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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主席告知委員，吳清輝議員已於 2001年 3月 1日
退出民政事務委員會。

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960/00-01號文件 ]

2. 2001年 1月 12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3. 委員察悉，自上次會議後並無發出資料文件。

III. 下次會議討論事項下次會議討論事項下次會議討論事項下次會議討論事項

[CB(2)1027/00-01號文件附錄 I及附錄 II]

4. 委員商定在 2001年 4月 10日 (星期二 )舉行的下
次會議，討論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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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提升體育設施；及

(b) 設立代收贍養費的中介組織。

[會後備註：委員會其後決定更改下次會議日期至 2001年
4月 20日 (星期五 )，議程亦加入討論文化委員會的諮詢文
件，而有關 4(b)的討論將另訂日期進行。 ]

5. 委員察悉，儘管立法會議員曾要求政府當局盡

快對《建築物管理條例》進行全面檢討，政府當局只承諾

在一年內檢討有關條例。故此，何俊仁議員建議委員會成

立小組委員會，與政府當局討論有關《建築物管理條例》

的檢討事宜，以加快有關的工作。主席、黃宏發議員、何

秀蘭議員和陳偉業議員贊同何俊仁議員的建議，並表示願

意加入有關的小組委員會。主席因此指示秘書跟進有關成

立小組委員會的安排事宜。

6. 主席指出，委員曾在 2001年 2月 26日特別會議上
討論鄉郊選舉，他邀請委員就如何跟進有關討論表達意

見。黃宏發議員表示，委員會應待政府當局提出實質方案

時才再作討論。何秀蘭議員建議委員會邀請司法及法律事

務委員會委員參與有關的日後會議，以討論政府的方案是

否符合終審法院的判決。

IV.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免費娛樂節目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免費娛樂節目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免費娛樂節目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免費娛樂節目

[CB(2)1027/00-01(01)號文件 ]

7. 應主席的邀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副
署長 (文化 )簡介政府文件的主要內容。

在鄉郊地區舉行的節目

8. 葉國謙議員詢問有關舉行定期免費娛樂節目的

場地安排事宜。他關注在新界鄉郊地方舉行的節目會因成

本效益的考慮而減少，並問及在新界偏遠鄉村舉辦這類節

目的次數。

9. 康文署副署長 (文化 )回應時表示，署方現時定
期舉辦免費娛樂節目的形式及地點，是經過諮詢地區議會

而訂立的。在 2001-02年度，為使更多市民能欣賞娛樂節
目，康文署共在約 250個不同場地舉行娛樂節目，包括偏
遠鄉村的空地，讓新界鄉郊地區的年老村民亦可欣賞該等

節目。然而，在這些偏遠地方舉辦的節目，觀眾數目通常

偏低。康文署正就舉辦免費娛樂節目進行檢討，受歡迎程

度稍遜的場地及節目，或會改為在哪些位置較佳的場地定

期舉辦，務求提高這類節目的成本效益。康文署助理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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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 )補充，一般情況下，在鄉郊地區舉辦的節目，觀眾
數目平均在一百人以下。在 2000-01年度，這類節目共舉辦
了約 40次。

與其他機構合辦的節目

10. 葉國謙議員問及有關與其他機構合辦特備節目

的安排及準則。他表示，康文署與日本航空公司 (下稱 “日
航 ”)及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下稱 “香港電視 ”)合辦的 “日
航空中暢遊 ”節目十分成功，署方應與有關機構商討能否
增加舉辦的次數。他亦建議署方多與各大機構聯絡，商議

合辦類似節目的可行性。

11. 康文署副署長 (文化 )回應說，署方與各大機構
合辦的 4項特備節目，包括每年兩次的煙花匯演、 “日航空
中暢遊 ”、及與駐港菲律賓總領事合辦的 “菲島樂悠揚 ”。這
些節目的組織及贊助各自有其背景和因素，康文署負責提

供籌辦節目人手、宣傳及技術支援，而合辦機構則負責製

作費用或活動開支。她指出，增加舉辦類似的節目或活動

將視乎有多少適合的機構提出建議和提供贊助，署方會與

日航及香港電視商議有關增辦 “日航空中暢遊 ”的可行
性。目前，康文署亦正與香港地下鐵路有限公司探討，於

下班時間後在人流暢旺的地鐵站內舉辦一些娛樂節目的

可行性，讓經過的市民可以隨意欣賞。此外，署方亦會考

慮增撥資源，在香港國際機場舉辦一些免費娛樂節目，讓

市民及遊客可一起欣賞。

新進藝人 /藝團的培育

12. 陳偉業議員對演藝人材的發展表示關注。他指

出，康文署每年雖花費大量資源提供各種各樣的免費娛樂

節目，但卻未能為年青一代提供發展藝術才華的機會。他

建議康文署應善用資源，在適當的時段及固定的地點，提

供一些恆常的文化節目，讓年青人可聚集一起，發揮藝術

潛能。他舉例，荃灣某些地點， 眾會在星期六 8至 10時
之間聚集，各自欣賞或參與一些自發性的娛樂活動。

13. 康文署副署長 (文化 )回應時表示，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的藝術政策是創造一個有利藝術自由表演及創

作的環境，從而鼓勵更多社會人士參與藝術活動。政府當

局透過不同層面的撥款、教育和宣傳，推動及鼓勵不同藝

團和不同藝術形式的發展。其中香港演藝學院負責教育演

藝人材，而每年由康文署、區議會和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

舉辦的各類藝術表演及文化活動，讓職業及業餘性質的藝

團均有表演的機會。這些表演和活動包括康文署提供的

670項定期免費娛樂節目、區議會策劃和推動的地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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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及那些鼓勵市民參與的計劃例如 “文化大使計劃 ”和
“藝術家駐場計劃 ”等。她指出，康文署會考慮陳偉業議員
的建議，並會透過資源調配和諮詢區議會和有關機構，提

供及推廣更多的藝術表演和文化活動。

14. 陳偉業議員對康文署副署長 (文化 )的回應表示
失望。他指出，所述的機構和活動均屬政府整體文化藝術

政策範圍之內，已獲得大量資源撥款。他強調，康文署應

善用免費娛樂節目的公共資源，為街頭文化及表演藝術的

發展提供一些發芽生根的環境，讓年青人有多一些機會發

揮各自的藝術潛能。

15. 康文署副署長 (文化 )回應時指出，政府當局亦
有致力在地區層面上培育不同領域的藝術人材及表演團

體，例如沙田話劇團等。她補充，就定期舉辦的免費娛樂

節目而言，政府在 2001-02年度為每名觀眾提供的補助額為
28元。回應李華明議員的進一步諮詢時，康文署助理署長
(演藝 )補充，康文署為提供該等娛樂節目所作的行政費用
預算為 $1,250萬元，加上 $2,160萬元的直接製作費用，全
年總支出約為 $3,410萬元。

16. 黃宏發議員建議政府當局考慮提供固定的露天

場地和時段，讓各藝術團體可申請在某段日子內作一連串

的練習和表演。他認為類似的安排可推動整體文化藝術的

發展，讓市民可參與和欣賞更多免費的文化活動。

17. 康文署副署長 (文化 )回應說，藝術團體可將具
體建議呈交康文署考慮。康文署會按個別團體的藝術造

詣，組織能力及其他有關因素考慮每個申請。她指出，以

往曾作過類似安排，提供數個指定場地給各藝術團體作表

演用途，但藝團的反應並非如預期一般的熱烈。最後，經

檢討有關場地的使用率及受歡迎程度後，決定終止有關計

劃的推行。

制訂節目類型和場數的準則和諮詢

18. 李華明議員表示，政府文件的附件 II所列的各
項定期免費娛樂節目與兩個前臨時市政局所舉辦的項目

並無分別。他詢問，康文署接掌該項工作後所增加的娛樂

節目。康文署副署長 (文化 )回應時指出，康文署一直不斷
構思新節目計劃，以加強節目內容，該等節目已在文件第

13段內列明。

19. 李華明議員指出，康文署提供的 670場免費娛樂
節目，有 331場屬中國傳統節目，其中有 63場粵劇及 77場
粵曲演唱會，他認為康文署可將這類節目交與地區團體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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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以減低署方的行政費用支出。他補充，有個別粵劇團

體會樂意提供免費表演及資助有關表演安排的費用支

出。康文署副署長 (文化 )回應，署方明瞭粵曲及粵劇表演
節目廣受地區人士歡迎，很多長者更熱愛欣賞這類表演。

她指出，署方透過 “社區文化活動資助計劃 ”，資助有關藝
團在地區層面為市民提供該類表演節目。李議員強調，署

方應善用資源。因為他相信有關團體會樂意在無需要資助

下提供戲曲表演。

20. 何秀蘭議員贊成在鄉郊地區為長者提供免費娛

樂節目。但她指出，為兒童提供的免費娛樂節目只有 97
場，比例並不合理。她質疑署方為不同社群籌辦免費娛樂

節目的準則，及 “社區文化活動資助活動 ”的撥款準則。

21. 康文署副署長指出，康文署提供免費娛樂節目

的其中一個最主要目的是在不同地區提供多類定期娛樂

節目，讓區內各階層人士參與和欣賞。然而，為年青一代

提供的節目並不局限於署方提供的免費娛樂節目，康文署

亦有籌辦其他大型康樂活動，為年青一代提供不同類型的

節目，例如 “國際綜藝合家歡 ”提供一系列的文娛節目及活
動，讓年輕人及兒童與父母親一起參加。她補充，部分中

國傳統節目，例如中國傳統舞台技藝表演和中國傳統木偶

表演，均很適合兒童欣賞。何秀蘭議員指出，她所關注的

是缺乏特別為兒童而設的節目。

22. 主席指出，立法會議員與灣仔區議會議員在

2000年 12月 14日舉行會議。在會議席上，有灣仔區議員表
示，前臨時市政局 (簡稱 “臨市局 ”)在制訂各區的康樂及文
化節目時，一般均會諮詢區議會和考慮區議員的意見。然

而，現時康文署卻在未有諮詢區議會的情況下制訂各項節

目。康文署副署長 (文化 )察悉有關的意見。她補充，康文
署在制訂各區免費娛樂節目後，會將節目表及觀眾人數等

資料送交各區議會，並會派代表出席各區議會轄下的康樂

文化委員會的會議，以聽取區議員就該等節目所提出的意

見。

23. 何秀蘭議員問及康文署以何準則決定 2001-02
度為 18區提供合共 670項免費文娛節目的項目和預算。她
亦對區議會在決定項目和分配資源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

色表示關注。她認為署方應就文娛節目的類型及內容諮詢

有關的文化界人士。何議員要求康文署提供文件，說明有

關節目的分配和篩選受資助團體的準則以及撥款機制。主

席亦認為署方應按社會不同社群的需要來釐定文娛節目

的類型。他贊同何秀蘭議員的意見，亦促請署方多提供一

些為兒童而設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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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就何秀蘭議員的要求，康文署副署長 (文化 )回
應時解釋，署方在運用該筆 960萬元的開支為 18區舉行免
費文娛節目時，會考慮每區的人口狀況和地理環境，以決

定為每區籌辦節目的數量。就每區而言，署方會諮詢地區

議會及地區人士的意見。由於檢討工作仍在進行中，署方

會在適當時候提出方案，以諮詢區議會及社區顧問 (當中亦
包括文化界人士 )的意見。

25. 胡經昌議員建議，康文署應考慮增辦一些在公

眾假期內舉行的大型免費娛樂節目。他認為，這類節目的

參加人數較多，平均補助額較低，署方可考慮在每年 7月 1
日的回歸日假期舉辦一些大型節目，讓多些市民參加。康

文署副署長 (文化 )回應說，署方定會在現正就舉辦免費娛
樂節目進行檢討中考慮胡議員的建議。

26. 主席總結討論時表示，康文署既然接替了兩個

前市政局，負責提供康樂及文化服務的工作，應考慮提供

固定場地和時段，主動邀請不同藝團申請該等場地做練習

或表演，以推動民間藝術和文化的長期發展。他同意計劃

初期的反應未必合乎理想，但長遠而言，配合適當的安排

和宣傳，藝術團體便會陸續利用這些免費的資源，假以時

日，便可凝聚足夠的觀眾參與，開創一個新的文化藝術的

表演領域。

V. 興建社區設施的政策興建社區設施的政策興建社區設施的政策興建社區設施的政策

[CB(2)48/00-01(02)、CB(2)1027/00-01(02)及 (03)號文
件 ]

27. 應主席邀請，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 (5)簡介
政府文件。

社區會堂

28. 李華明議員對社區會堂的重建計劃表示關注。

他指出，部分現存的社區會堂設施落後，以致使用率偏

低，政府當局應盡快決定哪些社區會堂需重新興建。他亦

詢問，為何部分屋 內的舊社區會堂，並不與屋 重建計

劃一起拆卸重建。

29. 民政事務總署 (下稱 “民政總署 ”)助理署長 (2)回
應說，民政總署正聯同有關部門攜手規劃 13項社區會堂工
程計劃，並會於短期內向立法會申請批准其中 5項計劃的
撥款。該等計劃將會改善有關社區會堂的設施，以增加使

用率。他同意部分舊社區會堂的情況並不適宜進行改善工

程。事實上，民政總署已計劃重建觀塘、梨木樹、秀茂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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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荃灣四個較舊的社區會堂，以滿足現時的社區需求和改

進市民的生活質素。至於位於重建屋 內的舊社區會堂，

署方會爭取同時進行改善該等會堂的工程計劃。但他指

出，基於資源調配的限制或社區服務的連續性，個別位於

重建屋 內的舊社區會堂可能須要待新的社區會堂興建

完成投入服務後方可拆卸及重建。

30. 葉國謙議員問及有關社區會堂的使用率。民政

事務局首席助理局 (5)回應時指出，社區會堂在不同時段有
不同的使用率。一般而言，在星期六、日和平日的晚間時

段，社區會堂的使用率接近 80%至 90%，但在平日的其他
開放時間內，使用率則比較低。整體而言，全港 70多間社
區會堂的平均使用率約為 60%。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2)
補充，署方正與各地區辦事處商議有關改善社區會堂使用

率的方法，其中包括將部分為老人、家庭主婦及幼兒安排

的活動轉在非繁忙的時段內進行。

31. 葉國謙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優先考慮

重建新界離島區的社區會堂，例如長洲的社區會堂。民政

總署助理署長 (2)回應時表示，署方曾申請撥款重建長洲的
社區會堂，但申請不獲批准。署方現已獲離島區議會的同

意，為該區的室內運動場進行改善工程，更改部分場內設

施以提供所需社區設施和服務。署方亦答允繼續跟進有關

重建長洲社區會堂的計劃。

文娛中心

32. 主席指出，政府當局現正就文娛中心的興建及

營運費用和現有設施的使用率進行檢討，以制訂提供文娛

中心的政策。他詢問檢討的進展情況，及文化委員會在檢

討過程所扮演的角色。主席對政府當局以向文化委員會諮

詢的工作尚未完成為理由，一再拖延決定興建大埔文娛中

心表示極度失望。何秀蘭議員亦表示同樣的關注。她指

出，文化委員會是一個高層次的諮詢組織，負責就文化政

策及資源分配的優先次序，向政府提出建議。她質疑該會

是否就個別文娛中心的興建向政府當局提出建議。

33. 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 (文化 )2表示，政府當
局會以招標形式，委任顧問公司進行有關興建文娛中心的

研究和政策檢討工作，預期整個過程需要約 12個月的時間
完成。他指出，政府當局有需要考慮文化委員會的建議，

然後決定有關提供文娛中心的標準和政策。

文化及康樂設施的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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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李華明議員指出，政府當局曾表示會研究把《香

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所訂定的規劃標準和準則與兩個前臨

時市政局採用的規劃標準和準則予以劃一。他因此詢問有

關全面檢討康樂及文化設施的規劃標準的進展。

35. 康文署副署長 (行政 )回應時表示，康文署正積
極跟進兩個前臨市局尚在籌劃階段的 160項基本工程，並
正就其中 149項康樂及文化設施工程計劃發展的緩急先後
次序，分別諮詢 18區區議會的意見。

36. 何秀蘭議員詢問，康文署自接掌規劃及提供社

區文康設施的工作後，除了跟進兩個前臨市局遺留下來的

160項仍在不同規劃階段的工程計劃外，有否規劃其他新
的工程計劃。她憂慮，康文署在過去 14個月內，除了跟進
東南九龍及西北九龍兩個大型發展計劃外，並未有規劃建

設任何新的地區文康設施。

37. 康文署副署長 (行政 )回應時指出，康文署現正
諮詢 18區區議會有關社區文康設施的策劃和需要，並同意
考慮一些新的建議。康文署會繼續與區議會保持聯繫，以

便了解社區需求。她補充，署方有考慮新的地區文康設

施，而該等設施仍在初步計劃階段。由於人手有限，當局

需優先處理前臨市局的工程。

38. 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局 (文化 )2指出，兩個前臨
市局尚在籌劃階段的 160項工程項目涉及 200多億元的工
程費用，以兩個臨市局當年的 20億餘元的基本工程預算
計，也要 10至 12年的時間才可完成 160項的工程計劃。但
他強調，政府當局雖在過去 14個月集中資源處理 160項基
本工程計劃的發展，但亦有繼續諮詢區議會有關社區設施

方面的新需求和建議。他補充，該 160項基本工程均經過
多年醞釀始獲兩個前臨市局審批，大部分工程有其急切性

和重要性。

政府當局

39. 何秀蘭議員對政府 避有關過去 14個月的新規
劃工作問題表示失望。有見及此，主席建議康文署就新規

劃的文康設施向委員會提供文件說明有關的詳情和規劃

準則。

V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40.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20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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