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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使用報酬率對照表

主旨：有關好樂迪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錢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等6家公司、中華伴唱設備暨著作利用人協會及星聚點文創股

份有限公司等申請審議社團法人亞太音樂集體管理協會（ACM

A）「卡拉OK、KTV概括授權(公開演出)使用報酬率」案，就「

KTV業者公開演出使用報酬率」一項之審議結果，詳如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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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及好樂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好樂迪公司)107年3月

27日使用報酬率審議申請書、錢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錢

櫃公司)107年3月28日使用報酬率審議申請書、中華伴唱設備

暨著作利用人協會(下稱中華伴唱設備協會)107年4月2日音協

忠字第10705號函及星聚點文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星聚點公司忠字第10705號函及星聚點文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星聚點公司)

107年4月3日使用報酬率審議申請書辦理。

二、本案之使用報酬率，決定如下：

(一)KTV業者(指藉由「單主機對多包廂」的隨選視訊點歌系統提

供消費者點唱服務之業者，不包含以「每一包廂(或場域)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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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一電腦伴唱設備」之方式提供服務之業者)：以包廂數計算置一電腦伴唱設備」之方式提供服務之業者)：以包廂數計算，

每年每間包廂500元(未稅)，大廳以一包廂計。

(二)以營業面積計算：(刪除)。

(三)單曲授權(限能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37條規定，提供

使用清單作為計算使用報酬依據之利用人)：KTV業者(指藉由

「單主機對多包廂」的隨選視訊點歌系統提供消費者點唱服

務之業者，不包含以「每一包廂(或場域)設置一電腦伴唱設

備」之方式提供服務之業者)：以點播次數計算，每點播1次

為1.5元(未稅)。

三、本案處理經過摘要：

(一)社團法人亞太音樂集體管理協會(ACMA)於107年3月9日依集管

條例第24條第5項規定公告本項使用報酬率(以下簡稱本案費

率)並報請本局備查，本案各申請人以「ACMA公告之費率顯與

其管理歌曲在市場上被利用之情形不相符」為主要理由，分

別於3月27日(好樂迪公司)、3月28日(錢櫃公司)、4月2日(中

華伴唱設備協會)及4月3日(星聚點公司)提出審議申請。本局

於4月27日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2項規定於本局網站公告本費

率審議案後，計有台南市視聽歌唱商業同業公會(兼代理台南

市賓士KTV)、美華影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參加。

(二)因本案費率涉及KTV業者及電腦伴唱機利用人等兩類提供視聽

歌唱服務之業者應支付之使用報酬數額，影響層面廣泛，本

局依審議程序邀請雙方進行意見交流會並多次函請雙方提供

資料以佐證其利用ACMA管理歌曲情形，並陳述對本案審議之

意見後，分別於107年10月31日、107年12月19日及108年3月

19日召開107年第4次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下稱著審會)19日召開107年第4次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下稱著審會)、

第6次著審會及108年第1次著審會討論，並於108年3月18日就

「電腦伴唱設備使用報酬率」作成審議決定在案(諒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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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全案之處理經過與雙方意見，可至本局網站(http://www.

tipo.gov.tw)參閱歷次著審會會議紀錄(路徑：「著作權>>著

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會議紀錄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會議紀錄)。

四、本案主要爭點係雙方對ACMA管理歌曲於市場上被利用情形之認

知差距過大，致雙方對於本項費率之合理價格無法達成共識。

有關申請人好樂迪公司、錢櫃公司及星聚點公司等3家KTV業者

及ACMA雙方對「KTV業者費率」部分提出之意見分別說明如下及ACMA雙方對「KTV業者費率」部分提出之意見分別說明如下：

(一)集管團體ACMA之意見

1、費率訂定理由：

(1)包廂計費：「以包廂數計算：每年每間包廂4,500元(大

廳以一包廂計)」。訂定理由係該會評估市面上數品牌伴

唱設備中，重製其管理歌曲之總數佔所有歌曲總數之比

例(以下簡稱歌曲重製率)平均值約27%，為另一家音樂著

作集管團體-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MÜST)之歌曲

重製率平均值(約30%)之9成；而MÜST對此一利用型態訂

定之費率「每年每間包廂5000元」，故乘以0.9後即為A

CMA之費率。

(2)以營業面積計費：「每坪每年以900元計算，不足5坪以

5坪計算」，未說明訂定理由。

(3)單曲授權：「以點唱次數計算，每點唱1次為3.5元」，

理由略以：本局前雖審定MÜST之「卡拉OK、KTV等場所(

電腦伴唱設備)概括授權公開演出使用報酬率-單曲授權

計費」為「每點唱1次以新台幣0.5元計算」，但該會認

為此一金額過低，將導致利用人均選擇單曲計費而架空

其他計費方式，故經評估後以每點唱一次3.5元為宜。

2、對本案費率之其他意見：

(1)歷年來與「卡拉OK、KTV電腦伴唱設備公開演出概括授權歷年來與「卡拉OK、KTV電腦伴唱設備公開演出概括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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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之費率審議案均將集管團體管理歌曲重製於電腦伴

唱機中之重製率作為費率審議之主要審酌因素，本案亦

應比照辦理。

(2)KTV業者和一般電腦伴唱機之利用人的費率應循例採相同

的費率，而不應區分處理。

(3)KTV業者自行計算之之ACMA點播次數清單等資料未經公正

第三方認證，故該等資料不應作為審議之參考證據。

(4)KTV業者並不適用該會公告之單曲授權計費方式。

(5)本局以自建系統分析比對之結果有誤，不應作為審議本

項費率之參考依據。

(二)各KTV業者之建議費率及理由：

1、建議費率及理由：

(1)包廂計費：綜整各業者之意見，為「以包廂數計算：每

年每間包廂140元至500元(大廳以一包廂計)」。理由略

以：各申請人以ACMA提供之管理歌曲清單及其點歌系統

之曲庫進行比對，顯示ACMA管理歌曲之重製率約為5-8%之曲庫進行比對，顯示ACMA管理歌曲之重製率約為5-8%，

且經業者檢視系統之點播紀錄，近幾年ACMA管理歌曲每

年被點播次數之總和佔業者該年度所有歌曲總點播次數

之比例(以下簡稱點播率)均在2%左右；另一方面，MÜST

管理歌曲的重製率及點播率均極高，故宜以MÜST之費率

為基礎，建議ACMA之費率如前所述。

(2)以營業面積計費：「每坪每年以50元計算」(僅星聚點公

司提出)。理由係以ACMA包廂計費之建議費率為基礎，並

與MÜST之營業面積計費費率進行比較，設算出營業面積

之建議費率。

(3)單曲授權：「以點唱次數計算，每點唱1次為0.5元」，

理由係MÜST之費率前經本局核定，且屬市場可接受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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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價格，應比照辦理。

2、各KTV業者對本案費率之其他意見，綜整說明如下：

(1)主張公開演出費率應以消費者實際從事公開演出行為之

次數(即點播次數、點播率)作為訂定費率之基礎，非依

歌曲重製率，否則有重複收取歌曲重製費之疑慮。

(2)KTV業者與電腦伴唱機利用人均係以其設備提供消費者點

選歌曲後演唱的服務，故亦應可選擇單曲授權費率計算

使用報酬。

(3)有關ACMA質疑KTV業者之點播清單不應作為審議參考一事有關ACMA質疑KTV業者之點播清單不應作為審議參考一事，

申請人歷來均以相同方式提供全年度的完整點播次數清

單予MÜST作為該會分配使用報酬之依據，內容足堪採信單予MÜST作為該會分配使用報酬之依據，內容足堪採信，

亦可向MÜST確認清單內容是否相同，證明清單內容真實

無訛(惟KTV業者提供之完整點播次數清單等資料僅作為

本局審議資料之參考，並不提供予ACMA審酌)。

(4)ACMA管理歌曲多屬國臺語老歌，但KTV之主要消費者為年

輕族群，以點唱流行新歌為主，故ACMA管理歌曲之重製

率、點播率在KTV之利用上均相當有限。

五、本局綜合考量下列因素，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4項之規定，對

本案使用報酬率為決定如說明二所示，說明如下：

(一)現行實務上，「KTV業者」提供服務的方式有二：一部分業者

(如本案申請人)係藉由點歌系統(指「單主機對多包廂」的V

OD隨選視訊點歌系統，俗稱大V系統)提供消費者點唱服務，

另一類業者係採「每一包廂(或場域)設置一電腦伴唱機」之

方式提供點唱服務。考量後者仍係利用一般電腦伴唱機提供

服務，為電腦伴唱機利用人，基於相同情形之利用人應適用

同一費率之原則，故於「KTV業者」一詞後加註說明文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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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適用本項費率之對象範圍，以利與電腦伴唱機費率進行區

別，符合市場實務運作情形。

(二)本案以本局自行分析比對各KTV業者提供之資料所得之市場利

用情形作為審議之主要參考依據：

1、比對結果之正確性：經本局分析各申請人提供之106年度

「完整曲庫清單」及「點播次數清單」等資料，認為該等

資料應可作為審議之參考；而本局「廣播電台利用集管團

體管理著作資訊系統」之資料庫內容及比對規則經多年發

展，其比對計算之結果亦已有相當之可信度及嚴謹度，故

本局比對分析結果應有相當之正確性足以呈現市場利用各

集管團體管理著作的情形。

2、比對結果之客觀性：為慎重辦理本案，除當事人雙方提出

之資料外，本局另再函請非屬本案當事人之各地區其他K

TV業者提供前述之點播次數清單供本局比對並作為審議參

考，除儘可能掌握市場現況外，亦儘量避免費率決定之基

礎僅倚重一方之意見及資料，更為客觀、中立。

(三)「KTV業者」費率經蒐集各項資料及踐行相關程序後，作成費

率決定之理由如下：

1、概括授權(年金制)：以本局自行比對分析各KTV業者(含申

請人、參加人及其他自願性提供資料之KTV業者)的資料所

得之結果(各音樂著作集管團體管理歌曲的點播率及重製

率)為基礎，參考其他集管團體之費率，並綜合考量下列

因素，酌予調整後作成如前述費率之決定：

(1)申請人提出之建議費率及負擔使用報酬之能力，兼考量

集管團體執行集管業務時必要支出之成本等因素。

(2)本局蒐集市場利用情形時因統計調查可能產生之些微誤

差，應酌予調整，反映於費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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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費率審議具3年不得調漲之效力，且ACMA目前會務發展情

形及未來的發展均有成長空間，且管理曲目已從成立時

之2萬餘首成長至近4萬首，利用率有提升之空間。

(4)除考量ACMA管理著作之市場經濟價值外，因其主要管理

國、台語老歌，為同時兼顧鼓勵本土文化推廣及保存等

功能目的，宜納入費率評估之考量。

2、營業面積計費刪除：由於營業面積如何計算易有爭議，且

目前授權實務並無採用營業面積計算，爰仍予以刪除。

3、單曲授權：本局前審定各音樂著作集管團體之單曲授權計

費標準「每點唱1次以新台幣0.5元計算」係適用於「電腦

伴唱機利用人」，KTV業者之單曲授權費率未曾經本局審

議，尚無前例可參考；衡酌KTV業者利用音樂著作所獲致

之經濟效益及負擔使用報酬之能力，為使本案兩項計費方

式均有實際執行的可能性，並同時兼顧利用人自由選擇計

費方式之空間，故對KTV業者單曲授權費率酌予調整。

六、隨函檢送經本局審議通過之使用報酬率對照表1份，依集管條

例第25條第6項及第7項規定，前揭作成費率決定之使用報酬率

於107年4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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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易翰君(代理好樂迪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呂嘉正君(代理錢櫃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等6家公司)、中華伴唱設備暨著作利用人協會、星聚點文創股份有限公司、美華影

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視聽歌唱商業同業公會(兼代理台南市賓士KTV)、社團

法人亞太音樂集體管理協會(ACMA)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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