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七一年世界著作權公約 

 

 

序言 

締約國為期確保各國文學、科學及藝術著作之著作權，並深信一項適合各國之著

作權保障制度，於不妨礙施行中之國際既存法制原則下，得以普遍性公約方式表

示之，藉以保證尊重個人權利，並鼓勵文學、科學及藝術之發展。確認此一普遍

性公約體制，不惟便於人類心智之著作廣為傳播，抑且有助增進國際諒解。謹修

正一九五二年九月六日日內瓦世界著作權公約（以下稱一九五二年公約）如下： 

 

 

第一條（宗旨） 

締約國承諾，凡文學、科學及藝術著作（包括文字著譯、音樂、戲劇及電影、繪

畫、版畫及雕塑等著作）之著作人及著作權人之權利，給予充分而有效之保障。 

 

第二條（原則） 

1.已發行著作：任何締約國應給予他締約國國民及首次發行於該他締約國之著作

以本國國民同等及依本公約賦予之特定保障（當地內國民待遇）。 

2.未發行著作：任何締約國應給予他締約國國民著作以本國國民同等及依本公約

賦予之特定保障。 

3.締約國為達成本公約保障之目的，對其域內任何居民得依其本國法給予內國民

待遇。 

 

第三條（要件） 

1.締約國依其國內法，須以樣品送存、登記、標記、公證文件、繳納登記費、製

作條款或發行等形式手續為取得該國著作權保障之要件者，則凡：依本公約所

有應受保障之著作，縱首次發行於外國之外國人著作，其於適當位置刊有 c 符

號、著作權人姓名、初版年份者。即應認為已滿足該國法定手續而予保障。 

2.前項規定不得排除：締約國就其境內首次發行之著作或其本國人不論發行於何

地之著作，得以國內法規定其著作權之形式手續或其他條件。 

3.第一項規定不得排除：締約國得以國內法規定著作權司法救濟程序。諸如：當

事人須透過該國律師、向法院或行政機構送存涉案之著作樣本。但縱未滿足上

述司法程序，其著作權仍屬有效，且司法程序對任何他締約國國民，不得有差

別待遇。 

4.締約國對他締約國國民未發行之著作，應規定毋須履行形式手續即予法律保

障。 

5.如締約國國內法著作權保障期間採雙期制而其第一期期間比本公約第四條所

定最短期間為長者，則其第二期以後之保障規定，不受本公約第一項之限制。 



 

第四條（期間） 

1.著作權之保障期間，依本公約第二條及本條之規定，由締約國以國內法定之。 

(1)依本公約保障之著作，其著作權期間不得短於著作人終身及死後二十五 

年。但任何締約國於本公約在該國生效之日，業已將若干類著作之期間，依首

次發行日期限制其期間者，得維持此項例外規定，並得擴充至其他類著作，惟

此類著作自首次發行日起算，至少仍不得短於二十五年。 

(2)任何締約國於本公約在該國生效之日，並非依著作人終身為其保障期間之

基準者，得依著作首次發行日期或發行前登記日期為其核計基準，視情節而

定。但不論何種情節，其期間均不得短於二十五年。 

(3)著作權期間採雙期制之締約國，其第一期之保障期間不得短於(1)(2)兩款所

定之最低期間。 

2.前項各款不適用於攝影類或應用藝術著作，但其國內法業已依工藝著作保障之

締約國，則上述各類著作之保障期間不得短於十年。 

3. 

(1)締約國不得給與他締約國之著作以超過其原所屬國期間之保障；於未發行

著作以著作人所屬國法律為準；於已發行之著作以首次發行地國法律為準。 

(2)締約國採雙期制者，則前款之適用應解為各期之總和年數。但如某類著作

依該國法律僅得享受第一期之保障者，則他締約國亦以該國第一期之期間為

準。 

4.為適用前項各款之規定，凡締約國國民之著作，其首次發行地為非締約國者，

應視同其首次發行於締約國。 

5.為適用第四項各款之規定，著作而同時首次發行於二以上締約國者，其期間以

最短之締約國為準。 

任何著作於三十天內在二以上締約國首次發行者，視為在各該國同時發行。 

 

第四條之二（基本權利） 

1.第一條所定之權利，應兼含保證著作人經濟利益之基本權利，包括授與任何方

法重製、公演及播送等排他權。凡公約保障下之著作，本條並延伸及於各該著

作之原型及其任何可辨認之衍生著作。 

2.但任何締約國於不牴觸本公約規定之精神範圍內，得以其國內法就前項所定權

利作例外規定。作例外規定之國家，仍應予各項權利以適度之保障。 

 

第五條（翻譯權） 

1.第一條所定之權利，包括著作人撰製、發行及授與他人撰製、發行本公約保障

下著作之譯本之排他權利。 

2.但任何締約國得於下列情節範圍內，以國內法限制文字著作之翻譯排他權利。 

(1)文字著作首次發行日起滿七年，如原著作權人仍未發行締約國當地通用語



文譯本者，則該締約國之任何國民得向其本國政府有關機關請求授與「非排他

授權」，俾以當地語文翻譯該著作，並發行其譯本。 

(2)前款非排他授權之請求，應依當地國法定程序為之，並應證明，曾向原著

作權人請求而遭拒絕或雖經相當努力而仍未能與原著作權人連繫。遇當地國

語文譯本絕版之情節亦同。 

(3)如原著翻譯同意權持有人無法連繫，請求授與翻譯權之人，得將其申請書

寄達原著所揭載之出版人；於知悉原著翻譯權人國籍之情節，並應將申請書

寄達其所屬國之外交或領事人員或該國政府指定之機構。申請書投遞未滿兩

個月者，當地國政府不得核准翻譯申請案。 

(4)締約國國內法應確保原著翻譯權人公平而符合國際標準之酬償金額數、支

付、傳送，並顧及譯本內容之精進。 

(5)譯本應載明原著及其著作人之名稱。獲准授權之譯本，以當地國行銷為限，

但同語文之他締約國國內法亦作相同規定者，得輸入譯本行銷。於無前述之

情節下，則譯本之輸入與行銷，依締約國國內法或協議定之。獲准之授權，

不得為讓與之標的。 

(6)原著收回其發行物者，不適用前各款強制授權之規定。 

 

第五條之二（利用之免責） 

1.依聯合國大會慣例之認定，締約國如係開發中國家者，於其加入通知文件送存

教科文組織理事長後，得部分或全部適用本公約第五條之三及四等免責規定。 

2.前項通知文件，於本公約生效之日起，以十年為有效期間，於公約生效及十年

內送存通知者以其剩餘之期間為準，並得於期滿前三至十五個月內，以送存通

知請求延展十年。依本條規定，首期通知送存亦得於延展期內為之。 

3.締約國業已停止為第一項所定之開發中國家或已撤回通知效力者，不得依前兩

項規定辦理送存通知延展，並於十年期滿之年底或停止為開發中國家滿三年之

年底，以較晚之年份為準，嗣後不得再主張第五條之三及四等例外規定。 

4.依本條通知有效期間內，且為第五條之三及四例外規定下而製作之著作物，於

送存通知期滿後仍得繼續行銷其貯存物至完畢為止。 

5.締約國依第十三條規定送存通知，俾本公約適用於特定之國家或領土（指本條

第一項所定類似情節之國家或領土），亦得依本條規定送存通知並辦理延展，

於通知有效期間內，第五條之三及四所定例外得適用於此等國家或領土，由此

等國家或領土向該締約輸送之著作物，即為第五條之三及四所定之輸出。 

 

第五條之三（翻譯權之例外） 

1. 

(1)第五條之二第一項所定之締約國，得以三年或依其國內法以較長之期間，

代替本公約第五條第二項所定之七年翻譯權期間。但僅屬一九五二年公約締

約國而其譯本並非全國性語文，利用於一個以上已開發國家者，其期間得以



一年代替三年。 

(2)第五條之二第一項所定之締約國，經由本公約或一九五二年公約同語文已

開發締約國之全體一致協議，得以其他期間代替(1)款所定三年期間，但本

款之規定不適用於英、法、西等語文。協議文件須以通知送存教科文組織理

事長。 

(3)強制授權非依申請人當地國法定程序，並經證明確曾請求授權而遭拒絕，

或已儘量與翻譯權人連繫而無法取得者，當地國均不得核可。申請人於提出

請求之同時，應通知教科文組織設置之「國際著作權資訊中心」或其他經國

際組織首長指定之出版人主事務所地國政府設置之全國性或區域性資訊中

心。 

(4)如無法尋覓翻譯權人，授權申請人應將申請書副本以掛號函寄達原著所載

出版人及前款所定之全國性或區城性資訊中心，如無此類中心，仍應將副本

寄達教科文組織設置之資訊機構。 

2. 

(1)依本條規定須經三年後核可授權翻譯者，應再經過六個月；其為一年者，

應再經過九個月。上述各該附加期間之起算點，依第一項(3)款提出請求之

日，或於翻譯權人不明之情節，以依同項(4)款所定寄遞申請書副本之日為

準。 

(2)於前款所定附加期間內（六或九個月），如翻譯權人或經其授權之人自動發

行譯本，則不得核准授權翻譯。 

3.依本條規定核准之任何強制授權翻譯，均應以教學、學術或研究為目的。 

4. 

(1)依本條規定核准之任何強制授權翻譯，其著作物不得輸出，並限於原核可

締約國領土內發行為適法。 

(2)依本條強制授權規定所為之翻譯著作物，應以適當語文載明限制在原核可

締約國內發行字樣。如原著載有第三條第一項之標記，譯本并應載明。 

(3)本項(1)款禁止輸出之規定，不適用於依本條所為核可授權之國家政府或其

他公法人，且其譯本並非英、法、西等語文，並符合下列情節之一者： 

(a)收受者為核可授權締約國國民個人或團體； 

(b)著作物僅用於教學、學術或研究； 

(c)著作物之寄遞及其後續之收受，均無商業目的；及 

(d)輸入國與該締約國業已達成協議，准許其收受、行銷，國際組織首長亦

已收到該協議任何一方之通知。 

5.國內應作適當規定，藉以保證： 

(1)核可授權應給與公平補償金，其金額須合乎關係國中，一般當事人自由接

洽而產生之正常版稅標準。 

(2)如受國內通貨法規拘束，則關係國主管機關對補償金之兌付，應儘量利用

國際機構，以確保國際通貨兌換或等值之移轉。 



6.如原著著作人或經其授權之人，業已以相同語文、內容及當地國合宜售價發行

其譯本，則依本公約已獲締約國強制授權核可之譯本，應即終止其強制授權效

力，惟終止前依授權製 作之譯本，得繼續行銷至貯存物售完為止。 

7.以圖集為主要內容之原著核准強制授權翻譯其內容並轉載重製原著圖集者，應

同時注意合 於第五條之四所定之要件。 

8. 

(1)受本公約保障之著作，而核准強制授權翻譯，以印刷或類似方式重製發行，

亦得授與主事務所設於第五條之二第一項所定締約國境內之播送組織，但以

具備左列要件者為限： 

(a)係依據締約國法律製作及獲得之複製物所為之翻譯； 

(b)專供播送並絕對為教學或為傳播特殊技術或供特定職業專家科學研究等

之翻譯； 

(c)絕對用於前款所定之翻譯，合法播送專供締約國境內收播，包括合法以

錄音影等媒體之播送； 

(d)翻譯之錄音影物之交換，以在核可授權之締約國境內設有主事務所之播

送企業為限；及 

(e)所有翻譯製作物之利用，不得有商業目的。 

(2)如合乎(1)款所定全部標準及要件，亦得授權播送企業翻譯任何含有視聽內

容、專供系統教學而製作或發行之錄製物。 

(3)除前兩款外，本條其他規定亦適用於授權及其行使。 

9.除本條規定外，凡依本條所為之授權，應受第五條規定之限制。縱已逾第五條

第二項所定七年期間，仍受本條及第五條之限制，惟逾約定期間後，被授權人

得自由提出請求，以受第五條規定之新授權代替舊授權。 

 

第 五 條之四 (重製權之例外) 

1.適用第五條之二第一項之締約國，得採擇下列規定： 

(1)若： 

(a)依本條第三項所定文學、科學或工藝著作，自首次發行之日起算，已滿

本項(3)款特定期間；或 

(b)已滿締約國法定較長期間，而著作重製物並未由著作權人，在該締約國

大眾或正軌教學，以該締約國合理售價行銷。該國國民得向主管機關申請

非排他授權，以相等或較低售價行銷，俾供正軌教學之用。但須國民依該

國法定手續辦理授權，並證明已向著作權人請求授權而遭拒絕，或雖經相

當努力仍未能覓致著作權人連繫。且上述各項連繫活動，均已通知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設置之國際著作權資訊中心，或已通知本項(4)款所定全國性

或區域性資訊中心。 

(2)如經六個月期間，仍無授權版以合理售價行銷與關係國之大眾或正軌教

育，亦得比照同樣情節，核可授權。 



(3)本項(1)款所指之期間為五年，但 

(a)自然、物理科學，包括數學、技術等著作，期間得縮短為三年； 

(b)小說、詩、戲劇及音樂、藝術等著作，其期間得延展為七年。 

(4)於無法覓致重製權人之情節，授權申請人應將申請書以掛號函寄達該著作

版權頁所載之出版人，並副知送存通知中指定之全國性或區域性資訊中心，

如無上述機構，應副知教科文組織之國際著作權資訊中心。申請書寄出不滿

三個月，當事國不得核可授權。 

(5)獲得授權三年後，不得再依本條授權： 

(a)本項(1)款所指之授權請求之日期，或重製權人之姓名地址不詳，依本項

(4)款寄發申請書副本，須經六個月之後； 

(b)本項(1)款所指之重製物已在期間內行銷。 

(6)著作人姓名、著作名稱，均應刊載於發行之重製物。授權重製物限在當事

國領域內行銷，並不得輸出。取得之授權不得為移轉之標的。 

(7)國內法應作適當規定，以保證重製物之精確。 

(8)左列情節不得依本條規定，授權重製及發行著作之譯本： 

(a)翻譯權人或經其授權之人並未發行譯本； 

(b)譯本並非授權核可國之通用語文。 

2.第一項例外規定受下列附加規定之限制： 

(1)授權重製物應以適當語文刊載註記，說明限於核可授權之締約國境內行

銷。若原版載有第三條第一項之標記，重製物亦須刊載相同之標記。 

(2)國內法應作適當規定，以保證： 

(a)授權須提供公平之酬償金，其額數應與當事人自由談判所得版稅標準一

致；及 

(b)酬償金之支付如受國內通貨法規限制者，主管機關應儘量利用國際機構

匯兌或付等值。 

(3)原版重製權人已將該著作之同語文、內容在締約國內以合理售價行銷，足

敷大眾及正軌教學活動之需要，則依本條所為之授權應即終止，終止前製作

之重製物得繼續行銷至貯存物售完為止。 

(4)著作人撤回其著作之流通者，不適用授權規定。 

3. 

(1)除(2)款規定外，本條所定之文學、科學或工藝著作，以印刷或類似重製方

式發行者為限。 

(2)本條規定亦適用於合法製作之視聽形式重製物，包括含入各該視聽重製物

之受保障著作在內，及其翻譯為通用語文，專供當事國正軌教育活動視聽教

學之用。 

 

第 六 條 (發行之定義) 

本公約使用「發行」一詞，係指以具體形態重製，俾供閱讀或視覺感知，並向大



眾普遍公開行銷。 

 

第 七 條 (公共性著作) 

本公約對某特定締約國生效之曰，凡其國內原屬公共所有之著作或著作中之其他

權利，不適用之。 

 

第 八 條 (公約有關事項) 

1.本公約以一九七一年七月廿四日為締約日，全部條文須送存理事長，並於一二

0 天期間內公 開供一九五二年公約國簽字。須經簽字國批准或接受。 

2.非公約簽字國亦得加入。 

3.批准、接受或加入，均須於有關文件向理事長送存後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