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月9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創意香港的工作進度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創意香港」在 2016 年的工

作。  

 
 
概覽  

 
2. 根據納於「創意香港」職權範圍的創意界別 1的統計

架構計算，香港的創意產業在 2015 年的增加價值為 570 億元。

在 2005 至 2015 年期間，創意產業的名義增加價值平均每年升

幅為 5.4%。在 2015 年，創意產業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份額

為 2.4%。  
 
3. 政府的願景是確立香港成為帶領時尚的創意之都，

是投資者和買家尋找高價值商機、產品、服務及人才的地方。

為推動創意產業的發展，我們現時的焦點範疇是－  

(a) 培育人才及初創公司 (即以畢業生、業內人士及初創

公司為目標對象的建立潛能支援計劃，提供一道以

培育為本的階梯 )；  

(b) 市場發展 (即把「高價值」顧客帶來香港，以及把香

港的人才和產品帶到內地和海外市場 )；以及  

                                           
1 政府統計處就創意產業採用的統計架構涵蓋 11 種文化及創意產業： (1)藝術品、

古董及工藝品； (2)文化教育及圖書館、檔案保存和博物館服務； (3)表演藝術； (4)
電影及錄像和音樂； (5)電視及電台；(6 )出版； (7)軟件、電腦遊戲及互動媒體；(8)
設計； (9 )建築； (10)廣告；及 (11)娛樂服務。在本文件中引述的創意產業相關統

計數字是文化及創意產業的分組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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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推動跨界別及跨地域合作 (即鼓勵跨界別合作，以及

加強香港與其他國家／城市的聯繫，藉此推動經驗

分享、交流和協作 )。  
 
4. 「創意香港」通過「創意智優計劃」和「電影發展

基金」，資助由業界和相關持份者倡議的項目和活動，以推動

香港創意產業的發展和推廣工作。「創意香港」亦與香港設計

中心 (下稱「設計中心」 )及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緊密合作，並

向他們提供資助，以分別推廣設計及電影欣賞。  
 
5. 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自「創意香港」2009 年 6 月

成立以來，「電影發展基金」資助了 26 個電影製作項目和 130
個電影相關項目，涉及撥款額分別為 7,000 萬元和 2.21 億元。

同期，「創意智優計劃」合共動用 7.85 億元 2資助不同的項目，

有關項目可分為以下三個範疇－  
 
(a) 培育人才及支援初創企業……......................  3.13 億元    
(b) 開拓市場  ……………………………………….. 2.37 億元  
(c) 營造創意氛圍…………………………………… 2.35 億元  
 
有關過去三年在「創意智優計劃」和「電影發展基金」下接獲

和獲批核的申請數目以及所承擔的撥款的資料，載於附件 1。
「創意香港」的主要績效指標，載於附件 2。有關「創意香港」

在 2016 年資助的主要項目的資料，載於附件 3。  
 
 
回顧「創意香港」在 2016 年的工作  
 
支援電影業  
 
6. 在 2016 年，「創意香港」繼續與電影發展局合作，

以促進電影業的發展。  
 

                                           
2 「創意智優計劃」已另外撥款約 200 萬元，透過「設計業與商界合作計劃」，向中小型企業推廣

使用本地設計服務。「設計業與商界合作計劃」由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接受申請。我們於 2015
年 7 月 17 日向本事務委員會簡介了「設計業與商界合作計劃」停止運作一事(請參閱立法會文件

CB(4)1212/14-15(0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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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增加港產片製作量  
 
7. 「電影發展基金」通過「電影製作融資計劃」和「電

影製作資助計劃」，支援商業電影製作 3。在 2016 年，「創意

香港」繼續通過該兩個計劃支援本地商業電影製作。有兩部獲

「電影發展基金」融資的電影在製作中，另有一部電影 (即《此

情此刻》 )於 2016 年在戲院上映。自從「電影製作資助計劃」

成立以來，「電影發展基金」自 2015 年設立以來已資助了三

個本地電影項目，製造了 195 個工作機會 4。由於 2016 年獲批

准的電影項目尚未上映，因此現時沒有相關票房記錄。  
 
培育電影製作人才  
 
8.  「首部劇情電影計劃」是在 2013 年推出的一項人

才培育計劃，旨在由政府提供全數資助，讓新晉導演以商業模

式製作其首部劇情電影。在 2016 年，「首部劇情電影計劃」

成績斐然。首屆「首部劇情電影計劃」撥款予三個項目 (即《點

五步》、《一念無明》和《藍天白雲》)。隨着獲「首部劇情電

影計劃」資助的電影項目逐步完成製作，「首部劇情電影計劃」

在發掘新晉電影人才和培育新晉導演方面已見成效。《點五步》

於 2016 年 8 月在香港上映，票房收入約為港幣 470 萬元。另

一方面，《一念無明》的質素已獲電影業界認可，並於 2016

                                           
3  「電影發展基金」最初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下稱「財委會」 )批准於 1999 年 4

月成立 (見 FCR(98-99)47 號文件 )，為期 5 年，初次承擔額為 1 億元，資助有利

香港電影業長遠發展的項目。在 2005 年 3  月，財委會批准從重新推行「電影發

展基金」 (見 FCR(2004-05)48 號文件 )，承擔額為 2 ,000 萬元。在 2007 年，政府

將「電影發展基金」的承擔額增加 3 億元，並擴大其適用範疇，以設立「電影製

作融資計劃」。政府在 2015 年 5 月再將「電影發展基金」的承擔額增加 2 億元，

以設立「電影製作資助計劃」，以及在 2016 年 6 月，將承擔額再增加 2,000 萬

元，以加強支援在內地發行的港產粵語電影。  
 
 「電影融資計劃」為預算製作費不超過每部電影 2,500 萬元的中小型電影製作提

供融資。政府的融資部分最高可達核准預算製作費或實際製作費 (以較低者為準 )
的 40%，上限為每部電影 600 萬元。「電影資助計劃」為預算製作費不超過每

部電影 1,000 萬元的小型電影製作提供津貼。資助額上限為核准預算製作費或實

際製作費 (以較低者為準 )的 20%。過往在本事務委員會及財委會的討論中，均大

致指出了「電影發展基金」所支援電影需具備商業元素的重要性。  
 
4  「電影資助計劃」在 2015 年 11 月成立，並在 2016 年 3 月批准首批申請。如計

及其他以兼職形式聘請的人員，則「電影製作資助計劃」所創造的工作機會數目

為 51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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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馬獎獲頒兩個獎項 5。《藍天白雲》的製作剛於 2016 年底

完成。  
 
9. 第二屆「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的兩隊優勝隊伍已在

2016 年展開電影拍攝工作，預期在 2017 年完成其電影製作。

至於第三屆「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甄選優勝隊伍的工作正在

進行，有關結果預期在 2017 年 1 月公布。  
 
鼓勵學生和青年觀賞電影以拓展觀眾羣  
 
10. 在拓展觀眾羣方面，「創意香港」一直與香港國際

電影節協會緊密合作。「香港國際電影節」主要由政府資助舉

辦，是一年一度的電影欣賞盛事。「香港國際電影節 2016」放

映了 248 部來自超過 60 個國家／地區的電影，放映場次達 369
場，吸引逾 80 000 人次入場觀賞。在政府的撥款資助下，在「香

港國際電影節」上放映的國際電影可提供中文字幕、學生可獲

資助入場觀看電影節的電影，以及不同的「Film Plus」節目亦

得以舉辦，讓年青人可以觀賞高質素的電影，並參加映後與電

影專業人士的對談。  
 
11. 北區大會堂的電影放映設施在完成相關的安裝及提

升工程後，已於 2016 年 12 月開始運作。有關項目由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聯同民政事務局倡議，旨在鼓勵區內居民入場觀看電

影和參與相關活動，以推動電影文化。相關的電影放映設施亦

方便北區居民在區內觀看電影。為配合電影放映設施的啟用，

「創意香港」與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合辦為期約一年半的電影

放映活動「電影萬花筒@北區大會堂」，其間會免費放映不同

類型的經典和優質電影，並安排映後座談會，以加深觀眾對電

影文化的認識。  
 

                                           
5   黃進先生和金燕玲女士憑電影《一念無明》分別獲頒 2016 年金馬獎最佳新導演

和最佳女配角。  



- 5 - 

推動香港發展為亞洲的電影融資平台和推廣「香港電影」品牌   
 
12. 「創意香港」繼續資助香港貿易發展局 (下稱「貿發

局」 )推廣「香港影視娛樂博覽 2016」。由貿發局舉辦的「香

港國際影視展」是「香港影視娛樂博覽」的主要項目之一。「香

港國際影視展」是亞洲最大型的影視娛樂活動，旨在提供一個

涵蓋電影融資、後期製作、數碼娛樂、授權等範疇的跨媒體及

跨地域的貿易及網絡聯繫平台。在 2016 年，「香港國際影視

展」吸引超過 800 個來自超過 30 個國家及地區的公司參展以

及逾 7 300 名訪客參加。  
 
13. 「創意香港」亦資助舉辦「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

這個主要的電影融資平台，讓電影製作人與融資者、製片商、

銀行家、發行商和買家洽談。「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是「香

港影視娛樂博覽」另一個主要項目。在「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

2016」上，有來自 14 個國家或地區的 28 個電影項目 (包括四個

香港製作或聯合製作的項目 )獲挑選在會上推廣，並舉行了 867
次商業配對會議。來自 38 個國家約 1 000 名訪客參加了「香港

亞洲電影投資會」。截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在 2014 年及 2015
年「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上推廣的 59 個電影項目中，共有

17 個項目已完成製作，成功率為 29%。由於洽談及落實合作需

時，關於 2016 年「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的成功率暫時未有

數據。  
 
14. 由 2016 年 7 月 1 日起，「創意香港」加強了對在內

地發行港產粵語電影的支援，把有關電影在內地發行和宣傳費

用的資助上限，由 25 萬元增加至 50 萬元。自從加強措施推出

以來，「創意香港」收到一個申請 6。此外，「創意香港」在廣

州舉辦電影展，宣傳香港電影，並協助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在

長沙和武漢舉辦香港電影節。  
 

                                           
6  申請單位需時提交在內地支出宣傳及發行費用的審計帳目，以及上映有關電影的電影院數目的證

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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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景拍攝和特別效果物料  
 
15. 「創意香港」協助本地及海外電影和電視節目，以

便它們可在香港進行製作。在 2016 年，「創意香港」處理 2 073
宗與拍攝有關的查詢，並已跟進由 184 隊攝製隊 (包括 23 隊非

本地攝製隊 )提出共 605 項提供協助的要求，涉及的事宜包括視

察場地、申請許可在公共或私人處所拍攝外景、進行封路等。 
 
16. 「創意香港」亦履行法定職能，就在電影、電視節

目及其他娛樂節目製作中使用特別效果物料 (例如煙火及易燃

物料 )的事宜簽發許可證。在 2016 年，「創意香港」簽發 1 557
張在上述節目製作中使用特別效果物料的許可證。  
 
支援非電影創意界別  
 
17. 在 2016 年，「創意香港」主要通過「創意智優計劃」

繼續支援非電影創意界別 (即廣告、建築、設計、數碼娛樂、音

樂、電視，以及印刷及出版 )，並在設計方面與設計中心及不

同的設計相關組織合作 7。  
 
培育人才  
 
18. 「創意香港」支持推動創意產業人力資源發展的項

目。更具體地說，在「創意香港」的支援 (主要通過「創意智優

計劃」 )下—  

(a) 數碼娛樂和數碼廣告的公司為指定創意範疇的畢業

生提供實習機會 (包括為期一年的全職工作和在職訓

練 )。自有關計劃於 2011 年推出以來，已有 176 名畢

業生受惠於有關計劃，而當中有 122 人繼續從事創

意產業。在 2016 年，相關計劃額外取錄了 52 個見

習生；  

                                           
7   下文第 18 至 21 段主要聚焦於非電影界別的整體情況。有關「創意香港」在 2016

年推廣設計的工作詳情 (例如與設計中心工作有關的「設計營商周」和「設計創

業培育計劃」 )，將會涵蓋在今年稍後另一個關於設計中心工作的議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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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香港室內設計協會自 2015 年推出了為期兩年的計

劃，為應屆畢業生和年青室內設計從業員舉辦師友

計劃，共招募了 63 名學員。項目其他組成部分包括

與專上教育機構合作開辦室內設計課程、為業內人

士舉辦專業發展課程等；  

(c) 「創意香港」繼續贊助「設計智識周」等項目，以

增加設計業內人士和商界的知識；  

(d) 11 名「香港青年設計才俊獎 2016」得獎者各獲得 25
萬元或 50 萬元的贊助，將於 2017 年到海外的設計

公司接受為期 6 至 12 個月的在職培訓。「創意智優

青年設計才俊特別獎」得主（即獲得 25 萬元贊助的

得獎者），亦可選擇到海外進修；到目前為止，有

兩名得獎者初步表示計劃出國深造；  

(e) 資助創意人才參與海外的廣告及短片節／比賽。舉

例來說，12 名本地人才出席法國「克萊蒙費朗國際

短片節及短片市場」，展示他們的得獎短片。在 2016
年 9 月，兩名本地動畫家獲「創意香港」津貼，前

赴洛杉磯華特迪士尼動畫工作室參加為期一周的訓

練課程；以及  

(f) 舉辦「DFA 設計獎」、「香港智營禮品設計大賞」、

「衣酷適再生時尚設計獎」等獎項計劃或比賽，以

表揚創意人才的卓越成就。  
 
促進初創公司的發展  
 
19. 「創意香港」資助不同的項目，以支援設計 8、動畫、

流動遊戲、廣告及音樂界別的初創公司，例如—  

(a) 「動畫支援計劃」繼續協助初創公司／小型公司製

作原創創意動畫，而有關創作會在「香港國際影視

展」和電視上展示。計劃自 2012 年推出以來，已惠

                                           
8   正如註 7 所指，由設計中心推行的「設計創業培育計劃」會在另一份提交本事務

委員會的文件中載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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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50 家初創公司／小型公司，並在 2016 年再招募

額外 15 家公司；  

(b) 「流動遊戲初創企業支援計劃」在 2016 年首辦，資

助了十家初創公司製作原創流動遊戲作品，以展示

其創意及技能；  

(c) 「廣告和音樂人才支援計畫 (微電影廣告篇 )」向廣告

製作公司提供了資助和啟導。計劃自 2013 年推出以

來，已惠及 48 家初創公司／小型公司，並在 2016
年再招募額外 18 家公司；以及  

(d) 「搶耳音樂廠牌計劃」為音樂界別的人才培育計劃

提供了資助，從而就開發獨立／中小型企業 (下稱「中

小企」)音樂品牌提供培訓。這計劃在 2016 年首辦，

已惠及 12 個歌手 /樂隊，以及約 1 400 名人士參與在

2016 年舉辦的論壇和音樂表演。  
 
開拓市場  
 
20. 「創意香港」繼續協助本地創意產業拓展香港以外

的市場。在「創意香港」的支援下—   

(a) 貿發局在 2016 年於內地舉辦了兩項宣傳活動，分別

為在成都舉行的「轉型升級‧香港博覽」，以及在

寧波和瀋陽舉行的「香港創意營商日」研討會系列。

「轉型升級‧香港博覽」向內地企業推廣香港在工

業轉型和升級方面的一站式商業服務，吸引約 11 000
名業內人士參觀；在總數 158 家參與的企業中 (包括

來自創意產業以外的企業 )，共有 36 家從事廣告、品

牌、設計等創意產業的中小企獲「創意香港」資助

參加展銷會。「香港創意營商日」則向內地的潛在

客戶推廣香港的廣告、設計、品牌及市場推廣服務，

共有 38 間公司參加了這研討會系列；  

(b) 印刷和出版界參加了主要的國際書展，例如台北國

際書展、博洛尼亞兒童書展及法蘭克福書展。相比

198 家企業於 2015 年受惠，共有 211 家企業在 2016
年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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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第 15 屆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中設立「香港

展覽」，在 2016 年 5 月至 11 月期間展出多個不同

類別的建築項目及城市設計；以及  

(d) 兩位漫畫家參加了在法國舉行的「2016 安古蘭國際

漫畫節」，該活動是歐洲最大型的漫畫節。  
 
營造創意氛圍  
 
21. 「創意香港」支持在香港舉行創意活動，以期在香

港營造創意氛圍，並增加市民對本地創意產業的成就的認識。

在 2016 年，「創意香港」支持舉辦數項活動 (例如「香港亞洲

流行音樂節」、「deTour」、「第二屆香港－深圳設計雙年展」

等 )。「創意香港」亦資助由 2016 年 1 月起展開的「香港漫畫

星光大道第二期計劃」，為這條位於九龍公園的大道再添新

姿；又資助興建鄰近灣仔金紫荊廣場的「香港動漫海濱樂園」，

樂園已於 2016 年 4 月底開幕，展出多個動漫角色的雕塑。「創

意香港」亦資助在 2016 年 9 月於香港舉行的「第 17 屆亞洲建

築師協會週年大會」。   
 
「創意智優計劃」的服務承諾  
 
22. 「創意香港」承諾在收到項目申請及完成報告全部

資料日起計的 50 個工作天內，分別把申請結果和評核結果通

知申請機構。在 2016 年申請機構獲通知申請結果的 112 宗項

目中，有 106 宗 (95%)符合服務承諾。在 2016 年申請機構獲通

知評核結果的 42 宗項目中，有 32 宗 (76%)符合服務承諾。「創

意香港」未能符合服務承諾的原因，主要是由於資助申請愈來

愈複雜，以致需要較長時間處理。「創意香港」日後會密切監

察有關情況，並致力加快處理資助申請及完成報告。  
 
時裝業發展措施  
 
23. 政府在二零一六至一七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

中宣布，會推行以下三項由時裝業發展措施諮詢小組提出的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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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加強在本地和海外推廣香港的時裝設計師和新進時

裝品牌；  

(b) 為時裝設計師設立創業培育計劃；以及  

(c) 成立資源中心為年輕設計師提供技術培訓和支援。  
 
24. 在 2016 年，「創意香港」贊助多項本地和海外時裝

活動，為本地時裝品牌及設計師提供曝光機會，並增加公眾對

本地時裝設計的認識。這些活動包括「Hong Kong Young Talent 
Alumni Fashion Show」、以使用智能紡織物料製作時裝為主題

的時裝匯演暨展覽、展出資深及新晉設計師作品的時裝匯演，

以及在台北舉行的時裝展覽等。「創意香港」亦資助了在 2016
年 9 月舉行的企業對顧客時裝活動「Fashion PMQ」，以配合

貿發局舉辦的國際時尚匯展「CENTRESTAGE」，以及資助舉

辦「Fashion Asia 2016 Hong Kong」 (包括大型時裝論壇及以十

名亞洲設計師為主的展覽 )。在「創意香港」的贊助下，八個及

十個新晉設計師品牌，分別在去年 3 月及 10 月舉行的「巴黎

時裝周」設立展廊，並在時裝匯演中展示設計師的作品。  
 
25. 製衣業訓練局回應業界的意見及在獲得工業貿易署

的資助下，成立了樣版開發中心；該中心已於 2016 年 11 月開

始運作。  
 
26. 至於為時裝設計師提供創業培育支援，由設計中心

籌辦的「時裝創業培育計劃」已獲預留資源。該計劃旨在未來

三年內錄取合共 15 家培育公司。  
 
推動跨界別及跨地域合作  
 
27. 跨界別及跨地域協作對促進香港創意產業的進一步

發展至為重要。香港每年主辦不同的創意盛事，例如「設計營

商周」、「香港國際電影節」及「香港影視娛樂博覽」(包括「香

港國際影視展」)。有關盛事吸引世界各地的創意人才和買家來

港，更重要的是有助建立「香港創意之都」的品牌。這些以創

意產業為焦點、具跨界別及跨地域性質的活動，主要通過「創

意智優計劃」提供資助。這些創意盛事，有助確立並鞏固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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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內地與世界其他地方交流的重要橋樑，以及作為區內創意

產業主要商業發展平台的角色。  
 
28. 加強香港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聯繫，亦有助建立網

絡、推廣「香港創意之都」的品牌及為香港開拓新市場。我們

除了與「設計營商周」12 個伙伴國家或城市建立聯繫外，亦一

直與珠江三角洲的城市 (例如廣州和深圳 )緊密合作，近年更與

韓國建立進一步聯繫。過去數年，香港與廣東省、深圳及韓國

簽訂了有關創意產業的諒解備忘錄或合作協議。「創意香港」

會繼續加強與其他國家、地區或城市的聯繫，以期為本地創意

產業創造更多商機及網絡聯繫的機會。  
 
29. 在未來一年，「創意香港」會繼續通過「創意智優

計劃」資助項目，以期培育人才、開拓市場，以及推動跨界別

及跨地域合作。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2017 年 1 月  



附件 1 

 

創意智優計劃及電影發展基金 2014 至 2016 年的撥款情況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創意智優計劃 接獲的申請 
數目 

78 75 80 

獲批准的項目 
數目 

42 51 42 

核准資助總額 9,320 萬元 1.23 億元 2.356 億元 
(包括設計創

業培育計劃第

3 期和時裝創

業培育計劃的

核准資助

1.065 億元) 
電影發展基金 接獲的申請 

數目 
29 36 40 

獲批准的項目 
數目 

22 27 18 

核准資助總額 3,530 萬元 4,370 萬元 2,850 萬元 
 
 



附件 2 
「創意香港」的主要績效指標 

 

(A) 「創意香港」主辦或資助業界舉辦的項目 
(自「創意香港」2009 年成立以來，截至 2016 年 9 月底的累計狀況) 
 

  創意智優計劃 其他 1 總計 
  (相比在 2016 年 3 月向事務委員會滙報截至 2015 年 12 月

底狀況的百分比變動) 

a. 獲批項目數目 295 

(+ 13%) 

290 

(+9%) 

585 

(+11%) 

b. 參加人數 約 1,400 萬人 

(+26%) 

約 1,050 萬人 

(+5%) 

約 2,440 萬人 

(+16%) 

c. 直接創造的工作機會數目2 2 060 

(+12%) 

2 140 

(+10%) 

4 200 

(+11%) 

d. 間接創造的工作機會數目3 9 880 

(+18%) 

5 710 

(+6%) 

15 590 

(+13%) 

e. 中小型企業(下稱「中小企」) 受惠數目 1 230 

(+27%) 

70 

(+4%) 

1 300 

(+26%) 

f. 為中小企創造的業務聯繫或查詢數目 11 800 

(+26%) 

100 

(-) 

11 900 

(+26%) 

g. 獲「創意香港」資助參加國際比賽的創意人才所 
獲得的獎項數目 

71 

(+3%) 

108 

(+1%) 

179 

(+2%) 

h. 培育創意人才及初創公司的機會數目4 37 100 

(+14%) 

2 300 

(+2%) 

39 400 

(+13%) 

i. 獲資助的電視廣播的頒獎典禮及音樂節目可接觸

的觀眾數目 
約 2.494 億人 

(+9%) 

約 20.168 億人 

(+0.1%) 

約 22.661 億人 

(+1%) 

備註： 
(1) “其他” 主要涵蓋「創意香港」自2009年6月成立後通過電影發展基金和設計智優計劃資助的項目，以及由「創意

香港」直接主辦的項目。 
(2) 直接創造的工作機會指「創意香港」對有關項目的財政資助所涵蓋的工作機會。 
(3) 間接創造的工作機會指「創意香港」對有關項目的財政資助沒有涵蓋但卻由該等項目產生的工作機會。有關數目為

估算數字。 
(4) 培育創意人才及初創公司的機會數目不包括由設計創業培育計劃提供的培育機會，有關資料會在另一份提交本事務

委員會的文件中載述。 
(5) 由於進位關係，個別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總計略有出入。 

 



(B) 參加者對「創意香港」主辦或資助業界舉辦的項目的滿意程度 
 

 創意智優計劃 其他1 整體 

a. 對活動／計劃的整體評價為「優良」／「非常滿意」／「滿

意」的回覆者百分比 
97% 98% 97% 

b. 對活動時間／形式／內容／宣傳／參加費用的評價為「優良」 
／「非常滿意」／「滿意」的回覆者百分比 

92% - 97% 91% - 98% 92% - 97% 

c. 認為活動／計劃幫助達到以下目標的回覆者百分比： 
加強對行業的知識、拓展聯繫網絡、發掘新商機、加深了解行

業在全球市場上的定位、擴闊業界領域 

80% - 90% 72% - 89% 79% - 90% 

d. 認為活動／計劃「肯定有用」／「很有用」／「有用」的回

覆者百分比 
91% 90% 91% 

備註： 
(1) “其他” 主要涵蓋「創意香港」自 2009 年 6 月成立後通過電影發展基金和設計智優計劃資助的項目，以及由「創

意香港」直接主辦的項目。 
(2) 回覆問卷人數約為 65 000 人。 

 



(C) 按策略焦點劃分的創意智優計劃獲批項目數目和金額 
 

 2009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的 

累計總額 

2016 年 

a. 培育人才和支持初創公司 124 

(3.13 億元) 

15 

(1.423 億元) 

b. 開拓市場 111 

(2.369 億元) 

14 

(3,570 萬元) 

c. 推廣香港作為亞洲創意之都、營造創意氛圍及凝聚 

創意產業羣組 

69 

(2.346 億元) 

13 

(5,760 萬元) 

總計 304 
(7.845 億元) 

42 
(2.356 億元) 

 
 

(D) 電影發展基金下的電影製作融資計劃  

 

 2009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的 

累計總額 

2016 年 

a. 獲批項目數目 23 1 

b. 創造的工作機會數目1 1 495 65 

c. 首次參與執導的導演數目 11 1 

d. 首次負責製作的監製數目 16 0 

備註： 

(1) 創造的工作機會數目指電影製作的基本劇組人員及主要演員。如計及其他以兼職形式聘請的人員，則電影   

製作融資計劃所創造的工作機會數目約為3 910個。 

(2) 只計算2009年6月以來獲批的項目。 

 



附件 3 
 
 

「創意香港」在 2016 年資助的主要項目 
 
 

廣告  

第三屆香港數碼廣告業新畢業生 
支援計劃 
 
計劃為數碼廣告業培育人才。在 2016
年，參與計劃的廣告公司共招募了 33
名畢業生，提供為期一年的全職工作

及在職訓練。 
 

 

 
 
 

廣告和音樂人才支援計畫(微電影廣

告篇) 
 
有 18 家初創廣告製作公司獲得資

助，製作一齣由新晉歌手主演的微電

影。所製作的微電影通過「香港國際

影視展」、社交媒體等途徑宣傳。 
 
有三齣微電影獲邀在電影節中放映，

當中包括 2016 年康城電影節短片

角，另有兩齣微電影則獲得 Global 
Micro Movie Festival 的最佳微電影獎

項。 
 

 

 

建築 

第十七屆亞洲建築師協會週年大會 
 
亞洲建築師協會於2016年9月首次在

香港舉行為期兩天的週年大會。 
 
香港建築師學會亦為約220名來自香

港和亞洲其他地方的建築系學生，舉

辦為期五天的學生交流活動，並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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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展出來自亞洲建築師協會19個
協會成員出類拔萃的作品及學生比賽

的優勝作品。  
 

 
 
 

 
    

第十五屆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香

港展) 

 
有13件由16位參展人提供的作品在威
尼斯展出。截至2016年9月中，展覽已
獲25個本地和國際媒體頻道採訪，並
吸引了18 000人參觀。 
 
展覽的回應展將於2017年在香港舉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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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設計營商周2016  
 
芝加哥是「設計營商周2016」的伙伴

城市。商界領袖和創意大師就設計和

建築題目(由市區重建到公共空間的

運用)，分享他們的真知灼見。設計營

商周啟發參加者的創意思維和設計管

理，並提供促進意念交流和商業合作

的重要平台。 
 

 
 

 
 
 

第二屆深港設計雙年展 

 
設計雙年展於2016年9月至11月期間

在香港舉行，展示香港與深圳的共創

和合作。活動包括工作坊、展覽、研

討會、限時商店、講座等，供設計從

業員、商界專業人士、學生和市民大

眾參與。  
 

 
 



 - 4 - 

數碼娛樂  

捉緊躍動@動漫基地 
 
項目旨在向市民大眾推廣動漫畫。「香

港漫畫家原稿聯展」和「香港動漫畫

聯會開放日」在 2016 年 7 月和 8 月舉

行，吸引共 12 700 人參觀。 
 

 

 
 

 
 

第二屆香港數碼娛樂業新畢業生支

援計劃 
 
計劃為數碼娛樂業培育人才。在 2016
年，參與計劃的數碼娛樂公司招募了

19 名修讀數碼娛樂業相關學科的畢

業生，提供為期一年的全職工作和在

職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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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 

第 14 屆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 
 
「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是一個以香

港為基地的國際合作平台，讓電影製

作人與融資者洽談電影融資及聯合製

作。「第 14 屆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

已於 2016年 3月 14至 16 日期間在香

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有來自 38 個國

家及地區逾 1 000 名電影製作人和融

資者參加。 
 

 
 

香港電影 New Action 2016—珠江三

角洲地區的電影製作和支援攝製服

務 
 
在 2016 年 3 月 14 至 17 日「香港國際

影視展 2016」期間舉行研討會及網絡

聯繫活動，以推廣粵港澳三地在電影

製作和支援攝製服務上的競爭優勢，

藉此加強區域合作及建立珠江三角洲

地區作為電影製作樞紐的品牌。 
 

 

音樂 

香港亞洲流行音樂節  
 
「香港亞洲流行音樂節」是「香港影

視娛樂博覽」的核心節目。音樂節包

含來自亞洲八個國家／地區的頂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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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的音樂表演及超級新星的音樂比

賽，吸引逾 7 000 名現場觀眾。 
 
音樂節向香港以外的地方播放，可接

觸到超過 2 000 萬名觀眾。 
 

 
 

搶耳音樂廠牌計劃 
 
計劃招募了 12 名／隊歌手／樂隊，並

通過九個工作坊及三個論壇，為他們

提供有關發展其獨立／中小型企業音

樂廠牌的培訓。有關歌手／樂隊亦在

合共七場表演中，演唱了其原創音樂。 
 

 

 
 

 
 

印刷和出版  

參加國際書展 
 
在 2016 年，「創意香港」贊助印刷和

出版界參加國際及主要的書展，包括

在法蘭克福、台北及博洛尼亞的書展

中設立「香港館」。參與的公司因有機

會增加曝光率、擴大商業網絡及與讀

者直接接觸而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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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新媒體及新形式工作坊 
 
在 2016 年 4 月合共舉辦六個工作坊，

邀請了本地、內地及台灣知名的業內

人士及出版／跨媒體製作的專家出

席，分享他們在跨媒體製作及不同出

版形式方面的經驗。有關計劃讓大約

670 名參加者汲取有關跨媒體出版製

作的新知識，並了解出版界的最新發

展。 
 

 

電視 

電視世界 2016  
 
在以「一帶一路共享經濟，影視文化

界如何乘勢？」為主題的「電視世界

2016」開幕典禮暨國際論壇上，有四

位海外業內人士及專家分享了他們對

電視相關產業市場發展的真知灼見。  
 
其間亦舉辦了工作坊和討論會，讓本

地業內人士更清楚了解電視業最近的

發展情況，並汲取最新的電視節目製

作技術的知識。約有 770 人參加有關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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