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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項費率係本局 100 年 5月 2 日智著字第 10016001381 號函審定，自 99年 9月 12 日生效。 

申請審議項目申請審議項目申請審議項目申請審議項目 利用人建議費率利用人建議費率利用人建議費率利用人建議費率 利用人理由利用人理由利用人理由利用人理由 集管團體理由集管團體理由集管團體理由集管團體理由 

就個別授權公開演出之

情形（含演唱會劇場演

出..等） 

營利性質： 

 

(一)以娛樂稅申報表所列

收入總額之 2.2%為

該場次使用報酬之

總額，再按MÜST

管理之曲目數占總

曲目數之比例計

費。1 

 

就個別授權公開演出之情形

（含演唱會劇場演出..等） 

營利性質： 

 

 

(一) 以娛樂稅申報表所列收入

總額扣除娛樂稅、營業稅

及售票佣金後之收入淨

額 0.8%為各場次使用報

酬總額，再按MÜST管

理曲目數占總曲目數比

例計費。 

 

一、 舉辦演唱會成本過高，臺灣舉辦演唱會估計

超過 6成虧損；成本包括藝人演出酬勞、硬

體設備等已佔總票房 50%至 80%，尚有小巨

蛋場地抽成費用等。 

二、 MÜST未參酌國內經濟情況即調漲費率至

2.5%（經智慧局審定為 2.2%），不論基本工

資、我國每人每月平均薪資、物價指數自 99

年至 104年未有如此漲幅，縱以MÜST所稱

自 93年起算亦同。 

三三三三、、、、    MÜST為國內主要音樂著作集管團體，在具

有一定經濟規模下，應可有效降低其管銷成

本占權利金收入比例。 

四、 演唱會收費標準不應超過向唱片公司收取之

權利金，參考申請人提供音樂著作權產業收

費比較（附件 2）；又演唱者及演出舞台效果

等最能直接影響演唱會收入，歌曲非主要誘

因。 

五、 MÜST未審酌國外費率及臺灣現況，南韓以

「賣出總額」計算使用報酬率時，須先扣除

一、 系爭費率自 94年後，僅於 99年 9

月 12日變更，且係智慧局多次參

酌著審會委員意見，並衡酌國內外

情況後以審議決定，本會並非如利

用人所述，未衡酌國內社經狀況即

擅自調高計費標準。 

二、 系爭費率早自 94年起即為「票房

總收入 1.35%計算」，是基本工資等

指數參考值之計算，應審酌 93年

度之資料，而非利用人所指之 99

年。 

三、 系爭費率係由智慧局 101年衡酌社

經情勢及利用人與權利人之衡平

審議（附件 1），然自該年迄今國內

之社會狀況並未有重大變更，且本

會實質上非但並未提高費率，近年

亦無比照經濟指數調漲之規劃，是

以無降低使用報酬標準亦無另設

單曲費率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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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該資料因涉及營業上之資訊，不列入本次會議資料供參；依申請人提供之兩場次（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及台北小巨蛋）試算資訊，公告費率之收費分別約為建議費率之 3.04倍與
2.97倍 
3本局 96年 3 月 20 日審定 MÜST單曲費率為「（四）若以每一首音樂區分為：1、流行音樂：每首詞、曲及編曲每演出一次各收新臺幣 400 元。2、非流行音樂：獨唱曲：新臺幣每首 300 元；獨奏曲：新臺幣每首 600 元；協奏曲：新臺幣每首 800 元；3、交響樂：新臺幣每首 2,000 元；4、演出場地座位在 500 人以上時，加新臺幣 200 元。」後MUST於
99年 8月 12日公告單曲費率為「(二)或單曲授權：單曲金額乘以座位數或場地容納人數，再乘以演出使用曲目(次)數所得之金額：『座位數 1,000 人以下為新臺幣(下同)6 元、1,001 至 10,000 人為 5 元、10,001 人以上為 4元。』座位數『以最大售票席位數為計算基準』，容納人數『以場地最大容納人數為計算準』，次數計算：『每首音樂使用以 5分鐘為限，超過者以每 5分鐘為一計算單位』」，該費率經本局 100 年 5月 2 日處分審定「單曲授權費率不准變更，應適用 99年 8月 12 日 MUST 變更公告前之費率」，至智財法院 101年 5月 31 日 100 年度行著訴字第 2 號判決撤銷本局 100 年 5月 2日處分關於單曲授權費率之部分。本局於 101 年 8月 16 日以智著字第 10116003820 號函，刪除 MUST 於 99 年 8月 12 日公告之單曲授權費率，並自 99 年 9月 12 日生效。 

附加價值稅、販賣入場券代行手續費，再計

算「總入場費收入」；加拿大以「售票總收入」

計算付費音樂會使用報酬率時，亦必須先扣

除銷售與娛樂稅。 

六、 申請人提供兩場次（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及台

北小巨蛋）之試算比較2。 

 

 

 

 

 

四、 唱片或 CD發行主要目的係供消費

者於私人領域為靜態的欣賞，本非

獲利之主要標的；而舉辦演唱會若

缺乏引起觀眾共鳴之歌曲如何能

吸引起大眾？何以演唱會均謹慎

選歌、練歌？演唱會係歌曲演繹為

主要目的。 

 

 (二)增列單曲授權費率。 

 

 (二)增列單曲授權費率 

 

1. 流行音樂： 

每首詞、曲及編曲每演出一

次依據以下每場次可銷售

座位數級距收費： 

 

 

一、 智財法院 100年度行著訴字第 2號判決3並非

因單曲費率的存在不合理，且法院並未判決

單曲授權費率應予廢除，僅係認為智慧局違

反行政處分明確性原則。 

二、 智慧局 101年審議通過刪除單曲費率，利用

人僅能接受收入總額 2.2%之費率，不問利用

質量有何重大差異，均必須支付遠高於原單

曲授權費用數倍之權利金。 

一、 智慧局 101年 8月 6日著審會業就

單曲費率形式所產生之不公平情

形進行衡酌，進而揚棄此種費率設

計形式。 

二、 集管條例第 24條第 2項立法理由

係因我國為多元集管團體，利用人

利用各家集管團體著作之數量不

盡相同，系爭費率已考量此種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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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 24條第 2項立法理由：「概括授權，係指被授權之利用人在一定期間內不限次數之利用。鑒於我國集管團體為多元團體，利用人實際利用各家集管團體著作之數量多寡不盡相同。如集管團體僅定有依一定金額或比率計算之計費模式，縱利用人實際利用之數量偏低，仍只能採一定金額或比率之概括授權方式付費，並不合理。」  
5申請人表示，係參考智財法院 100年度行著訴字第 2號判決，MÜST曾指出該會 99年 8月 12日公告前之單曲費率，將使按收入總額 1.35%計算與單曲授權費率計算使用報酬總金額時，二者價差高達 11.8倍，按收入總額一定比例計算之授權費率即形同具文。 

每場次可銷

售座位數 

每首詞、曲及

編曲收費(新

台幣) 

6,000人以下 1,000元 

6,000人以上 1,500元 

 

2. 非流行音樂： 

獨唱曲每首 300元，獨奏曲

每首 600元，協奏曲每首 800

元；非流行音樂演出場地座

位在 500人以上時，加 200

元。 

三、 非以公開演出音樂著作為主要目的之活動

（握手會、路跑活動等），利用音樂著作之時

間僅占活動一小部分（如見面會或握手會通

常只演出兩首歌），收取費用依演唱會之標

準，顯不合理（附件 3），單曲計費是讓利用

人在使用歌曲數量少時可選擇不同於固定費

率之方式；又依MÜST之計算方式，一首歌

無論只用詞或曲都認定為使用一首歌，顯不

合理。 

四、 集管條例第 24條第 2項立法理由4，不合理情

形不僅存在於概括授權，於個別授權之情形

亦應存有單曲費率。 

五、 建議將使用報酬費率調整到合理費率（收入

淨額 0.8%），且新增之單曲費率也調高，則

0.8%授權費率即無形同具文之問題5，亦不會

發生數千人與上萬人之大型演唱會收費相同

之不公平問題。 

六、就編曲收費之疑義，如果 MÜST 僅取得作詞

人和作曲人之授權，僅得代理授權人收取權利

金。又衍生著作之保護與申請人申請審議本項

費率之合理性無關，無法用以支持 MÜST 現

行費率之合理性。 

模式，設有「按管理之曲目數占總

曲目數之比例」，已包含單曲計費

精神。 

三、 利用人所提試算建議費率（以路跑

活動為例）本會不認同，且與現行

費率差距數倍，要非合理（附件

3）。 

四、 利用人爭執本會是否有管理「編

曲」之權利，編曲之創作程度如已

達「衍生著作」，應視為獨立之「曲」

為保護，是以並無本會是否有取得

「編曲人授權管理著作」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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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音樂著作權產業收費比較音樂著作權產業收費比較音樂著作權產業收費比較音樂著作權產業收費比較（（（（申請人提供申請人提供申請人提供申請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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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   

建議費率與現行費率之試算比較結果建議費率與現行費率之試算比較結果建議費率與現行費率之試算比較結果建議費率與現行費率之試算比較結果：：：：路跑活動路跑活動路跑活動路跑活動 

申請人提供申請人提供申請人提供申請人提供 MÜST提供提供提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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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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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各國集管團體對於各國集管團體對於各國集管團體對於各國集管團體對於個別授權公開演出個別授權公開演出個別授權公開演出個別授權公開演出利用行為收費情形一覽表利用行為收費情形一覽表利用行為收費情形一覽表利用行為收費情形一覽表    2015.8.7 整理 

國別 集管團體 收費情形 

日本 JASRAC 演奏會（音樂會、音樂發表會等以提供音樂為主要目的之活動）中

演出的使用報酬，依下列計算出之金額，加計適當消費稅之總額。 

（一） 每公開演出一次的費用，如次定之 

1. 有入場費時之使用報酬為，預計總入場費之 5％之金額。惟於

低於 2,500 円或參加人數乘以 5 円所得總額時，以金額高者定之。 

2. 無入場費且公開演出時間於 2 小時內時，其使用報酬為，參加

人數乘以 4 円所得總額或 2,000 円，以金額高者定之。 

若公開演出時間超過 2 小時，超出時間於 30 分鐘以內者，其使用報

酬為，公開演出時間於 2 小時內之金額，加計該金額之 25％定之。 

（二） 非（一）之情形的使用報酬為，以每一曲一回定者，其使

用報酬如次定之。 

1. 使用時間 5 分鐘以內之使用報酬，如次定之。 

(1) 於有入場費時之使用報酬為，預計總入場費之 0.5％之金額及(2)

所定金額，以金額高者定之。 

(2) 無入場費時之使用報酬，如下表定之。 

 

座位數 使用報酬 

100 名以下 250 円(約新臺幣64元) 

500 名以下 300 円(約新臺幣77元) 

1,000 名以下 400 円(約新臺幣102元) 

1,500 名以下 600 円(約新臺幣153元) 

2,000 名以下 800 円(約新臺幣204元) 

2,500 名以下 1,000 円(約新臺幣255元) 

3,000 名以下 1,200 円(約新臺幣306元) 

3,500 名以下 1,400 円(約新臺幣357元) 

4,000 名以下 1,600 円(約新臺幣408元) 

4,500 名以下 1,800 円(約新臺幣459元) 

5,000 名以下 2,000 円(約新臺幣510元) 

5,500 名以下 2,200 円(約新臺幣562元) 

6,000 名以下 2,400 円(約新臺幣612元) 

6,500 名以下 2,600 円(約新臺幣663元) 

7,000 名以下 2,800 円(約新臺幣714元) 

7,500 名以下 3,000 円(約新臺幣765元) 

8,000 名以下 3,200 円(約新臺幣816元) 

8,500 名以下 3,400 円(約新臺幣867元) 

9,000 名以下 3,600 円(約新臺幣9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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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集管團體 收費情形 

9,500 名以下 3,800 円(約新臺幣969元) 

10,000 名以下 4,000 円(約新臺幣1020元) 

座位數超過 10,000 名時使用報酬為，每超過 500 人，以參加人數

10,000 名以下之金額加計 200 円定之。 

2. 使用時間超過 5 分鐘時之使用報酬為，每超過 5 分鐘，於使用

時間 5 分鐘以內之金額，加計其同金額定之。 

 

註：匯率 JPY：NT = 1：0.255 

2014年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per-capita GDP）  

    JP：TW = 36240：22635 (單位：美元) 

 

� 預計總入場費之計算方式： 

入場費乘以座位數乘以80% 

不過，在平成30年(西元2018年)3月31日前，以下列方式計算之 

（註：演唱會為2類） 

適用 期間 入場費 

乘以座位數 

預計總入場費 

1及2

類 

2012.4.1- 

2018.3.31 

800萬円以下 入場費乘以座位數乘以

80% 

2012.4.1- 

2015.3.31 

超過800萬円 超過800萬円的額乘以

40%，再加上640萬円 

超過3,000萬円 超過3000萬円的額乘以

15%，再加上1,520萬円 

2015.4.1- 

2018.3.31 

超過800萬円 超過800萬円的額乘以

50%，再加上640萬円 

超過3,000萬円 超過3000萬円的額乘以

20%，再加上1,740萬円 

3(1)

類 

2012.4.1-

2018.3.31 

400萬円以下 入場費乘以座位數乘以

80% 

超過400萬円 超過400萬円的額乘以

40%，再加上320萬円 

超過800萬円 超過800萬円的額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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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集管團體 收費情形 

15%，再加上480萬円 

 

� 預計總入場費之計算方式： 

（利用人有與JASRAC簽訂年度概括授權契約時適用） 

入場費乘以座位數乘以50% 

不過，在平成30年(西元2018年)3月31日前，以下列方式計算之 

 

適用 期間 入場費 

乘以座位數 

預計總入場費 

2類 2012.4.1- 

2018.3.31 

800萬円以下 入場費乘以座位數乘以

50% 

2012.4.1- 

2015.3.31 

超過800萬円 超過800萬円的額乘以

25%，再加上400萬円 

超過3,000萬円 超過3000萬円的額乘以

10%，再加上950萬円 

2015.4.1- 

2018.3.31 

超過800萬円 超過800萬円的額乘以

35%，再加上400萬円 

超過3,000萬円 超過3000萬円的額乘以

15%，再加上1,170萬円 

3(1)

類 

2012.4.1-

2018.3.31 

400萬円以下 入場費乘以座位數乘以

50% 

超過400萬円 超過400萬円的額乘以

25%，再加上200萬円 

超過800萬円 超過800萬円的額乘以

10%，再加上300萬円 
 

新加坡 COMPASS  

類別 收費標準 
收費 

($) 

音樂會音樂會音樂會音樂會 

(收取入場費收取入場費收取入場費收取入場費) 

(1)每場表演總收入之 2.5%  

  最低授權金 150 

(2)免費贈票  

a.數量未超過售票之 10%，無授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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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集管團體 收費情形 

b.數量超過 10%，超過的部分以最低票

價的 2.5%計算 
 

音樂會音樂會音樂會音樂會 

(不收入場費不收入場費不收入場費不收入場費) 

每個座位（以實到觀眾人數為準） 1.125 

最低授權金 150 

古典音樂會古典音樂會古典音樂會古典音樂會 

(收取入場費收取入場費收取入場費收取入場費) 

(1)每場表演總收入之 2%  

  最低授權金 150 

(2)免費贈票  

a.數量未超過售票之 10%，無授權金  

b.數量超過 10%，超過的部分以最低票

價的 2%計算 
 

古典音樂會古典音樂會古典音樂會古典音樂會 

(不收入場費不收入場費不收入場費不收入場費) 

每個座位（以實到觀眾人數為準） 0.90 

最低授權金 150 

 

註：匯率 SGD：NT = 1：22.84 

2014年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per-capita GDP） 

    SG：TW = 56284：22635 (單位：美元) 

英國 PRS 以總收入(gross receipts)之 3%計算，但最低授權金額為 38 英鎊。 

 

註：匯率 GBP：NT = 1：49.08 

2014年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per-capita GDP） 

    UK：TW = 45665：22635 (單位：美元) 

 

加拿大 SOCAN 個別活動授權 

為獲准在提供娛樂的戲院或其他娛樂場所，在任何時間任意演出

SOCAN的任何或所有音樂作品，來作為音樂家、歌手或兩者以及其

他藝人的現場表演，包括露天的活動，每場音樂會應支付的費用如

下：  

(a) 付費音樂會售票總收入的3%，不包括銷售與娛樂稅，但每場

音樂會的最低費用為$35加幣；或者 

(b) 如在免費音樂會，費用為支付給歌手、音樂家、舞者、指揮家

及其他表演藝術家的費用之3%，但每場音樂會的最低費用為$35

加幣。 

註：匯率 CAD：NT = 1：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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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per-capita GDP）  

CA：TW = 50397：22597 (單位：美元) 

中國大陸 MCSC 

 

現場表演收費標準  

音樂會、演唱會等現場表演的收費，按以下公式計算： 

音樂著作權使用費 = 座位數×平均票價×4%  

按此公式計算，分攤至每首音樂作品時，最低使用費為： 

座位數在 1000（含）以下時，每首音樂作品收費低於 100 元的，按

100 元計；  

座位數在 1001-2000 時，每首音樂作品收費低於 200 元的，按 200

元計；  

座位數在 2001-5000 時，每首音樂作品收費低於 300 元的，按 300

元計；  

座位數在 5001-10000 時，每首音樂作品收費低於 500 元的，按 500

元計；  

座位數在 10001-20000時，每首音樂作品收費低於 1000元的，按 1000

元計；  

座位數在 20001-30000時，每首音樂作品收費低於 1500元的，按 1500

元計；  

座位數在 30001-40000時，每首音樂作品收費低於 2000元的，按 2000

元計；  

座位數在 40001-50000時，每首音樂作品收費低於 2500元的，按 2500

元計；  

座位數在 50001（含）以上時，每首音樂作品收費低於 3000 元的，

按 3000 元計。  

 

注：  

“座位數”，指演出場地可以提供給觀眾的實際座位數。 

“平均票價”應依申請人演出前提供的預計出售門票的價位及其相應

票數的清單計算；申請人未提供的，按各檔票價之和除以檔數計算。 

超過 5 分鐘的音樂作品，每 5 分鐘按一首音樂作品計。其中，超過

部分不足 5 分鐘的，按 5 分鐘計。  

不售票的演出，每首音樂作品均應按照上述標準中的最低使用費計

算。 

註：匯率 CNY：NT = 1：5.10 

      2014年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per-capita GDP） 

 CN：TW = 7595：22635 (單位：美元) 註：2014 年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per-capita GDP）參考經濟部統計處資料，除加拿大之資料參考自 IMF 之統計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