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謂「商場如戰場」，企業和產業的發展

攸關國計民生，隨著經營模式與法規愈趨複

雜，企業經營者莫不如履薄冰、步步為營，

而協助企業經營者掌握先機，強化事前風險

控管，避免事後的爭訟和損失，如何在攻守

之間拿捏分寸，律師同道責無旁貸。

只是在全球化經貿競爭發展的趨勢下，提

供全方位、多面向的服務與解決方案已不再

是傳統律所的專利，目前不難發現有許多的

企業主傾向找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求援。這或

許肇因於傳統的訴訟工作已讓律師應接不

暇，抑或者肇因於律師習慣單打獨鬥，相形

之下，四大會計事務所除了較熟悉企業財

務、業務方面的運作之外，更擁有不同於在

地型律師事務所的國際化優勢，甚至能更精

準應用AI等新興法律科技，從而四大會計師

事務所所能提供的法律服務領域已不再侷限

於早期的稅務或併購。而坊間也不乏出現以

勞資顧問、工程顧問為名行律師業務之實的

情況，甚至最近還出現企業主委任不具律師

資格之人擔任法律顧問並在網站上大張旗鼓

公布的亂象，面對這些挑戰和威脅，律師同

道自應謹慎因應。

律師作為在野法曹，以保障人權、實現社

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為使命。而依律師法

第21條第1項規定，律師得受當事人之委任，

辦理法律事務。是以律師對於自身可執行業

務的想像，本就不應過度自我限縮，在此同

時，當律師人數大量增加，其他法律業務又

被其他顧問服務業分食，律師更應精進自身

專業職能，拓展跨領域及跨境合作的知識，

如此方能提升競爭力。目前多數民眾仍認為

律師的功能在於法律訴訟，非訴訟問題可自

行解決，但實際上大部分的人都無法判斷，

何種情形是已面臨相當風險，需要聘請專業

律師來處理，就如同生病時需要尋求專業醫

師協助一樣，與其生病才找醫生，「預防重

於治療」，畢竟孫子有曰：「百戰百勝，非

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

也。」為此本期特以企業經營和經濟發展時

可能遇見的商業和智慧財產權爭議為發想，

邀請學界和實務界的專家學者分別就「企業

併購」、「營業秘密」、「國際經貿」三個

議題提供深入淺出的觀察和分析。

首先，本期敬邀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

究所所長蔡昌憲教授賜稿「再論私有化併購

律師can help!

建構企業經營法律風險意識
蔡采薇＊

＊本文作者係執業律師，全國律師聯合會編輯委員會委員。

全 國 律 師

12月號／2



交易之法制問題：2022年企業併購法修正的

未竟之業」，檢視企業併購法經過多年修

正，似仍以幫助企業「強化競爭力」以提升

企業併購之效率為重心，然對於利益衝突迴

避之豁免相關規定完全未予檢討，不無可能

因僅強調資訊揭露而未要求有關迴避，在某

些情形產生經濟學理論上的「道德許可」問

題，尤其在管理階層收購之私有化併購交易

中，固然能使公司股權單純化，使得公司經

營決策更有效率，但少數股東的權益卻因此

受到侵害，恐將對公司治理帶來不少挑戰。

因此對於少數股東權益的實質保障，本文認

為除了事後的法律救濟以外，事前法律策略

和制度設計的加強也至關重要，以求降低相

關風險，避免交易的效力受到影響，甚至導

致公司負責人事後被追究責任。

接下來，本期第二篇邀請楊芝青律師、蕭

睆文博士候選人共著「大數據及物聯網之營

業秘密保護趨勢」。蓋目前中美貿易戰實質

上就是科技戰，而科技戰的本體正是智慧財

產權的保護問題，隨著電腦運算能力的加

速，巨量資料的價值也隨之爆炸式成長，資

料既然是發展AI不可或缺的要件，誰掌握了

巨量資料就等於掌握競爭優勢。本文梳理歐

盟、美國及我國法規、案例，搜集、分析實

務上以營業秘密法保護資料是否可行？是否

有執營業秘密為理由行資料壟斷之實的情

形？並特別介紹歐盟現正研議中的《資料

法》草案與營業秘密相關的段落，引領讀者

思索該如何提早因應，並協助企業擬訂可能

的智財策略，畢竟若真涉及營業秘密，我國

法的保護強度甚高，一旦違反將面臨刑事訴

追，面對數位未來的新篇章，不可不慎。

最後，本期敬請全國律師聯合會國際經貿

談判委員會主任委員許慧瑩律師與葉祖吟律

師賜稿「供應鏈區域化時代我國國際經貿談

判律師之角色與培力」，臺灣是全球供應鏈

主要參與者及受益者，然因為大國戰略競

爭、新冠疫情、俄國入侵，造成全球化1.0壽

終正寢而進入全球化2.0時代，而國際經貿事

務與法律專業實際上密不可分，律師除了在

發生糾紛而進入紛爭解決程序時，代理政府

或企業發聲之外，事前進行相關法律研究、

與產業界討論研析，為擘劃我國企業更美好

的商機與未來奠定基礎為我國產業取得先機

也同等重要。本文借鑒國外律所業務、美國

及新加坡參與國際經貿談判之組織方式，提

供我國政府及企業界就國際經貿談判領域應

邀請我國律師參與之理由，以鼓勵更多律師

投入國際經貿法律領域，並期待能有更多與

政府及產業界的合作機會。

感謝上開法學先進為本期專題賜稿，相信

可以幫助本刊讀者思考，律師在商業及智慧

財產權相關領域所能扮演的角色，並提高服

務水準的專業化，一同在商業經營和社會經

濟發展發揮實質影響力。

社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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