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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網拍可能涉及侵害著作權之類型

n 賣家所販售的商品或服務本身即涉及違反著作權法
Ø 販售未經合法授權的商品（盜版商品、軟體、內容）
Ø 提供客製化服務而涉及重製或改作他人著作（ex 特定圖像卡通蛋糕、

模型製作、印章製作等）
Ø 販售違反著作權法之視為侵權商品（真品平行輸入、破解或破壞防盜

拷措施、含有非法影音連結或軟體之機上盒等）
n 商品或服務本身合法，但賣家行銷的行為涉及違反著作權法

Ø 未經合法授權使用原廠或代理商之照片、影音或其他行銷資料
Ø 使用他人攝影、美術、視聽著作作為行銷使用



真品平行輸入的著作權商品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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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Ø 四、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而輸入著作原件或其國外合法重製物者。

n 著作權法第87條之1：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前條第四款之規定，不適用之：
Ø 三、為供輸入者個人非散布之利用或屬入境人員行李之一部分而輸入

著作原件或一定數量重製物者。
n 著作權法第八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一定數量

Ø (三)為供輸入者個人非散布之利用而輸入著作重製物者，每次每一著
作以一份為限。

Ø (四)屬入境人員行李之一部分而輸入著作重製物者，每次每一著作以
一份為限。









什麼樣的作品受著作權法保護？

n 須屬於文學、科學、藝術等學術範圍的創作
Ø 相對的概念是「實用物品」

n 具有原創性或創作性
Ø 著作為人類精神活動成果，故須具有一定程度的創意之作品，始受著作權法保護

n 須非法律所規定不保護之客體（著作權法第9條）
Ø 憲法、法律、命令或公文及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前述著作作成之翻譯物或編輯物。
Ø 標語及通用之符號、名詞、公式、表格或時曆等。
Ø 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語文著作。
Ø 依法令舉行之各類考試試題及其備用試題。

n 絕大多數的文藝型態的創作成果都屬於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如果
要用到非自行創作的著作，原則上應該要取得合法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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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財產權保護期間

n 著作財產權保護期間性質上也是一種「限制」，著作財產權保護期間屆
滿之後，在尊重著作人格權的前提下，得自由利用，一般也稱其進入 
Public Domain

n 原則：
n 著作人生存期間+死後50年，共同著作為最後死亡之作者死後50年
n 公開發表後50年

n 別名(眾所周知者除外)或不具名著作
n 法人著作
n 攝影、視聽、錄音及表演

n 著作權未登記+保護期間長，故應假定多數我們所需要利用他人的著作，
都受到著作權法保護



著作利用與著作財產權的限制

n 利用他人著作（即涉及對他人著作之著作財產權行使）的行為，如不符
合著作財產權限制（及合理使用）的規定，即屬於著作財產權侵害行為

n 著作財產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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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4條：「Ⅰ依第四十四條至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之一至第五十條、第五十二
條、第五十三條、第五十五條、第五十七條、第五十八條、第六十條至第六十三條
規定利用他人著作者，應明示其出處。Ⅱ前項明示出處，就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
除不具名著作或著作人不明者外，應以合理之方式為之。」

n 但並不是只要註明出處、作者就是合理使用，網拍賣家可以使用不受著
作權法保護或著作財產權保護期間已屆滿的著作，不建議走合理使用



違反著作權法可能的責任

n 第84條：著作權人或製版權人對於侵害其權利者，得請求排除之，有侵
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

n 第85條：Ⅰ侵害著作人格權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雖非財產上之損害，
被害人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Ⅱ前項侵害，被害人並得請求表示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更正內容或為
其他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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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明知他人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之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意圖
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該等著作，有下列情形之一而受有利益者：
Ø （一）提供公眾使用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
Ø （二）指導、協助或預設路徑供公眾使用前目之電腦程式。
Ø （三）製造、輸入或銷售載有第一目之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



違反著作權法可能的責任

n 第88條：Ⅰ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或製版權者，負損
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者，連帶負賠償責任。

n Ⅱ前項損害賠償，被害人得依下列規定擇一請求：
Ø 一、依民法第二百十六條之規定請求。但被害人不能證明其損害時，

得以其行使權利依通常情形可得預期之利益，減除被侵害後行使同一
權利所得利益之差額，為其所受損害。

Ø 二、請求侵害人因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但侵害人不能證明其成本或
必要費用時，以其侵害行為所得之全部收入，為其所得利益。

n Ⅲ依前項規定，如被害人不易證明其實際損害額，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
節，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酌定賠償額。如損害行為屬故意
且情節重大者，賠償額得增至新臺幣五百萬元。



違反著作權法可能的責任

n 第88條之1：依第八十四條或前條第一項請求時，對於侵害行為作成之物
或主要供侵害所用之物，得請求銷燬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n 第89條：被害人得請求由侵害人負擔費用，將判決書內容全部或一部登
載新聞紙、雜誌。

n 第89條之1：第八十五條及第八十八條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
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
逾十年者亦同。

n 民事的責任很多元，並不是只有損害賠償



違反著作權法可能的責任

n 重製：Ⅰ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Ⅱ意圖銷售或出租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六
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
金。

n 散布、公開陳列：Ⅰ擅自以移轉所有權之方法散布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
而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Ⅱ明知係侵害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而散布或意圖散布而公開陳列或持有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萬元以上七十五萬元以下罰
金。



違反著作權法可能的責任

n 公開傳輸、改作等：擅自以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
公開傳輸、公開展示、改作、編輯、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
金。

n 其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n 一、侵害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規定之著作人格權者。
n 二、違反第七十條規定者。
n 三、以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第五款或第六款方法之一侵害他人之著
作權者。但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情形，不在此限。

n 四、違反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七款或第八款規定者。



違反著作權法可能的責任

n 其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臺幣二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n 一、違反第八十條之一規定者。
n 二、違反第八十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者。

n 第99條：犯第九十一條至第九十三條、第九十五條之罪者，因被害人或
其他有告訴權人之聲請，得令將判決書全部或一部登報，其費用由被告
負擔。

n 兩罰規定：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
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九十一條至第九十三條、第九十五條至第九十
六條之一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
亦科各該條之罰金。



生成式AI在行銷上很好用，但無法承擔責任

n 生成式AI產出的成果能否作為網拍行銷素材使用？
Ø 通常可以，但還是應該先檢視生成式AI服務提供者的使用條款或契約
Ø 須確認AI產出的成果並未侵害他人權利，包括著作權

n 大型生成式AI目前通常沒有逐一就訓練資料取得授權
Ø 生成式AI雖然以產生新的內容為其特色，目前生成式AI還沒有辦法反
向解釋其生成的成果是如何在未使用他人原始資料產生的，而著作的
侵害並不限制全部或部分重製，改作也是受著作權法保護的

n 人工智慧無法承擔責任
Ø 現行的法律制度架構，人才能作為各種責任的主體，也就是說，人類

不能把責任推給人工智慧，最後責任還是要由人類來承擔，通常最直
接的責任是由「使用者」作為行為人來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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