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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小組委員會  
 

第 I及 II期研究報告的建議、  
政府當局在 2006年 6月作出的回應 1、  

諮詢委員會及其轄下各小組的相關意見／建議 2 
及立法會秘書處觀察到的相關情況  

 
 
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政府當局在 2006年 6月作出

的回應  
 

諮詢委員會及其轄下各小組的相關意見／建議

及立法會秘書處觀察到的相關情況  

第 I期研究報告  
 
(A) 放 棄 採 用 單 一 發 展 模

式  
 
政府當局應放棄採用缺乏

公 眾 支 持 的 單 一 發 展 模

式，並審慎研究其他可行

的發展策略，例如分拆發

展、漸進式的推行方案，

以及其他可鼓勵競爭和推

動私營機構投入資源與專

才的安排。  
 

政府在 2006年 2月 21日公布

終止發展建議邀請書程序。

現階段政府對西九龍文娛藝

術區的發展和融資方式維持

開放態度。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建議分兩階段發展表演藝

術設施。第 I階段包括 1個戲曲中心、1個音樂廳、

1個室樂演奏廳、大劇院 I、兩個中型劇院、 4個
黑盒劇場、1個巨型表演場地及廣場。第 II階段包

括大劇院 II及兩個中型劇院。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報告第 7.4段 ) 
 
博 物 館 小 組 建 議 分 多 個 階 段 發 展 Museum Plus 
(M+)，首個階段所興建的樓面總面積為 81 000平
方米，其後各階段所興建的樓面總面積為 44 000
平方米。  
(博物館小組報告第 2.42段 ) 
 

                                                 
1 有關文件為 WKCD-308號文件  
2 有關文件為 WKCD-332、 358、 359及 36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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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政府當局在 2006年 6月作出
的回應  
 

諮詢委員會及其轄下各小組的相關意見／建議

及立法會秘書處觀察到的相關情況  

財務小組現正研究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

的財務事宜，並計劃在 2006年 12月底或 2007年
1月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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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報告。  
(WKCD-362號文件 ) 
 

(B) 就 發 展 模 式 及 推 行 策
略 廣 泛 諮 詢 公 眾 及 相
關界別  

  
— 政 府 當 局 應 安 排 進

一 步 宣 傳 文 委 會 報

告的內容，以及政府

對 文 委 會 所 提 建 議

的立場。  
 
— 政 府 當 局 應 確 保 發

展 模 式 和 推 行 策 略

能 獲 得 公 眾 廣 泛 支

持。  
   

小組委員會認為，透過讓

私營機構參與其事，在文

化設施的管理手法上引入

新意和革新，有其可取之

處，但政府須確保本身對

所希望達致的目標有清晰

政府會繼續宣傳其現有文化

藝術政策。這些政策符合文

化委員會 (下稱 "文委會 ")報
告所提的建議。立法會民政

事務委員會曾在 2006年 4月
7日的會議上討論文化藝術

政策。民政事務局局長已透

過公開演說和撰寫文章，提

高公眾對香港文化藝術政策

的認識。  
 
為跟進文委會就表演藝術、

博物館和圖書館提出的政策

建議而成立的多個委員會，

一直全面與相關界別人士磋

商，積極進行有關工作。表

演藝術委員會於 2006年 6月
16日向政府提交首份報告。

民政事務局會積極跟進其建

議 。 至 於 西 九 龍 文 娛 藝 術

區，政府已於 2006年 4月成立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及博物館小組曾舉行公眾

諮詢會和聚焦小組會議，收集公眾人士就兩個小

組各自職權範圍下的事宜提出的意見。該兩個小

組已在其報告中陳述公眾人士的意見。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報告第 2章、附件 5及 6，以
及博物館小組報告第 1(b)和 5(b)章及附件 6)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及博物館小組已制訂其建

議，當中已充分考慮香港的現有文化政策。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報告第 1.8段、1.9段及附件
3，以及博物館小組報告第 1.15段及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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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政府當局在 2006年 6月作出
的回應  
 

諮詢委員會及其轄下各小組的相關意見／建議

及立法會秘書處觀察到的相關情況  

的理念，並相應訂定各項

表現指標。  
 
 
 
 

諮詢委員會，重新審視和在

適當的情況下再確定西九龍

文娛藝術區核心文化藝術設

施的需要。政府會根據諮詢

委員會提交的建議，考慮該

項計劃的發展 (例如西九龍

文娛藝術區的總綱發展藍圖

和 核 心 文 化 藝 術 設 施 的 設

計 )及融資方式。現階段政府

對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的發展

和融資方式持開放態度。  
 
諮詢委員會及其轄下的小組

一直舉行聚焦小組會議和公

眾諮詢會，以整理文化藝術

界和其他有關團體的意見。

在 5月 29日至 6月 2日期間舉

行的 4場公眾諮詢會，參加者

超過 200人。  
 

(C) 確 保 決 策 程 序 具 透 明
度及問責性  

 
— 行 政 會 議 在 決 定 應

否 對 有 關 發 展 模 式

和 推 行 策 略 給 予 政

策支持方面，應擔當

政府當局一直有就西九龍文

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向行政會

議提交文件，並徵求行政會

議的核准。當局亦在計劃進

行的每個重要階段，向立法

會報告進展，並已承諾這項

工作會持續進行。  

應 本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要 求 ， 政 府 當 局 曾 先 後 於

2006年 6月 23日及 10月 4日向本小組委員會講述

諮詢委員會及各個小組的工作進展。  
 
諮詢委員會及各個小組會議的議程及大部分文

件均上載至政府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網站，供公

眾人士閱覽。然而，政府為支援財務小組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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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政府當局在 2006年 6月作出
的回應  
 

諮詢委員會及其轄下各小組的相關意見／建議

及立法會秘書處觀察到的相關情況  

積極的角色。  
  
— 立 法 機 關 在 審 核 政

府 的 政 策 及 推 行 策

略方面，應擔當積極

的角色。  
  

 

 
諮詢委員會的目標是在大約

6個月內完成諮詢工作，並向

行政長官提交建議。  
 

政府承諾會在適當時候諮詢

立法會。  
 

而委任的財務顧問所擬備的資料，則並無向公眾

人士公布。   
 
在 2006年 2月 21日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政務司

司長表示，諮詢委員會的研究結果和建議將會向

公眾人士公布。  
 
在 2006年 4月 6日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房屋及規

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表示，政府當

局會在就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擬提供的核心文化

藝術設施及擬採用的財務安排作出 後決定之

前，先行諮詢公眾。  
 
至於在諮詢委員會完成其報告後會否進行另一

輪公眾諮詢，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在 2006年 10月
4日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表示，諮詢委員會會向

行政長官提交其建議，包括有否需要再進行任何

諮詢。  
 

(D) 根 據 客 觀 的 經 濟 效 益
分 析 及 財 務 可 行 性 研
究，重新考慮與私營機
構 以 伙 伴 形 式 合 作 發
展 西 九 龍 文 娛 藝 術 區
的程度  

 
— 政 府 當 局 應 重 新 評

政府會繼續探討以公營部門

與私營機構合作 (下稱 "公私

營合作 ")模式推行西九龍文

娛藝術區發展計劃，藉此引

進市場的創意和活力，促進

文化藝術的多元發展，以及

確保文娛藝術區可持續運作。

 

財務小組現正就擬議在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

和持續營運的文化藝術設施制訂公營部門比較

基準。關於就公營部門比較基準作出的預算和分

析的詳細資料，並無向公眾公開。  
(WKCD-358號文件 ) 
 
財務小組已討論在私營機構參與的方案下核心

文化藝術設施的初步成本／收入估計。成本及收



 5

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政府當局在 2006年 6月作出
的回應  
 

諮詢委員會及其轄下各小組的相關意見／建議

及立法會秘書處觀察到的相關情況  

估 發 展 計 劃 各 個 階

段的財政影響。 

 

— 政府 有 迫 切 需 要 制

訂客觀的準則，用以

決 定 應 否 採 用 公 私

營 合 作 模 式 進 行 某

個工程項目，以及合

適的應用模式。政府

當 局 應 與 公 眾 和 立

法會磋商，制訂此方

面的準則。  
 

政府將借助從外界委聘的財

務顧問，研究各種公私營合

作模式，當中會參考本地和

外國可能適合整個西九龍文

娛藝術區、個別文化藝術設

施，或其中某種運作功能的

經驗。有關方面會評估各個

方案的財務可行性，並制訂

公營部門比較基準，以便政

府考慮發展方式。政府亦會

在此事上考慮諮詢委員會的

意見。  
 

入估計的詳細資料並無向公眾公開。  
(WKCD-359號文件 ) 
 
 
 
 

(E) 進 行 研 究 以 確 定 西 九
龍 文 娛 藝 術 區 擬 設 的
每 項 核 心 設 施 的 需 要
及技術要求  

 
— 有 需 要 就 擬 提 供 的

特 定 文 化 設 施 進 行

可行性研究。進行該

政府先前已就西九龍文娛藝術

區發展計劃進行多項研究 3。

 
現階段的主要工作是重新審

視核心文化藝術設施的需要

和主要規格。日後的西九龍

文娛藝術區法定機構，可因

應需要就核心文化藝術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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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開列建議表演場地的清單。  
(小組委員會 2006年 10月 4日會議的紀要第 6段 ) 
 
博物館小組在制訂其建議時曾考慮 (i)從公眾諮

詢、分享會及海外研究訪問所聽取的公眾意見及

本地／海外專家意見； (ii)香港現時提供的博物

                                                 
3 該等研究包括前香港旅遊協會在 1998年委託顧問進行的 "香港興建新表演場館可行性研究 "；規劃署於 1999年委託顧問進

行的 "文化設施：需求及制訂規劃標準與準則的研究 "；民政事務局與康樂及文化事務署於 2002年委託顧問進行的 "有關在

香港提供區域／地區文化及表演設施的顧問研究 "；文委會於 2003年發表的 "文化委員會政策建議報告 "；以及康樂及文化

事務署於 2003年委託顧問進行的 "香港公共博物館及香港電影資料館管治模式的顧問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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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政府當局在 2006年 6月作出
的回應  
 

諮詢委員會及其轄下各小組的相關意見／建議

及立法會秘書處觀察到的相關情況  

等可行性研究，不但

為 了 確 定 是 否 有 需

要 建 設 特 定 的 文 化

設施，亦可評估提供

及 經 營 此 等 設 施 所

需的經常資源。  
 

的技術及運作要求，進行詳

細研究。  
 
在從外界委聘的財務顧問的

支援下，並參考諮詢委員會

的意見和建議後，政府會就

核心文化藝術設施及其規格

進行財務可行性研究。  

 
 

館的情況；(iii)現行文化政策；及 (iv)文委會對西

九龍文娛藝術區的願景。  
(博物館小組報告第 1章 )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建議採用的方法，是優先處

理設施的技術要求，然後才處理建造和建築方面

的關注事項 (例如透過首先就各項技術要求進行

招標，然後才就建造工程進行招標 )，以便全面

界定和制訂各項內部技術要求，在其後納入建築

設計中 ( '由內至外 '建造法 )。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報告第 4.2段 ) 
 
財務小組已討論在私營機構參與的方案下核心

文化藝術設施的初步成本／收入估計。  
(WKCD-355及 359號文件 ) 
 

(F) 就 西 九 龍 文 娛 藝 術 區
的 發 展 事 宜 設 立 監 督
機構  

 
— 監 督 機 構 應 委 以 監

督 該 項 計 劃 發 展 事

宜的重任，其職責包

括以下各項：  
 

(a) 確 定 社 會 的 軟

件需要；  

政府計劃在適當時機成立獨

立法定機構，以推展西九龍

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  
 

政府就成立法定機構以負責

掌管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建

議，包括該機構的角色與職

能，以及該法定機構會在何

時接替政府處理西九龍文娛

藝術區的工作，徵詢立法會

的意見。  

在諮詢委員會及各個小組的文件中，並沒有就西

九龍文娛藝術區的發展事宜設立監督機構一事

作實質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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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政府當局在 2006年 6月作出
的回應  
 

諮詢委員會及其轄下各小組的相關意見／建議

及立法會秘書處觀察到的相關情況  

 
(b) 評 估 硬 件 設 施

及實施時間表； 
 
(c) 監 察 可 行 性 研

究 及 財 務 可 行

性研究的進行； 
 
(d) 制 訂 財 務 需 求

及 私 營 伙 伴 合

作 的 模 式 和 參

與條款；  
 
(e) 統籌及推行基建

設施的發展，包

括設計、規劃及

實施；及  
 
(f) 就西九龍文娛藝

術區各項核心設

施 的 管 理 與 營

運，與藝術界以

伙 伴 形 式 共 同

承 擔 整 體 控 制

及監察的工作。  
 

— 評 估 應 提 供 甚 麼 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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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政府當局在 2006年 6月作出
的回應  
 

諮詢委員會及其轄下各小組的相關意見／建議

及立法會秘書處觀察到的相關情況  

件以配合軟件，是政

府 在 以 私 營 機 構 為

伙伴的形式之下，應

肩負的責任。  
 
— 上 述 的 監 督 機 構 應

與 政 府 共 同 進 行 全

面檢討，以評估設施

和 服 務 的 不 足 程

度，並釐定發展計劃

的優先次序，尤以西

九 龍 文 娛 藝 術 區 的

情況為然。  
 

第 II期研究報告  
 
(A) 採 用 一 套 綜 合 而 整 體

協 調 的 方 案 規 劃 西 九
龍填海區  
 
— 各 相 關 政 策 局 應 共

同 檢 討 西 九 龍 文 娛

藝 術 區 的 發 展 潛

力，並議定發展計劃

在 政 策 方 面 擬 達 致

的目標。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

實際上是政府推行現行文化

藝術政策的一大措施，亦符

合文委會就香港的文化定位

和願景提出的意見，亦即把

香港發展為中國 能與世界

接軌的現代化大都市。事實

上，文委會已表明支持西九

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並

認為這項計劃是發展香港文

化藝術前所未有的機會。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在制訂其建議時，已考慮現

行文化政策和演藝界現時的情況、公眾及專業人

士的意見，以及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所提供的表演

場地，應有助達致卓越的藝術水平、加強藝術界

的活力，以及促進綜合發展。  
(WKCD-332號文件第 4段 )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在文娛藝術區表演藝術場

地和設施的定位方面採納了多項原則，當中包括

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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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政府當局在 2006年 6月作出
的回應  
 

諮詢委員會及其轄下各小組的相關意見／建議

及立法會秘書處觀察到的相關情況  

— 政 府 當 局 應 清 楚 說

明，西九龍填海區的

發 展 可 如 何 有 助 香

港的整體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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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應

該做哪些工作，方能

使 西 九 龍 文 娛 藝 術

區的設計和推行，成

為 體 現 良 好 管 治 和

有 組 織 系 統 的 公 眾

參與的典範。  
 
— 設 立 一 個 討 論 平

台，讓相關界別人士

能 有 組 織 及 有 系 統

地提出意見。  
  
— 政 府 當 局 應 闡 明 任

何 落 實 文 委 會 報 告

所 提 建 議 的 計 劃 或

策略。  
 

  
文委會在 2003年 4月呈交的

政策建議報告中提出 6項整

體原則和策略以推動香港的

長遠文化發展，而政府的文

化藝術政策符合這些原則和

策略。政府現正分階段跟進

報告書所載的大部分建議。

具體而言，政府成立了 3個諮

詢委員會  ⎯⎯  負責向政府

建議如何以 有效的方法改

善表演藝術的發展空間的表

演藝術委員會、負責建議如

何改善公共博物館的服務與

管治方式的博物館委員會，

以及負責建議如何改善公共

圖 書 館 服 務 的 圖 書 館 委 員

會。表演藝術委員會已在 6月
16日向政府提交建議，而另

外兩個委員會則會在 2006年
年底前向政府提交建議。  
 
諮詢委員會及各個小組亦正

在重新審視西九龍文娛藝術

區 核 心 文 化 藝 術 設 施 的 需

要，以期盡力達致政府的政

策目標。有關小組現正為各

— 表演藝術場地及設施應適當匯聚，並與西九龍

文娛藝術區的商業設施結合，俾能日夜吸引人

流，產生協同效應和增添活力  
 
— 在規劃和設計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文化藝術

和其他相關設施時，應著重 '中心文化藝術區 '
的概念  

 
— 必須顧及有機和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 必須致力把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文化藝術設

施與附近地區融合，以期培養該區及附近地區

的文化氣氛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報告第 3.3(i)至 (m)段 )  

 
博物館小組在制訂其建議時曾考慮 (i)從公眾諮

詢、分享會及海外研究訪問所聽取的公眾及本地

／海外專家意見； (ii)香港現時提供的博物館的

情況；(ii i)現行文化政策；及 (iv)文委會對西九龍

文娛藝術區的願景。  
(博物館小組報告第 1章 ) 
 
博物館小組建議的 M+是一個嶄新的文化機構，

從香港的角度出發，並配合世界視野，以專注 20
至 21世紀廣義的視覺文化為理念。 M+採取開放

態度，靈活多變而高瞻遠矚，旨在引發、教導和

吸引市民探索多元文化，促進創意。  
(WKCD-361號文件第 14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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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政府當局在 2006年 6月作出
的回應  
 

諮詢委員會及其轄下各小組的相關意見／建議

及立法會秘書處觀察到的相關情況  

界別人士提供公開表達意見

的平台。  
 
政府要把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發展為一個世界級綜合文娛

藝術區，以滿足公眾的期望，

這項目標至今不變。政府會

繼續把西九龍填海區，劃定

為包含本地、傳統及國際元素

的文娛藝術發展區。為此，城

市規劃委員會已制訂分區計

劃大綱草圖及若干發展規範。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是一項綜

合發展計劃，其規劃工作必

須 妥 善 統 籌 ， 風 格 亦 須 統

一。唯有這樣，西九龍文娛

藝 術 區 才 會 滿 足 公 眾 的 期

望，成為香港的新地標。  
 

在策劃西九龍文娛藝術區下

一階段的工作時，城市規劃

委員會在過程中繼續發揮重

要的作用。  
 

博物館小組建議，除了反映本身的特色外， M+
在 設 計 上 應 與 整 個 西 九 龍 文 娛 藝 術 區 完 全 融

合，特別是應與周圍景點發揮相互作用，令訪客

容易往返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各類活動場地。 

(博物館小組報告第 15段 ) 
 

(B) 進 一 步 修 訂 發 展 模
式，把西九龍填海區的
文 化 部 分 與 非 文 化 部

政府會根據諮詢委員會的建

議，考慮該計劃的發展 (例如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總綱發

在 表 演 藝 術 與 旅 遊 小 組 及 博 物 館 小 組 的 報 告

中，並無就發展模式作實質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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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政府當局在 2006年 6月作出
的回應  
 

諮詢委員會及其轄下各小組的相關意見／建議

及立法會秘書處觀察到的相關情況  

分兩者分拆  
 

— 政 府 當 局 應 考 慮 把

西 九 龍 填 海 區 的 文

化 部 分 與 非 文 化 部

分兩者分拆，讓地產

發 展 商 只 是 買 入 及

發展有關的土地，而

法 定 機 構 則 負 責 監

督 興 建 硬 件 和 發 展

軟件，以策略性的方

式 使 香 港 得 以 實 現

長 遠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文化藝術願景。  
 

— 至 於 採 用 哪 個 方 案

發 展 西 九 龍 文 娛 藝

術 區 的 文 化 設 施

為適合，則應留待日

後 成 立 的 法 定 機 構

決定，但重要的是所

採用的模式，必須是

務實的方案。  
 

— 若 考 慮 採 用 公 私 營

合作模式，有關的法

定 機 構 首 先 應 進 行

展藍圖和核心文化藝術設施

的設計 )及融資方式。  
 

現階段政府對西九龍文娛藝

術區的核心文化藝術設施和

其他公用設施及服務的融資

安排及發展方式維持開放態

度。  
 

政 府 會 從 外 界 委 聘 財 務 顧

問，研究各項可能適合西九

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的公

私營合作安排的可行性。該

財務顧問會制訂一個公營部

門比較基準，並進行財務可

行性分析。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認為，表演藝術場地及設施

應適當匯聚，並與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商業設施

結合，俾能日夜吸引人流，產生協同效應和增添

活力。因此，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建議，西九龍

文娛藝術區應提供地方，供設置零售設施、飲食

設施及其他旅遊設施。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報告第 5章 ) 
 
博物館小組的報告建議，M+ 應設有一間書店及

其他康樂設施，包括飲食設施和商店。  
(博物館小組報告第 2章 ) 
 
財務小組現正就擬議在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

和持續營運的文化藝術設施制訂公營部門比較

基準。 

(WKCD-358號文件 ) 
 
財務小組已討論在私營機構參與的方案下核心

文化藝術設施的初步成本／收入估計。  
(WKCD-359號文件 ) 
 
 
 



 12

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政府當局在 2006年 6月作出
的回應  
 

諮詢委員會及其轄下各小組的相關意見／建議

及立法會秘書處觀察到的相關情況  

詳 細 的 財 務 可 行 性

研究，範圍包括但不

局 限 於 建 立 業 務 個

案及制訂 “公營部門

比較基準 ”。此外，

法 定 機 構 亦 須 為 採

用 某 一 公 私 營 合 作

模式提出支持理據。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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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藝 術 界 對 康 文 署 的

管 理 方 式 普 遍 感 到

不滿的問題，應進一

步正視。  
 
— 政 府 當 局 應 考 慮 引

入 適 當 的 公 私 營 合

作模式，以管理新建

或現有的文化設施。 
 

政府傾向在一個獨立法定機

構的管理下，採用公私營合

作模式發展和營運西九龍文

娛藝術區的文化藝術設施，

以積極回應藝術工作者的訴

求。  
 
在 2005年年底，表演藝術委

員會發表了一份諮詢文件，

當中建議一系列措施，以改

進資助演藝團體、舉辦文化

節 目 及 管 理 表 演 場 地 的 工

作。諮詢工作在 2006年 1月
結束，而表演藝術委員會已

在 2006年 6月 16日向政府提

交 建 議 。 民 政 事 務 局 會 在

2006年 6月 27日的立法會民

政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匯報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在作出建議時所採納的其中

一項指導原則，就是表演藝術場地應採用非政府

機構的管理和運作模式，以鼓勵更多民間參與，並

邀請創意人才、藝術家、專業人士和政府以外的

商界人士參與，以發展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場地。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報告第 3.3(g)段 )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預計，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的設施啟用後，政府將可更有效地檢討康文署轄

下的現有表演藝術設施。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報告第 6.9段 ) 
 
博物館小組建議  ⎯⎯   
  
(i) 藏品擁有權應以公共信託形式持有，並由受

託人委員會監管，此外應 好成立設有獨立

受託人委員會的法定機構，負責管治M+。  
(博物館小組報告第 2.37及 2.38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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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政府當局在 2006年 6月作出
的回應  
 

諮詢委員會及其轄下各小組的相關意見／建議

及立法會秘書處觀察到的相關情況  

政府當局就表演藝術委員會

的建議作出的回應。  
 
 

(i i) 展覽中心應以財政自給的形式運作，由獨立

機構負責監督其管理事宜。  
(博物館小組報告第 3.6段 ) 

 
博物館小組在其報告中指出，博物館委員會現正

檢討與現有博物館有關的多項事宜，包括公共博

物館的管治模式，以及M+與現有博物館的關係。

(博物館小組報告第 5章 ) 
 

(D) 立 即 成 立 法 定 機 構 推
動 西 九 龍 文 娛 藝 術 區
的發展  
  
— 監 督 機 構 應 盡 快 成

立，以便策劃和主導

西 九 龍 文 娛 藝 術 區

的未來路向。  
 
— 監 督 機 構 應 在 西 九

龍 文 娛 藝 術 區 的 規

劃及推行階段，均擔

當積極的角色，而非

只 在 硬 件 設 施 建 成

後，負責設施的管理

和維修保養。  
  
— 政 府 當 局 可 考 慮 成

政府計劃在適當時候成立獨

立法定機構，推展西九龍文

娛藝術區的工作。  
  
政府會就成立法定機構一事

諮詢公眾，諮詢項目包括其

角色及職能，以及該法定機

構接替政府處理西九龍文娛

藝術區所進行工作的適當時

間。  
 
政府會就有關成立法定機構

的建議諮詢立法會。  
 
政府亦會考慮是否需要成立

一個臨時機構，在擬備有關

的 賦 權 法 例 時 負 責 初 步 工

作。  

在諮詢委員會及各個小組的文件中，並沒有就為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成立法定機構一事作實質的

討論。  
 
在 2006年 6月 23日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

局表示，政府當局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成立獨立

法定機構前，不排除會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成立

一個臨時管理機構，但政府當局尚未為此事制定

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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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政府當局在 2006年 6月作出
的回應  
 

諮詢委員會及其轄下各小組的相關意見／建議

及立法會秘書處觀察到的相關情況  

立 一 個 臨 時 管 理 機

構，負責在現階段所

需處理的工作，情況

如 臨 時 機 場 管 理 局

一樣。  
  
— 設立一個機制，用以

釐 定 各 個 法 定 機 構

的 高 級 行 政 人 員 的

薪酬福利條件，以及

設 立 一 個 披 露 有 關

人 員 薪 酬 福 利 條 件

的機制。  
 

 
有關事項 (薪酬福利條件 )現
正由立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

構員工事務委員會與行政署

長跟進。  
 

(E) 設 立 諮 詢 委 員 會 負 責
進 行 有 系 統 的 公 眾 諮
詢  

 
— 應 少 設 立 兩 個 諮

詢委員會，一個是為

相 關 界 別 人 士 而

設，另一個則為市民

大眾而設。  
 

政府在 2006年 4月成立諮詢

委員會，其轄下有 3個小組以

作支援。諮詢委員會及各個

小組的成員均以個人身份由

行政長官委任，當中包括對

文化藝術有相當認識的文化

藝術界專家。  
 
除在諮詢委員會及其小組的

會議上討論有關事項外，政

府亦舉行聚焦小組討論及公

眾諮詢會，以蒐集公眾的意

見。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及博物館小組曾舉行公眾

諮詢會和聚焦小組會議，收集公眾人士就兩個小

組各自職權範圍下的事宜提出的意見。該兩個小

組已在其報告中陳述公眾人士的意見。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報告第 2章、附件 5及 6，以
及博物館小組報告第 1(b)和 5(b)章及附件 6、 8和
9)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及博物館小組的報告均沒

有就日後進行諮詢的安排作出任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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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政府當局在 2006年 6月作出
的回應  
 

諮詢委員會及其轄下各小組的相關意見／建議

及立法會秘書處觀察到的相關情況  

(F) 取 消 把 天 篷 列 為 西 九
龍 文 娛 藝 術 區 發 展 必
須具備的構成部分  

 

在終止發展建議邀請書程序

後，天篷已不再是西九龍文

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的一項強

制性要求。  
 

諮詢委員會及各個小組的文件並沒有討論此事。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7年 1月 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