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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及要題 

 

 

1.1 研究 

 

「有關在香港提供區域／地區文化及表演設施的顧問研究」在二○○一年年底至二○○

二年年中期間進行。研究的目標如下： 

� 清晰評估社會對區域和地區層面的文化和表演設施的需求 

� 根據這些需求，確立對設施的要求 

� 檢討及重新介定現有文化及表演設施所擔當的角色。若有需要重整現有設施，提供有
關建議並編訂一套「重整計劃」 

� 若有需要提供更多的區域性和地區性文化及表演設施，探討對有關設施的要求並編訂
一套「提供新設施的策略計劃」 

� 就各項計劃，建議一套有效的實施方法，包括加強私人機構參與。 
 
必須注意重整計劃和提供新設施的策略計劃，均是顧問的獨立建議，而不是政府目前的

施政承諾。顧問建議的實施將會取決於政府的決定。 

 

是項研究分為四個階段，包括： 

� 第一階段：背景研究  

� 第二階段：區域性 / 地區性文化設施的需求評估  

� 第三階段：現有的區域性 / 地區性文化設施的重整計劃 

� 第四階段：發展新區域性 / 地區性文化設施的策略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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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背景研究 

 

背景研究包含六方面的研究工作： 

 

1.2.1 政策方向及課題：轉變中的背景 

 

顧問檢討了香港和海外有關藝術發展和文化設施政策的資料。香港在考慮和擬訂一套文

化政策時，已反映了很多文化政策方面的主要國際趨勢；民政事務局現主導擬訂政策的

工作。這項研究展現了獲得支持的政策範疇： 

� 為所有人提供文化及藝術教育 

� 公共藝術和利用非專用設施舉辦文化活動 

� 私人機構參與文化發展 

� 為文化設施創造藝術形象 

� 為藝術發掘新的資助和管理模式，以減低節目和設施的資助水平，現時的資助相對國
際標準屬於高水平 

� 在香港各個地區推動文化活動以吸引遊客 

� 加強區議會在社區發展方面的角色和功能。 

 

香港在考慮和擬訂一套文化政策

時，已反映了很多文化政策方面的

主要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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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目前的設施供應結構和管理安排 

 

背景研究探討了現有和已規劃的文化設施和非專用設施的資料和使用情況。研究確認了

二十四個主要的文化設施（見表一和圖一），表演藝術是這些設施的節目的重要一環，

這些設施的設計大致上已考慮這些表演的需要 。研究亦檢討了非專用設施如社區會堂、

學校和康樂設施的分佈和使用情況。 

 

 

表一：香港的文化設施 

 

文化設施 地區 種類 管理機構 啟用年

份 

香港文化中心 油尖旺 全港性設施 康樂文化署 1989 

香港大會堂 中西區 全港性設施 康樂文化署 1962 

香港演藝學院 灣仔 全港性設施 香港演藝學院 1985 

香港藝術中心 灣仔 全港性設施 香港藝術中心 1977 

香港藝穗會 中西區 全港性設施 香港藝穗會 1983 

香港體育館 油尖旺 全港性設施 康樂文化署 1983 

伊利沙伯體育館 灣仔 全港性設施 康樂文化署 1980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灣仔 全港性設施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1988,  

新翼 

1997 

新光戲院 東區 全港性設施 新光戲院 1972 

沙田大會堂 沙田 區域性設施 康樂文化署 1987 

荃灣大會堂 荃灣 區域性設施 康樂文化署 1980 

屯門大會堂 屯門 區域性設施 康樂文化署 1987 

葵青劇院 葵青 區域性設施 康樂文化署 1999 

元朗劇院 元朗 地區性設施 康樂文化署 2000 

上環文娛中心 中西區 地區性設施 康樂文化署 1988 

牛池灣文娛中心 黃大仙 地區性設施 康樂文化署 1987 

西灣河文娛中心 東區 地區性設施 康樂文化署 1990 

高山劇場* 九龍城 地區性設施 康樂文化署 1996 

北區大會堂 北區 地區性設施 康樂文化署 1982 

大埔文娛中心 大埔 地區性設施 康樂文化署 1985 

香港浸會大學大學會堂 九龍城 其他場館 浸會大學 1978 

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 油尖旺 其他場館 理工大學 2000 

香港中文大學利希慎音樂廳 沙田 其他場館 中文大學 2001 

香港中文大學邵逸夫堂 沙田 其他場館 中文大學 1981 

* 高山劇場重建後於1996年重開 

康樂文化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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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來源： 
選舉管理委員會之

一九九九年區議會

選區分界圖索引 

 

圖一： 
 
文化設施的分佈 
 
 
 
 
 
 
 
 
 
 
 
 
 
 
 
 
 
 
 
 
 
 
圖例 

 
全港性設施 

區域性設施 

地區性設施 

其他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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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研究分析了設施在租用和出席兩方面的使用情況、租用成本和安排，以及員工組合

和管理安排。設施提供和管理方面的主要課題和含義包括： 

 

設施的提供  

� 香港一直是由公共機構主導提供文化設施 

� 香港所提供的表演藝術設施的整體數量，較其他國際城市為低，尤其是小型（設少於
五百個座位）至中型（設五百至一千個座位）的設施 

� 香港缺乏為主要的創作團體而設的駐場設施 

� 作實驗表演的「另類空間」有限  
 

設施的地點和分佈 

� 香港大部分的文化設施皆可容易地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到達 

� 全港性的文化設施主要集中在市中心 

� 區域性和地區性的文化設施遍佈香港各處 

� 若以區域和地區作為提供設施的基礎，普遍認為設施的提供存在不足之處 
 

設施的設計 

� 大部分的設施均以綜合文化場所的形式建設，當中包括多個多用途場地 

� 設施依照了某些模式和標準設計，很少考慮特定的社會需求 

� 文化設施的性質和分佈欠缺多樣性，正妨礙香港的藝術發展  

� 香港新建的區域性和地區性文化設施，其過高的設計標準與其區域性和地區性的功能
並不相符  

� 在香港市區內的一些文化設施，其環境並不理想（位於街市之上、後台通道不足、不
受觀迎的氣氛、欠缺臨街面） 

 

設施的使用和參與情況 

� 公共文化設施的整體使用率，在過去十年持續增長 

� 公共文化設施的使用相當理想，主要用作文化用途  

� 公共文化設施上演很多種類的文化節目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下稱康樂文化署）資助多類在公共文化設施上演的文娛節目  

� 在過去十年，康樂文化署舉辦的室內文化節目的出席率維持在68%和77%之間 

� 訪港旅客很少使用現有文化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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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新建的文娛中心均達到非常高的國際標

準，似乎增加了大眾對地區性文化設施的標準

的期望。 

 

 

 

 

 

 

 

 

 

 

 

 
（相片：葵青劇院演藝廳） 

 

 

 

 

 

 

 

 
（相片：元朗劇院）   

 

 

設施的運作及管理 

� 公共文化設施的資助水平非常高  

� 私人文化設施的租用成本明顯地較公共設施的水平為高，這包括一些大學的場地 

� 若租場費用是按座位數目計算，兩個新建的區域性和地區性文娛中心（即葵青劇院和
元朗劇院）的租用成本，與香港文化中心的水平相約 

� 非專用設施的租金，明顯地較專用設施為低 

� 跟本地設施比較，海外文化設施的內部推廣功能普遍較強，資助水平也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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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的建設 

� 在其他國際城市，設施的擁有權較為分散，不同層次的政府部門亦有參與設施的發展 

� 國際設施採用多種不同的管理和擁有權模式，同時，海外設施的種類和規模的選擇也
較香港的為多 

� 香港有機會採用新的設施擁有權和管理模式（內部、外判或公司化） 

� 香港有機會推動私人機構提供文化設施  

� 香港的公共文化設施，成本高且需長時間發展 

� 透過採用另類的發展過程和確保設施的技術設備配合其計劃的用途，或有可能減低設
施的發展成本 

� 有機會讓政府和其他界別合作發展文化設施 

� 有機會為不同規模和種類的設施設定比照樣板 
 

非專用設施 

� 利用非專用設施進行文化活動是其他國家在文化發展方面的一個特色  

� 一系列的因素正妨礙香港利用非專用設施 

� 香港的社區中心和社區會堂集中在發展公共房屋的地方 

� 社區中心和社區會堂被用作多種社區活動；常見的文化用途包括社交舞班、粵劇排練
和表演，及青少年活動 

� 有機會更好地利用學校及社區中心和社區會堂舉辦文化活動 

� 學校和室內康樂設施是按人口分佈提供的 

� 學校和室內康樂設施很少被用來舉辦文化活動 

� 有些少機會，在歷史建築物內創造小型的表演場地，但有相當大的機會，透過推動公
共藝術和使用內部空間如建築物大堂，在公共地方提供展覽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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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非專用設施進行文化活動是其

他國家在文化發展方面的一個特

色。這些用途在香港正受多種因素

所限制。然而，藝術界和公眾人士

廣泛支持這些用途。 

 

 

 

 

 

 
（相片：香港公園花園廣場） 

 

 

1.2.3 已規劃的未來設施 

 

是項研究確認多個為專用文化設施和非專用設施物色地點的規劃提案： 

� 西九龍填海區的藝術區將會是發展新文化資源的主要焦點；現時沒有其他建設專用文
化設施的確實計劃。 

� 正在進行中的香港仔港灣專題研究包含一些娛樂和表演設施的提案。 

� 現有數個有關可作演出之用的靈活場地的提案，包括「有關對大型體育和康樂場館的
需求的顧問研究」建議在美孚提供一個設五千個座位的室內體育館，代替現有的伊利

沙伯體育館。 

� 香港藝術發展局在其三年計劃書中建議多個文化設施項目。這些建議大多涉及改造重
用非專用設施。 

� 前臨時市政局和前臨時區域市政局已物色了多個可以用作文化發展的地盤。 

 



有關在香港提供區域／地區文化及表演設施的顧問研究  行政摘要 
 

9 

1.2.4 民意調查 

 

一項民意調查在二○○一年十一月至十二月期間進行，透過電話訪問約一千五百個香港

市民，以收集其在使用區域性和地區性文化設施方面的資料及其對這些設施的意見。結

果概要如下： 

� 在區域性和地區性文化設施舉辦的文娛活動的參與率，在過去數年似乎有增長 

� 活動的吸引力和資料的提供，是鼓勵市民參與文娛活動的主要因素。這些因素，相對
於把文化設施設在更近居所的地方的考慮，更為重要 

� 近年的經濟不景問題沒有嚴重地影響使用者的文化習慣。然而，調查也示意一些使用
者會在經濟條件轉好或活動費用明顯降低時，更樂意地參與活動  

� 市民大致上滿意在地區大會堂和文娛中心舉辦的文娛活動的性質 

� 市民滿意香港現有區域性和地區性文化設施的可達性和質素。對設施是否足夠的問題
則意見分歧 

� 市民支持利用非專用設施（包括學校）進行更多文化活動 

� 區域性和地區性文化設施的使用者，傾向是曾接受較高水平的教育和有較平均數為高
的個人收入的人。 

 

活動的吸引力和資料的提供，是鼓勵市民參與文娛

活動的主要因素。這些因素，相對於把文化設施設

在更近居所的地方的考慮，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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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實地考察及諮詢 

 

背景研究也包含一連串的實地考察和諮詢活動。顧問參觀了超過五十個場地，亦訪問了

多個主要機構，包括場地的經理和營運者、演藝團體、設施的租用者和代表團體，以及

透過舉辦區議會諮詢會收集區議員的意見。受訪者關注的事項包括： 

� 較舊的文娛中心出現老化問題 

� 不理想的鄰近環境，尤其是較舊的文娛中心 

� 附屬服務的提供和質素，是很多場地的問題 

� 希望公共設施的管理更有彈性，包括希望有時可獲更大的運作自主權 

� 有需要創造更佳的場地形象，包括有更多的臨街面 

� 租用主要場地的競爭很大 

� 相對於公共文化設施，私人文化設施的租用成本很高 

� 利用歷史建築物和其他非專用設施進行文化活動，要面對特別問題  

� 改善現有和提供新的文化設施，要面對長期的資源問題，以及在資源的籌組和提供時
間方面的限制  

� 有關拓展觀眾、推廣藝術教育、公共藝術和私人機構參與方面的需要 

� 有需要邁向為特定目的提供特定設施的方向，即為專業的用途提供高質素的專門設
施，以及為社區用途提供適度質素的、靈活性高的設施 

� 在葵青區和元朗區新建的兩所文娛中心，似乎增加了大眾對地區性文化設施的標準的
期望 

� 普遍支持利用學校設施作更多社區文化用途。 
 

有需要邁向為特定目的提供

特定設施的方向，即為專業

的用途提供高質素的專門設

施，以及為社區用途提供適

度質素的、靈活性高的設

施。 

 

 

 

 

 

 
（相片：香港文化中心） 



有關在香港提供區域／地區文化及表演設施的顧問研究  行政摘要 
 

11 

 

1.2.6 國際經驗 

 

在六個城市（新加坡、墨爾本、倫敦、阿姆斯特丹、紐約和多倫多）進行的國際個案研

究，強調了一些可以供香港借鑒的經驗，包括： 

� 在部分的個案研究城市，在提供文化服務方面，地區層面的政府擔負起更為重要的角
色 

� 相對於香港，大部分的個案研究城市有更多種擁有和管理文化設施的方式  

� 按人口比例計算，大部分的城市擁有更多的設施 ，尤其是小型的設施 

� 與香港比較，個案研究城市透過更多的資助途徑支持藝術發展，資產發展、運作和管
理較少依靠單一層面的政府資助  

� 推廣和拓展觀眾的資源，較多是在場館層面提供 

� 一如香港，大部分的個案研究城市正在發展城市文化計劃和政策。文化和創意工業在
本土經濟、就業和服務方面所擔當的角色，以及透過拓展觀眾計劃、藝術教育和外展

節目在社區發展藝術，是這些計劃漸現的兩項重要主題， 可供香港借鑒 

� 雖然很多城市是在較廣的文化政策和策略架構中發展設施，但是個別設施的規劃普遍
是獨特的和涉及特定的可行性研究 

� 不同的公共、私人和非牟利機構合作發展文化設施，在很多其他城市是很普遍的。 
 

 

國際城市透過更多的資助途徑

支持藝術發展，資產發展、運

作和管理較少依靠單一層面的

政府資助。 

 

 

 

 

 

 

 

 

 

 

 
（相片：倫敦Globe Thea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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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需求評估 

 

 

2.1 方法 

 

顧問已進行一項需求評估，確認對重整和新建設施的需求，以便為區域性和地區性層面

的文化設施編訂一項提供策略。這項策略將會提供一個架構，以便建議的個別設施在日

後進行更詳細的規劃。在是項研究中，「訴求」一詞是指主要機構認為有需要的事項，

而「需求」一詞則指有充分理據支持和可以清晰評估的訴求。然而，需求評估的方法強

調文化需求是不能單靠分析使用設施、參與活動和人口分佈等的統計數據「計算」出

來；也要考慮很多無形的問題和因素，例如政府優先處理的問題（「政策主導」的需

求）、藝術工作者的期望和文化活動的供應 （「供應主導」的需求），以及各界已作出

的訴求。這項分析假設設施和節目會繼續受政府資助，定價因而會維持在目前水平 。如

在未來降低資助水平，預期需求將會隨之而減低。 

 

是項研究採用的需求評估方法，因而類似其他國家在宏觀層次採用的方法，即考慮一系

列的因素（包括影響文化需求的因素，再根據這些因素的重要性以專業判斷分配比

重），以及一些可以量化的資料。這項分析基於主要機構對需求的定性觀感，以及可以

計量的因素，包括： 

� 藝術團體的需求和訴求 

� 區議會和地區藝術團體的需求和訴求  

� 其他藝術活動主辦者的需求和訴求  

� 透過分析申請場地失敗的數字，估計未能滿足的需求和訴求  

� 訪港旅客的需求和訴求  

� 民意調查結果所顯示，香港市民的需求和訴求  

� 居民人口的水平、分佈和特徵的改變 

� 現有文化設施在十八區的分佈情況  

� 分析現有提供的不足和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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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結果 

 

有關全港性及區域性和地區性層面的文化設施，需求評估的結果綜合如下： 

 

全港性設施 區域性／地區性設施 

 

基於下列各項，需求將有重大的增長： 

� 藝術發展的政策支持 

� 維持經濟和旅遊業增長的政策期望  

� 優化市民的生活質素和營商環境的政策
期望 

� 預期的人口增長 

� 基於持續的推廣和拓展觀眾活動及藝術
教育，公眾參與文娛活動的水平正在上

升 

 

 

基於下列各項，需求將有重大的增長： 

� 藝術教育的政策支持 

� 地區藝術活動和社區參與的政策支持 

� 預期的人口增長和分佈 

� 公眾參與社區文娛活動的水平正在上升 

 

下列各項將滿足部分需求：  

� 如發展西九龍藝術區的承諾 

� 限制社區和非專業的團體使用高質素的
文化設施  

� 改造非專用設施成專用設施（如歷史建
築物和工業樓宇／倉庫） 

� 短暫使用非專用設施作文娛活動（如商
業設施、 公園和其他公共地方） 

 

下列各項將滿足部分需求： 

� 現有區域性 / 地區性文化設施的剩餘容
量 

� 給予社區和非專業的團體優先使用區域
性 / 地區性文化設施的權利 

� 改造非專用設施成專用設施（如住宅樓
宇和政府樓宇）  

� 短暫使用非專用設施作文娛活動（如公
園和其他公共地方、 社區會堂和學校禮

堂） 

 

 

訴求大致上與需求和設施規劃一致。 

 

整體訴求高於可以量化的需求，也沒有任何

重要的設施計劃。 應在逐案的基礎上檢討

地區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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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文第 2.1節的需求評估所考慮的各項有關因素，十三個地區對區域性和地區性層

面的特建設施的需求概要如下： 

 

地區 優先次序 備註 滿足需求的方法 

觀塘 高 目前有高度的需求 提供新設施 

深水  稍高 目前有稍高的需求 提供新設施 

西貢 稍高 中遠期會有稍高的需求 提供新設施 

離島 稍高 中遠期會有稍高的需求 提供新設施 

九龍城 稍高 遠期會有稍高的需求 提供新設施 

北區 稍高 遠期會有稍高的需求 提供新設施 

大埔 一般 目前有一般的需求 提供新設施 

南區 一般 目前有一般的需求 提供新設施 

油尖旺 一般 目前有一般的需求 提供新設施 

東區 一般 目前有一般的需求 重整現有設施 

沙田 一般 目前有一般的需求 重整現有設施 

屯門 一般 遠期會有一般的需求 重整現有設施 

元朗 一般 遠期會有一般的需求 重整現有設施 

註：其餘的五個地區（中西區、 葵青、荃灣、灣仔和黃大仙）沒有需要進行有關現有或新設施的行

動。 

中期：2008年至2012年；遠期：2013年及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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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議的策劃 

 

 

3.1 策略架構 

 

現有設施的分佈和等級制度之分析，以及需求的分析，顯示多項轉變己經發生，以回應

市民需求和品味的轉變、香港地理環境（即人口分佈和道路和鐵路的交通網絡）的轉

變，以及投資和管理設施的行政管制方面的轉變。這意味香港需要一個較主動和透明度

較高的新架構，以重整現有設施和發展新的設施。 

 

是項研究考慮了四個選擇方案（見表二），並建議一個具有兩個層次的新架構：  

 

� 全港性設施（包括專門場館） 

� 社區設施（包括跨區文化設施及地區文化設施）。 

 

 

表二：文化設施規劃架構的選擇方案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最可取的架構） 

描述 

現行的分類 
現行有關新建的藝

術場館的規劃準則* 

方案二 + 新的層

次以促進藝術設施

的縱向聚集 

方案一、二和三 

之混合方案 

全港性設施 
全港性場館 全港性設施 

專門場館** 

全港性設施 

（包括專門場館） 

區域性場館 

等級制度 

地區性場館 
社區設施 社區設施 

社區設施 

（包括跨區設施 

及地區設施） 

評審的表現 現有架構作有限

度的重要改變，

延續目前的低效

率情況 。 

對現有架構的重整

沒有作用，不能改

善運用現有區域性

設施的效率。 

最能滿足藝術界的

需求，但架構之實

施將需要相當多的

資本和管理資源。 

平衡藝術界和社區

的 需求。成本效

益最高。 

*「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第三章第九節  

** 規劃概念以促進藝術設施的縱向聚集（見「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第三章第九節）：在同一地點

內，建設單一或少數相關之藝術界別或功能所需的各類設施，例如，一個設表演、排練、訓練和研

究等設施的舞蹈中心。設施的聚集和駐場的藝術團體會幫助專門場館建立場地形象和加強觀眾的忠

誠度，令場館可以吸引遍佈全港的觀眾和參與者，以及吸引有特別興趣的遊客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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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架構的主要目標是更有效地分配設施，以滿足藝術界已特別確認的需求和整個社會較

廣泛的需求。必須注意某些設施可能同時具備全港性和社區的功能。 

 

表三展示了在這個架構下，全港性和社區層面的文化設施的特徵。 

 

 

表三：全港性和社區層面的文化設施的特徵 

 

全港性文化設施 社區文化設施 

一般的設施 專門場館 跨區文化設施 地區文化設施 

 

服務範圍 

 

� 全港市民 
� 大部分訪港旅客 

� 最多四至五個地
區 

� 一個地區或地區
內的一個鄰舍  

 
地點 
 

� 主要集中在市中心，聚集成「文化區」 
� 從香港各處前往皆可容易到達的地點  

� 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從服務範圍各處前
往皆可容易到達的地點 

� 行人可容易到達的地點 
 

功能與角色 

 

� 限制作文化表演
之用（大型多用

途場地除外，如

香港會議展覽中

心和香港體育

館） 

� 多類場地以配合
所有主要表演媒

體的活動 

� 作為國際性巡迴
演出的主要表演

場地 

� 作為香港主要的
專業演藝團體的

主要表演場地或

駐場基地 

� 服務一些擁有全

� 在一個地點，整
合單一或少數相

關藝術界別或功

能所需的各類設

施  

� 作為香港主要的
專業演藝團體的

主要表演場地或

駐場基地 

� 服務一些擁有全
港性和旅客市場

的小型或專門的

專業演藝團體 

 

 

� 用作舉辦一些大
型的社區文化表

演活動 

� 用作舉辦一些大
型的「節慶」及

公民活動 

� 用作舉辦一些參
與性的文化活動 

� 多類高質素或適
度質素的場地以

配合大部分媒體

的活動 

� 有限度地用作國
際性巡迴演出 

� 香港主要的專業
演藝團體用作巡

迴演出的場地 

� 用作舉辦日常的
參與性社區文化

活動和定期的社

區文化表演活動 

� 用作舉辦一些中
小型的地區「節

慶」及公民活動 

� 基本質素及靈活
性高的室內或室

外場地以配合所

有藝術界別的活

動 

� 舉辦「外展」節
目的場地 ，可能

用作香港的小型

或專門的專業演

藝團體的駐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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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性文化設施 社區文化設施 

一般的設施 專門場館 跨區文化設施 地區文化設施 

港性和旅客市場

的小型或專門的

專業演藝團體 

� 用作舉辦一些大
型的社會「節

慶」及公民活動 

� 作為擁有社區市
場的小型或專門

的專業演藝團體

的表演場地或駐

場基地 

地 

 

 
設施 
 

� 具備各種大小的
場地  

� 最高質素或達國
際標準的設施 

� 提供一些專門的
設施，如工作室

和黑盒劇場* 

� 較大型的設施將
（在場址或有聯

繫的地點）提供

全面的輔助設

施，包括餐飲、

貯存、前台服務

和辦公的地方 

� 專門設施的大小
和提供將取決於

場地的功能  

� 最高質素或達國
際標準的設施 

� 提供設施作表
演、排練、練習

和研究等用途 

� 將提供全面的輔
助設施，包括餐

飲、貯存、前台

服務和辦公的地

方 

 

� 高或適度質素的
標準設施 

� 一些跨區文化設
施可能專注發展

專門媒體 

� 提供專門的參與
性和練習（如舞

蹈／音樂） 設施 

� （在場址或有聯
繫的地點）提供

少量的輔助設

施，包括 餐飲和

貯存設施及工作

坊 

� 靈活性高的表演
和參與性地方

（場地大小也有

靈活性），包括

用作舉辦集體參

與的活動的大型

地方（如露天劇

場和運動場）。

簡單和創新的標

準設施，包括室

外和臨時地方 

� 基本的技術設
備，配合大部分

演出和參與性媒

體 

� 提供基本的排練
和練習設施  

� 基本的輔助設
施，包括貯存和

共用的辦公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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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性文化設施 社區文化設施 

一般的設施 專門場館 跨區文化設施 地區文化設施 

 
管理 
 

� 由下列機構負責全日制的專業管理： 
� 政府部門或其他公共機構  
� 非牟利團體 
� 擁有或管理設施的私人機構 
� 駐場的藝術團體 
� 以合約形式聘用的私人管理公司 
� 透過公共與私人機構合作（ＰＰＰ）
**方案的安排，由上述機構組成的

合作夥伴 

 

� 由下列機構負責
專業管理： 

� 政府部門  
� 非牟利團體 
� 以合約形式聘
用的私人管

理公司 

� 駐場的藝術團
體 

� 透過公共與私
人機構合作

（ＰＰＰ）**

方案的安

排，由上述

機構組成的

合作夥伴 

� 由下列機構負責
管理： 

� 政府部門 
� 地區藝術團體 
� 非牟利團體 
� 社區團體 
� 透過公共與私
人機構合作

（ＰＰＰ）**

方案的安

排，由上述

機構組成的

合作夥伴 

 

其他特徵 

 

� 可用多種不同的
擁有權模式，包

括公共、非牟利

和私人機構 

� 某些設施可作為
香港主要的專業

演藝團體的永久

駐場基地 

� 非專用設施也可
在全港性的層面

上作出貢獻 

� 設施可作為香港
主要的專業演藝

團體的永久駐場

基地 

� 可能由現有文化
設施或非專用設

施改造而成  

� 由政府擁有 
� 部分設施可能是
非專用的 

� 由政府或社區擁
有 

� 可能與其他公民
設施共用同一地

盤  

� 部分設施可能是
非專用的 

*實驗或沒有固定模式的劇場，可以容易地改變形狀以滿足每種表演的需要（這類演出通常需要很少

的佈景和道具）。 

**見下文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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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現有設施的重整計劃  

 

3.2.1 角色及功能 

 

顧問為目前由康樂文化署管理的設施編訂重整計劃，作為是項策略的前半部分。表四展

示每個現有設施的特定提案，包含設施老化問題、藝術界別方面的設計長處，及外部環

境；這計劃亦考慮其為新設施的遠期發展，可以放棄某些現有設施及釋放資源的能力。 

 

 

表四：康樂文化署設施的重整計劃 

 

設施 建議的主要

用途層次 

整體遠景 

香港體育館

及 伊利沙

伯體育館 

全港性 � 為大型商業製作提供商業娛樂設施。 
� 為非文娛用途（即體育活動，是最為優先的用途)及公民
活動提供設施。 

� 在其他地點建設新設施後，可重建作其他用途。 
香港文化中

心 

全港性 � 在制訂西九龍的總體規劃時，儘快探討香港文化中心的
發展方向。 

� 專注於全港性的專業藝術文化活動。 
� 只在為增加收入的情況下，有限度地出租場地作業餘的
文化活動或非文化活動。 

� 在達到理想的設施使用率之餘，預留時間作維修工作。 
� 根據國際標準，發展前台服務和各類客戶服務。  
� 待西九龍填海區發展計劃完成後，在遠期有可能進行重
建。 

葵青劇院 全港性（專

門場館） 

� 在短期內發展為戲劇的專門場館。 
� 可考慮讓專業的戲劇藝團長駐場館。 
� 在劇院大堂及附近地方舉辦文化活動。 
� 與駐場的藝團合作，積極尋求私人贊助。 

香港大會堂 社區（跨區

設施） 

� 專注發展為跨區社區文化設施，但繼續發揮其全港性設施
的功能。  

� 有可能通過藝術夥伴關係，繼續發展為全港性音樂藝術
的焦點。 

� 改善計劃應針對建築物的年齡和用途。 
� 應採取措施美化建築物的外部環境，讓它因應其地點的
重要性發展成具吸引力的公共地方。 

� 提供更多機會，利用設施的外圍地方舉辦文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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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中心將會重整為一個全港

性文化設施，集中發揮其全港性的

專業藝術和文化功能。香港大會堂

將會重整為一個跨區社區文化設

施，但會繼續發揮其全港性設施的

功能。 

 

 

 

 
(相片：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相片：香港大會堂劇院) 

 

 

 

 

 

 

 

 

 

 

 

 

葵青劇院將會重整為一個戲劇表演的專門場館。 

 
(相片：葵青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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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 建議的主要

用途層次 

整體遠景 

沙田大會堂 社區（跨區

設施） 

� 專注發展為跨區社區文化設施（演奏廳），大部分時間用
作社區文化用途。 

� 確保設施服務的每個地區，在需要利用大型演奏廳舉辦
社區活動時，均可同樣獲得優先租用的權利。 

� 通過藝術夥伴關係，在短期可能發展為全港性舞蹈藝術
的焦點。 

� 在短期維持文娛廳的專業戲劇用途。 
� 文娛廳和附屬設施在遠期用作社區文化用途。 
� 利用設施的外圍地方舉辦文化活動，及聯同公園的露天
劇場編排節目。 

屯門大會堂 社區（跨區

設施） 

� 專注發展為跨區社區文化設施（演奏廳），大部分時間用
作社區文化用途。 

� 確保設施服務的每個地區，在需要利用大型演奏廳舉辦
社區活動時，均可同樣獲得優先租用的權利。 

� 文娛廳和附屬設施用作社區文化用途。 
元朗劇院 全港性（專

門場館） 

� 發展為中國音樂和戲曲、及兒童藝術的專門場館，但繼
續發揮其社區設施的功能。 

� 透過與專業的文化團體發展夥伴關係，可能用作藝團的
駐場基地。 

� 考慮發展後台空間，用作舉辦兒童活動的臨時小型劇
場。 

� 亦尋找機會，在有需要時利用鄰近的聿修堂，舉辦地區
文化活動。 

荃灣大會堂 社區（跨區

設施） 

� 專注發展為跨區社區文化設施（演奏廳），大部分時間用
作社區文化用途。 

� 確保設施服務的每個地區，在需要利用大型演奏廳舉辦
社區活動時，均可同樣獲得優先租用的權利。 

� 可能與一個專業的音樂藝團發展夥伴關係。 
� 文娛廳和附屬設施用作社區文化用途。 

大埔文娛中

心 

社區（地區

設施） 

� 在短期繼續用作社區文化用途。 
� 當新的社區文化設施在中期落成後，現有設施可變為非
專用設施（由教育署管理之學校），社區有機會與學校

共用設施作文化用途；有待進行詳細的可行性研究。 

北區大會堂 社區（地區

設施） 

� 在短期及中期繼續用作社區文化用途。 
� 當新的社區文化設施在遠期落成後，設施可變為非專用
的公民設施，社區也有機會共用設施作文化用途，或重

建作其他用途；有待進行詳細的可行性研究。 
 
 
 



有關在香港提供區域／地區文化及表演設施的顧問研究  行政摘要 
 

22 

 
 
設施 建議的主要

用途層次 

整體遠景 

牛池灣文娛

中心 

社區（地區

設施） 

 

 

� 方案一：有鑑於更多的藝術團體將會發展特定的表演場
地，這個設施應繼續用作地區社區文化用途，或 

� 方案二：發展為藝術團體的駐場基地及表演場地，而其
他設施則用作舉辦更多的社區文化活動，或 

� 方案三：放棄現有的設施 / 地盤，及興建全新的地區社區
文化設施。有待進行詳細的可行性研究，或可透過公共

與私人機構合作（ＰＰＰ）*方案資助發展。 

上環文娛中

心 

社區（地區

設施） 

 

 

� 方案一：放棄現有的設施 / 地盤，及興建全新的地區社區
文化設施。有待進行詳細的可行性研究，或可透過公共

與私人機構合作（ＰＰＰ）*方案資助發展，或 

� 方案二：評估是否可以重新設計，在不用重建的情況下
解決一些主要的共用地點問題。有鑑於更多的藝術團體

將會發展特定的表演場地，這個設施應繼續用作地區社

區文化用途，或 

� 方案三：發展為藝術團體的駐場基地及表演場地，而其
他設施則用作舉辦更多的社區文化活動： 但在遠期並不

適合。 

高山劇場 社區（地區

設施） 

� 重整為地區社區文化設施。 
� 可利用附近公園的地方，專注發展中國戲曲的專業用途
和適合兒童及家庭的節目。與康樂文化署的康樂事務部

建立工作關係，共同發展公園。 

西灣河文娛

中心 

社區（地區

設施） 

� 繼續作為地區社區文化設施。  
� 可考慮發展為中、小型的專業藝術團體的駐場基地，專
注小型的專業藝術用途，包括適合年輕人和讓他們參與

的表演藝術。 
*見下文4.3章 

 

 

3.2.2 現有設施的管理安排發展 

 

現有設施的重整計劃亦受一些意見和特定提案所支持，這些意見和提案針對計劃實施的

管理安排。要注意這些有關管理安排發展的意見，有待在一項管理研究中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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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公共文化設施公司化 

 

在遠期若某些設施公司化，這可能是以這個安排為基礎：政府保留建築物的擁有權，並

把設施長期租予一個非牟利機構，讓其運作設施。公共文化設施公司化的計劃，在實施

之時，可以考慮下列各項的管理安排發展： 

� 利用一套漸進式的方法實施 

� 應為每個設施制訂一項聯繫其業務計劃的服務水準協定，設定清晰的目標和服務水平 

� 每個設施應有獨立的法律地位；一個營運者也可以運作一組的設施 

� 一個或一組設施的管理委員會，應包含社區、商界、藝術界和其他有關的代表和專家 

� 根據已接納的業務計劃，應為每個或每組設施制訂資助協定，指定服務水平和社區取
用政策，作為政府資助的回報 

� 新設施在開始服務之前，應編訂一套清晰的、能配合現有設施之業務計劃的開幕和發
展計劃。 

 

康樂文化署文化設施的管理安排建議  

 

為邁向上述的公司化之路，在進行重整計劃之時，可以執行一些特定的、尤其是在推廣

範疇內的步驟。這包括下列各項建議： 

 

� 加強節目安排和推廣的功能，顧問建議： 

n 給予場地經理更多參與節目安排的機會 

n 由個別或一組設施的推廣及計劃小組，制訂一套推廣及發展計劃，清晰地說明
設施的發展方向、已接納的目標和實施方法 

n 應展開觀眾調查，以收集現有觀眾的詳細資料（如透過售票系統收集訪客資
料），及確認市場不足之處 

n 應透過發展顧客聯絡會議和區議會諮詢會議的現有角色，建立社區諮詢團體
（對社區文化設施尤其重要） 

 

� 為場地定位和建立形象：顧問建議在推廣計劃加入一項定位聲明，讓人注意設施致力

培養的主要特徵，及透過節目安排、推廣活動和設施運作的其他範疇，讓大眾知

道。亦建議推廣經理繼續在藝術團體和設施之間，為拓展觀眾探求長期的夥伴關

係。這應建基於現行的拓展觀眾方案，包括開放日、大堂演出和學校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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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贊助和商業夥伴關係：顧問建議在短期進行試驗計劃，為香港文化中心及葵青劇

院和元朗劇院等新設施，開發與商界合作的策略。建議在中期進行譬如員工培訓的

計劃，以支援設施實施這些策略。 

 

 

應該加強公共文化設施在節目安排和推廣方面的功

能。 

 

 

 

 

 

 

 

 

 

 

 

 

 

 

 

 

 

 

3.3 提供新設施的策略 

 

需求分析的結果和重整計劃的模式顯示，直到二○一六年，香港需要提供一些新的文化

設施。然而，分析也顯示香港需要一個新的過程，以規劃、資助和管理新設施： 

� 讓更多的主要機構（包括專業的演藝和社區團體）參與這個過程 

� 改變政府的角色，從純粹作為唯一的提供者變成作為包含夥伴和推動者的角色 

� 達到政府在資產的發展和運作兩方面均符合成本效益的目標 

� 反映國際最佳的規劃、資助和管理做法的趨勢。 
 

是項策略的建議包含全港性和社區層面的設施，以及非專用設施。建議的策略模式和提

案與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的方式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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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新全港性設施的發展策略  

 

是項策略辨識和配合西九龍藝術、文化／娛樂區的發展，這項計劃將會在香港創造首個由

私人機構主導發展的專用文化區。 

 

在遠期可以考慮依照規劃署的文化設施研究（1999年）的建議，在港島的中環或灣仔區

推廣另一個藝術區。新設施的選址可以考慮添馬艦的地盤或中環灣仔填海區的其他地

方，或者是在伊利沙伯體育館的地盤，假若該館重建作其他用途。然而，顧問建議在建

設這些發展計劃中任何的新設施之前，應該經過第4.2節所闡述的可行性研究過程。  

 

是項策略也支持與其他機構發展夥伴關係以支援文化發展。這些提案將會以與其他政府部

門、主要機構、高等教育機構、以及文化界代表發展夥伴關係以資助及發展全港性設施

為基礎。現存的主要例子包括與香港藝術發展局合作實施其現行的全港性設施提案。顧

問建議在以合作夥伴形式發展任何新設施之前，也應該經過第 4.2章所闡述的可行性研

究程序。  

 

 

 

 

 

 

 

 

 

 

 

 

 

 

 

 

 

 

新的文化資源將會集中在西九龍藝術、文化／娛樂區。 

 
（相片：西九龍藝術區設計比賽的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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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新社區設施的發展策略  

 

是項策略建議提供兩大類的社區設施：跨區設施和地區設施。 

 

跨區設施 

 

跨區社區文化設施的主要任務是滿足社區對較大型和質素較佳的設施的需求；為符合成

本效益，只可為一組地區提供一個設施。這些設施會用作舉辦較大型的社區文化表演和

參與性活動，和地區社團的公民活動，及成為專業的藝術表演在全港性設施以外地方的

主要焦點。這些設施也可能適合用作某些主要藝術團體的駐場設施。在香港各處的跨區

設施，將會提供不同功能和設計的設施。如上文 3.2節所述，跨區社區文化設施的提供

將會以現有的地區大會堂為主。未來設施的提供將會反映以下模式： 

� 設施將位於在其服務範圍內，非常容易到達的地點  

� 可由康樂文化署的有關部門，在諮詢其他政府部門和社區後，規劃設施  

� 設施可能會與其他具全港性或地區性功能的文化設施，或其他社區和公民用途的設
施，共用地盤。 

顧問已評估對新跨區文化設施的需求。滿足此需求的主要發展是一個名為「跨區社區文

化中心」（ＣＤＣ）的設施。跨區社區文化中心內的主要空間將會是一個大型的演奏

廳，它會提供達專業標準的設備，及容納約八百至一千人。這個設施一般會有一個特別

設計的演奏廳和附屬設施。這個設施一般也會有一個約設五百個座位、採用靈活性高的

劇院模式，和適合較小型的創作的輔助空間。大致上可以透過重整四個現有設施，滿足

對這類設施的需求（見表四）。表五展示新建跨區社區文化中心的提案。必須注意這個

提案有待進行第4.2節所建議的技術和市場可行性研究。 

 

 

表五：新跨區社區文化中心的發展策略的概要 

 

地區 新設施 備註 

觀塘、黃大仙、

九龍城和西貢  

 

在觀塘建設新的跨區社區文化

中心，提供大型及中型的場地 

在觀塘預留作文娛中心用途的地盤

（或觀塘市中心，有待在市區重建

局的重建計劃中物色） 

 

康樂文化署通過PPP* 方案主導發

展 
備註： 初步建議，有待進行詳細的規劃和可行性研究。建議是否施行，端賴政府決定。  

* PPP方案－公共與私人機構合作方案（見下文4.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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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跨區社區文化設施，將會成為專業的藝術

表演在全港性設施以外地方的主要焦點，它也

會用作舉辦較大型的社區文化表演和參與性活

動，和地區社團的公民活動。 

 

 

 

 

 

 

 

 

 

 

 

 

 

 

 

 

 

 

 

 

 

 

 

 

 

 

 

 
（相片：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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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社區設施 

 

上文第 2.2節已列明地區對文化設施的需求。為滿足地區在社區層面的未來需求，新發

展主要是環繞創做一個名為「社區文化中心」（ＣＣＣ）的新設施模式。社區文化中心將

會發展為地區藝術和創作活動的主要焦點，也可能會為外展節目提供場地，亦有可能成

為小型或專門的演藝團體和地區藝術團體的駐場基地。每個設施將有不同的功能和設

計，這取決於一系列的因素，而這些因素將在個別的可行性研究中逐案探討。 

 

然而，顧問期望ＣＣＣ的發展原則會著重以共用社區設施和資源為基礎，靈活使用空間作

多種文化、公民和社會用途，以特別減低社區設施的資本和運作成本，相對現有的獨立文

娛中心建設模式。這些原則包括： 

� ＣＣＣ應位於地區中心、大部分市民可容易到達的地點 

� ＣＣＣ可以由康樂文化署的各個部門、其他有關政府部門如民政事務總署和教育署聯
合規劃，及在諮詢社區後，擔負起提供社區設施的責任。發展可以由康樂文化署主導 

� ＣＣＣ一般會與最少一個社區設施如圖書館、室內體育館、社區會堂、學校、博物館
或歷史建築物，和社會或福利設施共用地盤  

� ＣＣＣ將會有如會議室和工作坊的設施，讓地盤內的所有使用者共用 

� ＣＣＣ可以成為跨區社區文化中心發展的一部分，這包括重整現有的文娛中心和地區
大會堂 

� ＣＣＣ可以成為學校村規劃的一部分 

� ＣＣＣ可以透過修建一些未被充分利用的現有樓宇提供，例如空置學校、辦公室、社
區會堂和歷史建築物 

� ＣＣＣ可以整合，而不是重複，文娛中心和社區會堂的部分功能，這些功能如消遣和
興趣、被動式的運動和社交活動，可以與文化活動相輔相成 

� 舉辦文化和社交活動是ＣＣＣ的主要用途。預期ＣＣＣ不會提供全部現有社區中心和
社區會堂在福利和緊急事故方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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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建議ＣＣＣ的主要空間是一個設四百至六百個座位、採用靈活模式的演奏廳。雖然

作表演活動是設施的主要目的，但是設施的靈活性將可讓其適合用作多種社區公民和社

會功能。 

 

設計這些空間的主要問題是讓其在進行表演時，營造正確的表演氣氛，予人空間是固定

表演場地的感覺。它們的設備將較現有社區會堂的設備為佳，但不會到達現有文娛中心

的水平。設施的設計，會讓其在有需要時，可以利用到訪演藝團體帶進的額外設備。  

 

就藝術節目安排和設施運用而言，每個ＣＣＣ將會在諮詢地區藝術團體、當地學校、其

他教育和社會機構、主要機構、康樂文化署的拓展觀眾部門和其他部門，以及教育署之

後，以當地專長的藝術為發展焦點。實際上，康樂文化署可能會在初期負責當地節目的

安排，包括支援專業的藝術團體的外展節目，預期康樂文化署的節目安排的重要性會隨

著時間減低，相對社區的節目安排。 

 

就設施管理而言，預期每個設施的管理安排可能會有所不同，取決於共用地盤的問題和

設施的性質。可以由單一政府部門如康樂文化署管理，或以合約形式聘用獨立的團體如

地區藝術團體，或為此特別成立的社區團體，或是透過合約安排，採用各方案的不同組

合。某些ＣＣＣ也可採用與專業的演藝團體合作的安排。每個設施的運作政策，如租場

手續、費用和租用時間，也將會按社區需求、整合文娛中心和社區會堂功能的程度，和

可行性研究1的結果，而有所不同。可行性研究和其中的公共與私人機構合作（ＰＰＰ）2

方案的評審，將會為新ＣＣＣ設施探討最合適的管理安排，考慮多個因素，包括表六所

列的優點和缺點、個別發展的特別問題（如地點、社區和目的）、有關當時政府政策、

程序和法例的問題。 

 

                                                

1
 見下文第4.2章 

2
見下文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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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文化中心將會發展為地區

藝術和創作活動的主要焦點。

每個設施的功能和設計會因應

當地的特徵而有所不同。 

 

 

 

 

 

 
（相片：溫哥華高貴林 Evergreen 

Cultural Centre） 

 

 

社區文化中心內的空間將具備靈活性，讓社區舉辦一系列的公民和社會活動。這個新的社區

文化中心概念將整合社區會堂和文化設施的功能。 
 

（相片：新加坡Tampines East Community Club之 Tampines Cultural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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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社區文化中心的不同管理安排的潛在優點和缺點  

 

管理安排 潛在優點 潛在缺點 

政府部門 – 康樂文化署 � 運作文化設施的知識 

� 政府系統的知識 

� 與其他政府部門的關係 

 

� 保持政府作為提供者而不

是推動者的角色 

� 對社區發展沒有幫助 

� 沒有充分利用場地經理對

地區的認識 

� 可能對地區合作關係的發

展產生負面的影響 

� 與社區有些少距離 

� 成本效益較低 

獨立的承辦商如地區藝

術團體或為此特別成立

的新社區團體 

� 直接代表社區及其文化抱

負和需求 

� 政策發展和節目安排具靈

活性 

� 較不受政府結構和官僚作

風的限制 

� 更多機會向其他夥伴籌募

經費  

� 缺乏管理設施和治理社區

的經驗 

� 需要投資在培訓和開發方

面 

� 政府缺乏這種運作形式的

經驗  

與專業的演藝團體合作

的安排  

� 與社區共同開發項目的機

會 

� 分擔節目安排的工作 

� 分擔成本：藝團可能有其

他資助的途徑 

� 為設施建立形象 

� 可能幫助解決駐場設施不

足的問題  

� 駐場設施的專業藝團的需

求與廣大社區的需求之間

的衝突 

� 為設施建立錯誤形象的風

險  

� 專業的藝團也可能欠缺管

理設施和治理社區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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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概述發展社區文化中心的優先地區。然而，要注意這些提案有待進行下文4.2節所提

及的技術和市場之可行性研究。  

 

 

表七：新社區文化中心的發展策略的概要 

 

地區 地點 可能的發展方案 備註 

離島 東涌  由康樂文化署通過PPP* 方

案發展 

預留作文娛中心或社區會

堂用途的地盤 

九龍城 東南九龍填海區 由私人機構或非牟利機構

發展 

 

北區 粉嶺 由康樂文化署通過PPP* 方

案發展 

預留作文娛中心用途的地

盤 

 

西貢 將軍澳  由康樂文化署通過PPP* 方

案發展 

預留作文娛中心或社區設

施用途的地盤 

深水  在麗閣 的重建計劃

中，下移東京街的部

分路面及在其上建設

平台  

由康樂文化署通過PPP* 方

案發展 

在房屋署的長沙灣土地重

整研究中物色地點 

南區 香港仔 由私人機構或非牟利機構

發展 

有待物色地點或包含在南

區的其他發展計劃之內 

大埔 大埔  由康樂文化署通過PPP* 方

案發展 

有可能作為試驗計劃，以

測試概念的可行性 

 

預留作文娛中心用途的地

盤 

油尖旺 西九龍填海區 由私人機構或非牟利機構

發展 

與全港性設施一起發展  

 

在房屋及規劃地政局的西

九龍文娛藝術區計劃中物

色地點 
* 見下文4.3節 

備註： 初步建議，有待進行詳細的規劃和可行性研究。建議是否施行，端賴政府決定。  

 

 



有關在香港提供區域／地區文化及表演設施的顧問研究  行政摘要 
 

33 

3.3.4 非專用設施的策略 

 

是項策略辨識到非專用設施也可為香港的文化表演和發展作出重要的貢獻。在某些地

區，所有的新設施可能以此方式提供。策略特別顯示非專用設施可以為提供新設施作出

貢獻的地方。提供這些設施的計劃，將由其他政府及非政府機構所制訂，這包括其他文

化界別的主要機構和私人機構。 

 

社區中心和 社區會堂 

 

現有的社區中心和社區會堂，將會繼續按照其現時的分佈情況，為提供文化設施作出有

限度的貢獻；亦沒有任何整體改善計劃的建議，以加強其舉辦文化表演活動的能力。預

期新社區會堂設施的標準和管理將會加強社區會堂在舉辦地區文化活動方面所作出的貢

獻。必須注意的是，上文建議的社區文化中心，其概念是整合社區會堂和文化設施的功

能，而不是重複提供設施。 

 

學校 

 

政策發展已經促使學校開放其設施供社區使用，作社會及文化用途如工作坊和會議。然

而，現有學校禮堂的設計，無論是實體設計、技術規格，還是其在學校範圍內的位置，

常常令它們不適合用作舉辦表演活動。現有學校缺乏擴建和提升的機會，也是值得注意

的地方。然而，香港在發展新學校和教育設施時，可以透過下列各項加強全港和社區層

面的文化設施的提供： 

� 邁向專門化的發展，當一間學校或高等教育設施希望在表演藝術方面發展某種強項
時，它將會需要一個專用的小型設施。  

� 較大型的文化設施，可能會適合用於未來的學校村概念，它可以同時發展為社區的文
化中心。 

� 在一些設施非常有限的地方，可以考慮改變一些學校禮堂的基本設計，包括其在學校
範圍內的位置，以確保學校安全、公眾人士容易來訪和容易管理等。  

 

新的社區會堂和教育設施可以加強

其在舉辦社區文化活動方面所作出

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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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露天劇場和公共地方 

 

是項策略認為，公園、露天劇場及其他公共地方，如建築物前面的海濱長廊和廣場，可

以在所有不同的層面上，加添重要的表演和參與性設施，這包括永久和臨時的、用作舉

辦如非正規的街頭劇場、裝置藝術和其他免費表演節目的設施；這些空間尤其適合用作

舉辦社區節慶活動和其他盛事。那些較正規的休憩場地，如公園內的露天劇場和廣場，

及用作搭建臨時建築物的地方，可以利用永久的舞台和可伸縮的上蓋，舉辨正規的表演

活動及盛事。 

 

是項策略支持「文化公園」的劃定和運作。設在公園和其他地方的文化設施，其發展和

管理會因此得以正式化。維多利亞公園、香港公園、九龍公園和新市鎮的公園等可以提

供露天和臨時的表演場地。同樣地，西九龍、東南九龍和西貢的海旁，以及香港仔港灣

等地方，應加設海濱長廊，以創造及更好地運用這些空間。市區內的公共地方，會加強

全港性和社區層面的設施的提供；新市鎮的公園和廣場，則會在社區層面作出重要貢

獻。 

 

 

公園、露天劇場及其他公共地方，

如海濱長廊和廣場，可以在所有不

同的層面上，加添重要的表演和參

與性文化設施，這包括永久和臨時

的設施。 

 

 

 

 

 

 
（相片：香港文化中心廣場） 

 

 

歷史建築物 

 

是項策略支持將歷史建築物重新運用，無論是作為合適的藝術表演場地，還是從滿足保

護香港文物古蹟的文化目標的角度來看，都有它的潛在貢獻。儘管部分歷史建築物可能

較適合用作舉行某些藝術界別的活動，如視覺及媒體藝術，研究顯示大部份的歷史建築

物在創造表演空間時大多受到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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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建築物和設施  

 

是項策略辨識到，改造建築物和空間作文化、社會和社區用途可能為滿足需求作出貢

獻，例如： 

� 工業樓宇及倉庫 – 改造全座或部分建築物為（永久的或臨時的）藝術空間、藝術團體
的辦公室和工作室，及小型表演場地。例子包括由冷藏庫改造而成的香港藝穗會，以

及一個舞蹈團體曾短暫利用工業樓宇作其駐場基地。 

� 住宅或商業樓宇 – 包括改造較舊的、天花較高的建築物（尤其是市區內較舊地區的臨
街建築物），成為藝術空間及藝術團體的辦公室和工作室。由住宅和商業樓宇改造而

成的藝術空間的例子包括：由住宅樓宇改造而成的 Ｐａｒａ Ｓｉｔｅ 藝術空

間 、由商店和住宅樓宇改造而成的上海街藝術空間展覽廳和工作坊，以及由村屋改

造而成的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Ｓｉｔｅ。 

� 政府樓宇 – 包括改造剩餘的地方為臨時的藝術空間。例子包括短暫地利用油街的前政
府倉庫和馬頭角的前牛棚發展一條「藝術村」，利用一所前軍用醫院的部分空間作為

中英劇團的駐場基地，以及由香港仔一所前警署改造而成的蒲窩青少年中心。 

 

藝術團體一般的需求，是基本和高可塑性的空間，有足夠的天花高度、有電力供應，以

及提供如上落貨和停車設施的輔助設施。 利用其他建築物和設施作被視為公眾娛樂的表

演和展覽，有時會受制於發牌和規劃的限制 – 例如，公眾娛樂場所的發牌條件或許包括
對人群控制以及防火和滅火等措施的要求；利用住宅及政府樓宇作文化及表演設施有可

能需要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規劃許可。 

 

 

改造剩餘的地方為臨時的藝術空間

可以為滿足文化需求作出貢獻。 

 

 

 

 

 

 

 

 
（相片：牛棚藝術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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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策略的實施 

 

新設施的發展策略因此建議提供少量、具適度的質素而靈活性高的社區設施。顧問強調

這是一項策略性研究，具體的開支提案必須經過政府考慮。個別設施的提案亦需要進行

詳細的可行性研究（包括在當地進行詳細的市場評估），和考慮一系列的因素如： 

� 適合發展的地盤的供應情況 

� 政府撥款情況 

� 物色合適及願意合作的私人機構發展夥伴  

� 在綜合發展計劃中，其他設施的規劃及發展。 
 

取決於上述因素，實施策略的一些主要課題現概述如下。 

 

 

4.1 組織責任  

 

顧問就各有關機構的責任安排作出下列建議，有關建議的執行將視乎政府對是項研究的

結果和建議的取向而定。 

� 民政事務局將負責制訂有關重整計劃和設施發展策略的政策和策略，並取得政府同
意、提倡有關策略、統籌所需資源以實施有關策略，以及協調有關政府部門，並為這

些部門提供政策上的支持以便實施策略。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文化署）將負責研究重整計劃的成本效益，及其對運作、資
源、財政、以及組織結構和人事編制的影響、進行員工諮詢、實施重整計劃、並在民

政事務局的指引下，採用和實施被接納的管理上的轉變。在遠期，康樂文化署更會負

責為現有及新的設施編訂詳細的業務計劃和管理計劃，並聯同其他有關部門，為新設

施進行可行性和市場研究。 

� 民政事務總署將負責在其現有及未來的遠期計劃中採用新設施的提案，特別是包含社
區文化中心的聯用大樓項目。 

� 教育署將負責統籌包含社區文化設施的學校村發展項目。 

� 民政事務局、康樂文化署、民政事務總署及教育署將會得到其他政策局和政府部門的
支援，特別是規劃署和地政總署。規劃署將按需要為建議的文化設施物色合適的地

盤，並透過制訂或修改有關的規劃圖則預留用地。地政總署將會在進行詳細可行性研

究時，提供有關土地和資助發展方法的意見。 

上述組織在跟進和推行文化及表演設施的計劃時，須要與地區和文化藝術界緊密聯繫，

徵詢他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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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可行性研究 

 

新設施的發展策略，和重整計劃中有關重建現有設施的建議，均強調為每項發展投資進

行可行性及市場研究的重要性；這與國際做法是一致的，亦考慮到所有提案均以是項初

步的策略性研究為依據。其後進行的詳細可行性研究，將以範圍界定的形式，向政府或

其他主要機構展示能夠滿足一套特定文化目標的選擇方案，以及有關設施的市場需求、

設計、規劃及發展，和財務方面的影響。在建立最可行的方法以達到目標之同時，這項

研究可以向主要機構証明某些提案或方案是不合適進行的。 

 

 

4.3 資助文化設施的發展 

 

預期上述的社區設施發展策略將可由不同的主導機構施行，包括私人機構、非牟利機

構、有關的公共機構，及由兩個或以上的上述機構組成的合作夥伴。然而，新文化設施

的發展亦可能會提供機會，採用公共與私人機構合作（ＰＰＰ）方案中的另類政府資助

方法。由效率促進組推廣的ＰＰＰ方案，包括私人資金方案（ＰＦＩ）、合資企業、合

夥公司、投資及特許經營。此外，效率促進組更鼓勵外判管理和其他服務，而現有文化

設施已採用這套做法。ＰＦＩ方法可能會特別適合文化設施的發展，這可包括私人機構

參與建造及／或為公共機構維修設施，或透過參與設施的設計、建造、融資及／或運作

工作，資助個別發展項目，私人機構可向政府直接或按設施的使用情況收取費用以收回

成本。所有的ＰＰＰ方法需為公共發展項目進行財務評審，探查項目的風險和回報水

平，以確保私人機構在建造、擁有權和運作方面的參與，以及公共機構在地價、合約和

收入保證方面的貢獻，均定在合理水平。因此，顧問建議為所有的新文化設施進行ＰＰ

Ｐ評審工作，作為上文提及的可行性研究的一部分。 

 

一些設施的發展有可能提供機會，讓私人機構更直接地參與發展，這將有甚於現今香港

的情況。然而，策略也同時辨識到，從傳統商業角度來看，任何文化設施的發展和運作

在財務方面均不大可能是可行的；尤其是在一個高土地成本的環境下（如香港），相對

於其他模式的商業和住宅發展而言。在這種環境下，應透過多個合作方案鼓勵私人機構

參與，方案包括統稱「規劃增益」的獎勵方法，以及其他的公共與私人機構合作模式如

交叉補貼和發展合作夥伴等。 

 

發展新的社區文化設施，有可能透過釋放一些用於發展其他社區設施的現有或已落實的

資源來資助。 例如，一個社區文化中心有可能整合一個社區會堂和一個文娛中心的功

能，因此只需建設一個單一設施代替兩個分開的設施，而一些現有或已規劃作社區會堂

或文娛中心用途的地盤也因此可用作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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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設施的發展有可能提供機

會，讓私人機構參與發展，或採用

另類的政府資助方法。 

 

 

 

 

 

 

 
（相片：中文大學利希慎音樂廳） 

 

 

 

4.4 發展及運作成本  

 

每一個新的文化設施的資本成本（土地成本除外）將因應其規格而有所不同，設施規格

將取決於在設計和發展過程所得的諮詢結果。然而，顧問建議採用下列的「資本預算」

作為資本開支的上限，預算的水平是根據國際經驗和比較本地的設施而定： 

 

� 跨區社區文化中心：約一億七千五百萬港元 

� 社區文化中心：約六千萬港元  

 

營運成本方面，新的跨區社區文化中心，例如建議設在觀塘的設施，其營運成本是根據

現時康樂文化署的有關員工的薪津，以及文娛中心和地區大會堂的間接成本和運作成本

而估算的。利用一個稍作修改、由三十五名員工所組成的管理結構和人力資源組合作估

計，設施的運作成本每年一千零五十萬港元，加上康樂文化署總部提供支援的間接成

本，總運作成本每年三千四百萬港元3。至於新的社區文化中心的營運成本，則以康樂文

化署典型的單位成本，加上顧問所建議的管理結構和員工組合（包括聘用合約制員工）

而估算出的，這項單位成本包含員工薪津、間接成本和運作成本。一個聘用約八名員工

的社區文化中心，員工成本估計達每年二百一十萬港元，總運作成本每年四百五十萬港

元。 

 

                                                

3 員工成本包括長俸制及合約制員工，但並不包括駐場服務的承包商及兼職員工（兼職帶位員及票務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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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實施 

 

有關發展社區層面的特建設施的建議概要如下： 

 

設施 服務地區 地點 

跨區社區文化中心 

（ＣＤＣ） 

觀塘、黃大仙、九龍城及

西貢 

在觀塘預留作文娛中心用途的地盤

（或在市區重建局的觀塘重建計劃

中物色） 

離島 在東涌預留作文娛中心或社區會堂

用途的地盤 

九龍城 東南九龍填海區 

北區 在粉嶺預留作文娛中心用途的地盤  

西貢 在將軍澳預留作文娛中心或社區設

施用途的地盤  

深水  在長沙灣土地重整研究中物色 

南區 有待物色 

大埔 在大埔預留作文娛中心用途的地盤 

社區文化中心 

（ＣＣＣ） 

油尖旺 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計劃中物色 

 

 

政府應按需求的優先次序編制一個靈活的發展程序表。這個程序表將受一系列的因素影

響，例如： 

� 適合發展的地盤的供應情況 

� 政府撥款情況 

� 物色合適及願意合作的私人機構發展夥伴  

� 在綜合發展計劃中，其他設施的規劃及發展。 
  

這個發展程序表應作定期檢討及修訂，以考慮新發展區的規劃及發展的轉變，如規劃意

向及人口預測的轉變。 

 

顧問預期規劃及設計一個新的文化設施（包括進行詳細的規劃及可行性研究）會花上兩

至三年時間，確實時間將取決於發展的規模。設施的建造將需要額外的兩年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