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6日世界知識產權日：

電影‧全球摯愛

知識產權貿易方興未艾

　　在短短百年間，電影已經發展為全球其中一種最受歡迎的藝術形式。隨全球影音科技
日益進步，香港的電影工業成為了本地創意產業的旗艦，這些發展有賴政府致力保護知識產
權，推動商品和服務自由貿易，讓業界充分發揮創意，促進經濟發展。
　　電影風靡全球。在個人層面，觀眾藉觀賞電影豐富生活、啟廸心靈；在商業層面，企
業家瞄準電影的價值，尋找商機、創造就業；在國際層面，不同國家透過電影宣揚其擁抱的
精神和理念。電影既包含知識，亦牽涉產權。藉全球知識產權日，正好讓我們肯定電影的
重要性。
　　過去數十年來，在業內同仁努力不懈之下，香港的電影工業走過高低起伏，發展蓬勃。
政府一直不遺餘力，在電影製作和交易方面提供便利及資助，支援業界發展。
　　每年三月份，政府會資助一連串電影盛事，包括由香港貿易發展局舉辦的「香港國際影視
展」（影視展）。影視展是亞洲區內首屈一指的電影工業盛事，為開拓專門市場提供一站式平台，
推廣香港作為亞太區的影視和娛樂產品生產及分銷中心。影視展也是區內首選的跨媒體、跨業
界貿易平台，促進電影融資及製作、電視與數碼娛樂，以及電影和廣播器材等多方面合作。
　　香港的電影製作始於一百多年前，經過歲月磨練，香港電影載譽國際。我們的演員、導
演、攝影師和監製憑出色的表現，在過去十年間（2004年至2013年）榮獲超過400個國際獎
項。電影業是創意及文化產業的一部分，亦是香港近年發展迅速的行業之一。我們對保護電
影版權的工作一向都非常重視。
　　事實上，電影在知識產權制度中獨一無二，主要受版權保護，但同時也涉及其他知識產

權，如專利、商標和外觀設計等。知識產權雖然是無形資產，但它在知識
型經濟中，擔當推動經濟發展的角色，可以被創造、商品化，以至在
不同地域之間進行交易買賣。政府在2013年成立「知識產權貿易工作
小組」，研究推動香港成為區內首屈一指的知識產權貿易中心，透過
繼續進行並加強這方面的工作，我們同時也向電影致敬，因為電影在
現代生活中已是不可或缺，也發揮連繫世界、讓我們活得更美好的

軟實力。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蘇錦樑 

　　我們在每年的4月26日慶祝「世界知識產權日」，借此機會討論知識產權在推
動創新和創造力方面的作用。今年的主題是「電影：全球摯愛」。
　　電影一直深深吸引全世界的觀眾。從最早的默片開始，電影就受到全世界
觀眾的驚歎和熱愛。直到最近，我們看到不但全球觀眾的數量在增加，全球的電
影產量也在增長。過去好萊塢是全世界的電影重鎮，如今電影產業在全世界蓬勃
發展，無論在印度的寶萊塢、尼日利亞的諾萊塢，還是在斯堪的納維亞、北非、
中國或亞洲其他地方，都是如此。電影誠然成為了全球摯愛。
　　電影也是知識產權的直接產物。想想電影的製作過程。首先從劇本開始，這
是作者或編劇的知識財產。接是演員，他們的表演即是他們的知識財產。然後
是音樂，它們的知識產權在它們的作曲者和表演者那裏。多方參與促成了電影的
創作，使我們能看到一場天衣無縫的演出，其中交織多種知識產權。知識產權
是整個電影工業背後的基石。
　　所有這些促成電影製作和發行的參與方都受到國際法律框架的保護。這個框架
始自十九世紀的《伯爾尼公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與其成員國一道，努力確保這
個法律框架與不斷變化的世界同步，繼續實現其基本宗旨，使知識產權推動創新和
創造力。最近我們增添了一項新條約—《視聽表演北京條約》，保護演員的表演。
　　今年值此世界知識產權日之際，我請世界各地的電影愛好者們，在下一次觀

影時，想一想曾為製作這部電影出力的所有創作者和創新者。
我還想懇請你們想一想互聯網給電影帶來的數字挑戰。我相
信，不僅政策制定者有責任，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去思考這
一挑戰並且自問：我們如何利用這個非同尋常的機遇，使文
化變得民主，並使創意作品一擊滑鼠就可獲得，而與此同
時，又能確保創作者能夠繼續創作、獲得收入、製作出使我

們生活得以極大豐富的電影？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
弗朗西斯‧高銳 

廖：行政會議成員廖長城　　張：知識產權署署長張錦輝

　　知識產權相關的行業相當廣泛，
與 大 眾 工 作 及 生 活 息 息 相 關 。 香 港
作為區內其中一個創新及創意經濟的
領導者，並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
擁有潛在的基礎設施發展知識產權貿
易。知識產權貿易包括收購和授權發
明專利、工業外觀設計、半導體的布

圖設計、植物品種、版權作品、產品
和服務的商標、以及商業秘密等等。
政府透過發展知識產權貿易，協助推
動相關產業發展，長遠能創造更多就
業機會和帶動香港經濟升級轉型。行
政會議成員廖長城和知識產權署署長
張錦輝分享了他們的看法。

廖：在知識型經濟時代，知識產權貿
易 可 促 進 文 化 創 意 和 創 新 科 技 的 發
展，推動企業轉型升級及經濟發展，
提供個人創業和就業機會，以至提升
社會及生活的質素。不少企業已研發
及擁有大量知識產權資產，例如生產
技術，卻往往未有善用，故此，企業
可考慮透過知識產權貿易將有關技術
轉移，取得合理回報。另一方面，企
業尤其是中小企亦可通過知識產權貿
易取得所需技術。香港的知識產權貿
易發展得到政府政策支持，目前的進
度理想。於去年成立的知識產權貿易
工作小組，正積極探討特定政策及其
他支援措施，以推動知識產權貿易的
發展。我們期望香港日後成為國際的
知識產權貿易樞紐，促進本港文化和
創意，以及創新和科技的發展，也希

望可吸引一些高增值行業回流香港。

張：消費者最想購買「與眾不同」的
東西，所以創意作品需要得到法律的
保障，才能鼓勵更多優秀的創作。我
們發現其實很多企業或創作人擁有優
質的產品或創作，卻沒想到將之商業
化，實在可惜。事實上，在政府、廖
議員和很多志同道合的私人機構的支
持下，多個知識產權貿易平台已建立
起來，這些平台將聚集來自多國及多
種類型的知識產權買賣。本港還匯集
跨界別的知識產權貿易專才，例如經
紀、顧問、律師、估價師等，提供高
水 平 的 知 識 產 權 中 介 服 務 和 網 絡 聯
繫。

廖：知識產權貿易中介服務的確扮演
很重要的角色，例如當來自不同國家
的買賣雙方遇到有爭議時，可以在香
港通過國際仲裁或調解來解決紛爭，
以避免在法院「打官司」及節省訴訟
支出。

張：知識產權貿易能為社會文化和經
濟 發 展 帶 來 莫 大 的 裨 益 。 對 於 推 廣

　　「香港電影界有很多出色的人才和作品，然而在數
碼和網絡科技發展下，涉及盜版或侵權的格式和模式可
謂日新月異，可能會影響行業發展。我們當然想看到更
多像《無間道》的電影，獲外國電影公司垂青洽購版權，
一方面是商機，另方面也為香港爭光。業界相當重視『版
權』的維護，希望隨大眾對『版權』認識愈來愈多，政
府有關部門亦可加強『版權』的保障、管理和貿易支援，
以鼓勵更多年青人加入電影創作行列。」

　　「電影創作
向來面對很多挑
戰，可幸近年政
府及不少私人團
體為保障香港電
影業的知識產權
作出努力，例如
香港電影工作者
總會提供劇本登
記 服 務 ， 為 提
交劇本者擔當時間證人，對企圖抄襲劇本的人起阻嚇作
用。
　　另一方面，本港雖有不少課程培育電影創作及製作
人才，卻欠缺給予電影新晉人才發揮及表現的機會。希
望政府能夠為電影新晉人才提供更多就業機會，以及增
加對電影製作的資助，以鼓勵更多創作。」

　 　 「 我 真 正 接 觸『版
權』，是在出版著作的時
候，因為書籍作者可以
收取版稅。一位前輩曾
說無論出版任何類型的
著作，都要視之為像《哈
利波特》一樣具市場價值
的作品，而積極維護自
己的權益，這令我留下
深刻的印象。對於創意行業，我認為無論是電影或舞台創作
皆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時間才可成功出品，因此，創作
人要靠自負盈虧或向商界爭取贊助等方式支持創作，往往會
感到吃力。希望政府能增加資助，以鼓勵創作。」

　　「本港電影業曾面對嚴重的盜版侵權威脅，據知曾經有本港電影遭盜版後易名在南非的戲院上映，亦曾因翻
版光碟猖獗，打擊創作和製作人的士氣。現在在海關和有關部門加強執法後，盜版問題已大大改善。另外，香港
電影製作發行協會支持香港貿易發展局舉辦香港國際影視展，促進電影業融資、提高本港與外國業界的交流，對
推廣香港電影有一定幫助；香港電影製作發行協會亦與教育機構合辦影視製作及發行證書課程以培育人才，期望
將來看到更多具創意的電影作品。」

■舒達明（左）及莊澄

知識產權貿易，我們訂下了短、中、長
期的目標：短期是希望看到更多成功的
交易個案；中期是希望製訂一些國際標
準，例如在知識產權估值方面；長遠而
言希望知識產權貿易成為經濟發展的主
要趨勢，而香港更可成為環球知識產權
貿易樞紐。

莊澄─天馬電影製作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寰亞綜藝集團創辦人

舒達明─香港電影製作發行協會行政秘書長

馮志強─電影編劇、導演

彭秀慧─舞台劇創作演員

　　為響應世界知識產權日，知識產權署與香港國際影視協會將
於2014年4月26日舉辦電影《奇鸚嘉年華2》放映活動，供「我
承諾」行動會員欣賞。

知 識 產 權 署 活 動 介 紹

　　「第六屆全球感官品牌
論壇」將於2014年5月9日
在香港理工大學舉行。論壇
由開啟國際感官研究中心主
辦，知識產權署以及香港理
工大學設計學院支持。現場
設有展覽，並有著名講者分
享 創 作 、 設 計 及 感 官 的 經
驗，以及舉辦感官體驗及非
傳 統 商 標 的 模 擬 拍 賣 等 活
動。詳情可致電2961 6960
向知識產權署查詢。

第六屆全球感官品牌論壇 

《奇鸚嘉年華2》電影放
映活動

　　知識產權署與國際商標協會將於2014年5月13日在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合辦「無偽宣傳運動」。活動旨在讓高中及大專院校學生
認識偽冒問題及假貨如何損害社會，並提高他們對商標運用的意
識，且提供機會讓他們與商標擁有人和反偽專家交流。活動以廣
東話進行，費用全免，歡迎高中及大專院校學生參加。有興趣報
名者可致電2961 6960與知識產權署聯絡。

無偽宣傳運動 

《月球下的人》（Francesc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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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署署長張錦輝

■行政會議成員廖長城
知識產權署網址：www.ip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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