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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海事博物館的使命  
 
1.1 香港海事博物館的使命，是激發公眾人士對船運及海洋世界的興趣，並特

別重華南沿岸與附近海域及香港發展為主要港口及航運中心的歷史掌故。本

館亦重點展示多個世紀以來中國、亞洲及西方在船艦建造、海上貿易與海洋探

索，以及海戰方面的主要發展與交流歷史。  
 
1.2 本館由香港的國際航運界發起成立，以履行上述使命。儘管多年來均有意

見建議政府設立一所海事博物館，但政府一直沒有行動。因此，本地國際航運

界採取主動，填補這個缺口。  
 
1.3 香港的過去與航海可說是密不可分，世界上沒有其他地方的人民像香港居

民一樣，與海洋、船舶及港口作業有如此多的密切聯繫。  
 
1.4 然而，由於政府沒有制訂恰當的文化政策，這方面的精彩歷史卻一直受香

港的博物館所忽視，甚或被冷落一旁。  
 
1.5 我們認為，當香港海事博物館於2005年在本地國際航運界的發起下設立

時，香港實早應設有一所海事博物館，這方面的耽延導致香港在迅速發展中，

喪失了不少海事文物，而這些文物或已被毀，或已流失海外。即使在本館成立

後，由於博物館經費不足，本地珍貴的海事文物仍會不斷失去，或被出售到境

外。然而，由於本館能作為與其他海事博物館及中國新設海事博物館聯繫的橋

樑，香港海事博物館若獲得充分扶助，有機會成為中國重要的海事博物館，可

聚焦介紹海外貿易及其對中國本土海事航運的影響。  
 
1.6 本館因此認為，若香港沒有像世界其他同級的港口城市一樣，擁有一所海

事博物館，便不能稱為"亞洲國際都會"。我們相信香港海事博物館具有良好往

績，不但營運符合國際標準，而且是對香港及地區的海事歷史進行有質素研究

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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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場館與地點  
 
2.1 博物館要成功發展，除了要有良好的管治和組織及充足的經費外，還需要

兩項不可缺少的理想要素，就是空間寬敞和布局靈活的場館，以及位於適中的

地點。  
 
2.2 博物館必須有足夠的場館空間，展覽重要的館藏展品。  
 

2.2.1 海事博物館尤其需要寬敞的場館容納大型展品。  
 

2.2.2 香港海事博物館目前兩個展館的總面積為500平方米，每個展館

僅有23米長，10.5米寬，樓底高度約3米。世界其他媲美香港的港口城市的

海事博物館，都不會有這麼細小的展覽空間。  
 

2.2.3 香港海事博物館需要的空間， 少是現有展館的4倍，有這樣的

空間才足以充分展示香港海事的歷史，而更理想的展館， 少是相當於現

有空間10倍的地方。  
 
2.3 博物館的地方除了要夠用作展覽藏品外，還須配合館方的其他需要，包括

設置行政所需的辦公室、圖書館、儲物空間、舉行特別展覽的額外展出空間、

可供出租舉辦節目的空間 (以供增加收入 )、博物館商店、咖啡室，還要在附近

提供日後擴展的地方。 

 
2.4 海事博物館除需要寬敞和能靈活配合的場館，還須位於適中的地點。世界

主要海事博物館大部分都位於或接近歷史名城的港口的中心地點。附件1載有一

份這類博物館的名單。因此，香港海事博物館亦應設於維多利亞港海旁。  
 

2.4.1 該類博物館絕大部分亦獲免費或以象徵式收費提供場館，而且往

往設於文物建築內。  
 
2.5 本館曾向政府產業署建議，把天星碼頭的8號碼頭空置的地方批予香港海事

博物館。有關地方總面積約有2 400平方米，約是本館現有展館、辦公室及商店

面積的4.5倍。整項建議詳載於附件2，有關內容包括：  
  

2.5.1 批准香港海事博物館把8號碼頭的空置地方改建作博物館用途，

並以無條件資助方式或按長期租約提供有關地方。本館建議租約為期50
年。  
 
2.5.2 本館亦已建議上述地方若不能以無條件資助方式提供，便以免租

方式或象徵式租金租予本館。  
 
2.5.3 為與其他政府博物館看齊，本館亦建議上述地方免繳差餉，或按

與商業樓宇不同的標準評估應課差餉租值。  
 
2.5.4 本館亦希望日後8號碼頭的地方不敷應用時，政府會樂意接受本

館申請使用鄰近地方進行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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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本館相信，把香港海事博物館整合進中區海旁發展計劃內，可賦予該計劃

一個規劃大綱中沒有的文化設施，而這設施不但便於前往，為人樂見，更與海

港有密切關係。  
 

2.6.1 坐落於新地點的香港海事博物館，亦可成為中區海旁發展項目西

端的焦點，使中區渡輪碼頭及海旁地區更具吸引力。  
 

2.6.2 中區海旁尚需數年才會發展完成，若香港海事博物館能在現有場

館的租約於2010年8月底終結時或之前遷至8號碼頭，亦能有助令市民大眾

對海旁發展計劃更添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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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問題  
 
3.1 香港海事博物館面對的迫切問題有兩項：  
 

 長遠經營前景，這方面需要：  
 

 面積較大的永久場館，設於有經營條件的地點，並有可供擴展

的空間；  
 

 為場館添置設備及進行改建提供非經常撥款資助；  
 

 為博物館提供應付長期收支不平衡問題的財政資助；及  
 

 一旦不再有營運下去的條件時，本館關閉的時間表。  
 
3.2 這兩項問題關係密切。若本館未能找到解決第一項問題的方法，第二項問

題便會即時開始產生影響。因為沒有明朗的前景，員工士氣會大為低落，他們

會隨之辭職，而且本館會無法聘請到人手接替。本館欠缺永久場館和穩健財政

基礎的時間越久，缺乏明朗前景便猶如慢性毒藥， 終會令本館可能關閉。  
 
3.3 因此，香港海事博物館要決定何時結束營運，便取決於兩點：  
 

 香港海事博物館基金會 (下稱 "博物館基金會 ")對是否有經費的關

注；及  
 

 香港海事博物館有限公司 (下稱"博物館有限公司")對租用本館現有

臨時場館的決定。  
 
 
3.4 經費  
 

3.4.1 香港海事博物館儘管位置較為偏遠，而且場館未如理想，但仍能從

其營運收入中收回成本20%至25%的經費，達至國際的有關標準。但本館

每年仍虧損約港幣350萬元。本館曾進行兩輪成功的籌募經費活動，所得

款項用於建設場館及添置設備，並可容許本館以現有規模營運至2012年年

底。  
 
3.4.2 本地國際航運界是本館主要的贊助者，但他們基於業務經營所需，

亦要慎用資源，而且若有博物館顯然未得到政府資助，有意贊助的人士亦

很難相信該博物館的營運能力和是否可靠。因此，本館不能期望在未來5至
7年再進行大型籌募經費活動，而沒有政府支持，本地國際航運界亦極可能

認為沒有理由再提供贊助。  
 
3.4.3 有鑒於此，博物館基金會上次在2007年12月10日舉行會議時，宣布

若再無其他額外扶助，博物館基金會認為該基金會只能繼續資助本館，直

至2011年12月31日。博物館有限公司董事局屆時如無法向博物館基金會保

證已覓得未來出路，董事局便會立即指示結束博物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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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上文提到本館可營運至2012年年底，則理論上2011年12月31日
的期限會讓本館有6個月時間處理館藏，另有6個月時間按照租約條款整理

場館，以備交還業主。但基於場館與員工士氣兩項因素，本館實際可以經

營的時間會短得多。 

 
 
3.5 場館與員工  
 

3.5.1 博物館有限公司董事局的研究重點，是本館至2011年12月31日及其

後12個月是否仍能經營，而其中一項關鍵問題，是能否確保本館獲提供場

館。  
 
3.5.2 本館現有位於美利樓的場館將於2010年8月31日租約期滿，除非獲延

長租約，否則便須騰空場館交還業主，並無寬限期。整修場館以交還業主

需時3至6個月，而由於要拆除展館家具陳設，本館可能 遲在2010年5月
便要停止業務。   
 
3.5.3 博物館有限公司董事局因此面對兩個關鍵問題，就是應否續租，以

及業主(領匯管理有限公司)是否願意繼續租出場館及條款為何。  
 
3.5.4 博物館有限公司董事局認為，除非博物館與藏品獲保證有明確未來
前景，否則繼續租用美利樓並無意義。若無明確前景， 佳做法會是至

2010年8月31日時，另覓地方儲存本館藏品，並削減人手，只保留保養館

藏所需的少數高級人員，直至2011年12月31日博物館基金會指示結束博物

館為止。  
 
3.5.5 搬移館藏及整修展館以交還業主，至多需時6個月，因此在租約期滿

多12個月前，便須決定續租與否。若無法確保有營運前景，博物館有限

公司董事局在2009年5月時，便須決定在博物館基金會2009年6月的會議

上，向基金會建議不再續租。屆時閉館過程便會展開。  
 
3.5.6 領匯管理有限公司亦可能認為基於股東利益，決定不與香港海事博

物館續訂租約。  
 

3.5.7 故此，到了 2009年年中，除非香港海事博物館有明確而具體的前

景，否則屆時很可能要展開閉館工作。  
 
 

3.6 時間表  
 
簡單來說，若到了2009年春季，仍未能就新的永久館址、經費來源及營運模式

作出決定，便會出現下表所述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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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行動 

2009年5月  
博物館有限公司董事局決定向博物館基金會建議不再續

租美利樓場館，至2010年8月31日時，把藏品儲存起來

及保留骨幹人員  

2009年6月  
博物館基金會舉行會議，通過博物館有限公司的決定  
⎯⎯  對員工士氣及博物館的實際營運條件造成重大打擊

2009年秋季  博物館有限公司另覓地方臨時存放館藏  

2010年3月  按照合約，須對骨幹人員以外的其他專業人員發出解聘

通知的 後日期  
2010年4月  博物館商店停止營業  

2010年5月  博物館有限公司大部分職員離職，關閉博物館，把館藏

移至其他地方臨時存放  
2010年6月至8月  整修美利樓場館，使之恢復原狀  
2010 年 8 月 31 日 至

2011年12月31日  
香港海事博物館處於"休止狀態"，理論上若獲提供永久

館址，可以恢復經營  
2011年12月31日  博物館基金會作出指示，結束博物館有限公司及處理藏品

2012 年 1 月 1 日 至

2012年6月30日  把藏品交還損贈者／借出者、移交其他地方或出售  

約在2012年6月30日  博物館有限公司完成結束程序，遣散所有職員  
2012年6月30日之後  博物館基金會解散  

香港海事博物館結束時間表  
 
 
3.7 博物館有限公司 遲須在2009年5月，即18個月內知悉博物館是否有肯定

的前景。若在18個月內，政府明示或暗示香港的海事歷史對公眾無大意義，不

值得提供具體扶助，本館的未來命運便會如此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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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規管架構  
 
4.1 本館認同需要一個設計妥善，並 好由博物館界自行管理的規管架構。  
 
4.2 香港目前並無這樣的規管架構，只有一些就政府博物館訂立的相關法例。  
 
4.3 本館認為香港應訂立涵蓋政府博物館與獨立博物館的有效博物館政策。  
 
4.4 為此，本館曾向博物館委員會提交建議，述明本館認為應如何修改香港現

有的體制模式，照顧博物館及文物界 (不論屬於政府還是獨立機構 )的需要，以

及配合制訂有效的博物館及文物政策，並對有關政策作出檢討。  
 
4.5 本館建議的模式參考了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架構，並載於本意見書的附

件3。本館認為，設立該架構可作為一個平台，討論和處理以下事項：  
 

 決定香港適宜有哪些博物館類型"組合"，以及政府文化政策的策略

目標；  
 

 為香港的博物館界制訂國際認可和協調的規管架構，包括訂出 低

營運標準的全港性認可制度；  
 

 為本港獲認可的博物館分配公帑撥款；及  
 

 把博物館服務單位集中化。  
 
4.6 本館完全贊同上述認可制度，但亦強烈認為：  
 

 有關制度不應只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下稱"康文署")或民政事務局制

訂和管理；  
 

 有關制度應一視同仁地適用於全港所有博物館，包括政府博物館和獨

立博物館；  
 

 有關制度應訂出博物館獲得認可的 低標準；及  
 

 認可制度不可被政府用作官僚操控的工具。  
 
4.7 本館亦認同政府須在任何博物館政策中，清楚闡明獨立博物館可接受及不

可接受的法定管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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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費  
 
5.1 從上文可見，經費是香港海事博物館未來前景的關鍵所在。  
 
5.2 應民政事務局之請，本館 近曾就國際上海事博物館的經費問題提交文

件。有關文件略經擴充的版本，載於本意見書附件4。  
 
5.3 香港海事博物館目前的營運開支，每年約為450萬元，當中約有100萬元從

總收入中收回，赤字為350萬元。相對之下，17所政府博物館每年的財政預算合

共有2億9,174萬7,000元，即每所博物館約為1,720萬元。  
 
 

博物館  2006-2007年度

收入淨額(元) 
2006-2007年度

開支淨額(元) 
收入相對於開支

的百分比(%) 
香港歷史博物館(及分館) 2,776,000 61,246,000 4.5 
香港藝術館  5,794,389 66,853,548 8.7 
香港海防博物館  690,000 13,983,000 4.9 
香港文化博物館(及分館) 2,243,000 75,768,000 3.0 
茶具文物館  790,662 7,649,962 10.3 
香港科學館  5,025,000 63,720,000 7.9 
香港太空館  9,728,000 36,831,000 26.4 
香港電影資料館  590,812 35,829,397 1.6 
 平均數  3,454,733 45,235,113 7.6 
    
香港海事博物館  977,000 4,470,000 21.9 

康文署轄下的8所博物館與香港海事博物館的收支比較  
 
 
5.4 香港海事博物館與大部分其他博物館一樣，不能把門票價格訂定於符合經

濟效益的水平。  
 
5.5 本館職員的薪酬和生產力水平，與政府博物館比起來亦不相稱。薪酬佔本

館總支出略多於50%。但與康文署轄下博物館相比，本館職員的薪酬只佔該署

同等職級人員薪酬的55.5%至70%。  
 
5.6 總而言之，附件4提出兩點：  
 

5.6.1 香港海事博物館需獲提供非經常撥款資助，以供獲取新場館及把場

館改建作博物館用途。正如該附件所示，世界各主要海事博物館均獲當地

政府提供這類資助。  
 
5.6.2 香港海事博物館需要持續獲得資助，以彌補經營開支與營運收入

之間必然出現的差額。  
 
5.7 本館確信，在8號碼頭設立更大的新香港海事博物館，可大大改善本館現時

的表現業績。本館預期，隨着參觀人數增加 (預計將為現時每年約5 000人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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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加上有較大的商店、博物館咖啡室，以及可供舉行特別展覽及出租的展覽

地方，即使營運成本增加，本館仍將能收回超過成本30%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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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要用詞  
 
6.1 在本文及附件中有一些主要用詞反複出現。但須強調的是，這些用詞與政

府在有關博物館的討論與文件中常見的用詞不同，因此要闡明這些主要用詞的

涵義。  
 
6.2 本館對下列主要用詞有如下的定義：  
 
博物館  一個非牟利、向公眾開放、為社會和社會發展服務的常設機構。

為了研究、教育及消閒的目的，蒐集、保存、研究、展示及提供

藏品和傳播相關知識，藏品可來自自然界或人類的文化遺產，並

由博物館以信託人身份代社會保管。 
 
政府博物館  一所符合上述定義的博物館，並由政府提供經費，職員亦為公

務員，而且是作為一個政府部門來營運(例如任何康文署轄下

的博物館)。  
 
獨立博物館  一所符合上述定義的博物館，並由慈善信託、慈善信託擁有的

擔保有限公司或有限法律責任公司、註冊社團或類似的法律實體

獨立經營，而且經由非政府渠道獲取其部分或全部經費(例如香

港海事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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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結論  
 
7.1 本館管理層確信，現在是香港填補博物館界中一個重大缺口的時候。世界

其他同級的港口城市均設有海事博物館。  
 
7.2 香港一直躋身全球十大商業港口之列。開埠百多年以來，香港擁有悠久的

海事歷史和傳統。  
 
7.3 香港是港口城市，市民生活與海洋息息相關。  
 
7.4 政府在過去15至20年間頻頻設立博物館，但忽略了本地海事歷史。在2005
年，本地國際航運界創設一所獨立博物館，以搶救和修復本港的海事文物。  
 
7.5 本館認為，現在政府應當對本地國際航運界的創舉作出回應。香港應有一

所設於適當地點的海事博物館，配合其"亞洲國際都會"的地位。  
 
 
 
 
 
香港海事博物館  
2008年1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