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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相關論述僅為一般研究性質，不代表任職單位之意見。

壹、前言與背景

貳、指令內容概要

一、因應數位及跨境環境之權利限制與例外

二、優化授權實務及促進著作利用之規定

三、完善著作權市場之措施

參、結論─我國著作權法修正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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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因應數位時代網路的發展、促進著作在歐盟特有的跨境環境下之自由流

通，及優化著作權市場運作，歐盟於 2019年 3月 26日由歐洲議會投票通過「數

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同年 6月 6日起生效，歐盟會員國須於 2021年 6月

7日前將該指令內化為國內法。本文分為「因應數位及跨境環境之權利限制與例

外」、「優化授權實務及促進著作利用之規定」及「完善著作權市場之措施」三

部分，就該指令對我國具有參考價值之重點條文作概要性地介紹。

關鍵字：歐盟、著作權、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

　　　　EU、copyright、DSM dir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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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與背景

歐盟執委會為了因應數位時代網路的發展、促進著作在歐盟特有的跨境環境

下之自由流通，及優化著作權市場運作，自 2016年 9月起即公告「數位單一市場

著作權指令」（下稱指令）之草案，歷經多次的徵詢公眾意見、內外部討論及修

正後，最終版本 1在 2019年 3月 26日獲歐洲議會投票通過、4月 17日歐洲議會

及歐盟理事會簽署、自同年 6月 6日起生效，歐盟各會員國須在兩年內，即 2021

年 6月 7日前將指令內化為國內法。本文省略指令中專為歐盟跨境環境所量身訂

做、對我國較無直接參考價值之條文，擷取重點條文內容作概要性地介紹，以下

分為「因應數位及跨境環境之權利限制與例外」、「優化授權實務及促進著作利

用之規定」及「完善著作權市場之措施」三部分介紹之。

貳、指令內容概要

一、因應數位及跨境環境之權利限制與例外

（一）資料探勘之權利限制與例外規定

所謂「資料探勘」，係指「進行大量資訊之處理（processing），以

取得新知識及發現新趨勢」2，例如研究機構大量重製特定醫學領域中之

論文，用 AI分析出新的醫學知識或不同變數間之關聯性，即屬之。歐盟

考量資料探勘已是數位經濟環境中的活動主流，且被廣泛承認有益於研

究團體及可促進創新，於指令第3條及第4條規定「著作權的限制與例外」

（亦即在符合特定要件下，得不經授權逕為利用他人著作），分述如下：

1 Directive (EU) 2019/79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7 April 2019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and amending Directives 96/9/EC and 
2001/29/EC.

2 Id. Recita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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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科學研究目的之資料探勘

依指令第 3條規定，會員國應就「為科學研究之目的」，使「研

究組織或文化遺產機構」對於有合法接觸權限（如：網路上公開或利

用人合法訂閱）之著作或其他受保護內容 3，可以進行資料探勘，亦

即重製著作及擷取 4資料庫的內容作分析 5，由規定內容可見在適用主

體、目的及利用行為樣態上有所限制。至於分析後所得到的結果，由

於依照資料探勘之典型定義，通常不會呈現出原始著作內容，故本條

並未要求就資料探勘結果之後續利用訂定權利限制規定。

此種為科學研究目的進行資料探勘而重製、擷取之著作重製物，

須在適當的安全水準下儲存，且得為科學研究（包含驗證研究結果）

之目的持續保留之 6，以免著作重製物任意遭外流利用，影響著作權

人權益。至於該重製物可以保留多久，並無規定，可由研究機構自行

決定之 7。

此外，為了避免著作權人以科技保護措施阻擋，或以契約條款禁

止研究組織或文化遺產機構進行資料探勘，使權利例外與限制規定流

於具文，指令規定坊間儲存著作之網路或資料庫可以採取措施確保資

料安全性及內容完整性，但不能超過為達成該目的之必要範圍 8；又

任何違反本條所定權利例外規定之契約條款，無效 9。

3 包含在歐盟享有「鄰接權」保護之表演、錄音及廣播，以及享有「特別權利」保護之資料庫，

本文以下皆通稱為「著作」。
4 歐盟「資料庫指令」用語，在概念上等於「重製」。
5 Supra note 1, Article 3(1).
6 Supra note 1, Article 3(2).
7 Communia Association, Guidelin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DSM Directive, “Articles 3-4: Text 

and data mining”, https://www.notion.so/Articles-3-4-Text-and-data-mining-9be17090ebc545b88ed
9ac7d39e4e25a (last visited Aug.5, 2020).

8 Supra note 1, Article 3(3).
9 Supra note 1, Article 7(1).

https://www.notion.so/Articles-3-4-Text-and-data-mining-9be17090ebc545b88ed9ac7d39e4e25a
https://www.notion.so/Articles-3-4-Text-and-data-mining-9be17090ebc545b88ed9ac7d39e4e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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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upra note 1, Article 4(1).
11 Supra note 1, Article 4(2).
12 Supra note 1, Article 4(3).
13 Supra note 1, Article 5(1).
14 Supra note 7, “Article 5: Digital and cross-border teaching activities”, https://www.notion.so/

Article-5-Digital-and-cross-border-teaching-activities-3813583168714594ab202b4a5d91be85 (last 
visited Aug.5, 2020).

2、一般之資料探勘

指令第 4條規定，會員國應使為資料探勘之目的、重製及擷取有

合法接觸權限之著作之行為，有權利例外或限制規定的適用 10。由於

並未規範適用主體，故任何人均可為之，而適用目的上亦無特別限制，

因此屬於「一般之資料探勘」。其經重製、擷取之著作重製物，可以

保留 11，亦未要求在安全水準下儲存。由此規定內容來看，其與前段

「為科學研究目的之資料探勘」相比，在要件上看似相當寬鬆，然而

指令亦強調「一般之資料探勘」僅適用於著作權人「未以適當方式明

示保留（不讓他人利用著作）」之情形 12，而且並未適用前述「契約

條款有牴觸者無效」之規定。因此實際上，著作權人可以任意以授權

契約條款禁止他人進行一般之資料探勘（例如：於市售圖庫之使用條

款中，禁止對圖片為資料探勘目的利用）。

簡而言之，「一般之資料探勘」雖然在適用主體、目的上均較第

3條「為科學研究目的之資料探勘」來得寬鬆，但由於著作權人可以

任意以授權契約條款排除之，可預期實質上能促進資料探勘之效果仍

相當有限。

（二）數位、跨境教學活動之權利限制與例外規定

為因應數位時代及在歐盟特有跨境環境下之教學需求，指令第 5條

規定會員國應明定單純為教學說明、且為非營利之目的，得「以數位方

式利用」他人著作 13。所謂「以數位方式利用」，包含「重製」及「向公

眾提供」，例如將圖像、文字或影片進行掃描、上傳網路或在網路上串流，

均屬之 14。此外，還須符合以下兩個條件：1、必須在教育機構有權責管

https://www.notion.so/Article-5-Digital-and-cross-border-teaching-activities-3813583168714594ab202b4a5d91be85
https://www.notion.so/Article-5-Digital-and-cross-border-teaching-activities-3813583168714594ab202b4a5d91be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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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之場地，或透過僅限教育機構師生接觸之安全電子網路利用之，及 2、

要註明被利用著作之出處 15，由其中的條件 1可知適用主體僅限於「教育

機構」，在定義上包含各會員國所認可之初等、中等、職業及高等教育

機構 16。

為達成與市場現有授權機制間之衡平，有關數位、跨境教學活動之

權利限制與例外，如果在市場上已有依不同教育機構之需求與特性、針

對特定著作利用之授權機制（如：專為教育市場設計的教材或樂譜的授

權），且該授權是在市場上所易於取得者，則會員國得以該現有授權機

制為優先並排除權利例外或限制規定之適用，但會員國必須採取必要措

施，讓教育機構知道在市場上有該等應優先適用之授權機制存在 17。

（三）文化遺產保存之權利限制與例外規定

為因應在數位時代文化遺產機構進行數位典藏之需求，指令第 6條

規定，會員國應使文化遺產機構得就其「永久館藏」，為保存該館藏之

必要範圍內，「以任何形式或媒介」重製 18。所謂「永久館藏」，包含經

移轉所有權者、永久授權典藏或保管等情形，均屬之 19。又所謂文化遺產

機構得「以任何形式或媒介」重製，自然包含將館藏數位化的情形，且

考量機構內不一定有數位化設備或專家，得委託第三方為之 20。此外，與

「為科學研究目的之資料探勘」相同，任何違反本條所定權利例外規定

之契約條款，無效 21。

15 Supra note 1, Article 5(1) (a)、(b).
16 Supra note 1, Recital 20.
17 Supra note 1, Article 5(2).
18 Supra note 1, Article 6.
19 Supra note 1, Recital 29.
20 Supra note 1, Recital 28.
21 Supra not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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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優化授權實務及促進著作利用之規定

（一）文化遺產機構利用絕版著作

文化遺產機構對於其館藏，通常有進行數位化及進一步對外提供利

用之需求，但是對館藏中大量的「絕版著作」，除該著作已不再出版外，

亦難以一一洽尋著作財產權人取得授權利用，故歐盟特於指令第 8條訂

定「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使文化遺產機構得透過著作權集體管理組

織（下稱集管組織）支付使用報酬取得授權利用；以及無法使用「延伸

性集體管理」制度時，在特定要件下得不需取得授權逕為利用之特殊情

形，使此種利用能更具彈性，並於指令第 10條及 11條訂定配套補充內容。

1、「絕版著作」之定義

所謂「絕版著作」，係指經合理努力查證，得以善意推定「未

在任何商業流通通路向公眾提供」之著作 22，在解釋上除了典型「曾

發行販售但已絕版」之著作外，亦包含「從未發行販售（Never-In-

Commerce）」之著作，例如：海報、小冊子、業餘創作之視聽著作

等 23，由此推測可能包含館藏中私人創作的照片、日記等，然仍須視

會員國後續立法情形與解釋而定。

此外，會員國得自行訂定認定絕版著作之特定要件 24，而且在訂

定前應先諮詢文化遺產機構、集管組織及權利人之意見，並應促進利

用人及權利人之代表團體、連同集管組織定期進行對話溝通，以促進

相關授權機制之實務運作、確保對權利人的保護 25。

22 Supra note 1, Article 8(5).
23 Supra note 1, Recital 37.
24 Supra note 22.
25 Supra note 1, Articl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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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遺產機構利用絕版著作之「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

所謂「延伸性集體管理」，係指「集管組織可以授權利用之範圍，

除了其所管理的著作外，就非屬其管理之同類著作，可依法延伸代為

管理授權」，此種制度自 1960年代起即為北歐諸國所採 26。

指令第 8條規定，歐盟會員國應使國內之集管組織，可以代表沒

有加入其會員之權利人，就絕版著作為非營利目的之重製、散布、公

開傳達及向公眾提供等各種利用行為，非專屬授權給文化遺產機構利

用。此處可授權給文化遺產機構之集管組織，必須符合以下兩個條件：

（1）對於其所授權之著作種類，必須具有充足的代表性（亦即擁有具

代表性之會員數量，此為一般「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得成立之前提

原則）、及（2）就不同權利人的對外授權條件，不得有差別待遇 27。

文化遺產機構於支付集管組織使用報酬取得授權後，即可利用館藏之

絕版著作。

3、 「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無法適用時之例外─為非商業目的得逕

為利用

針對文化遺產機構利用絕版著作，除了前述的「延伸性集體管理

制度」外，會員國亦應訂定「著作權限制或例外」規定，使文化遺產

機構得為非商業目的、向公眾提供其永久館藏中之絕版著作 28，可不

經授權逕為之。所謂「向公眾提供」，限於在非商業之網站上提供之

情形 29，亦即本條所允許之利用行為樣態僅限縮於此。此外，必須註

明著作人或其他可辨識的權利人，除非有不可能為之的情形 30。須強

調者，此處的「權利限制與例外」僅在特定著作種類沒有「具充足代

26 有關北歐五國所採之之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詳參王怡蘋，擴張性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之研

究，智慧財產局委託研究案期末報告，2009年 11月，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
444-856598-061b9-301.html（最後瀏覽日：2020/9/23）。

27 Supra note 1, Article 8(1).
28 Supra note 1, Article 8(2).
29 Supra note 1, Article 8(2) (b).
30 Supra note 1, Article 8(2) (a).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44-856598-061b9-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44-856598-061b9-3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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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之集管組織存在，而無法適用「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之情形，

才有適用餘地 31。

指令針對文化遺產機構利用絕版著作，係以提供「延伸性集體管

理」制度、文化遺產機構仍須向集管組織取得授權為原則；至於不需

取得授權而可逕為利用之「權利限制與例外」制度，只是在沒有集管

組織或組織的代表性不足時的一個備案（特殊例外情形），也因此如

前段所述，「權利限制與例外」僅限於「為非商業目的」、「在非商

業網站向公眾提供」之情形，在適用要件上相當限縮。

4、權利人排除權

雖然如前述，指令針對文化遺產機構利用絕版著作給予相當大

之彈性，然而為尊重權利人也有不參加集管組織而自行管理著作之權

利，指令允許權利人，得隨時、輕易且有效率地要求文化遺產機構不

得透過前揭之「延伸性集體管理」或「特殊例外情形下之非商業目的

利用」制度利用其著作 32。

5、資訊公開措施

指令第 10條規定，會員國應將文化遺產機構依前述「延伸性集

體管理」或「權利限制與例外」制度利用絕版著作之所有相關資訊

（如：利用機構、授權之集管組織、利用條件及地域等），於機構開

始利用著作之至少六個月前，上傳至公眾得永久、輕易且有效率地接

觸之「單一公共網路平台」33。該平台將由歐盟智慧財產局（Europ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  ce，EUIPO）於 2021年 7月 6日前設置 34。

31 Supra note 1, Article 8(3).
32 Supra note 1,Article 8(4).
33 Supra note 1, Article 10(1).
34 Supra note 7, “Articles 8-11: Use of out-of-commerce works”, https://www.notion.so/Articles-8-11-

Use-of-out-of-commerce-works-b0091ea89dac4cca96fe537293ed22e6 (last visited Aug.5, 2020).

https://www.notion.so/Articles-8-11-Use-of-out-of-commerce-works-b0091ea89dac4cca96fe537293ed22e6
https://www.notion.so/Articles-8-11-Use-of-out-of-commerce-works-b0091ea89dac4cca96fe537293ed22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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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會員國也應在對權利人進行一般宣導之必要下，就該國有

哪些集管組織得就哪些特定種類之著作進行「延伸式授權」、有哪些

利用人已利用絕版著作之情形，公開相關資訊，其中亦包含向權利人

宣導其有權隨時要求他人不得利用之資訊 35。

（二）一般性之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

歐盟除了於前述指令第 8條，強制性要求會員國就文化遺產機構利

用絕版著作導入「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外，為促進一般著作之利用，

另亦於指令第 12條規定不論利用主體、利用著作是否絕版，在採取保護

權利人權益之防護措施之條件下，會員國亦得自由選擇適用該制度（即

「一般性之延伸性集管制度」），雖不具強制性而比較屬於政策宣示性質，

但已明文使「延伸性集體管理」在歐盟成為一個通用可行之特殊授權模

式。此種一般性之延伸性集管制度，係指會員國就「集管組織基於權利

人的委託，與利用人簽訂著作利用之授權契約」，得：1、使該契約延伸

適用至權利人未委託集管組織管理之權利，或 2、使集管組織就未委託之

權利人，有法定代理權或推定為其代表 36。亦即，集管組織得授權他人利

用其「會員」未委託管理之權利，或代表「非會員」進行授權。

會員國如採一般性之延伸性集管制度，應明確定義得適用之情形，

亦即必須有向個別權利人取得授權是相當繁瑣、不實際以致於不可能之

情形為前提 37。會員國同時應採取保護權利人之防護措施，包含前面介紹

「文化遺產機構利用絕版著作」處皆有述及之 1、權利人集管組織必須具

有代表性，2、對所有權利人應平等對待，3、權利人得隨時排除該制度

之適用，及 4、應對權利人採取相關授權利用資訊之公開措施 38。

需補充說明的是，此種一般性之延伸性集管制度，並不影響依歐盟

其他規定具延伸適用效果之集中管理程序之適用，包含著作權的例外或

35 Supra note 1,Article 10(2).
36 Supra note 1, Article 12(1).
37 Supra note 1, Article 12(2).
38 Supra note 1, Article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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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又對於各會員國有規定特定著作利用行為採「強制集管」，亦即

強制權利人要加入集管組織，委由集管組織統一辦理授權事宜之情形 39，

亦無一般性延伸性集管制度之適用 40。

三、完善著作權市場之措施

歐盟考量在其現今的著作權市場中，會有利益分配不均或權利人與利用人權

益產生失衡之情形，因此訂定相關的調整、衡平規定，包含「新聞連結稅（link 

tax）」、「網路內容分享服務業者責任」及「著作人、表演人授權契約之合理補

償機制」，以下分別介紹之：

（一）新聞「連結稅」

本指令中有關「新聞連結稅」及「內容分享 ISP業者責任」之規定，

分別俗稱「Google條款」及「Youtube條款」，主要係考量在網路時代，

搜尋服務或內容分享服務平台透過他人著作之再利用獲得大量利益，卻

未與著作原作者分享，有失公平，因此針對大型之網路服務平台，直接

或間接加重其責任義務，但也在指令草擬的過程中，引起巨大爭議及廣

泛討論。

指令第 15條規定，會員國應賦予國內的新聞出版商（如：各國的新

聞媒體），就「資訊社會服務提供者」（如：Google）於網路上利用其新

聞刊行內容，享有「重製」及「向公眾提供」之專屬權利（第 1項）。

以 Google之「新聞搜尋」服務為例，過去會擷取各新聞媒體網頁之內容

呈現在搜尋結果中，未來此種行為皆須取得新聞出版商之授權，支付使

用報酬後，始得為之，故被俗稱為「新聞『連結稅』」。

39 例如西班牙智慧財產權法規定，參與視聽著作創作之著作人（如劇本作家、音樂作曲家）就

視聽著作後續的多種利用行為，享有不得拋棄之合理補償金請求權，不受該等著作人與視聽

著作製作人間事先訂定權利歸屬或轉讓契約之影響，而該等著作人所享有之權利均強制須委

由集管組織管理。
40 Supra note 1, Article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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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強調者，新聞報導內容如具有原創性，其原作者個人（如：記者、

特約撰稿人等）本享有著作權保護，而本條規定僅係針對新聞出版商，

考量網路時代許多新興服務模式（如：新聞匯集或媒體追蹤服務）透過

「再利用」新聞內容營利，新聞出版商就此部分卻無法獲得相應的收益，

故參考德國及西班牙立法例「額外賦予」新聞出版商權利，性質上較接

近「著作鄰接權」，就不受著作權保護之新聞內容，亦得主張此權利 41，

但應與原作者分享收益，支付其適當之金額 42。

也因為「新聞連結稅」其「額外賦予權利」之性質，在指令草擬之初

即引起極大的爭議，反對者認為其不但在「著作權」上疊床架屋，擴張保

護不具原創性之內容，亦有阻礙新聞資訊在歐盟的自由流通之虞，更何況

過去有實務研究證明德國與西班牙的立法例並無助於改善新聞出版商的財

務狀況 43。雖然無法完全消除相關疑慮，歐盟在立法過程中持續調整排除

適用「新聞連結稅」之規定，最終明定新聞出版社就以下三種情形不得主

張權利：1、個人所為之私人或非商業性利用，2、超連結（如：單純提供

URL網址連結）之情形，及 3、利用「單字」或「非常短之擷取內容」之

情形 44。又新聞出版商依本條所享有之權利，其保護期間亦從本來草擬的

二十年縮短至兩年，且不溯及既往於指令施行前之利用行為 45。最終本條

在實務上如何運作（如：何謂「非常短之擷取內容」），以及所造成的影響，

仍需持續關注歐盟各會員國之立法與施行情形。

有關「新聞連結稅」之後續發展，據報載，Google表示其搜尋服務

不接受付費提升搜尋結果排序，收益來源完全是靠廣告，且廣告都會清

楚標明以和搜尋結果區隔；未來 Google將調整其服務的設定，使新聞出

41 Supra note 7, “Article 15: Protection of press publications concerning online uses”, https://www.
notion.so/Article-15-Protection-of-press-publications-concerning-online-uses-b52804451f3e4f56b8
aa66013b28aa95 (last visited Aug.5, 2020).

42 Supra note 1, Article 15(5).
43 Supra note 41.
44 Supra note 1, Article 15(1).
45 Supra note 1, Article 15(4).

https://www.notion.so/Article-15-Protection-of-press-publications-concerning-online-uses-b52804451f3e4f56b8aa66013b28aa95
https://www.notion.so/Article-15-Protection-of-press-publications-concerning-online-uses-b52804451f3e4f56b8aa66013b28aa95
https://www.notion.so/Article-15-Protection-of-press-publications-concerning-online-uses-b52804451f3e4f56b8aa66013b28aa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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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商可以自行決定公眾得接觸之內容多寡，因此並不會支付所謂的「連

結稅」費用 46。

（二）內容分享 ISP業者責任

依指令第17條規定，「網路內容分享服務業者」（限營利性平台 47，如：

Youtube，下稱內容平台業者），就其用戶在其平台上傳內容利用到他人

著作之行為（如：Youtube用戶上傳自拍影片，利用他人音樂作為配樂），

視為其本身所為，故內容平台業者應代替其用戶負責向著作權人取得「向

公眾傳播」或「向公眾提供」之授權 48。

內容平台業者如果無法替用戶取得權利人授權，如前段所述應負侵

權責任，除非其達成以下三個條件，始得免除責任（「免責三要件」）：1、

已盡「最大努力」取得授權，2、已盡「最大努力」確保侵權內容不被上

傳及 3、收到權利人侵權通知後立即移除、阻絕接觸侵權內容 49。而是否

達成此三條件之認定標準，原則上應符合「比例原則」，考量服務的種類、

受眾規模、用戶上傳著作種類、適當措施之可行性及成本等因素，綜合

判斷之 50。

「內容分享 ISP業者責任」與「新聞連結稅」相同，在指令草擬之

初即引起相當大的爭議，反對者主要認為前述「免責三要件」中之第二

要件，所謂「須盡最大努力使侵權內容不被上傳」，係要求內容平台業

者須建置「上傳內容篩選器（upload fi lter）」，恐導致所有本來可以適

用權利例外與限制規定的內容（如：詼諧仿作），都一律遭刪除 51。為

46 Charlotte Tobitt, Google refuses to pay publishers in France under first “link tax” legislation, 
PRESSGAZETTE, https://www.pressgazette.co.uk/google-refuses-to-pay-publishers-in-france-
under-fi rst-link-tax-legislation-european-copyright-directive/ (last visited Aug.5, 2020).

47 依本指令第 2條第 (6)款之定義。
48 Supra note 1, Article 17(1).
49 Supra note 1, Article 17(4).
50 Supra note 1, Article 17(5).
51 Adam Ostolski & Julia Reda, Link Taxes and Upload Filters Will Not Fix the Internet, GREEN 

EUROPEAN JOURNAL, https://www.greeneuropeanjournal.eu/link-taxes-and-upload-fi lters-will-
not-fi x-the-internet/ (last visited Aug.5, 2020).

https://www.pressgazette.co.uk/google-refuses-to-pay-publishers-in-france-under-first-link-tax-legislation-european-copyright-directive/
https://www.pressgazette.co.uk/google-refuses-to-pay-publishers-in-france-under-first-link-tax-legislation-european-copyright-directive/
https://www.greeneuropeanjournal.eu/link-taxes-and-upload-filters-will-not-fix-the-internet/
https://www.greeneuropeanjournal.eu/link-taxes-and-upload-filters-will-not-fix-the-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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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弭此一疑慮，指令最終的定案版本，明定會員國亦應確保平台用戶就

現存「引用、批評、評論、詼諧仿作」之著作權限制與例外規定，均可

適用，而不能加以限制 52，同時亦強調其並不會導致平台有一般性之網

路監控義務 53。

又為衡平考量，歐盟就「內容分享 ISP業者責任」在政策上也改為針

對大型、成熟的業者課予責任，亦即若是在歐盟境內提供服務未滿三年、

年營業額未滿 1,000萬歐元的新興業者，則可免除前段所述之免責三要件

之第二要件，即不需採取措施阻止侵權內容上傳，然如平台已達 500萬

人以上之瀏覽人次，仍不能免除該要件 54。同時為維護內容平台用戶的權

益，有關內容平台業者採取措施限制或移除用戶上傳內容，如產生爭議，

會員國應要求業者建立快速且有效的申訴與救濟機制 55。

（三）著作人、表演人授權契約之合理補償機制

考量著作人或表演人在與利用人簽訂授權契約時，通常處於較弱勢

的地位而可能遭遇到不甚公平的情形，例如約定的使用報酬過低而與利

用人後續所獲得的巨額利益顯不相當、或利用人取得專屬授權利用卻無

實際利用行為而造成著作／表演內容無法流通獲益等，故指令訂定第 18

條至第 22條規定，給予著作／表演人在締約上進一步的權益保障。

1、適當及合理補償原則

依指令第 18條規定，會員國應確保當著作人及表演人授權或轉

讓其著作或其他受保護內容之專屬利用權利時，有權取得適當且合乎

比例之使用報酬 56。

52 Supra note 1, Article 17(7).
53 Supra note 1, Article 17(8).
54 Supra note 1, Article 17(6).
55 Supra note 1, Article 17(10).
56 Supra note 1, Article 18.



20 109.11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263

本月專題
歐盟 2019年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概要

2、資訊透明請求權

依指令第 19條規定，著作人及表演人，應至少一年一次，自其

授權或轉讓其權利之人或其繼承人，取得其著作或表演被利用之最

新、相關及廣泛之資訊。此處的「資訊」包含著作／表演之利用情形、

所有的收益來源資訊（如：銷售商品所得利益）57。

但為衡平起見，如果對此資訊之請求權將造成相對人的行政管理

負擔，且已不符比例地超過利用著作或表演所生利益，則會員國得限

制著作／表演人得請求之資訊種類及內容程度 58。又如著作／表演人

在整體著作／表演中之貢獻並不顯著時（如：在電影中跑龍套，飾演

無台詞、出現畫面僅三秒的路人），原則上會員國得排除資訊請求權

之適用 59。

3、契約調整請求權

依指令第 20條規定，著作／表演人有權向授權契約相對人或其繼

承人，在原始約定之使用報酬，相較於所有衍生自著作／表演利用之

後續相關收益，已變得「不合比例地」低時，得主張額外、適當且公

平的使用報酬 60。所謂「不合比例」，應考量著作／表演人之貢獻、不

同領域之使用報酬實務、契約是否經過團體協議程序等因素認定之 61。

又考量如果著作／表演人有加入集管組織，由於是透過集管組織

的力量、委託集管組織處理授權事宜，較不至於有處於弱勢地位的問

題，故本條不適用集管組織所簽訂的授權契約 62。

57 Supra note 1, Article 19(1).
58 Supra note 1, Article 19(3).
59 Supra note 1, Article 19(4).
60 Supra note 1, Article 20(1).
61 Supra note 1, Recital 78.
62 Supra note 1, Article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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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爭端調解機制

依指令第 21條規定，會員國應就前揭「資訊透明」及「契約調

整」請求權提供自願性、可選擇性之爭端解決程序，並應確保著作

人及表演人之代表機構，得依一位或多位著作／表演人之請求，啟

動該等程序 63。

5、撤回權

依指令第 22條規定，會員國應確保，如著作／表演人專屬授權或

讓與其於著作或其他受保護內容中之權利，但利用人並無實際利用著

作之情形，著作／表演人得撤回該專屬授權或讓與之全部或一部 64。

為兼顧實務狀況，會員國得自行考量著作之特性、共同權利人（如

同時有多位著作／表演人）間之貢獻程度，排除前述撤回權之適用，

亦得設定撤回權之提起時效，或以賦予「請求變更為非專屬授權之權

利」取代撤回權 65。

參、結論─我國著作權法修正的反思

歐盟此次訂定「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除了有符合國際立法趨勢之「因

應數位環境之著作權限制與例外」外，亦有為歐盟著作權授權市場量身訂做，例

如「新聞連結稅」、「內容分享 ISP業者責任」等較屬歐盟特有之立法內容，因

國情差異，可供我國參考之程度不一。我國目前正由行政院審議的「著作權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中，已因應數位環境修正擴大部分「個別合理使用」規定之適

用範圍，例如草案第 46條及第 46之 1之「教學活動合理使用」，及草案第 48

條之「圖書館合理使用」；此外為促進公眾透過網路認識、接觸我國典藏機構所

收藏之文化資產，亦增訂 48條之 2，使中央或地方機關及非營利典藏機構，得為

63 Supra note 1, Article 21.
64 Supra note 1, Article 22(1).
65 Supra note 1, Article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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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眾指引典藏著作之目的，以縮圖、摘要或其他指引方式，重製或公開傳輸該

著作。至於「新聞連結稅」及「內容分享 ISP業者責任」，因涉及市場授權實務

之運作、及著作權人利益及 ISP業者責任間之衡平，仍須進一步觀察歐盟會員國

未來實際的適用情形，再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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