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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締約各方：出於以盡可能有效和一致的方式發展和維護保護作者對其文學和藝術

作品之權利的願望，承認有必要採用新的國際規則並澄清對某些現有規則的解

釋，以提供解決由經濟、社會、文化和技術發展新形勢所提出的問題的適當辦法，

承認信息技術和通信技術的發展和統一對文學和藝術作品創造和使用的深刻影

響，強調版權保護作為文學和藝術創作促進因素的重要意義，承認有必要要按《伯

爾尼公約》所反映的保持作者的權利與廣大公眾的利益尤其是教育、研究和獲得

信息的利益之間的平衡，達成協議如下： 



 

 

第１條 與《伯爾尼公約》： 

(1)對於屬《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所建聯盟之成員國的締約方而言，

本條約係該公約第 20 條意義下的專門協定，本條約不得與除《伯爾尼公約》

以外的條約有任何關聯，亦不得損害依任何其他條約的任何權利和義務。 

(2)本條約的任何內容均不得減損締約方相互之間依照《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

爾尼公約》已承擔的現有義務。 

(3)“《伯爾尼公約》”以下係指《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1971 年７

月 24 日的巴黎文本。 

(4)締約各方應遵守《伯爾尼公約》第１至 21 條和附件的規定。 

 

第２條 版權保護的範圍 

版權保護延及表達，而不延及思想、過程、操作方法或數學概念本身。 

 

第３條 對《伯爾尼公約》第２至６條的適用 

締約各方對於本條約所規定的保護應比照適用《伯爾尼公約》第２至６條的規定。 

 

第４條 計算機程序 

計算機程序作為《伯爾尼公約》第２條意義下的文學作品受到保護，此種保護適

用於各計算機程序，而無論其表達方式或表達形式如何。 

 

第５條 數據匯編（數據庫） 

數據或其他資料的匯編，無論採用任何形式，只要由於其內容的選擇或編排構成

智力創作，其本身即受到保護。這種保護不延及數據或資料本身，亦不損害匯編

中的數據或資料已存在的任何版權。 

 

第６條 發行權 

(1)文學和藝術作品的作者應享有授權通過銷售或其他所有權轉讓形式向公眾提

供其作品原件或複製品的專有權。 

(2)對於在作品的原件或複製品經作者授權被首次銷售或其他所有權轉讓之後適

用本條第(1)款中權利的用盡所依據的條件（如有此種條件），本條約的任何內

容均不得影響締約各方確定該條件的自由。 

 

第７條 出租權 

(1) 

(i)計算機程序、 

(ii)電影作品、 



(iii)和按締約各方國內法的規定，以唱片體現的作品的作者，應享有授權將其

作品的原件或複製品向公眾進行商業性出租的專有權。 

(2)本條第(1)款不得適用於： 

(i)程序本身並非出租主要對象的計算機程序；和 

(ii)電影作品，除非此種商業性出租已導致對此種作品的廣泛複製，從而嚴重

地損害了複製專有權。 

(3)儘管有本條第(1)款的規定，任何締約方如在 1994 年４月 15 日已有且現仍實

行作者出租其以唱片體現的作品的複製品獲得公平報酬的制度，只要以唱片體

現的作品的商業性出租沒有引起對作者複製專有權的嚴重損害，即可保留這一

制度。 

 

第８條 向公眾傳播的權利 

在不損害《伯爾尼公約》第 11 條第(1)款第(ii)目、第 11 條之二第(1)款第(i)和(ii)

目、第 11 條之三第(1)款第(ii)目、第 14 條第(1)款第(ii)目和第 14 條之二第(1)款

的規定的情況下，文學和藝術作品的作者應享有專有權，以授權將其作品以有線

或無線方式向公眾傳播，包括將其作品向公眾提供，使公眾中的成員在其個人選

定的地點和時間可獲得這些作品。 

 

第９條 攝影作品的保護期限 

對於攝影作品，締約各方不得適用《伯爾尼公約》第７條第(4)款的規定。 

 

第１０條 限制與例外 

(1)締約各方在某些特殊的、不與作品的正常利用相牴觸、也不無理地損害作者

合法利益的情況下，可在其國內立法中對依本條約授予文學和藝術作品作者的

權利規定限制或例外。 

(2)締約各方在適用《伯爾尼公約》時，應將對該公約所規定權利的任何限制或

例外限於某些特殊的、不與作品的正常利用相牴觸、也不無理地損害作者合法

利益的特殊情況。 

 

第１１條 關於技術措施的義務 

締約各方應規定適當的法律保護和有效的法律補救辦法，制止規避由作者為行使

本條約所規定的權利而使用的、對就其作品進行未經該有關作者許可或未由法律

准許的行為加以約束的有效技術措施。 

 

第１２條 關於權利管理信息的義務 

(1)締約各方應規定適當和有效的法律補救辦法，制止任何人明知、或就民事補

救而言有合理根據知道其行為會誘使、促成、便利或包庇對本條約或《伯爾尼

公約》所涵蓋的任何權利的侵犯而故意從事以下行為： 



(i)未經許可去除或改變任何權利管理的電子信息； 

(ii)未經許可發行、為發行目的進口、廣播、或向公眾傳播明知已被未經許可

去除或改變權利管 理電子信息的作品或作品的複製品。 

(2)本條中的用語“權利管理信息”係指識別作品、作品的作者、對作品擁有任

何權利的所有人的信息，或有關作品使用的條款和條件的信息，和代表此種信

息的任何數字或代碼，各該項信息均附於作品的每件複製品上或在作品向公眾

進行傳播時出現。 

 

第１３條 適用的時限 

締約各方應將《伯爾尼公約》第 18 條的規定適用於本條約所規定的一切保護。 

 

第１４條 關於權利行使的條款 

(1)締約各方承諾根據其法律制度採取必要措施，以確保本條約的適用。 

(2)締約各方應確保依照其法律可以提供執法程序，以便能採取制止對本條約所

涵蓋權利的任何侵犯行為的有效行動，包括防止侵權的快速補救和為遏制進一

步侵權的補救。 

 

第１５條 大會 

(1) 

(a)締約方應設大會。 

(b)每一締約方應有一名代表，該代表可由副代表、顧問和專家協助。 

(c)各代表團的費用應由指派它的締約方負擔，大會可要求世界知識產權組織

（以下稱為“本 組織”）提供財政援助，以便利按照聯合國大會既定慣例

認為是發展中國家或向市場經濟轉軌 的國家的締約方代表團參加。 

(2) 

(a)大會應處理涉及維護和發展本條約及適用和實施本條約的事項。 

(b)大會應履行依第17條第(2)款向其指定的關於接納某些政府間組織成為本條

約締約方的職能。 

(c)大會應對召開任何修訂本條約的外交會議作出決定，並給予本組織總幹事

籌備此種外交會 議的必要指示。 

(3) 

(a)凡屬國家的每一締約方應有一票，並應只能以其自己的名義表決。 

(b)凡屬政府間組織的締約方可代替其成員國參加表決，其票數與其屬本條約

締約方的成員國 數目相等，如果此種政府間組織的任何一個成員國行使其

表決權，則該組織不得參加表決，反之亦然。 

(4)大會應每兩年召開一次例會，由本組織總幹事召集。 

(5)大會應制定其本身的議事規則，其中包括特別會議的召集、法定人數的要求

及在不違反本條約規定的前提下作出各種決定所需的多數。 



 

第１６條 國際局 

本組織的國際局應履行與本條約有關的行政工作。 

 

第１７條 成為本條約締約方的資格 

(1)本組織的任何成員國均可成為本條約的締約方。 

(2)如果任何政府間組織聲明其對於本條約涵蓋的事項具有權限和具有約束其所

有成員國的立法，並聲明其根據其內部程序被正式授權要求成為本條約的締約

方，大會可決定接納該政府間組織成為本條約的締約方。 

(3)歐洲共同體在通過本條約的外交會議上做出上款提及的聲明後，可成為本條

約的締約方。 

 

第１８條 本條約規定的權利和義務 

除本條約有任何相反的具體規定以外，每一締約方均應享有本條約規定的一切權

利並承擔本條約規定的一切義務。 

 

第１９條 本條約的簽署 

本條約應在 199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開放供本組織的任何成員國和歐洲共同體簽

署。 

 

第２０條 本條約的生效 

本條約應於 30 個國家向本組織總幹事交存批准書或加入書三個月之後生效。 

 

第２１條 

成為本條約締約方的生效日期：本條約應自下列日期起具有約束力： 

(i)對第 20 條提到的 30 個國家，自本條約生效之日起； 

(ii)對其他各國，自該國向本組織總幹事交存文書之日滿三個月起； 

(iii)對歐洲共同體，如果其在本條約根據第 20 條生效後交存批准書或加入書，則

自交存此種文書後滿三個月起，或如果其在本條約生效前交存批准書或加入

書，則自本條約生效後滿三個月起； 

(iv)對被接納成為本條約締約方的任何其他政府間組織，自該組織交存加入書後

滿三個月起。 

 

第２２條 

本條約不得有保留: 本條約不允許有任何保留。 

 

第２３條 退約 

本條約的任何締約方均可退出本條約，退約應通知本組織總幹事，任何退約應於



本組織總幹事收到通知之日起一年後生效。 

 

第２４條 

(1)本條約的簽字原件應為一份，以英文、阿拉伯文、中文、法文、俄文和西班

牙文簽署，各該文種的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2)除本條第(1)款提到的語文外，任何其他語文的正式文本須由總幹事應有關當

事方請求，在與所有有關當事方磋商之後制定。在本款中，“有關當事方”係

指涉及到其正式語文或正式語文 之一的本組織任何成員國，並且如果涉及到

其正式語文之一，亦指歐洲共同體和可成為本條約締約方的任何其他政府間組

織。 

 

第２５條 保存人 

本組織總幹事為本條約的保存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