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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新創事業常見的法律問題 

劉承愚律師* 

科技新創事業的熱潮，從上個世紀末一直延燒到現在，早期的創業家從

車庫開始打天下，新近的創業者從育成中心（美國稱之為「incubation center」，

大陸稱之為「孵化器」）出發，創業環境雖有不同，但是遇到的法律問題則

是大同小異。一般的科技新創事業，在創業伊始，最重要的就是「技術」，

沒有過人的技術開發產品或服務（以下統稱為「商品」），事業根本無從開

始。當技術轉化為商品後，必須要找到市場，於是「業務」就成了新創事業

的第二個努力的目標，一旦有的業務，公司必須要有足夠的資金及良好的調

度，來擴充及占有市場，於是「財務」就成了公司是否能夠成長的關鍵，當

然，在此同時，「技術」仍應不斷創新，「業務」仍應不斷擴展，配合「財

務」的良好規劃，一個事業才能欣欣向榮，扶搖直上。 

在這個過程中，有的企業在很早期就引進法律的思考，在「技術」面，

建立了智慧財產的規劃與保護，在「業務」面，建立了完整的銷售及合作契

約範例及業務人員的訓練，在「財務」面，確立了公司的股權結構及公司融

資的權利義務，這樣的公司，雖然創業者有時會覺得被法律綁手綁腳，但是

遇到挫折的時候，會是「敗而不亂」，在解決問題後，比較容易轉回正軌。

有的企業則不然，一切都以「衝」為行事原則，將法律及契約視為「成事不

足、敗事有餘」的負擔，這樣的企業，基礎不易穩固，無論在技術、業務、

財務面，都有許多瑕疵存在，一旦遇到挫折，會因為欠缺行事準則與規範，

而上下亂成一團，最後通常都是兵敗如山倒，而以週轉不靈收場，甚至在可

能獲致成功時，都會因為在法律面規畫的不足而付出慘痛的代價。 

為協助創業者認識新創事業可能面臨的法律問題，茲就筆者個人經驗所

歸納出新創事業常見的法律問題如下： 

一、技術股的安排 

談到科技新創事業，首先要談的就是創業者最重視的「技術股」。科技

新創事業與傳統製造業及服務業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其「技術」必須有點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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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金的效果，其技術既然有點石成金之效，擁有技術的人，就會和出資的金

主協商其技術的價值，並且具體反映在股權的結構上。 

在我國設立的公司，技術股主要的來源包括 

（一）員工以公司所需之技術做為出資。 

（二）公司買回庫藏股供員工認購。 

（三）公司與員工簽訂認股權契約。 

（四）以員工紅利方式發放新股。 

（五）辦理現金增資時提撥一定比例由員工認購。 

前述五項技術股機制，由於均係依公司法明文為之，創業者只要確認與

出資金主以書面協議發行額度及方法，並依法律規定記載於公司章程或踐行

公司內部程序，比較不會發生問題。 

此外，最直接也很常見的一種方式，就是就出資股東高額溢價向創業者

購買已發行股份（俗稱「老股」），而後再由創業者以面額認購公司發行的

新股，老股與新股間的價差，則用以備置「技術股」，在一定的條件下，發

放給創業團隊及後進人員。這樣產生的技術股，由於不是基於公司法的機制

而為，創業者於出資者間所訂的合約條款就格外重要。在某些新創事業中，

不乏見到因為技術股的合約內容不完善，或根本沒有簽訂合約而是以口頭約

定，日後發生糾紛者。又由於此類技術股時常登記在創業團隊核心人員的名

下，在某些核心人員離職、破產或死亡時，這些技術股的歸屬亦常會發生爭

議。因此，將創業時技術團隊與投資者的共識充份地以投資協議書、技術股

合約等完整規範，乃是科技創新事業打穩基礎的最重要程序。 

二、公司體制的運作 

在公司體制的運作上，科技新創事業時常會遇到二類的問題，即公司法

程序的遵循，以及股東間的協議，茲分述如下： 

(一)公司法程序的遵循 

對於許多科技創業者而言，法律並不是創業思考的成份，在公司的新創

階段，所謂的股東會與董事會，只存在於會計師送來簽字的文件，事情都是

大家說好了就埋頭苦幹，所謂的程序並不存在於創業者的思考之中。 

但是公司畢竟是依法成立的法人組織，公司法對於公司的行為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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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例如董事會及股東會是不能紙上作業的，董事會至少要以視訊方式為

之，股東會則需實際依法召開。如果沒有踐行法定的程序，就做成會議紀錄

並依其辦理登記或對外做為法律行為的文件，主其事者可能吃上偽造文書、

詐欺或背信等官司。筆者曾見過明星級的新創事業，因為公司文件的問題纏

訟經年，公司從產業新星成了流星，也有公司的部份股東以公司文件不合法

為要脅，逼迫創業團隊交出經營權否則就進行法律追訴的案例，這些都值得

創業者特別注意。 

(二)股東間的協議 

從法律的制度來看，一個公司最高的權利機關就是股東會，而最高的執

行機關就是董事會，創業者由於資金不足，雖然有技術股的加持，但是其持

股的比例通常仍不足以與出資者相抗衡。如果雙方沒有其他的法律安排，股

東會及董事會將會完全被出資者掌控，創業者想要大展身手卻受制於董事會

甚至股東會之事，時有所聞。 

為解決股權結構所導致的公司經營權偏向出資者的問題，在實務上多是

以股東間協議的方式來處理。創業者與出資者簽訂股東協議書的目的之一，

就是為了平衡大股東在股權比例上的優勢。為達成此一目的，股東協議書可

以設定董事會的組成以及經理人任期的保障，進而設定少數股東對於特定議

案的否決權，以達到保護少數股東的目的。由於每一個創業的個案都具有相

當大的差異性，因此，筆者也建議創業者在著手創業或計畫引進投資人時，

都應該先與熟悉公司營運法規的顧問進行討論，以找出平衡創業者與出資者

權利的最適當解決方案。 

三、智慧財產的規劃 

幾乎每一家科技事業都會注意智慧財產規劃的問題，但是也有許多新創

事業認為商標、專利的申請及維持就是所謂的智慧財產規劃。其實商標及專

利的申請只是智慧財產保護的基本手段，完整的智慧財產規劃，至少還包括

智慧財產的開發、智慧財產的取得、以及智慧財產的利用等問題。 

對於科技新創事業而言，除了申請專利商標之外，最重要的是智慧財產

的取得以及創新成果的保護，茲分述如下： 

(一)智慧財產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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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新創事業的技術人才不是無中生有的，而是從不同的單位（包括業

界、學術界及研究機構）培育出來。這些技術人才腦中所擁有的智慧可能是

最先進的，但是他們在取得這些智慧的同時，也時常是負有其他義務。例如

由業界出身的技術人才，在前公司服務期間所研發的技術，所有權通常屬於

原僱主；由學術界或研究機構出身的技術人才，其所擁有的技術可能是與政

府或業界的研發專案所產生，這些人才並不完整擁有這些技術的相關權利。

這些沒有完整權利的技術，一旦在新創事業中實施，可能會招致侵權訴訟。

因此，審查技術人才的技術來源（例如：釐清技術團隊個人與先前任職機構

間相關技術權利的歸屬、技術團隊個人的技術是否完整移轉予新創事業等），

並確立新創事業所產出或利用之智慧財產權成果歸屬等事項，乃是科技新創

事業必須在創業之始即預先做好的準備工作。 

(二)創新成果的保護 

在創新成果的保護上，除了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等積極規畫及行使

外，營業秘密的保護也是近來企業經營非常重要的課題。在此方面，最基本

的要求除了企業內部的保密措施外，公司與員工（尤其是重要的經理人員或

研發團隊）簽訂保密及競業禁止（包括任職期間及離職後的競業禁止）的協

定。此外，為了避免侵害其他競爭對手的營業秘密，國外許多公司及研究機

構所採用的「研發日誌」制度，來證明自己乃是獨立研發國內也有少數公司

加以引進使用，亦值得讀者們參考。 

在筆者的經驗中，許多公司在創業之初即忽略營業秘密保護的重要性，

認為大家都是一起創業的夥伴，不會做出傷害公司的事，待其後規模初具時，

則又礙於「人情」，無法全面要求員工簽約，這種情況將導致空有制度而沒

有實效，在發生挖角跳槽的風波時，才發現關鍵人才竟然沒有簽約，而因理

念不合而整個團隊離職與原公司競爭的新聞，更是時有耳聞，這些法律細節

若不加以注意，對公司而言將是極大的損害。 

四、銷售與合作的限制 

科技新創事業在業務的推展上，時常會碰到的問題是客戶太大而自己太

小，為了取得市場而任由買方予取予求，但是在合約中又沒有取得相對的保

障，導致公司受到極大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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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業務推展方面，最常見的問題就是獨家銷售或專屬供應的限制，所謂

獨家銷售乃是指客戶要求由其擁有排他性的專屬銷售權；所謂專屬供應則是

指客戶要求不得將其產品供應給客戶的同業（即客戶的競爭者）。當重要客

戶提出這類要求而又不得不答應時，千萬不要忘記加上保證採購金額的條

款，否則簽下形同賣身契的獨家銷售或專屬供應條款，但是客戶的採購狀況

又不理想時，將會陷入進退不得的窘境。 

此外，在與其他事業或機構進行技術合作時，在合作契約中務必要爭取

合作成果的使用權，對於可能的限制應該要儘量予以排除。因為自有的技術

在合作後很可能成為落伍的技術，如果此時對於合作開發的技術在使用上又

有重重的限制，可能會造成無技術可用或需付出高額授權費用的狀況。 

五、結語 

本文限於篇幅，只能對於科技新創事業常見的法律問題做最簡要的介

紹，但是在前述問題之外，筆者最後要建議一項最重要的原則，那就是處理

法律的問題，應該要用文件加以落實，一切以書面為準。有人認為付諸文字

是一件傷感情的事，但是每個人對於語言的認知不同，記憶力也不一樣，如

果只有口頭的約定，有時不但不能解決問題，還會製造出更多的問題。如果

將條款寫下來，在理解上或徵詢別人的意見上都方便許多。我們時常見到一

個前景光明的事業，只是因為文件的不齊備，而陷入不必要的紛爭，十分可

惜，這項經驗，願所有參與科技新創事業的當事人共戒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