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

及授權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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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智條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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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沿革 一| 

立法依據─ 《原住民族基本法》 
94年2月5日公布 

第 10 條  

政府應保存與維護原住民族文化。 

第 13 條  

政府對原住民族傳統之生物多樣性知識及智慧創
作，應予保護，並促進其發展；其相關事項，另
以法律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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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沿革 一| 

立法目的─ 《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  
96年9月13日通過 

第 11 條  
1. 原住民族有權奉行和振興其文化傳統與習俗。這包括有權保持、保護

和發展其文化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表現形式，如……..等等。  
2. 各國應通過與原住民族共同制定的有效機制，對未事先獲得他們自由

知情同意，或在違反其法律、傳統和習俗的情況下拿走的原住民族文
化、知識、宗教和精神財產，予以補償，包括歸還原物。 

第 31 條  
1. 原住民族有權保持、掌管、保護和發展其文化遺產、傳統知識和傳統

文化體現方式，以及其科學、技術和文化表現形式，包括…..。他們還
有權保持、掌管、保護和發展自己對這些文化遺產、傳統知識和傳統
文化體現方式的知識產權。  

2. 各國應與原住民族共同採取有效措施，確認和保護這些權利的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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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沿革 一| 

96.12.26                    

原民族傳

統智慧創

作保護條

例 

104.1.8                       

原住民族

傳統智慧

創作保護

實施辦法 

104.3.13                      

原住民族

傳統智慧

創作保護

共同基金

收支保管

及運用辦

法 

104.11.12                      

原住民族

傳統智慧

創作專用

權申請案

審議作業

要點 

104.11.13 

原住民族傳統

智慧創作專用

權認證標記授

與及管理作業

要點 

證書核發及管

理作業要點 

財產權專屬授

權登記作業要

點 

法規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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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沿革 一| 

97年 

研擬「原住

民族傳統智

慧創作保護

條例」相關

子法 

99年 

辦理專家學者

座談會，執行

傳智條例相關

子法草案編修 

 

100至102年 

輔導14族群

提出傳智專

用權申請案，

試行子法可

行性 

104至108年 

輔導12族群

提出95項傳

智專用權申

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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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歷程 



法規內涵 二| 

原住民族傳統 

智慧創作 

宗教 

祭儀 
音樂 

舞蹈 

歌曲 

雕塑 

編織 

圖案 

服飾 

民俗技

藝 

其他文

化成果

之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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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創作種類【傳智條例§3、傳智實施辦法§2】 



「羽毛」 
象徵崇高地位，具有保
護部落的意義，代表原
民族的山林文化 

「海洋」 
象徵孕育與激盪各原住民
文化生活、祭儀與歌舞的
搖籃，代表原住民族的海
洋文化 

「無限符號」 
象徵從古至今的創作者以
無線循環與不斷重生的創
造形式來傳承文化智慧 

「整體」 
意義為永恆山海的守護者 

專用權標記 

二| 法規內涵 

10 



法規內涵 二| 
智慧創作專用權利【傳智條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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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權 

•專有公開發表 

•專有表示專用權人名稱 

•專有禁止他人以歪曲、割裂、竄改或其他方法改變其智慧創作之內容、形式或名目致損害其名譽 

財產權 

•以特定民族、部落或全部原住民族名義，專有使用及收益其智慧創作之財產權，並行使前項之權

利 

•原住民就其所屬民族、部落或全部原住民族之智慧創作，得使用收益 



法規內涵 二|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 

專用權 
智慧財產權 

（著作、商標、專利） 

集體性權利 
永久性保護 

個體性權利 
無永久性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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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比較 



申請人: 
原住民族或部落 

選任代表人: 
應具有原住民身分，
為申請智慧創作之原
住民族或部落成員 

申請程序與步驟: 
備妥申請書、說明書
及圖說向原住民族委
員會提出申請 

原住民族委員會受
理，進入審議程序，
組成審查小組 

召開審議會委員
會議之會前會(本
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審
議後，備具理由作
成審定書送達代表
或代理人 

不予登記 

准予登記及公告 

原住民族委員會核發
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

證書、標記 

召開正式審議會
議委員會議(至現
場或指定地點實
地勘查) 

持續輔導及協助
申請人依會議決
議補正 

審查機制 三| 
審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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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足以表現出應認定歸屬之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個性特徵，及應與
該原住民族或部落之環境、文化、社會特質具有相當程度之關聯
性，而足以代表其社群之特性。 
 
 
2 、應具有世代相傳之歷史性，該世代未必須有絕對之時間長度，
成果表現亦無須具有不變或固定之成分。但申請之原住民族或部
落，應說明申請時對於該智慧創作之管領及利用狀態。 
 
 
3、應能以客觀之形式表現，且不以附著於特定物質或材料者為限。 

「與社群之關聯性」 

「歷史性」 

「客觀性」 

審查機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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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基準【傳智實施辦法§23】 



 
 
1、智慧創作經認定屬於申請人者，應准予登記，並自登記之日起，
由申請人取得智慧創作專用權。 
 
 
2 、智慧創作經認定屬於申請人及其他特定原住民族或部落者，自登
記之日起，由申請人及其他特定原住民族或部落共同取得智慧創作專
用權。 
 
 
3 、智慧創作不能認定屬於特定原住民族或部落者，應登記為全部原
住民族，並自登記之日起，由全部原住民族取得智慧創作專用權。 

「申請人」 

「申請人及其他族群」 

「全部原住民族」 

審查機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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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權歸屬【傳智條例§7】 



執行成果 

【以民族別分】                                   【以種類分】 

序號 民族別 件數 

1 阿美族 28 

2 賽德克族 20 

3 鄒族 18 

4 賽夏族 13 

5 排灣族 11 

6 魯凱族 9 

7 邵族 7 

8 噶瑪蘭族 6 

9 拉阿魯哇族 5 

10 卑南族 4 

11 布農族 4 

12 卡那卡那富族 3 

13 撒奇萊雅族 3 

14 達悟族 2 

合計 133 

序號 種類別 件數 

1 歌曲 50 

2 其他文化成果之表達 40 

3 宗教祭儀 36 

4 圖案 22 

5 舞蹈 18 

6 服飾 13 

7 編織 11 

8 民俗技藝 9 

9 雕塑 7 

10 音樂 2 

【備註】各申請案種類不以1類為限，故種類件數總
和與申請件數總和不同。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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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受理情形 



執行成果 

【以民族別分】                         【以種類分】 
序號 民族別 件數 

1 賽德克族 18 

2 阿美族 12 

3 魯凱族 6 

4 鄒族 6 

5 邵族 6 

6 賽夏族 5 

7 噶瑪蘭族 4 

8 排灣族 3 

9 卑南族 3 

10 卡那卡那富族 3 

11 拉阿魯哇族 1 

合計 67 

序號 種類別 件數 

1 歌曲 24 

2 圖案 17 

3 其他文化成果之表達 16 

4 宗教祭儀 13 

5 舞蹈 12 

6 編織 11 

7 服飾 8 

8 雕塑 7 

9 民俗技藝 6 

10 音樂 1 

【備註】各申請案種類不以1類為限，故種類件數總
和與審查通過件數總和不同。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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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權審查通過情形 



執行成果 四| 

107年2月22日 

台中市政府V.S 

阿美族馬太鞍部落 

簽訂巴拉告捕魚工法
智慧創作專用權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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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權授權情形 
專用權人 標的名稱 授權單位 

阿美族奇美部落 阿美族奇美部落Pawali─Ciopihay歌曲舞蹈 新北市立金山高中、中央教會 

阿美族奇美部落 阿美族奇美部落勇士（Ciopihay）服飾 新北市立金山高中、中央教會 

阿美族馬太鞍部落 
阿美族馬太鞍部落Palakaw-巴拉告傳統捕魚

技藝工法 
臺中市政府(悅暉行銷)、廣東省

立博物館 

噶瑪蘭族 噶瑪蘭族木雕圖紋temiqal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莊加政建築

師事務所) 

鄒族 yxsx no cou 男女傳統服飾 
原住民族委員會(悅暉行銷)、原

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鄒族特富野社 

tohpxngx(歷史頌) 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kuba no cou tfuya /鄒族特富野社男子會所 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meesi no ton´ u(粟作祭儀) 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卡那卡那富族 

Kanakanavu tamna tikuru (卡那卡那富族
傳統服飾)、 

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Kanakanavu Mikong(卡那卡那富族米貢祭) 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拉阿魯哇族 
聖貝祭之「malalalangu (準備歌)」、

「lualikihli (薯榔歌)」及「mitungusu (跳
舞歌)」 祭歌 

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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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流程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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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凝聚申

請共識 

撰寫申請書

並備齊文件 

向原民會 

提出申請 

經審議程序

修正與審定 

成立共同基

金管委會 

銀行開戶管

理共同基金 



遭遇困難 六| 

申請

階段 

 族群人數較多、
地域範圍較廣
之民族或部落，
代表人選任困
難 

 部落無相關人
力撰寫申請書
表 

審查
階段 

申請書表應備
內容難以依審
議基準加以詮
釋 

部份申請種類
難以確認其關
聯性或獨特性 

執行

階段 

授權及合理使
用之界線難有
共識 

合理使用之認
定，缺少完整
性之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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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作為 七| 

 進用專業人才輔導原住民族或部落取得智慧創作專用權 

 補助大專院校辦理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人才培育 

 建置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資訊網 

 辦理非特定對象媒體宣傳及教育單位、公部門課程研習 

 辦理研討會或焦點座談以研修條例及其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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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疑似侵權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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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如何合理使用 

28 



29 

涉及原住民文化表達之商標審查原則 

• 105年8月 

涉及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之專利申請案處

理原則 

• 106年6月26日 

事件之後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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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權 

【傳智條例§10】 

•智慧創作專用權人除法律

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

外，應以特定民族、部落

或全部原住民族名義，專

有使用及收益其智慧創作

之財產權，並行使前項

（人格權）之權利。 

•原住民就其所屬民族、部

落或全部原住民族之智慧

創作，得使用收益，不受

前項及第十四條規定之限

制。 

授權 

【傳智條例§13】 

•智慧創作專用權人得將智

慧創作財產權授權他人使

用；其授權使用之地域、

時間、內容、使用方式或

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

定；其約定不明部分，推

定為未授權。 

非營利使用 

【傳智條例§16】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使用已公開發表之智慧創

作：一、供個人或家庭為

非營利之目的使用者。二、

為報導、評論、教育或研

究之必要使用者。三、為

其他正當之目的，以合理

方法使用者。 

•前項之使用，應註明其出

處。但依使用之目的及方

法，於智慧創作專用權人

之利益無損害之虞，且不

違反社會使用慣例者，不

在此限。 



肆、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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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 

共存 

收益 

尊重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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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智網      https://www.titic.apc.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