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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智慧財產之源起

非源自於任何一種財產權，而係封建時代由國王
或官吏授予之一種特權，後因時代演進變成由法
律授予，屬於一種無體財產權

1624 英國制訂世界第一部專利法「壟斷法規」

1709 英國制訂世界第一部著作權法「安妮法案」

1857 法國制訂世界第一部商標法「關於以使用原則與不
審查原則為內容的製造標記與商標的法律」

英文稱之為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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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之種類

商標權

專利權著作權

營業秘密積體電路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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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研發成果看智財權表現型態

專利權 商標權

著作權營業秘密

研發成果

報告、論文、心
得、軟體、文件

產品名稱

產品或方法
發明之內容

內部資訊、專門技術
管理方式、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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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是泛國際化的權利

由於各國對於智慧財產權的界定並不一致，故以締
結國際條約解決爭議及權利範圍，已成為慣例

1967 瑞典斯德哥爾摩簽署的「設立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條
約」（Convention Establishing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簡稱 WIPO）

1996 「世界智慧財產組織著作權條約」（WIPO Copyright
Treaty ，簡稱 WCT）與「世界智慧財產組織表演與錄音物
條約」（ WIPO 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eaty ，簡
稱 WPPT）

2001 就基因資源、傳統知識、民間藝術在日內瓦舉行討論

2002 就電子商務與智慧財產領域相關法律及政策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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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參加的國際組織

1994.4.15 在摩洛哥的馬拉喀什市舉行關貿總協定烏拉
圭回合部長會議決定成立 WTO，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
以取代成立於 1947 年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 GATT

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分為四類：已開發成員、發展中成
員、轉軌經濟體成員和未開發成員，現有成員 148 個

世界貿易組織會員，皆須遵循 WTO 內「與貿易有關的
智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簡稱 TRIPs）最低要求
義務

會員亦有遵守 WIPO 內相關智慧財產權之義務

http://www.wto.org/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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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與一般財產之區別 2-1

智慧財產通常有一定地域之範圍，一般財產則否，例如商標
之註冊在巴黎公約會員國之間相互獨立

智慧財產權的效力，通常有一定時間之限制，例如新型專利
權為 10 年

智慧財產所保護的包括人格權及財產權，在繼受取得之情形
兩者不同；而一般財產權無此問題

智慧財產權之取得，如商標及專利，通常需要經過申請及審
查之程序；一般財產除不動產外少有此種問題

智慧財產需具備創新性、非物質性、公開性等特徵；一般財
產之取得依私法自治原則決定，並無特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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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與一般財產之區別 2-2

智慧財產權之權利有不確定性，例如專利權不一定會被主管
機關核准，也可能因為被舉發而撤銷；一般財產則否

智慧財產權的研發及創造成本高低不一定，但是重製成本卻
很低，因此常常造成無形資產交易市場有市場失靈現象

智慧財產權性質上包括使用或實施權及禁止或獨佔權；使用
權固不待論，禁止權則充分表彰智慧財產權之特色，即禁止
他人以同一方式使用之權能。一般財產權之使用權及禁止權
屬同一件事，由於一般財產權使用上排他性之結果，例如占
有、使用、收益與處分權能，當然也就蘊含禁止他人為相同
使用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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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專利權

目的在鼓勵研發與利用發明

包括產業上之新產品、技術、方法或外觀設計

權利取得要件需具備新穎性、產業利用性、進步性等

權利人專有製造、販賣、使用等權利

權利之取得需經過主管機關即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之審
查，凡核准之專利，自申請之日起算，發明專利為 20 

年、新型專利 10 年、新式樣專利 12 年

侵害專利權並無刑事責任，但須負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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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權之取得與專利商品化關係

專利權即專利證書之取得是一回事，有無獲得金錢利益
是另一回事

專利技術之難易與專利市場價值之多寡未必相當：例如
在南極可以接收的手機技術或許很高深，但未必有市場
價值，因為很少人去南極

專利之申請，核准數量固然重要，但能否商品化才是最
重要之目的

如何透過專利權之運用，包括授權或買賣，換取最大之

利益，才是專利權最重要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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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商標權

目的在保護消費者權利及維護企業間之公帄競爭

可以用來識別商品來源、表彰商品價值及企業形象

以文字、圖形、記號、聲音、顏色與立體或其聯合式構
成之產品識別標誌，且需具有識別性

商標專用權人就其請准註冊商標之指定商品專用權類別
中有專用權

權利之取得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公告三個月內無人異議
即取得，惟商標權之保護，自申請之日起算 10 年，但
可以不斷延展使用商標之使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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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營業秘密

目的在保護企業間之公帄競爭與倫理

包括企業上具競爭優勢各種方法、技術、製程、配方、
程式、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等均
屬之

不具權利性，僅需具有非公知性、價值性，並採取合理
保密措施等三要件之各種上述資訊

只需喪失秘密性，或不再具備前三項之非公知性、價值
性、合理保密措施等要件及喪失營業秘密資格

與專利最大不同，在於不需向主管機關申請即受保護，
當然也不需要揭露內容，惟保護之手段較為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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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著作權

目的在鼓勵各種文化創作，以促進文化之發展

只要是科學、文學、藝術或其他學術具有原創性之創作
均屬之

著作權之利用應依各著作之種類而異，著作權人享有重
製、改作、公開播送、公開傳輸等權利

不需經過登記，一旦完成創作即取得著作權

自然人之著作其保護及於自然人終身加 50 年，法人之
著作為公開發表後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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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之發展沿革 2-1

著作權是伴隨著印刷術發展而產生之觀念，初保護之目
的在經濟利益即版權、翻印權（Copyright），本屬一種
國王允許出版商翻印書籍之一種特許令，直到「安妮法
案」才將此權利確定歸屬予著作權人，嗣後才演進至保
護著作權人精神權利

1791 法國頒布「表演權法」，承認著作權人翻印權以外
之權利；1793 頒布之「作者權法」（Author’s right），
逐漸擴展至著作權人之姓名表示權

大陸法系國家大多沿用前述著作財產權與著作人格權之
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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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之發展沿革 2-2

因跨國交流密切，為解決傳統地域保護權利不足問題，
衍生出雙邊或多邊條約、互惠主義或國民待遇原則來落
實跨國保護，逐漸發展成透過國際公約來進行保護

1886 伯恩公約之 1971 巴黎修正案（ Berne Convention)

1952 萬國著作權公約（Universal Copyright Convention）

1961 羅馬公約（Rome Convention ）討論著作鄰接權

1971 保護唱片錄製者防止被擅自錄製公約

1979 播送節目信號之人造衛星傳播公約

1989 視聽作品國際登記條約

嗣條約多由世界貿易組織、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制訂



16

著作權之涵蓋範圍

著作鄰接權

著作人格權

著作財產權

最狹義

狹義

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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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所稱之著作例示

圖形著作 視聽著作 錄音著作 建築著作
電腦程
式著作

音樂著作
戲劇、舞
蹈著作

美術著作 攝影著作語文著作

以原著改作之衍生著作，若不更替著作物之本質特徵，但
加入新的創作性，如對著作物原件之翻譯、編曲、變形、
翻拍等，除需得到著作權人之同意外，對於衍生著作亦受
獨立之保護
此外，並有表演著作、編輯著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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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重要觀念及保護的對象

著作權法第十條之一已明定：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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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創作保護主義，不必註冊、登記

美學不歧視原則，只要跨越最低之創意標準，即可構成
著作，受法律保護

簡言之，著作權保護表達（ expression ）的形式，重在
原創性，不保護被表達的概念 ( ide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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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作為著作權標的之客體

著作權法第九條之列舉規定︰
一、憲法、法律、命令或公文
二、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前款著作作成之翻譯物或編

輯物
三、標語及通用之符號、名詞、公式、數表、表格、

簿冊或時曆
四、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語文著作
五、依法令舉行之各類考試試題及其備用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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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之體系及侵害圖示

著作人格權

重製、出租
姓名表示權

改作、散布

公開表示權
公開播送

同一性保持權
公開傳輸等

著作財產權



21

著作財產權的存續期間

原則
一般著作
電腦程式著作 自然人終身+50年

例外

攝影著作
視聽著作
錄音著作

公開發表後 50年

法人為著作權人時，則自發表之日起算 50 年，惟國際趨
勢傾向延長至 70 年

著作人格權僅自然人享有，其存續至自然人死亡為止，
並且不得讓與或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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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著作之著作權歸屬

職務著作

指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的著作

雙方約定雇用人為著作人時，雇用人享有著作權

未約定時

• 以受雇人為著作人，有著作人格權

• 著作財產權仍歸雇用人享有

職務著作之受雇人包括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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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聘著作之著作權歸屬

受聘著作

指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

雙方約定出資人為著作人時，出資人享有著作權

未約定時以受聘人為著作人，享有著作人格權

• 著作財產權亦無約定時，歸受聘人享有

無論如何，出資人在出資的目的和範圍內，得利用
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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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人所享有之著作財產權

所謂著作鄰接權，係指為了保護表演人、唱片製作業者、
無線或有線播放業者等「非從事創作之人」，傳達或散布
著作物權能，所特別賦予之一種特殊權利

出租權散布權編輯權

改作權公開展示權公開傳輸權公開演出權

公開上映權公開播送權公開口述權重製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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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傳輸權

92.7.9 新修正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0 款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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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照 WCT 第 8 條及 WPPT 第 10 條、第 14 條及歐盟 2001年著
作權指令第 2 條、第 3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增訂

公開傳輸之行為，以具互動性之電腦或網際網路傳輸之形態為
特色，與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演出等單向之傳統傳達著
作內容之型態有別

條文中所稱「向公眾提供」，不以利用人有實際上之傳輸或接
收之行為為必要，只要處於可得傳輸或接收之狀態為已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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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管理電子資訊

92.7.9 新修正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7 款增列

指於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或於著作向公眾傳達時，所表
示足以確認著作、著作名稱、著作人、著作財產權人或其
授權之人及利用期間或條件之相關電子資訊；以數字、符
號表示此類資訊者，亦屬之

參照 WCT 第 11 條及 WPPT 第 18 條項規定增訂

著作權人所為之權利管理電子資訊，不得移除或變更，非
有法定理由之違反，應負民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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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盜拷（科技保護）措施

92.7.9 新修正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8 款增列

指著作權人所採取有效禁止或限制他人擅自進入或利
用著作之設備、器材、零件、技術或其他科技方法

參照 WCT 第 11 條及 WPPT 第 18 條規定增訂

著作權法第 80 條之 2 規定著作權人所採取禁止或限制他
人擅自進入著作之防盜拷措施，未經合法授權不得予以
破解、破壞或以其他方法規避之

不是新增之權利，但確是一種保護機制，給予額外之保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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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財產權之授權

著作權法第 37 條
被授權人只取得利用著作之權利，與著作財產權之讓與不同

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包括授權利用之地域、
時間、內容、方法或其他事項，此亦揭示有著作權之物禁止
帄行輸入之理由

授權契約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著作權人未授權，傾向對
著作權人有利之解釋

非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非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不得將其被
授與之權利再授權第三人利用

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得以著作財產權人之
地位行使權利，並得以自己名義為訴訟上之行為。著作財產
權人在專屬授權範圍內，不得行使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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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之限制

著作人的權益固應予以保護，不過鼓勵創作的根
本目的，在於尋求文明文化的演進，故著作人的
權益與社會公益發生衝突時，必須要做適度的帄
衡，為調和著作人的私權與社會公益，在法律中
明文預先予以限制，其目的即公共利益之調和

在各國立法例上常見的限制有：
合理使用

法定許可

強制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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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之合理使用

法律性質：權利限制說、使用者權利說、侵權阻卻說

國際公約：

伯恩公約 1971 年巴黎修正案第 9 條第 2 項規定，著作之利用
是否屬於合理使用，應採行下述三步驟檢驗： 1、限於相關特定
之情形 2、未與著作之正常利用衝突 3、不至於不合理地損害著
作人法定利益

參照 TRIPs 第 13 條、WCT 第 10 條及 WPPT 第 16 條均採用
前述伯恩公約三步驟檢驗原則

依著作權法第 65 條第 2 項，是否屬合理使用之判斷需審酌：
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
著作之性質
所利用之質量及整個著作所佔比例
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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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之法定許可及強制授權

法定許可指依法律規定使用他人已發表之著作，不
必經著作權人之同意，惟需支付報酬

強制授權指在一定條件下，經著作權行政管理機關
申請授權並支付一定報酬後，使用他人已發表之著
作

我國現在只開放錄有音樂著作之銷售用錄音著作，
且需發行滿六個月，經申請著作權專責機關許可強
制授權，並給付使用報酬後，得利用該音樂著作，
另行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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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之擬制侵權

著作權法第 87 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本法另有
規定外，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
1.以侵害著作人名譽之方法利用其著作者

2.明知為侵害製版權之物而散布或意圖散布而公開陳列或持有
者

3.輸入未經著作財產權人或製版權人授權重製之重製物或製版
物者

4.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而輸入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者

5.以侵害電腦程式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作為營業之使用者

6.明知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物而以移轉所有權或出租以外之方
式散布者或明知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物，意圖散布而公開陳
列或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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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侵害之民事救濟

著作權法第 84、85、86、88 條

排除侵害請求權

防止侵害請求權

損害賠償請求權

侵害物及供侵害所用之物之銷毀請求權

侵害物及供侵害所用之物之必要處置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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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侵害之刑事處罰

以告訴乃論為原則

以非告訴乃論為例外
以侵害著作權為常業之罪

意圖銷售或出租而重製盜版光碟

散布盜版光碟或意圖散布盜版光碟而公開陳列或持有

侵害物的沒收與沒入
沒收

• 供犯罪所用之物及因犯罪所得之物

• 製造或散布盜版光碟，其得沒收之物不以屬於犯人者為限

沒入

• 製造或散布盜版光碟之犯罪行為人逃逸而無從確認

• 現場遺留之供犯罪所用之盜版光碟或因犯罪所得財物，得逕予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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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