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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摘要資料摘要資料摘要資料摘要

有關點對點檔案共用及侵犯版權的事宜有關點對點檔案共用及侵犯版權的事宜有關點對點檔案共用及侵犯版權的事宜有關點對點檔案共用及侵犯版權的事宜

1.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1.1 本資料摘要旨在向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提供資料，說明

有關點對點網絡非法共用版權物品檔案的事宜。該等事宜包括：

(a) 點對點檔案共用系統的一般特點；

(b) BitTorrent (BT)的運作特點；

(c) 非法共用檔案的問題；

(d) 非法共用檔案的民事責任；及

(e) 非法共用檔案的刑事責任。

1.2 第 (c)至 (e)項的討論會參考美利堅合眾國（下稱 "美國 "）的
經驗。選定美國為研究對象，是由於檔案壓縮科技及寬頻網絡的使

用發展迅速，令點對點檔案共用活動，近年在該國極為普遍。估計

超過 5 000萬名美國人曾透過點對點網絡下載或共用檔案，其中約
500萬人每日都進行有關活動。 1 此外，點對點檔案共用的問題已在
國會引起相當關注。

2. 點對點檔案共用系統的一般特點點對點檔案共用系統的一般特點點對點檔案共用系統的一般特點點對點檔案共用系統的一般特點

2.1 點對點檔案共用系統一般是指以網絡為本的應用程式，各

節點 (即參與的電腦 )可使用互聯網直接互相交換檔案，或透過中央
伺服器進行有關活動。 2

                                                
1 見Malcolm(2003)第 2頁。
2 有關點對點檔案共用系統更詳盡的說明，請瀏覽美國版權局的網頁，網址為

http://www.copyright.gov/help/faq/faq-definitions.html[於 2004年 5月 28日登入 ]。

CB(1)2325/03-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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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此類系統最初於 1999年由Napster3 推而廣之時，是採用集中
化的模式運作，即各節點在點對點網絡上進行的所有檔案共用活

動，均須經由系統開發者提供的中央伺服器處理。然而，時至今

日，大部分點對點系統的檔案共用功能已改為分散式，即編製檔案

目錄及上下載檔案均無需使用中央伺報器，令系統開發者與各節點

之間不再有任何聯繫。現時的點對點系統可容許各節點互相聯繫，

並直接從對方的硬碟機接達檔案。各節點之間無需由中央伺服器控

制、統籌或協助交換檔案。此外，節點既是資料的發放者，亦是接

收者。此種通訊模式有別於萬維網的模式。萬維網的使用者主要是

資料接收者，即他們瀏覽個人或機構的網頁時，只可被動地取得該

人或機構的資料。

3. BitTorrent的運作特點的運作特點的運作特點的運作特點

3.1 互聯網上有多個免費的點對點檔案共用應用程式可供使

用，其中最普遍的 4 包括Kazaa Media Desktop(下稱 "Kazaa")5、Blubster6、

Morpheus 4.0(下稱 "Morpheus")7 及BitTorrent (下稱 "BT")。

                                                
3 Napster曾是其中一個最廣為人知的點對點系統，高峰期曾有 7 000萬名登記用
戶及 157萬名同時使用該系統的用戶。當該系統在 1999年推出時，其檔案共
用系統可讓用戶透過中央檔案伺服器隨意使用歌曲的數碼複製本，而無需支

付版權費。此項服務於 2000年在美國被裁定為非法， Napster並於 2001年關
閉。 Napster去年以合法在線音樂供應者的形式重新推出。有關進一步資料，
見 http://www.webopedia.com/Term/N/Napster.html 及

http://www.napster.com/what_is_napster.html [於 2004年 5月 28日登入 ]。
4 見 Lime, Kazaa or Blubster (2004)及 Review of Morpheus  (2004)。
5 Kazaa被視為全球下載次數最多的點對點應用程式。它可同時從多個來源下載
檔案，以加快檔案轉送。 Kazaa的網站表示，自 2003年 5月 23日起， Kazaa已取
代先前的紀錄保持者 ICQ，在全球被下載超過 2億 3 000萬次，估計任何時間
也有最少 400萬名在線 Kazaa使用者，見 http://www.Kazaa.com [於 2004年 5月 28日
登入 ]。

6 Blubster可從點對點網絡中搜尋所有可進行檔案轉送的來源，然後自動選擇最
快捷的來源下載檔案。見 Lime,  Kazaa or Blubster (2004)。

7 Morpheus並非只搜尋單一個點對點網絡，而是可同時搜尋所有主要的網絡，
以提高節點找到檔案的機會。見 Review of Morpheu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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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BT是其中一個最新的分散式點對點檔案共用應用程式。BT
不及Kazaa、Blubster和Morpheus普及。 8 然而，其開發者表示，BT的檔
案共用功能，最少在兩方面較其他程式更快更強： 9

(a) BT的主要目的是紓緩中央伺服器在分發檔案時出現的
通訊擠塞情況。使用 BT後，一個節點若要下載某檔
案，可從擁有該檔案或正在下載該檔案的其他節點進

行下載。當一個節點完成下載某檔案的一部分後，BT
便會立即上載該部份供其他節點下載。BT的主要概念
是下載同一檔案的節點越多，各個節點下載的速度便

越快，因為參與的節點分擔了下載該檔案的工作。因

此，BT在分發需求殷切的大型檔案時效率特別高。雖
然部分分散式點對點系統，特別是Kazaa，亦容許節點
從多個來源下載檔案，但不能容許同一檔案同時供下

載及上載；及

(b) 使用 BT後，一個節點可利用 "播種 "的方式向其他節點
提供檔案。一粒 "種子 "是指一個擁有整套檔案複製本
的節點。播種的做法，是在完成下載整套檔案後，讓

節點繼續開動一段時間，以供其他節點使用該檔案。

在BT網絡中，當一個節點完成下載檔案後，繼續把檔
案的種子散播，以協助其他節點下載，會被視為一種

良好的習慣。

4. 美利堅合眾國的非法檔案共用問題美利堅合眾國的非法檔案共用問題美利堅合眾國的非法檔案共用問題美利堅合眾國的非法檔案共用問題

4.1 在美國，聯邦調查局認為，非法共用版權物品檔案 (大部分
是音樂及電影檔案 )是涉及點對點網絡的罪行中最嚴重的一類。 10 據
估計，有三分之二下載音樂及電影的人士，以及半數上載音樂及電

影的人士，對於他們當時複製及分發的物品實際上屬版權作品，以

及他們沒有支付有關費用，並不在意。 11 大學生參與非法共用音樂
檔案的嚴重情況，更引起國會特別關注，並於 2003年就 "大學校園的
點對點盜用問題 "舉行了監察聽證會。

                                                
8 見 Pew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資料來自 http://www.pewinternet.org/ [於 2004年

5月 28日登入 ]。
9 見 Brian's BitTorrent FAQ and Guide and Cohen (2003)第 1頁。
10 見 2003年 7月 17日，聯邦調查局數碼部助理總監 Jana D. Monroe向眾議院司法委
員會轄下的法院、互聯網及知識產權小組委員會所作的證供。

11 資料來自美國司法部，見Malcolm (2003)第 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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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娛樂業把鐳射唱片銷量下降，歸咎於非法的點對點檔案共

用活動。據美國唱片業協會 12 表示，過去數年，錄製音樂的付運及
銷售數量 "直線下降 "，而 "下降趨勢未有緩和跡象 "。 13 例如，音樂
鐳射唱片銷售額由 2000年的 132億美元 (1,030億港元 )，下降至 2003年
的 112億美元 (870億港元 )。同時，國際唱片業協會 14 報告， 2003年
全球音樂銷量下降了 7%。該協會亦報告，過去 3年全球音樂銷售量
一共減少了 20%，並指出其主因是非法共用檔案。 15

4.3 美國唱片業協會指出，由於錄音檔案可透過多個點對點網

絡無限次非法複製及分發，而其音質不會受損，因此互聯網上的盜

用音樂行為是以 "天文數字 "般的比率增長。

4.4 然而，非法共用檔案對音樂銷量的影響是否負面仍有待商

榷。部分人士認為，銷量下降可歸咎多個因素，包括發行量減少、

價格較高及經濟低迷。近期有一項研究， 16 從檔案共用伺服器直接
取得資料以及觀察了 175萬次下載，得出的論據是共用數碼音樂檔案
對音樂銷量的影響微不足道。該項研究發現，雖然非法共用檔案可

導致最不受歡迎的唱片銷量下降，卻可提高熱賣專輯的鐳射唱片銷

量 17：此等熱賣專輯的歌曲每被下載 150次，便可多賣出一張唱片。

                                                
12 美國唱片業協會是一個代表美國唱片業的業界組織。在美國製作及出售的所
有合法錄音製品中，約 90%由該協會的會員創作、生產及／或分銷。

13 資 料 來 自 ： http://www.riaa.com/news/newsletter/062503_b.asp [於 2004年 5月 28日 登
入 ]。

14 國際唱片業協會是一個代表國際唱片業的組織，會員包括 76個國家共 1 500
個唱片生產商及分銷商。見 http://www.ifpi.org/site-content/about/mission. html[於 2004
年 5月 28日登入 ]。

15 BBC News， 2004年 4月 7日 ， http://newsbbc.co.uk[於 2004年 5月 28日 登 入 ]及
Bainwol (2003)。

16 研究於 2004年 3月發表，由哈佛商學院的 Felix Oberholzer-Gee及北卡羅萊納大學
的 Koleman Strumpf合作進行。有關資料於 2002年下半年搜集，為期 17週。見
Harvard University Gazette, http://www.news.harvard.edu/gazette/2004/04.15/09-
filesharing.html[於 2004年 5月 28日登入 ]。

17 熱賣專輯指銷量超過 60萬張的唱片，資料來源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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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非法共用檔案在美利堅合眾國的民事責任非法共用檔案在美利堅合眾國的民事責任非法共用檔案在美利堅合眾國的民事責任非法共用檔案在美利堅合眾國的民事責任

5.1 在美國，娛樂業已加緊行動，務求令非法共用檔案的個人

及檔案共用系統的開發者負上民事責任。

針對非法共用檔案的人士

5.2 美國聯邦法律訂明，任何人未取得版權擁有者的允許，在

點對點網絡上共用版權檔案，須承擔直接侵犯版權者的責任。 18 一
連串的法庭裁決，尤其是去年作出的裁決，已確認個人須承擔在線

侵犯版權的責任。 2003年 5月，美國唱片業協會首次成功向 4名大學
生申索賠償，該等大學生被控在校園操作檔案共用網絡及提供數百

首歌曲共用，而觸犯或協助他人觸犯盜用音樂的罪行。 19 2003年 6
月，美國唱片業協會亦首次成功要求法庭向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及大

學發出傳召出庭令， 令它們提供涉嫌非法共用音樂及電影檔案的

用戶的身份及聯絡資料。 20 自 2004年初，美國唱片業協會已發出 4輪
信件，向被認定從事非法共用檔案的個人，提出和解建議，以便無

需繼續採取任何進一步的訴訟行動。 21 截至 2004年 3月底，美國唱片
業協會已控告了約 2 000名非法共用檔案的人士，成功取得賠償的和
解個案約 400宗，每宗賠償涉及數千美元。

                                                
18 例如，聯邦版權法規及《禁止電子盜竊法令》 (No Electronic Theft Act)已就在未
經授權下複製、分發、出租版權錄音製品或以數碼方式傳遞該等製品，訂定

罰則。據美國政府版權局表示， "當版權作品在未得到版權擁有人的允許下
被複製、分發、演出、公開展示，或被製作為衍生作品，便屬侵犯版權 "，
資 料 來 自 http://www.copyright.gov/help/faq/faq-definitions.html[於 2004年 5月 28日 登
入 ]。

19 4  pay s teep pr ice  for  free  music， Los Angeles Times， 2003年 6月 26日，
http://www.latimes.com[於 2004年 5月 28日登入 ]。

20 Recording industry to  sue Internet  music  swappers， The New York Times，
2003年 6月 26日 ， 以 及 Subpoenas sent  to  fi le -sharers prompt anger  and
remorse， The New York  Times， 2003年 6月 28日， http://nytimes.com [於 2004年 5
月 28日登入 ]。

21 New Wave o f  I l lega l  F ile  Sharing Lawsui ts  Brought  by  RIAA， 2004年 4月 28
日，以及 RIAA Brings New Rounds o f  Cases  Agains t  I l lega l  F ile  Sharers，
2004年 3月 23日， http://www.riaa.com [於 2004年 5月 28日登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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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據報，法律行動的威嚇，已導致檔案共用的數目下降。根

據 2004年 2月 3日至 3月 1日在美國進行的一項有關成年人使用互聯網
的全國性電話調查， 22 有 14%曾經下載音樂檔案的受訪者 (該項調查
表示至少有 1 700萬人 )已再沒有從事有關活動。該項調查指出，
Kazaa受到的打擊看來最嚴重，其用戶數目在 2003年 11月至 2004年 2月
期間下跌超過 500萬。與此同時，較少人認識的檔案共用系統 (例如
BT)的使用率卻有一些增長。

針對檔案共用系統開發者

5.4 在美國，有 3宗主要針對點對點檔案共用系統開發者及侵犯
版權行為的大型法庭案件，分別是Napster案、Aimster23 案及Grokster24

案 25。

5.5 在Napster案中，雖然Napster本身沒有製作或分發任何版權作
品，卻被裁定非法，因為它實際上知悉其用戶的侵犯版權活動，並

可從中獲取經濟利益。此外，Napster沒有行使或運用其管制用戶的
權利及能力。在Aimster案中，Aimster亦被裁定非法，因為它未能提出
任何證據，證明其系統曾被用作從事侵犯版權以外的任何其他活

動。

5.6 不過，在Grokster案中，法庭裁定其中兩名被告： StreamCast
(Morpheus的開發者 )及Grokster，無須就其用戶非法共用檔案而承擔責
任，因為法庭發現Morpheus及Grokster的應用程式可用來從事很多不屬
侵犯版權的活動，例如分發獲授權的檔案物品。此外，有別於

Napster及Aimster，Morpheus及Grokster的運作模式非常分散，以致它們
的開發者無法控制用戶進入其網絡及參與非法活動。雖然娛樂業正

就有關裁決提出上訴，但此裁決仍然標誌 檔案共用開發者在法律

上的首次勝利。

                                                
22 該項調查由 Pew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 (PIP)及 comScore Media Metrix於 2004年

4月共同公布。 PIP表示此項調查屬非牟利性質，不受黨派影響，亦不會藉此
倡議任何政策。

23 Aimster與 Napster一樣，屬集中化點對點檔案共用應用程式的系統開發者。據
美國唱片業協會表示， Aimster可持續監察其所有用戶的活動，並且在知情下
明目張膽地從事大規模的侵犯版權活動。

24 Grokster亦屬分散式點對點檔案共用應用程式的系統開發者。它聲稱其最新版
的檔案共用應用程式可提供最快速的檔案搜尋，以及追蹤和儲存多達 24項同
時進行的搜尋，見 http://www.grokster.com/[於 2004年 5月 28日登入 ]。

25 見 von Lohman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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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由於版權法不斷發展，分散式檔案共用系統是否合法仍有

爭議。美國唱片業協會認為，系統開發者應警告其用戶，上載或下

載版權錄音製品屬違法行為。不過，系統開發者並不認同這看法。

例如，BT的開發者堅稱，雖然BT可用來轉送非法檔案，但程式本身
並非違法，因為BT純屬各節點之間整理資料格式及轉送資料的一種
方法。 26

6. 非法共用檔案在美利堅合眾國的刑事責任非法共用檔案在美利堅合眾國的刑事責任非法共用檔案在美利堅合眾國的刑事責任非法共用檔案在美利堅合眾國的刑事責任

6.1 在美國，於 2003年 7月至 2004年 3月期間，有多項涉及檔案
共用的法案曾獲提交予國會討論，該等法案均直接或間接影響到點

對點技術的前景，以及此技術可否繼續供教育工作者、企業、個人

或研究人員使用。 27 在這些法案中，《 2004年阻遏盜版及教育令》
（Piracy Deterrence and Education Act of 2004，下稱 "《阻遏盜版及
教育令》 "）被視為其中一項打擊非法共用檔案的最重要立法措施。

6.2 《阻遏盜版及教育令》於 2004年 3月 31日獲眾議院司法委員
會轄下的法庭、互聯網及知識產權小組委員會一致通過，其目的是

把非法共用檔案列作刑事行為。若經簽署成為法律，該法令便會成

為首條向非法共用檔案的互聯網用戶處以監禁的法律。該法令特別

針對知情而又妄顧責任地侵犯版權的互聯網用戶。該法令的第 10條
訂明，任何人在知情並妄顧進一步侵犯版權的風險下，以電子方

式，在任何一段 180日的時期內，分發以下數量的作品，可被判長達
三年的監禁：

(a) 1 000份或以上來自多份版權作品的複製本；

(b) 1份或以上來自多份版權作品的複製本，而其零售總值
又超過 10,000美元（港幣 78,000元） ;或

(c) 1份或以上來自 1份發行前版權物品的複製本。

                                                
26 見 BT的官方網頁，網址為 http://bitconjurer.org/BitTorrent/protocol.html[於 2004年 5月

28日登入 ]。
27 見版權法例，第 108屆國會， http://www.copyright.gov/legislation/index.html[於 2004年

5月 28日登入 ]。這些法案包括《2004年反 品法令》 (Anti-counterfeiting Act of
2004)、《 欺 詐 性 在 線 身 份 制 裁 令 》 (Fraudulent  Onl ine Ident i ty Sanct ions
Act)、《挪用數據及資料收集令》 (Database and Collect ions o f Informat ion
Misappropr ia t ion Act) 及 《 2004 年 保 護 知 識 產 權 免 受 盜 竊 及 剝 奪 令 》
(Protec t ing Inte l lectual  Proper ty Rights Agains t  Theft  and  Expropr iat ion Act  o f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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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為了加強執法，《阻遏盜版及教育令》建議：

(a) 授權聯邦調查局制訂教育計劃，以勸阻公眾人士透過
互聯網從事侵犯版權的行為；

(b) 促進執法機關、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及版權擁有者就侵
犯版權行為交換資料；及

(c) 要求司法部制訂計劃，教育公眾認識版權法例。

__________________
黃少健

2004年 6月 30日
電話： 2869 9621

------------------------------------------------------------------------------------------------------------------------------------------
資料摘要為立法會議員及其轄下委員會而編製資料摘要為立法會議員及其轄下委員會而編製資料摘要為立法會議員及其轄下委員會而編製資料摘要為立法會議員及其轄下委員會而編製，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亦不，亦不，亦不，亦不
應以該等資料摘要作為上述意見應以該等資料摘要作為上述意見應以該等資料摘要作為上述意見應以該等資料摘要作為上述意見。資料摘要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資料摘要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資料摘要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資料摘要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下稱下稱下稱下稱 "行行行行
政管理委員會政管理委員會政管理委員會政管理委員會 ")所擁有所擁有所擁有所擁有。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摘要作非商業用途。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摘要作非商業用途。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摘要作非商業用途。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摘要作非商業用途，，，，
惟有關複製必須準確及不會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惟有關複製必須準確及不會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惟有關複製必須準確及不會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惟有關複製必須準確及不會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並須註明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並須註明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並須註明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並須註明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
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而且須將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而且須將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而且須將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而且須將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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