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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動漫畫聯會對政府版權(修訂)條例草案的意見書    

──香港動漫畫聯會 2006/4/27                    

 

        香港動漫畫聯會(本聯會)代表漫畫業界及漫畫出版界，就《版權(修訂)條例草案》內容，提交意見書。 

        各位尊貴議員，相信您們都已經收到本聯會在 3月 24日提交的對今次《版權(修訂)條例草案》之意見文件和資料。今天我們想

進一步就文件內容加以闡述及補充。 

 

 

本聯會堅決反對政府建議的《版權(修訂)條例草案》下列三項內容，並提出了我們的建議，望各位議員能加以考慮及採納。 

政府修訂條例草案內容 香港動漫畫聯會建議 

(1) 政府修訂給予非牟利及教育團體在＂安全港＂範圍內複印 1,000

份以下及複印書籍市值在 8,000元以下，免受刑責，有關版權

人只可依民事追討； 

(1)大幅降低有關複印的〞安全港〞上限。 

 

(2) 政府在建議訂立之租賃權條例中，提議如在店內供即場參考用
之版權物品 (On-the- Spot Reference)，該等物品可享有豁免權。

並免除所有業務最終使用者因輸入和管有平行進口版權作品以

供使用而須負上的民事及刑事法律責任； 

(2) 用於電腦程式或聲音紀錄的即場參考(on-the-spot reference)豁免

不適用於漫畫作品。 

(3)必須把該類消閒設施經營納入租賃條例監管中。 

 

(3)政府建議把平行進口構成刑責的期限縮短至版權作品公開發表

後的九個月為止； 

(4)維持漫畫版權物品現有之 18個月「水貨」禁售期，清晰及詳細

界定平行進口之免責條款。 

 

一. 反對複印“安全港＂範圍太寬鬆 

 

政府修訂給予非牟利及教育團體在＂安全港＂範圍內影印 1,000份以下及複印書籍市值在 8,000元以下，免受刑責，有關版權人

只可依民事追討； 

 

本聯會認為這勢將嚴重打擊包括漫畫業的本港出版業界。修訂建議容許複印之數量及價值，令出版業界投資全無保障，隨時血

本無歸！條例竟鼓勵大家影印傳閱，不付分文，何來尊重知識產權！學校不是應該教導學生保護知識產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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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聯會提出以下關注地方: 

(1)  法例不平等：電腦軟件或影音版權，教育團體連一隻也不容許複製；為何印刷品卻可以？ 

(2)  免去刑責後，出版社只有依民事追討，根本不實際，勞民傷財； 

(3)  香港出版業市場小，很多書籍印量才 1,000本，期刊才 3,000冊；法例所定之"安全港"數量太驚人，已足以影響一本書或期刊能否

在香港繼續出版下去。 

 

本聯會認為，1,000份是不能接受和沒有必要的； 

建議條例將豁免教育團體和非牟利機構之影印上限大幅降低，超過上限時應事前先獲得版權持有人授權許可。 

 

二。反對“ON-THE-SPOT REFERENCE＂可獲豁免︰ 

在店內供即場參考用之版權物品 (On-the-Spot Reference)，法例建議該等物品可享租賃豁免權；並免除所有業務最終使用者因輸入

和管有平行進口版權作品以供使用而須負上的民事及刑事法律責任。本聯會認為，此舉只增加法例之灰色地帶，鼓勵大家以店內參

考為名，藉此不須負上任何版權責任。 

 

近年在香港大行其道的日式或台式漫畫茶室，數目從 2004年只佔全港漫畫店之 8%，上升至今已達 12%。 

 

「十大書坊」在台灣有分店 800間 ，加上在中國國內、香港、新加坡及馬來西亞開設分店，總數已超過 1,000間。 

「十大書坊」自 2003年進軍香港，至今已擴展至 18間分店，佔全港漫畫茶室總數之四成！而目標是在香港開設 100間！ 

此類漫畫茶室，會員是按每小時收費，在店內可上網，飲食，看漫畫及報章雜誌。因此，有關版權修訂之建議如一旦通過，這

些茶室可以改稱以經營餐飲及上網服務為主，店內漫畫全屬「店內參考」，而無需向版權人支付租賃稅金；而又可以以「業務最終

使用者」名義，大量以平行進口方式輸入台灣版之日本漫畫，供會員在「店內參考」，而無須負上任何民事及刑事法律責任！ 

 

根據以上情況，本聯會認為這類消閒設施很明顯屬於租賃經營，本聯會對有關租賃權條例修訂建議如下︰ 

 

建議在條例中，清楚列明提供漫畫書作“ON-THE-SPOT REFERENCE＂之店舖，一旦是以按時間、按次數、按月費或預繳點數卡

方式等收取費用，供應漫畫書在店內閱讀，及在店內漫畫書總數佔閱讀物總存量５％或以上的，都屬漫畫出租，均列入租賃條

例監管，而不能獲得豁免。而此類店舖，如以平衡進口方式輸入侵犯版權物品，亦須負上有關民事及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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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對縮短水貨禁售期︰ 

        

       水貨長期以來一直困擾出版界。如果內地授權印刷只供內地出版及銷售的書刊，包括漫畫，可自由輸入香港,，對本地出版界將

帶來前所未有的沖擊甚至可能湮沒香港本地出版業。 

 

現行法例「水貨」禁售期有 18個月，雖有不足，但仍發揮阻嚇作用。多年來，漫畫出版業界投入大量資源解決： 

１．民事訴訟︰2000年至今，已有一宗案件在 2006年 3月庭外和解；另仍有一宗尚在審理； 

２．從 2000年至今，本聯會已向有出售水貨/侵權漫畫之零售商和發行商，共發出勸喻及警告信超過 3,000封； 

３．本地業界加快出版速度及提高質量，以及加大宣傳推廣力度，鼓勵消費者多買港產漫畫； 

４．本地業界已不斷向海外版權人及出版界反映情況，要求協助，希望有效減少水貨漫畫之來源及盡可能加快授權程序； 

５．曾向海關投訴，但尚沒有成功檢控例子； 

 

經業界多年努力，目前市場狀況是，零售業者版權意識已經提高，令水貨由數年前接近百分之百的泛濫，到今年 2月佔租借率

30.3%，佔售賣 13.61%。但是大陸水貨漫畫則由 2005年 4月調查時只有 27個書目，上升至今年 2月調查時的 76個。這正反映業界要

應付內地版的書刊湧入本港市場的迫切性。 

「水貨」禁售期由 18個月減至 9個月，只會令阻嚇作用大大降低，令本港漫畫出版業有法難依，行業生態大受破壞，引致經濟

損失，最終水貨比率再次上升，令香港經濟利益受損。 

 

本聯會反對縮短水貨禁售期，原因是︰ 

(1)   香港政府一向表示，鼓勵創意工業投資，保障合理回報。業界要求維持 18個月禁售期，和政府目標是一致的。但是縮短禁售期

至 9個月是短視及自相矛盾，不但沒有鼓勵創意工業之發展，而且是進一步打擊本港創意工業和出版業界的生存空間。 

(2) 我們贊成自由貿易原則，對於香港沒有的工業，如汽車和化粧品，引進水貨可以促進零售業，消費者獲更多選擇。但是香港漫畫
在世界上僅次於美國和日本，是香港少有的強項創意產業之一，去年市場規模約有８億港元，和香港電影工業不遑多讓。我們的

原創漫畫不僅出口至世界各地十多個國家地區，而且多個改編自漫畫的電影和電視節目也屢創佳績。無疑, 壓制水貨與自由貿易

在原則上並不一致。但就算是發達國家亦以配額、關稅等手段保障其本土的一些行業發展以免郤或減輕因引入外地較廉價的產品

所帶來的沖擊。我們重申本地創意工業有賴政府提出適合的經濟環境孕育及保護創意發展, 取得合理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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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改編自本地漫畫的電影﹝風雲﹞是當年票房第一，改編自香港漫畫的電視動畫﹝神兵小將﹞將在 5月於中國的中央電視台播

出。值得一提是日本漫畫﹝頭文字Ｄ﹞，由香港人改編成電影，獲得第 30屆金像獎 4個獎項。所以我們談的並不是狹隘的保護

主義，正如電影界走向國際合作製作，漫畫也有這個趨勢。一定要有完善的版權條例保護，創意工業才能發揚光大。政府說其他

國家也少有保護水貨版權產品的政策，但即使在美國，如果版權物品註明產品不能在美國發行及銷售，美國海關即可取締充公。

美國創意工業之所以強大，正因有完善法例保護。WTO的 TRIPS協議也把保護知識產權許可行為的規範交給了國內法去解決，

決定權在各成員國。 

 

(3) 書籍水貨問題一旦惡化，本港出版業將失去前景，上述延伸的創意工業也勢難發展下去。沒有合理回報，業界不會投資。反觀大
陸正在大力發展創意工業，不但有各種優惠政策如免租免稅貼息貸款等，還廣邀香港機構和人才參與建設。業界如紛紛回大陸發

展，只培養大陸人才，不出 5年，所謂原創將源自大陸，而不再是香港。香港創意工業竟被政府訂立的法例拖入邊緣化的惡果！

漫畫業界會是重災區！ 

 

(4)  更值得關注是，水貨將會嚴重侵蝕本地市場，本地出版市場將持續萎縮， 最受到打擊將是本地創作人和印刷業者，單以漫畫出

版業界為例，保守估計，將會有漫畫家，編劇，助理，翻譯，編輯等寶貴的創意人才逾千人飯碗不保，連同逾千印刷業工人及

3,000多名發行零售業者生計亦受到影響，勢製造更多失業者！ 

 

       最後，本聯會總結如下︰ 

(１)大幅降低豁免教育團體和非牟利機構複印的〞安全港〞上限。 

 

 (２)須明確界定“即場參考＂，將該類消閒設施納入租賃條例監管。 

 

(３)維持漫畫等版權物品現有之 18個月「水貨」禁售期，清晰及詳細界定

平行進口之免責條款。 

 

 

希望各位議員在審定有關法案時，能詳加考慮本聯會意見，令本港創意工業再闖高峰，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