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署理民政事務局局長就「香港作為可持續發展的區域文化樞紐」議案總

結發言（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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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署理民政事務局局長許曉暉昨日（五月二十五日）在立法會會議上，

就「香港作為可持續發展的區域文化樞紐」議案的總結發言全文： 

 

主席： 

 

  感謝各位剛才就香港文化發展的發言。文化政策確實是我們城市整體質素提

升很重要的一環，而香港的文化政策，一直以來也是要確保我們文化藝術創作的

表達自由，營造有利文化藝術發展的環境。 

 

  西九文化區的建設，正如多位議員都提到，將為香港的長遠文化藝術發展，

帶來一個很難得的機遇。而我們現在最終所選取的一個方案是經過多番的公眾諮

詢而決定的，當中有很多市民的意見、很多專家、很多從業員的意見，亦都是要

進一步加強這個地區的綠化，讓我們的西九文化區既有文化，亦充滿綠意。我們

會好好利用這個契機，增加基礎設施，投入資源，按照我剛才在開場發言時解釋

的文化藝術，我們的發展方向，致力強化我們的文化軟件，壯大本地藝術隊伍，

普及藝術教育和推動藝術融入市民生活，推動香港欣賞和參與藝術的文化。 

 

  今日多位議員的發言總是離不開我們藝術軟件的建設，這個也是我們民政事

務局上下，以及西九管理局非常重視及關心的題目。我希望就議員所提出的有關

公共藝術、普及藝術、人才培訓、藝術教育、門票訂定、藝團資助、藝術合作交

流、諮詢執行架構、以及藝術空間等，作一個綜合的回應。 

 

  在２０１０－１１年度，政府在文化藝術方面的開支共２８‧２億元，約佔

政府總開支的百分之一，當中並未計算我們在場地建設等非經常性支出。這些資

源主要用於為藝術活動提供場地支援、資助藝團發展藝術節目、培育人才、推廣

藝術教育、拓展觀眾和促進文化交流等。在這一方面的投入，香港相對很多其他

地方，是相對充裕，在人均我們對於藝術文化的投入來說，更加是高於不少地區。

當然，儘管如此，政府仍然會積極投入更多資源，進一步促進文化藝術發展。 

 

  而剛才李永達議員，以及幾位議員也提及例如有關紐約的例子，所謂的

percentage for art，其實主要也是使用於關於公共藝術的計劃內。固然有一些

地方是以這個方式來推動公共藝術；亦都有更加多的地方，他們的資源是來自一

些私人基金會的形式。也有一些地方，在我們的研究中看到，他們曾經使用

percentage for art，後來由於在公共資源購買藝術品引來爭議後，取消了這個

計劃。不過，就算如此，香港在沒有這個計劃底下，我們現階段，存在香港公共



空間的雕塑已經超過２００多件。李議員及其他議員，如果你們有興趣，我很樂

意與大家一同去不同地方觀看現有的雕塑。很多時候，我們可能因為工作關係，

未必一定有機會，可能是路過也未有留意到，但確實現在已經有２００多件，有

很多是相當具有質素的。另外，我知道會有更多的朋友共同推動公共藝術發展。 

 

  為了積極地向市民推介文化藝術，我們亦會加強推動公共藝術，舉辦更多普

及文化藝術活動，達致王國興議員所提到的藝術普及化。其中我們正在推行的包

括「藝聚政府大樓計劃」，在三座政府聯用大樓的公共空間設置藝術品。另外，

我們已經開展社區藝術計劃，包括包括「藝綻公園」及「潮裝公園」，在公園一

些平常很多市民都可以一起享用的地方，展示一些新進藝術家及學生的創作，把

藝術融入公園裏面的枱、凳或欄干，讓我們的生活能和藝術氣息更加緊貼。這些

藝術計劃除了為香港公共空間注入藝術元素外，同時亦為本地藝術家開拓更多創

作機會及展示空間。 

 

  另外，李永達議員亦提到他關心的街頭表演。現時香港並沒有法例禁止街頭

藝術表演，只要有關表演並沒有構成滋擾或危及公眾安全，相關執法部門會因應

具體情況小心處理。為了提供街頭表演的平台，康文署在去年７月推出開放舞台

試驗計劃，在三個人流較為暢旺，而環境上有利進行戶外表演的地點，即香港文

化中心廣場、沙田大會堂廣場及葵青劇院廣場，這些人流相對比較多的地方，設

立表演區供個人或團體免費申請表演。試驗計劃採用先到先得的登記制度，表演

者及團體可以免費使用，同時可以在表演區內收取賞金，希望藉此推動文化消費

的文化。我們已將計劃的試驗期延長到今年６月底，吸引更多人去參與及吸收更

加多經驗，以便檢討成效，再制定未來的發展路向。 

 

  至於在文化人才培育方面，正如我剛才發言時提到，政府在２０１０－１１

至２０１４－１５年度，在經常開支方面預留了超過４億８,６００萬元的額外

資源，進一步強化我們的文化軟件。具體措施包括推出藝術行政人員計劃、加強

對本地藝團的支援、支援學生參與文化藝術活動、促進公共藝術的推廣、豐富香

港藝術節的品牌，以及資助各類有關粵劇發展和承傳的計劃。 

 

  就人才培訓方面，文化創意產業在現階段，在香港所聘用人員大概超過１８

萬人，而我們現在有３２ ０００家從事創意文化的企業。就這個從業員的人數

而言，以３５０萬作為工作人口，他們大概佔百分之五。就業界對於文化藝術人

才需求殷切，我們會繼續從其他方面培育人才，包括香港演藝學院每年為約８５

０名學生提供全日制訓練課程，相當於全日制的畢業生人數超過３００名，同時

招收７７０名初級音樂及青年精英舞蹈課程學生，同時每年為８ ０００位學員

提供專業培訓。 

 



  康文署於去年推出藝術行政人員培訓計劃，為有志投身於表演藝術及博物館

管理工作的人士，提供實習和培訓機會。同時藝發局亦有舉辦實習計劃，剛才在

議員發言時，我亦了解到這個是很多議員關心的範圍。這些實習計劃是資助具潛

質的藝術人才到本地藝團接受在職實習。另外，也有獎學金及一些資助，讓他們

參與在外地的計劃，包括英國的 Clore 領袖培訓計劃，以及 The Sage Gateshead

實習計劃。 

 

  另外，藝發局自２００７－０８年起推出新苗計劃資助，為新晉藝術家提供

發表藝術作品，以及累積專業經驗的機會，協助他們進一步發展自己的藝術事業。 

 

  除了現有的機制外，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西九管理局）亦正與不同文化藝術

團體和院校合作推出一系列培育藝術人才計劃，當中包括文化領袖培訓課程及獎

學金計劃等。 

 

  而就着另一個關於軟件的問題－－藝術教育，這個很多議員關心的問題。藝

術教育是學校課程的八個學習領域之一。除音樂及視覺藝術外，學校還為學生提

供多樣形式的藝術學習，如戲劇和舞蹈，也通過其他學科，提供相關知識、文化

情境及價值觀，以進一步豐富學生的藝術學習，加強學生的藝術文化素質。 

 

  為配合新高中課程，我們已增撥資源，加強在學校推動藝術，致力培養年輕

一代對文化藝術的興趣，希望最終可以達致劉慧卿議員所提到的，在學校進一步

普及藝術的工作。 

 

  而王國興議員所提到票價的訂定，其實在這一方面我們有兩個平衡需要取

得。一方面我們希望票價的訂定，是可以培養香港對於文化消費的習慣，亦即是

說會購買門票，去支持我們的藝術團體，從而形成一個有利於文化藝術發展的市

場和產業，當然這亦可以同時局部解決李慧琼議員所提到，如何令從事藝術者更

加有前途，和令整體從事藝術工作的價值觀可以改變，（在這方面）亦可以出一

分力。但是同時我們亦要平衡，在這個市場和產業發展的時侯，如何令未有機會

接觸到藝術，和藝術的能力未充足的市民和朋友可以更加容易接觸藝術。所以為

鼓勵學生參與文化藝術活動，康文署規定由該署贊助的藝術活動，必須向全日制

學生提供半價門票優惠。該署博物館也給予全日制學生半價入場費優惠，學校團

體更可申請免費入場參觀，這未包括恆常博物館每星期都有一日讓公眾人士免費

入場。 

 

  另外，九大表演藝團基於它們受政府的直接資助，亦要致力向學生提供優惠

的票價。以去年為例，他們所有門票裏有超過百分之二十五以優惠的形式給予我

們的學生，令他們可以欣賞藝團的藝術表演。九大表演藝團一直都是我們重要的



合作伙伴，其實我們現時有恆常的機制，每年集體與他們見面兩次，除此以外，

我們秘書長亦於過往日子與九大藝團逐一與他們單獨會面，這是未包括劉慧卿議

員剛才所提到最近的一次會面，共同討論藝術的發展以及藝團往後的發展方向。 

 

  除此之外，中小型藝團亦是大家所關心的，包括葉國謙議員和張宇人議員亦

有提到。就中小型演藝團體和新進藝術工作者，它們對於我們確保香港藝壇整體

的健康蓬勃發展非常重要，因為它們是未來的梯隊，我們會繼續透過各項的資助

安排，包括藝術發展局的資助項目，以及我們新設立的藝能發展資助計劃，加強

我們支持中小型藝團和新進藝術工作者。單單在２０１０－１１年度，藝發局資

助了超過３４０個藝團或藝術工作者的創作需要，其中包括３９個受惠於該局一

年或兩年的資助計劃的中小型藝團。 

 

  而就着這個藝能發展資助計劃，張宇人議員提到１００萬這個門檻比較高，

但是其實我們的講這個１００萬的配對基金並不是要求藝團要籌到１００萬作

為一個基礎，而是可以很寬鬆地包括它們往後可能會收到的門票亦計算在內，所

以它們在籌募贊助的時候，並不以１００萬作為計算。 

 

  此外，康文署一直透過恆常的文化節目，以及地區文化藝術推廣活動等途

徑，為中小型藝團提供支援和演出機會，推動它們的藝術創作和外展活動。商業

贊助對於我們的藝術發展，甚至其他周邊地區的藝術發展都是非常重要，所以我

們將會進一步加強我剛才所提到的配對基金，希望未來可以進一步推動藝術的發

展。 

 

  至於陳偉業議員提到古希臘和意大利的例子，其實正正當時米開安哲羅，他

所有不朽的作品都是在商業的贊助、商人家族的支持下而成就出來的。這份支持

在任何一個社會在推動藝術發展都非常重要。 

 

  這亦帶到余若薇議員所提到的新光戲院，當初為何在支持上一直有難度，而

議員亦理解，是由於營運者和私人業主未能達成租約上如何進一步營運。我們過

去幾年以來累積了過千萬元的公帑支持新光的營運。這些資源假如我們可以直接

支持粵劇的團體和粵劇新進的朋友，其實是更有效的運用，當然我們會進一步聽

取議員和市民的意見，看看如何在粵劇發展方面做得更好。 

 

  另外，何鍾泰議員提到合作和交流。這是我們藝團發展和文化藝術發展非常

重要的一環。在這裏我簡短地提一提，就文化藝術發展，在國際的層面，我們已

經與１２個國家／地區已簽署了文化合作的備忘錄。在粵港的合作層面，我們在

六大範圍推進得特別緊密，這包括人才的培訓交流、資訊互換、博物館方面的合

作、圖書館、粵劇、以及文化創意產業等，我們未來在六個方向會繼續推進。 



 

  此外，有議員包括陳淑莊議員提到對於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的設立提供了一

些意見。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是在去年１１月成立，當時原本民政事務局轄下設

有表演藝術委員會、藝術發展基金諮詢小組及表演藝術資助委員會三個組織，負

責就表演藝術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見，有關任期全部均於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底屆

滿，由於其職能原本皆不包括視覺藝術，所以我們最後是把它們合併，成立了藝

術發展諮詢委員會，有助理順上述諮詢委員會的組織架構，以及藉此機會，把視

覺藝術和其他藝術形式納入在內，以助委員會就香港的全面藝術發展向政府提供

意見。 

 

  至於委員會的成員裏面，陳淑莊議員剛才問到裏面有沒有來自專業界別、藝

術界別呢？其實現在委員會裏面，或者我不詳細講名字，就包括有專業音樂和舞

蹈的藝術家、有藝術系的教授、有研究視覺藝術的專家學者、以及粵劇的承傳與

發展的學者等等，這些都是來自不同的藝術界別。當然我們有來自其他專業界別

的人士，希望共同集思廣益，推動我們藝術文化的發展。 

 

  至於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與藝術發展局最大的不同之處，藝術發展諮詢委員

會現在的工作主要是就民政事務局日常有關文化藝術的工作，向政府提供意見。

這些工作包括在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的藝術部分下設立藝能發展資助計劃，在藝

術界引入配對安排，鼓勵商界及私人參與，為具潛質的藝團提供持續發展的機

會。委員會亦會協助民政事務局審批資助藝團和藝術工作者外訪交流的申請。此

外，委員會亦負責處理表演藝團的資助事宜，包括檢討政府現行對有關主要藝團

的資助機制，以及推動藝術教育的事宜等等。 

 

  至於藝發局的主要職責是就本地藝術文化的策劃、推廣及支持，以及人才培

訓等範疇，代表藝術界向政府提供意見，並協助推行有關的措施。這些年來，透

過政府的恆常撥款和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的資源，藝發局一直協助中小型藝團走

向專業發展和培訓新進，並透過不同的資助計劃，支持本地藝術工作者及藝團的

創作，亦因應現今香港文化藝術發展的步伐和形勢，加強政策的研究工作。 

 

  至於藝術發展局的選舉制度事宜，或許我必須澄清，現時藝發局的成員中由

選舉產生的業界代表，是在藝發局未成立以前，政府在經過與藝術界廣泛討論之

下所凝聚的共識。這項安排，其實在其他地方，國家或地區，它們有相關的藝術

發展局的地區，都是獨一無二的一個安排來的。亦正如劉江華議員提到，他提到

的一篇評論，其實我們也有留意到，同時間其實我們在接觸文化藝術界別，亦有

一些意見，建議藝術發展局應以純藝術人士來參與，一個純藝術的形式而去參

與，這正正是與剛才提到的一篇評論的意見是一致的。至於往後藝術發展局如何

繼續進行它的運作呢？我理解到今屆的藝術發展局亦已決定成立專責小組檢討



它的代表制度安排的事宜。我們亦會持續與藝發局緊密合作，研究有何措施可進

一步提升藝發局的運作。 

 

  此外，議員關心本地藝術空間的問題。這包括湯家驊議員及多位議員提到

過。為了增加我們本地的藝術空間，讓新進和具有潛質的藝術工作者從事藝術創

作，藝發局與我局近來積極與不同的工廈業主進行商討，我們期望在香港、九龍、

新界幾個地區的工廈都可以提供藝術空間，亦期望在短期裏可以在觀塘和黃竹坑

的工廈的個別單位，落實以優惠租金，在商界的支持底下，可以提供一些藝術空

間給我們香港本土的藝術家從事創作。 

 

  就藝術軟件的推行和藝術的普及，其實資訊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環。所以在

資訊方面，容許我向各位議員匯報一下我們正聯絡不同合作伙伴，期望更善用大

眾傳媒和網上平台，向公眾提供藝術資訊和拓展觀眾，以提升香港文化氣息。其

中，我們將與一間本地收費電視台合作，在文化節目特別設立環節，走訪本地藝

術家，了解他們的創作歷程及作品特色。我們局方亦會在 YouTube 設有獨立頻

道，當中不少與公眾分享的活動及資訊，以及文化藝術相關信息。我們會繼續運

用網上平台，以及探討與不同媒體合作的可行性，進一步向公眾推廣藝術。 

 

  正如我剛才在開場發言中解釋，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推動香港的文化藝術，我

們局方作為制定文化藝術政策的主管部門，在推動有關文化藝術的政策時，一直

與各相關政府有關決策局、部門及文化團體保持緊密聯繫，當中包括法定機構和

諮詢組織，如藝發局、西九管理局和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而我們康文署更有專

責、專業的團隊，就文化政策的落實進一步推展，這包括我們的觀眾拓展辦事處，

以去年為例服務了３０萬名以上的觀眾，亦包括我們的藝術推廣辦事處及音樂辦

事處等，我們會繼續不同的計劃，向社區及學校，進一步推動藝術。 

 

  就剛才的匯報，我們將種種的工作都與議員一一分享，其實我們文化推展的

目標都是為了實現香港的文化願景，就是進一步提升香港的文化素養，鞏固香港

作為展示東西文化薈萃、融合傳統與現代、平衡、普及高雅藝術的國際文化大都

會。我們希望香港市民能夠從文化活動中體味人生，從藝術中找到樂趣，把藝術

融入平常生活。 

 

  文化藝術是活出來的，令我們生活一點也不悶，大家的一言一行也影響着一

個地方的文化，在民間、商界及政府共同推動下，我們期望得到議會的鼓勵、支

持、及不時的提醒，共同提升香港的文化藝術。 

 

  多謝！ 



完 

 

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６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