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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今日（十一月九日）在「亞洲文化

合作論壇二零零五」內地省市文化廳廳長聯席會議上致辭全文：  
 
各位廳長﹕  
 
  大家早安！歡迎大家光臨香港，出席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事

務局舉辦的亞洲文化合作論壇。很多朋友現在已經是第二次在這裏會

面了。這次論壇的題目，是亞洲品牌。一個成功的文化品牌，可以不

單可以將許多的商品和服務長期銷售，還有利於國家整體的形象。特

別是在產業升級、經濟轉型的時候，打造品牌，無論出口或者內銷，

都是要緊的事。我們身處的香港迪士尼樂園，就是著名的文化品牌，

除了經營文化商品和遊樂場服務，它的獨特文化體驗，也可以結合其

他行業，例如酒店、住宅區等。美國可以產生迪士尼、好萊塢等文化

品牌，一方面是因為自由市場，另方面是因為公民社會。這兩個既是

文化產業的基礎，也是逐漸落實民主政治、建設和諧社會的基礎。從

這兩個基礎慢慢做起，也可以發展出適合我們國情的民主政治。  
 
  發展文化產業，最重要的是自由的市場機制和健全的公民社會。

自由市場可以讓產品回應消費者真實的需求和多層次的品味，更讓部

份創新的產品，可以迅速測試市場反應而靈活調整，經過整固、深化

之後，可以帶領市場，領導潮流。公民社會主導的公共文化，則可以

保證文化的長遠發展和全民利益，實現群眾的文化民主和文化權利，

進而與商品市場互補不足，形成良性循環。自由市場與公民社會，是

發展文化產業的兩條腿，彼此依靠，無分先後。有時候公益性的文化

事業開創先河，盈利性的文化產業收取利益；有時候商業文化先創造

了群眾需求，公共文化將精緻層次和人文意義再推上一個台階。  
 
  香港在文化產業方面的發展與內地最大的不同之處，是香港本身

已有相當健全的自由市場體制，文化商品與其他商品無異，都是自由

市場主導，可以自由生產與進出口，生產要素、商業服務和市場資訊

都可以自由流通，政府只提供必不可少的法治基礎與商業環境。但是

另一方面，政府投入巨大資金，資助包括教育、環境、和文化藝術等

等公共文化服務。內地的旅客朋友來到香港，體會到香港的繁華熱



鬧，但香港的公共秩序和公民道德，也同樣令內地的旅客朋友留下不

錯的印象。  
 
  在公益性質的公共文化服務方面，香港特區政府雖然有大比例的

經費資助，也擁有各類文化場館，但總是透過公民社會來協助管理。

香港民間的公益服務超越百年，規模龐大，管理現代化。文化服務在

近年也透過諮詢組織、法定組織和法人團體提供，保證服務的公益性

質，也容納不同的人才與創意，政府與委託人之間保持適當的管治距

離，政府事前審批，事後監督，期間盡量不干預。民間的法人團體，

同樣受到公司法社會及傳媒的監管，而且須遵守廉政條例，向政府申

請經費補助的話，也必須證明有相當的公司治理水平，如董事局制

度、專業會計、年度審計等，防止濫用公帑。透過長期的信託關係，

政府與民間團體形成良善的共識，使到這些團體完善內部管治，自主

運作，健康成長。政府資助文化藝術，亦同時扶助公民社會成長。自

己負責任，自己管理好自己，不用政府來操心費神，是現代公民的素

質。中國的治國大典《禮記》說：「君子莊敬日強。」政府與公民保

持互相尊敬與信任的關係，彼此以君子相交，假以時日，市民就會自

重自強，守禮守法，建立和諧社會。所謂「強國必須強種」，中國的

形象、中國的品牌，最終還是要體現在整體的中國公民素質之上，而

建設公民社會，是一條穩健可行的道路。  
 
  朋友們，無論是神舟六號升空，還是「十一五」藍圖，都是生動

地反映國家美好的前景。香港面對 ?難得的歷史機遇，共享國家的振

興，民族復興的榮光。關鍵是我們要團結和諧，要敢於創新，要有長

遠的眼光，務實找準自己的定位，才能緊緊的把握國家騰飛帶來的千

載難逢機遇，再配合香港本土發展的優勢，才能進一步提升我們的國

際競爭力為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和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作出貢獻。謝

謝各位。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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