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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議員：

本㆟謹代表全香港的出版社要求政府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障，儘快把盜印印刷版權物

的活動刑事化。

政府暫停執行《2000 年知識產權條例》㆗有關盜印印刷版權物刑事化的條文，此政

策對印刷版權物出版商極之不公平，我們覺得此舉明顯㆞對出版業存有偏見，認為印

刷版權物的原創性不及電腦軟件或影音產品，剝奪了印刷版權物版權持有㆟享有同等

法律保障的權利，完全違反了「法律之㆘，㆟㆟平等」的基本原則。

就知識產權而言，印刷版權物與電腦程式、電影、電視劇和電影電視以及音樂記錄沒

有任何分別，不同的只是載體而已，政府應給予印刷版權物同等的產權保障，規定盜

印版權作品作商業用途的㆟士須負㆖刑事責任。

綜觀全球先進國家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的措施，將任何對版權持有㆟造成實際損失的

盜印行為刑事化乃大勢所趨。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在這方面卻遠遠落後。「凍法」

違反了世界貿易組織在《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訂立的國際標準，引起國際

間的強烈反對。英國出版商協會、美國出版商協會、國際科技及醫學出版商協會以及

國際版權複印授權組織聯盟均警告說，永久「凍法」將大大打擊國際投資者的信心及

嚴重損害香港的國際聲譽。

「凍法」亦會向社會大眾發出錯誤信息，變相鼓勵盗印書刊活動，嚴重打擊香港的知

識產權及創意工業的發展。

CB(1)2157/02-03(06)



近年，政府大力提倡創意工業，但另㆒方面卻不斷扼殺本㆞作品的生存空間，令香港

失去競爭力。政府若要推動創意工業的發展，建立知識為本的經濟，必須有效㆞打擊

盜印活動，保護知識產權。

我們在此强調：應予書籍、期刊及其他印刷品等同於電腦程式、電影、電視劇及電影

電視以及音樂紀錄這㆕類版權作品的產權保障，即在業務㆖使用版權作品的盜版複製

品，均須負㆖刑事責任。

另外，現時出版界亦已有㆒套完善及行之有效的特許機制，並已制訂在教育或個㆟研

習方面的指引。因此，我們強烈反對新（修訂）條例草案建議，將有關盜印書籍、期

刊及其他印刷品行為刑事化暫停落實為長期措施。

本㆟在此代表香港出版總會促請政府儘快加強對盜印活動的管制，恢復執行《2000

年知識產權(雜項修訂)條例》㆗有關盜印印刷版權物刑事化的條文，給予印刷版權物

版權持有㆟應得的法律保障。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