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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博集團 

就「版權與人工智能的公眾諮詢（2024 年）」提出建議 

 

前言 

 

作為一家專注於數字確權技術的公司，我們高度關注人工智能的發展。人工智能

在為各行各業賦能的同時，也給社會各領域帶來變革。版權是首先受到衝擊的領

域之一，圍繞生成式 AI 所引發的版權爭議在全球範圍引發了廣泛關注。而近段

時間，人工智能產業發展需要尊重在先知識產權，已成為業內基本共識。 

 

對於同時致力於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和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的香港而

言，公平的規則和有效的管理對於上述兩大中心的建設與發展至關重要。 

 

我們建議在此次版權與人工智能的公眾咨詢中，充分綜合知識產權行業的聲音，

以制定出適應技術發展和行業需求的版權法律，確保對創作者的合理保護，同時

支持人工智能的可持續發展。 

 

一、關於以版權作品訓練人工智能模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需尊重在先知識產權 

 

人工智能與版權的討論中，產業界首先遭遇的是訓練數據的合法性問題。去年底，

《紐約時報》對 OpenAI 及微軟提起侵犯版權訴訟，狀告兩者涉嫌未經授權使用

《紐約時報》數百萬篇文章訓練人工智能；而在今年 6 月，全球三大唱片公司聯

合控告 Udio 和 Suno 等公司，指控其未經授權使用唱片公司內容來訓練生成音樂

的人工智能系統，目前，人工智能與版權爭議已逐漸擴展到文學、影視、藝術、

音樂等多個領域。 

 

國際知識產權組織（WIPO）在今年 3 月發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知識產權導

航》指出，使用第三方受版權保護內容訓練人工智能的合法性尚未明確，因此建

議 AI 模型方應獲得相關授權。同時，歐洲議會高票通過了全球首部全面監管人

工智能的《人工智能法》，這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法案也提出開發訓練模型需先

獲授權。 

 

《人工智能法》規定，開發和訓練通用人工智能模型的提供者需要在使用受版權

法保護的內容時獲得授權，除非這些使用屬於版權法的例外情況。歐盟的《數字

單一市場中的版權指令》進行了規定，除了以適當方式（機器可讀）明確保留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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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退出權，及出於科學研究目的之外，對版權作品進行文本和數據挖掘訓練都需

獲得權利人的單獨授權。 

 

同時，《人工智能法》還要求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者在版權合規和信息公開方

面承擔責任，包括列出用於訓練模型的主要數據集和相關數據源的說明。這樣的

規定為版權方維護權益提供了法律保障。 

 

為了促進人工智能與知識產權產業的共榮，建議香港應強調人工智能開發者在使

用受版權保護的內容時需要獲得適當的授權，同時承擔訓練數據的版權合規及來

源說明義務，公開訓練數據來源以降低版權方的維權難度，提高維權效率，並幫

助人工智能模型提供者降低侵權風險。 

 

我們認同合理使用版權作品用於計算機數據處理以促進人工智能模型訓練的重

要性，應當允許在一定範圍內合理使用版權作品進行人工智能訓練，以促進技術

創新與發展。但前提是這種使用需滿足一定的法律要求和道德准則，並在合理使

用範圍上謹慎限制。例如，可以借鑒歐盟的做法，將豁免範圍鎖定於非營利性科

學研究，以減少對版權方合法權益的不可預期損害。這樣的策略將有助於在保障

創作者權益和推動科技發展的平衡中找到共贏的路徑。 

 

二、關於 AIGC可版權性、侵權責任等議題和立法節奏：建議持續關注借鑑美國

和中國等人工智能產業實踐資源豐富的司法管轄區做法 

 

全球各司法管轄區對版權與人工智能議題高度關注，其中美國和中國是這一領域

的重要參與者，具有豐富的產業資源和司法經驗。 

 

美國的 OpenAI 和 DeepMind 等企業引領技術潮流，而美國法院處理的 AI 版權糾

紛數量和類型均為全球最多。儘管如此，美國的立法進展相對緩慢，至今主要集

中在國會的調研階段，尚未出台具體的法律法規。美國似乎採取觀察性策略，通

過司法實踐逐步形成規則，提升對行業的理解。 

 

自去年以來，美國在版權與人工智能議題上進行了多輪與行業的溝通。2023年，

美國國會舉行了一系列公開聽證會，討論生成式 AI 對版權法保護的影響。多位

創造者表達了對未經授權使用原創作品進行 AI 訓練的擔憂，這顯示出行業對版

權保護的迫切需求。 

 

近日，美國版權局發佈了關於人工智能影響其領域的報告第一部分，指出迫切需

要新法律來定義和打擊人工智能驅動的冒充行為。報告後續還將繼續公布其他部

分，值得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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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也擁有豐富的產業實踐資源。2023年，中國網信辦等部委聯

合發佈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在司法實踐方面，北京互聯網

法院就人工智能圖片版權糾紛的判決引起廣泛關注；在學術研究中，中國政法大

學等機構也已草擬相關法規建議稿，可以同步關注和借鑑。 

 

香港已開始在版權與人工智能議題上進行公眾咨詢，但短短數月的咨詢時間顯然

未必可以得出全面的結論。為了確保香港相關法律的前瞻性和適應性，建議香港

政府持續展開行業咨詢，廣泛徵求業界意見，動態關注全球主要司法管轄區在這

一領域的立法動向。 

 

同時，應積極參考其他司法管轄區在人工智能法律領域的最新實踐和經驗，以保

持穩健的立法節奏。法律的制定與修改不應過於倉促，而應在借鑒豐富實踐的基

礎上，結合香港的實際情況，逐步推進。這將更有效地回應各方需求及快速變化

的技術趨勢。在平衡知識產權保護與人工智能技術創新之間，應確保法律法規保

持一定的靈活性，既保障版權方的合法權益，又為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提供充足

空間。 

 

三、關於促進人工智能和知識產權產業共同發展：建議引入技術支撐的版權集體

管理制度，並為權利人提供合理報酬 

 

從保障人工智能相關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全面獲得每位創作者的授權在實際操

作中非常困難。人工智能提供者很難逐一尋求創作者的許可，而版權所有者與各

家 AI 提供方進行逐個溝通以達成使用協議同樣不切實際。因此，盡快為人工智

能使用訓練數據訂立明確的版權規則和強制性標注等行業標準，及時建立 AI 訓

練數據（基於人類在先創作）與 AI 生成物的版權利益關聯和分配機制是當務之

急。如果難以在短時間內清晰標注，或通過合約明確分配版權利益，建立可開放

的 AI 訓練數據庫並通過集體管理制度、行業談判等方式，探索 AIGC 與創作者

之間建立公平合理的交易和服務規則。 

 

集體管理制度能有效促進版權權利人的權益，高效運行的版權集體管理機制可以

實現權利人和使用者的利益平衡，在保障權利人權利的同時，也可以促進使用者

即時方便取得授權。例如，瑞士和德國的版權集體管理組織已經開始就人工智能

模型訓練進行授權談判。 

 

香港目前雖然設有版權特許機構，但在集體管理方面的法律制度尚未完善。為應

對未來可能的通過集體管理組織進行的授權模式，建議香港利用此次版權與人工

智能的公眾咨詢以及《版權條例》的修訂契機，加快建立相關的制度。這不僅可

以有效保障版權方的合法權益，還能為人工智能提供方在文本和數據的合法使用

上提供更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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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應注意版權集體管理制度的高效運行離不開技術的支撐，例如數字確權等

版權管理技術可以實現版權內容的有效登記、追蹤以及交易。香港應進一步完善

技術基礎設施的跟進配套建設，為產業發展創造高效、透明和可信賴的健康環境。 

 

綜上所述，香港應順應國際發展趨勢，結合最新的技術進展，因地制宜，在版權

法修訂中協調人工智能技術發展與知識產權保護的雙重需求，明確各方的合法權

益。通過法律手段保障技術的進步與創作的繁榮，不僅有助於維護創作者的權益，

還將為香港的科技創新和知識產權產業創造更大價值。適應時代發展的知識產權

法律將為科技與文化的深度融合提供驅動力，推動香港的可持續發展。 

 

結語 

 

隨著人工智能的迅猛發展和內容創作方式的多樣化，版權問題已進入全新階段，

《版權條例》的現代化變得尤為重要。香港不僅需要建立一個促進科技創新與知

識產權保護平衡發展的法律環境，還應借鑑各司法管轄區的寶貴經驗，通過與業

界持續的對話與合作，引入適應性強、富有遠見的政策措施，以確保法律體系既

能保護創作者的合法權益，又能支持科技進步和產業發展，促進香港同步加速建

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和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阜博集團 

 

 

二〇二四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