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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退出小組委員會

主席告知委員，梁耀忠議員因另有要務，已決

定退出小組委員會。

秘書處接獲的意見書

2. 主席亦告知委員，秘書處已接獲下列機構提交

的意見書：

(a) 香港會計師公會；

(b) 香港律師會；

(c) 香港商業軟件聯盟；及

(d)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production Rights
Organizations。

3. 有關意見書已在會議席上提交委員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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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

4. 工商局副局長告知委員，載於立法會參考資料

摘要 (檔號：CIB 09/46/12)附件甲的《 2001年版權 (暫停實

施修訂 )條例草案》 (下稱 “條例草案 ”)，與小組委員會在

2001年 4月 25日的會議席上提交委員商議的擬稿大致相

同。

5. 工商局副局長特別向委員提到，《 2000年知識

產權 (雜項修訂 )條例》 (下稱 “修訂條例 ”)帶來的主要改

變，是在《版權條例》第 31、 32、 95、 96、 109、 118、
120、 207、 211、 228及 273條中，以 “為任何貿易或業務

的目的，或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程中，又或在與任何

貿易或業務有關連的情況下 ”，取代 “為交易或業務的目

的 ”的語句。修訂條例亦在上述各條文加上 “有關的貿易

或業務是否包含經營版權作品的侵犯版權複製品並不具

關 性 ”的規定。除上述條文外，修訂條例亦就《版權條

例》第 119(1)條作出技術性的修訂，在 “定罪 ”前加入 “循
公訴程序 ”的語句。這項修訂並不涉及政策上的改變。

6. 工商局副局長解釋，第 118(1)(d)條的罪行會由

兩個部分構成。首部分是 “管有 ”侵犯版權複製品；第二

個部分是 “以期作出任何侵犯版權的作為 ”。侵犯版權的

作為是指涉及第 22至 34條的任何受版權限制的作為。第

31(1)(a)條訂明，任何人為任何貿易或業務的目的，或在

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程中，又或在任何貿易或業務有關

連的情況下，管有版權作品的侵犯版權複製品，而該人

知道或有理由相信該複製品是侵權複製品，即屬侵犯版

權的作為。因此，根據第 31條及第 118(1)(d)條，某人在

業務過程中管有侵權複製品 (例如盜版電腦軟件 )，而他又

知道或有理由相信該軟件是侵權複製品 (第 31(1)(a)條 )，
便觸犯罪行。

7. 此外，工商局副局長表示，修訂條例亦就第

118(4)及 (8)條及第 120(2)條作出修訂。該等條款涉及製

造、輸入、輸出、出售、出租、要約出售或要約出租、

為出售或出租而展示、或管有以供製作侵權物品的物

品。有關修訂的目的，是配合在 “為任何貿易或業務的目

的，或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程中，又或與任何貿易或

業務有關連的情況下 ”該句下的刑事責任。

8. 雖然委員對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提出關注，但

工商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當局傾向維持原來的立場，認

為暫停實施修訂不應適用於條例草案第 2(2)條所描述的

作品，例如電影、電視劇或電視電影、影片或聲音紀錄，

或電腦程式，因為該等作品在一般情況下並非用作傳播

的 “資訊 ”。此外，該等作品通常具相當的商業價值，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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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情況亦十分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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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工商局副局長表示，由於公眾關注主要集中於

修訂條例的刑事責任，條例草案建議的暫停實施修訂不

會影響現有的民事責任。

10. 田北俊議員理解，政府建議暫停實施修訂條例

的用意，是在制訂長遠的解決方案前，把修訂條例的不

良影響盡量減至最低。然而，他關注到香港海關可能會

提出起訴的問題，並詢問政府會否放寬現時對平行進口

電腦軟件的限制，以確保有充足的電腦軟件供應。

11. 工商局副局長回覆時表示，根據政府現時的做

法，香港海關會跟進所有接獲的具名投訴。然而，當局

需要有關版權擁有人協助提供有關證據，以便提出起

訴。工商局副局長表示，商業軟件聯盟 (下稱 “商盟 ”)已代

表其 成 員 表 明 不 會 在 2001年 9月 前 對 任 何 公 司 作 出 投

訴。就電腦軟件的供應方面，政府當局知悉商界的關注，

並已就有關事宜尋求商盟協助。他解釋，近期電腦軟件

價格上升的原因，可能是由於供應商減少向買家提供的

折扣。儘管如此，商盟答允監察價格的走勢，以確保電

腦軟件的價格維持在合理水平。至於當局會否容許平行

進口電腦軟件方面，工商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當局會密

切留意有關事宜，並會在作出決定前，徵詢社會有關各

界的意見。海關助理關長補充，自修訂條例生效以來，

香港海關並無接獲商盟作出的投訴。

12. 田北俊議員問及商盟的代表性，因為他擔憂，

並非商盟成員的電腦軟件供應商仍會向香港海關作出投

訴。儘管如此，他促請政府當局認真考慮有關放寬現時

平行進口電腦軟件限制的建議。工商局副局長回應時表

示，商盟代表差不多所有主流電腦軟件的供應商。倘若

香港海關接獲任何由非商盟成員作出的具名投訴，便需

要跟進有關個案。海關助理關長解釋，具名投訴是指有

足夠資料，使香港海關可繼續追查的個案。

13. 周梁淑怡議員表示，由於電影及音樂作品製作

行業的人士曾就加強其產品的版權保障提出強烈的要

求，當局於是就平行進口實施現時的限制。由於該等限

制並非針對電腦程式，她建議政府當局檢討有關情況，

並應在可行的情況下撤銷該等限制，以解決因電腦軟件

供應不足而帶來的成本問題。主席贊同周梁淑怡議員的

意見。周梁淑怡議員對於條例草案第 2(2)條豁除 “非戲劇

性 ”電視節目的做法表示懷疑。她認為該等電視節目亦具

相當的商業價值，理應獲得更高程度的版權保障。

14. 工商局副局長原則上贊同周梁淑怡議員有關解

除對平行進口電腦軟件限制的建議。但他指出，大部分

軟件公司為其電腦軟件採用全球劃一的定價，因此，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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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平行進口所帶來的幫助十分有限。為協助本地企業，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已作出努力，代表本地企業與軟件商

集體議價，就一些主流的電腦軟件取得折扣價格，並就

電腦軟件在各國市場的價格進行分析及比較。至於周梁

淑怡議員就 “電影 ”一詞提出的關注，工商局副局長表

示，該詞是指供電影院放映而製作的影片。該等電影包

括曾經或將會在電影院放映的作品，而內容可以是劇情

片或紀錄片不等。

15. 陳鑑林議員支持撤銷對平行進口電腦軟件的現

有限制，並對撤銷有關限制的時間表示關注。工商局副

局長答允研究此事。

16. 余若薇議員關注到是否有需要平行進口電腦軟

件。她詢問，倘若證實電腦軟件現時的供應不足，當局

有否任何權宜措施，以及本地企業可否繼續使用現有的

軟件而非新版的電腦軟件，並無須負上侵犯版權的法律

責任。她亦詢問從互聯網下載電腦程式的合法性。工商

局副局長回應時指出，由於修訂條例並不涉及《版權條

例》第 35條，在現行條例草案作出任何修訂，以放寬平

行進口電腦軟件限制的做法，在技術上並不可行。就已

屬過時的電腦軟件，他表示商盟已建議作出一項 “降級安

排 ”，規定有關企業須就新版的電腦軟件購買許可證，方

准許他們使用舊版的電腦軟件。至於從互聯網下載有版

權的電腦程式方面，工商局副局長指出，使用者應盡可

能向版權擁有人取得適當的批准。對於余議員提出有關

“偶然複製 ”的問題，知識產權署助理署長強調，當局需

視乎該等複製作為是否屬《版權條例》下的容許作為，

才能判斷有關作為會否涉及刑事責任。

17. 余若薇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就電腦程式的版權問

題擬備一份資料文件。她希望該資料文件可為市民在遵

從有關規定方面提供指引。

18. 吳靄儀議員認為，政府當局就修訂條例生效前

和生效後造成的影響所擬備的對比表不夠詳盡，未能就

有關事宜提供概覽。她對於 “為任何貿易或業務的目的，

或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程中，又或與任何貿易或業務

有關連的情況下 ”一句的涵蓋範圍過於廣泛深表關注，認

為一些不應受到修訂條例影響的人士亦受到影響。

19. 吳靄儀議員要求當局提供資料文件，闡明修訂

條例涵蓋及不涵蓋的侵犯版權作為的類別。工商局副局

長回應時表示，要擬備一份詳盡無遺的列表極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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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何秀蘭議員就修訂條例可能會引致的刑事責任

表示關注。考慮到業界及社會人士的強烈反應，她促請

政府當局就有關事宜進行廣泛諮詢。

21. 工商局副局長回應許長青議員的詢問時澄清，

在修訂條例生效前，政府並無向一些只在業務的過程中

使用盜版軟件的人採取任何行動。

22. 由於預計內務委員會將於 2001年 5月 4日成立法

案委員會，主席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以便有關

法案委員會進行討論：

(a) 一套常見的問題與答案，列出在條例草案實施

後，關於管有或使用侵犯版權作品，特別是軟

件程式及從互聯網下載的作品，會否引起民事

或刑事責任的情況；

(b) 在《版權條例》的相關條文中，“為任何貿易或

業務的目的，或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程中，

又或在與任何貿易或業務有關連的情況下 ”一
句所涵蓋的具體侵犯版權作為的例子，並提供

該類作為及不屬上述語句所涵蓋作為的例子；

(c) 社會各界在修訂條例實施後所面對的問題，包

括關乎資訊傳播的問題；

(d) 修 訂 條 例 對 中 小型 企 業 (下 稱 “中 小 企 ”)的 影

響，以及為協助在遵從法律規定方面有困難的

中小企而將會採取的措施；

(e) 政府當局就已發現的問題制定長遠解決方法諮

詢社會各界的計劃，以及諮詢工作的時間表及

範圍；

(f) 就商盟在 2001年 4月 27日的意見書中提出給予

電腦使用者的 “降級權利 ”，解釋有關做法是否

合法；及

(g) 有關 “平行進口 ”的現行安排及政府對上述安排

可如何放寬的意見。

23. 主席告知委員，由於內務委員會將於 2001年 5
月 4日成立法案委員會，以繼續審議條例草案，小組委員

會將會解散。他亦會就小組委員會的工作進度向內務委

員會作口頭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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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2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11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