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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對「更新香港版權制度公眾諮詢文件」的建議 

 
1.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歡迎特區政府就更新香港版權制度進行公

眾諮詢。廠商會認同，健全的版權制度是創意產業和科研發展的

重要基石，與業界的營商活動以及巿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當

前科技的進步一日千里，知識型經濟和網絡經濟發展迅猛；在這

個資訊傳播方式日新月異、創意活動層出不窮以及社會和經濟形

態急劇改變的年代，新的版權議題層出不窮，香港必須不時更新

版權制度，確保本地的知識產權制度能與時並進和便利營商。 

事實上，特區政府早於 2006年就開始版權條例的修訂工作，

惟至今仍未竟全功。在過去十多年間，時移世易，不少海外司法

管轄區已就其版權制度推行了改革。從維持國際競爭力的角度

看，香港必須奮起直追，不能再任由本地的版權保障工作落後於

世界潮流和科技發展的形勢。毫無疑問，完善版權相關的法律制

度乃本港刻不容緩的當前要務；這亦是香港響應國家「十四五規

劃」的戰略部署、打造區域知識產權交易中心的應有之義。 

 

2. 在公眾諮詢文件中，政府提議以《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為基礎來探討香港版權制度的更新方向；當中提出的主要立法建

議包括：賦予版權擁有人科技中立的專有傳播權利，並訂定相關

侵權行為的刑事法律責任；為戲仿、諷刺、營造滑稽及模仿，評

論時事以及引用版權作品等三大類別目的提供公平處理豁免；透

過修訂和擴闊豁免範圍，便利網上學習、圖書館、檔案室、博物

館運作，以及聲音紀錄媒體轉換等使用版權作品模式；增訂安全

港條文，以鼓勵聯線服務提供者與版權擁有人合作打擊網上盜版

活動；以及為民事索償案件增加法定因素等。 

廠商會支持《2014年條例草案》所載的各項主要立法建議，

並認同該草案是政府、立法會、版權擁有人、服務提供者、版權

使用者和社會大眾等各方經過多年討論所達致的共識，能夠平衡

不同持份者的權益。對於政府現階段擬聚焦處理《2014年條例草

案》中尚未完成、最迫切和根本的議題，本會認為這是務實而具

效率的做法，既有助於配合香港當前的發展所需，亦能為日後持

續完善本港版權制度的工作提供一個新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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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鑒於世界各地大部分司法管轄區仍按照一系列的指明目的和情

況在其法例中訂明所有的版權豁免，廠商會贊成本港現階段仍應

繼續沿用在版權法例中盡列所有豁免的既定做法。但值得留意的

是，一些在創意產業和科技發展上領先的經濟體，包括美國、新

加坡、南韓和以色列等，已不在其法例中詳盡列出所有為侵權行

為提供豁免的目的和情況，並會以公平使用作為處理豁免的重要

考慮因素。 

本會建議，政府一方面應繼續密切關注國際版權制度發展的

趨勢，另一方面亦可探討能否引入更具彈性的安排，例如定期就

版權條例中羅列的豁免事項進行檢討和擴充，並以較為簡化便捷

的方式對相關法例條文作出「快速」修訂；藉此構建具開放性、

動態的豁免制度，以及時地反映和配合創科的發展與市場的變

化，在維持法例的明確性與靈活性以及產權保護與言論和表達自

由之間取得更好的平衡。 

 

4. 考慮到在商業運作中維護立約自由的重要性，加之當前本地並無

實證顯示合約凌駕性條款會導致版權作品使用者因無法使用法

律提供的豁免而利益受損，本會贊成維持現行做法，不干預版權

擁有人與使用者議定的合約安排。 

 

5. 本會認為，現時的《版權條例》已有多項處理網上侵犯版權活動

的條文，足以有效打擊非法串流裝置，故《版權條例》並無必要

增加特定條文，以規管用於從互聯網上取得未獲授權內容的裝置

(包括機頂盒和相關應用程式)。另一方面，鑒於《高等法院條例》

現時已可讓版權擁有人就網上侵犯版權行為申請強制令，加上為

避免引發公眾對資訊自由的關注，本會亦認同現階段不應在《版

權條例》中引入專為版權而制定的司法封鎖網站機制。 

 

 

 

2022年 2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