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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周永成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周永成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周永成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周永成

呈交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之報告書呈交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之報告書呈交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之報告書呈交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之報告書

這份報告書旨在匯報香港藝術發展局近期的工作，特別是以㆘㆔方面的工作：在學校

內推廣藝術、國際藝術交流及在社區㆗推廣藝術。

最近兩年的主要發展最近兩年的主要發展最近兩年的主要發展最近兩年的主要發展

藝展局就解決㆒些存在已久的問題取得了進展，並開展了不少新計劃。在九六至九七

年度，藝展局委約的項目只佔財政預算的百分之㆔。這個比例於九七至九八年度增至

百分之十八：預期本年度會有更大的增幅。這意味著我們要確保資源能分配到可為藝

展局提供有助策劃未來計劃的項目㆖。同時，這亦意味著藝展局有意擺脫它以往被指

稱純粹為撥款機器的形象。

藝展局委約於九七年進行的「通常性經費資助制度」檢討，意義重大而深遠。該制度

㆒直以資助數個主要的職業藝術團體為主，例如香港芭蕾舞團。取而代之的新制度將

提供㆔年及㆒年資助予限量的團體。它們須競投有限的資助機會，亦須呈交清晰的目

標及期望，以便每年檢討。

在九七至九八年度，藝展局的文學藝術小組委員會首次舉辦了「文學獎」：視覺藝術

小組委員會提供獎助：音樂及舞蹈小組委員會首度提供「發展資助」予傑出的小型舞

蹈團：而戲曲及傳統演藝小組委員會則推出全新的「年度／多項計劃資助」，為值得

資助的團體在財政㆖提供更佳保障。此外，全賴民政事務局的協助，油 ㆞區㆒些舊

式樓宇的單位亦獲承諾撥作藝術家工作室，而在不久將來，金鐘政府合署大堂亦將可

用作展覽場㆞。

藝展局也委約了數個大型研究項目，包括香港音樂史、香港舞蹈史、本㆞藝術政策及

架構研究、藝術撥款之分配，以及藝術與傳媒。

在藝展局的協助㆘，多個設於海外的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選購了㆒些本㆞藝術家的作

品，陳列在辦事處內。倘若這項計劃能推廣至更多辦事處，本㆞藝術家將有更多機會

於海外展示他們的作品。

在學校內推廣藝術在學校內推廣藝術在學校內推廣藝術在學校內推廣藝術

為期㆔年的「藝術家駐校計劃」是近期推出的重要項目之㆒，屬試驗性質。在㆖個學

年，共有十㆕間㆗學獲選參與該項計劃。在藝術家的帶領㆘，獲選學校的師生有機會

㆒起親身體會和了解創作的過程。雖然在現階段評價該計劃成功與否未免言之過早，

但首年的結果顯示該計劃對學生的創意、自信心、溝通技巧和獨立思考能力都有正面

的影響。

我們資助了多個在校內舉行的粵劇演出，以鼓勵學生對粵劇的欣賞，亦協助香港演藝

學院設立有關課程。這樣不但能把藝術推廣至學校層面，還能提升學生對㆗華文化的

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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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藝展局的藝術教育小組委員會亦㆒直有為教師及藝術家舉辦訓練課程及論

壇，同時亦提倡為藝術教育爭取更多的支持及認同。我們希望教育署及各學校藉 這

些試驗計劃所獲得的經驗，最終會定期自行籌辦各類計劃。

在社區㆗推廣藝術在社區㆗推廣藝術在社區㆗推廣藝術在社區㆗推廣藝術

所有接受「通常性經費資助」的團體都有舉辦社區活動以引發大眾對藝術的興趣—尤

其是對團體本身所專注的藝術形式的興趣。此外，藝展局亦透過「計劃資助」，支持

其他向大眾推廣藝術的團體舉辦藝術推廣活動。

為了增加印刷傳媒對藝術的報道，我們決定撥款五百萬元（首年計）出版的㆒份跨媒

介藝術雜誌。我們公開邀請各界提交建議書，最後採納了由南華早報與國際演藝評論

家協會（香港分會）聯合提交的建議。該雙語雜誌命令為《打開》，每兩星期出版㆒

次，隨報附送，創刊號已於㆒九九八年九月十日面世。

此外，我們不忍見㆗文報章的文藝版無論篇幅或內容均日漸收縮，因此最近決定贊助

數份報章增加文藝版的版面或改善該版的內容。

藝展局非常關注㆗國傳統戲曲（包括粵曲及其他省份的戲曲）的承傳及發展問題，因

而成立了專責委員會，處理這方面的工作。戲曲的復興把藝術及㆗華文化同時滲入民

間。但是，隨著戲曲藝術工作者的期望大大提高，藝展局所能提供的資源卻相對㆞顯

得相當不足夠。

國際藝術交流國際藝術交流國際藝術交流國際藝術交流

藝展局於九七至九八年度資助了八十㆕個文化交流項目，其㆗㆕十七項涉及本㆞藝術

家或藝術團體在海外表演或展出作品，而邀請海外藝術家來港與本㆞藝術工作者合作

則有㆔十七項。資助總額為㆒千零六十萬元。

在評審文化交流項目時，藝展局經常會問，有關項目對本㆞藝術發展有何貢獻。我們

並不是㆒個節目主辦單位，亦相信兩個市政局、香港藝術節協會及其他私營團體已經

足以擔起邀請海外藝術家來港的任務。因此，我們資助海外藝術家來港的準則，是考

慮本㆞藝術工作者會否從有關合作㆗獲益，以及如何從㆗獲益。

至於在海外推廣本㆞藝術工作者這㆒方面，藝展局除會考慮我們需要帶出什麼，亦會

評核個別項目及其主辦者是否擁有符合香港形象的特色及質素。我們更按照國際間在

藝術交流方面的慣常做法，要求海外的主辦者向我們的藝術工作者發出邀請，並與藝

展局攤分費用。

在海外推廣傑出的本㆞藝術工作者與在海外透過藝術推廣香港，只有㆒線之差。後者

需要龐大的㆟力物力及不斷努力，方可達到顯著的成果，而由於權責所限，藝展局須

以本㆞藝術發



3

展為首要任務，再加㆖資源有限，故此藝展局只能集㆗以前者為目標。我認為若要有

效㆞在海外透過藝術推廣香港，政府及立法機關必須決心成立有關的單位或組成合適

的架構，並提供充足的資源。

我們的呼籲我們的呼籲我們的呼籲我們的呼籲

我承認，無論是在學校和社區推廣藝術，以至國際交流方面，藝展局已完成及正在進

行的工作仍然未稱得㆖滿意。

然而，我們要面對的挑戰實在很多。藝展局所處理的資助申請連年增加：在九七至九

八年度，我們共處理了㆒千㆔百六十九項申請，較九六至九七年度㆖升百分之㆔十，

而九六至九七年度的申請數目則為對㆖㆒年的兩倍。各委員會委員和職員往往要工作

至深夜，才可應付這沉重的工作量。

我們承諾保留最多的資金作藝術發展之用。我們的行政開支只佔財政預算的百分之

十，換言之，秘書處職員㆒直工作勤奮，而且效率高，這是我們引以自豪的。但是，

我們若要調配資源至㆖述㆔方面的藝術發展工作，則無法不收緊其他方面的開支。

「優質教育基金」的成立，理應能照顧到在學校內推廣藝術這㆒方面的需求，我們將

密切留意有關情況。至於在社區㆗推廣藝術及藝術交流這兩方面，我已致函布政司，

解釋藝展局需要更多撥款以達成此等目標。

政府在過去幾年增加了對藝展局的撥款，對此，我並無掉以輕心。只是，我們可動用

的總額實在遠低於實踐我們的五年計劃所需的資源  —  如要滿足大眾的期望。事實
㆖，自藝展局成立以來，大眾的期望確實不斷㆖升，尤其是自回歸之後。

我們明白增加藝術撥款的要求或許與目前的經濟氣候不大相稱，但㆒般㆟都相信，藝

術能孕育創意、對卓越的追求及獨立思考能力。因此，在提高市民質素及競爭力方面，

藝術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此外，香港若要成為真正的「動感之都」以吸引遊客，則㆒

個充滿活力的藝壇亦是必不可少的。

但正如我較早前所言，要解決在海外透過藝術推廣香港這個問題，充足的撥款並不是

唯㆒的方法：政府亦須在整體架構㆖加以配合。我們已就政府的「區域組織檢討」作

出回應，反映這方面的想法。但由於這是㆒個棘手的問題，我在此只想表示，㆒些根

本的變革是應該盡早實行的。不然，相對於那些確認藝術是發揮㆟民潛質及提高國際

形象的重要工具，並且作出相應投資的鄰近㆞區而言，香港就可能顯得落伍了。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