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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先生：

作為本地創作單位，本會一向支持
 
一，保護創作人之版權利益，不被侵犯。
二，保護創作人的創作自由，不被干擾。

關於（版權條例）修訂，建議引入公平處理概念，豁免戲仿侵權及刑事責任條例，本
會無任歡迎
 
戲仿是香港電影經常採用之喜劇創作手法。
戲仿由古及今，不論中外，非常流行，是喜劇創作不可或缺的手段和形式。
 
提高本地人創意，「戲彷」是最佳的學習入門。不容握殺，更不容恐嚇。
大部份本地創作人，也不介意自已的作品為戲彷，因為，一部電影，一個場面，一個
角色，一句對白，能夠被人戲仿，必然街知巷聞的傑作。
 
香港社會環境急劇轉變，大量戲彷，惡搞，二次創作出現在網絡世界，流行廣泛。
大部份網上作者皆以「發表個人意見」，醜化為手段，批評為目的，商業利益為最
低，基本是，無利可圖，也不構成重大的經濟損失。
事實上，不少作品經二次處再創作，間接令原本一次元作創作，又再重生得到大眾認
識，再度流行。
不少二次元作者，以新人姿態得到發揮發機會，一旦他們作品受歡迎，也可進身為一
線創作人，當他們有個人新作品面世，也不介意被人二次元惡搞。
 
創作生態得意新舊循環，各有空間，互相刺激，不論一次元還是二次元，都得到廣泛
認同，才是香港創意人之福。
 
為保障網上創意，繼續勇於發揮，本會不讚成出現原創人輕微經濟損失，以刑事及民
事罪行，提醒法庭定鼎。
若構成重大商業利益損失，以民事索賞應該可保留，亦能起阻嚇作用。
作為創作人團隊，在保障版權和創作自由之間，應教育大眾，培養大眾創作版權之尊



重，應由教育開始。
當市民大眾能對原創作品予以保護和尊重，對抄襲作品，以行鎖售出賣為利益時，創
作人的道德必受譴責，對原作人的經濟損失可減至最低。

林超榮
香港電影編劇家協會會長
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