毀損案件卷第30至37頁）。可認系爭寵物

死亡之原因，係沙龍員工未依系爭流程保定，因保定繩過

短，系爭寵物持續遭保定繩懸吊致其窒息死亡等情明確。被

上訴人提供之寵物美容服務，確為系爭寵物死亡之原因。

　⒋再觀諸另案毀損案件不起訴處分書記載：「告訴人（即上訴

人）所飼養之本案寵物犬，於洗澡過程中確有較為緊張躁動

及持續想要跳離洗澡臺之情狀，因而出現本案寵物犬自行向

前拉扯狗繩而勒緊脖子的狀態，其後本案寵物犬因疲累而倒

臥洗澡臺上，又因告訴人（應指該案被告）店內使用狗繩過

短，造成本案寵物犬靜臥於洗澡臺時，脖子仍持續遭狗繩勒

住，導致呼吸困難造成窒息死亡之結果，且本案寵物犬出現

靜止（間歇有抽促）等異常情狀之時（即當日20時58分30秒

起至21時1分36秒止）告訴人（應指該案被告）員工並未及

時發現異狀，而持續分心沖洗洗澡臺、清潔洗浴用品、清除

洗澡臺內殘留寵物毛髮等不專注行為…足見被告店內員工確

實處於輕忽鬆懈之狀態。」等語（見另案毀損案件卷第41頁

及同頁背面），亦認定系爭寵物死亡之結果為被上訴人系爭

沙龍使用保定繩勒住系爭寵物脖子，導致系爭寵物窒息死

亡，與本院前揭認定相同，附此敘明。

　⒌至上訴人另主張沙龍員工於清洗過程，有對系爭寵物口鼻灌

水之不當行為云云，然自前揭檢察事務官勘驗報告，僅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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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龍員工有短暫以水柱沖系爭寵物鼻子之情形（見另案毀損

案件卷第33頁背面），無從排除沙龍員工僅為清潔系爭寵物

臉部，沙龍員工該部分行為，難認有何不當。　　　

　㈡上訴人依消保法第7條第3項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有無理

由：　

　⒈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

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

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

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

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

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

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

償責任。消保法第7條定有明文。又消保法第7條第1項所定

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應就服

務之標示說明、可期待之合理使用或接受、流通進入市場或

提供時期等情事為認定（消保法施行細則第5條參照）。是

以，服務安全性之欠缺，係指依當時之科技或專業水準，於

一般人以合理期待之態度接受服務，發生超出其對安全期待

之異常危險，而非以專業觀點，判斷遊樂業經營者有無服務

安全欠缺。蓋消費者期待、信賴於消費過程，遊樂業經營者

能確保其場所舉辦之遊樂活動，不致發生不合理、難以預見

之意外事故（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9號判決參照）。

而上開判決雖係就遊樂業經營者提供之服務是否欠缺安全性

進行闡釋，然就該判決所揭櫫服務安全性欠缺之要件，於其

他行業之企業經營者，仍應有所適用，合先敘明。

　⒉上訴人將系爭寵物交由系爭沙龍進行寵物美容服務，造成系

爭寵物死亡之結果，該危險超出一般消費者之合理期待，非

上訴人所能認識或遇見，屬非正常或不合理之危險，應由被

上訴人承擔該危險造成之不利益。是上訴人依消保法第7條

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當屬有據。又依消保法

第1條第2項規定，可知該法係民法之特別法，並以民法為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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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法，是企業經營者應依消保法第7條第3項規定負損害賠償

責任者，因消保法並未規定消費者或第三人得請求損害賠償

之範圍，自應適用民法有關損害賠償之規定。茲就上訴人請

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有無理由，分別審酌如下：

　⑴系爭寵物死亡之損害：兩造就系爭寵物之價值為3萬元，均

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25頁），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

該部分損害，應屬有據，而應准許。

　⑵精神慰撫金：

　①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

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

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前2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

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

者，準用之，民法第195條第1、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該條

法理由載明：「第1項係為配合民法總則第18條規定而設，

現行條文採列舉主義，惟人格權為抽象法律概念，其內容與

範圍，每隨時間、地區及社會情況之變遷有所不同，立法上

自不宜限制過嚴，否則受害者將無法獲得非財產上之損害賠

償，有失情法之平。反之，如過於寬泛，則易啟人民好訟之

風，亦非國家社會之福，現行條文第1項列舉規定人格權之

範圍，僅為身體、健康、名譽、自由四權。揆諸現代法律思

潮，似嫌過窄，爰斟酌我國傳統之道德觀念，擴張其範圍，

及於信用、隱私、貞操等之侵害，並增訂『不法侵害其他人

格法益而情節重大』等文字，俾免掛漏並杜浮濫」；「身分

法益與人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益。本條第1項僅規定被害人

的請求人格法益被侵害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至於身分法

益被侵害，可否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則付闕如，有欠

周延，宜予增訂。惟對身分法益之保障亦不宜太過寬泛。鑑

於父母或配偶與本人之關係最為親密，基於此種親密關係所

生之身分法益被侵害時，其所受精神上之痛苦最深，故明定

『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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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始受保障。例如未成年子女被人擄略時，父母監護權

被侵害所受精神上之痛苦。又如配偶之一方被強姦，他方身

分法益被侵害所致精神上之痛苦等是，爰增訂第3項準用規

定，以期周延」等語，足見民法第195條第1項係關於人格權

受侵害時，被害人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規定，至於身

分法益受侵害時，由同條第3項所規範，且限於不法侵害他

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

者，始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②上訴人主張飼養系爭寵物已7年（見原審卷第13頁），雖可

認與系爭寵物情感連結緊密，因系爭寵物死亡將受有精神痛

苦，然此係因系爭寵物長期陪伴上訴人，上訴人對系爭寵物

情感投注甚深，因系爭寵物離世，頓失系爭寵物之陪伴與情

感寄託所致，非因上訴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

用、隱私、貞操或其他人格權受到侵害，上訴人亦非系爭寵

物之父、母、子、女或配偶，自無從主張民法第195條第1、

3項之損害賠償。又民法為消保法之補充法，兩者就損害賠

償範圍自應一致，是上訴人依消保法第7條第3項規定，請求

被上訴人賠償精神慰撫金14萬元，自難認有據。

　㈢本件既依消保法第7條第3項之規定，於3萬元之範圍內，准

許上訴人之請求，而民法與消保法損害賠償範圍相同，難認

上訴人另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第227條之1、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得使上訴人受更有利之判

決，是就其餘部分即毋庸再予審究，附此敘明。

　㈣上訴人依消保法第51條請求懲罰性違約金，有無理由：

　⒈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

者得請求損害額5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

致之損害，得請求3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

損害，得請求損害額1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消保法第51

條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乃在懲罰惡性之企業經營者，

以維護消費者利益。故必須企業經營者於經營企業本身有故

意或過失，致消費者受損害，消費者始得依上開規定請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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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倍數之懲罰性賠償金。

　⒉本件因沙龍員工未依系爭流程提供寵物美容之服務，導致系

爭寵物死亡之結果，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就系爭寵物之死

亡，被上訴人顯有過失，是上訴人依消保法第51條規定，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懲罰性賠償金，當屬有據。本院審酌上訴人

因系爭寵物死亡，受有3萬元之損害，而系爭寵物死亡原

因，係因沙龍員工保定流程不當，且當系爭寵物倒臥靜止

時，仍分心清理平臺，未持續留意系爭寵物當下狀況，然沙

龍員工分心清潔平臺之時間約3分鐘，且於發現系爭寵物倒

臥不起後，仍有嘗試急救，有另案毀損案件勘驗報告為證

（見另案毀損案件卷第34至36頁背面），亦與另案毀損案件

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認定相同（見同上卷第41頁背面），難

認沙龍員工過失已達欠缺一般人注意之程度。另審酌上訴人

於110至112年間收入分別約為37萬元、38萬元、38萬元，名

下無財產，而被上訴人公司資本額為500萬元，113年9月至1

0月間銷售額為644萬6,524元，有上訴人稅務T-Road資訊連

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被上訴人公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

營業人銷售額及稅額申報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67至81

頁、第177頁、第183頁），暨沙龍員工過失情節、被上訴人

已負擔系爭寵物喪葬費用，認被上訴人應負擔懲罰性賠償

金，以2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

回。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消保法第7條第3項及第51條之規定，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5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

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

二項所示。至於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

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

分之上訴。另上訴人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為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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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基礎，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部分，仍不能為更有利之認定，

應予駁回。又上訴人勝訴部分，訴訟標的金額未逾150萬

元，被上訴人不得上訴，於本判決宣示後即確定，無宣告假

執行之必要，原審就此部分駁回上訴人假執行之聲請，理由

雖有不同，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以維持。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追加之訴

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美雲

　　　　　　　　　　　　　　　法　官　古振暉

　　　　　　　　　　　　　　　法　官　王　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王詩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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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消上易字第16號
上  訴  人  劉濬豪  




被  上訴人  威利傳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旭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2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消字第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伍萬元。
上訴人其餘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四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定有明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就寵物美容提供之服務有缺失，致其飼養之寵物柯基犬「肉肉」（下稱系爭寵物）死亡，於原審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第227條之1、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第3項、第51條等規定為請求，於本院審理中，追加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見本院卷第153頁），經被上訴人表示程序上同意（見本院卷第153頁），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112年3月12日下午5時許，將飼養之系爭寵物送至被上訴人所經營，位於臺北市○○區○○街000號之寵物美容店「○○○寵物沙龍」（下稱系爭沙龍），委託系爭沙龍之員工（下稱沙龍員工）提供寵物美容之服務。沙龍員工進行清洗工作時，本應依沙龍之作業程序，以「揹書包式保定」固定系爭寵物，竟未依該程序，反以保定繩繫於系爭寵物頸部，亦未留意保定繩過緊；清洗過程中，有對系爭寵物鼻口灌水之行為。後續系爭寵物失去意識，趴臥於清洗平臺上，然沙龍員工仍未留意系爭寵物狀況，持續清潔清洗平臺，致系爭寵物因長時間遭保定繩勒住而死亡。被上訴人提供之寵物美容服務造成系爭寵物死亡之結果，顯然不符合當時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事由導致系爭寵物死亡，被上訴人為沙龍員工之僱用人，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負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第227條第2項、第227條之1、消保法第7條第3項及同法第51條之規定，擇一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系爭寵物購買價格新臺幣（下同）3萬元、精神慰撫金14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3萬元，共計20萬元（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就此部分提起上訴，逾此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述）。上訴及追加之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萬元。
二、被上訴人則以：沙龍員工就寵物美容服務之提供均按照標準作業流程進行，並無證據證明揹書包式保定或將保定繩繫於寵物脖子之保定方式，對於寵物之安全性有差異。沙龍員工因曾遭系爭寵物咬傷，經上訴人同意為系爭寵物安裝嘴套，因沙龍員工心有餘悸，將系爭寵物安置一旁，待手邊工作完成再進行收尾工作，然系爭寵物於等待過程中不幸離世，伊雖曾詢問上訴人是否將系爭寵物解剖查明死因，遭上訴人拒絕，參酌系爭寵物於111年間曾多次進行身體檢查，更曾送醫急診，無從認定系爭寵物之死亡，係因伊提供寵物美容服務所導致，伊就系爭寵物之死亡，並無故意過失。事發後，伊態度誠懇協助上訴人處理系爭寵物喪葬事宜，非屬情節重大，上訴人請求之數額顯然過高等語置辯。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74頁，並依判決格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上訴人於112年3月12日下午5時許，將飼養之系爭寵物送至被上訴人位於臺北市○○區○○街000號之系爭沙龍，由沙龍員工為寵物進行美容服務。
　㈡上訴人於112年3月12日晚間9時許接獲被上訴人電話告知系爭寵物已死亡。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沙龍寵物美容服務與系爭寵物死亡結果，有無因果關係：
　⒈按消保法採無過失責任主義，消費者就企業經營者是否具故意或過失固不負舉證責任，但就「商品欠缺安全性」與致生「損害」間是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仍應由消費者或第三人舉證證明，始可獲得賠償（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273號判決參照）。上訴人主張系爭寵物因被上訴人提供之美容服務死亡，仍須就系爭寵物死亡結果與該美容服務間有因果關係，負舉證之責。
　⒉系爭沙龍寵物清理流程為：⒈把狗牽上水槽，用保定繩綁在狗身上（揹書包的保定）。⒉試水溫，溫水溫溫的把狗狗淋濕後，上第一道的清潔去垢後洗淨沖掉。再上第二道功能洗劑（香味），起泡洗淨，靜置2~3分鐘後沖掉，沖乾淨大約5~10分鐘。⒊擦乾上桌把身上多餘水分用掃水機掃至7-8分乾。以上是完成洗澡的流程等語，有被上訴人提供系爭沙龍清洗標準作業流程（下稱系爭流程）紙條為憑（見本院卷第107頁）。而兩造對於系爭寵物清潔過程，系爭沙龍員工僅以保定繩繫於系爭寵物頸部，未採取揹書包式保定等情，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5頁），顯見系爭沙龍員工，就系爭寵物洗澡過程，並未依照系爭流程等情無訛。
　⒊又系爭寵物事發當日清洗過程為：系爭寵物體型較重，保定繩相較之下似太短，而持續勒住系爭寵物脖子。前段由女員工洗系爭寵物，系爭寵物較躁動，後來換男員工洗系爭寵物，洗狗過程男員工未注意狗出現癱軟異狀，仍持續洗系爭寵物，系爭寵物癱軟趴臥後，脖子仍懸掛保定繩，導致系爭寵物懸吊窒息而死亡等情，有上訴人另案提告刑事毀損告訴案件（案列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20520號，下稱另案毀損案件），檢察事務官勘驗報告為憑（見另案毀損案件卷第30至37頁）。可認系爭寵物死亡之原因，係沙龍員工未依系爭流程保定，因保定繩過短，系爭寵物持續遭保定繩懸吊致其窒息死亡等情明確。被上訴人提供之寵物美容服務，確為系爭寵物死亡之原因。
　⒋再觀諸另案毀損案件不起訴處分書記載：「告訴人（即上訴人）所飼養之本案寵物犬，於洗澡過程中確有較為緊張躁動及持續想要跳離洗澡臺之情狀，因而出現本案寵物犬自行向前拉扯狗繩而勒緊脖子的狀態，其後本案寵物犬因疲累而倒臥洗澡臺上，又因告訴人（應指該案被告）店內使用狗繩過短，造成本案寵物犬靜臥於洗澡臺時，脖子仍持續遭狗繩勒住，導致呼吸困難造成窒息死亡之結果，且本案寵物犬出現靜止（間歇有抽促）等異常情狀之時（即當日20時58分30秒起至21時1分36秒止）告訴人（應指該案被告）員工並未及時發現異狀，而持續分心沖洗洗澡臺、清潔洗浴用品、清除洗澡臺內殘留寵物毛髮等不專注行為…足見被告店內員工確實處於輕忽鬆懈之狀態。」等語（見另案毀損案件卷第41頁及同頁背面），亦認定系爭寵物死亡之結果為被上訴人系爭沙龍使用保定繩勒住系爭寵物脖子，導致系爭寵物窒息死亡，與本院前揭認定相同，附此敘明。
　⒌至上訴人另主張沙龍員工於清洗過程，有對系爭寵物口鼻灌水之不當行為云云，然自前揭檢察事務官勘驗報告，僅能見沙龍員工有短暫以水柱沖系爭寵物鼻子之情形（見另案毀損案件卷第33頁背面），無從排除沙龍員工僅為清潔系爭寵物臉部，沙龍員工該部分行為，難認有何不當。　　　
　㈡上訴人依消保法第7條第3項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有無理由：　
　⒈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消保法第7條定有明文。又消保法第7條第1項所定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應就服務之標示說明、可期待之合理使用或接受、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時期等情事為認定（消保法施行細則第5條參照）。是以，服務安全性之欠缺，係指依當時之科技或專業水準，於一般人以合理期待之態度接受服務，發生超出其對安全期待之異常危險，而非以專業觀點，判斷遊樂業經營者有無服務安全欠缺。蓋消費者期待、信賴於消費過程，遊樂業經營者能確保其場所舉辦之遊樂活動，不致發生不合理、難以預見之意外事故（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9號判決參照）。而上開判決雖係就遊樂業經營者提供之服務是否欠缺安全性進行闡釋，然就該判決所揭櫫服務安全性欠缺之要件，於其他行業之企業經營者，仍應有所適用，合先敘明。
　⒉上訴人將系爭寵物交由系爭沙龍進行寵物美容服務，造成系爭寵物死亡之結果，該危險超出一般消費者之合理期待，非上訴人所能認識或遇見，屬非正常或不合理之危險，應由被上訴人承擔該危險造成之不利益。是上訴人依消保法第7條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當屬有據。又依消保法第1條第2項規定，可知該法係民法之特別法，並以民法為補充法，是企業經營者應依消保法第7條第3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因消保法並未規定消費者或第三人得請求損害賠償之範圍，自應適用民法有關損害賠償之規定。茲就上訴人請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有無理由，分別審酌如下：
　⑴系爭寵物死亡之損害：兩造就系爭寵物之價值為3萬元，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25頁），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該部分損害，應屬有據，而應准許。
　⑵精神慰撫金：
　①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前2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95條第1、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該條法理由載明：「第1項係為配合民法總則第18條規定而設，現行條文採列舉主義，惟人格權為抽象法律概念，其內容與範圍，每隨時間、地區及社會情況之變遷有所不同，立法上自不宜限制過嚴，否則受害者將無法獲得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有失情法之平。反之，如過於寬泛，則易啟人民好訟之風，亦非國家社會之福，現行條文第1項列舉規定人格權之範圍，僅為身體、健康、名譽、自由四權。揆諸現代法律思潮，似嫌過窄，爰斟酌我國傳統之道德觀念，擴張其範圍，及於信用、隱私、貞操等之侵害，並增訂『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等文字，俾免掛漏並杜浮濫」；「身分法益與人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益。本條第1項僅規定被害人的請求人格法益被侵害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至於身分法益被侵害，可否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則付闕如，有欠周延，宜予增訂。惟對身分法益之保障亦不宜太過寬泛。鑑於父母或配偶與本人之關係最為親密，基於此種親密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被侵害時，其所受精神上之痛苦最深，故明定『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始受保障。例如未成年子女被人擄略時，父母監護權被侵害所受精神上之痛苦。又如配偶之一方被強姦，他方身分法益被侵害所致精神上之痛苦等是，爰增訂第3項準用規定，以期周延」等語，足見民法第195條第1項係關於人格權受侵害時，被害人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規定，至於身分法益受侵害時，由同條第3項所規範，且限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始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②上訴人主張飼養系爭寵物已7年（見原審卷第13頁），雖可認與系爭寵物情感連結緊密，因系爭寵物死亡將受有精神痛苦，然此係因系爭寵物長期陪伴上訴人，上訴人對系爭寵物情感投注甚深，因系爭寵物離世，頓失系爭寵物之陪伴與情感寄託所致，非因上訴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其他人格權受到侵害，上訴人亦非系爭寵物之父、母、子、女或配偶，自無從主張民法第195條第1、3項之損害賠償。又民法為消保法之補充法，兩者就損害賠償範圍自應一致，是上訴人依消保法第7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精神慰撫金14萬元，自難認有據。
　㈢本件既依消保法第7條第3項之規定，於3萬元之範圍內，准許上訴人之請求，而民法與消保法損害賠償範圍相同，難認上訴人另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第227條之1、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得使上訴人受更有利之判決，是就其餘部分即毋庸再予審究，附此敘明。
　㈣上訴人依消保法第51條請求懲罰性違約金，有無理由：
　⒈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5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3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1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消保法第51條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乃在懲罰惡性之企業經營者，以維護消費者利益。故必須企業經營者於經營企業本身有故意或過失，致消費者受損害，消費者始得依上開規定請求不同倍數之懲罰性賠償金。
　⒉本件因沙龍員工未依系爭流程提供寵物美容之服務，導致系爭寵物死亡之結果，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就系爭寵物之死亡，被上訴人顯有過失，是上訴人依消保法第5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懲罰性賠償金，當屬有據。本院審酌上訴人因系爭寵物死亡，受有3萬元之損害，而系爭寵物死亡原因，係因沙龍員工保定流程不當，且當系爭寵物倒臥靜止時，仍分心清理平臺，未持續留意系爭寵物當下狀況，然沙龍員工分心清潔平臺之時間約3分鐘，且於發現系爭寵物倒臥不起後，仍有嘗試急救，有另案毀損案件勘驗報告為證（見另案毀損案件卷第34至36頁背面），亦與另案毀損案件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認定相同（見同上卷第41頁背面），難認沙龍員工過失已達欠缺一般人注意之程度。另審酌上訴人於110至112年間收入分別約為37萬元、38萬元、38萬元，名下無財產，而被上訴人公司資本額為500萬元，113年9月至10月間銷售額為644萬6,524元，有上訴人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被上訴人公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營業人銷售額及稅額申報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67至81頁、第177頁、第183頁），暨沙龍員工過失情節、被上訴人已負擔系爭寵物喪葬費用，認被上訴人應負擔懲罰性賠償金，以2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消保法第7條第3項及第51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5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另上訴人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部分，仍不能為更有利之認定，應予駁回。又上訴人勝訴部分，訴訟標的金額未逾150萬元，被上訴人不得上訴，於本判決宣示後即確定，無宣告假執行之必要，原審就此部分駁回上訴人假執行之聲請，理由雖有不同，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以維持。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追加之訴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美雲
　　　　　　　　　　　　　　　法　官　古振暉
　　　　　　　　　　　　　　　法　官　王　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王詩涵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消上易字第16號
上  訴  人  劉濬豪  


被  上訴人  威利傳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旭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
2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消字第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除確
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伍萬元。
上訴人其餘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被上
訴人負擔四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民事
    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定有明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就寵物
    美容提供之服務有缺失，致其飼養之寵物柯基犬「肉肉」（
    下稱系爭寵物）死亡，於原審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第227
    條之1、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消費者保護法
    （下稱消保法）第7條第3項、第51條等規定為請求，於本院
    審理中，追加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請求擇
    一為有利判決（見本院卷第153頁），經被上訴人表示程序
    上同意（見本院卷第153頁），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112年3月12日下午5時許，將飼養之
    系爭寵物送至被上訴人所經營，位於臺北市○○區○○街000號
    之寵物美容店「○○○寵物沙龍」（下稱系爭沙龍），委託系
    爭沙龍之員工（下稱沙龍員工）提供寵物美容之服務。沙龍
    員工進行清洗工作時，本應依沙龍之作業程序，以「揹書包
    式保定」固定系爭寵物，竟未依該程序，反以保定繩繫於系
    爭寵物頸部，亦未留意保定繩過緊；清洗過程中，有對系爭
    寵物鼻口灌水之行為。後續系爭寵物失去意識，趴臥於清洗
    平臺上，然沙龍員工仍未留意系爭寵物狀況，持續清潔清洗
    平臺，致系爭寵物因長時間遭保定繩勒住而死亡。被上訴人
    提供之寵物美容服務造成系爭寵物死亡之結果，顯然不符合
    當時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事
    由導致系爭寵物死亡，被上訴人為沙龍員工之僱用人，應依
    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負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88條第1項、第227條第2項、第227條之1、消保法
    第7條第3項及同法第51條之規定，擇一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系
    爭寵物購買價格新臺幣（下同）3萬元、精神慰撫金14萬元
    及懲罰性賠償金3萬元，共計20萬元（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
    判決，上訴人就此部分提起上訴，逾此非本院審理範圍，不
    予贅述）。上訴及追加之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
    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萬元。
二、被上訴人則以：沙龍員工就寵物美容服務之提供均按照標準
    作業流程進行，並無證據證明揹書包式保定或將保定繩繫於
    寵物脖子之保定方式，對於寵物之安全性有差異。沙龍員工
    因曾遭系爭寵物咬傷，經上訴人同意為系爭寵物安裝嘴套，
    因沙龍員工心有餘悸，將系爭寵物安置一旁，待手邊工作完
    成再進行收尾工作，然系爭寵物於等待過程中不幸離世，伊
    雖曾詢問上訴人是否將系爭寵物解剖查明死因，遭上訴人拒
    絕，參酌系爭寵物於111年間曾多次進行身體檢查，更曾送
    醫急診，無從認定系爭寵物之死亡，係因伊提供寵物美容服
    務所導致，伊就系爭寵物之死亡，並無故意過失。事發後，
    伊態度誠懇協助上訴人處理系爭寵物喪葬事宜，非屬情節重
    大，上訴人請求之數額顯然過高等語置辯。答辯聲明：上訴
    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74頁，並依判決格式增刪修
    改文句）：　
　㈠上訴人於112年3月12日下午5時許，將飼養之系爭寵物送至被
    上訴人位於臺北市○○區○○街000號之系爭沙龍，由沙龍員工
    為寵物進行美容服務。
　㈡上訴人於112年3月12日晚間9時許接獲被上訴人電話告知系爭
    寵物已死亡。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沙龍寵物美容服務與系爭寵物死亡結果，有無因果關係
    ：
　⒈按消保法採無過失責任主義，消費者就企業經營者是否具故
    意或過失固不負舉證責任，但就「商品欠缺安全性」與致生
    「損害」間是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仍應由消費者或第三人
    舉證證明，始可獲得賠償（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273號
    判決參照）。上訴人主張系爭寵物因被上訴人提供之美容服
    務死亡，仍須就系爭寵物死亡結果與該美容服務間有因果關
    係，負舉證之責。
　⒉系爭沙龍寵物清理流程為：⒈把狗牽上水槽，用保定繩綁在狗
    身上（揹書包的保定）。⒉試水溫，溫水溫溫的把狗狗淋濕
    後，上第一道的清潔去垢後洗淨沖掉。再上第二道功能洗劑
    （香味），起泡洗淨，靜置2~3分鐘後沖掉，沖乾淨大約5~1
    0分鐘。⒊擦乾上桌把身上多餘水分用掃水機掃至7-8分乾。
    以上是完成洗澡的流程等語，有被上訴人提供系爭沙龍清洗
    標準作業流程（下稱系爭流程）紙條為憑（見本院卷第107
    頁）。而兩造對於系爭寵物清潔過程，系爭沙龍員工僅以保
    定繩繫於系爭寵物頸部，未採取揹書包式保定等情，均不爭
    執（見本院卷第155頁），顯見系爭沙龍員工，就系爭寵物
    洗澡過程，並未依照系爭流程等情無訛。
　⒊又系爭寵物事發當日清洗過程為：系爭寵物體型較重，保定
    繩相較之下似太短，而持續勒住系爭寵物脖子。前段由女員
    工洗系爭寵物，系爭寵物較躁動，後來換男員工洗系爭寵物
    ，洗狗過程男員工未注意狗出現癱軟異狀，仍持續洗系爭寵
    物，系爭寵物癱軟趴臥後，脖子仍懸掛保定繩，導致系爭寵
    物懸吊窒息而死亡等情，有上訴人另案提告刑事毀損告訴案
    件（案列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
    字第20520號，下稱另案毀損案件），檢察事務官勘驗報告
    為憑（見另案毀損案件卷第30至37頁）。可認系爭寵物死亡
    之原因，係沙龍員工未依系爭流程保定，因保定繩過短，系
    爭寵物持續遭保定繩懸吊致其窒息死亡等情明確。被上訴人
    提供之寵物美容服務，確為系爭寵物死亡之原因。
　⒋再觀諸另案毀損案件不起訴處分書記載：「告訴人（即上訴
    人）所飼養之本案寵物犬，於洗澡過程中確有較為緊張躁動
    及持續想要跳離洗澡臺之情狀，因而出現本案寵物犬自行向
    前拉扯狗繩而勒緊脖子的狀態，其後本案寵物犬因疲累而倒
    臥洗澡臺上，又因告訴人（應指該案被告）店內使用狗繩過
    短，造成本案寵物犬靜臥於洗澡臺時，脖子仍持續遭狗繩勒
    住，導致呼吸困難造成窒息死亡之結果，且本案寵物犬出現
    靜止（間歇有抽促）等異常情狀之時（即當日20時58分30秒
    起至21時1分36秒止）告訴人（應指該案被告）員工並未及
    時發現異狀，而持續分心沖洗洗澡臺、清潔洗浴用品、清除
    洗澡臺內殘留寵物毛髮等不專注行為…足見被告店內員工確
    實處於輕忽鬆懈之狀態。」等語（見另案毀損案件卷第41頁
    及同頁背面），亦認定系爭寵物死亡之結果為被上訴人系爭
    沙龍使用保定繩勒住系爭寵物脖子，導致系爭寵物窒息死亡
    ，與本院前揭認定相同，附此敘明。
　⒌至上訴人另主張沙龍員工於清洗過程，有對系爭寵物口鼻灌
    水之不當行為云云，然自前揭檢察事務官勘驗報告，僅能見
    沙龍員工有短暫以水柱沖系爭寵物鼻子之情形（見另案毀損
    案件卷第33頁背面），無從排除沙龍員工僅為清潔系爭寵物
    臉部，沙龍員工該部分行為，難認有何不當。　　　
　㈡上訴人依消保法第7條第3項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有無理由
    ：　
　⒈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
    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
    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
    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
    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
    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
    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
    償責任。消保法第7條定有明文。又消保法第7條第1項所定
    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應就服
    務之標示說明、可期待之合理使用或接受、流通進入市場或
    提供時期等情事為認定（消保法施行細則第5條參照）。是
    以，服務安全性之欠缺，係指依當時之科技或專業水準，於
    一般人以合理期待之態度接受服務，發生超出其對安全期待
    之異常危險，而非以專業觀點，判斷遊樂業經營者有無服務
    安全欠缺。蓋消費者期待、信賴於消費過程，遊樂業經營者
    能確保其場所舉辦之遊樂活動，不致發生不合理、難以預見
    之意外事故（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9號判決參照）。
    而上開判決雖係就遊樂業經營者提供之服務是否欠缺安全性
    進行闡釋，然就該判決所揭櫫服務安全性欠缺之要件，於其
    他行業之企業經營者，仍應有所適用，合先敘明。
　⒉上訴人將系爭寵物交由系爭沙龍進行寵物美容服務，造成系
    爭寵物死亡之結果，該危險超出一般消費者之合理期待，非
    上訴人所能認識或遇見，屬非正常或不合理之危險，應由被
    上訴人承擔該危險造成之不利益。是上訴人依消保法第7條
    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當屬有據。又依消保法
    第1條第2項規定，可知該法係民法之特別法，並以民法為補
    充法，是企業經營者應依消保法第7條第3項規定負損害賠償
    責任者，因消保法並未規定消費者或第三人得請求損害賠償
    之範圍，自應適用民法有關損害賠償之規定。茲就上訴人請
    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有無理由，分別審酌如下：
　⑴系爭寵物死亡之損害：兩造就系爭寵物之價值為3萬元，均不
    爭執（見本院卷第125頁），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該
    部分損害，應屬有據，而應准許。
　⑵精神慰撫金：
　①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
    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
    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前2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
    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
    ，準用之，民法第195條第1、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該條法
    理由載明：「第1項係為配合民法總則第18條規定而設，現
    行條文採列舉主義，惟人格權為抽象法律概念，其內容與範
    圍，每隨時間、地區及社會情況之變遷有所不同，立法上自
    不宜限制過嚴，否則受害者將無法獲得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有失情法之平。反之，如過於寬泛，則易啟人民好訟之風
    ，亦非國家社會之福，現行條文第1項列舉規定人格權之範
    圍，僅為身體、健康、名譽、自由四權。揆諸現代法律思潮
    ，似嫌過窄，爰斟酌我國傳統之道德觀念，擴張其範圍，及
    於信用、隱私、貞操等之侵害，並增訂『不法侵害其他人格
    法益而情節重大』等文字，俾免掛漏並杜浮濫」；「身分法
    益與人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益。本條第1項僅規定被害人的
    請求人格法益被侵害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至於身分法益
    被侵害，可否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則付闕如，有欠周
    延，宜予增訂。惟對身分法益之保障亦不宜太過寬泛。鑑於
    父母或配偶與本人之關係最為親密，基於此種親密關係所生
    之身分法益被侵害時，其所受精神上之痛苦最深，故明定『
    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
    』，始受保障。例如未成年子女被人擄略時，父母監護權被
    侵害所受精神上之痛苦。又如配偶之一方被強姦，他方身分
    法益被侵害所致精神上之痛苦等是，爰增訂第3項準用規定
    ，以期周延」等語，足見民法第195條第1項係關於人格權受
    侵害時，被害人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規定，至於身分
    法益受侵害時，由同條第3項所規範，且限於不法侵害他人
    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
    始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②上訴人主張飼養系爭寵物已7年（見原審卷第13頁），雖可認
    與系爭寵物情感連結緊密，因系爭寵物死亡將受有精神痛苦
    ，然此係因系爭寵物長期陪伴上訴人，上訴人對系爭寵物情
    感投注甚深，因系爭寵物離世，頓失系爭寵物之陪伴與情感
    寄託所致，非因上訴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
    隱私、貞操或其他人格權受到侵害，上訴人亦非系爭寵物之
    父、母、子、女或配偶，自無從主張民法第195條第1、3項
    之損害賠償。又民法為消保法之補充法，兩者就損害賠償範
    圍自應一致，是上訴人依消保法第7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賠償精神慰撫金14萬元，自難認有據。
　㈢本件既依消保法第7條第3項之規定，於3萬元之範圍內，准許
    上訴人之請求，而民法與消保法損害賠償範圍相同，難認上
    訴人另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第227條之1、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得使上訴人受更有利之判決，
    是就其餘部分即毋庸再予審究，附此敘明。
　㈣上訴人依消保法第51條請求懲罰性違約金，有無理由：
　⒈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
    者得請求損害額5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
    致之損害，得請求3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
    損害，得請求損害額1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消保法第51
    條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乃在懲罰惡性之企業經營者，
    以維護消費者利益。故必須企業經營者於經營企業本身有故
    意或過失，致消費者受損害，消費者始得依上開規定請求不
    同倍數之懲罰性賠償金。
　⒉本件因沙龍員工未依系爭流程提供寵物美容之服務，導致系
    爭寵物死亡之結果，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就系爭寵物之死
    亡，被上訴人顯有過失，是上訴人依消保法第51條規定，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懲罰性賠償金，當屬有據。本院審酌上訴人
    因系爭寵物死亡，受有3萬元之損害，而系爭寵物死亡原因
    ，係因沙龍員工保定流程不當，且當系爭寵物倒臥靜止時，
    仍分心清理平臺，未持續留意系爭寵物當下狀況，然沙龍員
    工分心清潔平臺之時間約3分鐘，且於發現系爭寵物倒臥不
    起後，仍有嘗試急救，有另案毀損案件勘驗報告為證（見另
    案毀損案件卷第34至36頁背面），亦與另案毀損案件檢察官
    不起訴處分書認定相同（見同上卷第41頁背面），難認沙龍
    員工過失已達欠缺一般人注意之程度。另審酌上訴人於110
    至112年間收入分別約為37萬元、38萬元、38萬元，名下無
    財產，而被上訴人公司資本額為500萬元，113年9月至10月
    間銷售額為644萬6,524元，有上訴人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
    業查詢結果所得、被上訴人公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營業
    人銷售額及稅額申報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67至81頁、第
    177頁、第183頁），暨沙龍員工過失情節、被上訴人已負擔
    系爭寵物喪葬費用，認被上訴人應負擔懲罰性賠償金，以2
    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消保法第7條第3項及第51條之規定，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5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
    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
    二項所示。至於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
    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
    分之上訴。另上訴人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為請求
    權基礎，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部分，仍不能為更有利之認定，
    應予駁回。又上訴人勝訴部分，訴訟標的金額未逾150萬元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於本判決宣示後即確定，無宣告假執
    行之必要，原審就此部分駁回上訴人假執行之聲請，理由雖
    有不同，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以維持。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追加之訴
    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美雲
　　　　　　　　　　　　　　　法　官　古振暉
　　　　　　　　　　　　　　　法　官　王　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王詩涵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消上易字第16號
上  訴  人  劉濬豪  


被  上訴人  威利傳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旭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2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消字第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伍萬元。
上訴人其餘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四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定有明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就寵物美容提供之服務有缺失，致其飼養之寵物柯基犬「肉肉」（下稱系爭寵物）死亡，於原審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第227條之1、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第3項、第51條等規定為請求，於本院審理中，追加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見本院卷第153頁），經被上訴人表示程序上同意（見本院卷第153頁），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112年3月12日下午5時許，將飼養之系爭寵物送至被上訴人所經營，位於臺北市○○區○○街000號之寵物美容店「○○○寵物沙龍」（下稱系爭沙龍），委託系爭沙龍之員工（下稱沙龍員工）提供寵物美容之服務。沙龍員工進行清洗工作時，本應依沙龍之作業程序，以「揹書包式保定」固定系爭寵物，竟未依該程序，反以保定繩繫於系爭寵物頸部，亦未留意保定繩過緊；清洗過程中，有對系爭寵物鼻口灌水之行為。後續系爭寵物失去意識，趴臥於清洗平臺上，然沙龍員工仍未留意系爭寵物狀況，持續清潔清洗平臺，致系爭寵物因長時間遭保定繩勒住而死亡。被上訴人提供之寵物美容服務造成系爭寵物死亡之結果，顯然不符合當時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事由導致系爭寵物死亡，被上訴人為沙龍員工之僱用人，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負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第227條第2項、第227條之1、消保法第7條第3項及同法第51條之規定，擇一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系爭寵物購買價格新臺幣（下同）3萬元、精神慰撫金14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3萬元，共計20萬元（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就此部分提起上訴，逾此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述）。上訴及追加之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萬元。
二、被上訴人則以：沙龍員工就寵物美容服務之提供均按照標準作業流程進行，並無證據證明揹書包式保定或將保定繩繫於寵物脖子之保定方式，對於寵物之安全性有差異。沙龍員工因曾遭系爭寵物咬傷，經上訴人同意為系爭寵物安裝嘴套，因沙龍員工心有餘悸，將系爭寵物安置一旁，待手邊工作完成再進行收尾工作，然系爭寵物於等待過程中不幸離世，伊雖曾詢問上訴人是否將系爭寵物解剖查明死因，遭上訴人拒絕，參酌系爭寵物於111年間曾多次進行身體檢查，更曾送醫急診，無從認定系爭寵物之死亡，係因伊提供寵物美容服務所導致，伊就系爭寵物之死亡，並無故意過失。事發後，伊態度誠懇協助上訴人處理系爭寵物喪葬事宜，非屬情節重大，上訴人請求之數額顯然過高等語置辯。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74頁，並依判決格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上訴人於112年3月12日下午5時許，將飼養之系爭寵物送至被上訴人位於臺北市○○區○○街000號之系爭沙龍，由沙龍員工為寵物進行美容服務。
　㈡上訴人於112年3月12日晚間9時許接獲被上訴人電話告知系爭寵物已死亡。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沙龍寵物美容服務與系爭寵物死亡結果，有無因果關係：
　⒈按消保法採無過失責任主義，消費者就企業經營者是否具故意或過失固不負舉證責任，但就「商品欠缺安全性」與致生「損害」間是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仍應由消費者或第三人舉證證明，始可獲得賠償（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273號判決參照）。上訴人主張系爭寵物因被上訴人提供之美容服務死亡，仍須就系爭寵物死亡結果與該美容服務間有因果關係，負舉證之責。
　⒉系爭沙龍寵物清理流程為：⒈把狗牽上水槽，用保定繩綁在狗身上（揹書包的保定）。⒉試水溫，溫水溫溫的把狗狗淋濕後，上第一道的清潔去垢後洗淨沖掉。再上第二道功能洗劑（香味），起泡洗淨，靜置2~3分鐘後沖掉，沖乾淨大約5~10分鐘。⒊擦乾上桌把身上多餘水分用掃水機掃至7-8分乾。以上是完成洗澡的流程等語，有被上訴人提供系爭沙龍清洗標準作業流程（下稱系爭流程）紙條為憑（見本院卷第107頁）。而兩造對於系爭寵物清潔過程，系爭沙龍員工僅以保定繩繫於系爭寵物頸部，未採取揹書包式保定等情，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5頁），顯見系爭沙龍員工，就系爭寵物洗澡過程，並未依照系爭流程等情無訛。
　⒊又系爭寵物事發當日清洗過程為：系爭寵物體型較重，保定繩相較之下似太短，而持續勒住系爭寵物脖子。前段由女員工洗系爭寵物，系爭寵物較躁動，後來換男員工洗系爭寵物，洗狗過程男員工未注意狗出現癱軟異狀，仍持續洗系爭寵物，系爭寵物癱軟趴臥後，脖子仍懸掛保定繩，導致系爭寵物懸吊窒息而死亡等情，有上訴人另案提告刑事毀損告訴案件（案列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20520號，下稱另案毀損案件），檢察事務官勘驗報告為憑（見另案毀損案件卷第30至37頁）。可認系爭寵物死亡之原因，係沙龍員工未依系爭流程保定，因保定繩過短，系爭寵物持續遭保定繩懸吊致其窒息死亡等情明確。被上訴人提供之寵物美容服務，確為系爭寵物死亡之原因。
　⒋再觀諸另案毀損案件不起訴處分書記載：「告訴人（即上訴人）所飼養之本案寵物犬，於洗澡過程中確有較為緊張躁動及持續想要跳離洗澡臺之情狀，因而出現本案寵物犬自行向前拉扯狗繩而勒緊脖子的狀態，其後本案寵物犬因疲累而倒臥洗澡臺上，又因告訴人（應指該案被告）店內使用狗繩過短，造成本案寵物犬靜臥於洗澡臺時，脖子仍持續遭狗繩勒住，導致呼吸困難造成窒息死亡之結果，且本案寵物犬出現靜止（間歇有抽促）等異常情狀之時（即當日20時58分30秒起至21時1分36秒止）告訴人（應指該案被告）員工並未及時發現異狀，而持續分心沖洗洗澡臺、清潔洗浴用品、清除洗澡臺內殘留寵物毛髮等不專注行為…足見被告店內員工確實處於輕忽鬆懈之狀態。」等語（見另案毀損案件卷第41頁及同頁背面），亦認定系爭寵物死亡之結果為被上訴人系爭沙龍使用保定繩勒住系爭寵物脖子，導致系爭寵物窒息死亡，與本院前揭認定相同，附此敘明。
　⒌至上訴人另主張沙龍員工於清洗過程，有對系爭寵物口鼻灌水之不當行為云云，然自前揭檢察事務官勘驗報告，僅能見沙龍員工有短暫以水柱沖系爭寵物鼻子之情形（見另案毀損案件卷第33頁背面），無從排除沙龍員工僅為清潔系爭寵物臉部，沙龍員工該部分行為，難認有何不當。　　　
　㈡上訴人依消保法第7條第3項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有無理由：　
　⒈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消保法第7條定有明文。又消保法第7條第1項所定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應就服務之標示說明、可期待之合理使用或接受、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時期等情事為認定（消保法施行細則第5條參照）。是以，服務安全性之欠缺，係指依當時之科技或專業水準，於一般人以合理期待之態度接受服務，發生超出其對安全期待之異常危險，而非以專業觀點，判斷遊樂業經營者有無服務安全欠缺。蓋消費者期待、信賴於消費過程，遊樂業經營者能確保其場所舉辦之遊樂活動，不致發生不合理、難以預見之意外事故（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9號判決參照）。而上開判決雖係就遊樂業經營者提供之服務是否欠缺安全性進行闡釋，然就該判決所揭櫫服務安全性欠缺之要件，於其他行業之企業經營者，仍應有所適用，合先敘明。
　⒉上訴人將系爭寵物交由系爭沙龍進行寵物美容服務，造成系爭寵物死亡之結果，該危險超出一般消費者之合理期待，非上訴人所能認識或遇見，屬非正常或不合理之危險，應由被上訴人承擔該危險造成之不利益。是上訴人依消保法第7條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當屬有據。又依消保法第1條第2項規定，可知該法係民法之特別法，並以民法為補充法，是企業經營者應依消保法第7條第3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因消保法並未規定消費者或第三人得請求損害賠償之範圍，自應適用民法有關損害賠償之規定。茲就上訴人請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有無理由，分別審酌如下：
　⑴系爭寵物死亡之損害：兩造就系爭寵物之價值為3萬元，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25頁），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該部分損害，應屬有據，而應准許。
　⑵精神慰撫金：
　①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前2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95條第1、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該條法理由載明：「第1項係為配合民法總則第18條規定而設，現行條文採列舉主義，惟人格權為抽象法律概念，其內容與範圍，每隨時間、地區及社會情況之變遷有所不同，立法上自不宜限制過嚴，否則受害者將無法獲得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有失情法之平。反之，如過於寬泛，則易啟人民好訟之風，亦非國家社會之福，現行條文第1項列舉規定人格權之範圍，僅為身體、健康、名譽、自由四權。揆諸現代法律思潮，似嫌過窄，爰斟酌我國傳統之道德觀念，擴張其範圍，及於信用、隱私、貞操等之侵害，並增訂『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等文字，俾免掛漏並杜浮濫」；「身分法益與人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益。本條第1項僅規定被害人的請求人格法益被侵害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至於身分法益被侵害，可否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則付闕如，有欠周延，宜予增訂。惟對身分法益之保障亦不宜太過寬泛。鑑於父母或配偶與本人之關係最為親密，基於此種親密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被侵害時，其所受精神上之痛苦最深，故明定『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始受保障。例如未成年子女被人擄略時，父母監護權被侵害所受精神上之痛苦。又如配偶之一方被強姦，他方身分法益被侵害所致精神上之痛苦等是，爰增訂第3項準用規定，以期周延」等語，足見民法第195條第1項係關於人格權受侵害時，被害人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規定，至於身分法益受侵害時，由同條第3項所規範，且限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始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②上訴人主張飼養系爭寵物已7年（見原審卷第13頁），雖可認與系爭寵物情感連結緊密，因系爭寵物死亡將受有精神痛苦，然此係因系爭寵物長期陪伴上訴人，上訴人對系爭寵物情感投注甚深，因系爭寵物離世，頓失系爭寵物之陪伴與情感寄託所致，非因上訴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其他人格權受到侵害，上訴人亦非系爭寵物之父、母、子、女或配偶，自無從主張民法第195條第1、3項之損害賠償。又民法為消保法之補充法，兩者就損害賠償範圍自應一致，是上訴人依消保法第7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精神慰撫金14萬元，自難認有據。
　㈢本件既依消保法第7條第3項之規定，於3萬元之範圍內，准許上訴人之請求，而民法與消保法損害賠償範圍相同，難認上訴人另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第227條之1、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得使上訴人受更有利之判決，是就其餘部分即毋庸再予審究，附此敘明。
　㈣上訴人依消保法第51條請求懲罰性違約金，有無理由：
　⒈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5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3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1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消保法第51條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乃在懲罰惡性之企業經營者，以維護消費者利益。故必須企業經營者於經營企業本身有故意或過失，致消費者受損害，消費者始得依上開規定請求不同倍數之懲罰性賠償金。
　⒉本件因沙龍員工未依系爭流程提供寵物美容之服務，導致系爭寵物死亡之結果，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就系爭寵物之死亡，被上訴人顯有過失，是上訴人依消保法第5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懲罰性賠償金，當屬有據。本院審酌上訴人因系爭寵物死亡，受有3萬元之損害，而系爭寵物死亡原因，係因沙龍員工保定流程不當，且當系爭寵物倒臥靜止時，仍分心清理平臺，未持續留意系爭寵物當下狀況，然沙龍員工分心清潔平臺之時間約3分鐘，且於發現系爭寵物倒臥不起後，仍有嘗試急救，有另案毀損案件勘驗報告為證（見另案毀損案件卷第34至36頁背面），亦與另案毀損案件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認定相同（見同上卷第41頁背面），難認沙龍員工過失已達欠缺一般人注意之程度。另審酌上訴人於110至112年間收入分別約為37萬元、38萬元、38萬元，名下無財產，而被上訴人公司資本額為500萬元，113年9月至10月間銷售額為644萬6,524元，有上訴人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被上訴人公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營業人銷售額及稅額申報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67至81頁、第177頁、第183頁），暨沙龍員工過失情節、被上訴人已負擔系爭寵物喪葬費用，認被上訴人應負擔懲罰性賠償金，以2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消保法第7條第3項及第51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5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另上訴人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部分，仍不能為更有利之認定，應予駁回。又上訴人勝訴部分，訴訟標的金額未逾150萬元，被上訴人不得上訴，於本判決宣示後即確定，無宣告假執行之必要，原審就此部分駁回上訴人假執行之聲請，理由雖有不同，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以維持。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追加之訴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美雲
　　　　　　　　　　　　　　　法　官　古振暉
　　　　　　　　　　　　　　　法　官　王　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王詩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