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拉喀什条约》
为阅读障碍者
提供丰富精神生活

2013年 6月17日至28日，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召集各个国
家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会议。
经过激烈讨论，《关于为盲人、视
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
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
的马拉喀什条约》(简称《马拉喀
什条约》)由51个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会员国签署并通过。在此过
程中，我国代表团积极参与谈
判，对条约的缔结作出巨大贡
献。但由于当时 2013 年，我国
《著作权法》与《马拉喀什条约》
还有一些不能匹配的地方，因
此，当年我国并没有作为缔约国
加入该条约。

2020年11月11日，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
通过了关于修改《著作权法》的
决定。修改后的法律增加了适用
于《马拉喀什条约》要求的条款。
2021年10月23日，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
了关于批准《马拉喀什条约》的
决定。提交批准函三个月后，我
国将正式成为《马拉喀什条约》
的缔约国。2022年 5月 5日，该
条约对我国生效，将极大丰富我
国阅读障碍者的精神文化生活，
提高其受教育程度，同时推动我
国优秀作品海外传播，进一步提
升我国在国际版权领域的话语
权和影响力。

该条约规定了“受益者”和
“作品”范围。除盲人之外，《马拉
喀什条约》将范围更广的“视力
障碍者”和“其他印刷品阅读障
碍者”也列为受益人。那些视力
正常，因身体残疾而不能持书或
翻书、不能集中目光或移动目光
进行正常阅读的人都在该条约
的受益范围之内。而“作品”是指
《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
约》所指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不
论是已出版的作品，还是以其他
方式通过任何媒介（包含报纸、
网络、广播等）公开提供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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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

视力障碍学生小

T（化名）说：“我想看

看美国动画片《花木

兰》。”小 H（化名）也

说：“是呀，我听说过

这部电影，据说蛮有

特色的。”同学们七嘴

八舌讨论着……但是

在学校图书馆和网络

上，都没有《花木兰》

电影的口说影像版，

即有解说的无障碍电

影。因为电影是受版

权保护的，播放、改编

与再制作，都需要付

费与授权。不仅仅是

电影，所有有声读物、

大字体印刷版书籍、

各版本教材都涉及到

知识产权，不能随意

公开制作或改编。

视力残疾阻碍了

相关人员阅读印刷体

等文字继而获取知识

的便利。那么，刚刚对

我国生效的《马拉喀

什条约》为视力障碍

者们带来了什么样的

利好呢？先让我们从

条约产生的背景谈起

吧！

《马拉喀什条约》
为视力障碍者带来幸福

在“互联网+”时代
让视力残疾人
享受数字阅读便利

如今，在“互联网+”时代，数
字阅读已成为社会大众重要的阅
读媒介，我们是否应以基于视力
残疾人的利益和诉求出发，让他
们能更好地接受教育，并平等享
受数字阅读所带来的便利。这是
文明社会与文明城市需要关注的
重要议题。从学校日常出发，我们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适当增加盲文书刊。
世界盲人教育有逾百年的历

史，目前各个国家还在广泛地使
用盲文。视力残疾人摸读盲文书
获取知识仍是主流。所以，我国还
需重视制作盲文书刊，确保各种
盲文版教材的及时供应，努力实
现每一门文化课有1本配套的盲
文版练习册。特别要注意更新版
本，尽量与普通学校的教材变更
同步，以满足日益发展的融合需
求。

大幅度增加有声读物。
《马拉喀什条约》明确“无障

碍格式版”和“被授权实体”。因
此，对全世界的优秀文化作品可
以通过合法途径引进，采用成本
价、非营利的方式，制作成有声读
物，适当增加适合中小学视力残
疾学生阅读的科技、文体、艺术类
以及与各类教材配套的有声读
物，在各级各类图书馆建立有声
读物资料库，通过网络链接，注册
和授权，免费提供给视力残疾人
使用。增加听觉获得知识的平台，
扩充学术类、知识类的内容，更好
的为特需人群服务。在普通印刷
品中小学教材及读物中，增加点
读、扫码、链接、延伸等内容，为随
班就读残疾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
资源与教育支持。

授权开放部分视频信息。
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授权给

公共图书馆、特殊教育学校、盲人
服务机构、社会组织等单位，由这
些被授权实体向受益人提供相关
服务。提供电影（无障碍版）、书刊
（电子版）以及其他视频信息，尤
其与中小学配套的图片、链接、课
外书刊的视频内容等，目前这些
资源多数不开放，在网络上也难
以找到。国家要授权设立特殊教
育资源库。

宁波是全国文明城市，我们
应该更关心、支持残障事业和特
殊教育，为他们提供更多优质资
源和配套服务。融合教育应从娃
娃抓起，通过设立无障碍阅读日、
关爱残疾人周、举办残健融合文
体活动、强化无障碍设施等，营造
全社会、全方位关心与帮助残障
人士的良好氛围，共享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丰厚成
果。“实现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
都不能少！”

C
B 宁波是这样提高

盲生阅读能力水平的

我们宁波的盲人教育，源于
1842年的五口通商时期，当时外
国女传教士到宁波传教并设立
了女塾，曾有2名盲女前来就读。
新中国成立之后，1959年，宁波
市聋哑学校（宁波市特殊教育中
心学校前身）设立了盲童班。后
来因历史原因暂停招生，1990年
起又恢复办学。尽管毕业生总数
不多，但学校对提高宁波市盲人
文化水平贡献不小。

这些年，宁波市特殊教育中
心学校尝试着利用多种途径去
提高盲生的阅读能力和水平。

第一种是利用盲文书刊：
摸读盲文，是盲生独立阅读与
书写的主要途径。如果盲生从
小学习用手指摸读盲文，摸读
速度可以与同年级明眼学生使
用眼睛进行视读的速度同步。
我国《著作权法》也规定，将已
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可
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
支付报酬。

第二种是利用大字书刊：对
于低视力者（视力在 0.05 至 0.3
之间），可根据个人意愿与喜好，
阅读一些大字书刊，也可借助放
大设备如放大镜、助视器、扩视
机等进行阅读。我校每年都会预
订一些大字体语文、数学等教科
书及练习册，也会提供一些大字
体的课外书籍和杂志。

第三种是利用有声读物：
2000 年前，电脑和网络尚未普
及，人们更多地使用磁带、光盘
辅助阅读。学校当时有100多盘
有声读物的光盘，都是孩子们喜
欢听的故事和音乐，教师也经常
自己刻录磁带用于教学。学校还
为每个视力残疾的学生配备收
音机等，让他们用耳朵倾听外面
的声音。如今信息时代，视障孩
子借助电脑和手机等获取各类
音（视）频信息，与人沟通交流也
变得更为便捷。

第四种是利用无障碍影视
作品：这些年，宁波推行的“光明
影院”等惠民项目，会定期请视
力残疾群体去看电影，由专门的
志愿者给视力残疾人“讲电影”。
但目前，我国将影视作品改编成
视力残疾人可以听到的“在播放
画面的同时，伴随旁白与解说”
的很少，且仍受到相关版权法律
与规定的限制。

30 多年以来，从这里毕业
的多数学生已经成为能够自食
其力的劳动者，与明眼人一样，
有工作，有收入，家庭美满，生
活幸福。部分毕业生通过继续升
学深造，成为如教师、医师等专
业技术人员，更好地反哺和回报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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