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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葬活動中使用音樂，要不要付費？ 

 

一、所使用的音樂是否受著作權保護？ 

 

於告別式等殯葬活動中播放 CD音樂、唸佛機或是聘請樂師現場演奏歌

曲，已涉及公開演出他人音樂著作(詞、曲)之行為，音樂著作的著作財產

權人享有公開演出的專有權利；若是在現場播放 CD音樂（唱片）或唸佛機

中錄製好的音樂，則除了音樂著作以外，還涉及了公開演出他人的錄音著

作，錄音著作的權利人則享有公開演出的報酬請求權。 

不管是音樂著作或錄音著作都有一定的保護期間：音樂著作的著作財

產權原則上存續於著作人生存期間及其死亡後 50年，錄音著作則為著作公

開發表後 50年。存續期間屆滿著作財產權即消滅，即屬公共財產，任何人

均得自由利用。例如佛經經文本身，多已成為公共財，並沒有著作權；但

如將佛經經文配樂並錄製成唱片或灌錄於唸佛機中（就同一經文可能有多

種不同版本之配樂），該等配樂之旋律如有創作性，仍屬於受著作權法保護

的「音樂著作」；所錄製的唱片則屬於受著作權法保護的「錄音著作」，至

佛經經文本身則仍屬公共財，不受影響。 

 

二、哪些情形要取得授權？哪些情形不需取得授權？ 

 

如果告別式等殯葬活動中使用的音樂是受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即可

能需向著作權人取得授權或付費： 

通常坊間喪家會將喪葬事宜委託禮儀公司辦理，禮儀公司經常性的為

不同的喪家、於不同的告別式等殯葬活動中播放或演奏音樂，只要是客觀

上是對公眾播放，即構成公開演出而需取得授權，並不因利用音樂之主觀

意思（例如係為往生者而播放）、或實際上是否有人聆聽而有不同；於停柩

室、神主牌位寄放室、入殮室、奠儀堂等處播放唸佛機等利用音樂之行為，

由於該等場所仍屬於不特定之多數人得出入之場所，與告別式中利用音

樂，並無不同，亦屬公開演出而需取得授權。 

如果告別式等殯葬活動中所播放之音樂是由喪家自行準備或播放的，

由於大多數情形中，參與之人為喪家之「家庭及其正常社交之多數人」，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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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播放音樂等利用行為並不構成公開演出，而毋須取得授權；如為喪家自

己利用個人相片、影片加上襯底音樂而製作之追思光碟，雖然錄製音樂的

部分已涉及著作權法上的重製行為，但因喪家製作該光碟只是供個人及家

庭使用，不具營利目的，應可適用著作權法第 51條合理使用的規定，而且

喪家自行在會場上放映該光碟，該光碟內之音樂或錄音著作（如插曲或襯

底音樂等）也不用另外取得公開演出之授權。 

因此，殯葬業者向喪家承攬喪葬事宜，如所提供之服務內容包含音樂

服務（不論就該等音樂服務是否另定一收費項目），即應就該等音樂、錄音

著作之公開演出，向相關之著作權人洽取授權，除非與喪家特別約定所承

攬之服務範圍排除音樂服務。至於是否提供包含音樂之服務，如產生爭議

時，應由法院依具體個案情形認定之。 

 

三、要如何、向誰取得授權？ 

 

音樂、錄音著作之「公開演出」，須向音樂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或經其

授權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下稱集管團體）取得公開演出的授權（如未

取得授權會構成著作權的侵權，而有民、刑事責任），錄音著作之著作財產

權人亦得對公開演出之人請求支付使用報酬。 

目前管理音樂著作之集管團體有 3 家、管理錄音著作之集管團體有 2

家（詳如附表），於告別式上所播放之音樂應為可得確定之曲目，得於利用

前向相關集管團體洽詢是否屬於其管理之範圍，或透過本局快速查詢服務

台（02-23767160）查詢。如並未使用到要求付費之團體的著作，即無須向

其付費。 

由於法律並沒有強制著作財產權人一定要加入集管團體，因此，也有

少數著作財產權人並未加入團體而是自行管理或委託他人處理授權事宜。

因此，所利用到的音樂如非屬集管團體管理，則需向著作財產權人或其委

託行使權利之人洽談授權或支付費用，基於授權交易之公平，可向其要求

出示相關的權利證明，以釐清其是否有權利授權他人利用。 

 

四、誰有取得授權的義務？ 

 

http://www.tipo.gov.tw/ch/AllInOne_Show.aspx?path=3387&guid=b023b882-4024-4862-8e05-145faf60225f&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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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喪家將喪葬事宜委託禮儀公司辦理，由禮儀公司規劃、辦理整個

告別式，則於告別式等殯葬活動中播放音樂 CD、唸佛機或由樂師演奏音樂

所涉及之著作利用行為，應該由禮儀公司向著作財產權人或集管團體洽取

授權，支付公開演出的費用。 

如果實際行為人（即實際演奏音樂者）係公司員工，且是為了執行公

司業務而侵害著作財產權時，依著作權法第 101條及民法第 188條之規定，

公司亦須負擔刑事上的罰金且與該員工負民事上連帶賠償責任。 

若受聘演出之樂師為實際演出之行為人，究應由禮儀公司或受聘樂師

取得授權及負擔使用報酬，雙方雖得透過私契約自行約定，惟如前述，通

常仍應由該殯葬活動之主辦單位即禮儀公司洽取授權。禮儀公司縱與樂師

約定由樂師取得授權，但如明知樂師並未取得授權，仍不能因此免責。 

 

五、權利人行使權利應注意事項 

 

在前述應支付使用報酬的情形，權利人固得出面主張權利，惟行使權

利除應合法外，亦應合情合理，應以加強著作權宣導之方式為之，不宜動

輒以刑事手段脅迫付費，或以不當之方式至現場進行。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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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名稱 著作類別 管理權能 
地址/電子信箱/ 網站 

電話 / 傳真 

1 

社團法人台灣音樂

著作權人聯合總會

（MCAT） 

音樂著作 

公開播送權、 

公開演出權、 

公開傳輸權 

105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 4段 130號 9

樓 

http://www.mcat.org.tw  

電話：（02）2570-1680 

傳真：（02）2570-1681 

2 

社團法人中華音樂

著作權協會

（MUST） 

音樂著作 

公開播送權、 

公開演出權、 

公開傳輸權 

104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2 段 71 號 4

樓 

http://www.must.org.tw/ 

電話：（02）2511-0869 

傳真：（02）2511-0759  

3 

社團法人台灣音樂

著作權協會

（TMCS） 

音樂著作 

公開傳輸權、 

公開播送權、 

公開演出權  

241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 39 號 

http://www.tmcs.org.tw 

電話：（02）8982-1299  

傳真：（02）8982-1200 

4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錄音著作權人協會

（ARCO） 

錄音著作 

公開播送權、公開演出

報酬請求權、為公開演

出目的之必要重製

權、公開傳輸權及為公

開傳輸之必要重製權 

105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 4 段 85 號 4 樓 

http://www.arco.org.tw 

電話：（02）2718-8818 

傳真：（02）2742-0621 

5 

社團法人中華有聲

出版錄音著作權管

理協會（RPAT） 

錄音著作 
公開播送權、 

公開演出報酬請求權  

110 台北市松隆路 3 號 9 樓 

http://www.rpat.org.tw 

電話：（02）2769-0823 

傳真：（02）2769-1026 

 

http://www.mcat.org.tw/
http://www.must.org.tw/
http://www.tmcs.org.tw/
http://www.arco.org.tw/
http://www.rpat.org.tw/
http://www.rpat.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