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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存款 「存款」(Deposit)，就銀行而言，即收受外來之現款、支票或匯票，而負即期或定期償付義務之受信行為；若就存戶 (Depositor) 而言，即以現款、支票或匯票寄存於銀行，而有即期或定期「付現請求權」，可解為存戶對銀行之授信行為。 

二、何謂收受存款 （一）「銀行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所稱之「收受存款」 「銀行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銀行法」第五條之一對收受存款之定義如下：「本法稱收受存款，謂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並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之行為」。 （二）「銀行法」第二十九條之一條規定所稱視同「收受存款」 「銀行法」第二十九條之一之條文：「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 

三、違反收受存款之處分 違反「銀行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收受存款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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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主管機關會同司法警察機關取締，並移送法辦；如屬法人組織，其負責人對有關債務，應負連帶清償責任。另依「銀行法」第一二五條規定：「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其犯罪所得達新台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法人犯前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存款種類，依「銀行法」之分類，包括支票存款、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等三類，其定義茲說明如下： 

一、支票存款 「銀行法」第六條規定：「本法稱支票存款，謂依約定憑存款人簽發支票，或利用自動化設備委託支付隨時提取不計利息之存款」。 所謂「支票」係屬票據之一種，依「票據法」第四條之規定，發票人簽發一定之金額，委託金融業者於見票時，無條件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由於金融機構為受委託辦理兌付支票業務，故實務上乃由發票人於金融機構開設存款帳戶，備足資金，以供其辦理支票兌付業務。 

二、活期存款 「銀行法」第七條規定：「本法稱活期存款，謂存款人憑存摺或依約定方式，隨時提取之存款」，其主要特色為存戶得隨時存取，而其存取款之方式，除以存摺為主要憑證外，尚可依約定方式提領，例如：利用金融卡於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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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櫃員機提款或轉帳、電話語音轉帳或以書面概括授權金融機構依約定條件轉帳等。 

三、定期存款 「銀行法」第八條規定：「本法稱定期存款，謂有一定時期之限制，存款人憑存單或依約定方式提取之存款」，金融機構與存戶約定一定期間之存期，並由存款金融機構簽發存單以為憑證，於存款到期時憑存單或依約定之方式提領存款。其開戶資格條件與活期存款相同，惟新台幣存款期間至少須一個月以上。 

 

一、牌告利率之揭示 「銀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銀行利率應以年率為準，並於營業場所揭示」，此處所謂之「利率」，應包括存款利率及放款利率。其中，就存款利率而言，由於金融機構對存戶係採取一致性之平等對待原則，故金融機構於給付存款利息時，不論存款對象，皆應依所牌告揭示之利率計算，且不得以議價1方式收受新台幣存款。存款利率應予牌告揭示之立法目的，在使金融機構存款價格之資訊公開化及透明化，避免金融機構違反平等對待原則，以達保護存戶之目的。 違反「銀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者，依同法第一三二條之規定，處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1 可轉讓定期存單雖列為定期性存款之一種，惟其發行利率係由發行銀行參酌金融市場情況自行訂定，故實務上亦可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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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牌告利率揭示之內容 存款牌告利率之揭示內容，係按存款種類及定期性存款之期別，就固定或機動計息為揭示。 依央行 95年 5月 30日台央業字第 0950029298號令修正之「金融機構利率牌告要點」，金融機構收受新台幣各類別存款，得依存款金額 (如以百萬元之倍數為單位) 分段自由牌告其利率，其分段金額，定期存款以每筆金額為準，活期性存款以同一帳戶每月之日平均餘額為準；金融機構得對同一類別存款 (即活期存款、活期儲蓄存款、定期存款、定期儲蓄存款) 按存款對象、性質牌告不同利率，但應函報中央銀行備查。前述存款利率之牌告，應為單一利率，即不得牌告一個利率範圍再作議價。 前述所應揭示之牌告利率係指「單利」而言，至於「複利」2因其僅為依牌告利率計息時，利息給付之方式，應非「銀行法」第四十一條所規定應於營業場所揭示之利率。 存款利率應為揭示之場所並不以分行為限，亦應包括辦理收受存款業務之分支單位 (例如辦事處)。而公開揭示之程度，應達於使不特定多數人在營業場所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態，否則仍可能視為未揭示。至於揭示之方法，一般多於營業廳張貼、牌告或以電子螢幕顯示等。 

三、任選到期日定期存款利率之揭示 依財政部 87年 1月 14日台財融第 87700793號函釋：「任選到期日之定期存款，本部同意可就銀行公會所擬具下列二項方式擇一辦理或併同採行，以符合法律之規定」。 

                                                 
2 所謂複利，依「民法」第二○七條之規定，係指利息於屆應給付日時未予給付，逕行又滾入原本再生利息而言。現行實務上，所稱「複利」計算之存款利率，即係以各銀行依前述「銀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於營業場所所揭示之年息利率，按上開「民法」之規定所計算而得之利率。所謂單利與複利，僅係給付利息方式之不同，而通常以複利方式計算之存款利率較單利計算者為高。此外，大部分之定期存款係採單利計算，定期儲蓄存款 (除存本取息儲蓄存款外) 則採複利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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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區間方式牌告：即以一至未滿三月、三至未滿六月、六至未滿九月…以此類推之方式牌告。 

2. 以加註方式牌告：即加註「指定到期日之定期存款，其利率按實際存滿月數之相當期別同性質存款牌告利率計息，如無該期別之牌告利率，則依較低期別牌告利率計息」或類似之文義說明方式牌告。 

四、大額存款牌告利率異動之處理 有關銀行因新增或取消大額存款牌告利率，其於異動前收存未到期機動計息之大額定期存款應如何適用牌告利率乙案，依中央銀行業務局 93 年 11月 4日台央業字第 0930052779號函釋如下： 

1. 起存時無牌告大額存款機動利率 (視為雙方未約定適用大額存款牌告利率)，未到期前銀行新增大額存款牌告機動利率者，仍依一般存款牌告機動利率計息。 

2. 起存時採大額存款牌告機動利率，未到期前銀行取消該大額存款牌告機動利率者，自取消大額存款牌告日起改按一般存款牌告機動利率計息，若大額存款額度變更，改適用符合原存款金額之大額存款牌告機動利率計息，若無法適用時改按一般存款牌告機動利率計息。 

3. 為避免銀行與存戶發生糾紛，上述銀行新增或取消大額存款牌告利率及變更大額存款額度時，原收存未到期大額存款之利率適用方式，應於存款約定書或存單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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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人 （一）自然人之行為能力 自然人就行為能力可區分為完全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及無行為能力人三種： 

1. 完全行為能力人 

(1) 完全行為能力人意指有完全識別能力之人，凡能以獨立之意思為有效之法律行為者，即為有「完全行為能力人」。依「民法」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之規定，完全行為能力人包括成年人及未成年人已結婚者3。 

(2) 完全行為能力人申請開戶可逕為受理。 

2. 限制行為能力人 

(1) 限制行為能力人係指雖非無識別能力，惟其識別能力未臻完全或不若成年人之充足。依「民法」第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另依「民法」第七十七條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而同法第七十九條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訂立之契約，須經法定代理人之承認，始生效力」。換言之，限制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須經法定代理人補充後，始能臻於完全。而其補充之方式，綜觀前述條文，如屬事前者稱為「允許」，如屬事後者稱為「承認」。 

(2) 依財政部 78年 6月 29日台財融 780868252號函規定，限制行為能
                                                 
3 對於因未滿二十歲但已結婚而取得行為能力者，不因嗣後二十歲以前離婚，而喪失其已取得之行為能力。但如其婚姻遭撤銷，則回復為限制行為能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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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人開立非支票存款之一般存款戶，須經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或承認始生效力，惟限制行為能力人倘於開戶時已出具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可逕予辦理，如未能出具同意書，得定一個月以上期限催告法定代理人確答是否承認，法定代理人未於該期限內確答者，視為拒絕承認。 

(3) 受僱於公民營企業之未成年人為轉帳劃薪需要而在金融機構開立一般存款戶，若經該未成年受僱人之雇主出具證明書，證明其雇傭關係業經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同意者，依財政部 79年 9月 26日台財融第 790207191 號函規定，得不須再經法定代理人允許或承認，可逕在金融機構開立活期性存款帳戶 (惟不包括支票存款、綜合存款)。 

3. 無行為能力人 

(1) 無行為能力人係指無識別能力，不能獨立為有效法律行為之人。無行為能力人所為之法律行為絕對無效，至其範圍，依「民法」第十三條第一項及第十五條之規定，包括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及禁治產人。無行為能力人雖不得為有效法律行為，但其既有權利能力，得為權利義務主體，故「民法」第七十六條特別規定：「無行為能力人由法定代理人代為意思表示，並代受意思表示」以予補救。 

(2) 無行為能力人申請開立存款帳戶時，應由法定代理人代為辦理。故契約書上即應由法定代理人簽章，並表明簽章人之身分為法定代理人。蓋簽名蓋章係意思表示方式之一，而無行為能力人應無庸簽章亦不應簽章，因其意思表示無效，其所為之簽名或蓋章亦屬無效。 

4. 法定代理人之資格 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之法定代理人，依「民法」第一○八六條之規定，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而無父母或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其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時，依「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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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條及第一○九八條之規定，應置監護人並以監護人為法定代理人4。至於禁治產人依「民法」第一一一○及第一一一一條之規定，應置監護人為法定代理人5。 

5. 父母法定代理權之行使方式 依財政部 87年 5月 5日台財融第 87720821號函釋示：「限制行為能力人持父母同意書開戶 (非支票存款帳戶，以下同)，或父或母一方單獨持他方同意書代未成年子女開戶，金融機構予以受理，固無問題。惟若由限制行為能力人持父或母一方同意書開戶，或父或母一方單獨代未成年子女開戶時，依修正後『民法』第一○八九條、第一○八六條及第一六八條之規範意旨，應係無權代理，存款契約效力未定，視他方是否承認而定契約是否有效，金融機構應無認定父母意思是否一致之權限，更不宜據以決定是否受理。」 故實務上父母法定代理權之行使，可參酌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87年 8月 13日全一字 1353號函釋辦理，即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之未成年人在金融機構開立非支票存款帳戶時，前者應由法定代理人代為辦理，後者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允許) 或直接由法定代理人代為辦理。關於父母法定代理權之行使方式依修正後之民法第一○八九條規定，除父母之一方有不能行使權力之情形得由他方單獨行使外，應由父母共同行使。在一般實務作業上，倘限制行為能力人持父母同意書開戶，或父或母一方單獨持他方同意書 (授權書) 代理未成年子女開戶，金融機構均得受理。 

 

                                                 
4 依「民法」第一○九四條之規定，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或父母死亡而無遺囑指定監護人時，依下列順序指定其監護人：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姐、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未能依上述順序定其監護人時，法院得依未成年子女、四親等內之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就其三親等旁系血親尊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為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之方法。 
5 依「民法」第一一一○條之規定，受監護宣告之人應置監護人。依「民法」第一一一一條規定，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