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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職務著作規定之調整 

相關條文：第 11、12 條 

修法諮詢會議：第 35、37、39 次會議 

一、 緣起 

依現行法第 11 條規定，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如未

與雇主另行約定者，係以受雇人為著作人，雇主則享有著作財產

權，亦即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分別歸屬受雇人及雇主，此一

規定雖係為維護受雇人權益之立法目的，惟與國際間均以雇用人

為職務著作之著作人之立法例不符，且實務執行上易生爭議，例

如：雇主修改離職員工於任職期間完成之職務著作，仍須徵詢該

員工的同意。 

又依據現行規定，職務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僅能約定全部歸雇

用人(出資人)所有或全部歸受雇人(受聘人)所有，惟本局 99 年委

託蕭雄淋律師所撰寫之「著作權法職務著作之研究」報告，指出

上述規定，限制當事人間不能作第三種約定之選擇(例如受雇故

人擁有翻譯權、其餘著作財產權歸雇用人享有等)，對實務運作

產生限制，建議修改現行第 11 條第 2 項及第 12 條第 2 項有關著

作財產權之歸屬，讓雙方之約定更有彈性。 

此外，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依現行法第 12 條第 1 項

本文規定：「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除前條情形外』，以該

受聘人為著作人。」依本局函釋1，出資聘請他人完成著作時，

受聘人如為法人，則該法人與其員工之間因為有僱傭關係存在，

此時出資聘著作之著作人歸屬，依現行法第 11 條規定，在僱傭

關係成立時，即確定由受聘法人或其員工享有，出資人無法成為

著作人，因此，出資聘人完成之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亦歸該受聘法

人或其員工享有，出資人僅能透過現行法第 36 條、37 條規定，

由著作財產權人轉讓而取得著作財產權，或經由著作財產權人授

                                                      
1
 參見本局 98 年 7 月 15 日電子郵件 980715a、98 年 6 月 16 日智著字第 09800047860 號函及 99

年 8 月 23 日電子郵件 990823b。 



2 
 

權而得利用著作。惟此見解與實務之運作不符，且造成著作財產

權之歸屬會因受聘人為自然人或法人而有所差異之現象。 

本次修法即將針對上述議題進行檢討、修正。 

二、 各國立法例及我國相關規定分析 

針對職務著作之著作權歸屬，蒐集相關國家立法例作為參考，茲

彙整各國立法例及我國規定說明如下： 

（一） 美國 

對於職務著作之著作權歸屬，美國著作權法第 201條(b)項規

定：「聘雇著作：就本篇之目的而言，聘雇著作以雇用人或委託

創作之人視為著作人，並擁有著作權之所有權利。但相關當事

人簽訂書面文件另有不同之明示約定者，不在此限。」因此，

在美國無論是僱傭關係或特別訂製、委託關係，除由當事人以

書面另有明示約定外，均由雇用人或出資之委託人視為著作人，

並擁有著作權之所有權利。 

（二） 日本 

日本將職務著作之著作權歸屬，規定在日本著作權法第 15條

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2，依據該條文內容，除另有約定或規定外，

在日本只要符合法人或其他使用人倡議、從事該法人業務之人

於職務上完成、以法人等名義公開發表等要件，法人即為該職

務著作之著作人，並依同法第 17條第 1項規定，享有著作人格

權及著作財產權3。 

（三） 韓國 

韓國則分別在其著作權法第 9 條及電腦程式法第 5 條規定職

                                                      
2
 日本著作權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基於法人或其他使用人（以下各條稱「法人等」）之倡議，

而由從事該法人等之業務之人，在職務上作成之著作（電腦程式著作除外），如以法人等之名

義公開發表，除作成時之契約、勤務規則或其他別有規定外，其著作人為法人等。」第 2 項規

定：「基於法人等之倡議，而由從事該法人等之業務之人，在職務上作成之電腦程式著作，除

作成時之契約、勤務規則或其他別有規定外，其著作人為法人等 」。 
3
 日本著作權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著作人享有第 18 條第 1 項、第 19 條第 1 項及第 20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權利（以下稱 「著作人格權」），並享有第 21 條至第 28 條規定之權利（以下稱

「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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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著作之著作權歸屬4，檢視該條文規定，如係職務上完成的著

作、以法人等名義公開發表，除另有規定外，係以法人為著作

人，並依韓國著作權法第 10條第 1項規定，享有著作人格權及

著作財產權5。 

（四） 我國 

我國有關職務著作之著作權歸屬規定在現行著作權法第 11

條及第 12 條中，如為僱傭關係，除契約另有約定外，以受雇人

為著作人，著作財產權則歸雇用人享有；如為出資聘關係，除

契約另有約定外，以受聘人為著作人，著作財產權則依契約約

定歸屬，如未約定，則歸受聘人享有，而出資人得利用著作。 

（五） 小結 

綜觀美國、日本及韓國等國家之相關規定，在美國，除當事

人書面明示約定外，原則上由雇用人或委託人視為著作人，擁

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在日本、韓國，法人在一定條件

成立下，得為著作人，並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上述

國家原則上均以法人為著作人，並享有著作權，例外則由受雇

人或受聘人為著作人，與我國原則以受雇人或受聘人為著作人，

例外以契約約定雇用人或出資人為著作人之規定不同。 

三、 討論重點 

 職務著作之著作權利歸屬 (一)

1. 本局初步意見 

102 年 6 月 20 日第 35 次修法會議，本局初步意見認為，現

行法第 11、12 條規定在經過 81 年及 87 年修法後，相關條文內

容已為各界可接受之社會秩序，在目前實務無重大爭議下，建

議不修改相關規定，惟經過第 35 次、37 次及 39 次會議出席委

                                                      
4
 韓國著作權法第 9 條規定：「法人的受雇人在行使職務中完成，並以法人的名義發表之著作，

應以法人為著作人，除非另有合約或工作規章規定，電腦程式著作不包含在內」；電腦程式法

第 5 條規定：「國家、法人組織或其他雇用者（以下以「公司」稱之）等聘請他人為商業上所

用的程式，著作權為出資人所享有，除非在契約或聘雇協議已明定，則著作權由受雇人所有。」 
5
 韓國著作權法第 10 條規定：「著作人應享有第 11 條至第 13 條(著作人的精神權利)規定之權利

及第 16 條至第 22 條(著作人的財產權)規定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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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反覆討論，認為此議題涉及實務之執行，本局爰於第 39 次會

後擬具甲、乙兩案，分別以受雇人、雇用人為職務著作之著作

人之修正草案，徵詢各界意見。 

歷次會議委員就相關議題之意見摘述如次： 

2. 委員意見彙整 

(1) 著作人之歸屬是否要調整 

A. 主張修改之意見 

我國法人係依約定成為著作人，與各國規定不同，如日本、

韓國，法人均依一定要件而成為著作人，而美國則是有僱傭和

委任關係存在，法人就視為著作人。 

且現行規定，使法人得依約定成為著作人，與著作權法第

21 條「著作人格權專屬於著作人本身，不得轉讓或繼承」之規

定產生矛盾，司法實務上，即有智慧財產法院之判決，認為雇

用人縱與受雇人以契約約定以雇主為著作人，此種約定僅指著

作財產權，著作人格權仍為創作著作之受雇員工享有之見解6。

因此，建議參考日、韓等國修改現行法規，讓法人得依一定要

件(依雇用人企劃、以雇用人名義發表等)即得成立法人著作，

使法人自始成為著作人。 

B. 反對修改之意見 

亦有委員認為，現行法第 11、12 條為原始取得之規定，是

在著作尚未產生前的法律關係，先經由上開條文確定著作人之

後，才有著作之產生，而第 21 條規定則是規範著作人確定後之

法律關係，兩者並無衝突。在目前實務無重大問題之下，為顧

及法律之安定性，建議不予修改。 

(2) 著作財產權之歸屬是否要調整 

A. 主張修改之意見 

由於著作財產權屬於經濟利益，其實可將部分著作財產權

                                                      
6
 見智慧財產法院 99 年度民著訴字第 36 號判決及 101 年度民著訴字第 26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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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雇用人(出資人)、受雇人(受聘人)或兩者共有，甚至約定

給第三人亦無妨，如此可讓著作財產權之歸屬約定可以更有

彈性。 

B. 反對修改之意見 

現行法著作財產權只能在當事人間約定，再由取得著作財

產權之一方進行著作權利的讓與，如修改規定讓雙方當事人

以契約自由約定會影響著作人格權的認定及第 11、12 條規定

的定性。即使放寬規定，也應限制在契約當事人間，不宜約

定歸屬於契約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法人與自然人也不適合

約定為共同著作人。 

 現行法第 12 條第 1 項「除前條情形外」規定之檢討 (二)

1、 贊成刪除第 12 條第 1 項「除前條情形外」等文字之理由 

81年修法前職務著作的規定只有一條，包含僱傭、承攬關係，

81 年修法時區分為二個條文，則第 12 條「除前條情形外」

之規定，應解釋為僱傭關係適用第 11 條規定，否則就適用第

12條規定；惟現行實務現況，即使是僱傭關係下完成之著作，

大多約定為出資人所有，如仍維持現行規定，恐怕與著作權

利約定現況不符，且法律適用上會有不一致之情況，意即出

資人在同樣條件下，與自然人約定或與法人約定，其結果並

不相同。 

2、反對刪除第 12 條第 1 項「除前條情形外」等文字之理由 

由於著作人須在著作創作完成時就要決定，不能在著作完成

後再行約定，因此當受聘人係法人時，已先依第 11 條規定，

視雇用人與受雇人間之約定先確認著作人是雇主或員工，且

確認後無法再變更，因此目前的行政解釋在現行法規的架構

下是合理的。 

四、 會議結論 

(一)修正條文第 13 條(現行法第 11 條)：以甲、乙兩案併陳方式擬具

對應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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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案：維持現行法以受雇人為著作人之原則；並修正第 2 項規定，

使雇用人與受雇人得以契約約定著作財產權歸屬之對象、內

容，使著作財產權歸屬之約定更有彈性。 

乙案：修改現行規定，將僱傭關係完成之職務著作，規定其著作人

原則上為雇用人，例外始由受雇人為著作人；原第 2 項著作

財產權歸屬之規定配合刪除，蓋因第 1 項已修正為以雇用人

為著作人之原則，其著作財產權不待規定亦歸雇用人享有，

毋待規定。 

（二）修正條文第 14 條(現行法第 12條)：維持現行法以受聘人為著

作人之原則，惟刪除「除前條情形外」之文字規定，第 2 項酌

作文字修正，使著作財產權歸屬之約定更有彈性，且修正第 3

項明定出資人得於出資目的範圍內利用著作。 

※修改後職務著作之著作權歸屬示意圖：  

1. 僱傭關係 

(1)甲案 

 

(2)乙案 

著作財產權人 

 

著作人 

僱傭關係 

原則： 

受雇人 

原則： 

雇用人 

例外： 

依契約約定 

例外： 

雇用人 
雇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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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資聘關係 

 

 註：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享有時，出資人得於出資目的範圍內利

用著作。 

  

著作財產權人 

 

著作人 

僱傭關係 

原則： 

雇用人 
雇用人 

例外： 

受雇人 
受雇人 

著作財產權人 

 

著作人 

出資聘關係 

原則： 

受聘人 

原則： 

依契約約定 

例外未約定─
受聘人 

例外： 

出資人 
出資人 



8 
 

 

(三)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如下：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三條  

甲案 

受雇人於職務

上完成之著作，以該

受雇人為著作人。但

契約約定以雇用人

為著作人者，從其約

定。 

依前項規定，以

受 雇 人 為 著 作 人

者，其著作財產權歸

雇用人享有。但契約

另有約定者，從其約

定。 

前二項所稱受

雇人，包括公務員。 

 

乙案 

受雇人於職務

上完成之著作，以雇

用人為著作人。但契

約約定以受雇人為

著作人者，從其約

定。 

前項所稱受雇

人，包括公務員。 

第十一條  

甲案 

受雇人於職務

上完成之著作，以該

受雇人為著作人。但

契約約定以雇用人

為著作人者，從其約

定。 

依前項規定，以

受 雇 人 為 著 作 人

者，其著作財產權歸

雇用人享有。但契約

約定其著作財產權

歸受雇人享有者，從

其約定。 

前二項所稱受

雇人，包括公務員。 

乙案 

受雇人於職務

上完成之著作，以該

受雇人為著作人。但

契約約定以雇用人

為著作人者，從其約

定。 

依前項規定，以

受 雇 人 為 著 作 人

者，其著作財產權歸

雇用人享有。但契約

約定其著作財產權

歸受雇人享有者，從

其約定。 

前二項所稱受

雇人，包括公務員。 

甲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二項但書修正。

本項規定以受雇

人為著作人者，其

著作財產權歸雇

用人享有，但得以

契約約定由受雇

人享有。依此規

定，該著作之著作

財產權僅能全部

歸雇用人或受雇

人享有，無第三種

約定之選擇。為符

合 契 約 自 由 原

則，讓雇用人與受

雇人之約定更有

彈性(如雙方各享

有一部之著作財

產權，或約定著作

財產權由第三人

享有等則從其規

定)，爰修正第二

項但書規定，使雇

用人與受雇人得

以契約約定著作

財產權歸屬之對

象。 

乙案 

ㄧ、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依現

行條文第一項規

定，受雇人於職務

上完成之著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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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作人原則上為受

雇人，除雙方另有

約定外，始例外以

雇 用 人 為 著 作

人，惟依現行國內

實務，受雇人基於

僱傭關係，其職務

上完成之著作，自

係在雇用人之指

揮監督下，利用雇

用人提供之軟、硬

體設備、資金及人

力等所完成，為便

於後續將著作公

開發表及改作等

利用，雇用人多依

現行條文第一項

但書規定以契約

約定雇用人為著

作人，僅少數雇用

人未與受雇員工

約定著作人之歸

屬。致現行法第一

項本文之適用反

而成為實務之例

外規範。且各國就

僱傭關係期間完

成之職務著作亦

多規定以雇用人

為著作人，例外始

由受雇人為著作

人，為與國際立法

例接軌，並順應實

務情況，爰參考美

國、日本、韓國等

國家之規定，將職

務著作之著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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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修改為原則為雇

用人，例外為受雇

人之規定。 

三、 第二項刪除。現行

法第二項規定，受

雇人於職務上完

成之著作，如以受

雇 人 為 著 作 人

者，其著作財產權

歸雇用人享有之

規定，配合第一項

修正為以雇用人

為 著 作 人 為 原

則，其著作財產權

不待規定亦歸雇

用人享有，反之，

如例外約定以受

雇人為著作人者

亦同，爰刪除現行

第二項有關著作

財產權歸屬之規

定。 

四、參考美國著作權法

第二○一條 b 項

規定、日本著作權

法第十五條規定

及韓國著作權法

第九條規定。 

第十四條 出資聘請

他人完成之著作，以

該 受 聘 人 為 著 作

人。但契約約定以出

資人為著作人者，從

其約定。 

依前項規定，以

受 聘 人 為 著 作 人

者，其著作財產權之

第十二條 出資聘請

他人完成之著作，除

前條情形外，以該受

聘人為著作人。但契

約約定以出資人為

著作人者，從其約

定。 

依前項規定，以

受 聘 人 為 著 作 人

一、 條次變更。 

二、 第一項修正。依

現行條文第十一

條第一項及本局

函釋說明，出資聘

請他人完成著作

者，究應如何適用

以決定其著作人

及其著作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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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歸屬，依契約約定

之。未約定著作財產

權之歸屬者，其著作

財產權歸受聘人享

有。 

依前項規定著

作財產權歸受聘人

享有者，出資人得於

出 資 之 目 的 範 圍

內，利用該著作。 

者，其著作財產權依

契約約定歸受聘人

或出資人享有。未約

定著作財產權之歸

屬者，其著作財產權

歸受聘人享有。 

依前項規定著

作財產權歸受聘人

享有者，出資人得利

用該著作。 

之歸屬，須視受聘

人為自然人或法

人而定，說明如

次： 

(一) 受聘人如為自然

人： 

原則上以受聘人

為著作人，除契約

另有約定以出資

人為著作人。 

(二)受聘人如為法

人： 

即表示受聘完成

之著作並非由法

人實際創作而係

該法人之受雇員

工所創作完成，屬

現行條文第一項

規定所指「除前條

情形外」，故須先

適用現行條文第

十一條規定，視該

法人與其受雇員

工之僱傭關係成

立時就著作人或

著作財產權有無

特別約定，如無特

別約定，該員工就

其職務上完成之

著作為著作人，其

著作財產權歸該

受聘之法人(雇用

人)享有，在此情

形下，出資人僅得

透過現行條文第

三十六條或第三

十七條之規定，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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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由享有著作財產

權之受聘法人或

其員工轉讓或授

權其利用。 

惟實務上，法人與

法人間逕行約定

著作人歸屬之情

形實屬常態，現行

法 條 適 用 之 見

解，反與商業運作

之慣例不符，且造

成出資聘請他人

完成之著作，其著

作歸屬之認定會

因受聘人為自然

人或法人而有所

差異之現象，爰刪

除「除前條情形

外」之文字，以簡

化法律關係。修正

後，無論受聘人為

自然人或法人，出

資人均得依本條

但書約定成為著

作人，無須再行檢

視第十一條規定。 

三、第二項修正，現行

法著作財產權僅

得以契約約定全

部由受聘人或出

資人享有，為符合

契約自由原則，讓

出資人與受聘人

之約定更有彈性

(如雙方各享有一

部 之 著 作 財 產

權，或約定著作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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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由第三人享

有等)，爰修正第

二項規定，使出資

人與受聘人得以

契約約定著作財

產權歸屬之對象

及方式。 

四、第三項修正，現行

法規定當受聘人

為著作財產權人

時，出資人得利用

該著作，惟利用範

圍 並 無 明 文 規

定。鑑於出資人以

利用著作為其出

資之目的，且如利

用之範圍超出其

出資目的，與其支

付之報酬恐失衡

平，為避免爭議，

爰 於 第 三 項 規

定，出資人得於出

資目的範圍內利

用著作，例如某甲

出資委託某乙為

新產品行銷活動

設計海報，雙方未

約定著作財產權

歸屬，因而某乙享

有該海報之著作

財產權，某甲可以

在產品行銷活動

中利用該海報，但

如果某甲將該海

報之圖樣重製作

為 公 司 商 標 使

用，已超出其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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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應取得某甲

之授權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