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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This message has been forwarded.

Dear Mr. Anthony Chu,
 
Re: Subcommittee on WKCD Development 
Invitation of views on the way forward for the WKCD development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to our Chief Executive, Mr. Jonathan Yu, on 3 May inviting 
written views from stakeholders and interested parties of the WKCD development 
project.  Attached kindly find a press release from the HKADC for your further handling.
 
We would be grateful if you can inform the Council for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the 
project.
 
For any queries, pls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at 2820 1076 or my officer, Miss Annie Leung, 
at 2820 1072.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Cheers,
Vivian HO
Manager, Planning an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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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005) 

 
致：港聞/文化/副刊版編輯(共一頁) 
請即日賜刊                                                  2006年 3月 1日 

 

藝發局支持盡快落實「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 

 
  香港藝術發展局希望政府盡快繼續推行「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將之

發展成為世界級的綜合文娛藝術區。 

 

  「西九龍文娛藝術區」是香港整個文化藝術界的訴求。本地藝文界熱切期待文

娛藝術區能早日落成，解決現時場地和設施的不足，同時為他們提供更大的發展空間和

機遇。這項計劃實刻不容緩，政府應盡快開展計劃。 

 

  本局期待即將成立的諮詢委員會和將來負責落實計劃的管理局能慎重參考藝文

界的意見。自 2003年「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出台，本局已作出廣泛的諮詢，其

中包括舉行了 5場諮詢會、3場專題研討會、兩次問卷調查，分別於 2005年 6月及 2006

年 1月向有關當局提交意見書及資料分析，充份反映藝文界的意見和需要；當中，包括

增加 1,200 座位的戲曲戲院、藝術教育發展中心及文學館等藝文設施。這些建議代表著

藝文界對「西九龍文娛藝術區」未來的期望。 

 

  另本局建議，政府在重新規劃「西九」的硬件時，應靈活處理，有需要時考慮

放寬地積比率的要求，盡量增加藝文設施的發展用地及提升整個計劃的效益。 

 

  要讓文化藝術蓬勃發展，除有賴政府的推動和支持外，還需要社會的參與和資

源投放。因此，在發展模式方面，我們同意採用「公私營合作」方式，鼓勵商界參與。 

 

  藝發局將繼續密切關注「西九龍文娛藝術區」計劃的發展，包括探討「西九」

的整體規劃，以及軟件及硬件的配合，並積極搜集藝文界的專業意見，向有關當局反映。 

 

– 完 – 
 
 

新聞界查詢，請致電藝發局與傳訊經理曹敏儀小姐聯絡，電話：2820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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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Release(005) 

 
To: News/Culture/Feature Editors (1 page) 
For Immediate Release                                            1 March 2006 

 

ADC urges early implementation of WKCD 
 
  The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ADC) reiterated today the importance 
of the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local arts and culture, and 
urged for early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with an aim to develop the district into a 
world-class arts and cultural hub.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WKCD will help resolve the pressing needs of 
venues and facilities as well as provide ample space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local arts and cultural sector.  
 
  The ADC made an appeal to the soon-to-be formed advisory body and the future 
management authority to carefully re-consider the views and opinions expressed by the local 
arts and cultural sector. Since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project in 2003, the ADC had 
organized an extensive consultation including three thematic seminars, five consultation 
sessions and two questionnaires to collect views from the arts community. Based on the views 
and data collected, the ADC submitted two response papers containing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arts community to the government in June 2005 and January 2006 respectively. The list of 
suggestions included the need to establish a 1,200-seat theatre for xiqu, an Arts Education 
Development Centre and a Literary Centre, etc, representing the needs of the arts and cultural 
sector.  
 
  To maximize the cost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ject, the ADC also recommended that 
the Government adopt a more flexible approach in designing the “hardware” for the district 
and consider, when necessary relaxing the restriction on plot ratio so as to allow more spa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rts and cultural facilities. 
 
  The development of arts and culture in Hong Kong requires not only government 
support, but the participation and contribution of the community. The ADC agreed to the 
private-public-partnership concept in the development of WKCD project.  
 
  The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will continue to closely monit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KCD project, in particular the overall design and planning as well as the integration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It will also continue to collect and reflect the views of the local arts 
and cultural sector.  

- End - 
 
Press inquiries: please contact Ms Wendy Tso,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Manager, at 2820 
1031.  



 

 

香港藝術發展局對「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計劃的意見(2005年 6月 27日) 

前言 

香港獨特的文化背景與傳承集東方與西方、傳統與時尚、高雅與通俗於一身，令它成

為成熟而富有活力的國際大都會。由我們的祖先留下的傳統風俗，在衣、食、住、行

等各種生活層面漸漸衍生出大量優美的文化及藝術，經過長時期的融會和交流，發展

出今天香港獨特的文化面貌。「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發展正好讓我們的社會共同思

考，如何把這些傳統文化及民間藝術整理和承傳。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項目自 2004年 11月政府公布發展計劃首階段的評審結果，
及展開為期 15週的公眾諮詢，一直為社會各界所關心，並引起廣泛討論。「西九龍文
娛藝術區」發展規模龐大，牽涉層面廣泛，文化、經濟、規劃及建築等環環相扣。近

來，社會上對「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爭議，大部份只集中於技術的可行性、外觀的

設計、硬件的興建、發展的模式，甚至政治上的爭辯，忽視了討論發展本港文化藝術、

培養觀眾、開拓藝術市場，以及發展理念等真正能提升香港作為亞洲文娛藝術中心的

核心元素。我們建議政府進行評審時，重新聚焦「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發展目標。

我們的意見書將就香港藝文界關注的議題，向政府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從而協助政府

在促進藝文發展的大前提上，妥善落實上述發展計劃。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是一項大型文化結合商界發展項目，是利用社會資源發展藝術

文化的另一種形式的巨大投入。整個發展項目應可提升市民的文化素養，同時亦為各

類藝文專才提供寶貴的空間資源和機會，讓本地藝術和創意得以發揮、承傳和開拓。

因此，藝發局原則上支持政府進行該發展項目，而在發展理念及具體的管理上，我們

有以下建議。 

回應藝文界的關注 

落成後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將是全港最龐大的文藝設施，惟該藝術區只是全港文

藝設施的一部份，並非全部。如按比例計算，「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面積約佔全港

文藝場地 20%-30%，即最多三份一。「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出現，不應取代香港現
有各文藝設施及演出場館，相反，藝術區是一項嶄新而添加的文藝設施及發展空間，

將與現有的設施互補不足。我們認為，在香港文藝發展的新里程上，座落於本港各區

的文藝設施的定位與功能不應被忽視，尤其是已發展成熟、並已建立起穩定觀眾群的

場館，其存在價值和功能不應因「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出現而受到影響或被邊緣化。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應有其獨特的定位，如集中各種國際級及一流水平的文藝設施，

當中主要的使用者很可能是本港或海外已達國際水平的一流文化藝術團體，為本港部

份專業演藝團體提供一個發展基地。另一方面，民間、大眾及社區藝術等或未能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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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文娛藝術區」爭取到足夠的發展資源及空間，故他們的發展機會必須得到重視。

藝文界普遍認同，文化藝術的發展方向不應由只專注於地產發展的商人去決定，「西

九龍文娛藝術區」的發展更必須建基於一套全面而具前瞻性的文化政策及配合整體文

化藝術發展藍圖，一方面緊貼社會的整體發展和需要，另一方面就該藝術區如何與區

外文藝設施的融合及互補作出具體規劃，對藝文界作出回應。由於高水準藝術與社區

或民間藝術所需的環境和養份各異，因此，政府在資源的分配，以及區內與區外的文

藝設施規劃上，應注重兩者的互補配合，讓不同的文化和藝術各取所需，從而茁壯成

長，真正締造良好的藝文發展環境。此外，我們同時希望政府關注藝文界對「西九龍

文娛藝術區」內的設施及管理的關注，包括： 

1. 本土文化藝術的推動和發展；  
2. 文藝設施的興建包括音樂廳、粵劇演出及訓練場地、文學館，及給予藝術家自
由發展空間，提供住宿及工作室的藝術村；  

3. 各項文藝設施的營運及管治模式；  
4. 營運基金的具體運作；及  
5. 政府如何有效監管計劃的進行，真正達至推動整體文化水平的目的。  

戲曲界特別就「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公眾諮詢成立「戲曲界關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計劃工作小組」，並擬訂一份意見書(詳見附件一)。我們希望，政府在可行的情況下，
應盡量參考不同藝術領域的專業意見，藉以了解藝文界的真正需要。 

要擴大文化藝術市場，藝術推廣的深度和廣度非常重要。當政府承諾在「西九龍文娛

藝術區」落成時不會減少投放於文化藝術的資源時，應更詳細地考慮並規劃各種配套

設施，同時透過相關的政策發掘更多藝術空間，及提供稅務優惠等，獎勵商界對文化

活動的持續支持和參與。我們亦建議，政府同時考慮其他配套政策如保障藝文界的知

識產權，以及保障藝團有優先租場權等措施等。這些政策必須具前瞻性及多元性，以

配合未來的發展。 

文化及創意產業發展 

今年政府的施政報告內指出，藉著香港的社會高度開放和自由，資訊、資金、人才和

貨物暢通流動，多元及中西文化匯聚的特點，文化及創意產業迅速發展的活力，將可

全面帶動香港整體社會及經濟的發展。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發展毋疑是落實發展文化及創意產業政策的一個具體項目，

亦是推動商界與藝文界建立伙伴關係的一次大膽嘗試。我們注意到，從計劃意念提出

後，引起了商界廣泛的興趣，商界對文化藝術的興趣與投入立時有所提高。在項目進

入邀請建議階段時，投入更見積極，效果立竿見影，特別是參與競逐的財團，更採取

主動，邀約藝文團體合作或為藝文節目提供贊助等。我們建議，政府把握「西九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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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藝術區」的契機，引導並善用更多社會資源推動本港的文化創意產業，貫徹可持續

發展的理念。 

我們認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發展模式啓動了商界與藝文界建立伙伴關係的試

驗平台，並取得良好的效果。但從長遠發展考慮，這種合作關係必須全面、多元、廣

泛、多層次和持續不斷，方可為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締造穩固的環境，達致可持續發

展的目標。有關商界投入的可持續性，請政府慎重考慮如繼續採取單一招標模式，在

競逐出現結果後，除獲得發展權的機構外，商界的興趣或將再次歸於平淡。我們認為，

整個計劃的重要價值之一，乃在於促進政府、商界及藝文界三方的長遠合作關係，藉

此加快推動本港的文化及創意產業發展。因此，「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發展模式，

應是推動商界與藝文界締結合作伙伴的最佳發展模式。此外，如政府決定繼續採用單

一發展模式，應評估將「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發展及管理交由單一發展商負責達 30
年之久，該區受單一發展商的營運表現所影響的潛在風險。 

現時，香港的文化及創意產業正在起步，需要盡快找出能有效發展文化及創意產業的

方案，如訂立文化及創意產業母法，在母法下再訂立博物館法等制定收集藏品的法例。

藝文界相信，具前瞻性的藝術政策可將藝術品變成有市場價值的產品，加速帶動本港

的文化及創意產業發展。另一方面，我們期望政府能擔當促進者的角色，透過建立宣

傳及製作的平台，讓商人與藝文界交流互動。文化藝術的產業化將可進一步鼓勵更多

商人投入資源支持文化藝術的發展，如此藝術工作者未來將更有空間發展更多有潛力

的文化產業，創造經濟活力。長遠來說，政府應考慮從不同渠道採取積極政策，鼓勵

大型、中型及小型企業，從各個層面支持和參與本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豐富市民的文

化素養及培養個人品味，促進精神文明，從而達至興建藝術區的最終目標。 

除建立交流的平台外，另一項不可忽略的是人力資源的培訓。政府應在「西九龍文娛

藝術區」落成前，鼓勵及協助各大專院校及教育機構盡快加強藝術人才的培訓，同時

撥出資源，訓練專業的藝術行政人員，長遠而言，確保文化藝術的持續發展。 

貫徹「文化委員會」的理念 

藝文界認為，香港必須有完整的文化定位，方可為藝術區訂出發展路向。2003年 3月，
文化諮詢架構「文化委員會」向政府提交了一份政策建議書。該份建議書就「西九龍

文娛藝術區」的發展方向提出了幾個主要的概念，建議政府從政策層面上互相配合，

以促進成效。我們喜見政府已接納文化委員會的政策建議書為香港文化政策的基本藍

圖，並逐步落實政策建議書中多項主要的建議。我們認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

整體發展理念應貫徹「文化委員會」政策建議報告內所提及的基本概念，包括以人為

本、建立伙伴關係、民間主導、區內不同設施的融合、與區外文藝設施的融合，以及

發展軟件。這些發展概念必須互相配合，互為表裏，方可充分發揮政府、商界及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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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 

在一個民主而自由的社會裏，每個市民應享有同等的機會接觸不同類型的文化藝術，

因此，政府有責任保障每個市民都有參與文化活動的權利。過去，香港缺乏文化政策

的遠景，政府沒有特意培育市民大眾對文化的關注，民間亦缺乏資源和動力，令香港

文化的公眾基礎較為薄弱。「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正好為本港發展一個更重視文化內

涵及精神生活的社會環境。我們重申，在政府銳意發展文化硬件的同時，必須同時發

展文化軟件，為藝術區培育穩定的觀眾群。在評審不同的計劃書時，政府應留意倡議

者是否注重培養學生及青少年作為未來文娛區的使用者，以及藝術區內的整體建設是

否從各方面滲透並貫徹發展藝術教育的理念。此外，政府應同時檢討現時對文化資源

的投放及對藝文團體的資助政策，並對發展文化軟件的投入隨著社會的需求及文藝發

展的進程作出適合的調整。這正正是以人為本的最佳體現。 

在建立伙伴關係及民間主導的理念下，如上文所說，我們建議政府在文化事業上投放

資源及作出政策上的配合，鼓勵民間參與，促進並鞏固政府、商界和文化界之間長遠

的合作關係。長遠而言，民間團體應成為文化發展的主要力量。 

在規劃上，政府應留意「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內不同設施，以及與區外文藝設施的融

合是否能有效協助文化藝術與企業活動互相融合和滲透，甚至可就區內其他文藝設施

如何提昇本土的藝術發展給予指引。各種文藝設施應匯聚不同的藝術形式、風格、不

同時代的社會特色、起源及發展等，以促進各種藝術形式的互動和創意，同時令香港

成為多元文化之都，吸引各地文化界的注意。 

管理模式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在香港整體文化發展中佔的位置，及其推動本地的文化藝術的

功能，將決定該藝術區的定位。有了清晰的定位和發展方向，方可決定最合適的管理

模式。 

藝文界期望，政府對「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計劃負上長期性的管理責任，而非只假手

予商家。政府應盡快為該文娛藝術區制定一套完善的機制，在管理區內的地產發展同

時，另行建立獨立於發展商的機構，負責文化設施的營運及文化藝術的發展。政府應

考慮成立相關的法定組織，負責管理該藝術區內的核心及其他文藝設施。該法定組織

必須有藝文界、市民及政府官員的參與，集合各方人才共同思考整體藝術發展的路向，

落實民間主導的理念。在該管理架構下，可成立不同的委員會，成員包括政府代表、

藝文界代表、地產管理專才、專業人士及國際專業人士等。政府應盡早成立該管理架

構，甚至讓該組織參與政府與倡議者的磋商。該組織成立的目的並非管理藝術區內的

文藝設施，而是管理整個藝術區的營運資金，及該藝術區如何配合整體的文化政策等

較宏觀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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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架構及相關的措施及配套政策完善與否，將直接影響藝文界將來使用該區的方向

和機會，如節目營運者最關注的是演出場地，將來各種藝術形式的表演團體於「西九

龍文娛藝術區」中可享有什麼福利？是否能獲減免場地租金或撥款資助？是否需要自

負盈虧？如有撥款資助，是否會成立獨立的委員會進行審批，以確保公開、公平、公

正等，政府均要全面思考。此外，政府可考慮倡議者提出的管理模式是否會為文藝設

施的管理者帶來良性競爭，從而為藝文界爭取更多發展空間。另一方面，藝文界亦將

集合界內專才，共同思考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中的角色。 

由於文化設施的多元化，我們建議政府在評審時，重點考慮倡議者所倡議的管理模式

及其組成方法。倡議者應就每個演出場館、博物館、藝展中心及露天廣場等的管理理

念及發展方向等因素，決定以法定組織/非牟利公司或商業模式管理及營運。由倡議者
所建議的法定組織/非牟利公司的組成，必須有完善的組織架構及良好管理，以在 30
年的營運期內，負責管理、營運、節目策劃及保養該項文藝設施。各法定組織或非牟

利公司的董事局成員應包括文藝界人士、企業界人士、政府代表及中標者代表。主要

財政應由中標者承擔，並按年度為每項文藝設施提供特定的營運資金金額，並應按通

脹及/或其他相關因素定期調整。該等組織的董事局須負責尋找社會資源如商業贊助
等，並與不同的政府部門如康文署，及法定組織如藝發局等合作，為香港締造更有利

的藝術環境。 

我們認為，藝術區的主要營運資金應來自該區的經濟活動收益，而非公帑。為確保各

項文藝設施能有效運作，政府在評審時，應考慮倡議者會否在所獲取的商業收益中，

撥出盈餘成立一項至多項營運基金，供將來負責營運「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法定機

構運用，以支持各項核心及其他文藝設施的營運。營運基金的主要功能是為核心及其

他文藝設施保證一個穩定而可預期的資金來源，令文藝設施的運作不須依賴政府財政

或中標者的業務表現，也不會因地產的週期性波動而受到影響。藝文界期望，政府在

履行整個藝術區的監察者同時，必須在文藝設施的整體管理及上述營運基金的操作上

有一定程度的參與，以確保中標者能履行在計劃書中的承諾。 

政府應鼓勵倡議者在各個文藝設施設立駐場藝團，並讓該藝團參與該場地的管理及營

運，全面體現「場地性格化」。每個場館的駐場藝團數目可多於一個，以鼓勵場館內

的駐場藝團共用行政人員及技術設施等資源，藉以提升藝團行政上的成本效益。此外，

每個場地的「場地藝術總監」建議由駐場的藝術總監擔任，並由各個表演場地的代表

組成的「表演藝術統籌委員會」負責表演場地的整體統籌。博物館群亦可有個別的管

理機構，由各個博物館的代表組成「博物館統籌委員會」，負責統籌各展館的運作。

博物館的管理層一方面應考慮與世界各地的博物館結成伙伴，除可減低購置藏品的高

昂成本外，更可提升展出範圍、內容及水平，及令廣大市民可以合理票價參觀各個展

館。另一方面，中標者應考慮投入資源，有計劃地培訓本地的管理人才，藉此建立本

地與國際交流及接軌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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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期望，政府與財團磋商時能參考以上建議，讓藝文界協助評審小組挑選最有利本

港藝文發展及最能妥善管理文藝設施的倡議者。政府並應確保中標者能提供低消費的

環境，讓市民及遊客以合理價格享用區內的設施。 

發展進程 

現時香港嚴重缺乏提供長期表演的場地，演藝團體普遍希望有關方面能早日達成共

識，盡快招標及興建有關設施，以解場地不足的燃眉之急。政府如能盡快落實「西九

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不但可為本港藝文界提供演藝職位，更可加快本港創意產

業的發展。從更宏觀的角度看，如因與文化藝術發展無關的爭議而延遲發展「西九龍

文娛藝術區」，將令本港國際大都會的位置受到衝擊。長遠來說，香港將難保本港在

國際或亞洲的優勢，這不但會令本港的文化及創意產業發展受阻，更甚將引致本港藝

文行業的斷層。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用地已擱置多年，發展不應再度延期/擱置。我們希望政府密切
監督計劃進度，順延發展的同時須確保各項建設符合高水平的要求。長遠而言，政府

亦須考慮是否需要預留土地及資源，以配合時代的變遷及未來的發展需要。此外，政

府應關注本港整體的城市規劃、人流及交通等，為東九龍區及「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提供相關的配套設施。 

藝發局的角色 

藝發局是發展文化藝術的法定組織，將透過不同的倡議工作，向政府反映藝文界的意

見，協助政府在促進藝文發展的大前提上，妥善落實「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

我們將協助政府落實文化委員會政策建議報告中的建議，把握「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的契機，為香港塑造未來的文化遠景，當中包括文化硬件及軟件的發展、藝術教育的

配套及文化交流等。 

  

香港藝術發展局 
2005年 6月 27日  

• 附件一：戲曲界關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計劃工作小組對「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發展的意見  

 



 

 

香港藝術發展局對「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計劃的意見 (附件一) (2005年 6月 27日) 

戲曲界關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計劃工作小組 

對「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的意見 

前言 

香港每年有千場的戲曲表演，觀眾超過三十萬人次，但戲曲界卻一直面對表演場地短

缺的問題。繼利舞臺後，每年舉行差不多約三百場戲曲演出的北角新光戲院，亦因約

滿而出現停止運作的危機。雖然有關方面已計劃改建高山劇場為粵劇表演場地，並考

慮將部份粵劇移師至現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轄下的場地演出；但高山劇場只適
合中、小型戲班的演出，而康文署轄下的大部份場地已有很高的使用率，難再滿足業

界的需求，因此，兩者皆未能長遠解決戲曲表演場地及設備不足的問題。場地設施不

足，直接影響了戲曲工作者的演出機會，間接阻礙戲曲藝術的發展，這和政府近年積

極推動本土文化藝術發展的政策，大相逕庭。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設立，標誌著香港文化藝術發展的一個新里程。但政府發出

的「發展建議邀請書」內的核心文化藝術設施中，沒有一樣是專為戲曲界而設的，亦

沒有顧及戲曲界的需要。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局)轄下的戲曲組，專責就本地的戲曲藝
術發展提供專業的意見，特別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十八日就「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計劃，

舉行了一次內部諮詢會議，會內決議成立「戲曲界關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計劃工作小

組」(簡稱「戲曲界關注西九小組」)，並發信邀請戲曲工作者加入，藉此團結和集合本
地粵劇、曲藝、京劇、崑劇、越劇、潮劇、木偶和戲曲刊物等不同人士的力量，把握

諮詢期的機會，主動向政府表達我們的需要和期望。 

「戲曲界關注西九小組」於五月二十四日舉行一次會議，集中討論戲曲藝術在「西九

龍文娛藝術區」的發展，我們並提出以下的建議： 

傳統文化藝術的承傳 

戲曲藝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也是世界戲劇史上獨樹一幟的藝術體系。

粵劇作為廣東省最大的地方戲曲劇種，過去六十年在香港的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歷史

意義。它一方面繼承大量的粵劇傳統，同時也借鑒其它地方戲曲和西方表演藝術的菁

華，兼收並蓄，蛻變成為最富有香港特色的舞台表演藝術。此外，本港的粵劇更是少

數能藉著商業演出而生存的舞台表演藝術，擁有大量的觀眾群，具備優質的市場價值。

我們認為，政府有責任協助戲曲界解決各種困難，並應致力保存及加以發展，在「西

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內設立專演戲曲的場地。此舉不但能吸引外國遊客，有助

旅遊事業的發展，對本港經濟有實質貢獻，也可讓戲曲找到生存的空間；最重要是能

把中國戲曲藝術的傳統保存下來，並給予發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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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下一代戲曲人才 

要保存和發展傳統戲曲藝術，培訓下一代的戲曲人才是目前刻不容緩的工作。近年坊

間有多個兒童粵劇團的出現，而以中、小學生為對象的訓練班和戲曲比賽等活動亦日

益增加。從學生參與這些活動的踴躍程度，足證通過適當的推廣和訓練工作，絕對能

成功培養下一代對戲曲藝術的興趣。我們認為，政府應投放更多資源於戲曲的培訓工

作上，與及提供合適的訓練場地和設施，使戲曲藝術得以延續及保存。在「西九龍文

娛藝術區」內設立實驗劇場，讓新一代有機會進行實習演出，以提升他們的演出水平，

既可實現培育新人的目標，亦使年青人感受到政府和社會人士對戲曲的重視。 

戲曲專用場地和設施的建議 

政府規定核心文藝設施必須包括設立 3個分別為 2,000、800及 400座位的劇院，但並
不是戲曲專用的場地。面對著缺乏合適的戲曲專用的演出和排練場地，我們認為，所

有核心文藝設施的設計均應可符合戲曲演出的要求，政府亦應考慮不同戲曲劇種的需

要，設立： 

1. 一個 1,200座位的劇院，供大型的戲曲演出，最符合經濟效益；  
2. 一個 300-500座位的劇院，供小型戲曲演出活動；及  
3. 一個 100-400 座位的小劇院，供木偶、皮影等民間藝術演出，以拉近演出者與
觀眾的距離，引發互動的效果。  

戲曲對表演場地有專門特定要求，例如掛幕佈景、較高較闊的舞台、寬敞的後台、可

容納上百人的化妝間、專門的燈光音響要求等，而目前香港仍未有一個完全符合這些

要求的劇院。我們認為，場地的設計應配合先進的器材，以滿足戲曲演出的實際需要，

發展商可參考舊利舞臺戲院的設計，及香港八和會館提交予政府的建議書內所提及的

舞台裝置和設備。 

營運方式 

戲曲界普遍關注日後「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營運和管理方法，擔心營運費過高，令

票價高昂，觀眾因而卻步於演出門前；因此，我們認為政府應公開各發展商的財政預

算，讓業界了解情況。此外，政府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提供的場地，租金須合理，

好讓劇團可把更多資金投放於製作上，進一步提升演出水平。將來，亦期望有戲曲界

代表進入管理架構，作為管理層和戲曲界的溝通橋樑。 

結語 

現時的高山劇場和康文署轄下的演出場地，本身也不是專為戲曲表演而設計，使用起

來仍有很多不便之處。雖然政府已計劃改建高山劇場作為戲曲表演場地，但改建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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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劇場實際上並不可完全滿足本地戲曲界的需要。「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必將成為

本地藝文界的地標，它是一項高瞻遠矚的計劃，為香港文化藝術譜出波瀾壯闊的發展

藍圖。我們盼望政府能夠重視戲曲作為傳統藝術其中一個重要範疇，不讓戲曲藝術被

摒棄於區外，同時讓擁有廣大觀眾群的粵劇能在區內發放光采。 

我們希望上述的意見，獲得政府和發展商的慎重考慮。 

 
香港藝術發展局戲曲組主席兼 
戲曲界關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計劃工作小組主席  陳劍聲 

工作小組成員名單(按筆劃序)： 

執行委員：張秉權、梁沛錦、陳笑風、新劍郎、葉世雄 
其他成員： 
卜嘯龍、元 武、文千歲、文劍飛、方文正、王勝泉、王勝焜、 
王超群、古煒德、任大勳、任冰兒、朱劍丹、朱慶祥、何杜瑞卿、 
余惠芬、吳聿光、吳美英、岑翠紅、李奇峰、李香琴、李漢光、 
李 鳳、李錦賢、李 龍、阮兆輝、周鎮邦、林克輝、南 鳳、 
韋瑞群、徐藝剛、翁月珍、高金沛、高潤鴻、高潤權、高 瑾、 
高 麗、區文鳳、張 明、張寶華、敖 龍、梁少芯、梁森兒、 
梁漢威、梅雪詩、陳好逑、陳汝騫、陳秀卿、陳婉紅、陳惠莊、 
陳詠儀、陳楚惠、陳嘉鳴、陳劍烽、陳慧思、陳鴻進、麥惠文、 
黃少俠、黃祖昌、黃 暉、黃肇生、黃德正、溫玉瑜、溫誌鵬、 
葉紹德、廖妙薇、廖國森、廖 森、廖漢和、蓋鳴暉、劉永全、 
劉金耀、劉惠鳴、劉福光、劉鳳竹、蔣崇禮、衛駿英、鄭惠和、 
鄭詠梅、鄧美玲、盧 軾、蕭啟南、龍貫天、鍾麗蓉、韓燕明、 
鄺炳全、羅秋鴻、嚴觀發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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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術發展局 

 
香港藝術發展局對 

「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 
未來路向的意見 

 

前言 

 
本局於 2005 年 6 月，就「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舉行的公眾諮詢，

向政府及倡議者傳達了藝文界的專業意見及需要。 
 
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於 2005 年 10 月 7 日公布上述發展計劃的進展，包括 1)

公眾諮詢的結果；2)就發展模式、發展密度和組合，及成立信託基金方面引入了

新的發展規範和條件，以及 3)成立法定獨立機構，負責將來藝術區的整體管理和

營運。 
 
本局欣見新的發展方向就藝文界人士所提出的部份意見作出了非常正面的

回應。本局希望就新的發展模式與文化發展的關係，進一步向政府提出有建設性

而具體的意見，從而協助政府在促進藝文發展的大前提上，妥善落實上述發展計

劃。 
 
 

藝發局對新的發展模式的意見 

 

本局對政府最新公布的發展模式主要意見如下： 
 
1.  新的發展模式對文藝設施的影響 

- 業界擔心更嚴謹的發展條件包括強制性的地積比例，以及必須成立信託

基金等或會令倡議者因而減少投入資源興建「其他文藝設施」 
- 從有利藝文發展的角度，建議政府鼓勵地產商投入資源興建更多「其他

文藝設施」，並以此作為評審準則之一。 
- 在新的發展模式和條件下，建議政府同時注意藝術區內本土文化藝術的

推動和發展，以及「其他文藝設施」的興建，包括藝術教育中心、文學

館、粵劇演出及訓練場地、書城，以及音樂廳等。 
 

2.  管理模式 

- 須確保將來負責監管和營運藝術區的法定獨立機構有藝文界、市民及政

2006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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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官員的參與，集合各方人才，共同思考整體藝術發展的路向； 
- 建議在管理局下設立不同的營運單位或委員會，成員包括政府代表、藝

文界代表、管理專才、專業人士及國際專業人士等，落實民間主導的理

念； 
- 應盡早成立該法定獨立機構，甚至讓該組織參與政府與計劃倡議者的磋

商和評核； 
- 建議把管理局的監管與營運功能分開，交予管理局內不同的委員會及/

或單位負責，以避免出現利益衝突的情況； 
- 該組織成立的目的除管理藝術區內的文藝及其他設施及管理整個藝術區

的營運資金外，尚須關注該區如何配合本港整體的文化政策等較宏觀的

事宜。 
 

3.  信託基金 
- 欣見政府要求中選者必須先支付港幣 300 億元成立信託基金，以確保西

九有足夠的資金持續營運； 
- 該 300 億基金應把藝術文化設施場地的營運及節目開支，與區內其他公

共設施如天篷的開支分兩筆獨立的帳目處理，前者應佔基金開支的主要

部份； 
- 應考慮撥出部份基金於人才培訓和藝術教育上； 
- 除上述所要求的 300 億基金外，政府因要求中選者把西九用地內住宅和

商業發展總樓面面積不少於 50%的發展權讓其他發展商競投而獲得的收

益應盡可能運用於香港整體的文化發展上，而非如一般賣地的方式撥歸

庫房。該等文化發展資源應配合西九計劃及整體的文化發展的需要。 
 

4.  未及回應的議題 

- 期望政府可就「西九龍文娛藝術區」如何與區外文藝設施的融合及互補

作出具體的規劃； 
- 「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的整體發展理念應貫徹「文化委員會」政策建議

報告內所提及的基本概念，包括以人為本、建立伙伴關係、民間主導、

區內不同設施的融合、與區外文藝設施的融合，以及發展軟件； 
- 應確保在新的發展模式下，藝術區內備有足夠設施，以培訓藝術的專才，

以及所需的藝術行政人才。 
 
 

藝文界的問卷調查結果 

 
為搜集藝文界對西九龍計劃最新發展的意見，本局於 2005 年 12 月進行了一

項問卷調查，向藝文界發出約 2,400 份問卷。問卷調查日期為 2005 年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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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2 月 23 日，回應的問卷共 111 份，回覆率約 5%。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業

界人士普遍關注「西九管理局」的職權、組成和藝文界應佔的比例。81%回應人

士贊成/非常贊成政府要求中選建議者先支付 300 億元成立信託基金應付將來西

九營運需要，而 75%回應人士認為應投入 300 億元的一半或以上予藝文的設施管

理及營運。問卷調查內容及結果詳見附件。 
 

 

總結 

 
「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的發展是地產、地標與文化的結合，該藝術區在整體

文化政策的角色、管理局的成立、組成及職權，以及硬件與軟件的配合等均會直

接影響該發展計劃的成效及可持續性。總體來說，我們期望在新的發展模式、規

範及條件下，政府可關注以下五方面： 
 

1. 在新的發展密度的要求下，應盡量鼓勵倡議者投放資源，就藝文界的建

議及需要，興建更多各種「其他文藝設施」； 
2. 根據藝文界的專業意見和知識，並按社會對文化藝術的需要，將信託基

金妥善運用，並照顧香港整體藝文發展； 
3. 信託基金應投入更多於核心文藝設施及「其他文藝設施」的管理及營運

上； 
4. 管理局應儘早成立，以落實「西九」計劃；以及 
5. 政府應儘早開始培養及發展藝文軟件，以配合西九計劃之發展需要。 

 
藝發局將繼續透過不同的倡議工作，積極向政府反映藝文界的意見，並協助

政府落實文化委員會政策建議報告中的建議，把握「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的契機，

妥善落實「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 
 
 
 
 
香港藝術發展局 
2006 年 1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