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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著作權法是與民眾日常生活最息息相關的智慧財產法規，但由於

著作權法本身有相當的複雜性，像是著作權的專有權利包括著作人格

權及著作財產權就多達 14 項1，受保護的著作類別也有 10 類之多，

加上每個著作類別享有的權利、有無合理使用之適用等規範均不盡相

同，民眾於工作、生活中遭遇的著作權問題，也因為網路及科技的快

速發展態樣日趨多樣及複雜，為協助民眾解答著作權法相關疑義，本

局設有著作權諮詢信箱，並將歷來解釋的資料置於本局官網提供各界

檢索參考運用。 

為普及民眾對於著作權的保護與侵害預防觀念的認識，本局特別

蒐集近年來民眾電郵諮詢較為常見的著作權問題，舉凡著作完成是否

需經登記註冊、職務上完成的著作權歸屬、使用網路圖片、營業場所

播放音樂及遭到侵權時該如何維護權利等，編撰本著作權案例 Q&A，

透過十二個案例呈現問題及答覆內容，以淺顯易懂的說明方式讓民眾

了解著作權的規範，建立全民尊重及保護智慧財產權之正確觀念。  

                                                
1「著作人格權」包含公開發表權、姓名表示權及禁止不當變更權等 3 項權利；「著作財產權」

包含重製權、改作權、編輯權、出租權、散布權、公開展示權、公開口述權、公開播送權、

公開上映權、公開演出權、公開傳輸權等 11 項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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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說完成後需要申請著作權登記或註冊嗎？ 

Q：查理斯在網路上寫連載小說，為了保護自己的權利想要去申請著

作權登記，但又聽說只要作品完成當下就擁有了著作權，這是對的嗎？

又如果真的不用登記，那要如何證明自己是著作權人呢？ 

A： 

依據著作權法第 10 條規定，我國對於著作之保護係採「創作保護主

義」，也就是說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不需要向任何機

關或單位申請登記或註冊。所以查理斯的網路小說，只要符合以下兩

要件，即屬受著作權法保護的「語文著作」： 

(一) 原創性：是自行創作，非抄襲他人的獨立創作。 

(二) 創作性：符合最低程度的創作高度，而認為著作人的精神表達之

內容已達相當程度，足以表現著作人的個性或獨特性，即有創作性。 

    至於查理斯要如何證明自己是著作權人呢？由於著作權係屬私

權，著作權人與其他一般私權之權利人相同，對其權利之存在須自負

舉證責任，所以建議查理斯保留任何與創作過程或發行、其他與權利

有關事項的資料(如草稿、備份、增刪紀錄、或是與著作有關的討論

紀錄等等)，以作為將來發生爭議時得以確保自身權利之依據。 

    另外，著作權法為便利著作人或著作財產權人舉證，特於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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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明定，凡著作之原件或已發行之重製物上、或將著作公開發表時，

以通常之方法表示著作人之本名或眾所周知之別名者，即推定為該著

作之著作人，建議查理斯也可善用此項機制表彰自己為著作人。 

    最後要提醒的是，因為著作權是私權，是否為「著作」？是否符

合原創性及創作性？均須個案認定，而一旦發生爭議，則是由司法機

關依據個案事實調查證據來認定。 

※參考資料： 

1. 著作權法第 3條第 1項第 1款、第 5條、第 10 條、第 13條、「著作權法第五

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 

2. 本局相關解釋令函:電子郵件 1100609、1091222、1091020、1080311。 

3. 本局網站「著作人舉證責任及方法」：(智慧財產局網站首頁/著作權主題網/

著作權知識+/著作權基本概念)。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41-856398-f4867-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41-856398-f4867-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93236-d59ee-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84486-a2160-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82696-fc706-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55297-af42a-301.html
https://www.tipo.gov.tw/tw/cp-180-219588-0a29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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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謂著作權僅「保護表達，不保護思想、概念」？ 

Q：月亮馬戲團在 COVID-19 疫情期間研發了一套運用身體技巧演繹

的雜耍特技，想知道這套雜耍特技是否也是可以受到著作權法的保

護？ 

A： 

著作權法所稱的「著作」，係指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

創作。又著作權法保護的是具體的表達形式(例如文章、畫作等等)，

至於「思想、程序、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現」等

在著作權法上並不具獨占性，人人都可自由利用。由於月亮馬戲團所

研發的雜耍特技本身，是屬於運用身體技巧的「概念、操作方法」，

所以無法成為著作權法保護之對象。其他類似的例子，還有桌遊的遊

戲方法、菜餚的烹調方式等，也都是屬於「操作方法或製程」，所以

不能禁止他人使用相同的雜耍特技、遊戲及烹調方法等。 

    不過如果月亮馬戲團將雜耍特技之表現技巧、方法，另外以文字

的方式說明，或製成教學影片，亦即已經以客觀化之表達形諸於外，

而能為人類感官所能感受得知其內容，且具有「原創性」（非抄襲他

人者）與「創作性」（作品須符合一定之「創作高度」），則該文字說

明、影片仍屬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語文及視聽著作；他人如果要利用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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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著作，就需要得到各該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才能利用。 

    由於著作權係屬私權，個案是「概念」還是「表達」?是否屬受

本法保護之著作？如有爭議發生，仍須由司法機關依具體個案事實調

查證據認定之。 

※參考資料： 

1. 著作權法第 10條、第 10條之 1。 

2. 本局相關解釋令函:電子郵件 1100609、1100416b、1081016。 

3. 本局網站「著作人舉證責任及方法」：(智慧財產局網站首頁/著作權主題網/

著作權知識+/著作權基本概念)。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93236-d59ee-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89277-8cb3c-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55440-21e95-301.html
https://www.tipo.gov.tw/tw/cp-180-219588-0a29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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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雇於公司期間所完成的著作，著作權是歸屬於

員工的還是公司的？ 

Q：阿元任職於婚紗攝影公司擔任助理時拍攝了不少公司業務用的照

片，因為個人興趣休假時也會用自己的專業相機到各地拍攝美景；阿

元想如果有一天他要離職，未來應徵其他公司時需提供的履歷與作品

集，可以將自己在前公司任職期間拍攝的攝影成果都放入作品集嗎？ 

A： 

阿元拍攝的照片只要具有「原創性」及「創作性」，即屬受著作權法

保護之攝影著作，但因為是受雇於公司，領公司薪水，這段期間的創

作究竟是誰的?員工可以自由利用嗎？ 

    有關員工於職務上所完成著作之著作權歸屬，依著作權法第 11

條規定，如有契約約定者，從其約定；如未約定，則以受雇人為著作

人(即員工享有姓名表示權、禁止不當變更權等「著作人格權」)，雇

用人(公司)則享有重製、改作、散布…等「著作財產權」。但什麼是「職

務上完成之著作」？這是事實認定的問題，要依工作性質作實際判斷，

例如：阿元所拍攝的照片是否是在公司指示、企劃下所完成？有無利

用公司的經費、資源所完成？與工作地點、時間並無必然關係。 

   因此如果阿元的攝影作品，不是所謂「職務上完成」之著作，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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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休假期間因個人興趣拍攝登山旅遊的照片，攝影著作的著作權仍屬

於實際拍攝的阿元享有著作權；但阿元因擔任助理而被公司指派拍攝

的婚紗照片，應屬職務上完成之著作，須依著作權法第 11 條規定，

決定其著作人及著作財產權究竟屬於公司或員工所有。 

    所以阿元最好先確認當初是否有與前公司簽約約定職務上所拍

攝照片之著作權歸屬？如果契約已經約定著作人與著作財產權均屬

前公司所有，阿元應徵得前公司的授權或同意，才可以將這些婚紗照

片置於履歷或作品集，否則就有侵害著作權的可能。 

※參考資料： 

1. 著作權法第 10條、第 11條。 

2. 本局相關解釋令函:電子郵件 1100901、1100513b、1091005。 

3. 有關著作權歸屬或授權約定之相關契約範本，可參考本局網站「契約範本」：

(智慧財產局網站首頁/著作權主題網/使用與授權/契約範本)。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97077-43f1f-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91148-895d3-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82691-e8f88-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lp-432-3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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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營業場所使用正版 CD 或合法數位串流播放音

樂，還需取得授權嗎？ 

Q：阿泰想在剛開張的健身房裡播放一些熱門歌曲當作背景音樂，但

有熱心朋友告訴他，使用前最好先拿到授權，否則可能會觸法。阿泰

很疑惑自己使用的就是正版或屬合法來源的音樂了，為何還需要再另

外付費取得授權？ 

A： 

在公開場所上播放歌曲供不特定或特定的多數人聆聽，是屬於「公開

演出」他人音樂(詞、曲)及錄音著作(錄有聲音的 CD)的利用行為，雖

然阿泰自行購買了正版 CD，但其實只買到 CD 這個物品的所有權，

並沒有取得 CD 內詞曲作家、唱片公司的音樂著作及錄音著作的公開

演出權，至於網路上合法的數位串流音樂，有些只是授權給付費的個

人收聽，沒有同意將音樂予以公開演出，所以阿泰在健身房播放正版

CD 音樂供來店的顧客聆聽，仍要另外向音樂的著作財產權人或其加

入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同意或授權，方得利用，否有可能會構成侵

害著作財產權之行為。 

    至於要如何取得音樂著作及錄音著作公開演出權的授權，相關資

訊，可以參考本局「音樂錄音著作授權資訊查詢管道」，向著作權集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30-856179-40492-3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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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管理團體洽詢有關授權及計費方式。 

※參考資料： 

1. 著作權法第 3條第 1項第 9款、第 26條。 

2. 本局相關解釋令函:電子郵件 1100531、1090501e、1080722b。 

3. 本局網站「營業場所播放電視、廣播或音樂之著作權 Q&A」：(智慧財產局網

站首頁/著作權主題網/著作權知識+/營業場所著作權)。 

4. 本局網站「音樂錄音著作授權資訊查詢管道」：(智慧財產局網站首頁/著作權

主題網/使用與授權/影視音產業利用音樂專區)。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91164-e62ec-301.html?markstr=%e7%87%9f%e6%a5%ad%e5%a0%b4%e6%89%80%2c%e9%9f%b3%e6%a8%82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76486-4e69e-301.html?markstr=%e7%87%9f%e6%a5%ad%e5%a0%b4%e6%89%80%2c%e9%9f%b3%e6%a8%82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55379-37025-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14-855907-4cba5-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30-856179-40492-3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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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衣服、鞋子及包包等實用性產品有何著作權問題？ 

Q：小玲是個美術設計師，最近想以太空服為主題幫客戶設計貼紙圖

案，供客戶貼在商品上使用，由於小玲的圖案是依照 5、60 年代 NASA

「水星計畫」的太空服造型所繪製，只有改變顏色及省略細節，小玲

擔心這是否也會有侵害著作權疑慮？ 

A： 

著作權法所稱的著作，指的是屬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

創作，且須符合「原創性」（為著作人自行獨立創作，非抄襲他人者）

及「創作性」（作品須符合一定之「創作高度」）等二項要件，方屬受

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而像衣服、包包、鞋子等服飾或配件產品，因

為僅是實用性的物品，或係以模具製作或機械製造可多量生產之「工

業產品」，因此，不屬於著作權法所稱之著作。而小玲參考的太空服

裝，就是上述的實用性物品或工業產品，因此小玲將太空服繪製成圖

稿，不涉及利用他人著作的行為，無著作權侵害的問題。 

    不過，如果服飾或配件產品上繪有圖樣(例如太空服上 NASA 的

標誌圖樣、或是其他商品的 LOGO)，這類的圖案如果其配色、線條、

花紋等設計具有原創性及創作性，就屬受著作權法保護之美術著作，

小玲將其予以繪製在自己的圖稿上，會涉及「重製」或「改作」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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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他人著作之行為，則應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或同意，才能合法

利用。 

※參考資料： 

1. 著作權法第 3條第 1項(第 5款、第 11款)、第 22條、第 28條。 

2. 本局相關解釋令函:電子郵件 1100723、1100716、1091201b。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95199-421f9-301.html?markstr=%e5%b7%a5%e6%a5%ad%e7%94%a2%e5%93%81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95196-3c006-301.html?markstr=%e5%b7%a5%e6%a5%ad%e7%94%a2%e5%93%81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84474-b503a-301.html?markstr=%e5%b7%a5%e6%a5%ad%e7%94%a2%e5%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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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想把卡通動漫角色作為裝飾店面等設計使用，會

有侵害著作權的問題嗎？ 

Q：小巫收藏了許多從日本買回來的正版「哆啦 A 夢」漫畫集，她想

擷取部分漫畫內容作大圖印刷輸出後裝飾在自己經營的背包客旅店

的大廳及房間牆面上，以吸引消費者及美化店內空間之用，這樣有著

作權的問題嗎？ 

A：  

漫畫只要具有原創性(非抄襲他人)及創作性(具有一定創作高度)即屬

受著作權法保護的美術著作。而「著作權」及著作附著物之「所有權」

是兩種不同的權利，小巫雖然花錢購得正版的漫畫書(合法重製物)，

但也只是取得漫畫書(附有美術著作之物)的「所有權」，並沒有取得該

美術著作之著作財產權。 

    因此如果小巫另外將漫畫書內的圖案以大圖「印刷」，是屬於著

作權法的「重製」利用行為，而「重製權」是著作財產權人專屬之權

利，若未取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且無著作權法第 44 條至

第65條合理使用規定之情形，則有可能構成侵害著作財產權的行為，

而須負相關之民、刑事責任。 

    那小巫要怎麼做才合乎著作權法的規定呢？其實依照著作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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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7 條第 1 項規定，美術或攝影著作原件或合法重製物之所有人或

經其同意之人，得公開展示該著作原件或合法重製物，所以小巫可以

直接將所購買的正版漫畫書以實體公開展示方式提供消費者閱覽，或

是購買哆啦 A 夢的海報或玩偶裝飾店面，就不會構成著作權的侵害。 

  同樣的道理，舉凡將知名卡通人物造型繪製於餅乾、蛋糕(或將

蛋糕作成卡通人物造型)、製成雞蛋糕的模具，或是將卡通人物織於

毛線衣或羊毛氈製成成品…對外販賣等，也是會涉及「重製」(或「改

作」)、「散布」他人美術著作的利用行為，也應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

同意或授權，才屬合法利用喔！  

※參考資料： 

1. 著作權法第 3條第 1項(第 5款、第 11款及第 12款)、第 22條、第 28條、

第 28條之 1、第 57條。 

2. 本局相關解釋令函:電子郵件 1100909、1100507、1090821b、1090616。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97086-25bb9-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91142-04a32-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80844-f5958-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78307-7e18f-3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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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用通訊軟體或社群媒體分享影片供別人瀏覽，會

有侵權問題嗎？ 

 Q：小吳在 Youtube 上看到某部電影預告片十分精彩，想用臉書及

LINE 推薦給社群好友收看，但又擔心會有侵權的問題，請問小吳

應該以何種方式分享才符合著作權法規範呢？ 

A： 

電影預告片因為具有原創性(非抄襲他人者)及創作性(具有一定的創

意高度)，屬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視聽著作。如果小吳是先將影片「下

載」後，再將該影片「上傳」到 LINE 或臉書，是屬於「重製」及「公

開傳輸」他人著作的利用行為，原則上應取得影片著作財產權人之同

意或授權，否則可能會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但如果小吳是以提供

Youtube 的連結網址方式分享影片，因為「超連結」在技術上是讓使

用者點按連結直接開啟 Youtube 網站瀏覽收看，並不是將影片內容

複製後貼到 LINE 或臉書上，所以不會涉及著作權的重製、公開傳輸

等利用行為，不會構成侵權。 

  但要特別提醒，若小吳明知該影片本身就是屬於盜版影音，仍然

提供連結分享給好友觀看，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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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建議小吳在分享前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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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置於 Youtube 的影片來源為何，也應避免任意轉傳來路不明的

影片。  

※參考資料： 

1. 著作權法第 3條第 1項(第 5款、第 10款)、第 22條、第 26條之 1。 

2. 本局相關解釋令函：電子郵件 1100406b、1100813b、1100825。 

3. 本局網站「LINE上有關上傳、轉傳圖片、影片之著作權問題說明」：(智慧財

產局網站首頁/著作權主題網/著作權知識+/網路著作權)。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89268-76970-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96201-4af15-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96214-0b9b0-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16-888300-f712d-3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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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拍攝知名建築物並分享至網路，會有著作權問題

嗎？ 

Q：阿坤想將自行拍攝的國內著名地標像是台北 101、台中國家歌劇

院的照片上傳網路分享，會有著作權的問題嗎？ 

A： 

一般而言，知名地標如 101 大樓、台中國家歌劇院或特色古厝等建

築，具有原創性及創作性，屬於受著作權法保護的建築著作，拍攝建

築著作並上傳至網路，固然屬於「重製」及「公開傳輸」的利用行為，

不過，依照著作權法第 58 條規定，有關戶外的建築著作，只要不是

以建築的方式重製建築物，任何人都可以以任何方法利用之。所以不

管阿坤是拍攝建築物或是與建築物合影並將照片上傳網路的利用行

為，都屬於著作權法「合理使用」之範疇，阿坤無須取得授權，但應

依著作權法第 64 條規定，以合理方式明示其出處。 

  另外，如果所拍攝的是年代久遠的古廟、古厝，已超過著作財產權

保護期間(著作人之生存期間及其死亡後 50 年，如為法人著作，則存

續至其著作公開發表後 50 年)，除不得侵害著作人格權外，任何人均

得自由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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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著作權法第 3條第 1項(第 5款、第 10款)、第 22條、第 26條之 1、第 58

條、第 64條。 

2. 本局相關解釋令函：電子郵件 1100413b、1091201c、1090319、1090115。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89273-c017e-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84475-cb140-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74460-f4aa0-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63768-ec102-3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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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師在課堂上影印試題讓學生練習，是否有侵害

著作權的問題？ 

Q：國中老師小哲為了幫自己班上的同學準備國中基測，蒐集了其

他國中重點科目之段考考題、坊間補習班的模擬考題影印給同學練習，

這樣是否會有侵害著作權的問題？ 

A： 

依照著作權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依法令舉行之各類考試試

題及其備用試題，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而所謂「依法令舉行」係指

依我國法令而言，不包含外國法令在內。在教育法規方面，例如：國

民中小學依「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實施之評量試題、依高

級中等教育法第 45 條第 2 項訂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之考試、專科學校依據專科學校法訂定學則所舉行之考試、大學依據

大學法訂定學則所舉行之考試等，均係依我國教育相關法令所舉行之

考試，其試題及其備用試題，均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所以小哲老師

蒐集其他國中段考考題，因為試題本身，屬於依我國教育相關法令所

舉行之考試試題，不是著作權保護之標的，小哲老師可自由利用不會

觸法。 

    但是坊間補習班的模擬試題、參考試題，因為是補習班老師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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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的題目，並不是前述依我國法令舉行的考試試題，所以這部分小

哲老師如果要影印給同學的話，就要取得補習班或是出題老師的授權，

才可以利用，否則還是要自行或協助學生付費購買坊間的模擬試題作

為練習之用，而不能直接影印給學生使用。 

※參考資料： 

1. 著作權法第 9條第 1項第 5款。 

2. 本局相關解釋令函:電子郵件 1100824、1061226、951020d 

3. 本局網站「校園著作權百寶箱-教學活動篇」：(智慧財產局網站首頁/著作權

主題網/著作權知識+/校園著作權)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96211-049c0-301.html?markstr=%e8%a9%a6%e9%a1%8c%2c%e4%be%9d%e6%b3%95%e4%bb%a4%e8%88%89%e8%a1%8c%2c%e6%95%99%e8%82%b2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55015-7602e-301.html?markstr=%e8%a9%a6%e9%a1%8c%2c%e4%be%9d%e6%b3%95%e4%bb%a4%e8%88%89%e8%a1%8c%2c%e6%95%99%e8%82%b2
https://s290.intranet.idc:8443/MOADoms/doms/da/welcome.htm
https://www.tipo.gov.tw/tw/cp-180-219602-77337-1.html#p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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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參加徵件活動的作品得獎時，作品的著作財產權

是否就要讓與給主辦方？ 

Q：小葉想參加某原住民協會舉辦的「原鄉之美」攝影比賽，主辦方

在徵件簡章內規定參賽者投件時需併附已簽署之著作權聲明書，要求

同意競賽作品如獲獎，雖然參賽者仍可保有著作人格權，但須將得獎

作品的著作財產權讓與給該協會，小葉覺得這規定似乎對參賽者不合

理，因為這樣是否就意味著投稿的作品一旦得獎，自己也無法再利用

這個作品了？ 

A： 

主辦單位舉辦設計競賽之徵件活動，其法律性質類似民法的懸賞廣告，

主辦方所發布的活動辦法為「要約」，參加人提供作品參與活動的行

為是「承諾」，要約和承諾合致，契約即成立，雙方均受該活動辦法(即

契約內容)之約束。而著作權屬於私權，依契約自由原則，主辦方本

得依著作權法第 36 條或第 37 條有關規定，與參賽者約定作品之著

作財產權歸屬誰、或是參賽者同意授權給主辦方的利用範圍。 

    因此若主辦單位已評估對於得獎作品的後續利用確有需求及兼

顧得獎獎品(金)之合理報酬等考量，主辦方這樣的約定亦無不可；小

葉未來如要利用該著作，例如將攝影作品上傳網路、出版攝影集、或



 

21 
 

辦理攝影展等重製、公開傳輸或公開展示作品的利用行為，除有符合

著作權法第 44 條至第 65 條所定合理使用情形外，應回頭再向主辦

單位取得同意或授權始得為之，而無法逕自利用。 

    由於主辦單位於徵件簡章中要求得獎者讓與著作財產權，很可能

會降低創作者的參賽意願，不利於著作的流通與利用，因此近來智慧

局均建議辦理徵獎活動的機關(構)，應視後續利用得獎作品的實際需

求，於簡章中與得獎者約定取得之著作財產權授權利用的範圍即可，

不必一律要求得獎者讓與作品之著作財產權，讓原創作者後續能利用

自己的創作，以促進著作之流通增進其價值。 

※參考資料： 

1. 著作權法第 36條、第 37條。 

2. 本局相關解釋令函:電子郵件 1100803、1081206、1071203b。 

3. 有關主辦單位應如何訂定合理的徵件作品之著作權歸屬，可參考文化部編撰

之「藝文徵件活動著作權相關約定原則」。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96185-14d3b-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59545-feacb-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55242-5ea02-301.html
https://art.culture.tw/home/zh-tw/cop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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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想檢舉有人抄襲他人的著作，應該請哪個政府

單位進行調查呢？ 

Q：小桃在文創園區的店家發現有商家販賣的文創商品圖案與知名畫

家的作品相仿，仔細一看商品並沒有標示授權的來源，懷疑是非法抄

襲的盜版品，心想國內竟有人作這種侵權行為損害藝術家的著作權利

益大賺黑心錢，應該要站出來檢舉，但究竟要哪個政府單位投訴呢？ 

A： 

未經授權將他人之美術著作印在商品上販售，已構成侵害他人美術著

作「重製權」、「散布權」之行為。因為有關查緝盜版屬於檢警調之職

權，所以如果小桃確實發現他人涉有侵權情事，可檢具相關事證，向

內政部警政署線上檢舉(http://www.npa.gov.tw 之署長信箱)或致電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刑事警察大隊檢舉告發 (專線：

0800-016-597)。至於智慧財產局是主管智慧財產權法規的行政機關，

並無司法調查的權限。 

    另外須說明的是，侵害著作權原則上屬於「告訴乃論」之罪，須

由受侵害著作的著作財產權人或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依法提出告訴

後，方能完成追訴之程序。且著作權是私權，被小桃指控抄襲的圖案

是否構成著作權侵害？如有爭議，仍應由司法機關依具體個案事實調

http://www.n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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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據認定。 

※參考資料： 

1. 著作權法第 3條第 1項(第 5款、第 12款)、第 22條、第 28條之 1、第 100

條。 

2. 本局相關解釋令函:電子郵件 1100428c、1100420c、1100114。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89294-9314c-301.html?markstr=%e6%8a%84%e8%a5%b2%2c%e6%aa%a2%e8%88%89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89282-1e16a-301.html?markstr=%e6%8a%84%e8%a5%b2%2c%e6%aa%a2%e8%88%89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85449-a1f7b-301.html?markstr=%e6%8a%84%e8%a5%b2%2c%e6%aa%a2%e8%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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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自己的著作在網路上遭他人盜用該怎麼辦？ 

Q：阿芳拍攝了幾支與寵物柴柴互動的短片上放在 Youtube 分享，

因為柴柴實在太萌了，幾支影片的點閱率都超高，但沒多久就有網友

告訴她，她的影片被銷售寵物商品的店家上傳到網路拍賣平台作為促

銷售該店家商品之用，請問阿芳有什麼方法維護自身權益呢？ 

A： 

阿芳自製的影片只要具有原創性(未抄襲他人者)及創作性(作品具有

最低的創意高度)，就屬於著作權法保護的「視聽著作」，如果自製的

影片遭他人未經其同意或授權即擅自上傳網路供不特定人瀏覽，則是

侵害了阿芳影片「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的行為，阿芳可以採取

的救濟途徑有以下： 

(一) 通知該寵物商品業者，聲明其盜用行為已侵害她的著作權，促請

自行下架。 

(二) 可依著作權法第 6 章之 1「網路服務提供者民事免責事由」之規

定，「通知」拍賣網路平台的管理員(網路服務提供者，ISP)配合

「取下」侵權之內容以迅速排除侵害。如網拍平台未配合踐行前

述「通知/取下」程序，平台本身就可能要與實際侵權行為人負

共同侵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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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另外，阿芳也可對非法利用之行為人，直接循民事或刑事訴訟程

序提出告訴，追訴侵權者之法律責任，除了可向警察機關或司法

機關提出告訴外，也可向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刑事警

察大隊檢舉（檢舉專線：0800-016-597）。 

    由於著作權係屬私權，著作權人對於其權利之存在及他人之侵權

事實，須自負舉證責任，所以建議阿芳先保留影片的創作過程，如影

片原始檔、拍攝影片規劃或過程中的任何紀錄等，以及其他與權利有

關之資料，像是截圖、保留對方侵權證據等，作為證明自身權利之依

據，又個案是否構成侵權，仍須於提起訴訟後，由司法機關依具體個

案事實調查證據認定。 

※參考資料： 

1. 著作權法第 3條第 1項(第 5款、第 10款)、第 22條、第 26條之 1、第 86

條、第 88條、第 6章之 1「網路服務提供者民事免責事由」。 

2. 本局解釋令函：1100811b、1100810b、1100423。 

3. 本局「著作權法網路服務提供者 ISP民事免責事由 Q&A」：(智慧財產局網站

首頁/著作權主題網/常見問答 FAQ)。 

4. 本局網站「著作人舉證責任及方法」：(智慧財產局網站首頁/著作權主題網

/著作權知識+/著作權基本觀念)。 

5. 本局網站「網路著作權」：(智慧財產局網站首頁/認識著作權/常見問答

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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