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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教育目的合理使用調整 

(2) 編製教科用書及教育目的廣播等合理使用之檢討 

相關條文：第 47條 

修法諮詢會議：第 22次會議 

一、 緣起 

著作權法第 47條及第 63條第 3項僅就編製教科書者規定得

「重製」、「改作」或「編輯」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及後續「散

布」此等教科書之行為得主張合理使用，並不包括網路上之「公

開傳輸」；本局函釋亦明確排除「公開傳輸」可主張合理使用之

空間。惟鑑於數位時代來臨，按第 47條第 1項合理使用規定所

編製之紙本教科書，其利用態樣是否應包含公開傳輸（即將其數

位版置於網路上供學生下載使用）？又同條第 3項有關教育目的

之公開播送，最初制定時係參考日、韓二國相關立法規定，不包

含網路「公開傳輸」，而目前數位匯流發展，是否應順應潮流，

將教育目的之廣播範圍擴及於網路同步傳輸或互動式傳輸？亦

為本次修法之重要議題。 

二、 各國立法例分析 

(一)按第 47條規定所編製之紙本教科書，其利用態樣是否包含公

開傳輸？ 

1.不得公開傳輸 

(1) 日本：著作權法第 33條 

(2) 韓國：著作權法第 25條第 1項 

2.一定場所得公開傳輸 

(1) 中國： 

信息網路傳播保護條例第 8條規定，利用他人著作

製作之教科書雖得公開傳輸，但限於向註冊學生提供。 

(2)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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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第 46條規定雖及於公開傳輸，但對象限於

供學校、非營利之教育或進修機構、職業訓練機構之教

學使用，或供教會使用。 

(二)教育目的之廣播範圍是否應擴及於網路同步傳輸或互動式傳

輸？ 

1.日本： 

著作權法第 34條規定教育目的之廣播須符合學校教

育法令所規定教育課程之標準，並限於在該廣播之廣播對

象地區為自動公眾送信。其採「法定授權制」，使用報酬之

標準係相當於市場價格之「相當數目」之補償金。 

2.韓國： 

著作權法第 25條第 2項將教育目的之廣播、重製、公

開演出及互動式傳輸規定於同一條，要件一致，因此不論

同步網路廣播或互動式傳輸均得主張該條合理使用。韓國

亦採「法定授權制」，惟使用報酬之標準由主管機關訂定。 

三、 討論重點 

(一)按第 47條規定所編製之紙本教科書，其利用態樣是否包含公

開傳輸？ 

1.委託研究建議 

由於第 47條第 1項之利用主體係編製教科書之人，並

非學校、教育機構等，公開傳輸之對象控制不易，故暫以

不擴及於著作之公開傳輸為宜。 

2.各委員意見 

(1)就目前制度，國中小教科書均係採審定制，部編教科書1亦

有置於網路上供全國學生及家長免費使用，從而教育部

提出其常接獲業者反映，若教科書不限對象公開上網，

將對著作權人影響甚鉅，因此認為教科書之公開傳輸應

                                                      
1
 僅數學與自然類科有部編教科書，均為自行創作或已取得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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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法定授權制、增訂公開傳輸之使用報酬費率，並作適

當調整。而針對公開傳輸之對象，委員提議若將範圍限

縮於已註冊之學生，則接收之範圍將可不限於機構場所

內。 

(2)另有委員提出，未來電子教科書離線閱讀或雲端電子教

科書2將大量普及，而第 47條第 1項僅適用於經審定之教

科書，目前據了解審定執照均為紙本送審，未來應視教

育部是否接受電子版教科書送審。 

(二)教育目的之廣播範圍是否應擴及於網路同步傳輸或互動式傳

輸？ 

1.委託研究建議 

第 47條第 3項之「廣播」應擴大其範圍，及於網路同

步傳輸，而互動式傳輸，則屬於第 46條處理之範圍。另為

使實習電台及教育廣播電台等，可能主張依著作權法第 47

條第 3項之學校或教育機構，得以在單純使用報酬糾紛之

情形下，與集體管理團體談判協商使用報酬，此似可採日

本之立法例，不由主管機關訂定使用報酬率。 

2.各委員意見 

(1)當初第 47條第 3項係參考日本立法例，雖然其規定廣播

之範圍限於校園內，但我國應可自行決定其範圍。教育

部認為，未來空中大學亦有將網路遠距教學、教學課程

錄影等放置於網路上之可能，若第 47條第 3項將非同步

遠距教學納入，則其範圍不應限於機構場所內。然須注

意的是，第 47條第 3項必須限於教育目的，若為學校實

習廣播電台則與一般非營利性電台無異，即與第 47條第

3項之教育目的有間。 

(2)委員提議，參酌第 46條之規定，第 47條第 3項之對象

應限於註冊之學生。 

                                                      
2
 教科書電子檔處存於雲端伺服器中，學生不須將教科書電子檔下載至載具，待需要閱讀時再連

線至雲端伺服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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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會議結論 

(一)第 47條第 3項之公開傳輸對象，以已經註冊之學生為限。 

(二)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十六條  

為編製依法令應經教

育行政機關審定之教

科用書，或教育行政

機關編製教科用書

者，得重製、改作或

散布他人已公開發表

之著作。 

前項規定，於編

製附隨於該教科用書

且專供教學之人教學

用之輔助用品，準用

之。但以由該教科用

書編製者編製為限。  

 依法設立之各

級學校或非營利教育

機構，為教育目的之

必要，得公開播送或

向正式註冊課程之人

公開傳輸他人已公開

發表之著作。  

  前三項情

形，利用人應將利用

情形通知著作財產權

人並支付使用報酬，

其使用報酬率，由主

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七條  

為編製依法令應經

教育行政機關審定

之教科用書，或教育

行政機關編製教科

用書者，在合理範圍

內，得重製、改作或

編輯他人已公開發

表之著作。  

  前項規定，於編製

附隨於該教科用書

且專供教學之人教

學用之輔助用品，準

用之。但以由該教科

用書編製者編製為

限。  

  依法設立之各級

學校或教育機構，為

教育目的之必要，在

合理範圍內，得公開

播送他人已公開發

表之著作。  

  前三項情形，利用

人應將利用情形通

知著作財產權人並

支付使用報酬。使用

報酬率，由主管機關

定之。 

一、 條次變更。 

二、 第一項修正。將現

行條文第六十三條

第三項所規範之散

布之利用態樣，納

入本項規範。至於

編輯部分，因本次

修正已刪除現行條

文第二十八條之編

輯權，爰配合刪

除。 

三、 第二項未修正。 

四、 第三項修正。隨科

技發展，傳統利用

廣播提供進修教育

之空中大學及各級

進修學校，得以利

用網路進行遠距教

學，擴大成人繼續

受教學習之管道，

此為各國教育政策

之趨勢，為因應數

位時代教育政策之

需求，爰參考韓國

著作權法第二十五

條第一項至第四項

規定，於本項新增

遠距教育情形之規

範，其行為態樣由

廣播擴及於廣播的

同步傳輸及網路上

的互動式傳輸，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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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互動式傳輸之對象

僅限於正式註冊課

程之人。另本項所

稱之「教育機構｣，

配合修正條文第五

十五條利用主體之

修正，增列「非營

利教育機構｣，以擴

大教育機構之範

圍。 

五、 第四項酌作文字

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