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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 

 
民政事務局長發言稿 

I. 前言 

 多謝主席的安排，讓我今日出席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的會議，和議員見面。我就任民政事務局局長十幾日，

與局裡的同事交換了意見；希望藉這機會，向議員初步

簡介民政事務局今後一段時間的工作重點，並聽取各位

議員的意見。待行政長官今年稍後發表施政報告後，我

會再向委員會滙報民政事務局各個主要政策範疇的工作

計劃，再進一步聽取大家的意見。 

 

II. 新施政理念 

 行政長官在上星期(七月五日)的立法會答問大會上提

到，未來特區政府的施政理念是「走入群眾」。就這施政

新理念來說，我覺得，民政事務局的工作既是一貫面向

社區、面向基層，有責任掌握社情民意，就應該更加重

視「走入群眾」，真正服務好社區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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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貫徹新一屆政府的施政理念，民政事務局會首重社

區工作，務求施政要貫徹到基層，更好地回應市民的訴

求。 

 

 在這方面，區議會當然是政府在推展地方行政工作方面

的重要伙伴。現時，我們正積極籌備在明年一月新一屆

區議會開始時，在全港 18 區實行區議會參與管理地區設

施的建議。我們現正因應四個參與先導計劃的區議會所

得經驗，改善各項有關安排，務求於明年初在 18 區順利

實行各項提升區議會功能的建議。 

 

 為了配合區議會在管理地區設施方面的工作，我們會向

區議會增加投放在「社區參與活動」和「地區小型工程」

的撥款。我們也會繼續鼓勵區議會與不同界別的地區團

體建立伙伴合作關係，以及發展具有地區特色的計劃，

以達致各項社會目標。 

 

 政府會繼續強化各區民政事務專員的角色，進一步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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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管理委員會的統籌功能，在地區上提供更好的跨部

門服務。地方行政督導委員會將為民政事務專員提供更

有效的支援，讓一些涉及不同部門的地區管理問題，例

如環境衛生和非法佔用政府土地等問題，得以提升至部

門首長的層面處理，以便早日解決。 

 

 鄉議局是政府在新界事務上的重要伙伴。民政事務局和

鄉議局組成了鄉政事務聯絡委員會，令到鄉郊的社

會特點會在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得到充分

考慮。 

 

III. 推動文化藝術發展 

 

 在西九龍發展文化藝術區，一直是市民普遍的期望。我

們會把推展「西九文化區」建設計劃，作為貫徹新施政

理念的一次重要實踐。今年下半年，民政事務局會投入

推展「西九文化區」計劃的工作。「西九文化區」是對香

港文化藝術基礎建設的一項重大投資，也是推動香港文

化藝術長遠發展，以及支持香港作為一個創意經濟和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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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國際都會的策略性計劃。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核心文化藝術設施諮詢委員會最近已

向行政長官提交了建議報告。諮詢委員會的建議報告，

是委員會在過去十多個月與不同文化藝術界人士作了一

連串深入的討論和諮詢，加上財務顧問的專業分析，達

至務實的建議。政府會仔細考慮諮詢委員會的建議，並

會在未來兩、三個月，加強與文化界及有關界別溝通和

聯繫，與他們攜手發起一次公眾廣泛參與的過程，邀請

公眾一同討論和提出意見。 

 
 

 在推動「西九文化區」計劃的同時，我們會繼續致力營

造一個有利表達自由和藝術創作的環境，並鼓勵更多社

會人士參與文化活動，提供積極支援發展文化創意的環

境。我完全明白，要推動文化藝術的長遠發展，提供適

當的「硬件」設施固然重要，適度強化「文化軟件」的

配套措施同樣重要。這些加強「文化軟件」的措施主要

包括藝術發展的研究，專業藝術人才的培訓，藝術團體

的發展，文化藝術教育的推廣，及促進文化交流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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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本局的同事定會與文化藝術界別密切溝通和合作，

以推行這方面的措施。 

 

 在未來幾個月，我們會跟進表演藝術委員會先前所提的

建議，全面檢討主要演藝團體的資助制度，以制訂一套

有利藝文界發展和符合大眾期望的評核準則和資助制

度。民政事務局在幾天前剛與十個主要演藝團體進行集

思會，聽取他們對這重要課題的看法及建議。我們會在

研究制訂新機制的過程中，繼續與表演藝術界保持緊密

聯繫。 

 

 另外，康文署計劃在其轄下 11 個表演藝術場地推行場地

夥伴計劃，令場地管理人員與表演藝術團體緊密合作，

透過更充分善用場地的設施，建立各場地的藝術特色，

擴闊觀眾層面，從而進一步促進文化藝術的發展。 

 

 我們會繼續透過粵劇發展基金支持粵劇的研究、推廣、

教育及延續發展。此外，基金將撥款支持成立香港梨園

新秀粵劇團，扶植粵劇接班人。在粵劇場地方面，我們

一直與粵劇界緊密聯繫，在西九龍文化區落成前，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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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演出場地。我們期望透過粵劇界參與康文署的場地

夥伴計劃及將油麻地戲院和紅磚屋改建成為戲曲活動中

心(包括粵劇演出及排練場地)的建議，為粵劇界提供更多

演出場地。 

 
 

 在博物館發展方面，我們會成立一個臨時博物館委員

會，目的是提升博物館的服務水平及為改變管治模式作

準備。 

 

 在改善公共圖書館服務方面, 政府將於今年下半年，就

香港中央圖書館及公共圖書館的整體發展策略成立諮詢

委員會，成員將包括專業人士、學者、社區人士及政府

代表等。諮詢委員會的主要工作是就如何有效地履行香

港公共圖書館較廣闊層面的使命，向政府提供意見，尤

其是如何有效地讓香港中央圖書館在建立香港的文化特

色方面擔任更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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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社會企業 

 

 我們在地區上促進社會企業的發展,同樣要依循『以民為

本』的方針,倚靠社區各界人士發揮創意和創業精神。社

會企業旨在通過商業運作達到社會目的，因此經常要發

掘新的營商意念，必須結合本地市場的實際和社區人士

的需求。我們並非要從教條定義出發, 而是要真真正正

能夠協助有就業困難的人士重投工作。 

 

 由民政事務總署負責管理的“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

劃，已撥款約 3,800 萬元予 40 多個新的社會企業計劃,

業務範疇包括家居服務、裝修工程、循環再造等。民政

事務總署現正處理另外 53 項新的申請，可見不乏有興趣

和承擔的機構願意推行社會企業計劃。 

 

 促進社區、商界及政府的合作夥伴關係，是成功推動社

會企業良好發展的關鍵。我們計劃在今年稍後就社會企

業這課題舉行高峰會，讓社會各界對社會企業有更多了

解及討論，使政府在制定和落實進一步推動社會企業的

措施時，能參考各方的經驗和意見。 



 8

 

V. 奧運馬術賽 

 2008 北京奧運會將是第一次奧運會在中國的土地上舉

行，香港有幸協辦馬術項目，有助向國際社會彰顯「一

國兩制」的成就，進一步提升社會大眾對體育運動的興

趣，鞏固香港作為亞洲國際大都會的地位。香港奧運馬

術委員會希望透過今年 8 月舉行的馬術測試賽「好運北

京–香港回歸十周年盃」全面測試馬術項目的「硬件」和

「軟件」，以及香港的天氣情況對馬匹的影響。現階段準

備工作進展順利。 

 

 我們已制訂了全面的文化、教育和社區參與計劃，由現

在至 2008 年年底，與港協暨奧委會、香港殘疾人奧運會

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香港賽馬會、香港馬術總會、學

校、商界及旅遊機構等相關團體緊密合作，合辦一系列

文化和社區參與活動，教育市民有關奧運精神以及奧運

馬術項目的知識，增強市民對 2008 北京奧運尤其是香港

協辦馬術項目的參與和支持。 

 

 在推動體育普及化、精英化和盛事化方面，我們會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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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資源，凝聚社會各界的力量，致力在社會上推廣熱

愛體育的文化，尤其是着眼於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鼓勵

他們形成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遠離濫藥等不良習慣。 

 

 我們由本財政年度起，每年增撥 4,000 萬元，加強對精英

運動員的支援。至今，我們已落實把其中 2,000 萬元用於

增加對精英運動員的直接財政資助，以及撥出 600 萬元

作為加強精英運動員培訓之用。我們並已邀請中國香港

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合作制訂一套全面的運動員

退役計劃，期望為退役運動員提供接受專上教育的機會

及就業計劃和發展的支援。 

 

 我們開展了香港體育學院的重新發展工作,打算在 2008

年第 2 季就主要工程向立法會申請撥款，以期在 2008 年

第 4 季展開建造工程，務求早日能夠為本港精英運動員

提供符合世界水平的訓練設施。 

 

VI. 國民教育 

 除了文化藝術和體育運動之外，向青少年推介國民教育

亦是民政事務局未來工作重點。兩星期前，胡錦濤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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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慶祝香港回歸十周年時強調我們要重視對青少年進

行國民教育，加強香港和內地青少年的交流。對此，我

十分認同。民政事務局轄下的青年事務委員會和公民教

育委員會在校外國民教育方面已做了很多工作，例如每

年撥款資助社區團體舉辦青年往內地的考察和交流，亦

透過創作雜誌、電話故事、實驗話劇等不同方式推動國

民教育，促進年輕人認識和了解祖國。在今年四月成立

的新一屆青年事務委員會更設立新的青年國民教育工作

小組，為制訂向青少年推廣國民教育的策略和計劃，目

的是提高青少年對祖國的認識，引發他們關心國家的情

懷。我們亦會繼續維持香港青少年與海外團體的交流活

動，以擴濶他們的國際視野。 

 

 我們十分關注青年發展。民政事務局正在柴灣興建青年

發展中心，目的是提供設施和場地，推動青年發展的活

動。民政事務局與青年事務委員會希望中心能成為香港

青年發展工作和活動的地標，並以促進與內地及海外青

年交流為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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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法律援助 

 最後，我知道有議員對調移法律援助署到民政事務局轄

下一事，表示關注。我向大家重申，這絕不會影響法援

署的日常運作或在提供法援服務上已確立的獨立性。法

援署署長會繼續按照有關法例獨立審批法援申請及處理

法援個案，公正無私，不偏不倚。至於各項法援政策的

檢討，民政事務局及法援署將會繼續如常進行。 

 

VIII. 結語 

 我歡迎議員就我剛才述說的重點計劃提出問題及意見。

我、尤曾家麗常任秘書長及兩位署長會樂意回應。 

 

 今次只是我和議員第一次在委員會的見面，我期望在未

來五年有更多機會和委員繼續就雙方關注的事宜溝通,

增加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