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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 meeting of 17 November 2010 
 

Proposed amendments to Dr Hon Priscilla LEUNG Mei-fun’s motion on 
 “Territory-wide participation in building the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Further to LC Paper No. CB(3) 173/10-11 issued on 12 November 
2010, Members are invited to note that: 
 

 Amendments to motion 
 

Relevant wording
in Appendix 

(a) 2nd amendment moved by Hon LEE Wing-tat 
 
The President has given permission for 
Hon LEE Wing-tat to revise the terms of his proposed 
amendment, if Hon Miriam LAU Kin-yee’s amendment 
has been passed. 
 

 
 

Item 4 
(1 revised 

amendment) 

(b) 3rd amendment moved by Hon James TO Kun-sun 
 
The President has given permission for Hon James TO to 
revise the terms of his proposed amendment, if any of the 
amendment(s) preceding his amendment has/have been 
passed. 
 

 
 

Items 6 to 8 
(3 revised 

amend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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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dments to motion 

 
Relevant wording

in Appendix 
(c) 4th amendment moved by Hon Alan LEONG Kah-kit 

 
The President has given permission for 
Hon Alan LEONG to revise the terms of his proposed 
amendment, if any of the amendment(s) preceding his 
amendment has/have been passed. 
 

 
 

Items 10 to 16 
(7 revised 

amendments) 

(d) 5th amendment moved by Hon Starry LEE Wai-king 
 
The President has given permission for Hon Starry LEE 
to revise the terms of her proposed amendment, if any of 
the amendment(s) preceding her amendment has/have 
been passed. 
 

 
 

Items 18 to 32 
(15 revised 

amendments) 

(e) 6th amendment moved by Prof Hon Patrick LAU 
Sau-shing 
 
The President has given permission for 
Prof Hon Patrick LAU to revise the terms of his 
proposed amendment, if any of the amendment(s) 
preceding his amendment has/have been passed. 
 

 
 

Items 34 to 64 
(31 revised 

amendments) 

(f) 7th amendment moved by Hon Cyd HO Sau-lan 
 
Hon Cyd HO needs not revise the terms of her proposed 
amendment, if Hon Miriam LAU’s original amendment 
has been passed. 
 
The President has given permission for Hon Cyd HO to 
revise the terms of her proposed amendment, if 
Hon Miriam LAU’s amendment and the amendment(s) of 
the following Members has/have been passed: 
 

- Hon LEE Wing-tat;  
- Hon James TO;  
- Hon Alan LEONG; 
- Hon Starry LEE; and/or 
- Prof Hon Patrick LAU. 

 

 
 

Item 66 
(1 further 

amendment) 
 

Items 67 to 128 
(62 revised 

amendments) 

 
 
2.  For Members’ ease of reference, the terms of the original motion an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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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tion, if amended in various scenarios, are set out in the Appendix 
(Chinese version only).  If any Member wishes to refer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ny of the wording in the Appendix, please contact Ms Jessica 
CHAN, Senior Council Secretary (3)4, at 2869 9550 and the Secretariat will 
prepar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required wording for reference by the 
Member concerned. 
 
3.  To economize on the use of paper, the Appendix which contains 128 
scenarios (386 pages) will be issued by e-mail only.  However, two copies of 
the Appendix together with the relevant circular will be placed on the two 
wooden cabinets at the corridor between the Chamber and Ante-Chamber 
throughout the relevant Council meeting.  Also, two copies will be placed 
inside the Chamber (one at the last row of the Government Despatch Box near 
Entrance A and one at the other side of the Chamber near Entrance C, i.e. the 
entrance where two stewards are seated).  If any Member wishes to obtain a 
personal copy, please contact Council Business Division 3 at 2869 9492. 
 
4.  In addition, the terms of the original motion and of the motion, if 
amended in various scenarios, together with the relevant circular are also 
uploaded on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ebsite to facilitate Members’ reference. 
 
 
 
 
 
 
 
 

 ( Mrs Justina LAM ) 
 for Clerk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ncl. (Appendix issued by e-mail only) 
 
 
 
 



附錄  
Appendix 

 
2010年 11月 17日 (星期三 )舉行的立法會會議  

“全民參與共建西九文化區”議案辯論  
 
 

1. 梁美芬議員的原議案  

 
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

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

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

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

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  2  -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推動專上及

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建設

形式；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2. 經劉健儀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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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3. 經李永達議員修正的議案  

 
西九文化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 11月 20日結束，有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

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

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

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政策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

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在不影響現有 3項有國際參與的方案公平評審的前提

下，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

文化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

文化區的建設；  
 
(二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三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四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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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五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政策－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檢視現時文

化藝術政策的不足，並積極加以改善，例如推動專上

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
口、加強研究和推行文化藝術場館管理策略，以及採
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避免西九文

化區流於硬件建設形式；及  
 
(十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二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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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十三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
和經營者，以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
地藝術人才。  

 
 
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4. 經劉健儀議員及李永達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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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九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十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文化政策－  
 
(十一 ) 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  
 
(十二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三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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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十五 ) 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和經營者，以

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地藝術人才。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5. 經涂謹申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西九文化區坐落於九龍西部，將
耗資 216億元建設，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

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

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

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

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及空氣問題，以及周邊
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鼓勵
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區更
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及空
氣問題，包括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
清除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
味，以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以提升整

體規劃格局；  
 



 -  8  -  

(四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  

 
暢達性－  
 
(四 )(五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途經土瓜灣、紅磡、尖沙

咀、油麻地及大角咀，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化

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西

九文化區，同時配合休憩處及緩跑徑等設施，使西九
文化區更 ‘生活化 ’及 ‘人性化 ’，讓全港市民均可享用這
公共空間；  

 
(五 )(六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包括研究以電車、

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
鐵站，以及改善周邊道路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

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一線；  
 
文化軟件－  
 
(六 )(七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推動專上及

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建設

形式；及  
 
(七 )(八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註：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6. 經劉健儀議員及涂謹申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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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八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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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九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7. 經李永達議員及涂謹申議員修正的議案  
 
西九文化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 11月 20日結束，有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

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

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

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政策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

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在不影響現有 3項有國際參與的方案公平評審的前提

下，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

文化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

文化區的建設；  
 
(二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三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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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五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政策－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檢視現時文

化藝術政策的不足，並積極加以改善，例如推動專上

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
口、加強研究和推行文化藝術場館管理策略，以及採
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避免西九文

化區流於硬件建設形式；及  
 
(十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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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七 )(十三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
和經營者，以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
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四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十五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六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8. 經劉健儀議員、李永達議員及涂謹申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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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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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九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十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文化政策－  
 
(十一 ) 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  
 
(十二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三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四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十五 ) 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和經營者，以

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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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十七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八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9. 經梁家傑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耗資 216億元動用 216億公帑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

文化實體建設共同享有的文化建設，對提升人文精神面貌及質素，
以及發展本土文化藝術內涵及定位有着深遠的影響，每名市民都應

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有見及此，政府應加強與
民間社會及專業團體合作，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

工程項目，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暢達性、藝

術文化軟件等；、商住比例和財務安排等，從而豐富藝術本位的香
港文化藝術內涵；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商住比例－  
 
(一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二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軟硬件建設，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

於西九文化區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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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配套－  
 
(二 )(三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增加綠化空間，引進環保設

施，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

九文化區；  
 
(三 )(四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五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六 ) 強化重新審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

周邊道路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

化區連成一線以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
化區的文化建設；  

 
文化軟件－  
 
(六 )(七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推動專上及

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建設

形式；及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
解本土藝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
國際視野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
貫徹落實，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
亮點地標；  

 
(八 ) 推動專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培養香港人的藝術

素養，從而提升人文質素，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
建設形式；  

 
(九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七 )(十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  17  -  

財務安排－  
 
(十一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二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註：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10. 經劉健儀議員及梁家傑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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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八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九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一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十二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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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11. 經李永達議員及梁家傑議員修正的議案  
 
西九文化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 11月 20日結束，有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

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

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

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政策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

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在不影響現有 3項有國際參與的方案公平評審的前提

下，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

文化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

文化區的建設；  
 
(二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三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四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五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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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政策－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檢視現時文

化藝術政策的不足，並積極加以改善，例如推動專上

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
口、加強研究和推行文化藝術場館管理策略，以及採
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避免西九文

化區流於硬件建設形式；及  
 
(十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二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七 )(十三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
和經營者，以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
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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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軟件－ 

 
(十四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六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七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十八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九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12. 經涂謹申議員及梁家傑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西九文化區坐落於九龍西部，將
耗資 216億元建設，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

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

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



 -  22  -  

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

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及空氣問題，以及周邊
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鼓勵
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區更
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及空
氣問題，包括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
清除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
味，以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以提升整

體規劃格局；  
 
(四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  

 
暢達性－  
 
(四 )(五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途經土瓜灣、紅磡、尖沙

咀、油麻地及大角咀，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化

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西

九文化區，同時配合休憩處及緩跑徑等設施，使西九
文化區更 ‘生活化 ’及 ‘人性化 ’，讓全港市民均可享用這
公共空間；  

 
(五 )(六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包括研究以電車、

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
鐵站，以及改善周邊道路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

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一線；  
 
 



 -  23  -  

文化軟件－  
 
(六 )(七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推動專上及

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建設

形式；及  
 
(七 )(八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九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一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二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十三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四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註：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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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經劉健儀議員、李永達議員及梁家傑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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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九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十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文化政策－  
 
(十一 ) 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  
 
(十二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三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四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十五 ) 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和經營者，以

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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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軟件－ 

 
(十六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七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八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九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二十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二十一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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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經劉健儀議員、涂謹申議員及梁家傑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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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八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九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一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二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三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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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達性－  
 
(十四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十五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六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15. 經李永達議員、涂謹申議員及梁家傑議員修正的議案  
 
西九文化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 11月 20日結束，有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

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

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

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政策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

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在不影響現有 3項有國際參與的方案公平評審的前提

下，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

文化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

文化區的建設；  
 
(二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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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四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五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政策－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檢視現時文

化藝術政策的不足，並積極加以改善，例如推動專上

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
口、加強研究和推行文化藝術場館管理策略，以及採
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避免西九文

化區流於硬件建設形式；及  
 
(十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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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七 )(十三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
和經營者，以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
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四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十五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六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七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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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住比例－  
 
(十九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二十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二十一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二十二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16. 經劉健儀議員、李永達議員、涂謹申議員及梁家傑議員修正的

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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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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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十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文化政策－  
 
(十一 ) 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  
 
(十二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三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四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十五 ) 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和經營者，以

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  35  -  

(十七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八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九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二十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二十一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二十二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二十三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二十四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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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17. 經李慧琼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文化是公眾的共同資產，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

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

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

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
與周邊地區文化結合、培養藝術表演人才，以及支援地區藝術文化
團體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四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暢達性－  
 
(四 )(五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連接鯉魚門、啟德、

土瓜灣、紅磡、尖沙咀及深水埗、貫穿西九文化區的

海濱長廊 ‘九龍新海濱長廊 ’，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

濱長廊直達西九文化區，並與 ‘中環新海濱 ’合組成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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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海濱門廊 ’，以促進旅遊業及本土經濟的發展，為市
民提供一個環境優美的消閒休憩地方；  

 
(五 )(六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七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推動專上及

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建設

形式；及  
 
(七 )(八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九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十一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十二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十三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註：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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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經劉健儀議員及李慧琼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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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八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九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十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周邊環境配套－  
 
(十一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十二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十三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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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經李永達議員及李慧琼議員修正的議案  
 
西九文化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 11月 20日結束，有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

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

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

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政策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

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在不影響現有 3項有國際參與的方案公平評審的前提

下，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

文化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

文化區的建設；  
 
(二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三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四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五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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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政策－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檢視現時文

化藝術政策的不足，並積極加以改善，例如推動專上

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
口、加強研究和推行文化藝術場館管理策略，以及採
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避免西九文

化區流於硬件建設形式；及  
 
(十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二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七 )(十三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
和經營者，以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
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四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十五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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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十七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十八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十九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20. 經涂謹申議員及李慧琼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西九文化區坐落於九龍西部，將
耗資 216億元建設，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

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

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

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

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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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及空氣問題，以及周邊
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鼓勵
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區更
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及空
氣問題，包括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
清除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
味，以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以提升整

體規劃格局；  
 
(四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  

 
暢達性－  
 
(四 )(五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途經土瓜灣、紅磡、尖沙

咀、油麻地及大角咀，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化

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西

九文化區，同時配合休憩處及緩跑徑等設施，使西九
文化區更 ‘生活化 ’及 ‘人性化 ’，讓全港市民均可享用這
公共空間；  

 
(五 )(六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包括研究以電車、

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
鐵站，以及改善周邊道路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

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一線；  
 
文化軟件－  
 
(六 )(七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推動專上及

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建設

形式；及  
 
(七 )(八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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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十一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周邊環境配套－  
 
(十二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十三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十四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註：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21. 經梁家傑議員及李慧琼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耗資 216億元動用 216億公帑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

文化實體建設共同享有的文化建設，對提升人文精神面貌及質素，
以及發展本土文化藝術內涵及定位有着深遠的影響，每名市民都應

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有見及此，政府應加強與
民間社會及專業團體合作，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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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項目，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暢達性、藝

術文化軟件等；、商住比例和財務安排等，從而豐富藝術本位的香
港文化藝術內涵；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商住比例－  
 
(一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二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軟硬件建設，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

於西九文化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三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增加綠化空間，引進環保設

施，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

九文化區；  
 
(三 )(四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五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六 ) 強化重新審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

周邊道路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

化區連成一線以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
化區的文化建設；  

 
文化軟件－  
 
(六 )(七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推動專上及

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建設

形式；及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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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本土藝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
國際視野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
貫徹落實，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
亮點地標；  

 
(八 ) 推動專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培養香港人的藝術

素養，從而提升人文質素，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
建設形式；  

 
(九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七 )(十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財務安排－  
 
(十一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二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三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十四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五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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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十七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十八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註：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22. 經劉健儀議員、李永達議員及李慧琼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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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九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十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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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政策－  
 
(十一 ) 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  
 
(十二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三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四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十五 ) 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和經營者，以

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六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十七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八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十九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  50  -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二十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二十一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23. 經劉健儀議員、涂謹申議員及李慧琼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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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八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九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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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一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十二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三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十四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十五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十六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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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經劉健儀議員、梁家傑議員及李慧琼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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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八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九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一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十二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三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四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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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軟件－  
 
(十五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六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十七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十八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十九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25. 經李永達議員、涂謹申議員及李慧琼議員修正的議案  
 
西九文化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 11月 20日結束，有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

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

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

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政策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

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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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在不影響現有 3項有國際參與的方案公平評審的前提

下，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

文化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

文化區的建設；  
 
(二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三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四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五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政策－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檢視現時文

化藝術政策的不足，並積極加以改善，例如推動專上

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
口、加強研究和推行文化藝術場館管理策略，以及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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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避免西九文

化區流於硬件建設形式；及  
 
(十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二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七 )(十三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
和經營者，以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
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四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十五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六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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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七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十八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九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二十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二十一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二十二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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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經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及李慧琼議員修正的議案  
 
西九文化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 11月 20日結束，有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

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

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

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政策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

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在不影響現有 3項有國際參與的方案公平評審的前提

下，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

文化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

文化區的建設；  
 
(二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三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四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五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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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政策－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檢視現時文

化藝術政策的不足，並積極加以改善，例如推動專上

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
口、加強研究和推行文化藝術場館管理策略，以及採
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避免西九文

化區流於硬件建設形式；及  
 
(十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二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七 )(十三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
和經營者，以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
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四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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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住比例－  
 
(十六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七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十八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九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二十一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二十二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二十三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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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二十四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二十五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27. 經涂謹申議員、梁家傑議員及李慧琼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西九文化區坐落於九龍西部，將
耗資 216億元建設，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

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

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

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

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及空氣問題，以及周邊
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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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區更
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及空
氣問題，包括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
清除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
味，以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以提升整

體規劃格局；  
 
(四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  

 
暢達性－  
 
(四 )(五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途經土瓜灣、紅磡、尖沙

咀、油麻地及大角咀，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化

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西

九文化區，同時配合休憩處及緩跑徑等設施，使西九
文化區更 ‘生活化 ’及 ‘人性化 ’，讓全港市民均可享用這
公共空間；  

 
(五 )(六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包括研究以電車、

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
鐵站，以及改善周邊道路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

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一線；  
 
文化軟件－  
 
(六 )(七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推動專上及

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建設

形式；及  
 
(七 )(八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九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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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住比例－  
 
(十一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二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十三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四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五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十六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七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十八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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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十九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二十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註：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28. 經劉健儀議員、李永達議員、涂謹申議員及李慧琼議員修正的

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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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九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十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文化政策－  
 
(十一 ) 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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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三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四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十五 ) 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和經營者，以

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十七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八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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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配套－  
 
(十九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二十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二十一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二十二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二十三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二十四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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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經劉健儀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及李慧琼議員修正的

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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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九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十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文化政策－  
 
(十一 ) 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  
 
(十二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三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四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十五 ) 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和經營者，以

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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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軟件－ 

 
(十六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七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八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九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二十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二十一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二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二十三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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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二十五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二十六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二十七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30. 經劉健儀議員、涂謹申議員、梁家傑議員及李慧琼議員修正的

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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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八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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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九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一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二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三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四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十五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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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七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十八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九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二十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二十一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二十二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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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31. 經李永達議員、涂謹申議員、梁家傑議員及李慧琼議員修正的

議案  
 
西九文化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 11月 20日結束，有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

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

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

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政策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

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在不影響現有 3項有國際參與的方案公平評審的前提

下，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

文化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

文化區的建設；  
 
(二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三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四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五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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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政策－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檢視現時文

化藝術政策的不足，並積極加以改善，例如推動專上

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
口、加強研究和推行文化藝術場館管理策略，以及採
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避免西九文

化區流於硬件建設形式；及  
 
(十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二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七 )(十三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
和經營者，以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
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四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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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十五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六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七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九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二十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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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安排－  
 
(二十一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二十二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三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二十四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二十五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二十六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二十七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二十八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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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32. 經劉健儀議員、李永達議員、涂謹申議員、梁家傑議員及李慧

琼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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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九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十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文化政策－  
 
(十一 ) 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  
 
(十二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三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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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十五 ) 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和經營者，以

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十七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八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九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二十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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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住比例－  
 
(二十一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二十二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二十三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二十四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五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二十六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二十七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二十八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  84  -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二十九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三十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33. 經劉秀成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

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

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

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

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並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
文化為創意產業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二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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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四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二 )(五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並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推動專上及

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建設

形式；及  
 
(七 )(十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註：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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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經劉健儀議員及劉秀成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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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九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十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十一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及  
 
(十二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35. 經李永達議員及劉秀成議員修正的議案  
 
西九文化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 11月 20日結束，有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

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

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

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政策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

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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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在不影響現有 3項有國際參與的方案公平評審的前提

下，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

文化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

文化區的建設；  
 
(二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三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四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五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政策－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檢視現時文

化藝術政策的不足，並積極加以改善，例如推動專上

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
口、加強研究和推行文化藝術場館管理策略，以及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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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避免西九文

化區流於硬件建設形式；及  
 
(十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二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七 )(十三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
和經營者，以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
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十四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十五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十六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十七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及  
 
(十八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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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36. 經涂謹申議員及劉秀成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西九文化區坐落於九龍西部，將
耗資 216億元建設，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

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

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

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

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及空氣問題，以及周邊
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鼓勵
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區更
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及空
氣問題，包括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
清除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
味，以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以提升整

體規劃格局；  
 
(四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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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達性－  
 
(四 )(五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途經土瓜灣、紅磡、尖沙

咀、油麻地及大角咀，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化

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西

九文化區，同時配合休憩處及緩跑徑等設施，使西九
文化區更 ‘生活化 ’及 ‘人性化 ’，讓全港市民均可享用這
公共空間；  

 
(五 )(六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包括研究以電車、

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
鐵站，以及改善周邊道路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

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一線；  
 
文化軟件－  
 
(六 )(七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推動專上及

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建設

形式；及  
 
(七 )(八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九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十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十一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十二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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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  
 
 
註：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37. 經梁家傑議員及劉秀成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耗資 216億元動用 216億公帑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

文化實體建設共同享有的文化建設，對提升人文精神面貌及質素，
以及發展本土文化藝術內涵及定位有着深遠的影響，每名市民都應

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有見及此，政府應加強與
民間社會及專業團體合作，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

工程項目，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暢達性、藝

術文化軟件等；、商住比例和財務安排等，從而豐富藝術本位的香
港文化藝術內涵；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商住比例－  
 
(一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二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軟硬件建設，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

於西九文化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三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增加綠化空間，引進環保設

施，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

九文化區；  
 
(三 )(四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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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達性－  
 
(四 )(五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六 ) 強化重新審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

周邊道路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

化區連成一線以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
化區的文化建設；  

 
文化軟件－  
 
(六 )(七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推動專上及

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建設

形式；及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
解本土藝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
國際視野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
貫徹落實，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
亮點地標；  

 
(八 ) 推動專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培養香港人的藝術

素養，從而提升人文質素，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
建設形式；  

 
(九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七 )(十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財務安排－  
 
(十一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二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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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經濟和就業－  
 
(十三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十四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十五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十六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及  
 
(十七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  
 
 
註：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38. 經李慧琼議員及劉秀成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文化是公眾的共同資產，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

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

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

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
與周邊地區文化結合、培養藝術表演人才，以及支援地區藝術文化
團體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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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四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暢達性－  
 
(四 )(五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連接鯉魚門、啟德、

土瓜灣、紅磡、尖沙咀及深水埗、貫穿西九文化區的

海濱長廊 ‘九龍新海濱長廊 ’，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

濱長廊直達西九文化區，並與 ‘中環新海濱 ’合組成 ‘維
港海濱門廊 ’，以促進旅遊業及本土經濟的發展，為市
民提供一個環境優美的消閒休憩地方；  

 
(五 )(六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七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推動專上及

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建設

形式；及  
 
(七 )(八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九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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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十二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十三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十四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十五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十六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十七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及  
 
(十八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  
 
 
註：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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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經劉健儀議員、李永達議員及劉秀成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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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九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十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文化政策－  
 
(十一 ) 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  
 
(十二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三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四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十五 ) 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和經營者，以

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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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經濟和就業－  
 
(十六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十七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十八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十九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及  
 
(二十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40. 經劉健儀議員、涂謹申議員及劉秀成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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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八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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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十一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十二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十三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十四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及  
 
(十五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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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經劉健儀議員、梁家傑議員及劉秀成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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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八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九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一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十二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三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十四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十五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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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十七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及  
 
(十八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42. 經劉健儀議員、李慧琼議員及劉秀成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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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八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九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十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周邊環境配套－  
 
(十一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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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十三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十四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十五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十六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十七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及  
 
(十八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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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經李永達議員、涂謹申議員及劉秀成議員修正的議案  
 
西九文化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 11月 20日結束，有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

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

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

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政策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

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在不影響現有 3項有國際參與的方案公平評審的前提

下，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

文化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

文化區的建設；  
 
(二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三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四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五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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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政策－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檢視現時文

化藝術政策的不足，並積極加以改善，例如推動專上

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
口、加強研究和推行文化藝術場館管理策略，以及採
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避免西九文

化區流於硬件建設形式；及  
 
(十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二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七 )(十三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
和經營者，以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
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四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  109 -  

(十五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  
 
暢達性－  
 
(十六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十七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十八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十九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及  
 
(二十一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  
 
 
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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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經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及劉秀成議員修正的議案  
 
西九文化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 11月 20日結束，有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

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

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

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政策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

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在不影響現有 3項有國際參與的方案公平評審的前提

下，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

文化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

文化區的建設；  
 
(二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三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四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五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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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政策－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檢視現時文

化藝術政策的不足，並積極加以改善，例如推動專上

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
口、加強研究和推行文化藝術場館管理策略，以及採
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避免西九文

化區流於硬件建設形式；及  
 
(十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二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七 )(十三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
和經營者，以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
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四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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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住比例－  
 
(十六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七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十八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九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二十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二十一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二十二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三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及  
 
(二十四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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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45. 經李永達議員、李慧琼議員及劉秀成議員修正的議案  
 
西九文化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 11月 20日結束，有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

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

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

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政策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

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在不影響現有 3項有國際參與的方案公平評審的前提

下，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

文化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

文化區的建設；  
 
(二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三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四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五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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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政策－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檢視現時文

化藝術政策的不足，並積極加以改善，例如推動專上

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
口、加強研究和推行文化藝術場館管理策略，以及採
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避免西九文

化區流於硬件建設形式；及  
 
(十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二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七 )(十三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
和經營者，以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
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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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配套－  
 
(十四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十五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六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十七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十八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十九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二十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二十一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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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三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及  
 
(二十四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  
 
 
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46. 經涂謹申議員、梁家傑議員及劉秀成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西九文化區坐落於九龍西部，將
耗資 216億元建設，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

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

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

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

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及空氣問題，以及周邊
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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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區更
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及空
氣問題，包括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
清除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
味，以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以提升整

體規劃格局；  
 
(四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  

 
暢達性－  
 
(四 )(五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途經土瓜灣、紅磡、尖沙

咀、油麻地及大角咀，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化

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西

九文化區，同時配合休憩處及緩跑徑等設施，使西九
文化區更 ‘生活化 ’及 ‘人性化 ’，讓全港市民均可享用這
公共空間；  

 
(五 )(六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包括研究以電車、

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
鐵站，以及改善周邊道路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

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一線；  
 
文化軟件－  
 
(六 )(七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推動專上及

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建設

形式；及  
 
(七 )(八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九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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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住比例－  
 
(十一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二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十三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四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十五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十六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十七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十八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及  
 
(十九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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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47. 經涂謹申議員、李慧琼議員及劉秀成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西九文化區坐落於九龍西部，將
耗資 216億元建設，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

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

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

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

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及空氣問題，以及周邊
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鼓勵
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區更
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及空
氣問題，包括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
清除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
味，以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以提升整

體規劃格局；  
 
(四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  

 



 -  120 -  

暢達性－  
 
(四 )(五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途經土瓜灣、紅磡、尖沙

咀、油麻地及大角咀，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化

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西

九文化區，同時配合休憩處及緩跑徑等設施，使西九
文化區更 ‘生活化 ’及 ‘人性化 ’，讓全港市民均可享用這
公共空間；  

 
(五 )(六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包括研究以電車、

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
鐵站，以及改善周邊道路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

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一線；  
 
文化軟件－  
 
(六 )(七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推動專上及

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建設

形式；及  
 
(七 )(八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九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十一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周邊環境配套－  
 
(十二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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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十三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十四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十五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十六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十七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十八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及  
 
(十九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  
 
 
註：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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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經梁家傑議員、李慧琼議員及劉秀成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耗資 216億元動用 216億公帑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

文化實體建設共同享有的文化建設，對提升人文精神面貌及質素，
以及發展本土文化藝術內涵及定位有着深遠的影響，每名市民都應

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有見及此，政府應加強與
民間社會及專業團體合作，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

工程項目，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暢達性、藝

術文化軟件等；、商住比例和財務安排等，從而豐富藝術本位的香
港文化藝術內涵；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商住比例－  
 
(一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二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軟硬件建設，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

於西九文化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三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增加綠化空間，引進環保設

施，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

九文化區；  
 
(三 )(四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五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六 ) 強化重新審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

周邊道路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

化區連成一線以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周邊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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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暢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
化區的文化建設；  

 
文化軟件－  
 
(六 )(七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推動專上及

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建設

形式；及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
解本土藝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
國際視野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
貫徹落實，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
亮點地標；  

 
(八 ) 推動專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培養香港人的藝術

素養，從而提升人文質素，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
建設形式；  

 
(九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七 )(十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財務安排－  
 
(十一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二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三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十四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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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十六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十七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十八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十九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二十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二十一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二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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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  
 
 
註：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49. 經劉健儀議員、李永達議員、涂謹申議員及劉秀成議員修正的

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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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九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十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文化政策－  
 
(十一 ) 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  
 
(十二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三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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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十五 ) 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和經營者，以

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十七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八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十九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二十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二十一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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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二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及  
 
(二十三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50. 經劉健儀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及劉秀成議員修正的

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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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九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十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文化政策－  
 
(十一 ) 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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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三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四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十五 ) 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和經營者，以

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六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七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八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九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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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安排－  
 
(二十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二十一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二十二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二十三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二十四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五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及  
 
(二十六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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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經劉健儀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慧琼議員及劉秀成議員修正的

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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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九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十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文化政策－  
 
(十一 ) 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  
 
(十二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三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四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十五 ) 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和經營者，以

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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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配套－  
 
(十六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十七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八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十九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二十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二十一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二十二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二十三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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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五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及  
 
(二十六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52. 經劉健儀議員、涂謹申議員、梁家傑議員及劉秀成議員修正的

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  136 -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八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九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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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達性－  
 
(十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一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二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三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四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十五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六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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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經濟和就業－  
 
(十七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十八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十九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及  
 
(二十一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53. 經劉健儀議員、涂謹申議員、李慧琼議員及劉秀成議員修正的

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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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八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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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九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一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十二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三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十四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十五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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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十七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十八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十九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及  
 
(二十一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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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經劉健儀議員、梁家傑議員、李慧琼議員及劉秀成議員修正的

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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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八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九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一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十二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三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四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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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軟件－  
 
(十五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六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十七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十八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十九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二十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二十一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二十二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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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三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及  
 
(二十四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55. 經李永達議員、涂謹申議員、梁家傑議員及劉秀成議員修正的

議案  
 
西九文化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 11月 20日結束，有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

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

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

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政策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

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在不影響現有 3項有國際參與的方案公平評審的前提

下，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

文化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

文化區的建設；  
 
(二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三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四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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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五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政策－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檢視現時文

化藝術政策的不足，並積極加以改善，例如推動專上

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
口、加強研究和推行文化藝術場館管理策略，以及採
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避免西九文

化區流於硬件建設形式；及  
 
(十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二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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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十三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
和經營者，以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
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四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十五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六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七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九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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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二十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二十一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二十二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二十三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二十四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二十五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六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及  
 
(二十七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  
 
 
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  149 -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56. 經李永達議員、涂謹申議員、李慧琼議員及劉秀成議員修正的

議案  
 
西九文化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 11月 20日結束，有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

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

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

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政策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

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在不影響現有 3項有國際參與的方案公平評審的前提

下，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

文化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

文化區的建設；  
 
(二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三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四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五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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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政策－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檢視現時文

化藝術政策的不足，並積極加以改善，例如推動專上

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
口、加強研究和推行文化藝術場館管理策略，以及採
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避免西九文

化區流於硬件建設形式；及  
 
(十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二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七 )(十三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
和經營者，以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
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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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配套－  
 
(十四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十五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六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七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十八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九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二十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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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二十一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二十二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二十三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二十四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二十五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六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及  
 
(二十七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  
 
 
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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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經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李慧琼議員及劉秀成議員修正的

議案  
 
西九文化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 11月 20日結束，有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

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

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

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政策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

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在不影響現有 3項有國際參與的方案公平評審的前提

下，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

文化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

文化區的建設；  
 
(二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三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四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五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  154 -  

 
(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政策－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檢視現時文

化藝術政策的不足，並積極加以改善，例如推動專上

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
口、加強研究和推行文化藝術場館管理策略，以及採
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避免西九文

化區流於硬件建設形式；及  
 
(十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二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七 )(十三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
和經營者，以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
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四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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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住比例－  
 
(十六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七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十八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九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二十一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二十二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二十三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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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二十四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二十五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二十六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二十七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二十八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九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及  
 
(三十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  
 
 
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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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經涂謹申議員、梁家傑議員、李慧琼議員及劉秀成議員修正的

議案  
 
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西九文化區坐落於九龍西部，將
耗資 216億元建設，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

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

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

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

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及空氣問題，以及周邊
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鼓勵
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區更
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及空
氣問題，包括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
清除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
味，以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以提升整

體規劃格局；  
 
(四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  

 
暢達性－  
 
(四 )(五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途經土瓜灣、紅磡、尖沙

咀、油麻地及大角咀，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化

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西

九文化區，同時配合休憩處及緩跑徑等設施，使西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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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區更 ‘生活化 ’及 ‘人性化 ’，讓全港市民均可享用這
公共空間；  

 
(五 )(六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包括研究以電車、

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
鐵站，以及改善周邊道路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

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一線；  
 
文化軟件－  
 
(六 )(七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推動專上及

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建設

形式；及  
 
(七 )(八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九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一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二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十三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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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五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十六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七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十八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十九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二十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二十一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  160 -  

 
(二十二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二十三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四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及  
 
(二十五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  
 
 
註：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59. 經劉健儀議員、李永達議員、涂謹申議員、梁家傑議員及劉秀

成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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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九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十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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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文化政策－  
 
(十一 ) 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  
 
(十二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三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四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十五 ) 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和經營者，以

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十七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八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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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九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二十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二十一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二十二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二十三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二十四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二十五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二十六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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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二十七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八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及  
 
(二十九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60. 經劉健儀議員、李永達議員、涂謹申議員、李慧琼議員及劉秀

成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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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九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十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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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政策－  
 
(十一 ) 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  
 
(十二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三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四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十五 ) 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和經營者，以

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十七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八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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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九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二十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二十一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二十二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二十三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二十四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二十五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二十六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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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二十七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八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及  
 
(二十九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61. 經劉健儀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李慧琼議員及劉秀

成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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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九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十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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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文化政策－  
 
(十一 ) 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  
 
(十二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三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四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十五 ) 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和經營者，以

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六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七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八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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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達性－  
 
(十九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二十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二十一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二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二十三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二十四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二十五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二十六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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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二十八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二十九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三十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三十一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及  
 
(三十二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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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經劉健儀議員、涂謹申議員、梁家傑議員、李慧琼議員及劉秀

成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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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八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九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一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二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三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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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達性－  
 
(十四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十五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六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七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十八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九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二十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二十一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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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二十三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二十四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二十五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六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及  
 
(二十七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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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經李永達議員、涂謹申議員、梁家傑議員、李慧琼議員及劉秀

成議員修正的議案  
 
西九文化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 11月 20日結束，有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

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

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

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政策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

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在不影響現有 3項有國際參與的方案公平評審的前提

下，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

文化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

文化區的建設；  
 
(二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三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四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五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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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政策－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檢視現時文

化藝術政策的不足，並積極加以改善，例如推動專上

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
口、加強研究和推行文化藝術場館管理策略，以及採
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避免西九文

化區流於硬件建設形式；及  
 
(十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二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七 )(十三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
和經營者，以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
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四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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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六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七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九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二十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二十一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二十二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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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三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二十四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二十五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二十六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二十七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二十八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二十九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三十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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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三十一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三十二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及  
 
(三十三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  
 
 
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64. 經劉健儀議員、李永達議員、涂謹申議員、梁家傑議員、李慧

琼議員及劉秀成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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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九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十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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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文化政策－  
 
(十一 ) 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  
 
(十二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三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四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十五 ) 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和經營者，以

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十七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八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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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九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二十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二十一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二十二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二十三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二十四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五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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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軟件－  
 
(二十六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二十七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二十八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二十九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三十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三十一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三十二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三十三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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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配套－  
 
(三十四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及  
 
(三十五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及下加單橫線標示。 

 
 

65. 經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

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

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

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

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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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推動專上及

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建設

形式；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及  
 
與民共治－  
 
(八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66. 經劉健儀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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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及  
 
與民共治－  
 
(八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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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67. 經李永達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西九文化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 11月 20日結束，有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

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

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

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政策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

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在不影響現有 3項有國際參與的方案公平評審的前提

下，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

文化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

文化區的建設；  
 
(二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三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四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五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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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政策－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檢視現時文

化藝術政策的不足，並積極加以改善，例如推動專上

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
口、加強研究和推行文化藝術場館管理策略，以及採
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避免西九文

化區流於硬件建設形式；及  
 
(十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二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七 )(十三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
和經營者，以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
地藝術人才；及  

 
與民共治－  
 
(十四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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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68. 經涂謹申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西九文化區坐落於九龍西部，將
耗資 216億元建設，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

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

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

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

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及空氣問題，以及周邊
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鼓勵
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區更
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及空
氣問題，包括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
清除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
味，以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以提升整

體規劃格局；  
 
(四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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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達性－  
 
(四 )(五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途經土瓜灣、紅磡、尖沙

咀、油麻地及大角咀，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化

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西

九文化區，同時配合休憩處及緩跑徑等設施，使西九
文化區更 ‘生活化 ’及 ‘人性化 ’，讓全港市民均可享用這
公共空間；  

 
(五 )(六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包括研究以電車、

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
鐵站，以及改善周邊道路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

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一線；  
 
文化軟件－  
 
(六 )(七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推動專上及

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建設

形式；及  
 
(七 )(八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及  
 
與民共治－  
 
(九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69. 經梁家傑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耗資 216億元動用 216億公帑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

文化實體建設共同享有的文化建設，對提升人文精神面貌及質素，
以及發展本土文化藝術內涵及定位有着深遠的影響，每名市民都應

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有見及此，政府應加強與
民間社會及專業團體合作，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



 -  193 -  

工程項目，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暢達性、藝

術文化軟件等；、商住比例和財務安排等，從而豐富藝術本位的香
港文化藝術內涵；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商住比例－  
 
(一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二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軟硬件建設，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

於西九文化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三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增加綠化空間，引進環保設

施，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

九文化區；  
 
(三 )(四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五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六 ) 強化重新審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

周邊道路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

化區連成一線以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
化區的文化建設；  

 
文化軟件－  
 
(六 )(七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推動專上及

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建設

形式；及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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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本土藝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
國際視野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
貫徹落實，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
亮點地標；  

 
(八 ) 推動專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培養香港人的藝術

素養，從而提升人文質素，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
建設形式；  

 
(九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七 )(十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財務安排－  
 
(十一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二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及  
 
與民共治－  
 
(十三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70. 經李慧琼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文化是公眾的共同資產，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

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

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

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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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周邊地區文化結合、培養藝術表演人才，以及支援地區藝術文化
團體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四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暢達性－  
 
(四 )(五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連接鯉魚門、啟德、

土瓜灣、紅磡、尖沙咀及深水埗、貫穿西九文化區的

海濱長廊 ‘九龍新海濱長廊 ’，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

濱長廊直達西九文化區，並與 ‘中環新海濱 ’合組成 ‘維
港海濱門廊 ’，以促進旅遊業及本土經濟的發展，為市
民提供一個環境優美的消閒休憩地方；  

 
(五 )(六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七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推動專上及

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建設

形式；及  
 
(七 )(八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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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十一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十二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十三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及  

 
與民共治－  
 
(十四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71. 經劉秀成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

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

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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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

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並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
文化為創意產業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二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三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四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二 )(五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並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  198 -  

文化軟件－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推動專上及

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建設

形式；及  
 
(七 )(十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及  
 
與民共治－  
 
(十一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72. 經劉健儀議員、李永達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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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九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十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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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政策－  
 
(十一 ) 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  
 
(十二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三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四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十五 ) 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和經營者，以

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地藝術人才；

及  
 
與民共治－  
 
(十六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73. 經劉健儀議員、涂謹申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  201 -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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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配套－  
 
(八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九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及  
 
與民共治－  
 
(十一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74. 經劉健儀議員、梁家傑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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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八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九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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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住比例－  
 
(十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一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十二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三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及  
 
與民共治－  
 
(十四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75. 經劉健儀議員、李慧琼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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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八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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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十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周邊環境配套－  
 
(十一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十二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十三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及  
 
與民共治－  
 
(十四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  207 -  

76. 經劉健儀議員、劉秀成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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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九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十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十一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十二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及  
 
與民共治－  
 
(十三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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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經李永達議員、涂謹申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西九文化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 11月 20日結束，有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

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

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

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政策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

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在不影響現有 3項有國際參與的方案公平評審的前提

下，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

文化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

文化區的建設；  
 
(二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三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四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五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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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政策－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檢視現時文

化藝術政策的不足，並積極加以改善，例如推動專上

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
口、加強研究和推行文化藝術場館管理策略，以及採
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避免西九文

化區流於硬件建設形式；及  
 
(十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二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七 )(十三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
和經營者，以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
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四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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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六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及  
 
與民共治－  
 
(十七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78. 經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西九文化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 11月 20日結束，有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

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

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

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政策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

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在不影響現有 3項有國際參與的方案公平評審的前提

下，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

文化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

文化區的建設；  
 
(二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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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四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五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政策－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檢視現時文

化藝術政策的不足，並積極加以改善，例如推動專上

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
口、加強研究和推行文化藝術場館管理策略，以及採
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避免西九文

化區流於硬件建設形式；及  
 
(十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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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二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七 )(十三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
和經營者，以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
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四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六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七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十八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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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及  
 
與民共治－  
 
(二十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79. 經李永達議員、李慧琼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西九文化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 11月 20日結束，有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

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

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

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政策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

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在不影響現有 3項有國際參與的方案公平評審的前提

下，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

文化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

文化區的建設；  
 
(二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三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四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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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五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政策－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檢視現時文

化藝術政策的不足，並積極加以改善，例如推動專上

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
口、加強研究和推行文化藝術場館管理策略，以及採
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避免西九文

化區流於硬件建設形式；及  
 
(十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二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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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十三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
和經營者，以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
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四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十五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六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十七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十八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十九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及  
 
與民共治－  
 
(二十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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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80. 經李永達議員、劉秀成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西九文化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 11月 20日結束，有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

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

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

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政策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

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在不影響現有 3項有國際參與的方案公平評審的前提

下，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

文化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

文化區的建設；  
 
(二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三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四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五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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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政策－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檢視現時文

化藝術政策的不足，並積極加以改善，例如推動專上

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
口、加強研究和推行文化藝術場館管理策略，以及採
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避免西九文

化區流於硬件建設形式；及  
 
(十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二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七 )(十三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
和經營者，以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
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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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經濟和就業－  
 
(十四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十五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十六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十七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十八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及  
 
與民共治－  
 
(十九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81. 經涂謹申議員、梁家傑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西九文化區坐落於九龍西部，將
耗資 216億元建設，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

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

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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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

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及空氣問題，以及周邊
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鼓勵
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區更
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及空
氣問題，包括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
清除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
味，以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以提升整

體規劃格局；  
 
(四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  

 
暢達性－  
 
(四 )(五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途經土瓜灣、紅磡、尖沙

咀、油麻地及大角咀，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化

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西

九文化區，同時配合休憩處及緩跑徑等設施，使西九
文化區更 ‘生活化 ’及 ‘人性化 ’，讓全港市民均可享用這
公共空間；  

 
(五 )(六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包括研究以電車、

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
鐵站，以及改善周邊道路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

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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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軟件－  
 
(六 )(七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推動專上及

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建設

形式；及  
 
(七 )(八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九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一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二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十三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四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及  
 
與民共治－  
 
(十五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  222 -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82. 經涂謹申議員、李慧琼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西九文化區坐落於九龍西部，將
耗資 216億元建設，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

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

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

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

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及空氣問題，以及周邊
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鼓勵
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區更
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及空
氣問題，包括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
清除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
味，以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以提升整

體規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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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  

 
暢達性－  
 
(四 )(五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途經土瓜灣、紅磡、尖沙

咀、油麻地及大角咀，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化

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西

九文化區，同時配合休憩處及緩跑徑等設施，使西九
文化區更 ‘生活化 ’及 ‘人性化 ’，讓全港市民均可享用這
公共空間；  

 
(五 )(六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包括研究以電車、

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
鐵站，以及改善周邊道路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

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一線；  
 
文化軟件－  
 
(六 )(七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推動專上及

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建設

形式；及  
 
(七 )(八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九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十一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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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配套－  
 
(十二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十三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十四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及  
 
與民共治－  
 
(十五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83. 經涂謹申議員、劉秀成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西九文化區坐落於九龍西部，將
耗資 216億元建設，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

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

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

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

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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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及空氣問題，以及周邊
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鼓勵
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區更
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及空
氣問題，包括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
清除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
味，以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以提升整

體規劃格局；  
 
(四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  

 
暢達性－  
 
(四 )(五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途經土瓜灣、紅磡、尖沙

咀、油麻地及大角咀，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化

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西

九文化區，同時配合休憩處及緩跑徑等設施，使西九
文化區更 ‘生活化 ’及 ‘人性化 ’，讓全港市民均可享用這
公共空間；  

 
(五 )(六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包括研究以電車、

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
鐵站，以及改善周邊道路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

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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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軟件－  
 
(六 )(七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推動專上及

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建設

形式；及  
 
(七 )(八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九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十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十一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十二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十三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及  
 
與民共治－  
 
(十四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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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84. 經梁家傑議員、李慧琼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耗資 216億元動用 216億公帑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

文化實體建設共同享有的文化建設，對提升人文精神面貌及質素，
以及發展本土文化藝術內涵及定位有着深遠的影響，每名市民都應

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有見及此，政府應加強與
民間社會及專業團體合作，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

工程項目，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暢達性、藝

術文化軟件等；、商住比例和財務安排等，從而豐富藝術本位的香
港文化藝術內涵；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商住比例－  
 
(一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二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軟硬件建設，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

於西九文化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三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增加綠化空間，引進環保設

施，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

九文化區；  
 
(三 )(四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五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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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六 ) 強化重新審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

周邊道路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

化區連成一線以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
化區的文化建設；  

 
文化軟件－  
 
(六 )(七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推動專上及

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建設

形式；及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
解本土藝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
國際視野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
貫徹落實，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
亮點地標；  

 
(八 ) 推動專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培養香港人的藝術

素養，從而提升人文質素，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
建設形式；  

 
(九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七 )(十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財務安排－  
 
(十一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二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三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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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軟件－  
 
(十四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五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十六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十七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十八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及  
 
與民共治－  
 
(十九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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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經梁家傑議員、劉秀成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耗資 216億元動用 216億公帑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

文化實體建設共同享有的文化建設，對提升人文精神面貌及質素，
以及發展本土文化藝術內涵及定位有着深遠的影響，每名市民都應

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有見及此，政府應加強與
民間社會及專業團體合作，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

工程項目，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暢達性、藝

術文化軟件等；、商住比例和財務安排等，從而豐富藝術本位的香
港文化藝術內涵；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商住比例－  
 
(一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二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軟硬件建設，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

於西九文化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三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增加綠化空間，引進環保設

施，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

九文化區；  
 
(三 )(四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五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六 ) 強化重新審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

周邊道路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

化區連成一線以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周邊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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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暢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
化區的文化建設；  

 
文化軟件－  
 
(六 )(七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推動專上及

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建設

形式；及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
解本土藝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
國際視野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
貫徹落實，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
亮點地標；  

 
(八 ) 推動專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培養香港人的藝術

素養，從而提升人文質素，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
建設形式；  

 
(九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七 )(十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財務安排－  
 
(十一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二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十三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十四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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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十六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十七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及  
 
與民共治－  
 
(十八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86. 經李慧琼議員、劉秀成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文化是公眾的共同資產，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

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

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

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
與周邊地區文化結合、培養藝術表演人才，以及支援地區藝術文化
團體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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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四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暢達性－  
 
(四 )(五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連接鯉魚門、啟德、

土瓜灣、紅磡、尖沙咀及深水埗、貫穿西九文化區的

海濱長廊 ‘九龍新海濱長廊 ’，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

濱長廊直達西九文化區，並與 ‘中環新海濱 ’合組成 ‘維
港海濱門廊 ’，以促進旅遊業及本土經濟的發展，為市
民提供一個環境優美的消閒休憩地方；  

 
(五 )(六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七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推動專上及

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建設

形式；及  
 
(七 )(八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九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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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十二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十三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十四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十五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十六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十七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十八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及  
 
與民共治－  
 
(十九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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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87. 經劉健儀議員、李永達議員、涂謹申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

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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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九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十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文化政策－  
 
(十一 ) 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  
 
(十二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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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四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十五 ) 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和經營者，以

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十七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八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及  
 
與民共治－  
 
(十九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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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88. 經劉健儀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

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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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九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十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文化政策－  
 
(十一 ) 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  
 
(十二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三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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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十五 ) 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和經營者，以

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六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七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八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九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二十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二十一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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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民共治－  
 
(二十二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89. 經劉健儀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慧琼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

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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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九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十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文化政策－  
 
(十一 ) 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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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三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四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十五 ) 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和經營者，以

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六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十七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八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十九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二十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  244 -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二十一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及  
 
與民共治－  
 
(二十二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90. 經劉健儀議員、李永達議員、劉秀成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

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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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九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十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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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文化政策－  
 
(十一 ) 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  
 
(十二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三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四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十五 ) 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和經營者，以

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十六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十七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十八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十九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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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及  
 
與民共治－  
 
(二十一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91. 經劉健儀議員、涂謹申議員、梁家傑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

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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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八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九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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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一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二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三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四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十五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六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及  
 
與民共治－  
 
(十七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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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92. 經劉健儀議員、涂謹申議員、李慧琼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

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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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八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九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一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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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軟件－  
 
(十二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三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十四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十五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十六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及  
 
與民共治－  
 
(十七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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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經劉健儀議員、涂謹申議員、劉秀成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

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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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八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九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十一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十二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十三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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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配套－  
 
(十四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十五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及  
 
與民共治－  
 
(十六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94. 經劉健儀議員、梁家傑議員、李慧琼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

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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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八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九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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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一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十二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三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四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十五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六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十七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十八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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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十九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及  
 
與民共治－  
 
(二十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95. 經劉健儀議員、梁家傑議員、劉秀成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

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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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八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九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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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一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十二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三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十四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十五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十六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十七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十八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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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民共治－  
 
(十九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96. 經劉健儀議員、李慧琼議員、劉秀成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

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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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八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九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十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周邊環境配套－  
 
(十一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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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十二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十三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十四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十五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十六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十七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十八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及  
 
與民共治－  
 
(十九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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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97. 經李永達議員、涂謹申議員、梁家傑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

議案  
 
西九文化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 11月 20日結束，有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

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

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

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政策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

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在不影響現有 3項有國際參與的方案公平評審的前提

下，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

文化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

文化區的建設；  
 
(二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三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四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五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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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政策－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檢視現時文

化藝術政策的不足，並積極加以改善，例如推動專上

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
口、加強研究和推行文化藝術場館管理策略，以及採
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避免西九文

化區流於硬件建設形式；及  
 
(十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二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七 )(十三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
和經營者，以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
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  266 -  

周邊環境配套－  
 
(十四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十五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六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七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九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二十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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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安排－  
 
(二十一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二十二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及  
 
與民共治－  
 
(二十三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98. 經李永達議員、涂謹申議員、李慧琼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

議案  
 
西九文化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 11月 20日結束，有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

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

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

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政策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

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在不影響現有 3項有國際參與的方案公平評審的前提

下，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

文化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

文化區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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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三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四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五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政策－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檢視現時文

化藝術政策的不足，並積極加以改善，例如推動專上

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
口、加強研究和推行文化藝術場館管理策略，以及採
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避免西九文

化區流於硬件建設形式；及  
 
(十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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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二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七 )(十三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
和經營者，以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
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四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十五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六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七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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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軟件－  
 
(十八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九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二十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二十一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二十二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及  
 
與民共治－  
 
(二十三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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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經李永達議員、涂謹申議員、劉秀成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

議案  
 
西九文化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 11月 20日結束，有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

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

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

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政策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

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在不影響現有 3項有國際參與的方案公平評審的前提

下，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

文化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

文化區的建設；  
 
(二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三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四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五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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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政策－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檢視現時文

化藝術政策的不足，並積極加以改善，例如推動專上

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
口、加強研究和推行文化藝術場館管理策略，以及採
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避免西九文

化區流於硬件建設形式；及  
 
(十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二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七 )(十三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
和經營者，以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
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四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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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六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十七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十八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十九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二十一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及  
 
與民共治－  
 
(二十二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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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100. 經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李慧琼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

議案  
 
西九文化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 11月 20日結束，有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

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

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

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政策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

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在不影響現有 3項有國際參與的方案公平評審的前提

下，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

文化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

文化區的建設；  
 
(二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三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四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五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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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政策－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檢視現時文

化藝術政策的不足，並積極加以改善，例如推動專上

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
口、加強研究和推行文化藝術場館管理策略，以及採
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避免西九文

化區流於硬件建設形式；及  
 
(十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二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七 )(十三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
和經營者，以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
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四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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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六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七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十八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九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二十一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二十二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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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二十三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二十四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二十五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及  
 
與民共治－  
 
(二十六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101. 經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劉秀成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

議案  
 
西九文化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 11月 20日結束，有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

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

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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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政策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

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在不影響現有 3項有國際參與的方案公平評審的前提

下，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

文化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

文化區的建設；  
 
(二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三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四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五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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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軟件政策－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檢視現時文

化藝術政策的不足，並積極加以改善，例如推動專上

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
口、加強研究和推行文化藝術場館管理策略，以及採
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避免西九文

化區流於硬件建設形式；及  
 
(十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二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七 )(十三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
和經營者，以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
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四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六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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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七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十八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九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二十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二十一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二十二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三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二十四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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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民共治－  
 
(二十五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102. 經李永達議員、李慧琼議員、劉秀成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

議案  
 
西九文化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 11月 20日結束，有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

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

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

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政策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

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在不影響現有 3項有國際參與的方案公平評審的前提

下，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

文化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

文化區的建設；  
 
(二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三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四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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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五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政策－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檢視現時文

化藝術政策的不足，並積極加以改善，例如推動專上

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
口、加強研究和推行文化藝術場館管理策略，以及採
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避免西九文

化區流於硬件建設形式；及  
 
(十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二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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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十三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
和經營者，以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
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四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十五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六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十七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十八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十九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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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經濟和就業－  
 
(二十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二十一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二十二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三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二十四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及  
 
與民共治－  
 
(二十五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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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經涂謹申議員、梁家傑議員、李慧琼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

議案  
 
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西九文化區坐落於九龍西部，將
耗資 216億元建設，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

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

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

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

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及空氣問題，以及周邊
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鼓勵
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區更
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及空
氣問題，包括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
清除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
味，以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以提升整

體規劃格局；  
 
(四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  

 
暢達性－  
 
(四 )(五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途經土瓜灣、紅磡、尖沙

咀、油麻地及大角咀，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化

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西

九文化區，同時配合休憩處及緩跑徑等設施，使西九
文化區更 ‘生活化 ’及 ‘人性化 ’，讓全港市民均可享用這
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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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六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包括研究以電車、

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
鐵站，以及改善周邊道路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

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一線；  
 
文化軟件－  
 
(六 )(七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推動專上及

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建設

形式；及  
 
(七 )(八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九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一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二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十三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四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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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五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十六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七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十八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十九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二十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及  
 
與民共治－  
 
(二十一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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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104. 經涂謹申議員、梁家傑議員、劉秀成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

議案  
 
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西九文化區坐落於九龍西部，將
耗資 216億元建設，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

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

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

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

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及空氣問題，以及周邊
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鼓勵
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區更
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及空
氣問題，包括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
清除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
味，以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以提升整

體規劃格局；  
 
(四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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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達性－  
 
(四 )(五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途經土瓜灣、紅磡、尖沙

咀、油麻地及大角咀，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化

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西

九文化區，同時配合休憩處及緩跑徑等設施，使西九
文化區更 ‘生活化 ’及 ‘人性化 ’，讓全港市民均可享用這
公共空間；  

 
(五 )(六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包括研究以電車、

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
鐵站，以及改善周邊道路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

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一線；  
 
文化軟件－  
 
(六 )(七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推動專上及

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建設

形式；及  
 
(七 )(八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九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一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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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達性－  
 
(十二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十三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四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十五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十六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十七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十八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十九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及  
 
與民共治－  
 
(二十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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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105. 經涂謹申議員、李慧琼議員、劉秀成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

議案  
 
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西九文化區坐落於九龍西部，將
耗資 216億元建設，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

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

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

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

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及空氣問題，以及周邊
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鼓勵
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區更
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及空
氣問題，包括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
清除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
味，以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以提升整

體規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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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  

 
暢達性－  
 
(四 )(五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途經土瓜灣、紅磡、尖沙

咀、油麻地及大角咀，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化

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西

九文化區，同時配合休憩處及緩跑徑等設施，使西九
文化區更 ‘生活化 ’及 ‘人性化 ’，讓全港市民均可享用這
公共空間；  

 
(五 )(六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包括研究以電車、

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
鐵站，以及改善周邊道路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

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一線；  
 
文化軟件－  
 
(六 )(七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推動專上及

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建設

形式；及  
 
(七 )(八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九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十一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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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配套－  
 
(十二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十三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十四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十五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十六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十七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十八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十九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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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民共治－  
 
(二十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106. 經梁家傑議員、李慧琼議員、劉秀成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

議案  
 
鑒於耗資 216億元動用 216億公帑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

文化實體建設共同享有的文化建設，對提升人文精神面貌及質素，
以及發展本土文化藝術內涵及定位有着深遠的影響，每名市民都應

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有見及此，政府應加強與
民間社會及專業團體合作，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

工程項目，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暢達性、藝

術文化軟件等；、商住比例和財務安排等，從而豐富藝術本位的香
港文化藝術內涵；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商住比例－  
 
(一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二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軟硬件建設，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

於西九文化區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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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配套－  
 
(二 )(三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增加綠化空間，引進環保設

施，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

九文化區；  
 
(三 )(四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五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六 ) 強化重新審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

周邊道路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

化區連成一線以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
化區的文化建設；  

 
文化軟件－  
 
(六 )(七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推動專上及

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建設

形式；及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
解本土藝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
國際視野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
貫徹落實，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
亮點地標；  

 
(八 ) 推動專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培養香港人的藝術

素養，從而提升人文質素，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
建設形式；  

 
(九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七 )(十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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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安排－  
 
(十一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二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三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十四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五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十六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十七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十八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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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十九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二十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二十一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二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二十三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及  
 
與民共治－  
 
(二十四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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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經劉健儀議員、李永達議員、涂謹申議員、梁家傑議員及何秀

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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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九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十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文化政策－  
 
(十一 ) 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  
 
(十二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三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四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十五 ) 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和經營者，以

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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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配套－  
 
(十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十七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八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九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二十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二十一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二十二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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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安排－  
 
(二十三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二十四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及  
 
與民共治－  
 
(二十五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108. 經劉健儀議員、李永達議員、涂謹申議員、李慧琼議員及何秀

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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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九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  303 -  

(十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文化政策－  
 
(十一 ) 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  
 
(十二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三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四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十五 ) 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和經營者，以

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十七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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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達性－  
 
(十八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九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二十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二十一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二十二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二十三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二十四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及  
 
與民共治－  
 
(二十五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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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109. 經劉健儀議員、李永達議員、涂謹申議員、劉秀成議員及何秀

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  306 -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九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十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文化政策－  
 
(十一 ) 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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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三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四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十五 ) 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和經營者，以

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十七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八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十九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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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二十一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二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二十三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及  
 
與民共治－  
 
(二十四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110. 經劉健儀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李慧琼議員及何秀

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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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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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九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十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文化政策－  
 
(十一 ) 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  
 
(十二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三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四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十五 ) 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和經營者，以

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六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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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八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九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二十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二十一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二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二十三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二十四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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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二十六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二十七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及  
 
與民共治－  
 
(二十八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111. 經劉健儀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劉秀成議員及何秀

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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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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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九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十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文化政策－  
 
(十一 ) 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  
 
(十二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三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四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十五 ) 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和經營者，以

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六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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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八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九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二十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二十一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二十二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二十三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二十四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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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五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二十六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及  
 
與民共治－  
 
(二十七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112. 經劉健儀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慧琼議員、劉秀成議員及何秀

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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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九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十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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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文化政策－  
 
(十一 ) 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  
 
(十二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三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四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十五 ) 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和經營者，以

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六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十七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八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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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二十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二十一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二十二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二十三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二十四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五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二十六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及  
 
與民共治－  
 
(二十七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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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113. 經劉健儀議員、涂謹申議員、梁家傑議員、李慧琼議員及何秀

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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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八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九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  322 -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一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二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三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四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十五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六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七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  323 -  

文化軟件－  
 
(十八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九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二十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二十一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二十二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及  
 
與民共治－  
 
(二十三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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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經劉健儀議員、涂謹申議員、梁家傑議員、劉秀成議員及何秀

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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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八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九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一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二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三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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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四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十五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六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十七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十八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十九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二十一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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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民共治－  
 
(二十二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115. 經劉健儀議員、涂謹申議員、李慧琼議員、劉秀成議員及何秀

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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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八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九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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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一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十二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三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十四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十五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十六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十七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十八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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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十九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二十一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及  
 
與民共治－  
 
(二十二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116. 經劉健儀議員、梁家傑議員、李慧琼議員、劉秀成議員及何秀

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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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八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九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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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住比例－  
 
(十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一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十二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三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四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十五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六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十七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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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十八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十九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二十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二十一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二十二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三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二十四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及  
 
與民共治－  
 
(二十五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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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117. 經李永達議員、涂謹申議員、梁家傑議員、李慧琼議員及何秀

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西九文化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 11月 20日結束，有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

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

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

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政策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

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在不影響現有 3項有國際參與的方案公平評審的前提

下，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

文化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

文化區的建設；  
 
(二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三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四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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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配套－  
 
(二 )(五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政策－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檢視現時文

化藝術政策的不足，並積極加以改善，例如推動專上

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
口、加強研究和推行文化藝術場館管理策略，以及採
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避免西九文

化區流於硬件建設形式；及  
 
(十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二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七 )(十三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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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經營者，以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
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四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十五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六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七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九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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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達性－  
 
(二十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二十一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二十二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三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二十四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二十五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二十六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二十七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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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及  
 
與民共治－  
 
(二十九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118. 經李永達議員、涂謹申議員、梁家傑議員、劉秀成議員及何秀

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西九文化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 11月 20日結束，有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

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

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

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政策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

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在不影響現有 3項有國際參與的方案公平評審的前提

下，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

文化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

文化區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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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三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四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五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政策－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檢視現時文

化藝術政策的不足，並積極加以改善，例如推動專上

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
口、加強研究和推行文化藝術場館管理策略，以及採
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避免西九文

化區流於硬件建設形式；及  
 
(十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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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二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七 )(十三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
和經營者，以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
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四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十五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六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七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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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九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二十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二十一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二十二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二十三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二十四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二十五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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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六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二十七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及  
 
與民共治－  
 
(二十八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119. 經李永達議員、涂謹申議員、李慧琼議員、劉秀成議員及何秀

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西九文化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 11月 20日結束，有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

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

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

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政策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

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在不影響現有 3項有國際參與的方案公平評審的前提

下，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

文化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

文化區的建設；  
 



 -  343 -  

(二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三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四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五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政策－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檢視現時文

化藝術政策的不足，並積極加以改善，例如推動專上

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
口、加強研究和推行文化藝術場館管理策略，以及採
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避免西九文

化區流於硬件建設形式；及  
 
(十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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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二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七 )(十三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
和經營者，以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
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四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十五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六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七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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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軟件－  
 
(十八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九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二十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二十一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二十二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二十三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二十四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二十五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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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六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二十七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及  
 
與民共治－  
 
(二十八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120. 經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李慧琼議員、劉秀成議員及何秀

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西九文化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 11月 20日結束，有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

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

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

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政策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

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在不影響現有 3項有國際參與的方案公平評審的前提

下，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

文化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

文化區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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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三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四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五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政策－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檢視現時文

化藝術政策的不足，並積極加以改善，例如推動專上

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
口、加強研究和推行文化藝術場館管理策略，以及採
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避免西九文

化區流於硬件建設形式；及  
 
(十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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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二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七 )(十三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
和經營者，以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
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四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六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七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十八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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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二十一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二十二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二十三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二十四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二十五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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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經濟和就業－  
 
(二十六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二十七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二十八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九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三十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及  
 
與民共治－  
 
(三十一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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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經涂謹申議員、梁家傑議員、李慧琼議員、劉秀成議員及何秀

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西九文化區坐落於九龍西部，將
耗資 216億元建設，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

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

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

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

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及空氣問題，以及周邊
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鼓勵
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區更
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及空
氣問題，包括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
清除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
味，以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以提升整

體規劃格局；  
 
(四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  

 
暢達性－  
 
(四 )(五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途經土瓜灣、紅磡、尖沙

咀、油麻地及大角咀，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化

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西

九文化區，同時配合休憩處及緩跑徑等設施，使西九
文化區更 ‘生活化 ’及 ‘人性化 ’，讓全港市民均可享用這
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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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六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包括研究以電車、

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
鐵站，以及改善周邊道路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

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一線；  
 
文化軟件－  
 
(六 )(七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推動專上及

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避免西九文化區流於硬件建設

形式；及  
 
(七 )(八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九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一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二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十三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四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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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五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十六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七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十八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十九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二十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二十一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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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二十三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四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二十五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及  
 
與民共治－  
 
(二十六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122. 經劉健儀議員、李永達議員、涂謹申議員、梁家傑議員、李慧

琼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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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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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九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十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文化政策－  
 
(十一 ) 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  
 
(十二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三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四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十五 ) 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和經營者，以

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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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十七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八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九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二十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二十一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二十二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二十三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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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五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二十六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二十七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二十八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二十九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三十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及  
 
與民共治－  
 
(三十一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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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及下加單橫線標示。 

 
 
123. 經劉健儀議員、李永達議員、涂謹申議員、梁家傑議員、劉秀

成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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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九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十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文化政策－  
 
(十一 ) 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  
 
(十二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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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四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十五 ) 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和經營者，以

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十七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八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九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二十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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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住比例－  
 
(二十一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二十二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二十三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二十四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二十五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二十六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二十七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八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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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及  
 
與民共治－  
 
(三十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及下加單橫線標示。 

 
 
124. 經劉健儀議員、李永達議員、涂謹申議員、李慧琼議員、劉秀

成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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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九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十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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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政策－  
 
(十一 ) 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  
 
(十二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三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四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十五 ) 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和經營者，以

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十七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八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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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配套－  
 
(十九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二十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二十一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二十二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二十三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二十四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二十五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二十六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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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八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二十九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及  
 
與民共治－  
 
(三十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及下加單橫線標示。 

 
 
125. 經劉健儀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李慧琼議員、劉秀

成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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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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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十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文化政策－  
 
(十一 ) 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  
 
(十二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三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四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十五 ) 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和經營者，以

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六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七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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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住比例－  
 
(十八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九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二十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二十一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二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二十三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二十四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二十五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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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二十六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二十七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二十八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二十九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三十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三十一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三十二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及  
 
與民共治－  
 
(三十三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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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及下加單橫線標示。 

 
 
126. 經劉健儀議員、涂謹申議員、梁家傑議員、李慧琼議員、劉秀

成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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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八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九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一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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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二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商住比例－  
 
(十三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十四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十五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十六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七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十八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十九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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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二十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二十一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二十二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二十三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二十四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二十五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六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二十七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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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民共治－  
 
(二十八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及下加單橫線標示。 

 
 
127. 經李永達議員、涂謹申議員、梁家傑議員、李慧琼議員、劉秀

成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西九文化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 11月 20日結束，有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

都應該共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

度去全盤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

套、容易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政策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

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在不影響現有 3項有國際參與的方案公平評審的前提

下，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

文化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

文化區的建設；  
 
(二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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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四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周邊環境配套－  
 
(二 )(五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七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五 )(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政策－  
 
(六 )(九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檢視現時文

化藝術政策的不足，並積極加以改善，例如推動專上

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
口、加強研究和推行文化藝術場館管理策略，以及採
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避免西九文

化區流於硬件建設形式；及  
 
(十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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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七 )(十三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
和經營者，以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
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四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十五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六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七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十八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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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住比例－  
 
(十九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二十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二十一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二十二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三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二十四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二十五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二十六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  380 -  

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二十七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二十八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二十九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三十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三十一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三十二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三十三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及  
 
與民共治－  
 
(三十四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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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及下加單橫線標示。 

 
 
128. 經劉健儀議員、李永達議員、涂謹申議員、梁家傑議員、李慧

琼議員、劉秀成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關注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鑒於耗資 216億元建

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化實體建設，每名市民都應該共

同享有，而非只供遊客觀光的景點，政府應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全盤

審視西九文化區工程，包括本土經濟和就業、周邊環境配套、容易

暢達性、藝術文化軟件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

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一 ) 應提供更多機會讓本地專業人士及勞工參與西九文化

區建設工程，以確保香港經濟能真正受惠於西九文化

區的建設；  
 
周邊環境配套－  
 
(二 ) 以低碳及低排放為目標，建造一個藝術文化發展及環

保概念集於一身的西九文化區；  
 
(三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水質問題，特別

是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問題，以提升整體規劃格局； 
 
暢達性－  
 
(四 ) 盡快落實興建一條由啟德伸延至深水埗、貫穿西九文

化區的海濱長廊，令居民能更方便透過海濱長廊直達

西九文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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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強化西九文化區的對外交通配套，以及改善周邊道路

的暢達性，令九龍區的居民感覺上與西九文化區連成

一線；  
 
文化軟件－  
 
(六 ) 重視發展文化軟件，落實宏觀藝術政策，並從年輕一

代入手，培育他們的文化藝術素質，讓他們將來成為
各項文藝活動的觀眾或聽眾；相關措施應包括推動專

上及基礎藝術教育普及化，等，以避免西九文化區流

於硬件建設形式，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文化藝術修
養；及  

 
(七 ) 關顧少數族裔和本土特色文化，強化和善用本港的地

緣文化優勢；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八 )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他

們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行政人才的需求；  
 
(九 ) 發展本地文化創意產業，吸引私人機構參與本地文化

藝術的發展；  
 
(十 ) 參考外國經驗，研究撥出西九文化區賣地收入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用以資助一般市民、學生及有經濟

困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經營者，進行推廣及培育文化

藝術工作；  
 
文化政策－  
 
(十一 ) 採取主動積極的政策取態來發展文化藝術；  
 
(十二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提供場地及基金贊

助，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內設立藝術工作室，以較低租

金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

術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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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

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

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十四 ) 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來處理藝術文化事務，統整現時四

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

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及  
 
(十五 ) 有計劃地吸引國內及亞洲區的藝術人才和經營者，以

增強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及培養更多本地藝術人才；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十六 ) 盡快改善西九文化區周邊維多利亞港空氣問題，以及

周邊舊區老化問題，包括環境衞生及樓宇安全等，並

鼓勵在周邊舊區設立相關的文化藝術行業，以促成舊

區更新和產業配套，同時改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空氣

問題、排洪渠出口的位置應遠離維多利亞港、清除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發出的異味，以

及改善市區內非法接駁渠口的情況；  
 
(十七 ) 配合西九龍周邊環境，避免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使

西九文化區能在社會、文化及經濟領域上，均能與附

近社區或舊區融為一體；及  
 
暢達性－  
 
(十八 ) 研究以電車、電動巴士或行人運輸帶連接西九文化區

往佐敦、油麻地及尖沙咀港鐵站；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文化軟件－ 

 
(十九 ) 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展開持續性藝術對話，瞭解本土藝

術團體的特色，集思廣益，尋求文化區兼具國際視野

的文化藝術方向，並透過藝術責任制，將其貫徹落實，

以打造西九文化區成為世界文藝版圖上的亮點地標；  
 
(二十 ) 強化西九文化區與其他本土文化聚落的連繫性，避免

西九文化區成為文化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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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住比例－  
 
(二十一 ) 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及設計的訴求，大幅減少西九文

化區的商住比例，避免商場化及豪宅化，並為文化工

作者提供可負擔的工作場所或居所，讓項目更切合西

九文化區主題；  
 
暢達性－  
 
(二十二 ) 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後西九文化區周邊道路的暢

達性，讓港人透過完善的交通脈絡，共享西九文化區

的文化建設；  
 
財務安排－  
 
(二十三 ) 審慎運用 216億公帑，加強財務運作的透明度，向公眾

交代開支預算，並為項目可能超支訂下應變策略；及  
 
(二十四 ) 檢討西九管理局現時的薪酬及福利安排，以減低人才

流失對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影響；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周邊環境配套－  
 
(二十五 ) 重新規劃鄰近地區，增強當區本土文化色彩，並以西

九文化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文化設施網絡，打造新

舊文化相融的環境；  
 
文化軟件－  
 
(二十六 ) 在西九文化區的商業設施內，預留位置並邀請部分受

重建影響的特色商戶進駐，以延續香港文化；  
 
(二十七 ) 研究制定博物館法例，以針對香港現時缺乏監管博物

館組成和運作的機制，以及填補現有法例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不足之處，以助香港博物館及文物保護的長遠

發展；  
 
(二十八 ) 除了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外，在展覽場地和表演項

目方面，也應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精髓，以便加強推廣

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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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地區藝術文化團體－  
 
(二十九 ) 活用西九周邊地區資源，為地區團體提供更多表演場

地，包括提供誘因來鼓勵學校開放場地供團體借用、

善用空置校舍、定期開放部分公園及海濱長廊，以及

加快興建社區會堂；及  
 
(三十 ) 設立文化及傳統資源中心，展覽當區文化歷史建築和

節令的源流和特色，作教育推廣和傳承用途，為西九

文化區培育藝術專才及培養公眾的文化涵養，建立全

民參與西九文化區的基礎；  
 
本會亦促請政府在以下各方面採取措施：  
 
本土經濟和就業－  
 
(三十一 ) 透過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以香港特色文化為創意產業

注入新動力，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  
 
(三十二 ) 規定必須就西九文化區內的大、中、小型主要建設工

程舉辦不同規模的公開建築及設計比賽，並確保獲奬
建築師及其他設計專業人士均有機會參與建造過程，
以實踐其設計作品；  

 
(三十三 ) 邀請曾就西九文化區發表意見的市民再作回應供西九

管理局參考，而西九管理局應從速為總體設計藍圖作
出最後決定；  

 
周邊環境配套－  
 
(三十四 ) 立即動工興建西九文化區內及其周邊配套的基建設

施；  
 
(三十五 ) 制定法例或設計指引，以建設健康及清新的社區；及  
 
與民共治－  
 
(三十六 ) 成立官商民三方參與的 ‘都會文化智庫 ’，與有關的政

策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各個區議會及文化藝術
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就西九文化區的管治和營
運，每年最少舉行一次公眾諮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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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劉秀成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及下加單橫線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及下加雙橫線標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