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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有關「中華民國廣播商業同業公會申請審議社團法人台灣錄音

著作權人協會(ARCO)之『無線廣播電台營利性頻道公開播送概

括授權』、『網路同步播送』使用報酬率」案件之審議結果，

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下稱集管條例)第25條第1項、

第4項規定及106年8月7日廣商益字第106025號之申請書辦理。

二、旨揭之使用報酬，審議結果如下：

(一)營利性頻道：全國調頻、調幅網。(本項費率尚未決定，將再

續行審議)。

(二)地方性調頻網：

1、調頻中功率：(詳附件對照表)。

2、調頻小功率：(詳附件對照表)。

(三)地方性調幅：(詳附件對照表)。

(四)網路同步播送 (Simulcasting)：按傳統廣播頻道的授權金額

之10%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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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之事實與處理經過：

(一)社團法人台灣錄音著作權人協會(ARCO)之無線廣播電台營利

性頻道之「地方性調頻網中、小功率頻道」、「地方性調幅

網」概括授權公開播送使用報酬，前經103年12月30日以智著

字第10316008311號函審定，並溯及自102年9月9日生效，已

屆滿3年。

(二)廣播公會於106年8月7日向本局申請審議ARCO無線廣播電台營

利性頻道之「全國性調頻網、調幅網」、「網路同步播送」利性頻道之「全國性調頻網、調幅網」、「網路同步播送」、

「地方性調頻網中、小功率頻道」、「地方性調幅網」使用

報酬。其中「營利性頻道全國性調頻、調幅網」及「網路同

步播送」部分，尚未經本局審議過。本局於受理前述申請後步播送」部分，尚未經本局審議過。本局於受理前述申請後，

爰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2項規定，於106年9月8日公告於本局

網站。

(三)為釐清本案爭點及凝聚雙方共識，本局於107年2月7日召開意

見交流會邀集申請人雙方到局陳述意見。ARCO於意見交流會

後，與參加人民聯會就調幅廣播電台費率進行協商，惟雙方

無法達成協議。

(四)ARCO於107年4月30日重新公告費率，將地方性調頻中功率原

A、B、C、D級文字改為第一、二、三、四級，將原C、D(即第

三、四級)音樂台費率刪除，並將離島費率獨立為第五級(新

增費率)，費率為第四級同類電台之1/2。並將地方性調頻小

功率之第一級「音樂台」費率刪除，原第五級城市(基隆、屏

東)併入第四級，原第六級城市(宜蘭、花蓮、台東)變為第五

級，並將離島地區獨立成為第六級，費率為第五級之1/2。另

地方性調幅台A、B、C、D級文字改為第一、二、三、四級，

將離島費率獨立為第五級(新增費率)，費率為第四級同類電

台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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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另中華民國民營廣播電臺聯合會(下稱民聯會)則於107年5月

10日向本局申請審議，並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2項規定以參加

人身分參加本案。

(六)鑑於目前雙方意見皆已進行陳述，故於同年10月5日召開107

年第3次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下稱著審會)諮詢委員意見年第3次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下稱著審會)諮詢委員意見。

四、本案申請人及ARCO所提供之意見：

(一)申請人部分：

1、本次審議與以往最大差異在於新媒體加入，收聽廣播人口

數與收聽時間下降，廣告大量轉移到新媒體上，使得廣播

營收大幅萎縮，惟在新媒體廣告市場則係總量稍微增加，

因此不因廣播市場萎縮使得集管團體收入減少，反而會增

加，僅是收入來源做調整。

2、應依「縣市實際人口數」為基礎，計算每縣市之費率。以

大台北地區(電台可服務人口數)為基準，其他縣市費率以

各該縣市之人口數和大台北區人口數換算，公式：其他縣

市調頻中功率國語音樂台公播費=其他縣市人口數x(大台

北地區國語音樂台費率332,220元/大台北地區人口數6,0

98,699人)，將其他縣市費率換算出來，並再因新媒體崛

起之衝擊，調降費率20%。

3、電台屬性等級應以「音樂使用量」為計算標準，按比率分

成四等級，分別為80%以上(音樂台)、60%至80%(綜合台)成四等級，分別為80%以上(音樂台)、60%至80%(綜合台)、

40%至60%(商品台)、40%以下(談話台)等四級，其費率分

別為音樂台的100%、80%、60%、40%。另調頻小功率廣播

電台分成三等級(國語音樂台、台語綜合台、台語談話台電台分成三等級(國語音樂台、台語綜合台、台語談話台)欠

缺國語綜合台、商品台、談話台，台語音樂台、商品台的

費率，建議予以補齊。

4、調頻小功率各類型電台的費率則為中功率電台費率的1/4調頻小功率各類型電台的費率則為中功率電台費率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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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調幅電台屬性應屬商品台並應區分中、小功率，又因商業

性調幅電台都是台語台，故調幅小功率費率應比照調頻小

功率台語台費率、調幅中功率電台費率應為調幅小功率費

率之2倍；另民聯會表示傳統調幅電台之發射效果差之特

性，使各電台經營不易，按ARCO現行費率表檢視，其費率

之制定違背廣播產業規模大小及特性，與NCC與廣播業界

之認定有落差，建議調幅AM廣播電台費率應比照調頻FM小

功率電台費率。

6、由於語言限制，客語電台聽眾多為客家族群，目前懂客家

話的人數遠比官方統計人數少，因此無法掌握客家電台實

際的聽眾人數，惟仍鑒於聽眾流失，建議將原本費率再打

8折。

7、網路同步播送不會增加聽眾總數，亦不會增加電台營收，

不應再另外收費。

8、以市場上使用情形比例進行分析，排除電台播放歌曲未加

入集管團體50%部分，國語廣播電台利用ARCO錄音著作比

例為98%，利用RPAT比例為2%；台語電台使用集管團體錄

音著作比例中，ARCO比例係75%，RPAT為25%，惟ARCO所訂

定之費率不符上述比例，且差異甚大。

9、各音樂著作集管團體應對外分別公布其所管理本地國語、

台語、客語、原住民語的歌曲數量，以方便計算其所管理

歌曲佔市場流通的比例。

(二)集管團體ARCO部分：

1、本案曾於102年9月9日由廣播公會向智慧局申請審議，並

於103年12月30日做出審議結果，由該次審定內容，自10

4年起「地方性調頻中功率頻道」及「地方性調幅小功率

頻道」每年依行政院「消費者物價總指數月均值」作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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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費率之依據， ARCO考量廣播電台經營現況，皆以協商

所訂之權利金金額支付，未調漲權利金費用。

2、現行費率區分等級方式是歷年來多次與廣播公會洽談協商

時，由廣播公會提議並討論之結果，並非ARCO單方面自行

決定。廣播公會申請本案審議前已有16家廣播公會會員與

ARCO完成106年度授權契約續約，顯示廣播公會針對ARCO

現行費率申請審議作法未完全獲得會員認同。

3、依申請人建議費率，ARCO就電台公開播送之收費將短少5

0%，且現行費率以台灣各城市作為分級區分，已考量人口

數，若採申請人單純僅以人口數為考量，調頻中功率每年

授權金額最低為207元，調頻小功率每年授權金額最低為

76元，此金額低於ARCO公開演出店家每年最低之授權金額

1050元，顯見申請人單純以人口數計算費率之訴求無法完

全反映授權市場狀況。

4、ARCO會員每年持續增加，106年已增加至43個會員，管理

之錄音著作由102年987個Label至106年增加到1216個，每

增加一個Label，代表增加一家唱片或製作公司，廣播公

會得以使用之數量亦隨之增加，對廣播電台收聽率有其助

益。

5、ARCO從未按照公告費率「按傳統廣播頻道的費率授權金額ARCO從未按照公告費率「按傳統廣播頻道的費率授權金額，

收取同額之附加權利金」收取使用報酬，惟公開播送與網

路同步播送本是兩種不同權能，在收費上已給予優惠，僅

收取10%費用。

6、目前ARCO電台公開播送費率係長期協商下之結果，且於1

03年方經過審議確定，為市場之安定性，不宜有所變動。

五、本局就下列因素綜合考量，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4項之規定，

 審定本案使用報酬率如說明二所示，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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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地方性調頻調頻中、小功率」部分：

1、申請人建議以「縣市實際人口數」作為費率計算基礎，取

代現行電臺地區以級距區分，恐將造成費率計算上之不便代現行電臺地區以級距區分，恐將造成費率計算上之不便：

(1)費率計算應以各電臺實際之營收作為計算基礎，較為客

觀、準確，且現行申請人主張網路等多媒體流行，使得

廣播聽眾流失嚴重等市場情況，亦須有相關財務營收資

料予以佐證，惟申請人僅提出一般市調公司所調查廣播

收聽人口之數據，而無法提供各電臺之財務資料據以計

算費率，亦無法證明廣播電臺在營運上確實受到衝擊。

(2)再者，若採申請人建議之「縣市實際人口數」作為費率

計算基礎，由於人口數之計算方式多元，包含實際居住

人口數、在籍人數及人口異動等相關統計數據，且人口

數變動頻繁，如雙方實務上無具體共識，會有認定上的

困難與爭議，且此種統計方式並不等於電臺實際收聽人

口數，亦難以證明與實際營收相關，因此申請人之主張

無法逕予採納。

(3)參照申請人所提供之計算方式，以台北地區作為其他縣

市計算費率之基礎，將費率區分為19個區域，並應新媒

體崛起之衝擊，將計算後之費率調降20%，作為各縣市實

際之費率，此種計算方式過於複雜，亦無佐證資料可證

明此種計算方式較為公平。且部分電臺支付之費率僅數

十元至數百元不等，除不敷訂定契約之行政成本外，可

能造成ARCO電臺公開播送之使用報酬大幅短少50%，對權

利人並不公允。

2、目前電臺屬性已係考量音樂使用量之結果，並已依音樂台目前電臺屬性已係考量音樂使用量之結果，並已依音樂台、

綜合台、商品台及談話台區分為四等級，另ARCO107年4月

30日之新公告費率將原本中功率及小功率部分分級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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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臺屬性)刪除，主要原因係該地區無適用該類型(屬性(電臺屬性)刪除，主要原因係該地區無適用該類型(屬性)費

率之電臺，故為尊重現行實務運作之情形，參照ARCO107

年4月30日新公告費率之電臺類型(電臺屬性)，以符合實

際需要。

3、現行費率係市場多年運行之結果，尚無發現窒礙難行之處現行費率係市場多年運行之結果，尚無發現窒礙難行之處：

(1)現行調頻中功率部分已區分音樂、綜合、商品及談話台

等電臺屬性作為收費級距之區分方式，業已考量「音樂

使用量」之因素，並已運行多年，各電臺均可適用，尚

未發現有何重大問題。再者，商業台與談話台間 如何劃

分音樂使用量？且106年之使用報酬率已有近半數電台與

ARCO完成簽約(包含暫付款約)，市場對此架構已有一定

之認識及共識，如未有具體之理由或協商之共識，尚不

宜變動。

(2)再者，ARCO於107年4月30日所提之新公告費率將中、小

功率部分費率進行變動(將偏遠地區拉出另為一級距，費

率降低)，此部分之變動申請人表示尊重，亦比原費率對

利用人更為有利。因此考量目前費率於市場上已實行多

年，集管團體與申請人已累積一定共識及經驗，則除雙

方確有變更費率基礎之合意外，此部分費率不宜逕予變

更。

4、惟ARCO新公告費率小功率頻道部分，將原屬第五級城市「

基隆 」、「屏東」改至第四級台語談話台(費率由原本1

2,915元提高為13,965元)，由於此部分調整未具備充分之

理由，不宜逕行將現行費率予以提高，故台語談話台將由

13,965元調回12,915元。

(二)地方性調幅網部分：

1、由於調幅廣播電台依其發射電波收聽品質、服務對象、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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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性質、廣告收入與現今主流之調頻廣播電台之營運均有

差異，調頻廣播電臺具有音質清晰立體聲歷聲效果之特色差異，調頻廣播電臺具有音質清晰立體聲歷聲效果之特色，

普受聽眾喜愛，已成為廣播市場之主流，相較於播出單音

且又易受干擾、收訊極度不穩（在廣播有效涵蓋 區內，

部份地點也常收聽不到）之調幅廣播電台為優，是調幅廣

播電台及調頻廣播電台兩者本質並不相同。(智慧財產法

院101年度行著訴字第3號判決參照)

2、另依據NCC對廣播產業規模大小訂定之「頻率使用費」標

準，調幅頻率使用費為調頻小功率之1/3，此外，NCC原第

11梯次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規劃，AM與FM電台加分比值

為1：10，顯見調幅電台與調頻電台之規模差異。

3、再者，調幅電台之節目內容多為鄉土談話性節目，與調頻

電台以製播音樂為節目主軸，在音樂使用量上有所差別，

因此考量調幅電台與調頻電台在收聽人口對象與人口數差

異及因利用著作之質及量所獲致之經濟上利益之數量均劣

於調頻廣播電臺情況下，復考量民聯會(參加人)與音樂著

作集管團體(MUST)就調幅電台部分達成完全比照調頻小功

率商業/談話臺費率之協議(另案經本局審定)，因此ARCO

調幅電臺部分費率將比照調頻小功率談話臺費率進行調整調幅電臺部分費率將比照調頻小功率談話臺費率進行調整。

(三)網路同步播送 (Simulcasting)：

1、按著作權法所稱「公開播送」係指基於公眾直接收聽或收

視為目的，以有線電、無線電或其他器材之廣播系統傳送

訊息之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由原

播送以外之人，以有線電、無線電或其他器材之廣播系統

傳送訊息之方法，將原播送之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者，

亦屬之。「公開傳輸」係以有線電、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

通訊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包

括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上述方法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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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內容。

2、本局101年12月19日智著字第10116005801號函已說明「經

營實體廣播電臺之業者，進行網路廣播同步播送：因此種

利用行為，係伴隨實體電臺公開播送行為而來，…宜於與

廣播電臺洽談公開播送授權時一併處理。」是以，廣播電

臺業者將實體電台節目同步於網路廣播播送，除有公開播

送之情形外，亦涉及公開傳輸行為，應取得所利用著作之

著作財產權人授權，方得為之。

3、實體廣播電臺於網路進行同步播送節目之利用實為增加收

聽率之方式，目前多數廣播電臺均採行之，考量網路所涉

及收聽群眾範圍遠大於實體電臺，且實體電臺與網路同步

播送涉及不同之著作利用行為，仍應支付使用報酬，復依

ARCO於106年12月15日中文(106)錄協字第090546號函及1

07年2月7日意見交流會之會議紀錄皆表示僅對利用人收取

10%之費率，故費率應調整為「按傳統廣播頻道的授權金

額之10%」計算。

六、隨函檢送經本局審議通過之使用報酬率對照表1份。復依著作

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25條第6項及第7項規定，前揭審議之使

用報酬率於106年8月7日生效，並自是日起3年內，集管團體不

得變更，利用人亦不得就經審議決定之事項再申請審議。

七、如不服本處分，得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備具訴願書

正、副本(均含附件)，並檢附本處分書影本，經由本局向經濟

部提起訴願。

正本：社團法人台灣錄音著作權人協會(ARCO)、中華民國廣播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民營

廣播電台聯合會

副本：

裝

訂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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