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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ISCOPE 專題論述

歐洲經濟利益集團之研究

李思慧

一、前言

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在1980

年代，為了建立歐洲單一市場的架構，藉以抗衡

國際間跨國事業的競爭，因此，共同體以超國家

組織基礎制訂公司法相關法規，促使各會員國進

行跨國的經濟活動。各會員國基於實踐歐洲單一

市場的理念，必須廢除關稅與各種非關稅的障

礙；然而對於從事經貿活動的個人、企業與各種

權利主體本身，卻因為各會員國間不同的法律管

制，無法順利成為歐洲層級企業。

共同體為了解決上述棘手的問題，理事會遂

於1985年7月25日制定通過第2137號歐洲經濟利

益集團（European Economic Interest Grouping，簡

稱EEIG）規章註1，以期創造真正歐洲層級的權利

主體。該法制參考法國法在1967註2年所採用的利

益合作集團（Groupe d'intérêt économique，簡稱

GIE），利益合作集團以合夥註3的方式鼓勵企業合

作，因合夥契約具彈性變化註4，且無最低資本額

門檻，因此廣受法國中小企業註5青睞。

本文研究首先就法國的利益合作集團，研究

其法律結構與管理規範，其次探究法國的利益合

作集團給予歐洲經濟利益集團的啟發，最後以歐

洲電視協會（ARTE）作為歐洲經濟利益集團的實

例研究。

二、法國的利益合作集團

利益合作集團的經營方式類似民法上的合

夥，構成員以契約之方式約定彼此間的權利與

義務。另外，在契約中可有不少選擇性的規定，

使構成員在設立契約時享有相當大的自由註6。利

益合作集團設立無最低資本額設限，出資方式可

為現金、實物、勞務等形式，亦可在無資本的情

況下成立註7。利益合作集團雖在財務上無嚴格要

求，但集團之構成員須對集團債務，對外負無限

連帶清償責任。

利益合作集團活動範圍必須是附屬或延伸其

構成員的經濟活動，而經濟活動目的為促進或發

展構成員的經濟活動，或者改善、增加經濟活動

之成果。該集團原則上係非營利團體，但不排除

因活動所伴隨的營利，此時構成員須因獲利行為

繳納稅捐。利益合作集團必須至少有二名成員，

集團人數並無上限。集團構成員可為法人或自然

人，若構成員為外國人，並無強制要求須持有商

務證，僅須證明有從事經濟活動的事實註8。

利益合作集團的設立契約須包含以下內容：

集團名稱，名稱必須有GIE或Groupe d'intérêt 

économique的字樣；每一構成員的名稱、法律型

態、與住址；集團設立的目的；集團存續期間；

總公司的地址。依據法國法律規定，利益合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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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須向商業登記處（Commercial Register）完成登

記後，始取得法人資格註9。

集團的構成員係利益合作集團的意思機關，

集團重要事務的決定須透過構成員以設立契約，

或以投票決議進行，一成員享有一表決權，且許

多決議須經過構成員一致決議才可變更或生效，

如經理的任免條件及其職權、變更集團目的等；

執行機關係指集團構成員任命的經理，經理可由

一個或一個以上的自然人或法人擔任，若集團經

理為法人須指定自然人代表執行職務。經理對內

負責集團日常營運的管理，對外則代表集團。利

益合作集團並未強制規定須定期召開會議，會議

可在構成員要求下召開註10。

利益合作集團解散的事由，包括設立契約所

訂的存續期間已屆滿、集團的目的已成就或不能

成就、集團基於自己的意思解散、或經法院命令

集團解散。另外，也可能因集團構成員的死亡，

以及構成員的權利主體解散而須強制解散。集團

解散後，應進行清算。清算程序必須依照國內法

的規定，清算人員可由集團構成員或經法院指

派。清算後，若有剩下的資產必須分配給構成

員註11。

三、歐洲經濟集團規章

執委會於1970年代提出歐洲經濟集團建議草

案，但此一構想並未被採納。直到1985年才正式

通過歐洲經濟集團規章註12，於1989年在各會員

國間落實。歐洲經濟利益集團有下列特點註13：

（1）一種合法的工具：第一個歐洲層級的權利主

體，當事人擁有完全的權利能力與第三人簽訂契

約、訴訟上當事人的能力，但是否具有法人格註14

須由各會員國法決定；（2）由兩個以上的權利主

體組成：構成員皆須具有個別會員國的國籍，至

少需要兩個以上的主事務所，或在不同國家內從

事主營業；（3）無存續期間的設限：原則上無存

續期間的限制；（4）設立的目的是非營利：集團

之目的係促進或發展其構成員的經濟活動，不得

為其自身謀取利益。

另外，歐洲經濟利益集團構成員不得有下列

行為：（1）成為其他歐洲經濟利益集團的構成

員；（2）僱用超過500名人員註15；（3）直接或

間接持有其構成員的股份；（4）控制其構成員自

身的活動；（5）貸款給構成員的個別公司註16。

這些限制說明集團以非營利為目的，而是藉由其

團體性共同經營或使用資源。雖然集團有可能因

其活動而產生利潤，但此獲益為附屬性質，故損

益須分配給構成員，且由成員負擔稅捐註17。

歐洲經濟利益集團的設立契約應標明

European Economic Interest Grouping或EEIG的字

樣；集團所在地的地址；設立集團的目的；每一

構成員名稱、營業名稱、法律形式、永久住址或

註冊事務所，以及註冊地與註冊號碼；集團存續

時間。歐洲經濟利益集團須在集團所在地完成註

冊登記，嗣後刊登於公報，屆時始成立。集團的

經營主要由構成員任命經理執行，經理為集團的

必備機關，其代表集團對外的效力；全體構成員

為集團的意思機關，原則上，每一構成員享有一

表決權註18。歐洲經濟利益集團規章並未要求定期

召開會議，僅於經理主動提議或任何構成員請求

時召開。

歐洲經濟利益集團的解散事由包括：（1）

任意解散：集團基於自己的意思解散；（2）法定

解散：設立契約所訂的存續期間屆滿，或設立契

約中所約定的解散事由發生、集團的目的已成就

或不能成就、集團的構成員人數不足；（3）強制

解散：經任何利害關係人或主管機關宣告違反歐

洲經濟利益集團規章的規定，法院應命令集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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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集團解散後須進行清算，清算程序須依照會

員國國內法的規定，在清算結束前，集團仍保有

其權利能力。清算人應完成通知刊載公報的公示

手續，構成員在清算完成的五年內，仍須對集團

債務負責。

四、歐洲電視協會

ARTE是以歐洲經濟集團（GEIE）註19形式

建立的公共電視網，由法國與德國共同設立，於

1991年4月30日簽訂設立契約，依法國準據法設

立，在法國法上歐洲經濟利益集團具有法人格。

依據契約規定，ARTE的存續期間為99年。另外，

集團的設立並無資本準備金註20，其資金來源為構

成員所提供的資金。ARTE主要是由3個實體共同

組成，即法國史特拉斯堡ARTE歐洲經濟利益集團

總部、法國巴黎ARTE註21股份有限公司與德國巴

登巴登ARTE註22股份有限公司。ARTE設立宗旨係

推廣藝術與文化節目，節目最主要目的為促進歐

洲人民相互了解與認識註23，節目主要以法、德雙

語播出。

ARTE的德、法兩國構成員係集團的意思機

關，集團重要的事務決定皆須透過構成員以設立

契約，或以投票決議的方式進行，而法國ARTE與

德國ARTE股份有限公司各擁有六票的表決權。

ARTE構成員主要功能為執行基本策略決定、批准

業務計劃與指派董事會；ARTE的執行機關係董事

會，董事會內部由四位業務主管所組成，包括總

裁、副總裁、節目經理與行政經理註24。董事會成

員對內負責集團日常營運的管理，對外則代表集

團的行為效力。ARTE執行機關的功能為負責集團

策略的實踐、節目計畫與轉播工作。ARTE另設有

節目委員會（Programme Committee）與節目諮詢

委員會（Programme Advisory Committee），主要

的目的為監督節目的品質，以及向執行機關提出

決策的建議註25。ARTE未強制規定須定期召開會

議，會議可在構成員要求下召開。另外，集團構

成員須對集團債務負無限連帶清償責任註26。

ARTE解散的事由包括設立契約所訂的存續期

間已屆滿、集團的目的已成就或不能成就、集團

基於自己的意思解散、集團構成員的死亡或者退

出、或經法院命令集團解散。集團解散後進行清

算，清算程序必須委任清算人執行職務，清算人

可由集團構成員選任或經法院指派。清算後，若

剩餘資產與債務或支出未能平衡時，構成員須履

行償還責任註27。

ARTE經過多年的努力與擴展，歐盟許多成

員國已陸續加入推廣文化產業的活動。各國成員

以契約協議的方式成為ARTE的合作夥伴，其中包

含比利時的RTBF、波蘭的TVP、奧地利的ORF、

西班牙的TVE、芬蘭YLE、英國的BBC、瑞典的

SVT等多家國營電視台註28。另外，瑞士的SRG 

SSR idee suisse也為ARTE的合作夥伴。

ARTE集團結構

資料來源： ARTE官方網站http://www.arte.tv/static/c5/pdf/
plaquette2007/2007_Plaquette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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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歐洲經濟集團規章是第一個超國家公司法，

直接賦予其獨立權利主體的地位，提供會員國間

一種新的合作型態。歐洲共同體以規章的形式創

設歐洲經濟集團，亦即該規章應直接適用於各會

員國，若國內法與共同體法牴觸時，共同體法優

先於國內法 。但依據該規章的規定，與各會員國

法律有相當程度的妥協，例如社會法與勞工法、

競爭法、智慧財產權法，未在規章所規範的範圍

內，各會員國法律仍可適用 。

回顧歐洲經濟集團規章設立的背景，主要是

針對較小規模的權利主體進行跨國合作。因此，

歐洲共同體對於從事歐洲經濟集團的個人、企業

與各種法律實體放寬資格的限制。該規章的第4

條第1項規定，歐洲經濟集團的構成員依各會員

國法律設立，並於共同體內有註冊所在地與主事

務所，為歐洲共同體條約第48條 所規定的公司、

行號，或其他權利主體；此外，在共同體內從事

工、商、技藝或農業活動的自然人，以及其他提

供專業技術（例如律師、會計師）或勞務者，亦

可成為歐洲經濟集團的構成員。本規章對於構成

員資格採用廣泛的解釋，即為避免任何導致限制

性的進入條件障礙。

歐洲經濟集團發展至今與當初法國利益合作

集團的發展相較下 ，並未有預期的成果，主要困

難在於各會員國的法令存有歧異，雖然共同體以

規章設立統一的遊戲規則，但是在規章制定時，

共同體仍必須尊重不同會員國的國內法制度，因

此歐洲經濟集團的準據法律仍有不少以會員國法

律為準。另一方面，各會員國在從事跨國經濟活

動時所面臨的文化、政治、心理等各種差異與隔

閡，也會使得欲設立歐洲經濟集團的各種法律實

體產生卻步的心態。

若從共同體機構間政策考量的立場，在1980

年代共同體內部為了建立歐洲單一市場的架構，

外部則要抗衡國際間跨國事業的競爭與併購風

潮，共同體不得不採取積極的防禦措施。共同體

藉由法律制度整合逐步解決所面臨的困境。除了

制訂一系列與公司法相關的指令外，更進一步頒

佈歐洲經濟集團規章，創造真正歐洲層級的權利

主體。另外從歐洲經濟集團的產業結構分析，可

發現其跨足各會員國公共領域的事業，例如本文

所探討的ARTE GEIE，以及各會員國可參與公共

契約的競標，其中包括水力、能源、交通等產業 

。由此可知，歐洲經濟集團的創設不僅是增加各

會員國間合作的機會，同時也是歐盟與各會員國

政府間經濟利益協調的成果。

（本文作者為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生）

註解：
1. OJ 1985 L 199,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2137/85 of 25 July 1985 on the European Economic Interest Grouping (EEIG),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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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營利或非營利，長久或暫時，均非所問。最值得重視的是，合夥雖為一種契約，但民法上對於已成立的合夥，賦予一定

程度的團體性，如各合夥人的出資構成的合夥財產，與各合夥人於合夥清算前，不得請求財產之分析。參閱王澤鑑，《民法

總則》，臺北，三民書局，2006年，再版，頁157-158。
4. Christopher Joseph Mesnooh, “Law and business in France: a guide to French commercial and corporate law”,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4, at 87.
5. 法國利益合作集團大多數為中小企業，而空中巴士工業則為較為特殊的案例，其在1970年創設，以利益合作集團型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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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空中巴士官方網站：http://www.airbus.com/en/corporate/people/company_structure/ , last visited 2009/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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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jhoff Publishers, 1994, at 87.
9. Ibid., at 88.
10. Christopher Joseph Mesnooh, Supra note8, at 89-90.
11. Ibid., at 91.
12. LIBERTAS – European Institute GmbH European EEIG Information Centre, “instrument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entrepreneurs in 

Europe”, 2001, at 2.  http://www.libertas-institut.com/uk/EWIV/BasicScriptEN.pdf（最後瀏覽日：2009/04/20）
13.Dirk van Gerven, Carel.A.V.Aalders, Supra note 6, at 7-9.
14. 此種規定係為了各國稅捐的考量，避免 EEIG 因被賦予法人格而在某些國家，如德國，須繳納法人稅，以致與該規章第40

條，構成員須繳納稅捐的規定，不相符合。

15. 此項規定主要係因德國法上勞動者參與的規範，歐洲經濟利益集團若因受僱員工超過500人，須適用勞動者參與的規定，此

和歐洲經濟利益集團構成員共同決議的概念相衝突。

16. LIBERTAS – European Institute GmbH European EEIG Information Centre, Supra note 12, at 4.
17. Dirk Van Gerven, Paul Storm, “The European Compa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at 30.
18. 依據該規章第17條第1項規定，構成員若持有複數的表決權，不得超過總數的一半以上。

19. 歐洲經濟集團在各會員有不同的名稱，在法國稱為GIE（Groupement d´intérêt économique），德國為EWIV（Europäische 
wirtschaftliche Interessenvereinigung），荷蘭則為EESV（Europees economisch samenwerkingver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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