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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授權法律重心之變遷─從文化資產保存法到智慧財產權法

博物館學

藝
術
授
權
法
律
重
心
之
變
遷

從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法
到
智
慧
財
產
權
法

傳
統
藝
術
典
藏
之
觀
點
： 

從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法
觀
之

早
期
授
權
觀
念
尚
未
普
及
，
文
物

典
藏
機
構
對
於
藝
術
品
的
管
理
，
多
著
重

於
如
何
﹁
收
藏
與
展
示
﹂
，
對
於
藝
術
品

的
衍
生
利
用
，
仍
較
偏
向
﹁
複
製
﹂
的
觀

念
，
例
如
早
期
博
物
館
禮
品
店
中
陳
列
的

商
品
多
為
複
製
畫
、
複
製
器
物
等
。
在

這
樣
的
時
空
背
景
下
，
﹁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法
﹂
為
文
物
典
藏
機
構
所
普
遍
重
視
，
其

中
有
關
文
物
的
衍
生
利
用
，
僅
針
對
典
藏

機
構
設
有
具
名
複
製
及
監
製
之
規
範
︵
註

一
︶

，
而
其
中
﹁
複
製
﹂
之
意
涵
，
是
指

依
古
物
原
件
予
以
原
尺
寸
、
原
材
質
、
原

色
、
原
貌
再
製
作
者
︵
註
二
︶
。

然
而
上
述
規
定
在
現
今
講
求
創
意
的

時
代
下
，
越
來
越
難
適
用
於
文
物
的
衍
生

開
發
，
因
為
禮
品
店
的
主
角
已
從
﹁
複
製

品
﹂
轉
變
為
結
合
文
物
意
涵
並
搭
配
巧
思

的
﹁
設
計
品
﹂
。
近
來
複
製
品
銷
量
的
勢

微
，
以
及
﹁
朕
知
道
了
紙
膠
帶
﹂
、
﹁
墜

馬
髻
頸
枕
﹂
、
﹁
聖
旨
文
件
夾
﹂
等
創

意
商
品
的
熱
賣
，
在
在
驗
證
文
物
從
﹁
典

藏
﹂
走
向
﹁
授
權
應
用
﹂
之
趨
勢
。

藝
術
授
權
是
藝
術
、
法
律
與
商
業
緊
密
結
合
的
跨
領
域
專
業
。
就
商
業
經
營
而
言
，
藝
術
授
權
是

一
種
將
文
物
透
過
智
慧
財
產
權
的
形
成
及
運
用
與
商
品
結
合
，
並
創
造
附
加
價
值
的
行
銷
方
式
及

商
業
模
式
；
就
法
律
而
言
，
藝
術
授
權
乃
是
交
易
雙
方
協
議
，
將
自
文
物
所
衍
生
之
智
慧
財
產
權

於
特
定
條
件
下
授
予
被
授
權
人
之
行
為
，
以
讓
文
物
所
有
人
在
保
有
文
物
原
件
的
前
提
下
推
廣
藝

術
。
本
文
試
以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為
例
，
從
法
律
觀
點
出
發
，
分
析
藝
術
授
權
從
過
去
到
現
在
，

在
法
律
適
用
上
的
變
遷
，
並
提
出
建
議
。

毛
舞
雲

現
代
藝
術
授
權
之
觀
點
： 

自
文
化
創
意
發
展
法
重
新
定
位

在
上
述
趨
勢
下
，
輔
以
我
國
政
府

自
民
國
九
十
年
代
開
始
推
行
數
位
典
藏
計

畫
及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
藝
術
授
權
逐
漸
跳

脫
複
製
思
維
，
開
始
注
入
越
來
越
多
設
計

元
素
。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發
展
法
雖
無
明
示

藝
術
授
權
為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類
別
之
一
，

但
就
該
法
對
於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的
定
義
觀

之
：
﹁
本
法
所
稱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
指
源

自
創
意
或
文
化
積
累
，
透
過
智
慧
財
產
之

形
成
及
運
用
，
具
有
創
造
財
富
與
就
業
機

會
之
潛
力
，
並
促
進
全
民
美
學
素
養
，
使

國
民
生
活
環
境
提
升
之
產
業
﹂
︵
註
三
︶

，

可
知
藝
術
授
權
係
屬
文
化
創
意
之
一
環
，

其
雖
未
獨
立
成
為
一
產
業
類
型
，
但
散
見

於
文
化
資
產
應
用
及
展
演
設
施
產
業
、
產

品
設
計
產
業
、
數
位
內
容
產
業
、
創
意
生

活
產
業
、
出
版
產
業
、
電
影
產
業
、
廣
告

產
業
等
︵
註
四
︶

，
幾
乎
涉
及
文
化
創
意
相

關
之
各
行
各
業
。

無
形
資
產
管
理
之
觀
點
： 

以
智
慧
財
產
權
法
為
核
心

法

律

與

藝

術

授

權

牽

涉

最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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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者
，
在
於
智
慧
財
產
權
法
。
根
據

﹁
與
貿
易
有
關
之
智
慧
財
產
權
協
定
﹂

︵A
greem

ent on T
rade -R

elated A
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
ights , T

R
IPs

，

下
稱T

R
IP

s

協
定
︶
此
一
國
際
公
約
，

智
慧
財
產
權
的
範
圍
包
括
著
作
權
與
其

相
關
的
權
利
︵copyrigh

ts an
d related 

righ
ts

︶
、
商
標
︵tradem

arks

︶
、
地
理

標
示
︵geograph

ical in
dication

s

︶
、

工
業
設
計
︵in

d
u

strial d
esign

s

︶
、

專
利
︵p

aten
ts

︶
、
積
體
電
路
之
電
路

佈
局
︵lay -out design

s of in
tegrated 

c
irc

u
its

︶
、
未
揭
露
資
訊
之
保
護

︵undisclosed inform
ation

︶
。
由
於
藝

術
授
權
主
要
涉
及
的
是
著
作
權
法
，
而
品

牌
授
權
牽
涉
商
標
法
，
創
意
商
品
之
仿
冒

則
涉
及
競
爭
法
領
域
，
各
有
不
同
，
以
下

分
別
細
述
之
。

一
、 

著
作
權
法
：
藝
術
授
權
及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之
基
礎

以
博
物
館
藝
術
授
權
之
角
度
而
言
，

著
作
權
法
保
護
的
是
文
物
本
身
及
由
文
物

衍
生
出
的
各
類
著
作
之
權
利
，
原
則
上
保

護
期
間
為
自
創
作
完
成
日
起
至
創
作
人
死

亡
後
五
十
年
。
著
作
權
法
之
所
以
對
於
藝

術
授
權
而
言
重
要
，
原
因
在
於
著
作
之
保

護
範
圍
、
授
權
標
的
之
界
定
、
著
作
使
用

權
能
之
判
斷
、
侵
權
與
否
之
認
定
等
各
面

向
，
皆
明
確
規
範
於
著
作
權
法
，
使
其
成

為
藝
術
授
權
的
根
本
。

（一） 
著
作
財
產
權

首
先
，
著
作
權
所
保
護
者
為
具

有
原
創
性
︵o

rig
in

a
lity

︶
的
表
達

︵expression

︶
，
創
意
、
點
子
、
想
法
等

抽
象
概
念
必
須
被
表
現
到
使
人
感
知
的
程

度
，
也
就
是
成
為
客
觀
具
體
的
﹁
著
作
﹂

後
，
才
受
著
作
權
法
保
護
。
依
據
著
作
權

法
規
定
及
經
濟
部
智
慧
財
產
局
公
布
的
各

項
著
作
內
容
例
示
︵
註
五
︶

，
受
保
護
之
著

作
範
圍
包
括
語
文
︵
如
詩
、
詞
、
散
文
、

小
說
、
學
術
論
述
等
︶
、
音
樂
︵
如
曲

譜
、
歌
詞
︶
、
戲
劇
、
舞
蹈
︵
如
默
劇
、

歌
劇
、
話
劇
等
︶
、
美
術
︵
如
繪
畫
、
版

畫
、
漫
畫
、
卡
通
連
環
圖
、
素
描
、
書

法
、
字
型
繪
畫
、
雕
塑
、
美
術
工
藝
品

等
︶
、
攝
影
︵
如
照
片
、
幻
燈
片
等
︶
、

圖
形
︵
如
地
圖
、
圖
表
、
科
技
或
工
程

設
計
圖
等
︶
、
視
聽
︵
如
電
影
、
錄
影

等
︶
、
錄
音
︵
指
能
透
過
設
備
表
現
出
聲

音
者
︶
、
建
築
︵
如
建
築
設
計
圖
、
建
築

模
型
、
建
築
物
等
︶
、
電
腦
程
式
︵
指
直

接
或
間
接
使
電
腦
產
生
一
定
結
果
為
目
的

所
組
成
指
令
組
合
者
︶
及
表
演
︵
指
對
既

有
著
作
之
表
演
︶
等
著
作
，
而
每
種
著
作

之
權
能
皆
有
所
不
同
，
此
涉
及
著
作
財
產

權
之
種
類
及
權
利
內
涵
，
包
括
重
製
權
、

公
開
口
述
權
、
公
開
播
送
權
、
公
開
上
映

權
、
公
開
演
出
權
、
公
開
傳
輸
權
、
公
開

展
示
權
、
改
作
或
編
輯
權
、
散
布
及
出
租

權
等
，
列
表
如
附
表
：

對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以
下
簡
稱

另
外
製
作
成
動
態
影
片
或
互
動
內
容

者
，
皆
屬
改
作
之
行
為
。

（二）
著
作
人
格
權

由
上
述
說
明
可
知
，
不
同
的
著
作
類

型
，
受
不
同
態
樣
的
著
作
財
產
權
保
護
，

但
﹁
著
作
人
格
權
﹂
不
因
著
作
類
型
不
同

而
有
所
區
別
，
此
種
權
利
係
專
屬
於
著
作

人
本
身
，
不
因
轉
讓
或
繼
承
而
改
變
，
永

久
有
效
。
著
作
人
格
權
之
具
體
內
涵
包
括

公
開
發
表
權
、
姓
名
表
示
權
、
禁
止
變
更

權
，
分
述
如
下
： 

1.  

公
開
發
表
權—

係
指
著
作
人
就
其
著
作

享
有
公
開
發
表
之
權
利
︵
著
作
權
法
第

一
五
條
︶
。

2.  

姓
名
表
示
權—

亦
即
署
名
權
，
係
指
著

作
人
於
著
作
之
原
件
或
其
重
製
物
上
或

於
著
作
公
開
發
表
時
，
有
表
示
其
本

名
、
別
名
或
不
具
名
之
權
利
；
著
作
人

就
其
著
作
所
生
之
衍
生
著
作
，
亦
有
相

同
之
權
利
︵
著
作
權
法
第
一
六
條
︶
。

3.  

禁
止
變
更
權—

著
作
人
享
有
禁
止
他
人

以
歪
曲
、
割
裂
、
竄
改
或
其
他
方
法
改

變
其
著
作
之
內
容
、
形
式
或
名
目
致
損

害
其
名
譽
之
權
利
︵
著
作
權
法
第
一
七

條
︶
。

附表　著作類別與利用權能對照表 作者整理

（註六）故
宮
︶
來
說
，
由
於
典
藏
文
物
絕
大
部
分

超
過
著
作
權
法
保
護
期
間
，
因
此
可
供
授

權
之
標
的
為
文
物
所
衍
生
之
﹁
著
作
及
其

權
能
﹂
，
目
前
以
﹁
攝
影
著
作
﹂
及
﹁
視

聽
著
作
﹂
此
兩
種
態
樣
為
主
。
由
附
表
可

知
，
在
攝
影
著
作
方
面
，
其
權
能
包
括
重

製
權
、
公
開
播
送
權
、
公
開
傳
輸
權
、
公

開
展
示
權
、
改
作
或
編
輯
權
、
散
布
及
出

租
權
；
在
視
聽
著
作
方
面
，
其
權
能
包
括

重
製
權
、
公
開
播
送
權
、
公
開
上
映
權
、

公
開
傳
輸
權
、
改
作
或
編
輯
權
、
散
布
及

出
租
權
，
以
下
就
該
等
權
能
本
於
著
作
權

法
第
三
條
分
述
如
下
：

1.  

重
製
權—

係
指
重
複
製
作
，
亦
即
複

製
︵copy

︶
之
權
利
，
並
非
﹁
重
新
製

作
﹂
之
意
；

2.  

公
開
播
送
權—

指
著
作
以
廣
播
、
有
線

及
無
線
電
視
等
方
式
向
公
眾
播
送
之
權

利
。
例
如
某
一
節
目
透
過
廣
播
或
某
一

影
片
透
過
電
視
向
不
特
定
多
數
人
播

放
，
則
屬
此
一
節
目
或
影
片
之
公
開
播

送
；
若
故
宮
藏
品
圖
像
於
此
影
片
中
被

使
用
而
隨
同
播
出
，
則
屬
另
一
著
作
之

公
開
播
送
；

3.  

公
開
上
映
權—

指
在
特
定
的
時
間
與
空

間
中
，
以
視
聽
機
等
設
備
對
公
眾
播
放

內
容
之
權
利
，
例
如
電
影
在
戲
院
上

映
、
︽
國
寶
娃
娃
歷
險
記
︾
在
展
會
現

場
的
螢
幕
對
觀
眾
播
放
、
一
段
影
片
在

會
議
室
播
放
給
與
會
者
觀
賞
等
，
皆
屬

公
開
上
映
。
需
注
意
者
為
，
僅
視
聽
著

作
方
有
公
開
上
映
權
之
適
用
；

4.  

公
開
傳
輸
權—

指
著
作
於
網
路
傳
輸
之

權
利
，
例
如
將
故
宮
藏
品
圖
像
或
影
片

放
在
﹁
網
際
網
路
﹂
或
﹁
電
信
業
者
之

通
訊
網
路
﹂
提
供
使
用
者
下
載
，
皆
屬

公
開
傳
輸
；

5.  

公
開
展
示
權—

指
向
群
眾
展
示
尚
未
對

外
發
行
之
著
作
的
權
利
，
例
如
博
物
館

展
出
所
典
藏
之
書
畫
、
器
物
等
美
術
著

作
，
即
屬
公
開
展
示
；

6.  

改
作
權—

指
投
入
創
意
，
以
原
著
作

為
基
礎
另
為
創
作
之
權
利
。
原
作
經

改
作
之
後
所
產
生
的
新
著
作
為
﹁
衍
生

著
作
﹂
，
其
與
原
著
作
分
別
獨
立
受
著

作
權
法
保
護
，
亦
即
兩
者
著
作
權
之
歸

屬
、
利
用
型
態
、
受
保
護
權
能
皆
可
能

有
所
不
同
；
例
如
擷
取
影
片
或
藏
品
圖

像
中
一
部
分
另
外
製
作
成
一
獨
立
影
片

或
圖
片
，
或
以
故
宮
靜
態
之
藏
品
圖
像

（V表享有完整權利，O表享有部分權利）

著作

權能

語文 音樂

戲劇

、

舞蹈

美術 攝影 圖形 視聽 錄音 建築
電腦

程式

表演

重製 V V V V V V V V V V O

公開

口述
V

公開

播送
V V V V V V V V V V O

公開

上映
V

公開

演出
V V V

報酬

請求權
O

公開

傳輸
V V V V V V V V V V O

公開

展示
V V V V

改作 V V V V V V V V V V

編輯 V V V V V V V V V V

出租 V V V V V V V V V V O

散布 V V V V V V V V V V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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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授權法律重心之變遷─從文化資產保存法到智慧財產權法

博物館學

申
請
註
冊
核
准
，
不
受
商
標
法
之
保
護
。

正
因
為
商
標
須
經
申
請
註
冊
核
准
方
可
使

用
，
在
權
利
期
間
便
有
其
限
制
，
依
我
國

商
標
法
規
定
，
商
標
權
保
護
期
間
為
十

年
，
到
期
後
可
申
請
延
展
，
每
次
延
展
期

間
為
十
年
︵
商
標
法
第
三
三
條
︶
。
而
商

標
的
形
式
多
元
，
任
何
具
有
識
別
性
之
標

識
，
以
文
字
、
圖
形
、
記
號
、
顏
色
、

立
體
形
狀
、
動
態
、
全
像
圖
、
聲
音
等
方

式
，
或
其
組
合
之
型
態
呈
現
者
，
皆
可
為

商
標
申
請
註
冊
之
範
圍
︵
商
標
法
第
一
八

條
︶
。
註
冊
完
成
之
商
標
標
示
於
商
品
或

服
務
上
，
可
使
自
己
提
供
的
商
品
或
服

務
，
與
他
人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有
所
區
別
，

產
生
識
別
性
，
讓
消
費
者
得
以
辨
認
，
此

一
﹁
識
別
性
﹂
為
商
標
的
核
心
概
念
。
因

此
，
所
申
請
註
冊
之
商
標
若
與
已
核
准
的

商
標
相
同
或
近
似
，
則
會
在
審
查
階
段
被

商
標
主
管
機
關
駁
回
。

（二）
品
牌
授
權
與
商
標
授
權

通
常
而
言
，
品
牌
標
識
成
為
註
冊
商

標
後
，
其
授
權
與
轉
授
權
，
始
受
法
律
保

障
。
品
牌
授
權
與
商
標
授
權
兩
者
之
關
係

在
於
，
﹁
品
牌
授
權
﹂
是
指
授
予
被
授
權

人
於
一
定
期
間
及
條
件
下
﹁
使
用
註
冊
商

﹁
著
作
權
法
﹂
為
藝
術
授
權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之
核
心
。
而
在
著
作
權
法
的
保
護
之

外
，
藝
術
授
權
行
為
若
與
品
牌
相
結
合
，

則
涉
及
商
標
領
域
，
其
所
衍
生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若
涉
及
市
場
競
爭
公
平
性
之
問
題
，

又
與
公
平
交
易
法
相
關
連
。
另
外
由
於
智

慧
財
產
權
有
國
際
公
約
作
為
框
架
式
之
規

範
，
因
此
權
利
人
得
以
主
張
以
他
國
法
律

而
享
有
同
等
保
護
，
其
中
以T

R
IPs

協
定
最

為
廣
泛
使
用
。

藝
術
授
權
的
相
關
法
律
隨
時
代
演

變
，
重
心
亦
不
斷
更
迭
。
以
下
圖
︿
翠

玉
白
菜
﹀
為
例
觀
察
藝
術
授
權
的
發
展
過

程
，
可
知
其
進
程
係
從
﹁
原
始
的
文
物
典

藏
﹂
到
﹁
初
級
複
製
品
加
工
﹂
乃
至
﹁
創

意
商
品
設
計
﹂
，
相
應
地
在
法
律
保
護

上
，
重
心
也
從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法
轉
移
到

智
慧
財
產
權
法
，
並
由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發

展
法
擔
任
中
間
承
先
啟
後
的
樞
紐
角
色
，

圖
示
如
下
：

展
望
未
來
，
故
宮
身
為
臺
灣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之
領
頭
羊
，
宜
趁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勃
興
之
際
，
與
智
慧
財
產
主
管
機
關
共

同
合
作
，
透
過
智
慧
財
產
觀
念
之
推
廣
，

為
藝
術
授
權
之
法
律
觀
念
紮
根
。
本
文
認

故宮與法藍瓷及金門酒廠合作開發經典高粱紀念酒　本院文創行銷處提供

二
、 

商
標
法
：
保
護
文
物
典
藏
機
構
之

註
冊
商
標
、
維
護
品
牌
權
益

（一）
商
標
概
述

不
同
於
著
作
權
採
創
作
保
護
主
義
，

商
標
權
係
採
註
冊
保
護
主
義
，
亦
即
非
經

標
﹂
之
權
利
，
使
消
費
者
將
被
授
權
人
之

產
品
或
服
務
與
特
定
品
牌
形
象
連
結
，
進

而
達
到
品
質
保
證
之
效
果
。
若
以
未
經
註

冊
核
准
之
標
識
作
為
品
牌
象
徵
，
在
遇
到

品
牌
仿
冒
等
法
律
爭
議
時
，
則
無
從
主
張

自
身
權
利
。

品
牌
授
權
乃
出
於
經
營
上
的
策
略

考
量
。
以
故
宮
為
例
，
故
宮
身
為
商
標
權

利
人
，
藉
由
授
權
品
牌
予
擁
有
成
熟
產
品

線
與
國
內
外
通
路
之
企
業
進
行
雙
品
牌
行

銷
，
不
但
可
成
功
拓
展
故
宮
創
意
商
品
的

銷
售
管
道
，
更
能
發
揮
異
業
結
盟
之
加
乘

效
果
，
並
進
一
步
邁
向
國
際
化
。
例
如
故

宮
為
慶
祝
九
十
週
年
院
慶
及
南
院
開
館
，

特
別
與
法
藍
瓷
及
金
門
酒
廠
合
作
，
藉
由

院
藏
文
物
為
創
意
發
想
之
基
礎
，
以
法
藍

瓷
瓶
盛
裝
陳
年
金
門
高
粱
，
此
一
經
典
紀

念
酒
系
列
遂
成
為
故
宮
又
一
具
時
代
意
義

的
文
創
商
品
。

三
、 

公
平
交
易
法
：
保
護
文
物
衍
生
商

品
於
市
場
上
的
公
平
競
爭

站
在
藝
術
授
權
之
角
度
，
著
作
權
法

及
商
標
法
旨
在
規
範
授
權
標
的
︵
亦
即
著

作
或
商
標
︶
之
使
用
，
而
經
由
授
權
所
產

製
的
商
品
或
提
供
的
服
務
，
若
在
銷
售
方

面
涉
及
競
爭
是
否
公
平
之
問
題
，
則
由
公

平
交
易
法
解
決
。
例
如
該
法
明
訂
，
不
當

使
用
著
名
他
人
姓
名
、
公
司
名
稱
、
商
標

等
表
徵
，
而
造
成
混
淆
誤
認
者
，
屬
仿
冒

行
為
︵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二
二
條
︶
，
影
響

交
易
秩
序
之
欺
罔
或
顯
失
公
平
之
行
為
，

亦
在
禁
止
之
列
︵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二
五

條
︶
，
若
有
違
反
，
則
將
受
罰
鍰
等
其
他

行
政
處
罰
。

故
宮
若
在
文
物
衍
生
商
品
銷
售
時
遭

遇
盜
版
仿
冒
情
事
，
例
如
購
物
網
站
曾
出

現
的
朕
知
道
了
餐
巾
紙
、
朕
知
道
了
皮
帶

等
商
品
，
乃
未
經
故
宮
合
法
授
權
而
自
行

生
產
製
造
者
，
其
造
成
市
場
交
易
秩
序
混

亂
，
使
消
費
者
混
淆
誤
認
，
則
屬
公
平
交

易
法
之
管
轄
範
圍
。

四
、
與
貿
易
有
關
之
智
慧
財
產
權
協
定

正
由
於
智
慧
財
產
權
之
流
通
性
高
，

交
易
區
域
經
常
跨
越
國
界
，
因
此
國
際
上

對
於
﹁
智
慧
財
產
之
授
權
﹂
有
國
際
公
約

加
以
規
範
，
例
如
前
述
的T

R
IP

s

協
定
為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W

T
O

︶
多
邊
協
定
之
一

項
，
故
為
所
有W

T
O

之
會
員
國
所
遵
守
，

且
各
會
員
國
皆
有
權
將
此
一
協
定
之
條
款

參
酌
國
情
，
內
化
為
各
自
的
國
內
法
，
如

此
一
來
，
各W

T
O

會
員
國
之
智
慧
財
產
權

法
實
則
異
中
求
同
，
同
中
存
異
。

對
藝
術
授
權
而
言
，
當
涉
及
跨
國
授

權
或
是
跨
國
盜
版
仿
冒
等
本
國
法
律
管
轄

以
外
之
情
事
時
，
透
過T

R
IP

s

協
定
，
國

與
國
之
間
有
了
共
同
的
行
為
準
則
，
可
以

為
國
際
貿
易
以
及
權
利
維
護
提
供
更
多
保

障
。
例
如
我
國
與
大
陸
地
區
雖
然
分
屬
不

同
法
律
管
轄
，
但
透
過T

R
IPs

協
定
的
﹁
國

民
待
遇
原
則
﹂
，
大
陸
地
區
應
以
保
護
本

國
著
作
之
程
度
保
護
我
國
之
著
作
，
亦
即

我
國
之
著
作
在
大
陸
地
區
亦
受
﹁
大
陸
地

區
之
著
作
權
法
﹂
保
護
。
有
鑑
於
此
，
若

在
大
陸
地
區
發
生
仿
冒
盜
版
等
侵
害
我
國

著
作
權
之
情
事
時
，
仍
可
依
照
大
陸
地
區

之
規
定
進
行
民
事
、
刑
事
或
行
政
之
救

濟
。

結
論
與
建
議

藝
術
授
權
之
演
變
自
﹁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法
﹂
、
﹁
文
化
創
意
發
展
法
﹂
至
﹁
智

慧
財
產
權
法
﹂
，
其
所
標
誌
者
為
傳
統
向

現
代
、
有
形
向
無
形
、
典
藏
向
授
權
逐
步

演
進
的
過
程
。
時
至
今
日
，
藝
術
授
權
已

與
智
慧
財
產
權
緊
密
結
合
，
其
中
更
以

上：國立故宮博物院本院商標
下：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院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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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
目
前
首
要
任
務
在
於
﹁
著
作
權
的
認

識
﹂
及
﹁
契
約
意
識
的
普
及
﹂
：
在
﹁
著
作

權
法
的
認
識
﹂
方
面
，
因
為
藝
術
授
權
之

標
的
是
﹁
著
作
及
其
權
能
﹂
，
且
智
慧
財

產
具
有
無
形
性
，
因
此
必
須
以
契
約
條
款

詳
細
描
述
標
的
內
容
及
授
權
條
件
，
始
能

明
確
雙
方
交
易
內
容
及
權
利
義
務
；
若
對

著
作
權
法
概
念
不
熟
悉
，
則
難
以
掌
握
授

權
標
的
之
性
質
與
權
能
，
容
易
造
成
授
權

時
的
誤
判
，
衍
生
法
律
糾
紛
；
在
﹁
契
約

意
識
的
普
及
﹂
方
面
，
由
於
藝
術
授
權
多

以
智
慧
財
產
權
為
標
的
，
而
此
等
權
利
具

有
易
複
製
性
、
流
通
便
利
性
高
等
特
徵
，

使
用
過
程
稍
有
疏
漏
即
可
能
構
成
侵
權
，

因
此
契
約
條
款
至
為
重
要
；
更
進
一
步
，

應
養
成
在
契
約
中
解
決
問
題
之
習
慣
，
如

此
才
能
發
揮
契
約
規
範
最
大
的
功
能
。

目
前
藝
術
授
權
之
重
心
已
演
進
到
智

慧
財
產
授
權
，
相
信
本
於
著
作
權
所
形
成

的
藝
術
授
權
模
式
，
能
為
故
宮
文
創
行
銷

以
及
臺
灣
文
創
產
業
貢
獻
更
多
﹁
創
藝
﹂

能
量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文
創
行
銷
處

註
釋

1.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法
第
六
九
條
：
﹁
公
立
古

物
保
管
機
關
︵
構
︶
為
研
究
、
宣
揚
之
需

要
，
得
就
保
管
之
公
有
古
物
，
具
名
複
製

或
監
製
。
他
人
非
經
原
保
管
機
關
︵
構
︶

准
許
及
監
製
，
不
得
再
複
製
。
﹂

前
項
公
有
古
物
複
製
及
監
製
管
理
辦
法
，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2. 

公
有
古
物
複
製
及
監
製
管
理
辦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
﹁
古
物
之
複
製
，
指
依
古
物
原

件
予
以
原
尺
寸
、
原
材
質
、
原
色
、
原
貌

再
製
作
者
。
﹂

3.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發
展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前

段
。

4.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發
展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

﹁
本
法
所
稱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
指
︙
下
列

產
業
：
一
、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
二
、
音

樂
及
表
演
藝
術
產
業
、
三
、
文
化
資
產

應
用
及
展
演
設
施
產
業
、
四
、
工
藝
產

業
、
五
、
電
影
產
業
、
七
、
出
版
產
業
、

六
、
廣
播
電
視
產
業
、
八
、
廣
告
產
業
、

九
、
產
品
設
計
產
業
、
十
、
視
覺
傳
達
設

計
產
業
、
十
一
、
設
計
品
牌
時
尚
產
業
、

十
二
、
建
築
設
計
產
業
、
十
三
、
數
位

內
容
產
業
、
十
四
、
創
意
生
活
產
業
、

十
五
、
流
行
音
樂
及
文
化
內
容
產
業
、

十
六
、
其
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之
產

業
。
﹂

5. 

詳
見
經
濟
部
智
慧
財
產
局
公
布
的
各
項
著

作
內
容
例
示
：h

ttp
://w

w
w

.tip
o

.g
o

v.
tw

/c
t.a

sp
?xIte

m
=

332403&
c

tN
o

d
e

=
7011&

m
p

=
1

︵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
二○

一
五
年
六
月
二
八
日
︶

6. 

由
於
表
演
者
著
作
非
屬
傳
統
著
作
權
之
保

護
範
圍
，
其
所
享
有
的
是
﹁
類
似
﹂
著
作

權
之
鄰
接
權
，
故
權
能
限
制
較
多
。

藝術授權重心變遷示意圖　作者製

清　翠玉白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翠玉白菜仿製品 翠玉白菜創意商品：翠玉白菜傘

【文化資產保存法】
        承先啟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 

【智慧財產權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