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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 ﹞﹞﹞﹞ 版 权版 权版 权版 权     
 

1.1.1.1. 版 权 法 究 竟 保 护 什 么版 权 法 究 竟 保 护 什 么版 权 法 究 竟 保 护 什 么版 权 法 究 竟 保 护 什 么 ？？？？     
 

� 版 权 保 护 意 念 的 表 达 方 式 ﹝ 有 形 的 ﹞ ， 而 非 保 护 意 念 的 本 身 ﹝ 无 形 的 ﹞ 。

那 是 什 么 意 思 呢 ？ 你 构 思 的 一 道 中 国 菜 的 烹 饪 方 法 是 一 个「 意 念 」，你 可

以 把 构 思 写 下 、透 过 录 音 或 录 影 去 解 释 这 烹 饪 方 法 ；可 以 用 绘 画 或 照 片 去

解 释 怎 样 烹 煮 这 道 菜 。这 样 你 的 书 面 文 字 、录 音 、录 影 、图 解 或 照 片 ，便

已 经 得 到 版 权 法 保 护 。除 非 得 到 你 的 准 许 ，没 有 人 可 以 复 制 、刊 登 或 广 播

这 些 东 西 。  

 

� 不 过 ，但 凡 按 照 你 的 方 法 ，学 会 烹 煮 这 道 菜 的 人 ，然 后 把 这 意 念 教 导 其 他

人 ，甚 至 开 设 一 间 食 肆 专 门 供 应 你 这 道 特 别 菜 式 ，一 切 不 会 视 为 侵 犯 你 的

版 权 。  

 

� 一 个 意 念 的 书 面 表 达 方 式 ，在 版 权 法 中 称 为 一 件「 作 品 」。下 列 是 一 些 在

香 港 可 以 受 到 版 权 保 护 的 「 作 品 」 的 例 子 ：  

 

� 文 学 作 品  

� 戏 剧 作 品  

� 音 乐 作 品 ﹝ 作 曲 家 的 权 利 ﹞  

� 平 面 美 术 作 品 及 雕 塑 作 品  

� 照 片  

� 电 脑 软 件  

� 声 音 记 录 ﹝ 录 音 者 另 有 不 同 于 作 曲 家 及 表 演 者 的 独 立 权 利 ﹞  

� 影 片  

� 广 播 ﹝ 作 出 广 播 的 人 可 另 有 不 同 于 作 者 、表 演 者 或 录 音 室 的 独 立 权 利 ﹞  

� 有 线 传 播 节 目  

� 经 已 发 表 的 排 印 设 计 作 品  

 

� 任 何 质 素 的 原 创 作 品 ， 均 受 版 权 保 护 。 一 篇 中 一 学 生 有 关 他 如 何 渡 过 暑

假 的 沉 闷 文 章 ， 跟 一 篇 获 得 诺 贝 尔 文 学 奖 的 作 品 得 到 的 保 护 是 相 同 的 ；

一 幅 幼 稚 园 学 生 描 绘 小 狗 的 手 指 画 ， 与 一 幅 名 家 的 水 墨 画 也 是 受 到 相 同

的 版 权 保 护 。  

 

2.2.2.2. 版 权 拥 有 人 可 享 有 什 么 独 有 权 利版 权 拥 有 人 可 享 有 什 么 独 有 权 利版 权 拥 有 人 可 享 有 什 么 独 有 权 利版 权 拥 有 人 可 享 有 什 么 独 有 权 利 ？？？？     
 

� 在 版 权 法 中 ， 这 些 是 称 为 「 限 制 的 作 为 」 。 它 们 包 括 ：  

 

� 复 制 ；  

� 向 公 众 发 放 复 制 品 ﹝ 出 版 ﹞ ；  

� 租 赁 电 脑 程 式 或 录 音 予 公 众 ；  

� 透 过 电 脑 互 联 网 络 提 供 作 品 的 复 制 品 ；  

� 公 开 演 出 作 品 ；  

� 以 无 线 广 播 或 有 线 方 式 将 作 品 广 播 ； 及  

� 改 动 ﹝ 例 如 翻 译 作 品 ， 或 将 一 个 平 面 的 图 样 改 为 立 体 的 物 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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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版 权 法 的 保 护 期版 权 法 的 保 护 期版 权 法 的 保 护 期版 权 法 的 保 护 期     
 

� 版 权 法 给 予 创 作 人 的 独 有 权 利 并 非 持 续 至 永 远 ： 版 权 保 护 的 「 黄 金 时 期 」

是 五 十 年 。 但 这 五 十 年 的 定 义 会 因 作 品 性 质 而 有 所 不 同 。  

 

� 就 文 学 作 品 、戏 剧 作 品 、音 乐 作 品 或 艺 术 作 品 ，甚 至 扩 阔 至 电 影 而 言 ，版

权 的 保 护 是 由 作 者 去 世 的 那 年 的 年 终 起 计 ，为 期 五 十 年 。例 如 一 个 神 童 在

十 岁 那 年 创 作 了 一 首 钢 琴 奏 鸣 曲 ，而 在 九 十 岁 时 去 世 ，那 版 权 享 用 的 总 保

护 期 便 是 八 十 年 加 五 十 年 ，即 一 百 三 十 年 。作 者 死 后 ，版 权 便 转 移 予 他 的

继 承 人 。  

 

此 外 ，我 们 必 须 注 意 一 点 ：版 权 是 无 须 注 册 的 。「作品」一经被固定为某种型式， 

版权保护便在那一刻自动产生。「 」这 个 标 记 ，并 不 等 同「 注 册 」的 意 思 ：它

只 是 用 来 提 醒 人 们 尊 重 版 权 持 有 人 权 利 的 标 记 。  

 

4.4.4.4.  电 脑 软 件电 脑 软 件电 脑 软 件电 脑 软 件     

 

当你购买软件的时候，你并非拥有此软件的版权，你所购买的是使用这个软件的权利，

而且此一权利仍有部分使用条款受到软件供应商的规范。这些使用条款的限制通常已清

楚列明在伴随着软件而来的相关文件中。一般来说，你可拥有安装此一软件至一部个人

电脑的权利，但若你以未经授权的方式复制、分发或安装此软件至其他电脑，就是违反

版权法的行为。    

 

学校不能使用未经许可的电脑软件。在老师知情或不知情的情况下，学生都不可把家中

的电脑软件带回学校安装。学校也不应该把电脑软件借给老师或学生回家安装。 

 

互联网互联网互联网互联网    

互联网上的作品是受版权所保护的。通常，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是不能复制版权作品的

﹝即使只是复制在电脑的记忆体亦不可以﹞。然而，在互联网上浏览并不违反香港的版

权法例。 

在未经版权持有人同意的情况下将其他网站上的资料放在自己的网页内﹝包括文字、图

像、照片或声音﹞均属侵犯版权行为。 

在某些情况下，未得他人同意而在网页加超文本连结到其他网站﹝即是第三者的版权作

品﹞可能属侵犯版权行为。因此，我们建议你先获得有关网站负责人的批准后才可加上

超文本连结。 

此外，不要把知识产权的范围局限在香港的法例：互联网可没有地域界限。由于全世界

都可以阅览你放在互联网上的资料，因此你可能在外国法例中要为侵犯版权而负上法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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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声音和视像纪声音和视像纪声音和视像纪声音和视像纪录录录录    

 

制作广播或有线传播节目的声音和视像纪制作广播或有线传播节目的声音和视像纪制作广播或有线传播节目的声音和视像纪制作广播或有线传播节目的声音和视像纪录录录录    

通常（指在学校以外），大家可以录下有线传播或电台广播或电视节目，供稍后在家中

观看（「迁就时间」）。但是假如制作纪录或复制本作其他用途，则必须得到有关广播

机构的特许。 

 

目前，教育机构可以制作纪录，在校内向学生放映，作教学用途（而非娱樂用途）。但

这類纪录必须保留节目片头或片尾的工作人员名单资料。 

 

播放声音和视像纪播放声音和视像纪播放声音和视像纪播放声音和视像纪录录录录（（（（电台电台电台电台、、、、电视和有线传播节目的纪电视和有线传播节目的纪电视和有线传播节目的纪电视和有线传播节目的纪录录录录除外除外除外除外））））    

 

只要符合以下条件，便可以播放声音或视像记录(例如镭射唱片、影碟等)或播放广播或有

线传播节目而不属侵犯版权（即使有特许计划存在）： 

 

� 播放地点在教育机构 内﹝ 《 版 权 条 例 》 第 528 章 的 附 表 一 已 详 细 列 出 各

「 教 育 机 构 」 ﹞  

� 播放的观众或听众对象全部或主要是教师、学生及其家长或监护人 

� 播放是为了教学或接受教学的目的 

 

大家应该知道，出租录像制品通常只供家中观看，而非供校内使用。在校内放映出租镭

射唱片、影碟等（即使已完全符合以上准则）可能会违反相关租赁的条款。 

 

然而，除非事先取得适当特许，否则不得为下列等目的而播放视像或声音纪录： 

 

� 学校为家长教师会或慈善团体筹款的卖物会 

� 开放让公众入场的活动 

� 娱樂活动 

 

请注意，很多时候会有需要为播放视听作品而寻求两类不同的特许：一类涵盖有关作品

所包含的音乐，文学或戏剧作品;另一类涵盖有关作品的纪录或表演。 

    

6.6.6.6.  为 私 人 研 究 和 研 习 而 复 制 及 其 他 行 为为 私 人 研 究 和 研 习 而 复 制 及 其 他 行 为为 私 人 研 究 和 研 习 而 复 制 及 其 他 行 为为 私 人 研 究 和 研 习 而 复 制 及 其 他 行 为     

    

公 平 处 理公 平 处 理公 平 处 理公 平 处 理     

    

� 学 生 们 为 私 人 研 究 和 研 习 而 进 行 复 制 及 有 关 的 行 为 只 供 学 生 个 人 使 用 ，

并 不 包 括 其 他 人 。 为 私 人 研 究 和 研 习 而 进 行 复 制 ， 这 过 程 是 帮 助 自 己 学

习 或 编 排 在 研 究 之 中 取 得 的 数 据 。  

 

� 香 港 的 版 权 条 例 容 许 为 私 人 研 究 和 研 习 的 目 的 作 任 何 形 式 的 复 制 。 「 公

平 处 理 」 包 括 复 制 或 任 何 其 他 与 版 权 有 关 的 限 制 行 为 ﹝ 例 如 ： 表 演 、 制

作 记 录 、 改 编 ﹞ 。 如 果 你 翻 译 一 篇 合 理 片 段 的 文 字 作 为 训 练 语 文 技 巧 的

练 习 ， 那 就 属 于 「 公 平 处 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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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列 个 案 不 会 视 作 「 公 平 处 理 」 ：  

� 学 生 以 教 科 书 昂 贵 为 理 由 ， 复 制 全 书 或 其 中 大 部 分 作 自 用 。 （ 这 不 是 公

平 处 理 ，因 为 复 制 的 分 量 过 多 ，而 此 举 严 重 影 响 该 教 科 书 的 销 售 市 场 。） 

� 教 师 在 课 堂 上 播 放 一 出 正 在 公 映 中 的 电 影 数 码 影 像 光 碟 给 学 生 观 看 ， 作

为 学 校 考 试 完 毕 后 的 娱 乐 节 目 。 （ 这 不 是 公 平 处 理 ， 因 为 有 关 的 电 影 正

在 戏 院 上 映 ， 而 播 放 该 电 影 并 非 为 了 教 学 用 途 。 ）  

    

7.7.7.7.  学 生 作 品 的 版 权学 生 作 品 的 版 权学 生 作 品 的 版 权学 生 作 品 的 版 权     

    

� 学 生 并 非 受 雇 于 学 校 ， 因 此 他 们 拥 有 自 己 作 品 的 版 权 。 学 校 未 经 学 生 同

意 是 不 得 将 学 生 的 作 品 公 开 发 表 或 把 作 品 于 互 联 网 上 发 放 。 当 然 ， 在 很

多 情 况 下 ， 学 生 在 创 作 时 可 能 已 明 白 到 作 品 将 来 会 被 复 制 或 发 表 ﹝ 举 例

说 ， 很 多 时 学 校 均 会 将 学 生 出 色 的 文 章 发 表 或 参 加 比 赛 ﹞ 。  

 

� 任 何 年 龄 的 儿 童 均 可 操 控 自 己 拥 有 的 版 权 ， 这 时 并 没 有 「 年 龄 下 限 」 ，

但 是 若 作 品 是 用 于 商 业 性 质 的 话 ， 年 幼 或 残 疾 学 生 未 必 有 能 力 自 行 处 理

合 约 ， 学 校 应 咨 询 他 们 的 家 长 或 监 护 人 。  

 

� 在 学 校 与 学 生 商 谈 合 约 条 件 时 ， 双 方 未 必 享 有 相 同 谈 判 能 力 ， 这 会 影 响

合 约 日 后 的 效 力 。 因 此 ， 假 如 该 商 业 合 作 机 会 涉 及 学 生 ， 并 有 机 会 获 得

高 回 报 的 话 ， 在 商 谈 条 件 的 时 候 最 好 有 家 长 在 场 ， 以 免 日 后 发 生 争 拗 。  

    

8.8.8.8.  自己创作自己创作自己创作自己创作     

 
这个做法是最好的选择。「自己创作」不单指由你自己创作：你亦可以请一位同学或朋

友替你写作或绘图，然后授权你复制。你是否一定要从书籍复制图片来做视艺科功课？

尝试自己创作吧! 

 

 

9 .  9 .  9 .  9 .  规 避 科 技 措 施规 避 科 技 措 施规 避 科 技 措 施规 避 科 技 措 施     

 

版权拥有人可选择使用科技措施来保护以电子形式分发的版权作品，任何人如避开有关

保护措施、使该措施失去功能或把该措施移除，即属规避该控制复制措施。 

 

纯粹购买经改装的游戏机，不涉及任何规避活动，不会招致法律责任。但是，使用经改

装的游戏机玩盗版电脑游戏，通常涉及规避电脑游戏的控制复制措施／存取控制措施，

以及未经授权而复制该游戏，因此须负上非法规避科技措施及侵犯版权的民事法律责任。 

 

不论是制作、输入、输出或者经销规避器件（例如改装晶片），又或者替顾客安装这些

器件在电视游戏机内，让顾客可以玩盗版游戏，均会触犯《版权条例》中的反规避条文，

并要负上民事或刑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