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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直播、短片分享等著作權相關問題之說明 

 

在數位科技發達的現代，智慧型手機及相關行動裝置日益普及，

幾乎人人都有機會利用各種數位科技進行創作，並能夠隨時隨地利用

網際網路，將正在發生的情境分享給家人、朋友甚至社會大眾。其中，

透過手機或數位通訊器材於網路平台進行現場影像與音樂之傳輸，一

般稱之為「直播」，具直播功能之知名網路平台包括 17直播、Up直

播、Facebook直播、YouTube直播等；或者將音樂、影像錄製為具創

意性之影片，並上傳至相關網路平台進行分享，例如抖音、Instagram

等。 

一、直播或上傳之短片利用到他人的音樂時，是否會涉及著作權問題

呢? 

據瞭解，一般直播平台除即時播出外，通常具備回看之功能，

可供網友隨時點閱觀看。透過直播將畫面及背景音樂提供大眾觀看，

或是製作短片利用到他人之音樂，並上傳至網路平台分享，會涉及利

用到他人之音樂著作（詞、曲）與錄音著作（錄有聲音版本）之「重

製」及「公開傳輸」利用行為，原則上應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

授權，方屬合法利用，否則須負相關民刑事責任。所以進行直播前，

如有利用他人的音樂著作或錄音著作，應先取得授權，避免事後發生

爭議及訴訟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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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據瞭解，由於部分平台業者有與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就「公

開傳輸」利用行為簽有授權契約，建議於利用直播平台前，先行瞭解

該平台使用條款之內容或逕洽各平台詢問可利用或授權利用的範圍。

此外，目前常見直播主係與平台簽訂契約，以定期或不定期進行相關

直播，此時，直播主可於與平台簽訂之契約中，約定由何方取得相關

音樂著作、錄音著作利用之授權，以避免爭議。 

二、直播或短片之影片內容著作權歸屬？ 

由於上傳直播或短片平台的內容多係歌唱或舞蹈等演出，這

些演出若具原創性與創作性，即為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表演」，

而錄製這些表演之影片如符合前述要件，亦為著作權法保護之

「視聽著作」，各自享有獨立之著作權；由於我國著作權法採創

作保護主義，著作權之歸屬原則上以實際完成著作之人享有，除

非直播或短片平台的使用者條款另有規定，否則其他人不能未經

同意或授權利用這些影片。惟直播主與平台不論是否屬於雇傭關

係或出資聘人關係下完成之著作，均建議雙方以書面約定著作權

歸屬，避免爭議，如未約定，則依著作權法第 11條(僱傭關係)

或第 12條(出資聘用關係)規定來定著作權之歸屬。 

三、其他直播或短片涉及之著作權問題 

除前述說明外，有關利用網路平台進行直播、短片分享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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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之相關問題，可參考下列之 Q&A： 

 

Q1：我想在上傳網路平台之直播或短片中利用他人音樂，應該如何

取得授權呢? 

A：有關音樂著作及錄音著作之重製和公開傳輸的授權管道、方

法，可參考本局「影視音產業利用音樂專區」及「音樂錄

音著作授權資訊查詢管道」。  

 

Q2：上網觀看直播、短片是否會涉及著作利用行為呢? 

A：單純透過手機、平板或電腦設備，連線網際網路瀏覽、聽聞網路

平台直播及短片等影音內容部分，因不涉及「重製」、「公開傳

輸」他人著作等著作財產權之利用行為，所以可以上網瀏

覽。  

 

Q3：我可以把網路平台上的直播、短片下載後，轉傳給他人或再上

傳到其他平台分享嗎? 

A：如未經授權卻將享有著作財產權的影音作品下載（重製）

並轉傳（公開傳輸）給他人或上傳至其他平台，將構成他

人音樂著作、錄音著作及視聽著作財產權(重製權、公開

傳輸權)之侵害。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lp-430-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30-856179-40492-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30-856179-40492-3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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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我可以用超連結的方式，分享喜歡的直播、短片嗎? 

A：提供「網頁超連結」讓他人自行連結閱覽，單純提供超連結並沒

有重製及公開傳輸他人著作，不涉及著作利用行為，但仍須特別

注意，若明知該被連結之網站有侵害著作權之情事，而仍透過超

連結的方式提供給公眾，則有可能成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人公開

傳輸權的共犯或幫助犯，恐要負共同侵權責任。 

 

Q5：權利人發現自己的著作未經授權被上傳到網路平台時，該如何

主張權利呢? 

A：權利人或其代理人一旦發現網路平台上有侵害其著作權之內容時，

得逕行通知網路服務提供者(ISP)配合取下，迅速排除侵權行為，

通知時應載明包括權利人或其代理人之姓名或名稱、地址及聯絡

資訊…等，且註明如有不實致他人受損害者，權利人願負法律責

任（請參考網路服務提供者民事免責事由實施辦法第 3條第 1項

規定）。此外，權利人也可依著作權法第 82條(本局網站「申請

爭議案件調解」)及鄉鎮市調解條例有關調解程序之規定申請調

解，亦可逕向法院提出民、刑事訴訟，或是檢具相關事證，逕向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刑事警察大隊提出告訴（專線：

0800-016-597）。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lp-422-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lp-422-3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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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直播與短片平台業者，是否會因網路直播者或影片上傳者

之侵權行為而連帶負法律責任? 

A：直播或短片平台業者如符合相關規定，包括告知使用者其著作權

或製版權保護措施，並確實履行、告知使用者若有重複侵權，應終止

全部或部分服務等(著作權法第 90條之 4參照)，且符合同法第 90條

之 7所規定情形（對使用者涉有侵權行為不知情、未直接自使用者之

侵權行為或有財產上利益等），依著作權人之通知，立即取下該涉嫌

侵權之內容，或因其他管道知悉該侵害情事，善意取下該涉嫌侵權之

內容，即得主張免除共同侵權責任而不負賠償責任；此外，並應將通

知取下之處理情形，轉送該涉有侵權之使用者，俾利使用者進行後續

的救濟程序（參照第 90條之 9）。相關資訊可參見本局網站「著作權

法網路服務提供者 ISP民事免責事由 Q＆A」之說明。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lp-472-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lp-472-30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