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孩子合法抓貼用
─爸媽加油讚【家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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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得到的不等於免費

網路資源五花八門，只要動動手指，就可以馬上複製、上傳、下載或轉貼
各種影片、音樂、圖片、照片，以及文章等資料，許多孩子因此形成錯誤
觀念，以為網路上的資料是可以任意使用的免費寶庫。尤其身處社群網路
時代，孩子往往看到新奇有趣或自己喜歡的影音圖文，就迫不急待地要與
朋友分享，殊不知一個簡單的按鍵動作，可能帶來觸法的風險，因為網路
上的資料仍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

�.知法守法避免誤觸法網

由於孩子們通常對法律不甚了解，以至從小學生、中學生到大學生，侵犯
著作權的案件時有所聞，當中甚至有國中生因為免費提供流行音樂下載而
被移送少年法庭的實例。因此，面對習慣上網分享與下載各式資訊的孩子
們，家長應教導他們認識著作權，培養正確的使用網路資源觀念，以免孩
子誤觸法網。

孩子愛轉貼分享，小心誤觸法網一、概念篇

�.違法可處有期徒刑

臺灣採創作主義《著作權法》，也就是當一份著作完成時，不須作者提出
申請，就自動受到法律的保障。而一旦構成侵權，以學生最常犯的轉貼、
提供分享下載的侵權行為為例，依法可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萬元以下罰金。

概念篇：孩子愛轉貼分享，小心誤觸法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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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裝置中毒、資料遭竊等風險二、影響篇

�.惡意軟體風險高

孩子們可能為了玩線上遊戲、編修自拍照片而下載盜版軟體；或是為
了觀賞熱門電影、學唱流行歌曲，而去抓取盜版影音。這些未經合法
且正式授權的軟體與影音資源，除了涉及如前所述的違反《著作權
法》以外，也很有可能潛藏各種惡意程式碼在其內，一旦下載或安
裝，可能導致電腦或手機裝置的速度變慢、異常耗電、發燙、文件無
法開啟，甚至是重要檔案遭竊、個人資料被盜用、裝置帳戶遭到入侵
與監控等嚴重問題。

�.網路上絕大多數的盜版資源通常都有問題

網路上出現了一種偽裝成盜版電影片源的特洛伊木馬病毒，只要有人
不慎透過個人電腦下載到這個病毒，個人隱私與資訊都會被駭客看光
光。【摘自yahoo！新聞����/��/��】

�.惡意應用程式（App）恐暴露個資及加快耗電

根據資安大廠研究發現，GooglePlay商店上，發現有��款應用程式
（App），共被下載超過上億次，但已經遭到惡意軟體感染，可能會
盜取用戶的個資數據，甚至造成手機無故發燙或耗電量異常。【摘自
ETtoday新聞雲����/��/��】

影響篇：具有裝置中毒、資料遭竊等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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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分享連結，也可能侵權觸法三、注意篇

注意篇：只是分享連結，也可能侵權觸法

▌導正錯誤的觀念

每當發生侵權案件時，涉案者不分年齡層經常會問道：「只是下載上傳怎
會觸法？」、「只是分享連結的網址怎會違法？」、「熱心字幕組也不行
嗎？」……等，凸顯民眾對著作權似是而非的觀念。下頁表格列舉常見的
錯誤觀念與行為，可供家長參考並分享孩子正確的知識。

可能的錯誤行為

▲寫作業時，直接將網路資料複製與貼上。
▲任意從網路下載自己喜愛的電影或歌曲來欣賞。
▲將自己喜愛的流行歌曲作為上傳到網路作為背景音樂或提供下載。
▲看到別人的好文章，或有趣、漂亮的照片，就擅自複製到自己的社
　群網頁上分享。

實際的狀況錯誤的觀念

只 是 自 己 瀏 覽 或 使 用 ， 不 對
外分享，就沒有侵權問題。

若 分 享 的 是 瀏 覽 或 下 載 人 次
很高的著作，就不會違法。

只 分 享 給 社 群 網 站 上 的 特 定
朋友，並不會違法。
只 是 分 享 連 結 ， 沒 有 轉 貼 內
容，就不會違法。

凡 盜 用 他 人 著 作 ， 或 使 用 非
法軟體，皆屬違法行為。

若 未 經 原 作 者 同 意 ， 著 作 權
人仍然可以提告。

即 使 是 有 很 多 人 瀏 覽 或 下 載
的 著 作 ， 也 可 能 是 網 友 上 傳
的侵權檔案。

社 群 網 站 或 應 用 軟 體 猶 如 公
告 欄 ， 若 分 享 的 著 作 或 連 結
涉及侵權，就可能觸法。

轉 貼 時 ， 只 要 註 明 來 源 出
處，就不會違法。

不 論 是 否 營 利 ， 都 可 能 涉 及
侵權。

只 要 沒 有 收 費 ， 而 是 免 費 提
供下載，就是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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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著作權法》的立法目的除了保障著作人的權益外，還包括調
和社會公共利益與促進國家文化發展，因此，法規也明訂排除保障
的範圍，並允許社會大眾對他人著作進行合理使用。雖然這些法規
條文可能較為複雜且無法針對個別情況提供明確答案，不過，以下
通則可以幫助孩子們更安全地引用與分享，避免誤觸法網。

▌避免觸法的通則

教孩子使用合法軟體，並認識合理使用四、法寶篇

�.使用或下載合法軟體
如果您同意孩子玩線上遊戲，或使用照片編輯軟體，請幫他們購買正版軟
體，或上網搜尋相關的免費共享軟體、官方軟體來安裝使用。同時，也要
告訴孩子，如果要在線上收聽流行音樂或觀看熱門電影，應該至合法的線
上影音平臺，支持合法授權的著作作品，千萬不要為了省小錢鋌而走險。

�.引用、轉貼分享前，要先讀與問
請教導孩子，如果要引用或分享任何著作前，應注意下列要點：

法寶篇：教孩子使用合法軟體，並認識合理使用

閱讀網站授權標示：許多網站標有著作權／版權聲明，請詳細閱讀，並
遵照指示使用這些網站的資料。

徵求原創同意：可透過與著作權人聯繫，得到同意後再使用，並標明其
姓名或名稱，以及資料出處。

避免全文抄襲或轉貼：《著作權法》判斷是否合理使用的標準包含使用
目的與質量等。所以，若是非營利、少量且標明出處的引用，較能主張
合理使用，但並不代表不會被提告，最好還是清楚註明出處，避免全文
或整段的抄襲、轉貼。

請參考經濟部智慧財產局（http://www.tipo.gov.tw）「著作權」相關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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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公文、純新聞報導、古人名作，可自由使用
《著作權法》排除保護的範圍主要包括：法規、政府公文、通用的符號、
名詞與圖表、單純傳達事實的新聞報導（通常不含新聞評論）、國家考試
題目，以及逝世超過��年以上的前人著作。因此，這些是大眾皆可以自由
使用的內容。

�.CC授權的著作可善用
近年來，國內外有些創作者將自己的著作採用CC授權（Creative Commons），
在保留部分的著作權下，讓大家在簡易明確的範圍內，自由運用他們的創作。例
如：註明出處、非商業性、禁止改作、相同方式分享；而本系列手冊即為一實
例。所以，您可以教導孩子：

�.鼓勵孩子自己創作
鼓 勵 孩 子 多 搜 尋 閱 讀 不 同 觀 點 的 資 料 ， 並 於 分 析 比 較 後 ， 加 上 自 己 的 看
法；或重新以自己的用語表達相似的概念，成為新的創作，這樣不但免去
觸法的疑慮，而且還能享有法規的保護。※因為《著作權法》保護的是，
將想法、概念或發現表達出的語言、文字或圖像等著作，而不是抽象的想
法、概念或發現。

法寶篇：教孩子使用合法軟體，並認識合理使用

查看這個網頁上是否有CC授權的標識  　　　 。若有，就不須特別徵
詢著作權人的同意。

搜尋CC授權的著作來使用。※各種CC授權條款與CC著作的搜尋，請
參考cc台灣社群（https://tw.creativecommons.net/hom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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