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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十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修 正 公 布 著 作 權 法 部 分 條 文 對 照 表 及 說 明  

( 備 註 ： 本 件 資 料 由 經 濟 部 智 慧 財 產 局 彙 整 ， 說 明 部 分 係 依 行 政 院 提 案 、 立 法 委 員 提 案 及 立 法 院 朝 野 協 商 結 論 製 作 )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二 條   本 法 主 管 機 關 為 經 濟 部 。  

前 項 業 務 ， 由 經 濟 部 設 專 責 機 關 辦 理

。  

 

第 二 條   本 法 所 稱 主 管 機 關 為 內 政 部 。  ﹁ 經 濟 部 智 慧 財 產 局 組 織 條 例 ﹂ 第 二 條 規

定 ， 有 關 著 作 權 之 相 關 業 務 為 其 職 掌 ， 經

濟 部 智 慧 財 產 局 業 於 八 十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成 立 ， 原 內 政 部 主 管 之 著 作 權 相 關 業 務

已 移 撥 該 局 主 政 ， 爰 參 考 專 利 法 第 三 條 修

正 。  

 

第 三 十 四 條   攝 影 、 視 聽 、 錄 音 及 表 演 之 著

作 財 產 權 存 續 至 著 作 公 開 發 表 後 五 十 年 。  

前 條 但 書 規 定 ， 於 前 項 準 用 之 。  
第 三 十 四 條   攝 影 、 視 聽 、 錄 音 、 電 腦 程 式

及 表 演 之 著 作 財 產 權 存 續 至 著 作 公 開 發 表

後 五 十 年 。  

前 條 但 書 規 定 ， 於 前 項 準 用 之 。  

 

一 、 本 條 第 一 項 修 正 。  

二 、 按 ﹁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協 定 ﹂ 附 錄 C ﹁ 與 貿

易 有 關 之 智 慧 財 產 權 協 定 ﹂ (WTO/TRIPS)

第 十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 電 腦 程 式 ， 不 論 係

原 始 碼 或 目 的 碼 ， 均 應 以 （ 一 九 七 一 年 ）

伯 恩 公 約 所 規 定 之 文 學 著 作 保 護 之 。 ﹂ 揆

其 目 的 在 使 電 腦 程 式 享 有 與 文 學 著 作 相 同

之 著 作 權 保 護 標 準 。 又 依 ﹁ 保 護 文 學 與 藝

術 著 作 之 伯 恩 公 約 ﹂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 本 公 約 所 賦 予 之 保 護 期 間 應 為 著 作 人 終

身 及 其 死 後 五 十 年 ﹂ ， 現 行 著 作 權 法 於 第

三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電 腦 程 式 著 作 之 著 作

財 產 權 期 間 僅 存 續 至 著 作 公 開 發 表 後 五 十

年 ， 應 作 修 正 ， 爰 將 該 條 項 之 ﹁ 電 腦 程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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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 除 ， 使 電 腦 程 式 著 作 之 著 作 財 產 權 期

間 回 歸 適 用 該 法 第 三 十 條 至 第 三 十 三 條 有

關 著 作 人 之 生 存 期 間 及 其 死 亡 後 五 十 年 之

保 護 期 間 等 一 般 規 定 。  

 

第 三 十 七 條   著 作 財 產 權 人 得 授 權 他 人 利 用

著 作 ， 其 授 權 利 用 之 地 域 、 時 間 、 內 容 、

利 用 方 法 或 其 他 事 項 ， 依 當 事 人 之 約 定 ；

其 約 定 不 明 之 部 分 ， 推 定 為 未 授 權 。  

前 項 授 權 經 公 證 人 作 成 公 證 書 者 ， 不

因 著 作 財 產 權 人 嗣 後 將 其 著 作 財 產 權 讓 與

或 再 為 授 權 而 受 影 響 。  

非 專 屬 授 權 之 被 授 權 人 非 經 著 作 財 產

權 人 同 意 ， 不 得 將 其 被 授 與 之 權 利 再 授 權

第 三 人 利 用 。  

專 屬 授 權 之 被 授 權 人 在 被 授 權 範 圍 內

， 得 以 著 作 財 產 權 人 之 地 位 行 使 權 利 。 著

作 財 產 權 人 在 專 屬 授 權 範 圍 內 ， 不 得 行 使

權 利 。  

第 二 項 至 第 四 項 規 定 ， 於 本 法 修 正 施

行 前 所 為 之 授 權 ， 不 適 用 之 。  

音 樂 著 作 經 授 權 重 製 於 電 腦 伴 唱 機 者

， 利 用 人 利 用 該 電 腦 伴 唱 機 公 開 演 出 該 著

作 ， 不 適 用 第 七 章 規 定 。 但 屬 於 著 作 權 仲

介 團 體 管 理 之 音 樂 著 作 ， 不 在 此 限 。  

第 三 十 七 條   著 作 財 產 權 人 得 授 權 他 人 利 用

著 作 ， 其 授 權 利 用 之 地 域 、 時 間 、 內 容 、

利 用 方 法 或 其 他 事 項 ， 依 當 事 人 之 約 定 ；

其 約 定 不 明 之 部 分 ， 推 定 為 未 授 權 。  

前 項 被 授 權 人 非 經 著 作 財 產 權 人 同 意

， 不 得 將 其 被 授 與 之 權 利 再 授 權 第 三 人 利

用 。  

一 、 第 一 項 未 修 正 。  

二 、 第 二 項 新 增 。 按 為 避 免 著 作 財 產 權 人 於

授 權 後 將 該 著 作 財 產 權 讓 與 或 再 為 授 權

， 致 影 響 先 前 之 授 權 ， 並 為 使 先 前 授 權 事

實 之 存 在 獲 得 證 明 ， 爰 增 訂 第 二 項 規 定 ，

使 先 前 之 授 權 經 公 證 人 作 成 公 證 書 者 ， 不

受 嗣 後 著 作 財 產 權 讓 與 或 再 為 授 權 之 影

響 ， 以 保 障 原 被 授 權 人 之 利 益 。 至 於 授 權

未 經 公 證 人 作 成 公 證 書 者 ， 於 當 事 人 雖 仍

有 其 效 力 ， 惟 第 三 人 則 不 受 其 拘 束 。  

三 、 現 行 條 文 第 二 項 修 正 移 列 為 修 正 條 文 第

三 項 。 按 修 正 條 文 第 四 項 前 段 已 修 正 為 ﹁

專 屬 授 權 之 被 授 權 人 在 被 授 權 範 圍 內 ， 得

以 著 作 財 產 權 人 之 地 位 行 使 權 利 。 ﹂ 是 專

屬 授 權 之 被 授 權 人 在 被 授 權 範 圍 內 ， 將 其

被 授 與 之 權 利 再 授 權 第 三 人 利 用 ， 應 無 需

再 獲 得 著 作 財 產 權 人 同 意 ， 其 再 授 權 需 獲

得 著 作 財 產 權 人 同 意 者 ， 僅 限 於 ﹁ 非 專 屬

授 權 之 被 授 權 人 ﹂ ， 又 由 於 其 係 針 對 非 專 屬

所 作 規 定 ， 宜 列 為 修 正 條 文 第 二 項 有 關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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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種 授 權 規 定 之 後 ， 爰 予 修 正 移 列 。  

四 、 關 於 專 屬 授 權 之 被 授 權 人 在 法 律 上 究 取

得 何 種 地 位 ， 現 行 條 文 並 未 規 定 ， 則 專 屬

授 權 後 ， 著 作 財 產 權 人 可 否 再 行 使 著 作 財

產 權 ， 滋 生 疑 義 ， 爰 增 訂 第 四 項 ， 明 定 專

屬 授 權 之 被 授 權 人 在 被 授 權 範 圍 內 ， 得 以

著 作 財 產 權 人 之 地 位 行 使 權 利 ， 而 著 作 財

產 權 人 在 該 範 圍 內 ， 不 得 行 使 權 利 ， 以 資

明 確 。 又 此 所 稱 ﹁ 行 使 權 利 ﹂ ， 係 指 著 作 財

產 權 於 私 法 上 之 行 使 ， 至 於 著 作 財 產 權 被

侵 害 時 ， 被 授 權 人 得 否 提 起 刑 事 告 訴 ， 應

視 其 是 否 為 被 害 人 而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規 定 定

之 。  

五 、 增 訂 第 五 項 。 按 修 正 條 文 第 二 項 至 第 四

項 有 關 授 權 之 特 別 規 定 ， 對 著 作 財 產 權 人

及 被 授 權 人 間 之 關 係 影 響 重 大 ， 為 維 持 法

律 秩 序 之 穩 定 ， 爰 明 定 該 三 項 修 正 對 本 法

修 正 施 行 前 所 為 之 授 權 不 適 用 之 。  

六 、 增 訂 第 六 項 。  

( 一 ) 業 者 於 電 腦 伴 唱 機 內 錄 製 上 千 首 歌 曲

之 行 為 ， 通 常 均 向 著 作 權 仲 介 團 體 或 個

別 之 著 作 財 產 權 人 取 得 授 權 。 惟 利 用 人

後 續 利 用 該 電 腦 伴 唱 機 ， 取 得 公 開 演 出

音 樂 著 作 之 授 權 ， 除 向 仲 介 團 體 洽 取 授

權 外 ， 針 對 少 數 未 加 入 仲 介 團 體 而 又 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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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權 利 之 ﹁ 權 利 人 ﹂ ， 欲 取 得 授 權 ， 實 屬

不 易 。  

( 二 ) 電 腦 伴 唱 機 成 為 時 下 流 行 的 設 施 後 ， 利

之 所 在 ， 形 成 業 者 相 互 競 爭 ， 部 分 業 者

以 音 樂 著 作 之 著 作 財 產 權 為 武 器 ， 以 競

爭 業 者 的 客 戶 為 施 壓 對 象 ， 提 出 告 （ 自

） 訴 ， 企 圖 嚇 阻 購 買 其 他 品 牌 之 使 用 人

， 以 擴 大 本 身 市 場 佔 有 率 。 更 有 少 數 業

者 ， 利 用 上 述 方 法 ， 以 刑 逼 民 ， 使 對 方

和 解 ， 索 取 高 額 賠 償 金 ， 作 為 主 要 營 業

收 入 。 上 述 情 形 ， 帶 給 利 用 人 無 端 訟 累

， 形 成 民 怨 ， 亦 造 成 司 法 機 關 之 負 荷 ，

司 法 資 源 之 濫 用 ， 有 待 解 決 。  

( 三 ) 為 維 持 社 會 秩 序 安 定 ， 並 避 免 少 數 業 者

濫 用 權 利 ， 爰 增 訂 本 項 ， 規 定 將 利 用 伴

唱 機 所 涉 及 之 公 開 演 出 爭 議 僅 屬 民 事 問

題 ， 不 生 第 七 章 著 作 權 侵 害 之 刑 事 責 任

問 題 。 另 為 避 免 對 著 作 權 仲 介 團 體 運 作

，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 對 屬 於 其 管 理 範 圍 之

著 作 ， 爰 予 排 除 其 適 用 。  

( 四 ) 又 受 我 國 保 護 之 外 國 人 之 音 樂 著 作 ， 多

已 加 入 外 國 著 作 權 仲 介 團 體 ， 並 透 過 與

國 內 之 仲 介 團 體 相 互 合 作 ， 以 保 障 彼 此

權 益 ， 是 本 條 對 外 國 人 著 作 之 保 護 ， 應

不 致 產 生 影 響 ， 併 予 說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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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十 一 條   依 第 六 十 九 條 規 定 ， 取 得 強 制

授 權 之 許 可 後 ， 發 現 其 申 請 有 虛 偽 情 事 者

， 著 作 權 專 責 機 關 應 撤 銷 其 許 可 。  

依 第 六 十 九 條 規 定 ， 取 得 強 制 授 權 之

許 可 後 ， 未 依 著 作 權 專 責 機 關 許 可 之 方 式

利 用 著 作 者 ， 著 作 權 專 責 機 關 應 廢 止 其 許

可 。  

 

第 七 十 一 條   依 第 六 十 九 條 規 定 ， 取 得 強 制

授 權 之 許 可 後 ，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主 管

機 關 應 撤 銷 其 許 可 ︰   

一 、 未 依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之 方 式 利 用 著 作 者

。  

二 、 強 制 授 權 許 可 後 ， 發 現 其 申 請 有 虛 偽

情 事 者 。  

 

一 、 按 就 合 法 行 政 處 分 失 效 ， 如 取 得 強 制 授

權 之 許 可 後 ， 未 依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之 方 式 利

用 著 作 者 ， 使 其 效 力 失 效 之 行 政 處 分 應 以

﹁ 廢 止 ﹂ 處 分 稱 之 ； 就 違 法 之 行 政 處 分 之

失 效 ， 如 強 制 授 權 許 可 後 ， 發 現 其 申 請 有

虛 偽 情 事 者 ， 使 其 效 力 失 效 之 行 政 處 分 應

以 ﹁ 撤 銷 ﹂ 稱 之 ， 爰 予 修 正 。  

二 、 又 依 修 正 條 文 第 二 條 規 定 ， 經 濟 部 為 本

法 主 管 機 關 並 設 專 責 機 關 辦 理 相 關 業 務

， 又 ﹁ 經 濟 部 智 慧 財 產 局 組 織 條 例 ﹂ 第 二

條 規 定 ， 有 關 著 作 權 之 相 關 業 務 為 該 局 職

掌 ， 爰 將 現 行 條 文 ﹁ 主 管 機 關 ﹂ 之 文 字 修

正 為 ﹁ 著 作 權 專 責 機 關 ﹂ 。  

 

第 八 十 一 條   著 作 財 產 權 人 為 行 使 權 利 、 收

受 及 分 配 使 用 報 酬 ， 經 著 作 權 專 責 機 關 之

許 可 ， 得 組 成 著 作 權 仲 介 團 體 。  

專 屬 授 權 之 被 授 權 人 亦 得 加 入 著 作 權

仲 介 團 體 。  

第 一 項 團 體 之 許 可 設 立 、 組 織 、 職 權

及 其 監 督 、 輔 導 ， 另 以 法 律 定 之 。  

 

第 八 十 一 條   著 作 財 產 權 人 為 行 使 權 利 、 收

受 及 分 配 使 用 報 酬 ， 經 主 管 機 關 之 許 可 ，

得 組 成 著 作 權 仲 介 團 體 。  

前 項 團 體 之 許 可 設 立 、 組 織 、 職 權 及

其 監 督 、 輔 導 ， 另 以 法 律 定 之 。  

一 、 第 一 項 修 正 。 按 依 修 正 條 文 第 二 條 規 定

， 經 濟 部 為 本 法 主 管 機 關 並 設 專 責 機 關 辦

理 相 關 業 務 ， 又 ﹁ 經 濟 部 智 慧 財 產 局 組 織

條 例 ﹂ 第 二 條 規 定 ， 有 關 著 作 權 之 相 關 業

務 為 該 局 職 掌 ， 爰 將 原 修 正 條 文 ﹁ 主 管 機

關 ﹂ 之 文 字 修 正 為 ﹁ 著 作 權 專 責 機 關 ﹂ 。  

二 、 第 二 項 增 訂 。 按 為 配 合 修 正 條 文 第 三 十

七 條 第 四 項 增 訂 專 屬 授 權 之 被 授 權 人 地

位 之 規 定 ， 於 專 屬 授 權 之 情 形 ， 被 授 權

人 既 得 以 著 作 財 產 權 人 之 地 位 行 使 權 利



 六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 自 宜 使 專 屬 授 權 之 被 授 權 人 亦 得 加 入

著 作 權 仲 介 團 體 ， 爰 予 增 訂 。  

三 、 現 行 條 文 第 二 項 修 正 移 列 為 修 正 條 文 第

三 項 。  

 

第 八 十 二 條   著 作 權 專 責 機 關 應 設 置 著 作 權

審 議 及 調 解 委 員 會 ， 辦 理 下 列 事 項 ：  

一 、 第 四 十 七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使 用 報 酬 率 之

審 議 。  

二 、 著 作 權 仲 介 團 體 與 利 用 人 間 ， 對 使 用

報 酬 爭 議 之 調 解 。  

三 、 著 作 權 或 製 版 權 爭 議 之 調 解 。  

四 、 其 他 有 關 著 作 權 審 議 及 調 解 之 諮 詢 。  

前 項 第 三 款 所 定 爭 議 之 調 解 ， 其 涉 及

刑 事 者 ， 以 告 訴 乃 論 之 案 件 為 限 。  

 

 

 

 

 

 

 

 

 

 

第 八 十 二 條   主 管 機 關 應 設 置 著 作 權 審 議 及

調 解 委 員 會 ， 辦 理 下 列 事 項 ：  

一 、 第 四 十 七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及 著 作 權 仲 介

團 體 所 訂 定 使 用 報 酬 率 之 審 議 。  

二 、 著 作 權 仲 介 團 體 與 利 用 人 間 ， 對 使 用

報 酬 爭 議 之 調 解 。  

三 、 著 作 權 或 製 版 權 爭 議 之 調 解 。  

四 、 其 他 有 關 著 作 權 審 議 及 調 解 之 諮 詢 。  

前 項 第 三 款 所 定 爭 議 之 調 解 ， 其 涉 及

刑 事 者 ， 以 告 訴 乃 論 之 案 件 為 限 。  

 

 

 

 

 

 

 

 

 

 

一 、 第 一 項 序 文 修 正 。 依 修 正 條 文 第 二 條 規

定 ， 經 濟 部 為 本 法 主 管 機 關 並 設 專 責 機 關

辦 理 相 關 業 務 ， 又 ﹁ 經 濟 部 智 慧 財 產 局 組

織 條 例 ﹂ 第 二 條 規 定 ， 有 關 著 作 權 之 相 關

業 務 為 該 局 職 掌 ， 爰 將 ﹁ 主 管 機 關 ﹂ 之 文

字 修 正 為 ﹁ 著 作 權 專 責 機 關 ﹂ 。  

二 、 修 正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 一 ) 按 著 作 權 係 屬 私 權 ， 著 作 權 之 授 權 利

用 及 其 使 用 報 酬 之 多 寡 ， 係 屬 仲 介 團 體

與 利 用 人 間 之 私 法 關 係 ， 應 由 雙 方 洽 商

， 委 由 市 場 機 制 決 定 之 。  

( 二 ) 在 現 行 制 度 下 ， 著 作 權 仲 介 團 體 之 使

用 報 酬 率 應 經 著 作 權 審 議 及 調 解 委 員 會

審 議 ， 惟 仍 有 若 干 缺 失 ：  

１ 著 作 財 產 權 使 用 報 酬 之 訂 定 ， 繫 諸 仲

介 團 體 與 利 用 人 之 主 觀 價 值 判 斷 ， 難

以 有 形 之 成 本 計 算 ， 故 實 務 上 審 議 仲

介 團 體 提 出 之 使 用 報 酬 率 ， 雖 參 酌 相

關 原 則 及 國 外 仲 介 團 體 之 費 率 資 料 而

酌 予 調 整 ， 惟 標 準 如 何 計 算 方 屬 合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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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 有 其 困 難 ； 且 著 作 利 用 型 態 繁 雜

， 難 以 將 用 報 酬 率 標 準 化 ， 經 審 議 核

定 之 使 用 報 酬 率 ， 仲 介 團 體 及 利 用 人

均 有 不 同 之 意 見 。  

２ 現 有 仲 介 團 體 之 使 用 報 酬 率 雖 經 核 定

， 主 管 機 關 亦 說 明 為 使 用 報 酬 率 之 最

高 上 限 ， 旨 在 促 使 雙 方 能 藉 由 自 由 洽

商 、 市 場 機 制 決 定 實 際 之 使 用 報 酬 。

惟 仲 介 團 體 與 利 用 人 洽 商 時 往 往 執 此

為 收 費 標 準 ， 不 願 依 個 案 調 整 ， 造 成

利 用 人 誤 認 為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之 使 用 報

酬 率 為 惟 一 標 準 ， 有 失 主 管 機 關 審 議

之 原 意 。  

３ 著 作 權 之 利 用 型 態 隨 時 代 演 進 ， 推 陳

出 新 ， 核 定 之 計 算 標 準 未 必 涵 括 ， 增

訂 或 修 訂 提 高 使 用 報 酬 率 均 須 再 送 著

作 權 審 議 及 調 解 委 員 會 審 議 ， 對 市 場

利 用 而 言 ， 緩 不 濟 急 ， 仲 介 團 體 授 權

運 作 缺 乏 彈 性 ， 無 法 反 映 市 場 權 利 使

用 現 況 ， 對 著 作 權 財 產 權 人 及 利 用 人

之 權 益 造 成 影 響 ， 又 如 前 所 述 ， 使 用

報 酬 率 之 審 議 ， 欲 求 實 質 之 公 平 合 理

有 其 困 難 ， 且 未 必 與 市 場 現 況 相 符 ，

對 使 用 報 酬 率 之 市 場 機 制 反 而 形 成 相

當 程 度 之 干 預 與 限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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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仲 介 團 體 與 利 用 人 間 就 使 用 報 酬 之 爭

議 ， 並 未 隨 著 使 用 報 酬 率 之 審 議 而 減

少 ， 反 而 有 增 無 減 ， 應 藉 由 加 強 調 解

等 其 他 機 制 功 能 之 發 揮 ， 增 加 雙 方 之

溝 涌 與 互 信 ， 降 低 雙 方 之 紛 爭 。  

（ 三 ） 綜 合 所 述 ， 著 作 權 既 屬 私 權 ， 回 歸

民 法 私 法 自 治 及 市 場 機 能 之 精 神 ， 藉 由

仲 介 團 體 與 利 用 人 雙 方 自 由 協 商 洽 談 ，

實 屬 需 要 ， 為 避 免 不 必 要 之 誤 解 ， 爰 刪

除 使 用 報 酬 率 應 經 著 作 權 審 議 及 調 解 委

員 會 審 議 之 規 定 。  

 

第 九 十 條 之 一   著 作 權 人 或 製 版 權 人 對 輸 入

或 輸 出 侵 害 其 著 作 權 或 製 版 權 之 物 者 ， 得

申 請 海 關 先 予 查 扣 。  

前 項 申 請 應 以 書 面 為 之 ， 並 釋 明 侵 害

之 事 實 ， 及 提 供 相 當 於 海 關 核 估 該 進 口 貨

物 完 稅 價 格 或 出 口 貨 物 離 岸 價 格 之 保 證 金

， 作 為 被 查 扣 人 因 查 扣 所 受 損 害 之 賠 償 擔

保 。  

海 關 受 理 查 扣 之 申 請 ， 應 即 通 知 申 請

人 。 如 認 符 合 前 項 規 定 而 實 施 查 扣 時 ， 應

以 書 面 通 知 申 請 人 及 被 查 扣 人 。  

申 請 人 或 被 查 扣 人 得 向 海 關 申 請 檢 視

被 查 扣 之 物 。  

第 九 十 條 之 一   著 作 權 人 或 製 版 權 人 對 輸 入

或 輸 出 侵 害 其 著 作 權 或 製 版 權 之 物 者 ， 得

申 請 海 關 先 予 查 扣 。  
前 項 申 請 應 以 書 面 為 之 ， 並 釋 明 侵 害

之 事 實 ， 及 提 供 相 當 於 海 關 核 估 該 進 口 貨

物 完 稅 價 格 或 出 口 貨 物 離 岸 價 格 之 保 證 金

， 作 為 被 查 扣 人 因 查 扣 所 受 損 害 之 賠 償 擔

保 。  

申 請 人 或 被 查 扣 人 得 向 海 關 申 請 檢 視

被 查 扣 之 物 。  

查 扣 之 物 ， 經 申 請 人 取 得 法 院 民 事 確

定 判 決 ， 屬 侵 害 著 作 權 或 製 版 權 者 ， 由 海

關 予 以 沒 入 。 沒 入 物 之 貨 櫃 延  滯 費 、 倉 租
一 、 行 政 程 序 法 就 行 政 機 關 使 違 法 或 合 法 之

行 政 處 分 失 其 效 力 ， 區 分 性 質 而 異 其 名 稱

， 該 法 第 一 百 十 七 條 及 第 一 百 十 八 條 就 違

法 之 行 政 處 分 之 失 效 ， 以 ﹁ 撤 銷 ﹂ 處 分 為

之 ， 該 法 第 一 百 二 十 二 條 及 第 一 百 二 十 三

條 就 合 法 行 政 處 分 之 失 效 ， 則 以 ﹁ 廢 止 ﹂

處 分 為 之 ， 為 期 著 作 權 法 之 用 語 與 該 法 所

使 用 概 念 之 用 語 一 致 ， 爰 予 配 合 修 正 。  

二 、 現 行 條 文 所 稱 ﹁ 撤 銷 查 扣 ﹂ ， 依 其 規 範

內 容 之 性 質 而 論 ， 係 指 海 關 基 於 著 作 權 人

或 製 版 權 人 之 申 請 ， 對 輸 入 或 輸 出 侵 害 其

著 作 權 或 製 版 權 之 物 予 以 查 扣 後 ， 另 基 於

法 定 事 由 之 發 生 ︿ 現 行 條 文 第 九 十 條 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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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扣 之 物 ， 經 申 請 人 取 得 法 院 民 事 確

定 判 決 ， 屬 侵 害 著 作 權 或 製 版 權 者 ， 由 海

關 予 以 沒 入 。 沒 入 物 之 貨 櫃 延 滯 費 、 倉 租

、 裝 卸 費 等 有 關 費 用 暨 處 理 銷 燬 費 用 應 由

被 查 扣 人 負 擔 。  

前 項 處 理 銷 燬 所 需 費 用 ， 經 海 關 限 期

通 知 繳 納 而 不 繳 納 者 ， 依 法 移 送 強 制 執 行

。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除 由 海 關 廢 止 查

扣 依 有 關 進 出 口 貨 物 通 關 規 定 辦 理 外 ， 申

請 人 並 應 賠 償 被 查 扣 人 因 查 扣 所 受 之 損 害

︰  

一 、 查 扣 之 物 經 法 院 確 定 判 決 ， 不 屬 侵 害

著 作 權 或 製 版 權 之 物 者 。  

二 、 海 關 於 通 知 申 請 人 受 理 查 扣 之 日 起 十

二 日 內 ， 未 被 告 知 就 查 扣 物 為 侵 害 物 之

訴 訟 已 提 起 者 。  

三 、 申 請 人 申 請 廢 止 查 扣 者 。  

前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之 期 限 ， 海 關 得 視 需

要 延 長 十 二 日 。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海 關 應 依 申 請 人

之 申 請 返 還 保 證 金 ︰  

一 、 申 請 人 取 得 勝 訴 之 確 定 判 決 或 與 被 查

扣 人 達 成 和 解 ， 已 無 繼 續 提 供 保 證 金 之

必 要 者 。  

、 裝 卸 費 等 有 關 費 用 暨 處 理 銷 燬 費 用 應 由

被 查 扣 人 負 擔 。  

前 項 處 理 銷 燬 所 需 費 用 ， 經 海 關 限 期

通 知 繳 納 而 不 繳 納 者 ， 移 送 法 院 強 制 執 行

。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除 由 海 關 撤 銷 查

扣 依 有 關 進 出 口 貨 物 通 關 規 定 辦 理 外 ， 申

請 人 並 應 賠 償 被 查 扣 人 因 查 扣 所 受 之 損 害

︰  

一 、 查 扣 之 物 經 法 院 確 定 判 決 ， 不 屬 侵 害

著 作 權 或 製 版 權 之 物 者 。  

二 、 海 關 於 通 知 申 請 人 受 理 查 扣 之 日 起 十

二 日 內 ， 未 被 告 知 就 查 扣 物 為 侵 害 物 之

訴 訟 已 提 起 者 。  
三 、 申 請 人 申 請 撤 銷 查 扣 者 。  

前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之 期 限 ， 海 關 得 視 需

要 延 長 十 二 日 。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海 關 應 依 申 請 人

之 申 請 返 還 保 證 金 ︰  

一 、 申 請 人 取 得 勝 訴 之 確 定 判 決 或 與 被 查

扣 人 達 成 和 解 ， 已 無 繼 續 提 供 保 證 金 之

必 要 者 。  

二 、 撤 銷 查 扣 後 ， 申 請 人 證 明 已 定 二 十 日

以 上 之 期 間 ， 催 告 被 查 扣 人 行 使 權 利 而

未 行 使 者 。  

第 六 項 各 款 ﹀ ， 而 以 另 一 行 政 處 分 使 原 先

合 法 查 扣 之 效 力 終 止 ， 應 屬 ﹁ 廢 止 ﹂ 之 概

念 ， 爰 將 本 條 第 六 項 本 文 、 第 三 款 、 第 八

項 第 二 款 之 用 語 ， 均 修 正 為 ﹁ 廢 止 ﹂ ， 以

期 與 行 政 程 序 法 之 用 語 一 致 。  

三 、 第 三 項 新 增 。 海 關 所 為 查 扣 ， 旨 在 防 止

著 作 權 人 或 製 版 權 人 損 害 之 擴 大 。 是 申 請

人 申 請 查 扣 後 ， 仍 須 續 行 訴 訟 程 序 ， 以 維

自 身 權 益 ， 準 此 ， 海 關 是 否 受 理 其 申 請 ，

自 應 明 確 告 知 申 請 人 ， 以 利 其 後 續 訴 訟 程

序 之 發 動 ； 又 海 關 實 施 查 扣 ， 攸 關 申 請 人

及 被 查 扣 人 權 益 至 鉅 ， 自 應 通 知 雙 方 ， 以

利 其 主 張 權 利 。 關 於 海 關 實 施 查 扣 應 以 書

面 通 知 申 請 人 及 被 查 扣 人 一 節 ， 現 行 ﹁ 海

關 查 扣 著 作 權 或 製 版 權 侵 害 物 實 施 辦 法 ﹂

第 四 條 雖 有 明 文 ， 惟 為 配 合 行 政 程 序 法 之

施 行 ， 故 將 其 移 列 本 法 規 定 之 ， 爰 參 照

TRIPs 第 五 十 二 條 及 第 五 十 四 條 之 規 定 ， 於

第 三 項 明 定 海 關 受 理 其 申 請 及 實 施 查 扣 之

通 知 義 務 。 又 因 申 請 查 扣 之 受 理 ， 尚 不 涉

申 請 人 之 實 質 權 益 ， 故 不 限 通 知 方 式 ； 至

查 扣 之 實 施 ， 影 響 雙 方 權 益 ， 爰 明 定 通 知

之 方 式 應 以 書 面 為 之 ， 以 昭 慎 重 。  

四 、 第 六 項 修 正 。 按 處 理 銷 燬 所 需 費 用 ， 係

屬 公 法 上 金 錢 給 付 義 務 ， 應 移 送 法 務 部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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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廢 止 查 扣 後 ， 申 請 人 證 明 已 定 二 十 日

以 上 之 期 間 ， 催 告 被 查 扣 人 行 使 權 利 而

未 行 使 者 。  

三 、 被 查 扣 人 同 意 返 還 者 。  

被 查 扣 人 就 第 二 項 之 保 證 金 ， 與 質 權

人 有 同 一 之 權 利 。  

 

三 、 被 查 扣 人 同 意 返 還 者 。  

查 扣 人 就 第 二 項 之 保 證 金 ， 與 質 權 人

有 同 一 之 權 利 。  

政 執 行 署 所 屬 行 政 執 行 處 執 行 ， 爰 將 ﹁ 移

送 法 院 強 制 執 行 ﹂ 修 正 為 ﹁ 依 法 移 送 強 制

執 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