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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與科技發展息息相關

n 古騰堡 (Johann Gutenberg)於西元1456年利用金屬活字印刷術印製出
第一批聖經，為印刷術商業應用的開端；英國為引進歐陸技術，給予引
進新技術者一定期間的特許權利，為專利法與著作權法的前身

n 西元1694年國會拒絕更新授權法案，印刷公會以保護作者及讀者之權利，
遊說國會於西元1709年通過(1710年公布)「安妮法案(The Statute of 
Anne)」（最早的著作權法成文法）

n 西元1839年照相機、1861年彩色相片、1887年唱盤式留聲機及其後的
攝影技術，都促使各國紛紛擴大著作保護的類型，攝影、唱片、視聽著
作等

n 西元1906年電台廣播(1920年代普及)、1925電視廣播(1930年代商業應
用)則將著作權能擴大至公開播送（不再受限於「現場」）



著作權法與科技發展息息相關

n 西元1970年代因為全錄公司反托拉斯法案件，致影印機製造技術對外授
權，造成價格大降下降，而使影印機進入圖書館，衝擊有關圖書館對於
著作利用的規範（1976年美國著作權法新增第108條規定）

n 西元1975年家用錄影機引進美國， Sony Corp.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464 U.S. 417 (1984) Betamax案，衝擊有關家庭內著
作利用的合法性（許多國家另採取著作權補償金制度處理）

n 西元1991年網際網路開放民用，1993年自美國開始NII國家資訊基礎建
設，透過網際網路侵權之案件頻傳，ISP業者遊說推動美國1998年數位千
禧年著作權法案(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of 1998, 
DMCA)立法，降低網路業者責任

n 2022年ChatGPT引發生成式AI熱潮，AIGC相關著作權議題成為討論主流



科技產業相關著作權議題

n 權利保護
n 是否受著作權保護
n 著作權是誰的
n 著作權能、保護期間

n 授權議題
n 取得授權的成本
n 取得授權的方式

n 著作財產權限制（合理使用）
n 著作權法具體限制規定
n 概括的合理使用—個案判斷

n 侵權議題
n 侵權與視為侵權
n 刑事責任對創新的影響

n 科技產業與其他產業面臨的著作權
基本議題是類似的，但可能會涉及
到比較新的技術帶來的影響，或是
其商業模式的創新，本身就會與著
作權議題相關



權利保護

n 著作：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
範圍之創作

n 自己的心血結晶是否受著作權法保護；所需
利用的素材是否受著作權法保護，是科技產
業在從事各種創新活動時，第一個需要注意
的著作權議題

n 1903年愛迪生即對於攝影技術的競爭者使用
其名為「Shut Up!」的影片作為廣告使用提
起著作權訴訟，當時著作權法並沒有明文將
視聽（電影或影片）列為著作權保護的客體，
但透過司法訴訟承認應受保護，並影響1909
年美國著作權法的修正



Google Earth的衛
星照⽚是否受著作
權法保護？
地球不是平⾯，⼈
⼯校正過的衛星照
⽚應⽤於地圖上是
否受著作權法保護？
若改⽤電腦程式⾃
動校正是否受著作
權法保護？
利⽤圖層添加各種
資訊是屬於事實資
訊，還是結合後受
著作權法保護？
透過街景照⽚等⾃
動轉製成3D地圖是
否受著作臺法保護？



Jason M. Allen利
⽤MidJourney產出
的「Théâtre 
D’opéra Spatial」
（太空歌劇院）獲
得美國科羅拉多州
博覽會數位藝術類
別⾸獎
利⽤AI的創作是否
受著作權法保護，
取決於是否符合前
開著作保護的要件，
關鍵在於⼈類精神
創作的投⼊與對創
作成果的控制程度



授權議題

n 利用他人著作，原則上需取得合法
授權，但若提供的服務涉及大量著
作的授權，就沒那麼容易

n 線上音樂服務在歷經早期嘗試將使
用者個人購買的音樂搬上線上隨時
聆聽的商業模式受到著作權訴訟敗
訴的影響之後，走向授權服務

n 詞、曲、錄音的重製權；詞、曲、
錄音、錄在錄音中的表演的公開傳
輸權，這些權利可能分散在創作者、
唱片公司、音樂集體管理團體手上

n 高的進入門檻也是一種保護



Web 2.0各種UGC
平台，主要是透過
DMCA有關網路服
務提供者責任限制
的避⾵港條款，將
未取得合法授權⽽
上傳著作的責任放
在個別的使⽤者⾝
上，但不可能所有
的使⽤者都逐⼀取
得合法授權，所以，
平台開始向較⼤型
的⾳樂集體管理團
體、權利⼈取得授
權（廣告分潤）
+Notice & Take 
down維持平台營
運





商業授權與公眾授權

n 傳統的著作授權是一對一授權，
集管團體則是作為中介者處理大
量的利用人與權利人間的授權交
易

n 早期電腦軟體因為需要另行安裝
在電腦上使用，不像書、錄音帶
等直接購買，不需另行重製即可
使用，故採授權模式，但還是一
對一個別授權，只是改採拆封授
權、點選授權等方式；自由軟體
基金會因反對商業軟體公司將軟
體原始程式碼封閉的作法，開創
對公眾授權模式-GNU GPL



n ⾃由軟體(Free Software) ，強調軟體的⾃由(free)⽽⾮免費，主要的授權條款就是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與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

n 開放原始碼軟體(Open Source Software)，開放原始碼促進組織(https://opensource.org/)負責確
認授權條款是否符合開放原始碼之精神。⼆者在運動的精神上有所不同，開放原始碼具較寬鬆的定義
(要件)，可含括所有⾃由軟體，⼀般多合稱為FOSS或F/OSS，中國簡稱「開源」，⽤語也在台灣普及





企業開源軟體政策應注意事項

n 認知到不同開源授權條款可能有衝突，選擇相容的授權條款
不同開放原始碼授權條款彼此之間可能是有衝突的，即使是GPL v2與
GPL v3也是不相容的。在專案開始前，應該先檢視該專案領域較活躍的
開放原始碼專案社群（較多資源），確認主要使用的授權條款，再評估
其他相容的授權條款，要求同仁只能在使用該等授權條款的開源軟體

n 不同程式間是否具有獨立性，可以避免授權條款衝突
無論是自己創作或是其他來源（協力廠商提供、其他開源軟體），若是
在程式設計時，可以減少被認定為是開源軟體的衍生或結合的作品，而
是一個獨立的程式，即可以採取不同的授權條款，這是需要刻意安排的

n 後續是否對外轉發、散布會影響授權條款衝突的判斷
若只是將開源軟體作為內部使用，授權條款並不重要，因為利用的授權
是非常寬鬆的，但只要對外提供（提供給特定廠商也是）就必須要注意



企業開源軟體政策應注意事項

n 企業必須認知到，開源軟體並不是拋棄著作權，反而是基於這些程式是
受著作權法保護的基礎下，依據授權條款進行授權，只是並不是逐一簽
署授權契約，而是以同意授權條款的方式取得授權，與一般商用電腦程
式的授權在法律的效果是一樣的，因此，也必須要遵守開源軟體的授權
條款

n 違反開源軟體的授權條款可能帶來授權終止，甚至後續的侵害著作財產
權的民、刑事責任，也會造成企業商譽的損害

n 開源軟體的使用必須進行管理，包括：原始碼來源管理、企業自行創作
或修改程式與開源軟體的關聯性、其他外部專有軟體避免與開源軟體結
合、授權條款衝突的評估、授權條款遵循的評估等

n 自由是有限度的自由，並不是隨便；AI除了程式的部分，還涉及資料集





著作財產權限制與合理使用

n 利用他人著作，除非符合著作財產權限制（合理
使用）的情形，否則原則應取得合法授權

n 第44條至第63條→具體由立法者明列哪些行為不
構成著作財產權的侵害

n 第65條第2項→社會上著作利用形態變化無窮，無
法逐一列舉，以概括的「其他合理使用」來處理
（四款基準是參考美國著作權法第107條）

n 新的著作利用科技通常不會主動考量授權議題，
所以，從影印機、家用錄影機到網際網路，歷年
都有非常多爭執是否為合理使用的著作權案件，
個案勝敗也直接影響產業發展或立法



Google搜尋服務

n 全文檢索、頁庫存檔服務
（cached）、圖片搜尋服務

n 書籍搜尋服務
n Google News
n 這些Google的服務其實都是以
他人的著作為提供服務的基礎，
這就涉及到創新商業模式的著
作權風險評估，上述這些商業
服務，都是透過合理使用取得
空間，AI訓練資料美國多數AI
公司也打算這樣做



AI訓練資料的合法性

n 大型生成式AI需要大量的資料進行預訓練，但目前最困擾的問題在於因
為權利碎片化的關係，不可能取得相關權利人對於將之用於AI訓練的合
法授權，目前各國對AI訓練資料的法律認定尚不明確

n 著作權法：可能必須要透過修法處理比較明確；合理使用
Ø 日本著作權法第30條之4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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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產業使用盜版軟
體的案件時有所聞，
但有時還是會有一些
有趣的「科技」因素
加入

n 本案其實除了未經授
權使用電腦程式之外，
還有其達成這個目的
進行欺騙原廠利用
Mac Address檢查授
權機制的破解防盜拷
措施（科技保護措施）
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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