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 年 2 月 4 日 
立法會「推動本地創意產業發展」動議 

進度報告 
 

目的 
 
 本交件旨在告知各立法會議員，當局自立法會通過上述動

議後所採取的跟進措施。有關動議的全文載於附件。 
 
推動創意產業發展 
 
2. 特區政府取得立法會批准，在本年六月正式成立名為「創

意香港」的專責辦公室，以加強我們對發展創意產業的支援。成立「創

意香港」，令我們可以更有效回應業界的需求，為業界提供更佳的一

站式服務。分屬不同政府部門的資源也獲調配予「創意香港」辦公室，

以取得更佳的協同效應。  
 
3. 我們在諮詢業界及取得立法會的支持後，為推動創意產業

發展制訂了以下七個策略範疇： 
 

(a) 栽培本地創意人才； 

(b) 促進創意企業發展； 

(c) 發展本港的創意產業市場； 

(d) 擴展內地和海外創意產業市場； 

(e) 在本土凝聚創意產業社群； 

(f) 在社會上營造創意氛圍；及 

(g) 支持舉辦大型盛事，將本港發展成為亞洲創意之都。 
 
4. 此外，政府當局亦取得立法會的批准，在本年 6 月成立 3



億港元的「創意智優計劃」，支持創意產業未來 3 年的發展。計劃為

有助本港創意產業發展，以及目標與上述七個策略方向相符的項目提

供財政支援。計劃於本年 6 月正式成立，有 12 個項目已獲批撥款，

所涉及的撥款額約 2 千萬元。  
 
5. 自「創意香港」及「創意智優計劃」成立後，「創意香港」

與本港創意產業的持份者保持緊密合作，聯手籌劃目標與上述策略方

向相符以及最能配合業界需要的項目。這些與業界合作開展的項目包

括廣告及設計界的見習及實習計劃、及支持本港創意產業界參與國際

性比賽，以提升香港在國際創意產業的知名度。我們會繼續與創意產

業界合作，並鼓勵業界申請「創意智優計劃」，推動創意產業發展。 
 
保護知識產權 
 
6. 香港設有完善的版權保護制度，為本港創意產業提供有利

進一步發展的創作環境和空間。在保護版權擁有人利益的同時，我們

亦有一些措施利便合理使用版權作品。現時，《版權條例》已訂立多

項允許作為，包括一些「公平處理版權作品」條款，使法例在保障創

意成果的同時，亦能照顧合理使用版權作品的需要。我們明白，保護

版權與合理使用版權作品兩者之間的平衡，會隨着社會發展而轉變。

我們會不時檢討這方面的法例，並參考國際社會的做法，確保條例下

的允許作為切合時宜。 
 
7. 去年 10 月，有團體把「共享創意」引入香港，以進一步促

進使用版權作品。「共享創意」是一種具彈性的版權授權方式，讓版

權擁有人透過簡單的授權條款，容許別人使用其作品，在本質上與版

權法例並無抵觸。我們歡迎版權擁有人在尊重版權和符合相關法例的

大前提下，透過任何形式的授權(包括「共享創意」)與別人分享其創

意成果。知識產權署已制訂相關參考資料，幫助市民了解本港的版權

制度和使用「共享創意」授權條款時應注意的事項。 
 



培育人才 
 
8. 政府致力培育學生的創意及文化藝術素養，並鼓勵大學擴

展有關文化及創意產業的課程。在基礎教育階段，各中、小學透過 8
個學習領域中的不同學科，幫助學生發展各項共通能力，其中創造力

是優先發展的項目。 
 
9. 在新高中課程當中，學校會透過不同的學習領域/科目，繼

續加強培養學生的創造力，並提供多元化的途徑及其它學習經歷，讓

學生學習文化藝術，例如，學生會在高中 3 年持續參與「藝術發展」

的活動，也可以透過選修音樂科、視覺藝術科和「應用學習」等課程，

深化發展藝術與創意。教育局亦舉辦及支持多項活動和本地與國際的

項目，提供相關的學習經歷，進一步培育學生的創造力。此外，政府

支持多間大專院校開辦不同創意產業、藝術及藝術行政課程，以培養

更多創意、藝術和藝術管理人才。 
 
10. 「創意香港」亦有與創意產業界合作，推出培育人才的措

施。我們透過「電影發展基金」，支持本港動漫畫業在新高中視覺藝

術課程中推行電影動畫教育，為電影及動畫兩個行業發掘及培育人

才。我們亦正與本港的設計及建築界別商討，為中學課程引進設計及

建築元素，啟發學生創意及對創意的欣賞及興趣。 
 
稅務優惠 
 
11. 政府當局一直致力維持公平的競爭環境。為免影響稅制的

中立性，政府會避免為特定行業或某類納稅人提供特別的稅務優惠。 
 
12. 在現行的稅務條例下，已就研究和開發開支提供優厚的稅

務寬減。「研究和開發」一詞已採用廣泛的定義，包括市場、工商或

管理事務的研究及將研究所得應用於生產新的產品或服務。在計算納

稅人的應評稅利潤時，納稅人自行研發的開支和支付給認可研究機構



的款項都可獲扣除。 
 
13. 給予某類開支倍數扣除無異於提供隱藏性的資助，有違本

港稅制的中立原則。此外，倍數扣除亦容易引致濫用。為防範濫用而

引入的反避稅條文會令稅例變得複雜。因此，我們並不贊成有關的建

議。與此同時，我們將會推出現金回贈計劃，鼓勵本港研發活動。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2009 年 12 月 



2009年 2月 4日 (星期三 ) 
立法會會議席上  
譚偉豪議員就  

“推動本地創意產業發展 ” 
動議的議案  

 
 
經何秀蘭議員及陳茂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香港的經濟發展早已到了十字路口，迫切需要發展新經濟，創造就業

已成為社會共識；本會促請政府參考成功國家或地區的經驗，盡快就

配合新經濟發展的創意產業制訂長遠政策、目標及落實時間表，並：  
 
(一 ) 保障資訊流通及思想言論自由以激發創意和想像力；  
 
(二 ) 爭取香港成為區內創意產業發展的火車頭，協助業界拓展市

場，尤其是極具潛力的內地市場，並加強與珠三角地區產業

的合作；  
 
(三 ) 促進創意產業的跨行業合作，採取積極措施，包括建立一站

式平台，利用互聯網和新媒體的技術，提高本地創意產業的

競爭力，並扶助傳統產業成功轉型；  
 
(四 ) 提供包括稅務優惠在內的各項誘因，確保有足夠資源落實政

策和實現目標；  
 
(五 ) 培育和招攬創意產業所需的人才；  
 
(六 ) 推動共享創意，平衡保留版權和合理使用的權利，進一步擴

闊創意產業的發展空間；及  
 
(七 ) 營造有利推動創意產業發展的社會文化，鼓勵市民要有探索

和求新的價值觀，建立本土文化身份；及  
 
(八 )  提供各項誘因，幫助香港企業、廠家提升業務檔次，向高增

值產業轉型，當中包括 (但不限於 )下列稅務優惠：  
 
(i) 將現有的購買專利權支出，可就徵收利得稅計算應評稅

利潤時列作可予抵扣的開支的做法，伸延至購買商標及

版權方面；及  
 

(ii) 將研究和開發開支的扣稅額，由目前的實際支出的 100%
增加至 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