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附設空中進修學院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中考參考答案 

考試科目： 二技 1016智慧財產權法 考試日期： 112年 11月 5日 節次： 1 
 

壹、問答題 

一、何謂自動保護原則？我國著作權法有無此原則之規定？(25%) 

二、著作權之要件為何？試簡述之。(25%) 

三、何謂改作？改作人的權利為何？(25%) 

貳、簡答/解釋名詞 (25%) 

一、衍生著作(8%) 

二、重製權(9%) 

三、創作保護主義(8%) 

 

答案 

壹、 

一、  25% 

自動保護原則係指伯恩公約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該項規定：享有及行使此項（即國民待遇）權利，不需履行任何手續，亦不論

作品源流國是否存在有關之保護規定。所謂「不需履行任何手續」，即無須辦理著作權登記等行政程序，只要其作品首次在該公

約聯盟中任一成員國出版，或在該聯盟之成員國與非成員國同時出版，即自動的受到保護。此亦可知其係採「創作保護主義」。 

    我國著作權法第十條規定：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但本法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即採自動保護原則或稱之為創

作保護主義。 

 

二、  25% 

著作權之要件有三： 

1、為須著作已完成。所謂「完成」，係指著作人之著作已達「具體化」（fixation）而言。所謂「具體化」乃謂其著作之主要結構、

著作人之精神創作、著作整體內涵已可經由具體的感官之能加以識別其獨特性者，該著作即屬「完成」，因而得受著作權法之

保護。因為我國係採「創作保護主義」之故也。伯恩公約規定，凡著作已完成，著作權人無須履行任何手續，該著作即可自

動的受到保護。 

2、須具原創性。所謂「原創性」係指由著作人自己獨立發展、設計出來的創作，且未抄襲他人之著作及具有「原創性」。我國實

務上認為著作權保護的是觀念之表達或表達方式，該觀念不須具備新穎性，僅須具備原創性即可。若著作人在參考他人之著

作後，本於自己獨立之思維、智巧、技匠而推陳出新創造出力一獨立之創作，該創作仍不失其原創性。 

3、須具獨特性。獨特性乃指該創作所呈現的內涵須能顯示著作人精神作用的相當程度，且足以與他人的創作有所區隔，而得以

表現出作者之「個性及獨特性」。我國實務曾有司法判決認為：凡具有原創性之人類精神上創作，且達足以表現作者之「個性或

獨特性」之程度者，及享有著作權。可見獨特性亦為著作權的要件之一。因此二人一起畫水果的素描，雖然內涵相同均為水果，

但二人的筆法不同、色澤不同、陰暗明亮不同，此即「獨特性之表現」。 

 

三、  25% 

著作權法第三條規定「改作係指以翻譯、編曲、改寫、拍攝影片或其他方法就原著作另為創作。」如果修改的幅度不大，沒有增

加任何的創意，修改的部分不具有「創作性」，則可能會被認為是「重製」行為，若是「改作」的幅度相當大，若具有「創作性」

或「獨特性」，則屬於「改作」而非「抄襲」。就需要另行取得「改作」的授權。著作權法第六條規定「就原著作改作之創作為衍

生著作，以獨立之著作保護之。衍生著作之保護，對原著作之著作權不生影響。」該條並未區隔「衍生著作」是否須經「原著作」

之著作財產權人授權，始予著作權之保護。因此有學者認為「改作」只須具有「原創性」即無須取得原著作財產權人的授權，即

當然的享有著作權。 

 

貳、     25% 

一、8% 

衍生著作，乃指著作權法第六條之規定：就原著作改作之創作為衍生著作，以獨立之著作保護之。編輯著作之保護，對其所收編

著作之著作權不生影響。此外，依前述內政部公告之「著作內容例示」第三點規，衍生著作，依其性質歸類至前述十款之著作。 

 

二、9% 

重製權：所謂重製，係指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之重複製作。於劇本、音

樂著作或其他類似著作演出或播送時予以錄音或錄影；或依建築設計圖或建築模型建造建築物者，亦屬之（§3 五）。著作人除本

法另有規定外，專有重製其著作之權利。表演人專有以錄音、錄影或攝影重製其表演之權利（§22）。 

 

三、8% 

「創作保護主義」乃指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而受著作權法之保護，毋須履行芿何登記或註冊之手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