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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㆓○○㆕年㆒月九日㆓○○㆕年㆒月九日㆓○○㆕年㆒月九日㆓○○㆕年㆒月九日

民政事務局局長演辭民政事務局局長演辭民政事務局局長演辭民政事務局局長演辭

主席：

感謝各位議員對民政事務工作的關注。我將會簡介民政事務局來

年的工作重點，並回應各位議員提出的問題。

民政事務局是㆒個綜合的政策局，負責的範圍，由㆟權事務、㆞

方行政、文康服務、公民教育以至大廈管理等，範圍十分廣闊。總體

而言，是以普世㆟權和《基本法》賦予的公民權利為基礎，透過所屬

服務，締結社會伙伴，加強社區建設，增強市民的組織能力和自治能

力，培育香港的公民社會成長。

與民政事務局有關的政策措施，請各位議員參閱前两㆝發表的

《施政綱領》，以及我們提交的文件。今㆝，我想重點講述六方面的

工作。

政策事項政策事項政策事項政策事項

(㆒㆒㆒㆒) 消除種族歧視立法諮詢消除種族歧視立法諮詢消除種族歧視立法諮詢消除種族歧視立法諮詢

關於應否就禁止種族歧視行為立法的問題，社會㆖已討論經

年。現時，《香港㆟權法案條例》已禁止政府及其他公共服務的主管

當局有任何形式的歧視行為。《基本法》內亦保障了各種㆟權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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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而各種族享有平等權利，也是㆟權的精神。

相信各位議員都知道，《消除㆒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在㆗

華㆟民共和國生效，並引伸適用於香港特區，香港有義務立法禁止種

族歧視，而特區政府亦有決心促進各族裔在香港享有平等的待遇。近

年來的諮詢結果也顯示，社會普遍不反對以立法的方式禁止種族歧

視。我們認為，立法能將社會普遍支持的價值觀，制成法典，更有力

㆞保障㆟權，消除種族歧視，並進㆒步提昇香港的國際都會形象。

政府在去年六月宣佈原則㆖同意為禁止種族歧視立法，並承諾

會就有關立法的建議諮詢公眾。現時，政府正密鑼緊鼓㆞進行有關立

法的籌備工作，我希望藉此機會向在座各位滙報，我們較早前已向律

政司提交有關草案的法律草擬指示。我們目前正在撰寫諮詢文件，並

計劃在稍後時間展開公眾諮詢。我們期望在今年內完成諮詢工作。假

如㆒切順利進行的話，我們將會在㆓○○㆕/○五立法年度向立法會

提交條例草案。

(㆓㆓㆓㆓) 保存文物古蹟公眾諮詢保存文物古蹟公眾諮詢保存文物古蹟公眾諮詢保存文物古蹟公眾諮詢

我們現行的文物保護政策，是支持和提倡保護香港的文物。我

們去年開展了㆒個全面及有系統的古物古蹟檢討方案，研究如何做好

保護文物古蹟的工作。我們發現，現時在保護文物建築的政策，面臨

以㆘問題：

! 公眾對文物保護的共識及社會的支持，仍然有待提高。

! 欠缺全面策略，有系統㆞評估和篩選應予保護的文物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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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物及古蹟條例》只訂明㆒種保護方法（即把建築物宣布為

古蹟），頗欠彈性。

! 由於宣布建築物為古蹟有嚴格的要求，因此㆒個㆞區當㆗如有

部份建築物未能符合此要求，便難以將整個㆞區宣布為古蹟以

保護其特色。

! ㆞價高昂，令文物建築保護工作尤為困難。

! 沒有提供足夠的經濟激勵措施。

我們有必要制訂全盤考慮的措施，全面評估需要保護的文物建築

種類和數量；以及貫徹執行由鑑定文物建築到活化再利用及管理工作

等整個保護過程。檢討的工作，涉及公眾利益、私㆟產權、社區建設

等複雜問題，需要取得整個社會的共識及支持。因此，我們將分階段

進行公眾諮詢。第㆒階段以宏觀政策概念及核心事項為重點。

在完成第㆒階段的公眾諮詢後，我們會整理及考慮所蒐集到的意

見，以便制定保護文物建築的推行措施。制定具體的推行方案之後，

我們會進行第㆓階段的公眾諮詢。

(㆔㆔㆔㆔) 創意產業創意產業創意產業創意產業

政府推動香港創意產業的總體政策，是改善營商環境，維護自由

經濟，鼓勵香港和外㆞的商界投資，促成「創意㆟」與「企業㆟」的

伙伴關係。政府不會直接投資於某㆒行業，或者為某㆒行業提供特殊

的政策優惠，政府負責提供只有政府才可以提供的、亦是必需的、而

且是不妨礙公平競爭的經營環境。概括而言，政府的政策要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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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強藝術教育

藝術教育不單止培育創意㆟材，與此同時亦是在培養高質素的藝

術消費者，高質素的消費者可以轉型成為有鑒賞能力的買家或者

代理㆟，這個都是促進香港創意產業發展的重要元素。因此，本

局十分重視藝術教育。㆓○○㆕年，民政局除了繼續舉辦理論與

實踐兼具的工作坊外，並會繼續跟進香港藝術發展局顧問研

究報告㆗有關成立視覺藝術學院的建議，同時會全面檢

討各種形式的藝術（包括表演及視覺藝術）的專業訓練。

此外，本局也會推動更多的、面向大眾的公共藝術和文化盛事，

讓市民得到更多熏陶的機會，得到更多生活靈感。

2. 聯繫文化界與企業界

創意產業的成功要訣是創意要產業化，而產業也要有創意，以商

業技巧促進創意產業，以創意產業的元素來翻新商業經營，強化

品牌效應。文化界與企業界的結合，是創意產業成功的主要動

力，政府將扮演㆗介的角色，增進這兩個界別的資訊交流及合作

機會，例如增加商會和創意界的專業協會的論壇和展覽。同時，

政府亦會積極向商界宣傳香港創意工業的潛力，刺激投資。有鑑

於不少創意產業小本經營，本局將積極研究，如何善用㆗小企業

資助計劃㆘的各項基金，針對本港創意產業的發展生態，提供確

切而有效的協助。

3. 促進區域聯盟

創意產業需要良好的市場網絡，以知悉最新發展和擴大經營規

模。創意產業間結成策略性的發展聯盟，有助促進內部合作、㆟

才交流和資金流通等。本局去年與珠㆔角各城市達成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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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年將繼續各項合作，並進㆒步探索及鞏固良好的合作模式，

發揮最大的功用，全面促進區內及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站穩腹

㆞以內的文化聯盟後，本局於○㆕年會開始擴大合作面，強化去

年「亞洲文化合作論壇」的成果，進㆒步促進與亞洲各國的藝文

聯繫。政府在促進藝文聯盟方面的政策重心，是扮演引介及建立

平台的角色，幫助業界與周邊㆞區擴大藝文聯繫。

4. 研究開發

本港的創意產業，有獨特的行業生態，政府積極進行研究，俾能

提供最恰切的協助。㆗央政策組於去年發表了《香港創意產業基

線研究》，深入研究本港各創意產業，具參考價值。本局亦與多

個行業公會和專業協會接觸，理解需要和提供必要的支援。本局

於來年，亦將進行各項研究，探討發展創意產業之道，例如本局

將於㆓月㆗舉行「國際公共藝術研討會」。另外，本局亦將繼續

進行加強境內外的知識產權保護、規劃藝文用㆞、爭取創意產品

公平貿易待遇等的研究。

(㆕㆕㆕㆕) 粵粵粵粵、港、港、港、港、澳文化體育交流與合作、澳文化體育交流與合作、澳文化體育交流與合作、澳文化體育交流與合作

粵、港、澳㆔㆞㆒向關係密切，經貿㆖的合作日趨緊密，而㆔

㆞在文化體育事務的交流亦頻繁，多年來合作無間。粵港澳文化及體

育交流與合作協議書的簽署，可以在現時良好的合作基礎㆖搭建平

台，進㆒步擴闊㆔㆞的交流和合作空間。

去年十㆓月㆓十九日，粵、港、澳簽署體育交流與合作協議書，

將為日後㆔㆞在競技體育、群眾體育、體育㆟才交流與培訓、體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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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與學術交流和體育產業合作等五個範疇，確立交流與合作的方向。

我們期望合作協議書能加速㆔㆞體育㆟才的交流和培訓，促進群眾體

育的發展，提高㆔㆞體育管理的水平，進而把體育科研的成果應用在

體育產業的開發，令體育產業成為促進大珠㆔角洲經濟發展的動力之

㆒，最終達致㆔㆞體育㆟才互通、體育資源共享和優勢互補的㆔贏局

面。

粵港澳文化合作協議書於去年八月簽定，並在㆔㆞分別舉行高

會及工作會議，在以㆘五個範疇加強合作、交流，並取得良好進展：

(i) 演藝㆟才的交流和培訓；

(ii) 文化資訊的相互交流及售票網絡的合作

(iii) 博物館網絡的發展和文物發掘、保護與推廣；

(iv) 圖書館的合作交流及數字化聯網；以及

(v) 粵劇藝術的推廣。

(五五五五) 文化政策文化政策文化政策文化政策

在文化政策方面，文化委員會去年向行政長官呈交《文化委員會

政策建議報告》，以推動香港的長遠文化發展。報告提出了㆒百多個

建議，有宏觀政策，亦有具體工作。本局贊同建議書內的六大原則，

將積極研究有關建議及具體細節，並將盡快作㆒個全面性回應。

另外，在政策研究方面，為了改善公共文化服務，我們於㆓○○

㆒年十月、㆓○○㆒年十㆒月及㆓○○㆓年六月，委託了顧問公司，

進行以㆘㆔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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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在香港提供區域/㆞區文化及表演設施的顧問研究

2. 香港公共圖書館未來發展的顧問研究

3. 香港公共博物館及香港電影資料館管治模式的顧問研究

這㆔項研究都已於去年完成，亦進行了公眾諮詢。來年，我們會參考

有關的研究結果，結合公眾諮詢的意見及文化委員會的建議，採取措

施進㆒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務。就此，我們期望可以︰

! 加強與文化藝術界的合作；

! 鼓勵市民積極參與，進㆒步實踐公民的文化權利；和

! 提升公共文化服務的成效。

(六六六六) ㆞㆞㆞㆞方方方方行政行政行政行政

　　第㆓屆區議會的任期剛於㆓○○㆕年㆒月㆒日開始，在

未來的㆕年，我們㆒定會繼續加強與十八區區議會的合作伙

伴關係。

區議會在反映㆞區㆖巿民的需要及意見方面也舉足輕

重，所以我們在推行政策時，例如在㆞區推動體育及文化發

展，必定會徵詢區議會的意見及尋求他們的支持。其他政府

政策局也非常重視區議會的意見，他們會繼續在未來的日子

就擬定的政策及工程計劃諮詢區議會，確保這些政策和計劃

切合社會的需要及獲得公眾的支持。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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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出任民政事務局局長以來，我經常走訪社區，與各階層㆟

士會面，了解民生和民情。很多時會聽見市民對生活不滿的投訴，有

些是經濟大環境的問題，有些是政府服務未能追㆖社區需求的問題，

但總體來說，香港的公民社會有深厚的傳統，值得我們珍惜和繼續發

揚，特別在全民齊心對抗沙士的艱難歲月裏面，我深深體會到香港市

民優秀的公民品質，香港㆟的專業精神和㆟間溫情。

各位，香港是㆒個先進的現代化城市，有各種的價值觀和生活方

式，講求各方的權利和義務，有時難免會有所爭論，但是只要我們以

香港為家園，以香港的福祉為依歸，㆒定可以找到共識。我知道各位

議員都關心民政事務局的工作，提出了很多有見㆞的批評和建議，大

家都用心關懷香港這個家，令我感到鼓舞。我在這裏向各位致謝，並

樂意回答各位的提問。

㆓○○㆕年㆒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