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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意見書 
 
 
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各位委員： 
 
  您們好。對於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我有一些意見。如果我沒有理解錯

誤的話，修訂後的條例將會限制了市民二次創作再加以發表的權利，雖

然，名義上是保障了版權持有人的利益，但實制怎樣保障了?這裡我有

點不解。 
 
  市民發表二次創作並不是為了謀取利益，純綷作為一種舒發情感、壓

力、不滿的渠道，如何影響了版權持有人的利益呢?相反，實際上有好

多市民因為二次創作而接觸原作品，間接替原作品宣傳，這樣又有何不

可?這不就是一種支持？創作不就是靠這樣交流？限制創作只會讓創作

停濟不前，不論是第一手創作還是二次創作都是一種創作，造出來後不

分享又怎麼可以收到意見？沒有意見又怎會進步?電子媒界就是一個途

徑廣收意見，讓大家交流的渠道。若然立例管制，又如何推進本地創作？

就如學畫畫一樣，大部份人小時候不都是抄抄畫畫去模仿?二次創作也

是同樣道理，只是因為利用電子媒體收集意見就變成錯事，這樣有道理

可言嗎?又例如有人翻唱了某某的名曲，雖然很有自信但其實五音不

全，別人完全不清楚她唱甚麼，而她又上傳上網了，這樣又算不算是犯

法？ 
 
  另外，修例後亦間接禁止那些只有部份能力的人去發揮所長。例如不

是每一個創作人都懂得作曲和填詞，如果因為只懂填詞不懂作曲而被限

制創作，即使那人的填詞才能有多高，最後都會因為無法接觸，無法有

效收取意見而浪費，不就更可惜了？也不是每一個人身邊都有伯樂，所

以電子媒體不也是讓伯樂相馬的地方嗎? 
 
  相比起香港，日本、美國等外地的二次創作風氣更加盛行，甚致可以

說是當地特色，為何他地可以版權和二次創作互相平衡而香港做不到?
為何只有香港會覺得版權被二次創作所侵害? 
 
  即使最後真的修例了，又如何能夠確保不被濫用？如果就因為某部份

跟另外的作品相似而扼殺好作品面世的機會，不也是本地創作的損失? 
 
  

立法會 CB(1)2776/10-11(26)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2 

 
上文也提過，二次創作是市民舒發壓力、不滿，又或愛意、正能量的

渠道，每一個人的點滴都是一種力量，而限制這種力量的後果可能很嚴

重，現在我們還不知道，但誰知道哪一天因為壓力無法舒援而引發甚麼

社會事件？政府不應過分干預社會上的各種聲音，特別在年輕人開始變

得留意社會，又變得激進的年代，過分管制很容易會「爆煲」。而且因

為關係到言論自由，很容易就會令人聯想起「廿三條」事件，這項修例

更讓人覺得這是分拆的「廿三條」，令市民倍加反感。 
 
  作為一個中學生，我並未十分清楚政府對於版權的做法，對於法律也

不懂得如何運用，只是我作為一個市民、網民、學生的身份，把自己對

於修例此事的感受如實寫出來，希望可以幫助你們了解市民的想法，感

謝各位抽空閱讀，如有不禮貌的地方，敬請原諒。 
 
 

水君（學生） 
2011 年 7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