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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驚人的韓影「屍速列車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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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新冠疫情肆虐下，暑假期間韓國電
影「屍速列車2：感染半島」在台累積票
房突破驚人的新台幣3.52億元，國際片商
稱讚這真的是另類的「台灣奇蹟」。

• 然而卻有民眾在臉書社團開直播，驚人的
將電影畫面分享給其他人，讓片商車庫娛
樂在第一時間告戒直播民眾儘速撤下連結。

• 但該民眾卻驚人的毫不理會持續放送，片
商於是決定向台北地檢署提出違反著作權
的刑事告訴，以捍衛自己的權利。 資料來源：車庫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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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秀影城公關經理膝關節在臉書上
表示「看盜版的自私行為，反而會
引發你想像不到的蝴蝶效應！」

• 他認為看電影就該看正版，該到電
影院看就到電影院看，體驗最好的
聲光效果。

• 收看盜版的人覺得看免錢還還公開
邀他人一起觀看，他認為這根本嚴
重傷害台灣形象，台灣如果影視產
業會退步，這些人要負很大責任。

資料來源：膝關節臉書

資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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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盜版現況與最近的案例 1/2
• 數位與寬頻科技發展下影音盜
版呈現出與民眾收視行為密切
關聯的現象。

• 過去權利人主張權利尚有實體
物(影帶/光碟/下載點/機上盒)
可佐證，但近來架設在境外的
線上影音網站已成為盜版業者
首選，並在手機APP與有償廣
告投放的加持下，越來越猖獗。

• 處理盜版的法律—著作權法無
法涵蓋所有的侵權樣態，權利
人對於境外網站難以提出佐證
資料，在武器不對等的情況下
對整體影視產業有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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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盜版的趨勢演變



網路盜版現況與最近的案例 2/2

• 2020年7月初刑事局電信偵查大隊破獲一起國
內業者從中國進口一批「夢想機上盒」，透
過客製化軟體可直接連網安裝「全球視野」、
「沙發影城」、「午夜劇場」等非法APP，並
可以免費觀賞台灣各大頻道節目、日韓戲劇
以及最新歐美院線電影，甚至還疑似提供未
成年性愛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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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STBA）與日本一般社團法
人內容產品海外流通促進機構（CODA）聯名檢舉並提告，刑事局調
查認為透過機上盒所傳輸的內容皆未經授權，不僅已違反著作權法，
也因未管制兒童色情內容，恐觸犯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的法律紅線，
再加上該機上盒所安裝的不明軟體，也可能對收視民眾造成個資外洩
等資安危害問題。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202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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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盜版機上盒的問題，2019年4月立法
院三讀通過《著作權法修正案》，新法第
87條與第93條將盜版機上盒納入侵權行為
態樣，規定如有盜版業者提供利用機上盒
或App應用程式連結侵權網站，將面臨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50萬元以下罰金之刑事責任。

• 「夢想機上盒」案例，販售該機上盒的業
者明知該設備內有預設電腦程式，可協助
民眾無需花費功夫即可輕易利用所匯集的
盜版網站之網路位址收看未經合法授權之
影視內容，該行為顯已符合《著作權法》
第87條第1項第8款的構成要件。

資料來源：公視新聞網2019/4/16

資料來源：小丰子3C俱樂部2019/4/16

立法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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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台灣最大盜版追劇網站「楓林網」 (8maple)因觸犯著作權法遭
刑事局電偵大隊查封，之後其他多個盜版影音網站與下載區也宣布關閉。

• 這顯示警方已實際掌握並控制這些域名，亦即在法律上警方已能夠扣押
該違法使用的域名。換言之，在法官同意核發強制處分令狀的前提之下，
這表示在我國司法實務上已開啟「域名可以扣押」的重要先例。

行政部門

• 然而，對於境外盜版網站仍存有相當多
的困難點，像是如何使國外司法機關提
供境外犯罪嫌疑人資料給我國司法或檢
調機關。

資料來源：截自原楓林網頁面



政府機關對盜版的實際作為 3/3

9

• 2020年7月新北地方法院判決指出，被
告在台灣設有機房用以攔截國內包括
《民視》、《三立》在內等13家電視頻
道的訊號，儲存轉碼重製後傳送到中國
業者的雲端伺服器，以提供購買或租用
「安博盒子第3代藍芽智慧電視盒」的
消費者觀看，法院認定該行為已違反
《著作權法》判被告1年徒刑，並另需
給付13個頻道所屬公司共計1,300萬元的
損害賠償（108年度智重附民字第2號刑
事判決）。

司法部門



境外侵權網站查緝並不容易 1/2
• 雖然2019年修正《著作權法》已將「盜版機上盒」侵權問題解決，但對於純粹的
盜版網站抑或APP應用程式，卻沒有可供處理的法源依據。

• 盜版網站為何難以處理？理由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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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影音屬於時間敏感性
內容，一旦封包傳遞延遲
過久，會讓觀看者體驗不
佳而放棄觀看。

• 盜版業者常會在國內租用
電信機房或專線連結網站
server。若業者有租用行
為，檢調即能找得到機房
或犯罪嫌疑人居住所，進
而執行搜索扣押程序。

• 盜版業者將server設在國外或租
用境外網址，但通常會設置於多
個國內機房以分散風險。

• 一旦網站無法運作或被警方查緝，
仍有其他備援網站可供支應，甚
或可降低營運成本。

• 盜版網站常以「轉址」讓檢調不
易追緝，或租用CDN將流量導出。

• 封包不易檢查是否違法，且封包
檢測(DPI)並不可行，執法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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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執法機關(法務部)與著作權主管機關(經濟部)對網路侵權態度並不積極。
智慧財產局曾在2013年提倡「封網」作為阻絕盜版侵權網站而引發網民眾怒，
之後政府在防制盜版心態上便投鼠忌器，多認為法制未能完備而無法執行，
雖其後也曾有立委提案制定類似法律，但也都因輿論關係而暫緩提案。

若權利人逕向法院提起權利救濟，經常因網路盜版案件權利人難以明確指認

侵權者是誰、或位在何處、或實際受侵害金額計算等問題，再加上伺服器架

設在國外可能需要國際司法互助，而與我國簽訂私法互助條約的國家又寥寥

可數，使得實體上（起訴）或程序上（假扣押或假處分）都難據以處理。

政府態度
消極欠缺
維權工具

司法救濟
途徑不利
權利人



網路治理脈絡下的產業自律 1/4
• 網路治理倡議者認為除有法律明文
或法律授權規定外，其他不宜以公
權力或行政管制措施直接介入網際
網路運作及管理，宜導入網路治理
機制，由各層次治理面向共同參與
而形成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
(Multistakeholder Model)尋求符
合多數利益並尊重少數之治理模式。

• 應具備利害關係人主導
(stakeholder-driven)、開放參與
(open)、程序透明(transparency)、
與以共識決為基準(consensus-
based)等特性。

• 此治理模式僅是一個工具箱，而非
一個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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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Digital Watch Observatory (2018), https://dig.watch/

DiPLO對網路治理議題的分類



網路治理脈絡下的產業自律 2/4

• 現今各國對網路服務多採取「低度管制」
(light touch)態度，由於網際網路本身
開放自由特性，網路服務參與者眾多、
利害關係各有不同，導致國家法律若欲
採取特定措施進行規管或限制，經常面
臨到「管不到或無法管」的窘境。

• 2017年11月行政院通過的《數位通訊傳
播法草案》，強調多方利害關係人之多
元、自由及平等，將草案定性為民事法
律責任，調整過往政府親力親為角色，
而改採促進民間自律及公私協力之方式
作為治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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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葉志良(2016)

過去討論的網路中立性已轉向為網路集權或市場
獨占、網路隱私的侵害以及網路虛假訊息的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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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規範目的01
為處理網路上侵害著作權之內容及維護產業秩序，著作權
權利人與網路服務提供者特擬定此自律規範，以透過第三
方專家小組介入之方式，促進雙方溝通，並解決權利人與
網路服務提供者間就網路上疑似侵害著作權內容之爭議。

申訴機構性質02
指TWNIC為協助解決著作權侵害爭議事件，委外或於內
部成立之獨立組織。

台灣網路
資訊中心
(TWNIC)制
定「網路
著作權侵
權爭議處
理自律規
範(草案)」

申訴人適格性03
網路服務提供者或權利人得向申訴機構提起著作權侵害爭
議事件之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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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申訴

先行調解

專家資格

與選任
程序開始

資料提出

陳述意見

利害關係人

外部諮詢

程序終結

申訴決定

(多數決、依

法決定、技術

可行、書面)

網路著作權侵權申訴處理程序

自申訴機構通知當事人專家小組
或專家業已選任完成之翌日開始。

當事人得於程序開始後14日內，
以書面再提出申訴事件相關資料，
並須一併將該資料送達他方。

專家小組應至少召開一次會議通知
當事人到場陳述意見，惟當事人參
加與否不影響申訴決定之效力。

不足形成實值判斷心證、
已達可為實質判斷程度、
已無繼續之必要，或經申
訴人撤回並或他方同意。

應於申訴處理程序開始後2個月內
為申訴事件之決定。若申訴事件
複雜或事證繁多者，得延長1月。

申訴決定並無法
拘束力，不妨礙
當事人訴訟權。

ISP同意於收到專家小
組決定後7日內採取措
施盡力執行申訴決定。



結論：官民合作勝過單打獨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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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

治理

官民

合作

認知透明、開放、自由的網路價值：
網路服務與傳統服務重疊或衝突時，價值取捨不一定得靠政府不可。
網路本身即具有一定的規範價值。引入多方對話是網路治理的基石。

權利人應持續主張法律上權利：
長期以來權利人在司法救濟上遭遇莫大阻礙，但在維權路上並不孤單。
最怕權利人默不吭聲，最終只是壯大盜版者氣勢，抹滅創意者的努力。
多數盜版業者皆是島內自己人，權利人應該要互相協助，作為網路服務提
供者更應該認清「盜版是全民公敵」。要記住盜版是有刑事責任。

官民合作：
1. 通傳會配合射頻器材審驗導正合法使用觀念下架違法機上盒；
2. 檢警調通力追緝盜版業者處所、網路機房、在地協力業者等；
3. 立法機關強勢通過維護創意者權利的法案，遏止盜版的猖獗；
4. 司法機關認知網路盜版關鍵在於及時阻斷持續性的惡意行為；
5. 內容權利人與網路服提供者應共同合作打擊盜版始會有效果。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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