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小組委員會主席 

由：李永達議員 （議員助理鄭慕貞代行） 

日期：2007 年 10 月 2 日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小組委員會將於明天開會，討論西九龍文娛藝術

區核心文化藝術設施諮詢委員會建議報告書，就該報告書的內容，現有以下跟進

問題，希望可獲政府書面回覆，煩請代為安排，謝謝。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5372122 聯絡職員鄭慕貞。 

 
西九管理局的職權及組成： 

1. 西九核心文化藝術設施是香港重要的文化基建項目，對香港未來的文化政策

及發展有更深遠的影響，負責規劃及營運西九項目的西九管理局角色和職能

很重要，政府會否就訂定《西九管理局條例》先草擬白紙條例草案諮詢公眾，

按照公眾意願作出修改後，才提交藍紙草案予立法會審議？ 

2. 就西九管理局的組成，政府會否在法例中訂明其組成的類別，以確保不同界

別有代表在內？除了行政長官委任的公職人員及代表之外，可否考慮加入民

意代表在內，以符合 “建立伙伴關係”、 “民間主導” 和 “以人為本” 

的原則，及增加公眾參與？（例如立法會、規劃、建築及工程界專業團體、

文化藝術團體及地區的民選代表等） 

3. 報告建議西九管理局在整體規劃西九的發展事宜上須受三項條件所限，包括

分區計劃大綱圖所訂下的發展規範、諮詢委員會及其三個小組的建議，以及

「發展建議邀請書」訂下的相關規定，政府可否詳細列出這些規劃的限制？ 
4. 西九管理局在管理種子資本基金及其收入，作投資用途時，會否有限制，以

確保減輕投資的損失？會否規定將部分種子基金及其投資收入，設定作緊急

用途，只在管理局出現財政緊拙的情況下，獲得財政司司長批准才可動用？ 
5. 西九管理局的業務綱領、業務計劃擬稿、業務計劃及年度預算會否向立法會

提交，以加強向公眾問責？ 
6. 就協助小商戶進駐西九經營，當局會否在草案中訂明西九管理局須訂定相關

政策？ 

 

西九融資方式： 

1. 報告建議由立法會一筆過撥款支付西九核心文化藝術的設施，以 06 年價計

算約為 190 億元，若預計於 08 年申請撥款，屆時預計要向立法會申請多少

WKCD-407



-   2   - 

撥款？當局可否詳列各設施分項的預計資本開支，包括興建 M+、展覽中心、

戲曲中心、音樂廳、室樂廳、各劇院、零售/飲食/娛樂設施、公共休憩用地，

以及其他共用設施等？如有部分設施是分兩期興建，請分開列出第一期及第

二期的資本成本？立法會分開多期，例如分開三期撥款的利弊為何？ 

2. 如果立法會一筆過撥款的金額日後未能足以支付興建所有西九核心文化藝

術設施，政府將如何確保有關設施得以完成興建？ 

3. 諮詢委員會於報告建議於西九區內有部分土地撥作住宅、酒店及辦公室，可

否詳列花園住宅、分層住宅、酒店及辦公室的土地預計於出售時的土地收

入？如有設施是分期出售，請分開列出分期的預計土地收入？ 

4. 由於土地價格浮動，若最終出售土地的收入，超出現時報告預計的收入，而

西九核心文化藝術設施的建設成本及經常費用又入不敷出時，政府將如何確

保西九核心文化藝術設施的建設成本及經常費用應完全由西九 40 公頃土地

衍生的收入來應付？ 

5. 諮詢委員會建議降低 M+及零售/飲食/娛樂設施的總樓面面積，以及降低表

演場地的淨作業樓面面積與總樓面積的比率，把騰出的總樓面面積撥作辦公

室用途，使西九長遠來說，有潛力發展為辦公室樞紐，當局會否彈性考慮將

部分辦公室用地作出規限，以配合西九的文化藝術發展，並將該部分的土地

撥給西九管理局，使西九可善用土地，發展文化藝術同時，亦為管理西九帶

來更穩定的收入？ 

6. 報告建議西九區內設有酒店，當局可否彈性考慮將有關酒店項目設定用作專

為配合西九文化藝術發展而設，像主題公園附設酒店一樣，並將有關項目交

由西九管理局負責管理及營運，為管理西九帶來進一步穩定的收入？ 
 
西九土地分配及規劃情況： 

1. 請詳細以分項形式列出 M+、展覽中心、戲曲中心、音樂廳及室樂廳、劇院

組群、零售/飲食/娛樂設施、公共休憩用地、住宅(花園及分層大廈)、辦公

室、酒店及其他共用設施所佔的土地面積和佔 40 公頃西九土地的面積比率。 

2. 報告建議西九區內設有 15 公頃休憩用地，請詳細分列每幅整體的休憩用地

的土地面積。 
3. 除了 M+、戲曲中心、音樂廳及室樂廳的設計會就其設計採用邀請比賽之外，

當局會否考慮將劇院組群、展覽中心、公共休憩用地等設施的設計也採用邀

請或公開比賽形式，增加公眾參與程度？ 
4. 就西九臨海的土地，當局有否規定其土地用途，如在臨海邊緣興建建築物，

會否設有任何規劃限制，以避免破壞臨海景觀。 
5. 請詳細以分項形式列出 M+、展覽中心、戲曲中心、音樂廳及室樂廳、劇院

組群、住宅(花園及分層大廈)、辦公室、酒店各區域的地積比及高度限制。 
 

文化軟件及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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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九硬件落實之前，我們需要有足夠的文化軟件及配套措施，使將來能善用

西九的場地及設施，市民能享受更多采多姿的文化生活，報告指政府會進行

一項與藝術有關的人力供求研究，項目集中哪些範疇，預計何時完成，以便

於何時提出相應的培訓及教育計劃？ 
2. 報告指出當前急務是要增進普羅大眾對文化藝術的興趣及欣賞能力，並建議

將推廣藝術教育的工作範圍擴大至更多學校和社區，政府打算在這方面有何

具體的策略及措施？在推動國際性的文化交流方面，又會有甚麼計劃？ 
3. 報告指政府決定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負責制訂策略推動香港的文化和創意

產業，就此，政府有否與文化藝術界作出討論，他們的反應如何？ 
4. 政府資助專業演藝團體是不可或缺的，在報告中，政府表示正檢討有關的撥

款及評核模式，打算何時完成，會繼續由民政事務局做或是交由將來成立的

西九管理局負責？有關的資助是否由民政事務局撥款？  
5. 將來西九是採用非政府的管理模式，在報告中，委員會建議政府檢討現時康

文署轄下表演場地和博物館的運作模式，將來西九及康文署轄下的文康設施

的管理模式會是怎樣？會有一套或是兩套制度？政府打算何時開始及如何

提供這方面的管理人才培訓計劃？報告指出政府已原則上通過成立法定的

博物館管理委員會，將公共博物館的管理工作公司法，預計何時提交法案？  
6. 報告書在 8.2 段只提出文化軟件配套的参考性建議，甚至隻字未提香港文化

政策的發展。既然文化軟件比硬件有更優先的考慮，政府會何時制訂長遠的

文化政策及行動策略以配合西九的興建？ 

7. 報告書第 3.7.1 段重申西九要與周邊地區融合，政府會如何完善西九周邊的

交通運輸網絡？落成後市民的交通成本又是多少？  

8. 將來在西九看一場表演要$200，加上交通費各項，令大部分市民即使有興

趣，也不可能經常前往欣賞表演，政府要如何吸引市民，從而增進公眾對文

化藝術的興趣、暸解和欣賞能力？(報告第 8.2.14 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