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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理性專業取態 助解版權條例困局

《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在立法會掀起一場拉布戰，審議仍陷

於膠着狀態。立法會未來除了需處理施政報告辯論和
財政預算案，還有18項法案和多項關乎經濟民生的議
案有待審議。如果反對派議員繼續就版權條例草案拉
布，勢必影響到其他重要議題的處理。但假若特區政
府被迫抽起該草案，則極有可能導致草案未能在本屆
立法會會期內完成審議，變成前功盡廢。當局若要在
下屆立法會提出相關草案，一切需從頭再來。要化解
當前困局，惟有籲請社會各界回歸理性和專業的取
態，促使議會恢復正常運作，以顧及本港整體利益和
社會民生。

拉布成常態 議程「大塞車」
平心而論，社會上關於條例草案的一些議論，流於不

夠理性、不客觀，最明顯莫過於把條例草案標籤為所謂
「網絡廿三條」，變成政治意氣之爭。另外一些議論則
只是着眼於細枝末節，見樹不見林，令人忽略了條例草
案的關鍵目的，是幫助內容創作者及版權持有人應對大
規模的網上侵權行為。
受到一些偏頗議論的影響，市民容易產生兩方面的誤

解。首先，政府提出條例草案，是否多此一舉呢？答案
顯然是否定的。資訊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嶄新的傳播
模式相繼出現。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擬定了相關的版權條
約，許多海外司法管轄區亦紛紛更新其版權制度，以便
在數碼環境下加強保護版權。香港既是世貿組織成員，
又是相關版權條約的締約方，相應修訂本地版權條例，
加強保護知識產權，其必要性無庸置疑。
另一誤解是，特區政府此番提出條例草案，是否倉卒

行事呢？是否始於反對派議員口中的梁振英政府呢？答

案同樣是否定的。政府早於2006年提出修訂《版權條
例》，經過多次諮詢，其後向上屆立法會提交《2011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卻未及恢復二讀辯論，就
隨着上屆會期結束而失效。鑒於當時對於如何處理戲仿
作品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本屆政府於2013年7月就這個
議題另行諮詢公眾，再於2014年6月向立法會提交本條
例草案，並再度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總之，社會對條
例草案已討論了10年，作出多番諮詢，經大幅修訂才
提交大會審議，而本港的版權制度又明顯落後於其他司
法管轄區，實在不應一拖再拖。

條例已在保障持份者權利取得平衡
條例草案已嘗試在保障各持份者的權利之間保持平

衡。例如，引入新的傳播權利，有助版權擁有人在數碼
環境中利用其作品和促進開發數碼內容。同時，擴闊了
版權豁免範圍，包括透過新訂立的第39A條，明確訂定
「為戲仿、諷刺、營造滑稽或模仿的目的而公平處理某
作品，不屬侵犯該作品的任何版權」，有助於保障表達
自由。又制訂「安全港」條文，訂明聯線服務提供者如
符合若干條件，則只須對其服務平台上的侵權行為承擔
有限的法律責任。此外，草案又澄清了現時的「損害性
分發罪行」和擬議的「損害性傳播罪行」的刑事法律責

任門檻，以提高法律的明確性，達至打擊大規模侵權活
動的政策目標。
誠然，部分社會人士對條例草案仍然有一些不同意
見。例如，有些意見認為，應仿傚其他司法管轄區，引
入「公平使用」條文、「合約凌駕性」條款和「個人用
戶衍生內容」豁免等。然而，國際上對上述議題至今並
無共識，某些條款更是只有極少數國家或地區採用，其
實際的成效、以至正、反兩方面的影響都有待評估。我
認為，在各持份者對有關議題取得新的共識之前，不應
貿然對條例草案提出修訂，也不應以此為藉口拖延目前
的審議工作。有傳媒曾援引大律師公會主席譚允芝的意
見，認為本條例草案的豁免範圍較其他國家廣闊，對網
民的保障會比現時更大。她又反對部分議員表示要通過
所有議員修訂，才支持草案的做法；因為不同修訂，引
用自不同來源，未必可以做到適當的平衡。這番專業意
見值得社會各界平心靜氣地思考。
本人近日聽到和收到不少來自內容創作者及版權持有

人的意見，他們不約而同向我表示，版權保護實際上是
提供一個機制，讓創作者有更大的誘因去創作更多的內
容。因此，他們強烈促請立法會通過本條例，認為這是
在數碼時代保護創作者權益的重要一步，亦與保障使用
者的表達自由並行不悖。

盧偉國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 ）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副主席

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假如因為「一次創作」沒有獲得恰當的
版權保護而導致整個文化及創意產業大幅萎縮，又怎可能有「二次創作」的百
花齊放呢？我贊成盡快通過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反對反對派議員提出的具爭
議性的修正案，更反對刻意拉布，導致議會的各項議事工作和政府施政都被無
辜拖累。

盧 偉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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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認識「一帶一路」，特別是認識「一帶一
路」的目標是實現「五通」，這與香港「五流」的
優勢相得益彰，開啟了香港邁向新的成功之旅。香
港要抓住機遇成功參與「一帶一路」，首先要排除
反對派的干擾。唐代詩人韓愈說：「李杜文章在，
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反對派
誣衊施政報告對「一帶一路」的重視，無異於將惡
意謗傷、昧於時勢、目光短淺的陰暗心理暴露人

前，真正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反對派的誣衊對香港抓住機遇形成干擾
施政報告以「一帶一路」為主軸貫通其施政重點，借國家發展藍圖
來鞏固香港在「一帶一路」發展背景下扮演「超級聯繫人」角色，提
出務實可行措施，促成香港與各個「一帶一路」國家及地區達至「五
通」，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及民心相通。
然而反對派不斷誣衊施政報告有關「一帶一路」的措施，竟把
「一帶一路」字眼當作是負面標籤，質疑戰略太過虛無縹緲，可操
作性不高云云。更有反對派政客陰險揣度，指出香港參與「一帶一
路」只是為了配合國家發展，是向中央「獻媚」云云。由鍾庭耀主
導的「鍾氏民調」配合反對派的污衊，謊稱六成人反對「一帶一
路」政策。反對派政客的種種表現，既是源於無知，也是在自暴其
醜。其構建在無理和無知上的抹黑，對香港抓住機遇參與「一帶一
路」，形成了嚴重干擾。香港市民特別是青年學生，必須深入認識
「一帶一路」，才能讓反對派的種種謊言不攻自破。

「五通」與「五流」融會貫通
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最大優勢就是有內地作為後盾，而香港

面對的最大困境就是泛政治化的干擾。因此，無論是挑戰還是機
遇，都取決於參與「一帶一路」的深廣度，而這同時又取決於「五
通」與「五流」融會貫通的深廣度。「一帶一路」貫通亞洲、歐洲
和非洲的經濟合作走廊，通過推動區內國與國之間的基礎建設，以
實現政策、設施、貿易、資金、民心的「五通」。香港是世界上
「五流」亦即人流、物流、服務流、資金流、資訊流最融通的地
區。「五通」與「五流」融會貫通、相得益彰，是香港經濟突破瓶
頸，培育新增長點，再創輝煌的最大新機遇。
施政報告提及「五通」當中，倡導特區政府率先啟動與沿線人民

的民心相通工作，並希望結合香港的半官方組織和大量的民間團
體，發展與各地人民的交往。香港可以依托中西文化交匯融合地的
地位，利用高度國際化和英語普及程度的優勢，搭建教育、文化及
青年交流平台，促進民心相通。特區政府率先啟動「民心相通」的
工作，可讓「一帶一路」沿路城市更認識香港的樞紐城市地位，進
而形成多維的經濟利益和縱橫交錯的關係網絡。

香港將為「一帶一路」提供堅強樞紐作用
在「五通」中的資金相通方面，香港有多元化的融資渠道，包括

上市集資、銀團貸款等，可以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提供
基礎設施建設所需的資金。此外，「一帶一路」地區需要發展健全
的國際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香港正好把握機會，推動海外金融機
構和企業利用香港的人民幣金融平台進行交易。
在政策、設施、貿易相通方面，本港也具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優
勢。香港正積極尋求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締結自由貿易協定
（自貿協定）及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投資協定），致力擴大香港
的投資協定網絡，以涵蓋更多新興經濟體。本地資本市場及資產管
理專業人才及多種類的金融產品，可以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
項目融資、發債、投資、財務管理及外匯管理等方面的運作提供支
援。香港將為「一帶一路」戰略提供更為堅強的樞紐作用，使「一
帶一路」的願景能夠輻射到沿線更多地區、更大範圍。
「一帶一路」戰略涵蓋包含亞洲在內的60多個國家和地區以及44

億人口，GDP達21萬億美元的規模。對於香港和全港青年一代而
言，「一帶一路」不單是國家的大戰略，更是香港的大機遇，深入
認識「一帶一路」，洞悉先機，抓緊機遇，將大大地拓闊我們的發
展舞台和機遇空間。

反對派阻徵地與民為敵
新一份施政報告中土地政策着墨頗多，反映政府對解決市民住屋問題用心良苦。

反對派卻千方百計阻礙徵地，房屋未能如期建成，他們又罵政府「房屋政策失
敗」。阻礙徵地，與民為敵，非反對派莫屬！」
施政報告指出，香港不缺乏土地，缺乏的是可發展用地。土地開發不時遇到阻

力，而且觸及不少既得利益。反對派胡亂指責政府「出賣全民空間」，要「侵佔郊
野公園，剝奪市民休憩地方」。政府多番澄清，他們不能自圓其說，又來強詞奪
理：「在郊野公園旁建馬路，逐漸又會入侵公園的了。」
地方矜貴，在公園旁發展也不行嗎？如今市區的公園，不少都在閙市旁建的。十

八區區區都有公園，乃按人口比例建設，綠化工作做得不錯。好些鬧市旁的公園，
雖隱約聽到汽車聲，卻猶如置身森林中，令人神清氣爽。
高爾夫球場，是另一種休憩地方，反對派又說，「富人佔用地方，政府為何不徵
用」？但那是整個社團早就有的球場，有合約訂明，怎能說拆掉就拆掉呢？
說政府「害怕富人」？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成員、大嶼山發展委員會委員劉

炳章說得好：「梁振英是唯一向發展商說『不』的特首！」

祝 之

達沃斯論壇的全球經濟藥方
當地時間19日晚間，第46屆世界經濟年

會在達沃斯拉開帷幕。全球市場並未走出頹
勢，這是今年達沃斯論壇的背景。美聯儲加
息，推升了強勢美元。但是，包括中國在內
的新興市場，則迎來了新一波的貨幣貶值
潮。美國這個全球第一引擎的正效應被其他
市場恐慌性的不景氣抵消了。因而，企圖靠
美國經濟復甦將全球經濟拉出不景氣泥潭，
從目前看並不現實。
中國2015年的GDP增長率為6.9%，低於
7%的預期。雖然這一增速屬於「中高
速」，但是對已經習慣依賴中國經濟高速增
長的全球市場而言，還是讓國際社會充滿挫
折感。加之去年中國股市的動盪不安，以及
新年伊始的股市波動，更讓全球市場對中國
感到憂心。當然這並非全球市場的非理性，
而是面對困難時產生的條件反射。
中國的需求依然在減弱。全球大宗商品的
價格因為中國這個吞吐大戶的「胃口差」而
變得持續低迷，尤其是全球原油價格開始步
入「二時代」。但是，作為OPEC的老大，
沙特依然要將不減產政策進行到底，全球石
油戰還在繼續。如果商品價格逼近成本的便
宜或低於成本的賠錢甩貨，消費端依然無人
問津，這樣的市場供需關係就令人擔憂了。
現在全球市場，就處於這樣的尷尬中。達沃
斯論壇對全球經濟並沒有給出有效的藥方，

反而列出了更多的困擾。譬如氣候惡化帶來
的副作用，全球反恐面臨的新挑戰，以及由
此誘發的移民潮帶給美歐社會的麻煩等等。
現在，達沃斯論壇的各路精英們看到的只是
市場凜冬。
日本和歐洲還在繼續量化寬鬆，凸顯其拯

救經濟的任務尚未達到預期。新年伊始的A
股震盪，已讓中國監管層放棄了借鑒自美國
的股市熔斷機制，但是A股市場能否穩健下
來，尚是未知數。關鍵是多種原因導致的人
民幣匯率波動，不僅加劇了國際市場對中國
的擔心，也讓政策面陷入兩難抉擇。為了股
市，要維持靈活的貨幣寬鬆
政策，當然也是破解生活和
生產雙「通縮」的必然所
需。但是為了穩定人民幣匯
率，政策面又不至於在貨幣
政策寬鬆上開更大的口子。
1月21日，央行開始啟動共
計4,000億元的逆回購，以
緩解資本面緊張和紓緩市場
情緒。這也算是一場滿足市
場預期的「准降準」。
如果說達沃斯論壇的亮

點，就是提到了「第四次工
業革命」。但是「第四次工
業革命」是什麼樣子？大會

主席施瓦布也不得要領，只是列舉了一系列
的現象，即數十億人口被移動設備連接，人
工智能、自動駕駛汽車、3D打印機、生物
科技等等。但是這些現象如何轉化為生產
力，或者在信息化革命的基礎上，催生出
新工業革命的火種，達沃斯論壇沒有給出
正解。其實，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實踐或者
競爭，早已在全球範圍內展開。即依托信
息技術，通過創新引導，打造生產和生活
深度融合的互聯網生態。期待中國的「互
聯網+」，為第四次工業革命提供新的標
準。

張敬偉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

楊 莉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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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接受改變勝於急切求變
台灣「大選」結束
了，國民黨毫無懸念
地慘敗，不僅輸掉了
執政權，還失去了自
1992 年「立法院」

改選後24年來「立委」議席佔多數的優
勢，不僅讓民進黨時隔8年再度執政，還
令它在「立法院」的「立委」議席超過半
數，造就其「完全執政」。硝煙散盡，塵
埃落定，敗選的國民黨不僅需要反省，更
要改革，甚至須改組。遠飛者當換其新
羽，善築者必清其舊基。如果國民黨像
朱立倫辦公室發言人徐巧芯說的那樣只
是「脫掉西裝，穿上草鞋，真真實實地
感受民眾的溫度」，而不改革黨的體
制，國民黨想要浴火重生無疑是癡人說
夢。
民進黨重新執政，蔡英文登上了權力巔
峰，但她必須面對一個近乎破敗凋敝的台
灣：經濟邊緣化、高科技產業衰退、樓價高

企、工資水平低、政府財政匱乏。台灣民眾
要求改變，但改革的衝動與求變的熱盼是否
意味着民進黨與台灣民眾已經做好「改變」
的準備？改變一旦真的到來，他們可以坦然
面對和接受嗎？
上世紀60至70年代，台灣因工業化而成

就經濟起飛，躋身「亞洲四小龍」，彼時的
台灣蓬勃、開放、充滿活力，台灣民眾也有
一股「上可九天攬月，下可五洋捉鱉」的衝
勁闖勁，但正如學者所言，幾十年的高度發
展使台灣社會由物質主義的「強烈欲求」進
入後物質主義的「別無所求」。在經濟全球
化浪潮以大陸崛起的地緣政治格局面前，台
灣表現出深深的無力感，對大時代、大格局
的無力與無奈，使它轉而求自保，不願長遠
規劃，只追求把握現在，活在當下。而這種
「維持現狀」的論述進一步強化了台灣民眾
將現在當成永恒的心理。因此，「現在」一
旦被改變，他們就會陷入一種強烈的集體情
緒失控中。

台灣經濟衰退日久，「反服貿」事件更令
其失去與世界經濟接軌的良機，本來引以為
傲的高科技產業也因缺乏技術革新而日益衰
微。困難當前，唯今之計，只有開放市場，
與全球經濟接軌。要做到這點，就必須深化
與中國大陸的經濟合作，盡快通過服貿協
定；另外，引進大陸的高新科技企業為戰略
夥伴，借助它們的資金與技術，進行產業轉
型和技術革新。
但是，改革與求變最關鍵的是，要有面對
改變的勇氣以及接受改變結果的坦然和務實
態度。改變未至，台灣民眾大聲疾呼；改變
已至，他們又缺少面對現實的勇氣和坦然心
態，只會條件反射般抗拒不可逆轉的現實。
台灣對兩岸關係的現實認知是「維持現
狀」，其實在這個現實認知的基礎上，還要
加上「繼續承認『九二』共識，深化合作交
流，增強互信共融」的新內容，這才是兩岸
關係的現實認知。蔡英文和民進黨能否做
到，我們拭目以待。

鄭飛 城市智庫成員

施政報告民生政策可優化
本年度的施政報告一如預期，聚焦於經濟
及民生兩大方向，提出了不少前瞻性的政策
倡議，緊扣國家的「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和
「十三五」規劃，對提升本港的長遠競爭力
有建設性作用。
尤其是「一帶一路」戰略，將會是一個中
長期的發展計劃，橫跨數十個國家，所帶動
的生產總值以萬億計。期間，預計中國與東
南亞、中亞及東歐等地區的經貿、民間和文
化交往肯定會更加緊密，香港作為一個外向
型的國際城市，金融業及專業服務業的水
平均非常高，絕對有條件把握「一帶一
路」機遇。特首於施政報告提及將設立
「一帶一路」督導委員會，並由特首親自
擔任委員會主席，統籌政府跨部門研究和
推動如何發揮本港的優勢去配合國家的部
署，充分顯示了特區政府對「一帶一路」
戰略的重視。

事實上，股價和匯價近半年大幅波動，全
球的消費市道仍然十分疲軟，加上美國踏入
加息周期，環球經濟充滿不穩定因素，香港
作為開放型的小型自由經濟體，更加首當其
衝。故此，特區政府把主要精力聚焦於經
濟，積極打造更多的經濟增長點，以經濟拉
動民生，是有現實意義的。
不過，本年度施政報告在民生政策方面仍
有不少可改進優化之處。例如，社會上有強
烈訴求恢復「租置計劃」，以求進一步完善
置業階梯。但政府沒有回應，難免令人失
望。此外，課外書無節制加價的情況愈來愈
嚴重，特區政府遲遲未制訂全面推行電子教
科書的政策和資助措施，令人關注。再者，
大嶼山的未來發展涉及填海工程，無疑會對
本港漁業構成影響。新社聯認為，政府應成
立由高層官員領導、跨部門的「填海、規
劃、工程監察小組」委員會，並邀請漁業代

表加入，認真評估發展大嶼山對各持份者的
影響，必要時應作出補償措施。深入地看，
漁農業是非常容易受環境影響的行業，經
營的風險非常大，政府應進一步研究設立
「漁農業保障基金」，作為對漁農業經營
風險的保障網，以進一步促進本地漁農業
的發展。
總括而言，是次施政報告基本上回應了新

社聯和社會的訴求，尤其在經濟政策方面十
分積極進取，但我們更加關注政策的落實和
執行問題，期望政府能夠定時公佈階段性的
進展和成果。另外，對一些能紓緩市民經濟
負擔的措施，如檢討地鐵票價「可加可減機
制」、取消青嶼幹線收費、政府收回經營權
屆滿的隧道等應進一步研究落實。最後，問
責官員必須多些走入地區，才能迅速和準確
地掌握民情，所制定的政策才會更切合市民
的期望。

鄧開榮 新界社團聯會（新社聯）副理事長

■經國家統計局初步核算，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6.9%，其中
四季度增長6.8%。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