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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版權修訂意見

Dear Sir,
我認為香港現時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知識產權署署長張錦輝在
2012 年1月31 日的「藝術工作者及創意專業人士版權工作坊」上說：「收費公司替這
些非他們管理的歌曲收了錢後，會預留起一部份，待作者日後加入這些公司或其聯盟
公司後，歸還給作者。作者也有權不跟收費公司簽約，到法庭控告收費公司代他收了
錢，那麼收費公司就會依法例賠償給他。但賠償的金額，必然比他跟這些公司簽約後
所獲得的金錢少。法例是特地寫成這樣的。所以爲免麻煩，還是跟收費公司簽約
吧。」身為署長，不單沒有好好保護原創作人的權益，更公然向奸商低頭，而不是帶
頭要求檢視現行法例，還創作人公道。這根本就是本末倒置，官商勾結！版權商家聲
稱他們擁有民事提控權並不可怕，因爲本港自開埠已來都沒有版權商家把民間二次創
作者控告到法庭上的案例。面對此等狡辯，我關注組不得不強調客觀事實：沒有控告
到法庭上，只是因爲在高牆壓雞蛋的強弱懸殊對壘下，民間連打官司的本錢都沒有，
一收到版權商家的信件，即使如何不滿，都只有屈服一途，關閉網站的閉站，取消街
頭免費表演的取消！我支持「同人方案」，亦要求政府將之寫進版權法中。同人方
案」的倡議，除了對同人交流活動有更明確的保障，也能對其他涉及小量金錢卻絕非
爲商業貿易營運的個案，起了加強保護的作用。好像網誌或發佈平台上自動有廣告，
可能會有微量收入，有市民也擔心這是否會不符合「非商業貿易營運」之規定。對這
點寫清楚，是百利而無一害的。「小額金錢收入」也明顯與商業貿易上的眞正盜版侵
權不同，不會削弱對版權擁有人合乎公義的應有權利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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