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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2 月 14 日至 18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 WIPO 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SCCR)第十九届会

议的结论指出：“秘书处将应成员国的要求组织地区研讨会，以明确有关一项基于信号方法

的可能的条约草案的保护目标、具体范围和客体的观点。将在第二十届会议上向本委员会提

交一份这些研讨会的报告”，根据这一结论，2010 年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亚太国家和

非洲国家共举行了三次地区研讨会。墨西哥代表团、印度和尼日利亚代表团在版权及常设委

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期间提交了上述研讨会的报告 (文件 SCCR21/3、SCCR/21/9 和

SCCR/21/11)： 

– 国家版权局(INDAUTOR)于 2010 年 5 月 31 日和 6 月 1 日在联邦地区墨西哥城举办

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保护广播组织地区研讨会。以下国家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阿根廷、巴巴多斯、巴西、智利、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

牙买加、墨西哥、秘鲁、圣卢西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乌拉圭。 

– 2010 年 7 月 13 日和 14 日在新德里举行了亚太国家保护音像表演地区研讨会。研讨

会是由版权局、高等教育部、人力资源发展部、印度政府共同组织的。下述国家参

加了研讨会：孟加拉国、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伊朗、老挝、马

来西亚、蒙古、尼泊尔、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和越南都出席了此次研

讨会。 

– 非洲国家保护音像表演地区研讨会于 2010 年 10 月 18 日至 20 日在尼日利亚阿布贾

举行。此次研讨会是由尼日利亚版权委员会(NCC)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举办

的。参加此次研讨会的有下述国家：安哥拉、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中非共和国、

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纳米比亚、

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南非、多哥和赞比亚。 

– 所有上述三个研讨会均分为两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国家和国际专家所作的发

言；第二部分是由参会成员国进行讨论。 

这些研讨会的主要成果如下： 

– 所有上述三个研讨会都涉及了谈判的进度。作为本组织大会赋予的任务，迫切需要

针对传统广播制定一项以基于信号的方法为基础的保护广播组织条约；加快此项条

约的工作进度已变得迫在眉睫，促请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在其议程上制定一个

完成此项条约工作的时间表，正像在其中一个研讨会上所强调指出的那样：以使

2011 年的大会能就召集一次外交会议作出决定；研讨会还认识到全球技术突飞猛进

的发展速度及其对广播组织权利造成的种种影响； 

– 研讨会强调了广播组织为创作其广播节目进行经济投资的重要性，并对以保护目标

相关的信号盗播问题表示关注；研讨会通过这种方式涉及了该条约的各项目标。条

约的主要侧重点就是要防止第三方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使用或利用其广播节目信

号，这种做法导致了影响广播产业投资和竞争性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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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讨会还提及了现代化的保护措施对一些领域的影响，这些领域包括：知识和信息

的推广、广播部门对本地内容的编制和传播、教育和就业； 

– 研讨会同意遵循以信号为基础的方法并要求制定一项技术上中性的条约； 

– 讨论涉及了保护的客体。多数研讨会强调指出：新条约规定的保护受益者应是广播

组织和有线广播组织。有些国家说明了将广播组织确定为保护主体的重要性，并在

可适用的情况下，确定与有线广播组织和其他运营商的可能区别；有些研讨会认为

进一步制定包括有线广播节目在内的广播节目、信号以及这方面的每种定义十分重

要，这样可以在考虑技术发展的前提下确定一种中性的定义； 

– 会议认为国际互联网是一个各地区以不同方法进行探讨的议题，因此有必要不断就

其影响进行辩论。研讨会强调指出，每一种立法均应针对每一具体情况确定其自己

的保护形式； 

– 一些研讨会讨论了本条约所规定的具体的保护范围，强调了需确定本条约的范围以

及拟授予广播组织的各项权利，并指出应对 1961 年的《罗马公约》进行审查使之

适应技术的发展；研讨会指出：依本条约授予的权利不应损害任何纳入广播节目的

重要作品的权利； 

– 部分意见赞同本条约应包含对与公共利益攸关的专有权的具体限制；以及 

– 研讨会还提出了条约遵守和执法方面的具体问题，其中包括需要制定灵活的国际标

准以及被视为本条约组成部分的执法和条约遵守机制。 

 

［文件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