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藝術中心 
就西九龍文娛藝術區成立法定機構擬議法例之意見書 

二零零八年一月 
 
 擬為西九龍文娛藝術區成立的法定機構﹝暫稱西九管理局﹞有著很重要

的使命及責任。民政事務局在立法會文件WKCD-451內提出的擬議法例，當中

重申發展西九龍文娛藝術區是為著切合香港文化藝術的長遠需要，並且是落實

政府現行文化藝術政策的一項重要措施。文件假設2008年底成立西九管理局

後，管理局將向立法會申請一筆過撥款216億元支付其職權範圍內的開支。由

此可見，西九管理局除了營運及管理西九文娛藝術區的軟件及硬件、全權負責

管理及使用一筆來自公眾的財富，更代表全香港市民肩負起共同長遠地推展香

港文化藝術的使命。因此，我們認為西九管理局必須是一個面向公眾、代表公

眾及服務公眾的法定組織。其組成必須以平等、獨立及公開的原則作為基石。 
 
管理局的組成必須平等、獨立及公開 
 
 一個能代表公眾的組織，其組成必須有公眾積極參與，而非全面由政府

委任。現時當局建議的西九管理局董事會組成成員不超過20人，包括最少5名

為行政長官認為與文化藝術有關的人士、最多3名政府局方代表。行政長官亦

可以委任成員出任副主席。即是說，單從人數來看，政府至少可以決定8名成

員。另外，文件提到董事局當中包括社會上不同背景的人士，惟有行政總裁之

外，所有成員均須由行政長官委任1。至於委任成員的資格、準則和程序，文

件中暫時沒有詳細闡釋。董事局的問責性是以簡單的機制來監察，包括根據

《防止賄賂條例》﹝第201章﹞及《申訴專員條例》﹝第397章﹞、定期向政府

提交業務綱領及業務計劃、一個審計帳目的獨立委員會及派主席出席立法會接

受提問等2。根據以上的資料，我們認為文件建議之董事局組成方法未必是一

個在力求代表、面向及服務市民的原則下產生的制度。 
 
參考香港藝術中心監督團的組成 
 
 我們建議董事會不應單靠委任，而是經過一個公開的遴選過程組成；當

中包括政府官員、不同界別的專業人士及公眾人士。遴選程序值得考慮是因為

以香港藝術中心過往三十年選舉監督團成員的經驗為借鑑，是一個務求引入不

同階層人士的方法，在藝術中心一直行之有效。雖然西九管理局的職能所涉及

的範圍比我們大得多，不過藝術中心的遴選制度背後有關引入公眾人士的理念

卻很值得參考。 
 
 藝術中心的監督團成員有15人。監督團先有政府委任的官員不超過3
名，再由中心的個人及團體會員提名及選出4名代表加入監督團，以代表會員

的利益。我們歡迎所有市民及註冊團體成為個人及團體會員，而公眾透過成為

                                                           
1 《立法會文件 WKCD-459》﹝第 4 頁，西九管理局的組成﹞，民政事務局，2007 年 12 月。 
2 《立法會文件 WKCD-451》﹝第 6 頁，公眾問責性﹞，民政事務局，2007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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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後，可在選舉年提名別人或接受提名，獲選後加入監督團。之後，再由這

7名代表增選另外不超過7名對視覺、文學、音樂或表演藝術有興趣的人士加入

監督團3。而監督團的當然委員﹝即總幹事﹞，都是由監督團成員議決委任4。

即是說，15名成員當中，委任的成員比代表會員利益的人數少，而兩組成員共

同參與增選其餘7名對藝術有興趣的人士以及總幹事加入監督團。這個制度帶

出一個重要信息，是在不反對有委任成員的前提下，同時讓所有市民也有機會

藉成為藝術中心會員後作出提名、被提名以及選出他們的代表。加入監督團

後，委任成員、遴選及增選產生的成員共同就事情作出商討及議決。 
 

參考以上的制度，我們建議西九管理局先組成一個10人小組，當中包括

政府委任的成員4名，另外6名則由團體、代表社區的區議會或公眾人士提名及

選出，選舉辦法亦可參考區選會的做法。代表政府及大眾的10人小組在組成

後，須先清晰了解西九發展從起初至今天的實況以及未來的使命，再共同選出

合適的另外10名包括建築、規劃、工程、財務等不同界別的專業人士共同計劃

及落實推展西九文娛藝術區。 
 
擴大西九管理局的財政資源 

 

 除了一筆過撥款，西九管理局的財政資源還包括零售、飲食、娛樂設施

的營運盈餘，管理局要謹慎和努力營運至能財政自給 5。而住宅、辦公室及酒

店用地則會由政府根據慣常賣地機制，按當前的房屋及土地政策批售6。引述

核心文化藝術設施諮詢委員會建議報告書，西九內樓宇面積將有36%為文化藝

術設施、16%為娛樂、餐飲、零售7，即共52%屬西九管理局營運。而西九地皮

內樓面面積的另外一半範圍﹝包括15%的辦公室、8%作酒店及20%住宅﹞可以

透過賣地方式賣給發展商。 

                                                          

 
 藝術中心在過往30年一直以一個沒有牽涉賣地的形式營運，我們的經驗

有值得參考的地方。西九管理局在計劃藍圖時，可考慮就建議報告書提出的百

份比作出修改。藝術中心內有30%是出租作辦公室、20%出租作藝術學院、另

外50%為文化藝術設施。即是說，除了藝術場地外，中心約有一半樓面面積是

作出租用途，從中所得的租值是中心的主要收入來源。因此若西九總樓面面積

的36%為文化藝術設施，以藝術中心的模式來運算，西九管理局轄下的可管理

面積應該是72%，其中一半﹝36%﹞用作出租來維持文化設施的營運。 
 
促進培育人才及建構一個健康的文化環境 
 

 
3 《香港藝術中心條例》﹝香港法例第 304 章，第 9 條，監督團的成員﹞，律政司，2000 年 1
月。 
4 《香港藝術中心條例》﹝香港法例第 304 章，第 10 條，總幹事﹞，律政司，2000 年 1 月。 
5 《立法會文件 WKCD-459》﹝第 4 頁，財務安排﹞，民政事務局，2007 年 12 月。 
6 《立法會文件 WKCD-459》﹝第 5 頁，土地事宜﹞，民政事務局，2007 年 12 月。 
7 《西九龍文娛藝術區核心文化藝術設施諮詢委員會建議報告書》﹝報告摘要，第 4.27 段﹞，

200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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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中心一直關注本港文化環境的整體發展。若果西九要如倫敦West 
End「劇院區」般成功，便需要有一個蓬勃的演藝市場。倫敦既有私營的劇

院，亦有公營的皇家莎士比亞劇院，兩院也有滿意的入座率。這是West End成

功的元素之一。如果參考West End的例子，要可持續性地營運一個場地，便需

要有一個健康的演藝文化生態。西九管理局若在本年底成立，快將與全體香港

市民共同經過一段接近十年邁向西九的時間。所以，管理局應該把握時機與藝

術團體及社會各界合作，共同研究及推行一些適切的配套。民政事務局局長曾

德成也曾指出，發展文化須軟硬件並行。因此，現在需要計劃展開一個有關藝

術人才的供求研究，以確定不同範疇的情況，再進行相應的培訓8。 
 
 

 
8 《曾德成：加強藝訓配合西九發展》，A04 版，大公報，2007 年 10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