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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著作權的基本概念 

如何合法利用他人著作? 

網路及社群的著作權議題 

什麼情況構成抄襲?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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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 

目的 

保障著作人

著作權益 

調和社會

公共利益 

促進國家

文化發展 

著作權法第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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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著作? 

• 是指屬於文學、科學、

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

創作。 

什麼是著作權? 
=版權? 

是一種保護作者所創作的著作，

而由國家法律創設的專有權利 

• 包含二種權利： 

• 著作人格權 

• 著作財產權 
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3款 

什麼是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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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基本概念(一) 

• 創作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10) 

著作權何時發生? 

• 不須申請登記、註冊→創作保護原則 

• Vs.商標權(Logo)、專利權(發明、新型、設計)採註冊保護主義 

需要登記、註冊嗎? 

• 保留自己著作之創作過程、發行及其他與權利有關事項之資料作為

證明自身權利之方法 

• 善用著作人推定之規定(著作權法第13條) 

如何證明自己是著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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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權人之舉證責任，在訴訟上至少必須證明下列事項： 

 證明著作人身分 

證明該著作確係主張權利人所創作，著作人是否有創作能力、
是否有充裕或合理而足以完成該著作之時間及支援人力、是否
能提出創作過程文件等。 

 證明著作完成時間：以著作之起始點，決定法律適用準據，確
定是否受著作權法保護。 

 證明係獨立創作，非抄襲，審認著作人創作時，未接觸參考他
人先前之著作。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075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如何證明著作是我的? 
-著作人舉證責任 

 著作權人為證明著作權，應保留其著作之創作過程、發行及其

他與權利有關事項之資料作為證明自身權利之方法，如日後發

生著作權爭執時，俾提出相關資料由法院認定之。 



• 著作權≠著作附著物之所有權(物權) 

• 購買畫作、CD、DVD，僅是取得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的所有權人，
並未取得各該著作的著作權。 

• 購買軟體→著作權人授權透過該合法重製物使用該軟體的權利 

• 著作權vs.肖像權(民法人格權) 

 照片→著作權=經攝影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拍攝者) 

 人像→肖像權=則屬民法人格權範疇 

• 屬地保護原則─外國人著作亦受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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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是人類精神活動的成果 

必須經由「表達」而外顯 
• 著作權保護「表達」，不保護「概念、方法…」 

必須具原創性&創作性 

• 獨立創作、一定之創作高度 

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

圍 

•色情影片(A片)?工業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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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子Naruto的自拍照 

• 英國攝影師 David J. Slater vs.維基

百科 

• 美國動保組織(PETA)vs.Slater 

 

• 以翻譯軟體進行全文翻譯？ 

• 衛星雲圖? 

• 監視器畫面? 

 

人類精神活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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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不保護 

• 觀念、點子、想法、風格 

• 遊戲方法、投球技巧、氣

功套路 

• 活動流程、節目橋段 

• 按食譜作菜 

表達-保護 

• 文章、文案、照片、影片、

海報、遊戲手冊、活動文

宣或旅遊手冊等(語文、攝

影、美術著作) 

• 地圖、角色外觀、遊戲背

景、配樂或遊戲故事情節

劇本、角色人物對白 

著作權的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
思想、程序、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現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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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創作、非抄襲他人 

• 縱使與他人著作雷同或相似，亦各別獨立受著作權保護 

•以同一角度拍攝之101大樓的照片 

原創性 

•符合一定之「創作高度」 

• 司法實務上見解之闡述及判斷分歧，本局認應採最低創作性、最起

碼創作之創意高度(或稱美學不歧視原則)，需於個案中認定之。 

•小學生的作文、美術繪畫、書法等作品亦享有著作權。 

•法律價值：小兒塗鴉與曠世鉅作等價(品質與美感非考量因素) 

•市場價值：價格高低決定於自由市場 

創作性 作者的精神作用已達到相當程度，
足以表現其個性或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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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權法要求之原創性，與專利法之新穎性或進步性要件不同 

• 僅須著作人本於自己精神作用之創作，而非抄襲他人之著作即

可，因此接受他人之思想、觀念等激發，而本於自己精神作用

後所為之著作，仍可作為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 

• 只要是著作人智慧心血之付出，並且在著作之內容或表達上已

展現作者之個性或其獨特性，即得享有著作權之保護。否則著

作權法保護之對象將僅止於少數大師級人物具有革命性之創新

著作而已，似非著作權法立法之精神所在。 

 彰化地院98年易字第227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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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者如將其心中所浮現之原創性想法，於攝影過程中，
選擇標的人、物，安排標的人、物之位置，運用各種攝影
技術，決定觀景、景深、光量、攝影角度、快門、焦距等，
進而展現攝影者之原創性，並非單純僅為實體人、物之機
械式再現，即應受著作權法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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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科技發達…..可輕易以智慧型手機拍攝照片紀錄影像，….即使

不懂攝影技巧之人，亦可透過內建的拍照模式拍出專業完美照

片，…在此科技進步之時空背景下…不應將攝影者是否有進行「光

圈、景深、光量、快門」等攝影技巧之調整，作為判斷該攝影著

作是否有「創作性」之依據， 

• 只要攝影者於攝影時將心中所浮現之原創性想法，於攝影過程中，

對拍攝主題、拍攝對象、拍攝角度、構圖等有所選擇及調整，客

觀上可展現攝影者與他人可資區別之個性，足以呈現創作者之思

想、感情，而非單純僅為實體人、物機械之再現，即應賦予著作

權之保護。 

過
去 

現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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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商品照片搭配如何使用商品之說明文字組合而成…連
結了喇叭連接線…等線路，於商品右方亦擺設小型植物
盆栽，已對拍攝主題、對象、角度、構圖等有所選擇及
調整，客觀上可展現創作者之思想、感情… 

無從知悉上開電子產品之圖示是否為上訴人
員工所拍攝，又該等電子產品圖示均經去背
處理，使各該圖示僅為電子產品本身，客觀
上無從展現創作者之思想、感情… 

智財法院109年民著上易字第6號民事判決 



網拍使用的商品照片 

商品照片如具有「原創性」(非抄襲之獨立創作)及「創作性」(有最起
碼之創意高度)，即屬「攝影」或「美術」著作。 

資料來源：
https://news.tvbs.com.tw/local/972319 

• 下載別人的商品圖片，再上傳到自
己的網拍平台，涉及「重製」及
「公開傳輸」著作的利用行為； 
 

• 如果對照片進行美編，可能會涉及
「改作」著作， 
 

• 以上利用都需取得著作財產權人的
同意或授權 

• 建議要取得授權，或使用自己拍攝
的商品圖，才不會侵害著作權 

司法實務上有多起
針對韓國小雞麵盜

圖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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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照片所呈現之內容而言，固然僅係案外人孫○○單純步

行之畫面，然因在夜間光源不足、存有色偏、拍攝者與被攝

者間存有相當距離、以及被攝者係在行進之狀態等條件下，

如何攝得清晰之照片，在在考驗攝影者之功力，例如在不使

用閃光燈之遠距情形下，應設定何種ISO值、何種對焦模式、

白平衡以及光圈、快門等，均需具有相當經驗，倘拍攝失敗，

不可能再有第二次機會，是以，其所具備之知識經驗，絕非

一般人單純以所謂傻瓜相機即可獲得，縱使使用相同之硬體

設備，對攝影未具有相當經驗者亦未必即可在相同條件下獲

得相同品質之照片… 

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刑智上
訴字7號) 

此類照片依賴攝影者之技術層次，不下於戰地記者單純以傻瓜相機拍攝現場

照片所需之技術，而對於戰地照片，倘其原創性之門檻不高，應無理由就極

端依賴攝影者經驗技術之照片提高其門檻，僅僅因該照片係所謂單純人像照

片、或因其拍攝動機係因八卦報導所需，否則，即有可能產生美學歧視之偏

失。…. 雖僅係單純人像照片，然因其所牽涉之技術要求較之一般照片多，且

極端仰賴拍攝者遠距夜攝功力，自應認為具有原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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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1民著訴26號 

系爭照片完整呈現本新聞事件，包含人、事、地、物，相關景物及人物之位

置及角度，經記者掌握本新聞事件發生的當下，利用攝影的方式透過光與影

之處理，成功地捕捉本新聞畫面及當事人的神韻，將本新聞事件具體化而完

成之創作，係其以本身之角度觀察、取景，為表達其創作情感及思想而饒富

文化意涵之攝影著作，而非單純僅為實體人、物之機械式再現，符合最低創

意之保護要件，而具原創性。 

新聞照片係在新聞事件發生之瞬間攝取其

臨場之情形，基於新聞事件之發生即時性

及不可預測性，事實上無從預先於現場佈

置燈光、布景、或為其他事前準備，且新

聞事件發生後，具有不可再現性，是新聞

照片，相較於預先設計安排之場景下所拍

攝的照片，具有其困難度。….不得僅因其

新聞照片之性質，遽謂不具原創性，或逕

謂具備原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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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家俱，如係僅具實用性之物品，或以模具製作或機械製造可多量生產

之「工業產品」，則不屬受著作權保護之標的(惟家俱上的圖案、花紋如具

原創性及創作性，仍可能受有保護)。(智慧局電子郵件1070919) 

一、杜卡迪摩托車、雅馬哈MOTO GP賽車、1968福特野馬等汽機車，係以模

具製作或機械製造可多量生產之「工業產品」，故汽機車及按其形狀、結

構、比例所製作的模型，均非本法所稱之著作，不受本法保護….。 

二、惟需注意者為，現今業者為銷售商品，往往會將商品外型、細節設計等照

片張貼於網路平台供人瀏覽，而商品之照片，如具「原創性」（非抄襲他

人之獨立創作）及「創作性」（具有最起碼創意高度），係屬受著作權法

所保護之「攝影著作」（電子郵件1050613b） 

 工業產品、實用性物品不屬受著作權保護之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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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作

權

法

第

9

條 

1.憲法、法律、命令或公文 

2.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前款著作作成之翻譯物或編輯物 

3.標語及通用之符號、名詞、公式、數表、表格、簿

冊或時曆 

4.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語文著作 

5.依法令舉行之各類考試試題及其備用試題 

公文→包括公務員於職務上草擬之文
告、講稿、新聞稿及其他文書。例：
答覆各界疑義之電子郵件、函釋活動
資訊等 

不包括「解答」! 指依「本國法令」，故「托福」、
「多益」等外國考試試題仍受保護 

菜餚名稱、書名、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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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與讓與 

著
作
權
受
侵
害 

民
刑
事
救
濟 

著
作
權 

著作人 

著作 

主體 

客體 

著作人格權 

著作財產權 

合理使用 

著作財產權期間 

三種授權方式： 
 權利人自己行使 
 委託他人(經紀人) 
 著作權集管團體管理 

(

原
則
採
告
訴
乃
論) 

 有形利用著作： 
重製、出租、改作、編輯、散
布、公開展示 

 無形利用著作： 
公開播送、公開口述、公開上
映、公開傳輸、公開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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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創作之人為著作人享有著作權（著作權法第10條） 

•二人以上共同完成，且各人之創作不能分離者→共同著作(§8) 

原則—創作人 

• 受雇人(員工)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著作權法第11條) 

• 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著作權法第12條) 

例外一僱傭或出資聘人完成的著作 

你的創作是你的著作嗎?

21 



先視契約有無

約定 

已約定雇用人(公

司)為著作人 

雇用人(公司)享有

著作財產權 

無約定時 

受雇人(員工)是著

作人 

無約定,雇用人(公

司)享有著作財產

權 

約定受雇人(員工)

享有著作財產權 
 著作財產權之歸屬僅能約定歸屬於雇用人或受雇人，不
能約定由第三人享有。 

 「職務上完成之著作」，本質上係基於職務關係所完成
之著作，此係事實認定問題，須以工作性質作判斷(例
如是否在雇用人指示、企劃下所完成，是否利用雇用人
之經費、資源所完成之著作等)(電子郵件1040211b) 

→時間、資源、職務關聯性等 

先決定誰
是著作人 

再約定著作
財產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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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視契約有無

約定 

約定出資人為著作

人(享有著作人格權) 

出資人享有著作財

產權 

無約定，以受聘人

為著作人(享有著作

人格權) 

有約定從其約定 

無約定,受聘人享有

著作財產權 

 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享有者，出資人得於出資之目的範圍內利用該著作(第
12條第3項) 

 什麼是「出資之目的範圍」? 
→依契約之內容而定，契約之內容無法認定者，依一般業界之通念或慣習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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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之客體-類別 

•詩、詞、散文、小說、劇
本、學術論文、演講 

•歌詞、曲譜 •舞蹈、歌劇、話劇 •繪畫、漫畫、連環圖
(卡通)、素描、書法、
字型繪畫、雕塑、美術
工藝品 

•照片、幻燈片 •地圖、科技或工程設計圖、
圖表 

•電影、錄影、電腦螢幕
顯示之影像 

•音樂CD、卡帶 

•建築物、建築模型、建築
設計圖 

•直接或間接使電腦
產生一定結果為目的
所組成之指令組合 

表演人對既有著作或民俗創作之
表演，以獨立之著作保護之(第7
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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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字型爭議 

來源：自由時報2018.09.11報導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54818

7 

 

 字型軟體是電腦程式著作  

 字型繪畫受著作權法保護的
美術著作 

 保護整組字群不是個別文字  

 限制使用軟體輸出個別文字
，會阻礙知識傳播與文化發
展，有違著作權法第1條之
立法宗旨 

 未購買商業版本則是民事契
約問題 

智慧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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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原著作加以改作之創作 

• 例如：將英文小說翻譯成中文小說、武俠小說翻

拍成電影、改編歌曲嘲諷時事 

• 改作前須經原著作人之同意 

衍生著作

(§6) 

• 就資料之選擇及編排具有創作性之創作 

• 論文集？百科全書？電話簿？電視節目表？ 

編輯著作

(§7) 

• 二人以上共同完成，且各人之創作不能分離

者 

• 例如：兩人共編一首樂曲、共作一份期末報告 

• 原則需著作人、著作財產權人全體同意使得行使 

• 宜事前約定如何行使、可否獨立行使 

共同著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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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人有哪些權利? 

著

作

人

格

權 

公開發表權、姓名表示權、禁止不當改變權

(§15~§17) 

專屬於著作人本身;不得讓與或繼承(第22條)→可以約定不

行使 

著

作

財

產

權 

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公開

口述 

重製、改作、編輯、公開展示、出租、散布

(§22~§29) 

著作財產權可以轉讓(全部或部分)、繼承、授權他人利用 
27 



公開發表權(§15) 

• 是否公開著作、何時

公開、如何公開 

姓名表示權(§16) 

• 使用本名、別名或不

具名的權利 

禁止不當變更權(§17) 

• 禁止他人以歪曲、割

裂、竄改或其他方法

改變其著作之內容、

形式或名目致損害其

名譽的權利 

 知名的「烏龍院」漫畫，大陸出版社未經作者同意，將原告著
作由黑白版改為彩色版（台北地院93年度智字第98號民事判決） 

 本件被告在未獲得原告同意下，擅自授權上海恆嘉公司將原告著作由
黑白版改為彩色版，所侵害者，乃原告之著作人格權，非著作財產權，
蓋所謂黑白改彩色並非衍生著作，亦非編輯著作，非所謂著作權法所
謂改作（參著作權法第二十八條），被告之行為，係違反著作權法第
十七條禁止他人以歪曲、割裂、竄改或其他方法改變著作權人其著作
之內容、形式或名目致損害其名譽之權利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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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財產權-有形利用 

重製 改作 

出租 散布 

編輯 

 印刷、影印、掃描 

 複製影片、音樂 

 錄音、錄影 

 翻拍相片、畫作 

       需有原創性 

 翻譯、改寫 

 小說拍成電影 

       需有原創性 

 資料的選擇及編排 

 將報紙上每日專欄
文章集結成書 

公開展示 

 出租漫畫、DVD  販售 

 讓與 

 展出美術作品、攝影
作品 

第一次銷售理論-- 耗盡原則(§59-1、§60) 

 著作財產權人已同意將書籍或DVD等在市場流通  
 民眾取得合法的書籍或DVD可以後續再出租或販賣  
 但是CD或電腦軟體出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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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原著作 

• 指以翻譯、編曲、

改寫、拍攝影片或
其他方法就原著作

另為創作(第3條第1

項第11款) 

改作 
•改作後具有創作性之創

作為衍生著作，而以獨

立之著作保護之。 

•對原著作之著作權保護

不生影響(第6條)。 

衍生著作 

例：將J.K羅琳的英文小說「哈利波特」翻譯成中文(翻譯)、將小
說改為劇本(改寫)、將小說改為電影(拍攝影片) 

注意！第三人欲使用哈利波特中文版小說拍攝成電影，須徵得原著作
(J.K羅琳)及衍生著作(中譯者)之雙重授權。 



著作財產權-無形利用 

公開播送 公開傳輸 

公開演出 公開口述 

 無線、衛星電視 

 有線電視系統 

 MOD線性節目 

 廣播電台 

 透過網路傳輸 

 E-mail  、通訊軟體 

 MOD隨選節目 

 網路影音平台 

公開上映 

       僅限視聽著作 

 電影院放電影 

 公眾場所播DVD 

 社區視聽室播DVD 

僅限語文、音樂、舞蹈、
戲劇、錄音等著作 

 現場演唱 

 公眾場所播音樂 

 以擴音器放廣播 

      僅限語文著作 

 演講 

 朗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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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人格權 永久保護 

著作人死亡或消滅，人格權之保護視同生存或存續(§18) 

著作財產權 非永久保護，有一定之保護期間(§30~§35) 

保護期間屆滿，著作財產權消滅，任何人得自由利用(§43) 

一般著作(§30) 

• 著作人生存期間+死亡後50年 

• 例 :詩人余光中先生(1928年10

月21日-2017年12月14日)，其

詩作之著作財產權保護期間即

於2067年12月31日屆滿 

特定類別著作(法人、攝影、視

聽、錄音及表演、不具名、別名

著作)(§32-34) 

• 公開發表以後50年 

• 例：1939年首映的電影亂世佳人，

屬視聽著作，其保護期間為影片公

開發表後50年。 

◎期間之計算：以該期間屆滿當年之末日(即12月31日)為期間之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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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全部或部分讓與他人或與他人共有(§36) 

˃ 與著作人格權分離而為讓與 

» 讓與之範圍 

依當事人約定 

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讓與 

» 著作財產權之讓與一經合意即行生效 

讓與不一定要以書面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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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權利用(第37條) 

˃ 授權利用之地域、時間、內容及利用方法等，依當事人之約定 

˃ 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授權 

» 非專屬授權 

˃ 著作財產權人保有自己使用的權利 

˃ 著作財產權人得重複授權多人，不受限制 

˃ 被授權人原則沒有再授權他人的權利(第37條第3項) 

» 專屬授權--獨占的許諾 

»在專屬授權之範圍內，著作財產權人不得行使權利、不得再授權第三人 

˃ 專屬被授權人得以自己名義為訴訟上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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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依下述概念分類： 

 是否須標示原作者姓名； 

 是否可作商業性利用； 

 是否可進行改作； 

 是否須就改作後的成果使
用與原著作相同方式分享 

 

 

姓名標示 姓名標示─禁止改作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
相同方式分享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
禁止改作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
分享 

創用CC是一套「保留部分權利」的授權條款的機制，透過簡單的「圖示」及
「文字」進行授權，使用者可以在授權範圍內，合法地分享、再利用及再創作。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http://creativecommons.org.tw/) 

六
種
授
權
條
款 

公眾領域貢獻宣告
（CC0） 

CC0是一種｢不保留權利｣的授權選擇，讓權利
人能選擇不受著作權相關法律保護，也不享有
法律直接提供給創作人的排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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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國立故宮博物院為提升政府資料開放品質、促進故宮資料在教學、個人賞析及營利使用之傳播，特別
自106年起更新下載專區之「文物圖像下載」及「精選圖像下載」，所有圖像民眾無需申請，不限用途，
不用付費，可直接下載使用，相關規範均依「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1.0版」及「CC BY 4.0」辦理，
歡迎各界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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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取得著作權人同意或授權 
• 依契約自由原則約定授權範圍(私權關係) 

• 約定不明的部分推定為未授權(第37條) 

• 應注意標示作者姓名等著作人格權問題 

例外—符合合理使用，才不需要取

得授權而可以逕行利用 
• 符合第44條至第63條列舉情形之一 

• 符合第65條第2項「其他合理使用」情形 

• 應註明出處(第64條) 

• 個案是否構成合理使用，仍應由司法機關於具體個案認定之 37 



著作財產權之限制
(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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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

益,獎勵其創作 

• 賦予著作人專有權利 

為調和社會公共利益、

促進文化發展 

• 保護期間之限制 

• 合理使用 (44條至65條)  

• 強制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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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舉之合理使用→著作權法第44條至第63條規定(須符合各條之要件

使得主張) 

•例如：個人或家庭非營利目的之使用(51)、引用(52)、時事論述之轉載、
學校授課需要(46)、圖書館館藏(48,48-1)、非營利特定活動(55)、身心
障礙者重製(53)、美術攝影展覽解說(57)、戶外展示(58)、…等 

 概括之合理使用→著作權法第65條第2項「其他合理使用」規定，
即不屬於前述列舉規定之利用行為，仍有可能於個案中綜合判斷
被認定為合理使用行為 

第65條規定的「合理範圍」判斷基準 

1.利用之目的及性質(是否具有商業目的？) 
2.著作之性質(指被利用之原著作，事實性的？還是虛構性？) 
3.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指利用的部分占原著作
之比例) 

4.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最重要的要素)  40 



明示方法→ 以合理方式明示 

著作人為自然人時應

明示其姓名 

著作人為法人時應明

示其名稱 

不具名的著作或著作

人不明時註明來源 

合理使用應明示出處，但明示出處，未必

當然是合理使用 

違反者，科處5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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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目的 

報導、評論、教學、

研究 、其他正當目的

(例如：著書) 

利用行為、對象 

引用(部分重製、

散布) 

節錄或抄錄他人著作供

自己著作之注釋或參證

之用 

引用之部分係附屬於自

己著作之內容 

引用部分與自已部分得

加以區別 

在合理範圍內(65條2項) 

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利用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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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營利行為、非營利目的的使用就屬於合理使用，
不會侵害著作權? 
是否營利並不是判斷合理使用唯一的基準。例如：把一首熱播歌曲放在
網站上供網友無償下載，還是會造成著作權人很大的損害 

只要註明來源出處作者就是合理使用? 
註明出處作者是主張合理使用時，法律要求要遵守的義務。如利用行為

未符合合理使用，即使標明出處，仍會構成著作權之侵害 

已公開於網站上的文章、相片、圖片都可以轉
載? 
作者將文章或照片等張貼在網路上時，並不代表作者「當然」同意網友

可以任意轉載或作其他利用，須有符合合理使用的情形，否則仍應取得

授權或同意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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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個人臉書或粉絲專頁公開轉貼網址供不特定人連結瀏

覽，此種單純轉傳超連結之行為，並不涉及「重製」及

「公開傳輸」等著作利用行為，原則上並無著作權侵害

之問題。(電子郵件1060206b) 

如轉傳者明知該連結之網站提供的內容係屬盜版

而有侵害他人著作權的情形，而仍然透過轉傳超

連結的方式提供給公眾，則有可能成為侵害公開

傳輸權的共犯或幫助犯，而要負共同侵權責任。 

注意!! 

45 



來源：LINE官網 

Line轉傳問題 

隨手轉傳 

 轉傳圖片、影片或

音樂涉及重製、

公開傳輸 
 

 如未符合合理使
用將構成侵權 

 

超連結 

 不涉及著作 

   利用行為 
 

 有無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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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FB上之圖片、相片、文章…等可以直接下載自由利用? 

法院看法(智財法院104年度刑智上易字第18號) 

1. 依照臉書使用條款第2.1條規定，「含有智慧財產權的內容」授權可自由存取使
用的對象是臉書公司，不及於其他用戶。 

2. 因此，即使設定為公開，但取用他人臉書上受著作權保護的「內容」，仍屬未
獲授權而侵害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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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蘋果日報2016.10.24報導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

e/20161024/37427040/ 

 

網路直播必知的著作權觀念 

如果你是直播主 

直播涉及重製、公開傳輸行為 

如未符合合理使用將構成侵權  

如果你是直播平台 

符合規定可進入避風港 

免除侵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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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如何認定抄襲-接觸&實質近似 

•不必文字逐字相同或逐句抄襲為限 

•主要是考察兩造著作人在為思想觀念之表達時，其文字、句子、體

系章節或內容安排等的表達形式，是否構成「實質近似」為斷。 

語文著作 

•判斷具有藝術性或美感性之著作是否涉及抄襲時，如使用與文字著

作相同之分析解構方法為細節比對，往往有其困難度或可能失其公

平，因此在為質之考量時，應特加注意著作間之「整體觀念與感覺」

（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49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所稱「整體觀念與感覺」，即不應對二著作以割裂之方式，抽離解

構各細節詳予比對，二著作間是否近似，應以一般理性閱聽大眾之

反應或印象為判定基準。 

圖形、美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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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epo.ctitv.com.tw/2016/09/120203/ 

「愛蜜莉與波奇圖文插畫」與「宅貓妙
可」二者不構成實質近似 

 考量貓為現實之動物有常見姿勢與高貴
等形象，且貼圖創作為日常生活使用，
故各款貼圖中貓之動作、呈現意境本常
有雷同，而貼圖受限於對話框既定範圍
大小、貼圖中貓臉往往佔最大比例，為
觀看者首先應注意，應為主要特徵，在
判斷實質近似上尤為重要，本案兩圖案
在排除不受保護之基本表現手法及道具
特徵元素後，在貓臉部分因有毛色、虎
斑、嘴鼻顏色、腮紅顏色與比例等差異，
與呈現之角色個性亦有殊異，給人整體
觀念與感覺不相同，難以構成實質近似。 

• 智慧財產法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41號判決 

兩者眼睛、眉型、
嘴鼻、觀看角度、
場景明顯不同。而
兩者動作雖均為拿
酒杯坐在椅子上，
但一為右手高舉酒
杯，一為左手手持
酒杯，兩者使用道
具皇冠底部設計亦
有不同。 

智慧財產法院108年刑智上訴字第41號刑事判決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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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責任 賠償權利人之損害 
知悉起 2 年，侵權

行為起10年內 

刑事責任 

原則:告訴乃論罪 

侵害各類著作財產權

(重製權、公開傳輸權

等) (最高5年以下徒刑) 

知悉起6個月內 

例外: 非告訴乃論 盜版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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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利用人的角度－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尊重

別人智慧的創作 

• 所利用的資料是否受保護？ 

• 利用行為有無合理使用情形？並註明來源出處 

• 要取得授權 

從權利人的角度－如何保護創作 

• 創作完成即受保護、不需要註冊或登記。 

• 微量創意、獨立創作，縱使與別人相(雷)同

亦可受保護－主張抄襲者，要有證據。 

• 懂得保存創作過程之完整資料，並善用

「推定」制度(著作權法第1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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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有「文創產業著作權
相關契約範本及其使用
說明」!歡迎參考! 

著作權主題網     使用與授權 契約範本 

著作權主題網     認識著作權 著作權知識+ 

解釋資料
檢索 

 
輸入關鍵字即可查到
本局歷來相關解釋! 

著作權諮詢信箱  ipocr@tipo.gov.tw 
著作權諮詢電話 02-2376-7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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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並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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