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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通過會議紀要  
(WKCD-335號文件 —— 2006年 2月 21日會議的紀要

WKCD-336號文件 —— 2006年 4月 6日會議的紀要  
WKCD-337號文件 —— 2006年 6月 23日會議的紀要 )

 
  2006年 2月 21日、 4月 6日和 6月 23日各次會議的

紀要獲得確認通過。  
 
 
II 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WKCD-310 、 311
及312號文件  

—— 表 演 藝 術 與 旅 遊 小 組 於

2006年 6月 22日舉行的第三

次會議的議程及文件  
WKCD-313、314、
315、 316及 317號
文件  

—— 西 九 龍 文 娛 藝 術 區 核 心 文

化 藝 術 設 施 諮 詢 委 員 會 於

2006年 6月 26日舉行的第二

次會議的議程及文件  
WKCD-319號文件 —— 表 演 藝 術 與 旅 遊 小 組 於

2006年 6月 22日舉行的第三

次會議的文件  
WKCD-320、321、
322、 323、 324及
325號文件  

—— 博 物 館 小 組 於 2006 年 7 月

4日的第三次會議的議程及

文件  
WKCD-326 及 327
號文件  

—— 表 演 藝 術 與 旅 遊 小 組 於

2006 年 7 月 6 日 舉 行 的 第 四

次會議的議程及文件  
WKCD-329 及 330
號文件  

—— 博 物 館 小 組 於 2006 年 8 月 8
日 的 第 四 次 會 議 的 議 程 及

文件  
WKCD-331、332、
333及334號文件  

—— 西 九 龍 文 娛 藝 術 區 核 心 文

化 藝 術 設 施 諮 詢 委 員 會 於

2006 年 9 月 7 日 舉 行 的 第 三

次會議的議程及文件  
WKCD-341 及 342
號文件  

—— 博 物 館 小 組 於 2006 年 9 月

22 日 的 第 六 次 會 議 的 議 程

及文件  
WKCD-343 及 344
號文件  

—— 表 演 藝 術 與 旅 遊 小 組 於

2006年 9月 26日舉行的第十

次會議的議程及文件  
WKCD-345 及 346
號文件  

—— 財務小組於 2006年 9月 29日
舉 行 的 第 二 次 會 議 的 議 程

及文件 ) 
 

2.  委員察悉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上述資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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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的最新進展  
(WKCD-340號文件 —— 政府當局提供的題為 "西九

龍 文 娛 藝 術 區 發 展 計 劃 進

度報告 "的資料文件 ) 
 
3.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錄 )。  
 
4.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向委員簡介西九龍文娛藝

術區核心文化藝術設施諮詢委員會 (下稱 "諮詢委員會 ")及
其轄下三個小組的工作進展。她表示，在 2006年9月7日的

會議上，諮詢委員會就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報告書進行

討論，並同意把該報告書交給財務小組評估有關的財務

影響。博物館小組和財務小組的報告書應可在未來數個

月內備妥。諮詢委員會會研究這些報告書，以及向行政

長官提出建議。她繼而扼要重述政府當局資料文件詳載

的有關小組的工作 (WKCD-340號文件 )。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的建議  
 
表演場地的需求及場地的管理  
 
5.  劉慧卿議員詢問，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是基於

甚麼理據建議該等表演場地和有關設施。她又詢問，表

演藝術與旅遊小組有否確定這些場地會有足夠的需求。  
 
6.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及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

書長 (西九 )1表示，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是經過詳細討

論，考慮公眾 (尤其是藝術和文化界 )的意見、客觀的數據

和專家的意見後，才開列該建議表演場地的清單。舉例

而言，香港文化中心和香港大會堂現有音樂廳的使用率

一直甚高，每年有大量要求在黃金檔期的表演晚上使用

場地的預約被拒。本港的其他場地一直未能應付過盛的

需求。鑒於現時提供的音樂廳設施不足、而預計日後觀

眾的人數會大增，加上本地的藝術和文化團體強烈要求

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提供世界級的音樂廳設施，表演藝

術與旅遊小組建議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興建一個音樂

廳。  
 
7.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又表示，西九龍文娛藝術

區的表演場地按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的建議落成後，本

港的表演場地座位總數會增加約 37%。如不計算該設有

15 000個座位、為流行表演興建的巨型表演場地在內，增

幅將約為 20%。根據現有場地過往的使用率及預計觀眾人

數增長的幅度，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認為，就未來 10年
的表演場地座位數目訂定此增幅為十分合理。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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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旅遊小組承認，在提供整體的藝術和文化設施方面，

應由供應帶動和政策推動，該小組已在其報告書內強調

發展文化軟件的重要性。  
 
8.  劉慧卿議員詢問，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有否考

慮訂定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場地租用政策，以吸引世界

級的演藝團體，同時亦兼顧本地演藝團體的需要。她認

為應訂立一個公平的機制，確保一流的表演者不會被拒

諸門外，沒有機會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世界級場地演

出。她又詢問，在有需要建立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場地的

藝術特色方面，政府當局會如何配合表演藝術與旅遊小

組的建議。  
 
9.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表示，政府當局同意，表

演場地應具備本身的藝術特色，而表演場地能否持續發

展，取決於管理的策略和是否有適當的管治模式。在  
2006年 6月，表演藝術委員會發表了一份建議報告，提出

多項建議，當中包括推行場地伙伴計劃，在場地管理者

與藝術團體之間訂立伙伴安排，以建立個別場地的藝術

特色。政府當局已推行試驗計劃，在一些現有表演場地

試行該伙伴安排。至於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管治模式，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贊成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表演場地

應有駐場團體。與此理念一致，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建

議應預留地方 (最理想是鄰近有關表演場地 )為駐場的演

藝團體興建設施。  
 
10.  關於租用場地的政策，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和

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西九 )1表示，根據本地和外

國的經驗，儘管場地是為特定的目標使用者設計，在規

劃初期決定由哪些演藝團體使用哪一個場地的做法十分

罕見。在現階段，當局難以預計本港的表演藝術在未來

10年的發展情況，而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設施會在此期

間興建。因此，較適當的做法，是把場地租用和節目編

排的事宜留待日後負責管理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機構決

定。  
 
11.  周梁淑怡議員申報表示她是表演藝術與旅遊小

組的主席。關於確保最優秀的演藝團體或表演者可在西

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場地表演的原則，表演藝術與旅遊小

組曾討論藝術問責性的構思。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認

為，應訂立一個機制，以建立場地的藝術特色，以及確

保節目的質素。為達到此目標，可聘請藝術總監管理部

分場地。這些藝術總監應有自主權就節目作出決定，而

他／她應就節目的質素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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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主席表示，小組委員會已在第 II期研究報告內建

議，政府當局應考慮與私營機構以伙伴形式合作管理文

化藝術設施，以及檢討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下稱 "康文署 ")
現行的管理方式。  
 
13.  涂謹申議員表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應同時提

供場地予那些已建立地位的演藝團體和新進的藝術家。

對於就使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場地採取精英制，他表

示有所保留。他提到，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建議一項指

導原則，就是與國際藝術文化團體締結策略伙伴關係，

他認為此範疇的工作應盡早展開。關於制訂措施，以確

保能善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表演場地，他建議當局考

慮與該等在製作優質節目方面有良好往績的本地電視台

或電台訂立 "套餐式 "安排，讓這些電視台或電台租用西

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場地製作節目。  
 
14.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察悉涂謹申議員的建議。

他表示，為使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和香港的表演藝術界持

續保持多元化和蓬勃發展的活力，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

注意到，有需要提供足夠機會讓中小規模的藝術團體在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場地演出。就國際伙伴而言，透過

舉辦不同種類的文化盛事、文化交流活動，以及與各地

政府簽訂文化合作的諒解備忘錄，政府已和國際藝術文

化團體建立網絡。此伙伴關係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會持

續。當局預計，表演場地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匯聚，會

吸引國際藝術文化團體，以及鼓勵這些團體在香港的藝

術文化界積極作出參與。  
 
營運表演場地的財務安排  
 
15.  余若薇議員提到，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就西九

龍文娛藝術區的藝術文化設施作出考慮時，以一些指導

原則作為基礎。她要求當局闡釋一項指導原則，就是表

演藝術設施盡量以自負盈虧的形式運作，以致力締造公

平的競爭環境，促進良性競爭。  
 
16.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表示， "自負盈虧 "可循兩

個層面考慮。整體而言，當局預計，有關的表演場地連

同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商業部分能以自負盈虧的方式營

運。在個別設施的層面，財政狀況或會各有不同。鑒於

大部分的藝術和文化節目並非按自負盈虧的基礎營運，

應就個別表演場地制訂適當的財政模式，使這些場地可

爭取到高質素的節目，以及在財政上能持續營運。財務

小組會研究這些場地適宜採用甚麼財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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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周梁淑怡議員表示，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知悉，

某些受歡迎的節目在財政上可自負盈虧，但一些如高雅藝

術的節目或許未必廣為大眾市場所接受。因此，屬於後一

類的節目便需獲得資助。為了在不同的演藝團體和不同場

地當中締造公平的競爭環境，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建議，

為節目及／或演藝團體提供的資助應與場地管理分開，表

演場地的管理機構應按公平的藝術準則考慮演藝團體的

租用要求，以確保公平競爭。財務小組可考慮由位於表演

場地內或鄰近表演場地的商業設施，為場地的營運作出補

貼。只要資源用得其所，當局應容許彈性處理。  
 
18.  蔡素玉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是否已決定為西九

龍文娛藝術區採取的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合作 (下稱 "公
私營合作 ")模式。她並要求政府當局就擬採取的公私營合

作模式提供詳情。她又詢問，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在綠化

和環境可持續發展方面有否作出規劃。  
 
19.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表示，由於西九龍文娛藝術

區各表演場地的藝術特色和觀眾群並不相同，當局或會採

用多種不同的營運和財政模式。財務小組會研究哪一種財

政模式 (包括多種不同的公私營合作模式 )最適合個別場

地。受政府委聘，以支援財務小組工作的財務顧問，現正

就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建議的藝術文化設施的發展和營

運方面，擬備公營部門比較基準，以向財務小組提供有用

的分析工具。關於就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制訂綠化和其他可

持續的環境措施，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表示，這些事宜不

屬諮詢委員會和小組的職權範圍，政府當局為西九龍文娛

藝術區制訂總綱藍圖時會考慮這些事宜。  
 
發展文化軟件  
 
20.  余若薇議員和蔡素玉議員詢問，表演藝術與旅

遊小組和政府當局有否制訂任何具體措施發展文化軟件

及培育人才。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回應時表示，表演藝

術與旅遊小組已在其報告書內重點提到，在發展西九龍

文娛藝術區文化硬件之餘，同步發展文化軟件和培育人

才亦甚為重要。在下一階段，政府當局會集中推行一些

措施，以推廣藝術教育、吸引觀眾、培育藝術人才，以

及培訓藝術文化方面的管理專才。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作為區域文化樞紐  
 
21.  張學明議員要求當局詳細闡述把西九龍文娛藝

術區發展為珠江三角洲 (下稱 "珠三角 ")區域藝術文化活動

樞紐的指導原則。他並詢問，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在何種

程度上是按此項原則評估所建議的表演場地是否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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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回應時表示，表演藝術與

旅遊小組就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在區域擔當的角色採取前

瞻的看法。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預計，當西九龍文娛藝

術區第 I期發展的 12個表演場地落成後，西九龍文娛藝術

區可成為珠三角的文化薈萃點。在過往數年，廣東、香

港和澳門已透過粵港澳藝文合作高峰會建立一個合作的

平台。此方面的合作可持續，並會有助本港發展為珠三

角的文化藝術樞紐。  
 
就發展建議邀請書指明設施所作的更改  
 
23.  陳偉業議員關注到，儘管當局成立諮詢委員會

和小組，就西九龍文娛藝術區進行公眾諮詢和研究，有

關計劃仍會按政府原訂的計劃推行。他要求當局提供詳

細資料，說明諮詢委員會和小組現行建議和發展建議邀

請書 (下稱 "建議邀請書 ")界定的設施有何分別。他表示，

對普羅大眾而言，西九龍文娛藝術區這項目已變得像一

個迷宮。  
 
24.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和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

書長 (西九 )1回應時解釋，政府就西九龍文娛藝術區作出

的承諾仍然沒有改變，即當局擬發展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為

世界級的綜合文娛藝術區。然而，根據表演藝術與旅遊小

組和博物館小組迄今進行的研究，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藝

術和文化設施和輔助設施的範圍和規格，與發展建議邀請

書所指明的有關範圍和規格比較，可能會作出更改。舉例

而言，她提到，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已建議在西九龍文娛

藝術區興建一個世界級的音樂廳，而此項設施並無納入發

展建議邀請書所界定的核心文化藝術設施內。  
 

政府當局  25.  應陳偉業議員的要求，政府當局答允提供比較

資料，以列表的形式說明發展建議邀請書所界定的核心

文化藝術設施和有關小組的現行建議有何分別。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其後提供的比較列表於

2006年 10月 24日隨立法會 CB(1)152/06-07號文

件 發 給 委 員 。 該 比 較 列 表 的 文 件 編 號 為

WKCD-350。 ) 
 
博物館  
 
26.  劉慧卿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否研究為何現有

博物館的入場人數偏低，以及如何能確保博物館小組所

採納的方向可解決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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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劉秀成議員察悉，部分本地的藝術家難以在現

有的博物館覓得場地展出他們的作品。他表示關注到西

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博物館在展出本地藝術家的展品方面

會採用甚麼準則。他要求當局提供詳細資料，說明博物

館小組現正研究的主題，以及博物館的館藏政策。  
 
28.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表示，博物館小組現時仍

在討論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博物館設施的主題，該小組尚

未向諮詢委員會提交報告。先前進行公眾諮詢時，博物

館小組已接獲 60多個建議主題。博物館小組已同意，應

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興建一個設有博物館功能的文化機

構，以 20至 21世紀的 "視覺文化 "為焦點。在考慮西九龍

文娛藝術區博物館的主題時，博物館小組須以前瞻的方

式就香港文化領域的發展作出估計。考慮到各種現代藝

術之間的界線劃分已變得模糊，而文化領域對新的發展

亦需兼容並包，博物館小組認為，應容許有足夠的彈性。

有見及此，該小組提出一個構思，就是興建一個具備博

物館功能的 "中心 "，以數個特定範疇 (但不只限於該數個

範疇 )作為焦點。博物館小組預計，仍會有永久藏品及巡

迴的展覽，並會進一步討論有關建議。  
 
 
IV. 綜合而整體協調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規劃方案  
 
29.  主席告知委員，按照小組委員會在 2006年 6月  
23日的上次會議上所作的決定，秘書處已致函曾就西九

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的規劃事宜提出意見的 16個團

體。原先有 12個團體表示有興趣向小組委員會陳述意

見，但其後有兩個團體通知秘書處不能出席會議。他歡

迎出席會議的團體代表，並邀請他們陳述意見。 
 

陳述意見 
 

香港工程師學會 
 

30.  香港工程師學會上任會長黃澤恩博士、工程師

重點講述香港工程師學會的意見書 (WKCD-328號文件 )
所載各項要點，內容如下：  
 

(a) 香港工程師學會支持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採用一套綜合而整體協調的方案規劃西九

龍填海區、把西九龍填海區的文化部分與

非文化部分兩  者分拆以便為西九龍文娛藝

術區發展計劃融資、與私營機構以伙伴形

式合作管理文化藝術設施和檢討康文署的

管理方式，以及取消把天篷列為必須具備

的構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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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香港工程師學會認為並非絕對需要成立一

個法定機構，負責推動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發展計劃，該會尤其認為不需要在為西九

龍文娛藝術區的設施招標及興建該等設施

前，成立該法定機構。等待成立該法定機

構的過程可能需要多年時間，會耽誤整項

發展計劃。然而，香港工程師學會不反對

成立法定機構，制訂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

路向；及  
 
(c) 為了以有效率及整體協調的方式加快西九

龍文娛藝術區的推行程序，香港工程師學

會 建 議 當 局 應 指 派 建 築 署 與 其 他 政 府 部

門，攜手草擬總綱發展藍圖。渠務署及路

政署應開始進行發展區的基本基建工程。  
 
環境藝術館  
 
31.  環境藝術館代表林漢堅先生提出環境藝術館的

意見，內容如下： 

 

(a) 政府應澄清把西九龍填海區發展為一個藝

術文娛旅遊綜合區的目的，以及要綜合的

東西到底是發展區的建築設計、設施，還

是演藝節目。這對於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

發展有重大影響；  
 
(b) 在綜合個別設施和演藝節目及保留個別設

施和演藝節目的獨特之處兩者之間，必須

取得平衡。環境藝術館關注到，採取綜合

的方法可能會令單一發展商或少數發展商

獲批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的發展及

／或營運權。比較可取的做法是讓更多發

展商參與發展計劃；  
 
(c) 鑒於需要 5至 6年時間建立博物館的館藏，

而盡早作出籌備將有助進行這項工作，故

環境藝術館支持成立一個臨時機構，負責

推動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以及協

助 為 博 物 館 及 其 他 設 施 成 立 受 託 人 委 員

會；  
 
(d) 立法會應有權決定日後就西九龍文娛藝術

區成立的法定機構的成員組合，因為該機

構將擔當立法會監察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

部分角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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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政府應檢討其藝術政策和就博物館立法的

需要。政府亦可藉討論成立法定機構所需

的賦權法例的機會，收集公眾人士對該等

方面的事宜的意見。  
 

香港演藝學院 
 
32.  香港演藝學院校長湯柏燊教授表示，每個主要城

市均應建立本身的特色，不應有太多規劃，而應讓其在街

頭層面作自然的發展。香港的地方色彩應該保留。西九龍

文娛藝術區應揉合多元化和綜合的元素，當中應包括康樂

活動、商業元素、文化藝術活動及娛樂元素。西九龍文娛

藝術區應以年青人為中心，針對他們提供更多藝術教育和

藝術節目，並需要建立本身的一群觀眾、藝術消費者和藝

術參加者。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應發展為一個一站式文娛藝

術區，提供不同藝術形式的活動，藉此發揮協同效應。在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不同的本地表演團體，例如樂團、芭

蕾舞團、舞蹈團和話劇團，應可發揮藝術協同效應。  
 
共創我們的海港區  
 
33.  共創我們的海港區召集人司馬文先生促請委員

根據 3項不同事宜，考慮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規劃。該    
3項事宜分別為：全港的文化藝術、康樂和旅遊發展；全

港對藝術文娛場地的要求；以及土地用途規劃。現時，

文化藝術發展仍然欠缺清晰的整體願景和政策路向。在

場地方面，當局為何認為公私營合作模式是正確的路

向，這點並不清晰；而作為文化基礎設施，有關場地的

工程亦應列為由政府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出資進行的公

共工程。政府在考慮財務事宜時，亦應區分各類場地。

在土地用途發展方面，把各個表演場地聚集起來的工作

在 90年代已經展開。現有各個場地已集中在維多利亞港

兩岸，問題是如何把該等場地與食肆及市中心區連接起

來。目前，公眾人士不可經由路面過路設施前往各個場

地，而必須使用行人隧道和行人天橋。香港無須在西九

龍填海區另設一個文化藝術設施群，建議中的場地可設

於維多利亞港兩岸其他地方。 

 
(會後補註：司馬文先生的發言講稿 (WKCD-349
號 文 件 ) 在 會 後 於 2006 年 10 月 5 日 隨 立 法 會

CB(1)2312/05-06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 
 
香港藝術發展局  
 
34.  香港藝術發展局策劃及研究經理莫蔚姿小姐表

示，該局自2003年開始已舉辦諮詢論壇和進行調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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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界有何需要，結果顯示有需要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設

立藝術教育中心和戲曲劇院。該局亦曾要求政府考慮放寬

地積比率限制、讓市民在更大程度上參與該發展計劃，以

及透過採用公私營合作模式借助私營機構的專業知識，發

展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該局同意博物館小組的意見，就是

在研究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各個新博物館的主題時，首要的

考慮因素應是該等主題能否反映香港的文化特色，以及新

博物館可否與現有博物館互相補足。在籌備成立西九龍文

娛藝術區的過程中，建立觀眾群、培養專業藝術工作者及

推廣藝術教育均是重要的工作。該局亦支持表演藝術與旅

遊小組的建議，提供更多有 200至1 000個座位的小型表演

場地，協助中小型表演團體的發展。  
 
香港博物館館長協會  
 
35.  香港博物館館長協會主席陳己雄先生指出，本

港博物館的入場人數不低。最近發表的審計署署長報告

書所顯示的情況，是本港博物館的部分設施 (例如活動室 )
的使用率低，但這已令公眾人士產生本港博物館入場人

數低的一般印象。該協會支持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興建

具備世界級軟件和硬件 (包括擁有知名館藏 )的博物館。然

而，該協會對於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興建一個具博物館

功能的 "中心 "，而不是興建博物館的做法有所保留。 "中
心 "一詞並無一個獲國際接納的定義，該詞的意思可以很

容易被人歪曲，而最終建成的中心可否發揮博物館的功

能亦成疑問。另一方面， "博物館 "則有一個獲國際接納

的定義。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興建的 "中心 "，將難以和

其他國際級博物館接軌。該協會亦關注到，博物館小組

所建議的主題分別為視覺藝術、設計、電影及通俗文化，

範圍過於狹，而且側重視覺藝術。此外，該 4項主題亦

有重的地方。該協會對於指定興建一個通俗文化博物

館亦有所保留，因為外地並無這樣的先例，而在博物館

容納通俗文化的構思亦令人費解。該協會亦懷疑這樣的

一個博物館有何教育價值。該協會建議政府考慮制定法

例，為本地博物館提供穩固的規管架構。 

 
Planet Time 
 
36.  Planet Time 的 Creative Resource Daniel 
MARINOV先生表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可以保持 "香港

製造 "的傳統相當重要。香港的旅遊策略頗為過時，應把

重點轉移至吸引富有的旅客。香港已面對人材外流的問

題，必須採取大刀闊斧的解決方法來處理。新加坡及法

國南部等海外地方已興建賭場吸引旅客。他表示香港可

參考這些例子，興建由政府擁有的旅客專用賭場，而從

賭場所得的部分收入可用來為文化節目提供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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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更美好  
 
37.  香港更美好行政總裁戚永康先生表示，香港更

美好建議發展一個具備文化藝術設施的綠色文化公園，

反對出售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土地進行商業及住宅發

展。香港更美好進行的調查顯示，超過 80%的公眾人士同

意在西九龍填海區興建綠色文化公園。雖然香港是一個

國際城市，但環境及生活質素均遜於不少其他城市。很

多海港城市已採取措施，美化海濱區。維多利亞港是一

個美麗的海港，但公眾不易前往，以致他們很難享受海

港的環境。維多利亞港兩岸高樓大廈林立，產生 "峽谷效

應 "，令空氣污染及交通擠塞問題惡化。香港更美好認

為，政府在文化藝術發展方面擔當重要角色。有關的發

展經費應由政府提供，並由立法機關審批和監察，而不

應透過以欠缺透明度的手法批出珍貴的土地資源取得。

政府亦應考慮借助私營機構及社會的資源，為文化藝術

節目提供經費。成立法定機構管理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文

化藝術設施的經費，會削弱立法會的監察角色。  
 

(會後補註：香港更美好在會議席上提交的單張

(WKCD-348號文件 )在會後於 2006年 10月 5日隨

立法會CB(1)2312/05-06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西九龍民間評審聯席會議  
 
38.  西九龍民間評審聯席會議發言人何秀蘭女士指

出，3個小組均獨立工作，彼此沒有協調。雖然表演藝術與

旅遊小組曾就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硬件提出建議，但香港

依然欠缺一套文化政策。"為誰興建文化設施 "、"興建甚麼

文化設施 "及 "為何應興建有關文化設施 "這些基本問題，依

然未有答案。香港應致力成為一個鼓勵和包容創意的公民

社會，不應只追求旅遊或經濟方面的發展，而保留城市的

文化傳統和歷史以提升城市質素亦同樣重要。她質疑城市

的文化傳統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是否佔一席位，以及 3個
小組在制訂其建議時，並無讓公眾人士充分參與其中。雖

然 3個小組曾聽取及列出公眾意見，但並無有系統地綜合

和分析該等意見。她的結論是諮詢委員會及 3個小組的工

作並無回應公眾的期望，而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應

暫停 6個月，以便對該計劃的未來路向作深入檢討。她欣

賞最近在西九龍填海區用地舉行的花燈匯演，並促請政府

採取措施，以便公眾在發展計劃展開前使用該用地。 
 

(會後補註：西九龍民間評審聯席會議在會議席

上提交的意見書 (WKCD-347號文件 )在會後於

2006年 10月 5日隨立法會 CB(1)2312/05-06號文

件送交委員參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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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築師學會  
 
39.  香港建築師學會規劃及地政委員會主席蔣匡文

先生表示政府接納香港建築師學會的建議，就西九龍文

娛藝術區的未來路向進行規劃，他對此感到高興。他認

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規劃包括兩方面，分別是硬件和

軟件的規劃。政府應就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定下

時間表，因為建立博物館館藏需要 5至 10年時間。與其硬

性地訂立一個藍圖，政府應訂定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發

展指引，並採用漸進的方式進行發展，以迎合未來 10年
的轉變。由於現有博物館的角色和功能有所重，政府

應制訂一套清晰的博物館政策，但香港建築師學會同意

一點，就是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博物館設施應預留彈

性。香港建築師學會支持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文化藝

術設施進行可持續發展，而為各項設施訓練人才和專業

人士的工作亦應盡早展開。香港建築師學會亦支持在西

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建築物加入環保措施。他強調，在設

計硬件時，不應以旅遊業作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目標。 

 
討論  
 
西九龍填海區的土地用途  
 
40.  關於香港更美好在其提供的單張 (WKCD-348號
文件 )中建議，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文化中心地帶的建築

物必須是樓層少的設計，所佔面積為佔地 42公頃的綠色

文化公園的 25%，劉慧卿議員指出，與外地很多海港城市

相比，維多利亞港四周的環境並不吸引，因此她歡迎香

港更美好提出的建議，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興建綠色文

化公園。她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香港更美好的建議，

作為美化維多利亞港的措施之一。  
 
41.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重申，政府就西九龍文娛

藝術區所訂的規劃目標，是把該處發展為一個藝術文娛

旅遊綜合區。一項綜合發展會包含多項元素，包括商業

和住宅發展。先前制訂的發展組合已在 2005年 10月公布

的建議邀請書修訂發展模式中反映出來。香港更美好提

出興建綠色文化公園的建議，會把環保及文化設施以外

的各個元素排除在外，因此不符合政府就西九龍文娛藝

術區定下的規劃目標。  
 
42.  劉慧卿議員就有關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加入一

些商業元素，以提高該處的人流和活力一事，徵詢香港

更美好的意見。香港更美好行政總裁戚永康先生在回應

時表示當中須考慮若干因素，包括商業元素的地點和性

質。部分商業元素，例如食肆及紀念品店，難免會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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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場地和博物館。然而，政府並無向公眾保證會致力

保護海濱和加強綠化工程。就西九龍文娛藝術區進行的

討論至今仍集中在各項設施的細節和融資模式，就土地

用途及公眾前往該等設施的暢達程度方面所進行的討論

甚少。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的報告  
 
43.  余若薇議員詢問團體代表就表演藝術與旅遊小

組提出分兩個階段興建表演場地，以及建議在每個階段

興建的表演場地有何意見。就西九龍民間評審聯席會議

認為，諮詢委員會及各個小組的工作並無回應公眾的期

望，而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應暫停 6個月一事，她

請西九龍民間評審聯席會議闡述其意見。  
 
44.  西九龍民間評審聯席會議發言人何秀蘭女士表

示，政府並無有系統地綜合和分析公眾人士就表演場地

提出的意見。雖然一直有進行公眾諮詢，但部分基本問

題並無在公眾諮詢期間討論。根據她從各個小組舉辦的

研討會取得的經驗，她覺得政府在主導有關的討論。她

認為諮詢委員會在制訂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的政

策路向方面，應承擔更多責任。  
 
45.  香港博物館館長協會主席陳己雄先生表示，諮

詢委員會及各個小組的工作過程欠缺透明度。各個小組

在作出建議前有否考慮其他意見，外界並不知道。即使

小組有考慮其他意見，亦沒有解釋不接納該等意見的原

因。  
 
46.  共創我們的海港區召集人司馬文先生表示，小

組部分成員曾向他反映小組的工作過程存在問題。他認

為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建議的表演場地可反映全港對表

演場地的要求，但西九龍文娛藝術區不應是必須用來興

建該等場地的地點。  
 
47.  陳偉業議員表示，公眾反對建議邀請書，是因

為關注到單一發展模式會向企業輸送利益。現時他所關

注的是向演藝界輸送利益的問題，因為他察覺到政府為

了換取演藝界支持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現時只

會順應該界別的要求。政府當局應提供客觀的數據，證

明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興建各個建議中的表演場地的需

要。他指出，新界及九龍已有多個表演場地。他關注到

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表演場地落成啟用後，會浪費新

界及九龍的表演場地。他認為該等場地目前的使用率偏

低，是康文署的管理方式僵化而官僚所致。政府當局應

研究可否透過重整現有資源，以及為藝術團體與場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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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夥伴關係，以應付文化藝術團體的需求。他又促請政

府當局在興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設施前，制訂具體的

文化政策，以及因應珠三角近年的轉變，檢討西九龍文

娛藝術區的角色。  
 
48.  香港建築師學會規劃及地政委員會主席蔣匡文

先生重申，政府應制訂一個經市民大眾全面討論的文化

總綱圖。在決定於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興建甚麼新博物館

前，應澄清現有博物館的角色及功能。  
 
49.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在回應時表示，政府已有

一套既定的文化政策，其內容已在 2006年 4月提供予民政

事務委員會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CB(2)1609/05-06(01)號文

件 )中闡述。自文化委員會在 2003年 4月公布《政策建議

報告》以來，政府一直採納該報告為香港文化政策的藍

圖。文化藝術界普遍支持文化委員會提出的原則。部分

文化藝術團體主要關注的是推行文化政策方面的事宜，

特別是與資源分配有關的事宜。表演藝術委員會最近發

表其報告，內容主要圍繞表演藝術的經費和場地管理，

而下一階段則以藝術教育及建立觀眾群為焦點。文化藝

術設施的規劃不應主要由市場需求推動，否則所提供的

只會是商業化的通俗節目，不會有適合小眾口味的藝術

節目提供。一如不少世界其他地方的做法，興建文化藝

術場地應主要由供應帶動，因為興建適合的場地和提供

各式各樣的優質節目，會建立和加強社會的文化氣息以

及各類文化藝術節目的觀眾基礎。不過，政府仍會考慮

客觀的需求數字，而過往的數字顯示康文署的現有場

地，不能應付文化藝術界的需求。  
 
50.  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西九 )1補充，成立

與表演藝術、博物館及圖書館有關的 3個小組，是為了跟

進文化委員會的建議。當局一直有一套文化政策，而在

檢討擬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興建的核心文化藝術設施

時，政府當局一直依循這套政策。現有表演場地的統計

數字已轉交立法會和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從中很清楚

顯示現有場地不能應付現有和預測在日後出現的需求。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及博物館小組曾以開明的手法進行

公眾諮詢，收集不同界別的意見。兩個小組亦曾進行詳

細的內部討論，以期就將會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提供的

文化藝術設施取得共識。  
 
51.  主席表示，根據小組委員會就採取綜合而整體

協調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規劃方案一事提出的建議，小

組委員會曾重點指出政府當局有需要清楚說明，西九龍

文娛藝術區作為策略性項目，可如何發揮催化作用，促

成香港實現長遠的文化藝術願景。他詢問表演藝術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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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小組的建議，有否處理小組委員會的建議。民政事務

局副秘書長表示，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所採納的指導原

則，大致上與小組委員會的建議相符。表演藝術與旅遊

小組尤其指出表演藝術場地與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商業

設施應適當地結合和匯聚，以日夜吸引人流，產生協同

效應和令區內增添活力。建議在第 I期發展計劃下興建的

12個場地有不同種類，包括世界級音樂廳以至小型實驗

黑盒劇場。黑盒劇場將有助提高新進表演藝術團體的創

意及活力，並為本地中小型表演藝術團體提供更多發展

機會。表演場地與商業設施匯聚會增加公眾的接觸點，

讓不同形式的文化藝術得以發展。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

亦強調管治模式和管理策略的重要性，並指出在西九龍

文娛藝術區的硬件規劃中，管治模式和管理策略應互相

補足。  
 
52.  主席憶述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曾經提及文化藝

術設施的規劃是以供應主導，並詢問表演藝術與旅遊小

組所提出的建議是透過供應主導還是需要為本的規劃模

式而得出的。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表示，雖然表演藝術

與旅遊小組知道文化藝術設施的整體規劃應該是由供應

主導，再輔以藝術教育及觀眾培育方面的合適措施，但

亦有參考表演場地的使用率和需求方面的客觀數字，而

該等數字則顯示有關的建議場地確有需求。主席表示，

小組委員會認為，鑒於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發展涉及公

共資源，因此必須確保可提供各項設施備有支持數據及

其他理據以確立其需要。  
 
53.  西九龍民間評審聯席會議發言人何秀蘭女士表

示，雖然政府在文件上備有一套文化政策，但地區層面

的公眾空間管理方面卻與政府的政策並不一致。舉例而

言，當局的政策是推廣多元化及表達自由，但政府最近

卻在皇后像廣場的地鐵站出口附近的梯級上放置了一些

大型盆栽，而該處是不少人慣常於公眾假期時跳舞及作

其他街頭表演的地方。她認為有關的政策應該應用至西

九龍文娛藝術區及香港的每一個角落。民政事務局副秘

書長在回應時表示，政府曾與多個區議會就公眾空間及

街頭表演進行討論。基於有關的政策支持多元化和表達

自由，政府當局邀請區議會就區內表演者可使用的地方

向政府提供意見，以便相關的部門加以跟進。若由政府

建議有關的地點，便要耗費時間回應區內居民對環境衞

生、噪音影響及人流等方面所提出的關注。  
 
博物館  
 
54.  鑒於購買世界級的展品會涉及為數不菲的開

支，何鍾泰議員詢問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內博物館建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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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所需的資源為何，以及國際展品與本地展品的合適比

例為何。香港博物館館長協會主席陳己雄先生表示，首

要的工作是確定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內博物館的目標和主

題。博物館的地位由其館藏決定，而有關的館藏應包括

永久的藏品以及一些暫時性質或借用的藏品。世界級的

藝術品非常昂貴，而建立館藏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另一

方面，本地也有一些可作為公眾集體記憶的珍貴物品，

適合在博物館內供展覽之用。這些物品較國際藝術品便

宜很多。館藏物品的另一來源是民間捐贈，但這做法在

香港並不流行。當局可考慮提供稅務優惠以鼓勵市民捐

贈藝術物品。  
 
55.  何鍾泰議員提述小組委員會前往西班牙的畢爾

包古根漢博物館進行的海外職務訪問，並指出建立達世

界級標準的館藏所費不菲，因此，至為重要的是能取得

海外知名博物館承諾借出其藏品。他詢問香港是否有足

夠的已接受訓練的相關專業人才，負責設立及管理西九

龍文娛藝術區內的新博物館。香港博物館館長協會主席

陳己雄先生告知委員，現有博物館的經常性開支約為 4億
元左右。若博物館獲視為教育制度的一部分，則有關的

開支並不算很大。關於訓練專業人才方面，他表示澳門

在數年前計劃設立更多博物館時，曾派遣相關的人員到

香港的博物館工作以吸收經驗。他認為，西九龍文娛藝

術區內博物館的規劃工作應盡早完成，以便可展開建立

館藏的程序，以及開始訓練所需的專業人才。當局亦可

考慮借助已退休或轉職的本地專業人才的經驗。  
 
諮詢委員會及 3個小組的工作  
 
56.  西九龍民間評審聯席會議發言人何秀蘭女士詢

問諮詢委員會及各小組下一階段的工作為何、諮詢委員

會的報告會否加入不獲各小組接納的公眾意見，以及是

否會有另一輪的公眾諮詢。民政事務局副祕書長表示，

博物館小組和財務小組將會在 2006年年底，就其職責範

疇內的事宜向諮詢委員會提交報告。諮詢委員會並不會

自動接納該等報告，而是會在全面研究考慮各報告後，

再向行政長官提交其建議。  
 
57.  劉慧卿議員要求諮詢委員會及各個小組應在其

報告內說明所接獲的公眾意見，以及解釋不接納任何意

見的原因。民政事務局副祕書長回應表示，各小組會在

各自的報告內，於解釋建議的文化藝術設施背後的理念

時，概述所接獲的意見及其對有關意見的回應。  
 
58.  主席詢問是否需要延長諮詢委員會及小組成員

的任期。民政事務局副祕書長表示，有關成員的任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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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年底為止，按照政府當局原來的計劃，諮詢委員

會應在 2006年年底前完成其工作。然而，各小組用於公

眾諮詢過程的時間較原先計劃的長。倘諮詢委員會需要

更長的時間研究及討論各小組的報告，政府當局會考慮

延長其成員的任期。  
 
59.  主席詢問在諮詢委員會完成其報告後，會否有

另一輪的公眾諮詢。民政事務局副祕書長表示，各小組

已經就其職責範疇內的事宜進行公眾諮詢。諮詢委員會

將會向行政長官提交其建議，包括是否需要作任何進一

步的諮詢。她表示，亦有不少公眾意見認為西九龍文娛

藝術區發展計劃應從速推展至下一階段。  
 
60.  主席就小組委員會舉行下次會議的合適時間向

政府當局及委員徵詢意見。民政事務局副祕書長表示，

博物館小組仍在研究博物館的主題，最早會在 10月底向

諮詢委員會提交報告。財務小組可能會在博物館小組提

交報告兩個月後，向諮詢委員會提交其報告。主席建議

下次會議於博物館小組完成其報告後舉行，委員對此表

示同意。劉慧卿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在博物館小組的報告

內，提供博物館小組所接獲及考慮的意見的詳情，以及

不接納任何意見的原因。博物館小組尤其應就其提出在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興建 "具博物館功能的中心 "而不是興

建傳統形式的 "博物館 "的建議，提供支持理據。  
 
 
V 其他事項  
 
61.  會議於下午 5時 30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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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小組委員會  
第二十七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06年 10月 4日 (星期三 ) 
時 間  ：下午 2時 30分  
地 點  ：  立法會會議廳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00000 - 000129 主席  通過 2006年 2月 21日、 4月  
6日及 6月 23日各次會議的

紀要  
 

 

000130 - 001029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作簡介  
 

 

001030 - 001657 劉慧卿議員  
政府當局  

-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建

議的表演場地及設施  
-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場

地租用政策  
 

 

001658 - 002215 劉秀成議員  
政府當局  

- 博物館小組就西九龍文

娛藝術區內博物館的主

題所作討論  
- 詢問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內博物館冠以 "新 "字的

原因  
 

 

002216 - 003045 周梁淑怡議員  
劉慧卿議員  
政府當局  

- 建立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的表演場地的藝術特色  
- 藝術問責性的制度  
 

 

003046 - 003900 涂謹申議員  
政府當局  

- 指定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內某些場地供新進藝術

家使用  
- 與國際藝術文化團體締

結伙伴關係  
- 本地電台及電視台或訂

立安排以提高西九龍文

娛藝術區內場地的使用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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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03901 - 004534 余若薇議員  
政府當局  

- 表演藝術設施以自負盈

虧的形式運作，並在公

平的競爭環境進行，以

促進良性競爭  
- 發展文化軟件及人才的

措施  
 

 

004535 - 005101 蔡素玉議員  
政府當局  

-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的

建議，以及本地文化藝

術團體的發展  
- 就 西 九 龍 文 娛 藝 術 區  
所考慮的採取的公營部

門與私營機構合作模式  
-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綠

化及環境事宜  
 

 

005102 - 005402 張學明議員  
政府當局  

-  把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

展為珠江三角洲地區的

藝術文化活動樞紐  
 

 

005403 - 010124 陳偉業議員  
政府當局  

- 相關小組的建議與發展

建議邀請書內訂明的規

格的比較  
 

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 合 適 的

跟進行動  

010125 - 010957 周梁淑怡議員  
政府當局  

-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對

於表演藝術設施可如何

以 自 負 盈 虧 的 形 式 運

作，並在公平的競爭環

境進行，以促進良性競

爭的看法  
 

 

010958 - 011519 香港工程師學會  陳述意見  
(WKCD-328號文件 ) 
 

 

011520 - 011904 環境藝術館  陳述意見  
(WKCD-291號文件 ) 
 

 

011905 - 012421 香港演藝學院  陳述意見  
(WKCD-293號文件 ) 
 

 

012422 - 013105 共創我們的海港

區 (下 稱 "共 創 海

港區 ") 
 

陳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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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13106 - 013344 香港藝術發展局  陳述意見  
(WKCD-290號文件 ) 
 

 

013345 - 013929 香港博物館館長

協 會 (下 稱 "博 物

館館長協會 ") 
 

陳述意見  
(WKCD-300號文件 ) 

 

013930 - 014433 Planet Time 陳述意見  
(WKCD-338號文件 ) 
 

 

014434 - 015007 香港更美好  陳述意見  
(WKCD-292及 339號文件 ) 
 

 

015008 - 015506 西 九 龍 民 間 評 審

聯席會議 (下稱 "西
九民評聯席 ") 
 

陳述意見   

015507 - 020124 香港建築師學會  
(下稱"建築師學會")
 

陳述意見   

020125 - 020708 何鍾泰議員  
博物館館長協會  

-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內博

物館的館藏  
- 訓練專業人才以負責規

劃及管理西九龍文娛藝

術區內的博物館  
 

 

020709 - 021257 劉慧卿議員  
政府當局  
香港更美好  

-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內的

綠色文化公園  
- 香港更美好對在西九龍

文娛藝術區內加入一些

商業元素的意見  
 

 

021258 - 021903 余若薇議員  
西九民評聯席  
博物館館長協會  
共創海港區  

- 團體代表就表演藝術與

旅遊小組建議分兩個階

段興建表演場地及其就

每個階段建議興建的表

演場地表達意見  
- 團體代表對西九龍文娛

藝術區核心文化藝術設

施諮詢委員會 (下稱 "諮
詢委員會 ")及各小組的

建議有否回應公眾的期

望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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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 諮詢委員會在接獲所有

小組的報告後的工作  
 

021904 - 022452 陳偉業議員  
建築師學會  

- 對政府與藝術界之間會

藉利益輸送以換取後者

支持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發展計劃表示關注  
- 對現有場地在西九龍文

娛藝術區的設施啟用後

的使用情況表示關注  
- 一名團體代表認為香港

需要一個經公眾透徹討

論的具體文化政策  
 

 

022453 - 023040 主席  
政府當局  

- 諮詢委員會在接獲所有

小組的報告後的工作  
- 可能需要延長諮詢委員

會及小組的成員的任期  
- 香港的文化藍圖  
 

 

023041 - 023721 政府當局  
陳偉業議員  
劉慧卿議員  

- 重整現有表演場地的使

用情況及藝術團體與場

地管理之間的夥伴關係  
- 對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內

的設施若並非確有需求

便可能會浪費資源表示

關注  
- 要求當局輯錄諮詢委員

會及各小組所接獲的意

見，以及解釋不接納任

何意見的原因  
 

 

023722 - 024841 主席  
政府當局  
西九民評聯席  

-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及

小組委員會因應西九龍

填海區採用綜合而整體

協調的規劃方案分別提

出的建議  
- 當局在規劃西九龍文娛

藝術區內的文化藝術設

施時是採用供應主導還

是需要為本的方案  
- 發現地區層面的空間管

理與當局的文化政策有

所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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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24842 - 025504 主席  
政府當局  
劉慧卿議員  

- 下次會議日期  
- 諮詢委員會提交報告後

的公眾諮詢工作  
- 博物館小組報告須涵蓋

的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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