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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兩岸著作權（版權）論壇 

圓滿閉幕 成果豐碩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暨海峽兩岸商務協調會與大陸中國版權協會共同舉辦之

2008年兩岸著作權（版權）論壇於 2008年 11月 27日在四川成都望江賓館召開。我方

由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暨海峽兩岸商務協調會會長張平沼先生率領，同行者

包括產、官、學各界專家，有智慧財產局王美花局長及經濟部訴願審議委員會游瑞德

主任委員、行政院大陸事務委員會、海峽兩岸基金會以及有關企業代表參與。在會議

中與大陸國家版權局版權管理司長王自強、段玉萍處長及中國版權協理事長沈仁干等

人會面，就本次論壇議題及未來雙方合作事宜充分交換意見，成果十分豐碩。 

 

本次論壇係就兩岸「著作權（版權）保護之發展」、「集體管理運作機制」、「ISP立

法及運作經驗」及「盜版查處與機制」等議題，分別由大陸及我方之專家進行專題演

講。此外，於會議進行期間，我方代表並與大陸代表就未來兩岸著作權（版權）議題

之合作，達成下列共識：1）日後如任一方所主辦或協辦涉及著作權（版權）之相關會

議，可邀請他方組團或派員參加；2）指定聯絡窗口，以利平常業務之連繫；3）今後

我方將透過海峽兩岸商務協調會，大陸方面將透過中國版權協會等民間單位進行著作

權（版權）資料交換；4）鑑於本次論壇圓滿成功，雙方約定於明（2009）年 11 月於

台灣召開第二次兩岸著作權（版權）論壇。 

 

本次論壇係首次由兩岸著作權民間團體邀請產、官、學界代表出席，藉由非官方

之方式，就著作權議題進行首次交流，同時並就未來的合作，奠定極為良好之基礎，

成果相當豐碩。 

 
2008年 11月 25日張平沼會長率領智慧財產局王美花局長等，於大陸四川成都參與兩岸版權保護研

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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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兩岸著作權論壇 

發揮巨大效益 
 

「2009年兩岸著作權論壇」11月 30日在台北舉行，中國版權協會第一次正式組

團來台進行交流，參訪團由中國版權協會理事長沈仁幹擔任團長，團員包括有版權局

官員、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人大立法機構、最高人民檢察院、著作權仲介團體、

國營出版社、電視台、出版協會負責人等共計 29位。台灣方面出席人員包括全國商業

總會理事長張平沼、商總智財委員會主委賴文平，政府官員計有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局

長王美花、副局長陳淑美和該局所屬官員。論壇安排活動非常豐富，分成四個單元舉

行，第一單元是研討會、第二單元是工商企業著作權保護座談會、第三單元是兩岸集

體管理團體的交流、第四單

元是兩岸主管業務的意見交

流。 

 

自從 2008 年 11 月商業

總會與中國版權協會在成都

舉辦第一屆兩岸版權論壇以

來，兩岸官方已藉由此平台

進行首次交流。兩岸專利論

壇、商標論壇、著作權論壇

都相繼於今年內完成，代表

兩岸交流的深度和廣度都在

快速擴大，雙方對智慧財產權都相當重視。中國版權協會沈仁幹理事長率團來台首日，

商總張平沼理事長特設晚宴為貴賓洗塵，因團員絕大多數都是首次來台，對台灣同胞

的熱情感受到如同一家人般的親切。 

 

論壇第一單元是舉辦研討會，全國商業

總會張平沼理事長首先致詞表示，兩岸關係自

1949年分隔之後屢經波折，1979年鄧小平喊

出「和平統一祖國」口號，方始結束雙方軍事

對峙局面，直到去年 520起進入順暢、善意交

流階段，第三次「江陳會」獲致 9 項協議 1

項共識，今年 12月第四次「江陳會」即將在

台舉行，有諸多議題亟待解決。商總也積極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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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動兩岸交流，2008 年與中國版權協會正式展開交流，安排雙方官員於四川成都面

對面會談，商討議題並在做法上互為借鏡。「商標」係文明社會所必須，張理事長指自

古至今，先人留下太多珍貴遺產給後人，從周公旦傳下禮制，孔孟等先賢流傳論語、

孟子、四書五經，還有美國西點軍校必修的「孫子兵法」，原本中國有著強盛傲人的文

化，不幸歷經兩百多年積弱不振，直到台灣創造經濟奇蹟，大陸也走向開放改革之路，

中國人的所得及國際聲望提高，才扭轉世人對中國人的印象，尤其去年金融海嘯橫掃

全球，在白宮舉行的 G20 會議，布希總統緊抓著胡景濤的手，就是抓住美國最大債權

人的手。英國首相布朗舉辦 G20 會議時，左右站著的正是歐巴馬及胡景濤，顯然國際

現勢由 G20轉變為 G2，中國已經正式崛起屹立於國際舞台，但中國平均 60萬人才有一

個博物館，是法國的 1/20，提升文化方面尚有努力空間，此外亦應檢討對智慧財產之

保護是否完善？是否有更進一步加強的需要？ 

 

智慧財產局王美花局長歡迎中國版權協會等貴賓來訪，指談論著作權對大陸有積

極的重要性，兩岸同文同種也有合作的必要

性。權利的利用既為國際性議題，兩岸透過相

互理解才不會發生困擾。台灣這幾年在查緝仿

冒績效優異，從美國 301條款除名，政府致力

推動的文化創意產業，即特別重視大中華地區

的發展，雙方將有更多合作交流的機會。論壇

反映出一些問題，能更深刻研析且面對面協

商，透過這個平台和溝通機制，將有助於兩岸

解決已發生和未來可能發生的問題。 

 

中國版權協會沈仁幹理事長是第一次踏上寶島台灣，看到多位老朋友毫無陌生之

感，既興奮也感受到大家本是一家人，既是一家人便不說兩家話，從版權或著作權保

護上來發揚中華文化，從理論和實務進行深入研究，以奠定兩岸制定世界共同認可的

保護著作權法規。互聯網的興起，確實對著

作權有著相當大的衝擊，因技術發展引發的

課題值得兩岸深入探討。沈仁幹指張理事長

1990年率團前往大陸迄今已快 20年，中國

人聰明有智慧，有能力解決自己的以及與他

國的版權爭議問題，相信一次會比一次更

好，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將得以發揚光大，希

望做出我們的貢獻，來造福兩岸同胞和全世

界。現在大陸經濟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利

用的是勞動力和資源，卻不是靠技術，終非長久之計，若測量人類智商以 100 分為基

準，中國人達到 105 的高分，一定有能力建立科學發展的制度，兩岸交流必能獲益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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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 

研討會分為三個議題，包括：著作權法制發展及重要實務問題介紹（主講人為大

陸國家版權局版權管理司執法處趙秀玲處長、智慧財產局著作權組洪盛毅科長）、著作

權貿易及作權集體管理實務問題介紹（主講人為中國大百科出版社龔莉社長、智慧財

產局著作權組孫玉達科長）、著作權制度及執法面政策經驗分享（主講人為中國人民大

學法學院劉春田副院長、智慧財產局陳淑美副局長）。 

 

趙秀玲處長解說大陸著作權立法基本情況，指著作權案件數量逐年上升，從中央

到地方有完善的司法組織體系，承擔著全部著作權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審判工作，同時

設立了專門的知識產權審判庭。近年來新聞出版、廣播電視、電影、廣告、電腦軟體、

網路遊戲及動漫等產業發展快速，占 GDP 比重上升，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具體

貢獻，大陸當局為保護產業正常發展，正加強打擊網絡侵權、光盤盜版行動，各級行

政管理部門查處大量侵權盜版案件，將涉嫌

構成刑事犯罪者移送司法部門，進一步規範

市場經濟秩序，為相關產業發展營造良好的

外部環境。目前大陸集體管理組織共有 5個，

分別是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中國音像著作

權集體管理協會、中國文字著作權集體管理

協會、中國攝影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以及中

國影視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趙秀玲處長說

大陸已建立與國際溝通機制，獲得已發展國

家的讚許和肯定，著作權法的訂定雖已更趨完善且做出不少成績，但相對於台灣時間

仍然尚短，正處於社會轉型期，在知識產權競爭趨烈的今日，面臨新技術快速發展，

未來要走的路還很長，希望兩岸加深溝通交流程度，以收截長補短之效。 

 

智慧財產局著作權組洪盛毅科長從立法

考量，介紹兩起 P2 P 侵權案件背景，說明判

定侵權的主觀要件為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公

開傳輸和重製，此「意圖」是採取廣告或其他

積極措施，唆使、誘使、煽惑或說服公眾利用

電腦程式或技術，遂行侵權行為者，即屬具有

「意圖」。客觀要件方面，對公眾提供可公開

傳輸或重製著作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因為

此「提供」行為而受有利益，與公眾最終有無利用該電腦或技術（例如 P2 P 軟體），

以遂行侵權行為無關。現行刑事責任得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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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萬元以下罰金。行政責任方面只要法院判決有罪（不論審級，不以確定判決為必要），

企業即應停止其行為，侵害情節重大者，行政機關得命令其停業或勒令歇業。責任與

網友侵權行為責任分別獨立論處，亦不影響與網友侵權行為被論處共犯之空間。洪盛

毅科長說明「三振條款」係 ISP 民事責任免除之共通要件之一，為 ISP 可否進入「通

知/取下」避風港之先決要件，適用於全部 ISP之類型（連線、快速存取、資訊儲存、

搜尋服務）ISP須「告知」使用者，若有三次涉有侵權情事，應終止全部或部分服務，

究應如何執行，交由 ISP 基於自身營運情形予以決定。TIPO 將採「行政指導」方式，

為「三振條款」之執行提供相關協助：依法律規定內涵，「三振條款」之執行固應透過

ISP與使用者間來決定，如 ISP業者能夠參酌權利人之意見據以執行自無不可，應更能

順利運作。目前權利人團體內部刻正就執行尋求共識中，著作權人團體已與小型 ISP

合作，找出可行之方案，若著作權人團體間可達成共識，TIPO 非常樂意協助雙方就三

振條款協調執行，促成雙方達成共識，俾供 ISP 據以實施。洪盛毅科長說在電信、網

路（資訊）和廣播（傳媒）電視互相融合的「數位匯流」時代，過去專就法條文義以

網路或廣播系統區分公開播送與公開傳輸，宜隨現代科技適當調整。在受控制或處於

管理下的網路系統+按照事先安排之播放次序及時間向公眾傳達+公眾僅得在該受控管

的範圍內單向、即時的接收=公開播送。互動式傳輸或使用非屬利用人得控制播送範圍

之網路傳輸=公開傳輸。 
 

現任中國大百科出版社社長的龔莉女士表示，從 2002 年至 2008 年兩岸出版物版

權交易約達 12,000件，大陸引進台灣版權約

7,000件，台灣引進大陸版權約 5,000件，經

濟危機加速了經濟全球化進程，打破區域限制

並突破行業瓶頸，新的革命性潮流勢不可擋。

現在美國設立漢語教程的高校有 800多所，今

後 4 年內將派遣 10 萬名美國留學生前往中

國。同時，數位化網路化的閱讀創造巨大商業

空間，在公平競爭秩序下的商業營利模式，使

推動數位化出版得以持續發展。她認為合作源

於企業發展的內在需要，基於對中華文化的認

同和熱愛，兩岸版權產業可通力合作比翼雙飛。 

 

智慧財產局著作權組孫玉達科長指目前台灣地區因著作權有刑事責任且非常容易

由權利人啟動，除造成權利人與利用人授權談判時之不公平現象外，亦造成權利人與

利用人緊張關係，影響著作授權市場之順暢運作。現行條例第 36條規定：集管團體執

行業務得以自己之名義，為著作財產權人之計算，為訴訟上或訴訟外行為。行政指導

上已研擬「著作權仲介團體對未經授權二次公開播送/公開演出利用行為刑事訴追作業

流程」，並分別發函各集管團體及各地檢署、警察機關參辦，請各集管團體於發動刑事

訴追時配合依作業流程辦理，適用範圍包括：美容院、小吃店、遊覽車、旅宿業等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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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場所。該流程係針對集管團體提起訴訟，分別要求集管團體應先與利用人協商，並

應經二次電話通知及書面通知，使利用人有充分時間與集管團體溝通，並使集管團體

不致隨意興訟，達到有效抑制集管團體隨意興訟之目的。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劉春田副院長演

講的主題是「大陸 60 年來著作權制度變

遷」，大致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有限的承

認著作權時期、著作權虛無時期、初步恢

復著作權制度時期、著作權制度走向健全

時期。他認為中國著作權制度歷經百年，

大陸與台灣同根同源，肇始於清末，並與

國民政府的著作權制度有不可割斷的歷史

淵源，回顧歷史並記取教訓，對於服務當

下並規劃未來，實具有重要的意義。 

 

智慧財產局陳淑美副局長表示，包括著作權在內的智慧財產權保護不是真理，但

確是當今國際之主流價值，終極目標是追求公共利益並提供保護，只是提供誘因使著

作人樂於研發創新。雖不是真理，往往在政策拿捏須尋求平衡點，因此理論未必能一

以貫之，社會必須經過理性思辯，討論是否需要智慧財產權這個制度。陳淑美副局長

向與會者介紹光碟管理條例的立法與施行過

程，該條例自 2001年 11月 14日公佈施行，

採就源管理模式，進出口光碟機具均須經過

許可，製造光碟應壓印 SID Code（來源識別

碼），未壓印者應受嚴厲行政處罰，後於 2009

年鬆綁修法，對已獲授權者因過失未壓印

者，減輕行政罰鍰至三分之一。美國於 2009

年 1 月將我自特別 301 除名，陳淑美副局長

認為應以平常心看待，因為還有可能被列

入。網路侵權雖較 2007年下降，但仍佔最大

比例約 64％，夜市次之約 22％，受侵害國以美國為主，商標則以歐洲為主要受害國。

她認為未來面臨著幾項挑戰，必須繼續提供有效之法律保護與救濟，大眾應建立起正

確尊重著作權之觀念，兩岸著作權事務之合作符合兩岸產業與人民之利益，應建立良

好對話並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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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0日下午召開的「工商企

業著作權保護座談會」，先由北京

浩天信和律師事務所馬曉剛合夥

人，以「版權糾紛的救濟途徑」

為題發表專題演說，在司法保護

民事訴訟部分，受理範圍包括：

著作權及與著作權有關權益權

屬、侵權、合同糾紛案件，還有

申請訴前停止侵犯著作權、與著

作權有關權益行為，申請訴前財

產保全、訴前證據保全案件，至

於管轄權則有級別管轄、地域管

轄、選擇管轄等三種。侵權行為的賠償上，實際損失根據權利人因侵權造成複製品發

行減少量，或者侵權複製品銷售量與權利人發行該複製品單位利潤乘積計算；侵權人

獲利造成實際損失難以計算的，可以按照侵權人的違法所得給予賠償。若申請法定賠

償，權利人的實際損失或者侵權人的違法所得

不能確定者，由人民法院根據侵權行為的情

節，判決給予 50 萬元以下的賠償。若需申請

仲裁，只要是平等主體之公民、法人和其他組

織之間發生的合同糾紛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

都可仲裁，仲裁協議必須是書面形式，可以是

當事人在合同中訂立的仲裁條款，也可以是以

其他書面方式在糾紛發生前或糾紛發生後，達

成的請求仲裁協議。仲裁協議應當具備請求仲

裁的雙方共同意思表示、仲裁事項、選定的仲

裁委員會（約定要明確和具體）等內容。若仲裁協議內容欠缺對於仲裁協議效力的影

響時，當事人可以補充協議，達不成補充協議的，仲裁協議當屬無效。 

  

座談會下半場開放國內工商企業直接與中國版權協會及國家版權局官員面對面溝

通，有業者提出對唱片出版的行政事務建議，希望大陸縮減錄音、錄像作品審批時間，

以遏止盜版作祟的空間；也希望兩岸建立直接的版權認證機構，並考量調整現行收費

的分配比率，因唱片公司用於發行、廣告方面成本偏高，現行 40：60的比例原則已不

符實際情況。大陸官員指使用音樂付費制度將自 2010年 1月 1日開始實施，雖然初期

付酬費用偏低，但跨出第一步總勝於沒有踏出，未來會漸入佳境。 

此次論壇涉及的交流項目極具多元化，對兩岸人民、企業在著作權互相保護方面

將產生積極而巨大的幫助與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