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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日益增多的政府委外採購案件中，無論是辦理過程中的行

政作業、採購案的履約成果，都有可能面對著作權的問題，然而

著作權的專有權利分類─著作人格權加上著作財產權就多達 14

項1，涉及的領域廣泛，即使是一般公務人員亦不容易清楚每項

權利的內容及相關的著作權規定，因此，近年來政府機關與採購

案廠商常有著作權的爭議發生，致影響政府的形象，亦有損於創

作人的著作權益。 

鑒於創作人的著作權意識普遍提升，政府機關人員亦應相對

增進本身的著作權觀念，為協助政府機關的公務人員在辦理採購

時，更能了解相關的著作權規定，而能妥善規劃著作權歸屬、授

權的約定，本局特蒐集各類與採購相關的著作權疑義來編撰本宣

導手冊，以案例方式呈現問題及答覆內容，藉由較淺顯的說明方

式讓公務人員能了解相關的著作權觀念。 

手冊中以八個案例介紹了機關辦理採購時常涉及的著作權

觀念及相關的規定。期能幫助政府機關公務人員避免於辦理採購

                                                
1
 著作人格權包含公開發表權、姓名表示權及禁止不當變更權等 3 項權利；著作財產權包

含重製權、改作權、編輯權、出租權、散布權、公開展示權、公開口述權、公開播送權、

公開上映權、公開演出權、公開傳輸權等 11 項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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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發生爭議，順利地完成委外採購案件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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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機關辦理採購時，應如何與著作人約定著作人格

權之行使較為妥適？ 

Q：颶風市委外辦理市徽設計之採購案，由知名的設計師得標，

市府同意約定設計師為市徽圖案的著作人，惟為便於後續之

利用，市府也希望設計師不行使全部的著作人格權，但設計

師堅持不同意，市府得與設計師如何約定而兼顧雙方權益？ 

A： 

著作人格權是保護著作人的名譽、聲望及其人格利益，屬於

精神上的權利，依我國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人格權包括：公開發

表權、姓名表示權及禁止不當變更權等 3 種，性質上是專屬於著

作人本身，不得讓與、繼承，也不得拋棄。所以如果著作人與著

作財產權人不同時，但可以透過契約的方式與著作人約定不行使

或限制行使的方式。 

在本案，由於颶風市的市徽未來將會被市府廣泛運用各種場

合、形式，為了方便公務的利用，不方便逐一標示創作人姓名，

且因版面配置也可能會調整設計內容等，但另一方面，設計師的

創作心血也應該能被尊重與彰顯，因此，建議市府可以進一步依

照公務實際之需求，與設計師就個別之著作人格權行使為特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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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毋須要求設計師不行使其全部之著作人格權，以保留彈

性： 

(一)姓名表示權：是指著作人在著作上或著作公開發表時，有決

定表示或不表示自己姓名之權利，在本案中，因為未來颶風

市的市徽可能會運用在市府各式的公文信封、各式出版品甚

至公共建物或指示牌等，均要標示著作人姓名可能會有困難

而必須省略，為了避免侵權爭議，可事先與設計師於合約中

約定因著作利用之目的及方法，於標示有困難或不違反社會

慣例者，得省略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非一律要標示。 

(二)禁止不當變更權：是指著作人有禁止他人歪曲、割裂、竄改

其著作內容、形式或名目致損害著作人名譽之權利。通常市

府在利用市徽時，可能因為政策需求或版面、技術或材質等

限制而必須調整市徽圖案（例如將彩色改成單色印刷），這樣

的調整或修改應不至於讓設計師的名譽遭到損害，原本即無

侵權之可能。但為明確起見，颶風市得就上述情形，與設計

師約定因政策需求或受限於版面、技術等之必要，可調整著

作之內容。 

(三)公開發表權：是指著作人有權利決定是否要公開發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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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因為著作（市徽圖案）的著作財產權已經自始由機關

取得、讓與機關，依照著作權法規定，已經推定或視為著作

人同意公開發表其著作。在本案中因颶風市已經取得市徽的

著作財產權，無需與設計師就公開發表權再另特別約定，也

不會有公開發表權侵害之問題。  

參考資料： 

1.著作權法第 15條至第 17條規定 

2.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政府機關著作權約定文件範本及其使用說明」：(智慧財產局

網站首頁/認識著作權/著作權知識+/政府機關著作權/政府機關著作權約定文件

範本及其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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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關如何與廠商約定著作財產權之授權範圍？ 

Q：小路市政府為了在官方粉絲團宣導消防安全的重要性，出資

邀請當紅漫畫家 A 在粉絲團以消防安全為主題創作一系列

的四格漫畫，由於小路市政府希望未來可以反覆利用這些漫

畫，所以雖然與A約定此一系列漫畫的著作財產權仍歸屬 A，

但希望 A 可以授權小路市永久、不限地域、次數的以各種方

式利用著作，小路市政府也可以再轉授權他人有相同使用範

圍的權利，但 A 認為授權範圍太大而不願意簽約，小路市可

以如何調整授權範圍才能兼顧雙方的權益呢？ 

A： 

首先，依照著作權法，各類型的著作因其性質不同，會享有

不同的著作財產權利，以 A 所創作的漫畫(美術著作)為例，A 就

其所創作的漫畫享有包括重製、改作、編輯權、散布、公開展示

等有形利用之權利，以及公開播送、公開傳輸等無形利用之權利，

而無公開演出之權利。所以小路市政府應該先考慮採購時的目的

及需求，實際上究竟要如何利用此次 A 創作的消防安全漫畫來決

定應取得的授權態樣，例如上傳臉書，應取得重製、公開傳輸之

授權、如果要修該著作、另行印行出版，要另外取得改作、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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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授權，後續要製成影片在電視上播放，則是要取得重製、公開

播送之授權。 

通常機關在利用履約成果時，需要使用全部利用型態的情形

並不常見，因此小路市可視宣導業務之實際需要，請 A 授權小路

市會利用到之權利即可，不需要A授權全部的著作財產權，例如：

目前只會運用在臉書上，不會另外印製成宣導手冊發送，也不會

改編漫畫，就無須要求取得散布權、改作權之授權，更不須要求

一律將授權範圍最大化(例如永久、不限次數、地域等)，如此既

可提升 A 授權的意願，亦可節省小路市不必要的採購成本，如後

續有其他利用之需求時，再另外取得授權即可。 

依著作權法規定，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其授

權利用之地域、時間、內容、利用方法或時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

定，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授權。因此建議小路市考量利

用的情況、預算等等因素，與A詳細約定著作財產權之授權內容，

執行時亦應在符合該案宣導目的範圍內利用，避免移作他案使用，

同時記得標示創作人姓名，或與作者就著作人格權之行使為特別

約定，例如：在特定情況下可以省略示作者姓名，以尊重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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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著作權法第 3條、第 5條、第 10條、第 22條至第 28條之 1及第 37條等規定 

2.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政府機關著作權約定文件範本及其使用說明」：(智慧財產局

網站首頁/認識著作權/著作權知識+/政府機關著作權/政府機關著作權約定文件

範本及其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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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關與廠商約定著作財產權之歸屬時，應考量哪

些原則？ 

Q：葫蘆市辦理市府大樓彩繪的勞務採購案，並要與得標的藝術

家約定，彩繪內容的著作財產權由市府享有。葫蘆市是否一

定要取得著作財產權？是否有更具彈性的作法？ 

A： 

在著作權法及工程會採購契約範本中，均未強制規範應由機

關取得採購履約成果之著作財產權，相反的，在上述採購契約範

本中提供了不同的選項供機關視實際業務需要勾選，包括機關取

得著作財產權，或是機關取得著作財產權之授權等。為兼顧公務

推動之需求與著作人之著作權益，建議機關可參考以下原則約定

著作財產權之歸屬： 

(一)以廠商享有著作財產權、機關取得著作財產權之授權為優

先： 

過去機關在取得履約成果之著作財產權後，通常無後續利用

之規劃或利用有限，致著作閒置。為促進著作之流通利用、

降低機關採購成本，機關若無特殊目的之考量，得優先約定

由廠商取得著作財產權，並由廠商授權機關利用，讓廠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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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後續可再利用其創作成果，發揮著作財產權之經濟效

用。 

(二)機關取得著作財產權： 

如採購之履約成果涉及安全性質(例如機密、資訊安全)、客製

化量身訂做或其他特殊目的等，此時機關得與廠商約定，由

機關享有著作財產權。 

經由上述原則可知，本項葫蘆市的採購履約成果既然不涉及

國家機密、資訊安全，也非量身訂作或其他特殊目的，只是著眼

於市府大樓外觀表現之藝術性而已，故葫蘆市可與得標之藝術家

約定，由該藝術家享有著作財產權，並授權葫蘆市利用該著作即

可(授權利用的範圍可以事先約定)，如此可讓該藝術家有機會再

利用其著作，促進其著作之流通、提升著作之價值與效益，也因

葫蘆市僅取得授權利用，應可降低機關之採購成本。 

  

參考資料： 

1.著作權法第 36條、第 37條規定 

2.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政府機關著作權約定文件範本及其使用說明」：(智慧財產局

網站首頁/認識著作權/著作權知識+/政府機關著作權/政府機關著作權約定文件

範本及其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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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機關採購之履約成果如有利用他人著作為素材，

如何才能合法利用？ 

Q：高壇市政府委外拍攝城市觀光行銷影片，也與受託廠商約定

所完成的行銷影片的著作財產權歸屬於高壇市享有，但廠商

在影片中利用了許多電影在高壇市取景拍攝的內容，希望影

片內容更加精彩、吸引民眾觀賞。這樣的影片製作方式須注

意甚麼著作權問題呢？ 

A： 

無論是政府機關請廠商拍攝的行銷宣導影片，只要拍攝內容

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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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屬於受著作權法保護的視聽著作，機關得於

採購簽約時與廠商約定取得該影片之著作財產權，以利後續的宣

傳利用。而通常影片在拍攝與製作的過程中，可能會同時利用到

其他人既有的著作作為影片的素材，例如：使用流行音樂作為背

景音樂、或剪輯他人影片片段…等，廠商除一開始製作時應取得

這些音樂、影片創作者「重製」之授權外，如果完成的影片後續

還要上傳網路、透過電視台或電影院等媒介播放，則要另外取得

這些素材後續利用之公開傳輸、公開播送及公開上映等之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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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後續才能合法利用而不會產生侵權問題。 

另外，要說明高壇市雖已與廠商約定，廠商拍攝的影片由高

壇市享有著作財產權，然而高壇市仍不會因此當然取得該影片中

所利用素材之著作財產權，除非，素材也另約定由高壇市取得著

作財產權。因此，高壇市如果要合法利用影片，應在影片拍攝前，

就針對日後可能的著作利用行為，要求廠商協助取得該素材著作

財產權人各項利用權能的授權；此外，如後續的利用有超過原先

的授權範圍，高壇市應該另外再取得該利用行為的授權，始為合

法。 

  

參考資料： 

1.著作權法第 3條、第 5條、第 10條、第 22條、第 24條、第 25條、第 26條之

1、第 28條及第 37條等規定。 

2.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政府機關著作權約定文件範本及其使用說明」(智慧財產局

網站首頁/認識著作權/著作權知識+/政府機關著作權/政府機關著作權約定文

件範本及其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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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機關辦理採購案時，如何確保機關確實取得著作

權或取得授權，以避免侵權爭議？ 

Q：神盾局委外辦理資訊系統採購案，在標案中要求廠商須針對

神盾局業務的特殊需求建置專屬該局之資訊系統，由於是為

機關量身訂製的系統，因此神盾局在合約中要求取得資訊系

統之著作財產權，得標廠商史塔克公司將其中部分程式設計

工作另外聘請好客公司開發，惟因事後發現史塔克公司並未

取得由好客公司設計之程式之著作財產權，致神盾局無法取

得該資訊系統之著作財產權。神盾局該如何預防此事發生

呢？ 

A： 

機關在辦理採購案時，如標案涉及不只一項專業領域，得標

廠商有可能會聘用其他公司或專業人士來協助完成標案，此時機

關不論是要取得履約成果之著作財產權或僅取得著作財產權之

授權，建議機關均與得標廠商在簽約時事先約定，廠商應負有義

務替機關向履約標的或素材之著作財產權人，取得著作財產權之

授權或受讓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且廠商應於一定期間(如契約

簽訂日或決標日起 10日)內，將授權書、著作財產權歸屬約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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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財產權讓與書等相關證明文件交付機關收存。 

因此，神盾局可在專案採購契約中與史塔克公司約定，若有

聘請其他公司協助履行完成本案之資訊系統，應由史塔克公司替

神盾局取得該部分資訊系統之著作財產權，並將由好客公司出具

之著作財產權讓與書證明文件於一定期限內交付神盾局收存，以

確保神盾局可取得履約成果之著作財產權，避免日後發生著作權

之爭議。 

  

參考資料： 

1.著作權法第 36條及第 37條規定 

2.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政府機關著作權約定文件範本及其使用說明」(智慧財產局

網站首頁/認識著作權/著作權知識+/政府機關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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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機關利用未得標廠商投標文件涉及之著作權問題 

Q：大慶市辦理勞務採購案，在招標過程中共有 3 家廠商參與投

標，每家廠商各有所長，經過評選後由 A 廠商得標，但業

務單位認為未得標廠商 B 所提出的「服務建議書」部分內容

亦頗值得參考，於是交給 A 得標廠商修改後利用在本案中，

請問上述大慶市及 A 廠商的利用行為是否已違反著作權

法？ 

A： 

廠商參與政府採購依照招標規範需求所擬之「服務建議書」，

因其內容包括文字、圖案、照片等，這些內容只要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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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分屬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語文、美術及攝影著作，原則上由投標

廠商享有該服務建議書之著作財產權，因此，任何人如要利用該

服務建議書之內容，除非符合著作權法第 44 條至 65 條所定合

理使用情形，仍應取得該廠商的授權、同意，才屬合法。 

因此，大慶市若希望得標廠商利用其他未得標廠商之「服務

建議書」內容，建議仍應請得標廠商 A 向未得標廠商 B 取得授

權或讓與，方得合法利用。 



 

16 
 

  

參考資料：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智著字第 10900008940號函及電子郵件 1010928解釋

(智慧財產局網站首頁/認識著作權/資料檢索/解釋資料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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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機關利用採購標的涉及之著作權問題 

Q：協和市市立文學館以委外採購方式請廠商舉辦高中生的文學

營活動，活動課程除了學員之實地創作外，並希望於活動後

將學員的作品上傳網路並集結成冊出版，以持續推廣文學，

請問文學館在規劃採購案時應注意那些著作權之授權問

題？ 

A： 

參與文學營的學員自行創作的文學作品(例如散文、新詩等)，

只要具有原創性(非抄襲他人之獨立創作)及創作性(有一定的創

意程度)，就屬於著作權法所保護的語文著作，且在學員創作完

成時就享有著作權。因此，文學館若打算將學員的文學作品上網

以及集結成冊出版供公眾欣賞，會涉及重製、公開傳輸及散布他

人著作的利用行為，由於「重製權」、「散布權」及「公開傳輸權」

都是著作財產權人專屬之權利，因此，文學館需取得學員的授權

或同意，才能將學員之創作成果上傳網路及出版。 

   所以，市立文學館應請委辦廠商在文學營舉辦的活動簡

章上載明後續將如何利用著作，將其用途及使用方式等告知報名

參加的學生，並請廠商取得參與學員之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18 
 

明確載明授權利用之範圍等，且未來上網、出版時亦應注意尊重

創作者的著作人格權，例如應標示著作人之姓名，才可以避免日

後發生著作權爭議。 

另外，亦不建議市立文學館要求取得學員之著作財產權，畢

竟學員之文學作品並不涉及安全、量身訂作等特殊目的，且在上

網及出版後，市立文學館很可能就沒有後續的利用，若讓學員享

有其作品之著作財產權，除有尊重著作人創作心血之表示外，亦

可讓學員之著作未來有再流通利用、提升其著作價值與效益之機

會，因此建議市立文學館取得授權即可。 

  

參考資料： 

1.著作權法第 3條、第 10條、第 15-17條及第 37條等規定 

2.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電子郵件 1080308b 解釋(智慧財產局網站首頁/認識著作權/

資料檢索/解釋資料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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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投標廠商非實際創作人之著作權歸屬問題 

Q：金融創新局想委外辦理各國數位金融法規翻譯之採購案，並

想取得履約成果之著作財產權，有韋恩公司及布魯斯律師投

標，其著作財產權歸屬約定方式會因得標者是誰而異嗎？ 

A： 

政府機關辦理採購時，就廠商履約完成之著作，如何約定著

作權利之歸屬，需視廠商是否為實際創作人而定： 

1. 如廠商為實際創作人，依著作權法第 12 條規定，機關得與

廠商約定，廠商履約完成之著作，以機關為著作人或約定由

機關享有著作財產權，如均未約定，則由廠商享有著作人格

權及著作財產權，惟機關仍得在出資目的範圍內，利用該著

作。 

2. 如廠商非實際創作人，因實際完成著作之人為廠商之受僱

(聘)人，則著作權利之歸屬須先依著作權法第 11 條規定，由

廠商與其受僱(聘)人約定，機關則依著作權法第 36 條讓與或

第 37 條授權之規定，取得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或被授權人

之地位，合法利用該著作。 

因此，針對各國數位金融法規翻譯之採購案如由布魯斯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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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自行翻譯，金融創新局可依著作權法第 12 條規定，直接

與廠商約定取得履約成果之著作財產權；如由韋恩公司得標，由

於實際創作人為該公司員工，雙方因已先依著作權法第 11 條約

定著作權歸屬，金融創新局只能依著作權法第 36 條規定，由韋

恩公司或其員工讓與著作財產權之方式，成為著作財產權人，此

時金融創新局得於專案合約中再要求韋恩公司，將該公司與其員

工約定著作權歸屬之相關證明文件交付給金融創新局，作為確

認。 

 

 

 

 

 

 

 

 

 

 

 

 

 

 

 

 

 

  

參考資料： 

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電子郵件 1091112b解釋（智慧財產局網站首頁/認識著作權/

資料檢索/解釋資料檢索） 

2. 「政府機關著作權約定文件範本及其使用說明」(智慧財產局網站首頁 /認識著

作權/著作權知識+/政府機關著作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