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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工作經理協會  
對「加強文化藝術軟件及培育人才的措施」的意見  

 
感謝民政事務委員會邀請「文化工作經理協會」就民政事務局於 2007

年 11 月提交的【加強文化藝術軟件及培育人才的措施】文件 (下稱文件 )表達

意見。文化工作經理協會認為，文件中提及的「文化藝術軟件」策略，非常

粗疏，亦欠缺全面和長遠發展的考慮，更遑論要回應西九計劃的願景和目

標。本會對文件內各項建議詳細回應如下：  
 
 
回應「全面人力供求調查」：  
分工定位，避而不談  
 

首先，文件既然要談「文化藝術軟件」，又豈可不談未來西九龍文娛藝

術區和康文署的角色、定位和分工？文件內避談有關問題，究竟是刻意避

談，抑或當局認為各有各做便可，毋需要談？到底西九和康文署現有的文化

服務，在未來的文化發展之中，彼此的關係和分工怎樣？兩者要相輔相承、

各司其職？由西九負責全港性的精緻藝術，作對外的「展示櫥窗」，而康文

署則主力推動深入基層和社區藝術發展？抑或兩者要互相競爭？難道在當

局心目中，只需要將大量資源注入西九，便可以將香港升格為文化都會，而

向各地區團體、小型藝團、小眾藝術、社區、基層人士等等提供的文化服務

就可以棄之不顧？  
 

由此引伸，我們不禁質疑，在避談西九和康文署在全港整體文化發展中

如何定位的情況下，文件所提及的「人力供求調查」，將以甚麼為調查基礎，

去統計藝術人才的需求和供應之間的落差？在此，我們強烈希望當局認真思

考西九和康文署在未來文化發展中擔當的角色，再建基於有關的定位去進行

人力需求的評估，才能令有關的評估有實質意義和作用。  
 
其實西九文娛藝術區的計劃，早已在一九九八年施政報告中提出，拖到

十年後的今日才進行人力需求調查，其實已錯過了二零零一年人口普查時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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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進行藝術普查的時機，如今只是「遲到好過冇到」而已。本會曾經做了一

些資料搜集，發現例如澳洲以至國內等地的文化藝術普查，必定建基於兩個

核心問題： 1)市民如何分配及運用餘暇時間，以及 2)市民的文化消費分佈；

這兩個項目正是直接影響文化藝術活動需求的最重要因素。所以，我們希望

當局將進行的調查，並非簡化地只根據西九新場地的總座位數目、每年上演

多少場節目、需要觀眾人數多少等來計算人才需求，因為這種以「供應」為

主導的調查並不能反映真實的需求，從「需求」的研究出發，得出的數據才

有實質意義和作用。  
 
 

回應「增加對藝團、藝發局、演藝學院的撥款及資助」：  
金錢掛帥，分配失衡  
 

本會並不反對當局對藝團、藝發局和演藝學院增加撥款，但是，我們認

為有關的建議過於金錢掛帥，而且資源過於集中在表演藝術之上。  
 

首先，當局在文件中表示希望藉著增加撥款來改善藝團的人才流失情

況，但本會認為，增加撥款，以加薪來挽留員工只是一時之策，長遠而言，

真正的「軟件政策」，不應只著眼撥款，當局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制定策略

去鼓勵商界、民間為藝團及藝文活動提供更多資助和贊助，一方面培養藝團

的自理能力，另一方面為文化藝術界締造良好的就業環境，才能讓藝術家、

藝術行政人員和技術人才願意留在行內發展，而不是庫房「水浸」時就慷慨

地「大開水喉」，財政緊絀時則要各團體自我打救。  
 

有趣的是，當局如此關心藝團的人才流失問題，但是對於政府內部的藝

術行政人員經驗斷層和人才流失問題卻是視而不見！在過去兩年，文化工作

經理職系的整體流失率為 18%，當中副經理級的流失率更高達 26%；而其他

專業文化職系如博物館館長、駐場舞台監督等的流失亦非常嚴重。但文件中

完全未有提及政府內部任何挽留藝術行政及技術人才的措施，亦未有提及現

職員工的培訓策略！這難免令人質疑，政府是不是認為主要藝團的人才流失

需要被關注，但為廣大市民提供文化服務，在政府內工作的藝術行政人員，

則不需要加強專業培訓，而其流失亦不需被重視？是否大灑金錢，只需處理

好西九這個文化櫥窗便可促使文化藝術有長足發展？而西九以外的，深入基

層和社區的文化藝術發展就無關重要了？   
 

另一方面，有關的撥款建議，資源過於集中在表演藝術；文化藝術並不

只有表演藝術，對於如何扶植視覺藝術、電影、文學，以及藝術評論、本地

藝術歷史研究、文獻整存等等，文件內只有在增加藝發局撥款的一段內稍有

提及，實有欠全面。此外，對於現時康文署轄下的文化服務、香港藝術中心、

各大專院校的藝術、音樂及與創意工業有關的學系等等，又是否會獲得增撥

資源或其他支援？文件中亦沒有提及，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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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支援藝團參加場地伙伴計劃」：  
操之過急，收效成疑  

 
當局在文件中表示，透過「場地伙伴計劃」可更靈活地運用場地，從而

促進表演藝術發展。說來好聽，但事實上，不論是職系同事和藝團，都已不

止一次在媒體上表示對計劃的成效存疑。首先，現時大部份康文署轄下演藝

場地的使用率已近飽和，不同規模和界別的團體對演藝場地需求日增，現時

於康文署演藝場地工作的同事在協調各方的申請要求時，已遇到極大困難；

最初「表演藝術委員會」本只建議推出三個全港性演藝場地試行伙伴計劃，

但後來當局卻在未有充份諮詢地區人士的情形下，妄顧各界人士對場地的需

求，將納入計劃的場地增加至十一個，當中亦包括地區性的場地，完全沒有

照顧主要藝團、中小型藝團和地區團體之間的生態平衡，更無助於推動地區

文化藝術的發展。多年來，我們一直建議政府加強地區文化藝術發展的工

作，一方面以地區為本，提升市民對文化藝術的興趣，同時亦可透過藝術活

動，為社區加強凝聚力；可是「場地伙伴計劃」卻大大削減了地區團體和中

小型藝團使用場地的機會，正正與推動地區藝術發展的需要背道而馳。而在

人力資源上未有適當配合，亦未有執行細節的情形下，我們非常擔憂場地管

理人員如何能為未來的伙伴提供足夠支援，並同時兼顧其他社區團體及租用

人的需要。  
 
 
回應「探索社區內新的藝術空間及另類藝術空間」：  
舊調重彈，策略欠奉  

 
由於現時康文署轄下不少演藝場地的使用率已達飽和，政府在新場地、

人手及財政俱沒有增撥的情況下，單靠開拓學校為新的藝術空間，亦未能應

付社會各界對演藝場地日增的需求。本會早於 2005 年會見「表演藝術委員

會」，表達對諮詢文件的意見時，已曾指出現時本港有很多附於各社區會堂、

社區中心、青少年中心等的禮堂及演講室、活動室等設施，由於設備未達專

業水平，亦欠缺統一及系統化的租務政策、宣傳及行政支援，令此等設施未

被充份使用。我們當時已建議政府應調撥資源將設施完善化，例如改善舞台

燈光及音響系統、投影設備等等。可惜迄今事隔已兩年多，仍然未見進展，

如今文件中有關開拓學校作藝術空間的建議，亦只不過是舊調重彈，但仍未

見有提出整合及改善此等場地設施的方案，或其他增加地區性演藝場地的建

議，那又如何能回應各界對表演場地與日俱增的需求？  
 
除了學校以外，其實仍有其他可以拓展的藝術空間：例如從前的北角油

街，現時的富德樓和伙炭的工業大廈藝術空間等，皆是已發展至漸有成熟網

絡，並且有持續發展潛質的藝術空間。政府可有從這些民間自行發展的藝術

空間中得到啟示？又有否思考過如何給他們提供更多支援？例如，透過差餉

或地稅優惠，鼓勵業主以合理的價錢將空置單位出租予藝術工作者作工作

室，又或租用予表演藝術團體作排練室、辦公室、製景工場和貯物倉，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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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有助藝團和藝術工作者繼續發展？  
 
此外，未知是否因為古物古蹟的事宜已撥歸為發展局的管理項目，所以

文件在提及開拓另類藝術空間的時候，就如何透過文化藝術活動來活化古蹟

及舊建築等隻字不提；政府這種「各局自掃門前雪」的管理文化，叫人不禁

質疑政府對於推動整體文化發展的眼界和誠意！  
 

 
回應「中期至較長期措施」：  
跨界推動，方為上策  

 
當局在提及中期至長期的軟件政策時，仍然不願意提及最核心的宏觀文

化政策問題，又何以是長遠之計？欠缺大政策帶動，各個政策局各有各做又

各自制肘，無法彼此配合，實難以持續地有效發展。再者，軟件政策，不應

該只單單著眼在撥款和行政操作的檢討，其他軟件政策還可以包括：  
 

．透過差餉優惠鼓勵業主出租物業予藝術工作者；  
．透過稅務優惠鼓勵捐款；  
．透過配對資助鼓勵商界及民間參予；  
．優化知識產權及版權法例，進一步保障藝術工作者的權益；  
．研究透個藝術授權  (Art Licensing)，推動藝術創作商機以及創意產業

發展；  
．優化廣播政策，開放公眾頻道，在商營廣播機構續牌時加入更多發放

文化藝術資訊的要求；  
．因應古蹟在建築結構上的局限，修訂或彈性處理一些活動牌照和食肆

牌照的有關法例，讓活化古蹟的時候不會因為要配合牌照的建築結構

規定，最後反因改建過度而失去成為古蹟的資格  
 

上述所列仍只乃冰山一角。長遠的文化藝術軟件，確實仍有許多可探索

和思考的空間。只是，其所涉範疇之廣，所涉界別之闊，又是否已令當局卻

步呢？  
 
 

文化工作經理協會  
二零零八年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