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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博物館行業的前景和人力資源的需求 

香港藝術發展局的期刊《藝萃》今期(03/2008 vol.2)的專輯，正是以《西九軟著

陸：藝術行政人員成關鍵》為題，探討香港目前文化藝術行政人員的數量及分佈，

並預警未來業界人力資源，可能出現供應困難。 

據文中羅列的數據指，當西九文化區第一期核心藝術文化設施落成後(2014-15 年

間)，可直接增加 3,740 個職位，其中 820 個為核心藝術文化設施的管理及營運職

位。而 2007 年本港全職藝術行政人員的數目則約為 876 人，即未來需要比現時

多近 1 倍的專業人員以應新增職位的需求。 

當中又預估西九文化區內的博物館設施 M+將開設的藝術行政人員職位數目約為

400 人，而現職於康文署文物及博物館事務科之行政人員數目約為 257 人。從表

面數字而論，即未來需要比現時多近 1.6 倍的專業人員需求。 

若再精確一點，未來的 M+ 若專注 20 至 21 世紀廣義的視覺文化，並以四個大組

別，即設計、活動影像、流行文化，以及視覺藝術(包括水墨藝術)作為主題。則

現職康文署具相關工作範疇經驗及專業之行政人員數目，實只有 100-120 人左

右。若以此計算，則未來需要比現時多近 4 倍的專業人員需求。 

由此觀之，人力資源的培養，實在是刻不容緩。因此，本會促請政府盡快展開「全

港文化藝術人才需求研究」，為未來的人力資源需求，訂出明確的發展方向，並

透過政策及調撥資源，鼓勵教育機構培訓切合需要的人才。 
 
 
2.  康文署轄下的公共博物館人力資源發展停滯及斷層問題 
 
本會認為，做成未來業界人力資源供應困難的遠因是政府過去對文化產業的忽

視，缺乏對人力資源的長遠規劃；近因是過去十年公共博物館人力資源增長停滯。 
市政局年代，是香港文博事業高速發展的時代，回歸後成立的臨時市政局，仍在

其五年計劃中，表現出致力發展公共博物館的宏願。然而，政府最終決定殺局，

並承諾「新成立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務求令各項安排，都更切合市民的需

要，從而建立新的服務文化。」 
 
可是，康文署接管公共博物館以來，其人手組織基本仍維持在前兩個市政局年代

的編制。如 1990 年開館的科學館、1992 年啟用新館香港藝術館，仍維持在原有

的人手編制。康文署自 2000 年以來，便以進行博物館檢討報告為由，至今仍拒

絕員方增加編制的要求，及至 2003 年政府宣佈暫停招聘公務員，使公共博物館

人力資源問題的嚴重性進一步加深。 
 



康文署管轄香港主要的公共博物館，理應致力本港文博事業，為業界培養人才，

擴大服務範疇。但現時康文署轄下公共博物館人力資源增長停滯的情況，不單對

未來業界人力資源的供應沒有幫助，更隨著資深人員的退休及離職，使業界流失

人才。而新聘的從業員，則為非公務員合約人員，在沒有晉升及接受專業培訓的

情況下，新血流失嚴重，使文博事業的承傳出現斷層。 
 
如果以現時康文署的人手編制作為預計未來人力資源的基數，恐怕會出現較大的

落差。當西九文化區內的博物館設施，將有可能從現職的人力資源中吸納人才，

不管屆時以何種基制處理現存博物館，對原有的博物館的人力資源亦將構成壓

力。因此，本會促請當局馬上恢復人手招聘，並按實際需要增加康文署公共博物

館的人手編制，以保持文博事業的健康發展，並應付即將來臨的更多服務提供的

要求，及現存博物館與西九文化區內的博物館設施的整合調配工作。 
 
 
3.  現存的博物館應如何配合未來人力資源需求 

現時香港中文大學、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香港藝術中心的藝術學院，均已開

辦文化藝術管理的課程，為未來的業界提供新血。雖然，學術條件上已漸能達至

應有的專業水平，但博物館行業更講求實踐。而現存的博物館其實提供了最佳的

訓練場，如提供見習、實習，甚至學藝員的制度。但現時公共博物館接近或已經

飽和的工作量及人力資源緊拙的情況下，實難有效發揮其提供實務訓練的功能。 

由於現時具博物館經驗的人員主要集中在公營博物館，因此，坊間便流行着一種

想法，就是把這時的公營博物館「公司化」，使原為公務員隊伍的博物館人員流

入市場，加大供應人力市場上的未來需求。更有認為政府應全盤放棄現時所管轄

的文化設施及人手，交給商業市場營運。這是極度危險的做法。現時所有先進地

區，都是公營與民營設施相互並存，以達至多元發展與互補不足。使人力資源的

培養和流動，都得以穩定。 

因此，本會亦建議當局加強資助民間團體(如各種藝術空間)，尤其在行政費用及

聘用專業人員的開支方面。使他們有能力建立有系統，具延續性的行政體系，並

能吸引有經驗的本地及海外專業人員，同時培訓新血。 

亦有報導引述一些人對未來人力資源方面的預計時，往往只強調香港缺乏「策展」

專才，博物館業務多元而專業化，絕不可能只單靠策展專才，這是對人力資源預

計的嚴重傾斜。而且文化軟件配套，不能只集中在文化或藝術管理方面的人才，

更不可能只重視所謂「策展」的人才，應當全盤考量各種相關的人力資源問題。 
 
 



4.  文化政策亦是文化藝術軟件 
 
西九不能只有建築硬件，香港的整體文化藝術發展亦不能沒有軟件的配合，除人

力資源外，文化政策(附件一)亦是文化藝術軟件。本會期盼不久將來香港能有一套

清晰、具認受性的文化政策，然而，文化政策不一定只由政府制定。 
 
過去，由文化界提出的，又或它們促請政府制定的政策，其實多是關乎文化中「狹

義」的藝術部分。這種既定的思維，不單普遍存在於政府和民眾中，就是文化界

裡面，亦有許多人抱持這種觀念。 
 

當然，文化界不可能代表所有範疇提出廣義的文化政策，全面的文化政策應由政

府來總其成，不過，文化界(或其他不同界別、階層)亦應提出其對整體文化的願

景，並就其狹義範疇提出的文化願景作出規劃建議。由狹義文化範疇的規劃工作

和其成果，帶向廣義的文化範疇。 
 
不必諱言，政府制定的文化政策，很大程度就是透過宏闊而深入生活的各式各樣

措施，改變和塑造民眾的思維與行為。故此，在民主社會，民眾參與制定文化政

策，亦是大勢所趨。 
 
過去，政府對文化政策的研究工作固然乏善可陳，但民間的研究亦寥寥可數，其

實，而現時雖有較大的聲音爭取文化藝術軟件的建設，然多集中在文化藝術生產

者、管理者兩方面，一如過往，他們只能在狹義範疇內的議題提供意見，對宏觀

的文化政策，卻未必有足夠的掌握。因此，加強文化政策(及法規)的研究工作，

如透過民政事務局或藝發局撥款資助或委約大學、民間機構及至個別學者，進行

長期及定期的文化政策的研究；培養文化政策的研究人員，亦是建設文化藝術軟

件的重要環節。 
 
政黨或政治團體方面，亦應為參與制定文化政策及為社會日益重視的文化議題討

論，作好準備。政黨政治的成熟是民主社會的一個指標，而政黨所提出的文化政

策，可說是文化政策上層建築的關鍵，其對整個文化生態亦應具有舉足輕重的影

響力，如 1980 年代英國保守黨的文化政策對英倫乃至歐陸的文化生態帶來的改

變和 1990 年代澳洲工黨的文化政策對澳洲乃至太平洋地區的文化生態的影響，

堪為借鏡。因此，政黨或政治團體建立自己的文化智囊及培訓年青團隊對文化政

策的識力，實在亦是刻不容緩。西九所引發的社會廣泛關注，正好預示著在未來

從中央政策到地區層面事務上，文化政策及文化議題的討論將日趨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