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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對 

加強文化藝術軟件及培育人才的措施的意見 
 

 
政府當局所提的香港文化政策，指的是文化藝術政策1。五十年代以至回歸前的

政府傾向將文化藝術理解成為一種閒娛活動，是以精致藝術為主要對象的公共文

化管理措施，而非因為文化而孕育出來的政策，引致早期的香港文化藝術政策零

散地存在於不同政府部門及公共政策當中。 
 
1999 年，西九龍文化區計劃開始在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及規劃地政及工程事

務委員會開始被討論，但當時政府當局仍未就香港文化政策提出清晰的發展方

向，因此，西九龍文化區並不是就香港文化政策藍圖的發展作為基礎而產生出來

的文化項目。  
 
現因應西九龍文化區計劃的願景，政府當局將推出加強本港文化軟件和人才發展

所作的措施所作的回應︰ 
 
政府當局加強文化藝術軟件及培育人才的措施︰即時及短期措施 
1. 有關全面人力供求調查 
因應西九龍文化區設施的落成，當局將會進行一個全面人力供求的調查，評估藝

術工作者﹑藝術行政及管理人員﹑策展人及其他有關者的供求情況，以確定人才

培訓所需要的資助及配套措施。西九作為文化性地標，人力需求固然重要，香港

亦長期缺乏相關的藝術專業人才；因此，當局需考慮在人力供求的調查結果的基

礎上，制訂長期的藝術人才培養計畫，其中可能涉及制度的改革，例如提升知識

產權的保護，及如何與大學協作，加強人文及藝術科系的發展，為培訓本港的文

化藝術人才作出更大的貢獻。 
 
除藝術相關人力供求的調查外，當局亦有需要為本港的藝術觀眾人口進行調查，

以便日後採取不同的設施﹑獎勵或補助制度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口，尤其是吸

引年輕的藝術欣賞者。1992 年底，文康科曾委託市場調查公司了解公眾對香港

表演藝術的意見，雖然事隔多年，但當時的調查結果仍有一定參考價值2；因此，

                                                 
1 2003 年文化委員會報告對香港文化政策的共識為︰「以宏觀角度確立香港的文化定位，用較

廣闊的視野研究如何推動文化發展；但在探討具體的資源調配政策時，集中關注一般所指的『文

化藝術』活動範疇。而在探討文化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時，也兼採『文治教化』，即對知識﹑精神

收養及美感的栽培的含義。」 
2 「調查結果顯示，觀看演藝節目的人多數在他們的學校有藝術欣賞機會，但他們期望政府更詳



當局可進行相關的調查，了解公眾對文化藝術的意見，一方面可以了解公眾對藝

術的定義，是高雅文化還是通俗文化，抑或兩者的結合；另一方面，調查可以協

助理解不同渠道(例如︰公共廣播﹑學校教育等)向公眾推廣文化藝術的成效。 
 
2. 有關增加對藝團的資助 
政府當局每年為 10 個主要的專業演藝團體提供資助，並就現有的資助及評核機

制進行檢討，訂立一套更有效評估藝團管理及發展的準則。當局在釐訂新的資助

評估準則時，應盡量協助已成熟的專業演藝團體逐步獨立發展，並騰出資源培育

年青新進的演藝團體；同時，現時獲得資助的多屬表演藝術團體，當局應擴闊可

獲資助的藝術形式，增加資助較少得到市場支持的藝術表演形式，令香港的文化

藝術發展趨向多元化。 
 
除了資助運作開支以外，當局亦可考慮提供更多場地及平台予藝團作表演或日常

運作︰大型表演場地當然需求甚殷，但亦建議當局利用空置的大廈或場地予獨立

藝術工作者或小型藝團作為工作或表演平台︰如石硤尾創意藝術中心及沙田伙

炭藝術工作室都是培養本土創作土壤的例子。 
 
3. 有關增加對藝發局的資助 
藝發局專責策劃、推廣及支持本港藝術，以及藝術教育、藝術評論及藝術行政的

發展。轄下的藝術資助及主導性計劃的對象為年青及新進的藝術工作者，以及中

小型藝團。但相比康文署，藝發局所得的資源並不充裕3，可資助的藝術計劃有

限，而且與主要資助的專業演藝團體一樣多集中於表演藝術。 
 
當局增加對藝發局的資助固然值得歡迎，但建議當局在資助藝術計劃的形式上應

該多元化；同時除藝術研究外，當局亦應考慮資助文化及歷史研究，以擴大整體

文化藝術生態的發展。 
 
4. 有關增加對香港演藝學院的撥款 
香港演藝學院是本港培訓表演藝術﹑影視製作及舞台科藝人才的重地；而為配合

西九文化區，政府將在 2008/09 學年進行院校檢討，重新確立演藝學院的角色及

發展方向。但由於各間大專院校擔當的角色不盡相同，政府亦應與院校共同協

作，研究人文及藝術學科的發展，例如香港教育學院的視覺藝術課程的定位會否

與其他院校提供的課程有所不同，長遠為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提供不同的專業人

才。 
 
                                                                                                                                            
細和專業地介紹藝術節目，電視台也要多些廣播藝術資訊。不觀看演藝節目的人則抱怨學校的藝

術教育不普及，節目沒有本地色彩，產生不了共鳴感，令他們對高雅文化望而卻步。」《香港文

化藝術政策回顧》香港藝術發展局研究部，2000 年 7 月 15 日。 
32007/08 年度康文署的經常性開支預算約 19 億，藝發局的經常性開支預算約 7 千萬元 



同時，為配合西九龍文化區落成後對藝術行政人才的需求，我們建議當局設立獎

學金，讓有志於文化藝術方面發展的人士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

程，為本港培育這方面的人才。 
 
5. 支援藝團參加場地伙伴計劃 
康文署推行的場地伙伴計劃集中協助表演藝術在其轄下的場地舉辦不同的表演

及活動，以建立場地的個別特色及促進表演藝術的發展。當局應加強提供各種的

支援，尤其可在拓展觀眾層面方面的協助藝團，不單可以豐富場地的藝術特色，

不同的藝術表演形式可互相交流，更可協助演藝團體逐步發展，使表演藝術漸漸

得到市場支持。 
 
6. 加強藝術教育﹑節目推廣及拓展觀眾，以及檢討現時康文署轄下場地的租用

安排及探索社區內新的藝術空間及另類藝術空間 
藝術教育對發展本港的文化軟件來說十分重要。但是，在本港的教育制度內，人

文素質修養及藝術所佔的比例並不多，對培養藝術欣賞人口有一定的障礙。因

此，藝術教育的發展亦需要仔細研究，以策展香港年輕一代的人文素質﹑藝術涵

養以及創意活力。 
 
當局推廣藝術工作，必須投放資源予文化場館與藝術機構，結合過往在學校和社

區推廣藝術教育的經驗，例如「學校藝術培訓計劃」﹑「藝術家駐場計劃」、「社區

文化大使計劃」，向更多市民及學校推廣藝術活動，以培養公眾對藝術的興趣及

欣賞能力。 
 
另外，建議政府開放社區內各類的公共空間，以增加社區藝術平台，例如現時有

不少藝術工作者選擇在西洋菜南街或尖沙咀文化中心外進行不同的藝術表演，政

府可考慮容許藝術工作者或街頭表演者在人流較多的地區進行不同的演出，以鼓

勵藝術工作者用不同方式將藝術融入社區。 
 
中期至較長期措施 
當局將會進行不同的研究，例如文化交流政策及效益等，但即使當局已有一個清

晰的政策方針，還是需要仔細分析香港文化藝術的光譜，及制訂一個宏觀的文化

藝術發展藍圖。除了西九文化區的建立之外，一個通盤的計劃將會更有利香港文

化藝術的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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