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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 98年第 10次會議 

蕭雄淋書面意見 

一、有關中華電信之 MOD 電視頻道服務是公開傳輸，抑或公開播送？應

分兩個層次來看：一為現行法解釋為何？二為將來修法後如何定位？

蓋現行法之規定如果已經非常明確，但現行法之規定，又無法因應未

來數位匯流的需要，只能透過修法解決，不能以曲解現行法律來解決。 

二、依現行著作權法(下稱本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7 款所稱「公開播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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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送人以外之人，以有線電、無線電或其他器材之廣播系統傳送訊息

之方法，將原播送之聲音影像向公眾傳達者，亦屬之。」現行著作權

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0 款所稱「公開傳輸」，「指以有線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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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

依此定義，已足夠明確說明中華電信之 MOD 電視頻道服務是「公開

傳輸」，而非「公開播送」。理由如下： 

 

（一）自立法沿革而言，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7 款有關「公開播

送」定義之立法當時，無論是民國七十四年、八十一年或八十

七年，網路之公開傳輸權的概念並不發達，當時公開播送的之

定義，並不包含網路播送之內涵。而依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

第 10 款「公開傳輸」之定義，「指以有線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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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

內容。」其中提到「包含」兩字，顯然網路的同步播送，亦包

含在「公開傳輸」的概念中。自立法沿革而論，「公開傳輸」

與「公開播送」的區分，並不只在是否「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

定之時間或地點，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而尚應在是否

是網路技術，傳統的廣播技術，屬於公開播送，新興的網路科

技方法，即使是同步網路播送，而非互動式的，仍屬於公開傳

輸的範圍。 

          

（二）或謂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7 款所稱「公開播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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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播送人以外之人，以有線電、無線電或其他器材之



  附件 2 

 

2 
 

廣播系統傳送訊息之方法，將原播送之聲音影像向公眾傳達

者，亦屬之。」其中「其他器材之廣播系統傳送訊息之方法」，

解釋上亦包含「同步網路廣播」在內。蓋法律解釋，應觀察社

會的需要，與時俱進，不能拘泥於立法當時的原意。歐盟國家

即將「同步網路廣播」包含在「公開播送」的概念中，我國亦

宜仿效，否則相同是播送，用銅軸電纜線屬於公開播送，用電

話線屬於公開傳輸，二者的取得成本差異甚大，強加區分，並

不合理。 

 

此一理由，如果在我國未訂有如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0

款「公開傳輸」之定義之前，似屬合理。然而我國已訂有公開傳輸

定義，且此定義，明顯包含「同步的網路公開播送」之概念，即不

得作此解釋。蓋「同步網路廣播」只能落入「公開播送」或「公開

傳輸」其中一項概念，不能是重疊性的，而應是互斥的，否則如果

立法當時明顯把「同步網路廣播」當作是「公開傳輸」，而又同時

解釋為是公開播送，豈非作「同步網路廣播」，需要取得兩項權利

的授權方可？而如果中華電信之 MOD 已經取得公開播送的授權，

而因其亦符合公開傳輸之定義，著作之公開傳輸之權利人告中華電

信侵害其公開傳輸之權利，法院將如何處理？ 

           

（三）或謂中華電信的 MOD 的網路沒有和國際網路（internet）相連，

不是網際網路，IP 是用來定址，與上網無直接關係，且電視頻

道服務，不是互動式，不能依客戶的時間需要而點選，不應認

為係公開傳輸。此一理由，亦有不足。查我國著作權法第 3 條

第 1 項第 10 款「公開傳輸」之定義，不限於網際網路，尚包含

其他非網際網路，如互動式（intranet），及其他以網路之方法

之傳輸在內。不能謂非網路際路，即非屬於公開傳輸。 

 

三、基於數位匯流的需要，有關同步網路廣播，未來在立法政策上，是否

應認為屬於公開播送，抑或仍然認為是公開傳輸，宜採較多國家之立

法通例，而不宜採少數國家之立法例，尤其是台灣常向其購買著作權

利之國家，如美國、日本、南韓、中國大陸或歐洲國家等之立法，尤

須參考。如果網路同步播送，將其認為係公開播送，台灣取得國外授

權確定將較為便利，且付費較少的話，此因素在立法政策之採行上，

宜認真斟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