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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龍民間評審聯席會議 

對立法會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小組委員會的回應 

二零零五年四月八日 

 

西九龍民間評審聯席會議（西九聯席）現就立法會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小
組委員會於四月八日就「本港文化藝術發展現時的匱乏之處和長遠需要 」的會

議，提出我們的想法和建議。 

 
我們的建議均曾在西九聯席的「重構西九」計劃書第一稿修訂版中提出，現特將
該計劃書的主要意見撮要列出如下，供各位議員參閱。如議員認為有需要，西九
聯席樂意派出代表出席會議，與議員對話，並解釋西九聯席的立場。 
 

 

1. 了解政府在文化藝術發展方面的施政方針，以及社會各界關心文化藝術發展
界的人士就此方面的看法 

 

西九聯席的意見：政府政策有明顯不足之處。（以下為重構《重構西九》計劃書

的節錄） 

 

! 過去七年所做的文化政策「研究」，過份零碎，範圍狹窄，缺乏連貫性和橫

向聯繫，亦無機制容許公民社會全面參與。這些「研究」在不同時期由不同

部門或諮詢委員會牽頭進行，沒有資源的整合，也沒有利用研究的結論進行

跟進、繼續開發和拓展的工作。 

 

! 要與「世界文化接軌」，香港必需先處理「文化全球化」以及文化從屬經濟

化的趨勢，例如社會對流行全球的強勢文化產品或價值觀盲目接受，令城市

文化身份變得模糊。 

 

! 分析香港的現有條件，我們認為推動「互動發展」的文化發展較適合香港。

「互動發展」的意思是，對外來的文化採取靈活、理性、開放、前瞻、磨合、

包容、有機的共同發展，對世界和本土文化發展具有平衡發展的視野和承擔。 

 

! 香港的整體文化願景是和公民社會及文化界共同提昇發展社區文化，以提昇

社區文化服務的水平, 繼而拓展社區文化「跨越」至整體和綜合的文化城市

規劃。最終，以文化推動創意、推動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2. 研究政府在提供及保養文化藝術設施、籌辦文化藝術活動，以及支援文化藝
術組織／團體等方面的財務承擔 

 

西九聯席的意見：現時的問題並非在財政上，而是架構上，因此政府即使已花了

很多資源，但仍然未能改善現時管理和行政架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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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項研究提議，民政事務局和康文署的角色與功能必須重整。可是，政府的

文化基建至今仍未有「拆牆鬆綁」或由「民間主導」，例如康文署仍主導文

化設施的管理和文化公共資源的分配。 

 

3. 研究現有文化藝術設施的使用情況及入座率   

 

西九聯席的意見：同樣，這個問題是因為架構的問題。在現時政府這個架構下，

文藝設施的使用情況很難有機會得到改善。 

 

! 香港現有的區域性文化設施，大多由康文署管理，權力集中，手法未能與時

並進，與文化界缺乏平起平坐的關係。 

 

! 文化委員會的政策建議報告，已倡議「民間主導」為最終目標，而區域性文

化設施更需要權力下放，更新營運策略，建立高透明度的管治架構。 

 

4. 找出本港文化藝術發展現時的匱乏之處和長遠需要 

 

西九聯席的意見：現時本港文化藝術發展最匱乏的地方就是欠缺一個策略性的文

化政策，令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欠缺明確方向。 

 

! 聯席認為，除了大型文化設施，香港需要區域性，植根於和服務社區，以擴

大市民的參與空間的文化設施。這些設施的規劃策略，應是「分散建設」，

讓每個社區的人文空間得以提升，弱勢社群有均等的文化權，這些都是「區

域性」文化設施的建設原則。 

 

! 西九聯席認為，香港的文化願景應從「發展本土文化, 與世界文化接軌」開

始。 

 

! 聯席認同，文化設施可以是多元的，不只局限於博物館和劇院。例如服務香

港社區的世界文化交流的組織；拓展中華文化、為藝術界服務的藝術實驗和

研究的組織；培育人才，促進文化經濟互動，為香港及鄰近地區創意產業發

展的組織和計劃；以及不斷研究推動公民社會與公共空間發展的文化智庫。 

 

5. 研究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在補足上述需要方面可達至的程度   

 

西九聯席的意見：如果發展得妥當，西九區可以成為香港發展文化的強而有力的

平台，但以現時政府的發展方式將不能達到這效果，所以我們需要「重構西九」。  

 

西九聯席認為，現時政府的西九發展計劃是跳過了文化政策制訂和有效執行的很

多步驟，有很多不足之處。 

 

 

! 香港銳意發展成為世界文化都會，西九在當中扮演重要角色，可是，香港仍

缺乏發展世界文化都會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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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九發展由規劃地政局主導，邀請書內祗有強制性的硬件，至於文化願景、

都會規劃策略等全部從缺。西九計劃與同期進行的文委會政策報告是雙線並

排進行，但沒有充分的協調和溝通。 

 

! 西九計劃將按三部分進行評分：(1) 技術建議 (總體概念設計、天蓬設計及

技術評估、項目管理)；(2) 財務安排；(3) 營運、維修及管理建議。可見，

文化願景的制訂，並不在西九計劃當中佔任何位置及分數。 

 

在財務安排上，西九發展是個促進香港成為文化都會的契機，必須有創新的「專

用」開支方案。若撥款方案能夠經過由下而上的醞釀，在立法會和公民社會經過

高透明度的討論，決策過程絕不能繞過立法會，方案應有一定的認受性和持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