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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Commons

n Creative Commons Corporation為美國非營利組織，2001年由當時任職
於史丹佛法學院的Lawrence Lessig教授發起設立，次年參考電腦軟體領
域的自由軟體授權模式，推動Creative Commons開放授權機制

n 台灣由中央研究院資訊學所於2004年完成Creative Commons的在地化版
本，並在2005年11月將台灣Creative Commons的譯名正式定為「創用
CC」

n All Rights Reserved→全部權利保留，非經授權不得利用
n Copyleft→著「佐」權，主要指在開放授權時，要求利用人也必須開放

（並非拋棄著作權）
n Public Domain→公共領域，指放棄著作權或著作財產權保護期間屆滿等
n Some Rights Reserved→保留部分權利，除保留部分外，開放授權利用



創用CC運作的機制

n 開放授權機制：任何人依據著作上所標示的授權條件，在遵守授權條件
的情形下，即取得利用該著作的授權，無須著作權人逐一處理授權合約
或逐一徵得著作權人的同意

n 常見授權條件的類型化
n 標示姓名、來源
n 營利與非營利
n 是否允許改作
n 是否要求相同方式分享

n 簡易標示→圖示及文字縮寫
n 完整授權條款



CC0與前述創⽤CC不同，CC0是⼀種Public Domain的宣告，並不是⼀種
開放授權模式，著作財產權⼈可以⽤CC0的標⽰來宣告其拋棄著作財產權。
⼀旦著作因為拋棄著作財產權⽽進⼊公共領域，任何⼈無須授權即得⾃由利
⽤，包括：重製、散布、混搭、改作及任何形式的利⽤。
拋棄著作財產權後，著作財產權⼈就不針對該著作為任何主張，所以，也沒
有辦法要求利⽤⼈必須遵守某些條件。
也有將CC0⽤來作為Public Domain的標⽰，例如：著作財產權保護期間屆
滿的著作，但這並不是CC0設計的原意（影響不⼤）





如何為著作選擇適合的創用CC授權模式？

https://creativecommons.org/cho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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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為著作選擇適合的創用CC授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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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商業性是一條模糊的線

n 條款：您不得以主要為獲取商業利益或私人金錢報酬的方式，行使依本
授權條款第3條所授與之權利。以數位檔案分享或其他方式而以本著作交
換其他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若該著作物的交換並無涉及任何金錢報酬
之給付，則不應被認為是為意圖獲取商業利益或私人金錢報酬。

n 判斷原則：
n 依據利用作品的行為判斷，而不是依據利用人本身為企業、非營利組

織或個人，亦即，企業也可能是非商業性利用，個人也可能是商業性
利用；教育目的也可能是商業性使用，例如：出版教科用書等

n 受他人出資委託創作而使用，或是會收到版稅報酬的作品，都不被認
為是非商業性使用，原則上應該要挑選沒有限制非商業性的作品

n KOL、部落客、YouTuber若是透過平台廣告分潤取得收益，多數人也
認為是商業性



如何正確地標示創用CC授權的作品？

n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以尊重作者為原則，但他人另行命名（如原先並無
名稱或不知原先命名為何），可以讓其他利用人找到該作品的名稱，也
是可以的。

n 著作人：考量到著作權法有關姓名表示權的規範，此處應該是指著作人
（作者），而不是著作財產權人，但創用CC設計時的想像，是自己的創
作自己標示CC授權，即著作人與著作財產權人是同一的。

n 原始來源（出處）：網路上的使用以標示超連結為原則，重點在於能夠
讓利用人順利找到著作的原始出處。

n 授權標示：授權文句+授權模式，因為創用CC可能包含改作，因此，也
會加上適當的用語表達是取材、改作自某作品的文字，以區別原始作品
與該作品的不同



如何正確地標示創用CC授權的作品？

https://wiki.creativecommons.org/wiki/Best_practices_for_at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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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確地標示創用CC授權的作品？

維基百科系統⾃動
建議的標⽰⽅式也
是類似的，重點即
在於作者、作品
（來源即會有名
稱）、授權的標⽰，
線上的使⽤會建議
連結到完整授權⽂
件，但其他使⽤則
適當標⽰授權是 
CC BY-SA 3.0即可



現行國文庫2.0的創用CC授權困擾

⾮著作權⼈以創⽤CC對外授權，未
填具著作⼈或作品名稱



現行國文庫2.0的創用CC授權困擾



現行國文庫2.0的創用CC授權困擾

國⽂庫⺫前⽋缺與
創⽤CC網路搜尋
⼯具的協作，
Google透過設定
CC授權條件，仍
然無法出現在前列，
甚⾄可能找不到，
少了對創⽤CC本
來就熟悉的⼈進⾏
使⽤，也可能因此
造成會使⽤國⽂庫，
絕⼤多數都對CC
不熟悉



現行國文庫2.0的創用CC授權困擾



現行國文庫2.0的創用CC授權困擾

國⽂庫的資料庫本⾝
授權標⽰即不明確，
亦可能出現不同⾴⾯
同⼀張數位藏品，其
創⽤cc授權的版本不
同



創用CC與AI應用

n 創用CC即令是最新的CC 4.0也是在2013/11/25發布，並沒有針對AI所需
大量資料訓練特別納入考量，亦未有特殊的條款設計

n 基於創用CC保留部分權利及開放授權利用的特殊背景，多數創用CC社群
活躍人士傾向於創用CC的作品被用於AI訓練，因為取得、重製等都是在
創用CC允許利用的範圍，而不認為單純訓練，沒有對外利用的情形，並
沒有違反創用CC授權

n 然而，關鍵就在於訓練完的AI服務，尤其是生成式AI，會遇到提供生成
式AI服務時，因為無法控制使用者使用該等服務所產出的AI成生物是否
會利用到特定創用CC的作品，實際上與其他發表在網路上的作品一樣，
都只能依賴現行著作權法及有關著作財產權限制（合理使用）的規定來
處理其合法性，迄今仍沒有確定的答案



創用CC與AI應用

n 2019年施行的日本著作權法第30條之4
n 著作物在下列情形或其他非以自己或他人享受該著作物中思想或感情表
達為目的之情形下，得在必要範圍內不限使用方式為利用。但依該著作
物之種類、用途及其利用方式可能對著作權人不當地造成損害者，不在
此限：…二、供資訊分析（係指從多數著作物或其他大量資訊中，擷取涉
及該資訊構成之語言、聲音、影像或其他要素之資訊，進行比較、分類
或其他解析之行為…）之用者。三、除前二款情形外，供不涉及人之感知
而利用於電子計算機資訊處理過程或其他利用者。…

n 日本著作權法亦僅解決AI訓練的問題，但並沒有處理後續的利用問題，
「但依該著作物之種類、用途及其利用方式可能對著作權人不當地造成
損害者，不在此限」，仍然是以抽象的方式規範



創用CC與AI應用

n 著作權法第65條第2項規定為台灣目前處理AI訓練資料未經授權，其後對
公眾提供服務是否合法的關鍵

n 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所定之合理範圍或其他合
理使用之情形，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之基準：
n 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
n 二、著作之性質。
n 三、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
n 四、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n 雖然相對是抽象的，但至少可以作為AI應用對外提供服務前的風險評估



創用CC與AI應用

n 採用創用CC授權的作品，用於AI訓練或後續服務，因其鼓勵著作利用的
開放授權立場，被認定為符合合理使用的機會，較一般網路上的作品
（採All Right Reserved）高，亦即，開放授權模式可能會影響法院在合
理使用判斷的結果

n 生成式AI因無法預測使用者的使用會讓生成式AI產出什麼樣的成果，因
此，創用CC授權中，若涉及禁止改作、非商業性的授權作品，如要降低
風險應該儘量避免作為AI訓練使用

n 有關BY的要求，可以考慮在AI服務相關頁面表明其訓練資料包括創用CC
的作品，例如：直接指出國文庫2.0、flickr有關創用CC哪些授權模式的
作品

n 在立法或司法沒有明確答案之前，創用CC應用於AI訓練而後提供相關服
務，應對該等服務之用途，具體進行合理使用的評估



31

記憶庫素材應用案例
應用情境

呼應教育部108課綱的19項議題重點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以議題方式將
記憶庫素材製作成「國家文化記憶庫議題包」，作為教育知識脈絡及素材應用參考
基礎。

應用成果 授權標示

【主題議題包】從猴硐礦工生命記憶談地底黑暗世界

https://tcmb.culture.tw/zh-tw/EDUCenter/65




礦工黑色笑容與潔白牙齒，朱健炫，國家文化記憶
庫，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 3.0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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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庫素材應用案例
應用情境

因應2030雙語國家政策推動，與Live ABC互動英語教學合作，製作英語學習影片介
紹花蓮地區七腳川事件、荳蘭社、洄瀾追憶、花崗走讀、平埔族、太魯閣族等6大
主題，讓學生藉由英語學習瞭解臺灣各縣市特色與歷史發展。

應用成果 授權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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