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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 
工商事務委員會 
梁劉柔芬主席： 
 

就有關版權的事宜制訂初步建議的意見書 
 
  香港影業協會(影協)歡迎政府當局為電影引進租賃權，以保障電影版權持有人的
權益，然而，對於政府當局建議為確保影片租賃店可在引進租賃權後繼續經營現有業務，

作為引進租賃權的先決條件，影協認為並不需要。 
 
保護版權權益不應設立先決條件 
 
  版權為私人財產，租賃權亦為版權的一種，版權持有人如何訂立及商議其收費

的權益是不容質疑，現行法律結構已考慮到公眾利益的重要性，並提供一個平衡各方有

關商業利益的機制，正如政府當局亦提及：「使用者可以根據《版權條例》把任何有關特

許計劃的爭議轉介版權審裁處，我們認為這現有的機制當可提供合理的保障」。 
 
  影協認為電影業爭取租賃權是保護其擁有的版權，一直以來，未經授權的商業

租賃影片活動，已令電影業界權益嚴重受損，政府當局建議設定的先決條件，某程度上

是把電影版權持有人能否行使其租賃權取決於影片租賃店的態度，把版權持有人處於不

利位置。 
 
  影協相信在香港奉行的自由經濟體系下，任何市場變革應該是由市場力量來推

動，而非在預定先決條件下進行純商業市場的改進。 
 
  影協不明白亦不理解，政府當局在肯定電影業界享有租賃權的同時，卻要求電

影業實行先決條件後才可享有租賃權，與其他享有租賃權版權行業的情況不同，這顯然

是不公平的做法。 
 
  隨著家庭式影院愈趨普遍，市民觀看電影的模式亦正在轉變，影碟發行佔電影

資金回收的比例亦會越來越重要，因此，確立健康、合理及規範化的影碟發行市場，對

電影業的發展十分重要。 
 

CB(1)2047/04-05(08) 



  

香 港 影 業 協 會    香 港 九 龍 尖 沙 咀 寶 勒 巷 二 十 七 號 東 匯 商 業 大 廈 十 三 樓  
HONG KONG KOWLOON & NEW TERRITORIES MOTION PICTURE INDUSTRY ASSOCIATION LTD 

13/F. ,  Tung Wui Commercial  Building,  27 Prat  Avenue,  Tsimshatsui ,  Kowloon,  Hong Kong.  
Telephone: (852) 2311-2692    Fax: (852) 2311-1178 

 

 
繼續保留現行平行進口規範絕對有必要 
 
  全球電影均是奉行「窗口」形式的發行制度，這種行之有效的發行方式，是由

於電影可以不同媒介，因應不同地區市場的獨特情況發行所致。近年一般大製作的商業

電影，因應宣傳配合、市場需要以及盜版衝擊的多項因素下，都會採用多個地區同步發

行的模式，發行 DVD / VCD的速度亦較過往為快，但大製作的商業電影佔整體電影的數
量只屬少數，其餘大部份的電影均屬中小型製作，這些中小型電影是需要時間作籌備發

行工作。 
 
  若平行進口版權產品的規範進一步放寬，香港電影發行商會因此傾向選取發行

與海外同步發行的電影，中小型製作電影(尤為非主流電影及非商業電影)發行數量會減
少，在缺少本地發行商的宣傳推廣下，對一般大眾而言，將會變相令選擇減少，屆時市

民並不會因放寬平行進口規範而有所得益。 
 
  事實上，盜版物品往往會假冒為平行進口物品，放寬限制不單會助長盜版活動，

平行進口更無可避免會影響票房及影碟發行市場的收入，若然進一步放寬有關規範，只

會進一步扼殺本港電影業的生存空間，受影響的行業包括以不同「窗口」發行電影或電

視節目的電影及廣播業，以及特約經銷商和零售商；再者，現時本港影碟市場對版權作

品平行進口 18個月的規範運作良好，影協認為應維持保留現時對版權作品平行進口的限
制，並反對免除業務活動最終使用者輸入和管有平行進口版權作品的所有限制。 
 
  影協衷心感謝立法會給予機會，讓影協參與討論此問題，並感謝議員考慮本會

提出的意見。 
 
 

香港影業協會 啟 
二零零五年七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