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民 黨 對 「 西 九 龍 文 化 區 」 計 劃 的 初 步 回 應  
 
 
公 民 黨 就 「 西 九 龍 文 化 區 」 的 發 展 計 劃 ， 初 步 意 見 如 下 ：  
 
1. 雖然特首在剛發表的〈施政報告〉說政府重視西九文化區的發展，也承認軟

件發展的重要，但是，在目前缺乏清晰理路的文化政策製訂機制的情況下，

香港要孕育各種文化創作及管理人才、加強各層面觀眾的培養和教育、推行

文化跟社區的互動和相向發展，都是目標不清、方向模糊、而困難重重的。 
 
2. 因此，在策劃及推行西九的具體計劃之時，文化界、關心文化發展的民間社

會都極度關注「西九管理局」在各個階段的職權，組成、代表性及有效運作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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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下稱〈西九報告書〉] ，第 8 章)。 令人失望的是，西九諮詢委員會

早已明白表示，文化軟件的發展「不屬委員會的職權」 (〈西九報告書〉4.37 )；
而根據諮 詢 委 員 會 目前的建議，未來「西九管理局」的職權，也並不包括

發展文化軟件、或者製定發展文化軟件的策略 (〈西九報告書〉8.2.1–8.2.5)。 
 

3. 事實是，回歸十年以來，我們的文化發展長期處於不明朗的困局之中。結果： 
 

(i) 社會上的不同聲音和價值未能得到適當闡述、論辯和整合，政府當局

亦未能充份發揮促進及協調的角色； 
(ii) 相關的公帑及社會資源未能有效運用，發揮最佳效益，具體和長遠的

文化發展目標亦難以達到；  
(iii) 譬如說，藝術教育究竟要達到什麼具體目的？觀眾的培養和發展又應

該以什麼為目標？另一方面，場地的營運應該怎樣推行才對軟件的有

效發展最為有利？而我們又該怎樣去「拓展多元化的文化環境」呢 
[〈西九報告書〉5.2.1]？社會都欠缺討論，沒有共識。 

 
因此，從有效的文化發展和管治的角度來說，我們必須質疑，當局計劃透過

甚麼文化理念和政策機制去製定發展文化軟件的策略，如何確保在西九的計

劃中，文化軟件 (具體如教育改革和觀眾發展的工作) 的建設，能符合公眾

的最大利益，達到有機的、全面的及可持續的發展？ 
 

4. 西九的發展提供了大好時機，讓政府和民間共同協作和探索，一起去把握和

改善香港文化政策的不足和可能之處。以博物館小組委員會所建議的 M+為

例 (〈西九報告書〉第 5 章) ，我們了解及同意建議中 M+ 的運作需尊重獨

立策展權及管理自主權 (5.1.12, 5.2.5)；但當局仍需交代 M+ 將如何有效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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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問責的問題。它跟「西九管理局」的關係怎樣具體安排？ 更根本的說，

「西九管理局」在政策上又將如何問責？ 目前報告書的提法 (〈西九報告

書〉8.1.6, 8.1.7)，全無涉及文化發展的策略和決策機制方面的問責過程，是

完全不足夠的。 
 

5. 大家都會認同，在落實西九的城市規劃及文化計劃時，應該體現以人為本、

以民為本的文化精神和民主理念，務求西九真正能夠與社區現狀和市民的日

常生活結合，不論在文化軟件或在公共空間的建設上，都能達到方向明確的

有機發展。據此，當局是否同意，「西九管理局」並不適宜以一般大型建設

的營運模式運作（如機管局），因為這樣它與民間的智慧和需求之間將會拉

遠距離，難以在文化規劃及創意發展方面起帶頭作用，促進民間多元互動的

文化創意行為？  
 

6. 西九這個難得的契機，會讓大家明白，文化藝術的具體事業，並非單一思維

或線性發展所能概括，更不是簡單的高尚玩意或唯市場論的創意工業所能包

含。要落實文化都會的計劃，我們必須考慮設立一個有效的系統及機制，去

梳理種種複雜的矛盾和問題。這樣的文化計劃必須要啟動起來，城市生活有

機發展的目標才會清楚，策略才會有效，效果才會張顯。這些，是否在未來

「西九管理局」的職權之內，又是否會成為它的重點工作之一？否則，西九

又將如何成為香港文化都會發展的「火車頭」？ 
 
7. 最後，為了釋除市民的疑慮，讓西九可朝著文化都會發展的路向邁進，政府

必須切實回應兩個重要問題：  
 

(i) 社會已有强烈的要求，促使政府去促成以民間社會為核心的長遠文化政

策及文化軟件開拓策略（包括人才及觀眾培育、藝術及教師教育改革等），以

配合香港文化在未來二十年的發展？政府為何未有回應這些訴求，積極考慮

在「西九管理局」的組成架構中，確保民間代表及民意聲音得到最高度的重

視 （透過有效的推選或民間參與機制）？〈西九報告書〉在這方面語焉不詳，

當局到底有何具體的想法和安排？  
  

(ii) 政府又是否願意積極考慮儘快牽頭成立一個高層次、而有廣泛代表性的

「文化發展委員會」或「文化發展局」，製訂合理有效的機制，使社會上的不

同聲音和價值得到論辯、協調和整合；讓公帑及社會資源得到最有效的運用，

以期政策的推行與落實，可逐步邁向大家所認同的共同目標？   
 
 
公 民 黨   20.10.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