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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就西九文化區計劃的意見書 

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推行情況聯合小組委員會會議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政府在二零零七年公布《西九文娛藝術區核心文化藝術設施》報告(下稱「報

告」)，並就設立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下稱「西九管理局」)制訂法例。及後《西九

文化區管理局條例草案》於二零零八年七月獲立法會通過，立法會並批准合共二

百一十六億元，落實推行西九文化區的發展計劃。 
 
整體設計 

西九文化區最初是為了紓緩臨海舊區的環境擠逼而設計為一個大型的海濱公

園，後來港英政府才於九十年代末才提出將西九龍填海區用地發展為一個世界級

綜合文娛藝術區。因此，日後的西九文化區除文化和藝術的場地外，更應盡量保

留位處於地面公共空間，雖然報告建議提供合共十五公頃的公共空間，但民主黨

認為這並不足夠，尤其是沿海一帶更應預留用作公共休憩空間，開放予公眾使

用，補償因賣豪宅地而失去的公共空間，市民也可共享海濱美景。此外，公共空

間內應有足夠的綠化地帶及設施，如提供市民享用的休憩用地內應種植更多草

坪，增加市區的綠化地帶。 

設計上，政府應避免於西九文化區內及附近興建大型高密度建築，應伸延接連附

近的社區或舊區，令西九文化區與鄰近地區融合，提供交通相連，及在社會、文

化及經濟領域都能融匯一體，為鄰近地區帶來經濟效益，亦能為活化舊區注入動

力。鄰近舊區除保留其歷史特色外，亦可作西九文化區的腹地，提供所需的支援

及配套設施。可是，該區現時已建成不少大型的私人住宅如平均樓高七十二層的

擎天半島﹑八十層的君臨天下及七十七層的凱旋門，這些私人住宅事實上已阻擋

了舊區，使西九文化區與舊區割裂，因此若政府在西九文化區內建設場館時，應

考慮將建築物的高度向海濱漸次降低，成為一個梯次，使整體環境更加和諧。 

除着重設施的設計特色及布局外，也要重視西九文化區的整體規劃對空氣流通、

自然光線滲透率、保護山脊線不受摭擋等對生活環境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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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博物館 

根據報告的建議，容納流行文化、活動影像、設計及視覺藝術等藝術模式的 M+
博物館，佔用的場地總樓面面積達七萬八千七百五十平方米，較倫敦泰特現代美

術館（面積四萬三千平方米）及紐約現代藝術館（面積七萬三千四百二十平方米）

更大；然而，民主黨擔心，西九文化區未必能承載這種新穎的主題博物館。這是

由於香港的藝術觀眾群有限，欣賞嶄新媒體藝術的觀眾只會更少；再加上 M+的
場地面積龐大，日後西九管理局也未必有足夠資金購入有收藏價值的展品，令場

館內具展覽價值的藝術品有限，對觀眾的吸引力也會大減。即使曾有意見提及可

向其他國家借出館藏作展覽之用，然而到現時為止，民主黨仍未見西九管理局有

任何計劃或決心解決 M+的館藏問題。 

另外，從報告建議的財務方案 1A 所見，M+及展覽中心約佔每年營運赤字總數

的八成，其於二零二三年的每年營運赤字預計為三點九三億元，表演藝術場地則

預計為每年一千五百萬元。若日後只有少數參觀者，日後的管理局將難以繼續維

持龐大的經營及管理開支。 

事實上，新的藝術模式或特別的策展概念較適合作短期的展覽，這有助擴展觀眾

欣賞的層面，但若作為長期的展覽題材，甚至興建一家大型的永久場館卻未必能

長期吸引市民參觀。因此，政府計劃在北角油街設立臨時的 M+博物館，以較細

規模下進行測試 M+的概念，增加公眾對 M+的認識及接受程度，民主黨認為政

府應善用此次經驗，調整日後對 M+的規劃及財務評估。此外，民主黨也希望促

請 M+管理委員會在研究策展 M+的策略時，應考慮提供更多機會予現有館長職

系人員參與策展工作，增加知識及專才的轉移，把海外及香港角度適當地共冶一

爐。 
 
香港的文化及藝術發展 

我們認為在籌劃西九文化區建設的同時，必須詳細檢視現時香港的文化及藝術的

發展。這是細水長流的工作，不可能於二零一六年時一蹴即就，因此，政府應盡

早提出相應的措施及資源，鼓勵香港的文化及藝術發展。 

雖然政府每年用於文化藝術的經常開支約為二十五億元，但大部分都是用作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下稱「康文署」)的開支，只有約七億是用作資助藝團及舉辦文化

活動。七億當中約三分一的資助都落於九個主要的演藝團體，每個主要藝團每年

可得到由四百六十萬至五千六百萬不等的行政資助。 

至於中小型藝團和新進的藝術工作者，則需向藝術發展局每年得到的七千萬撥款

中申請資助。由此可見，中小型藝團和新進藝術工作者所得到資助有限，政府的

資助政策欠缺培育新進藝術工作者的視野，也沒有階梯協助中小型藝團的發展，

以及讓已成熟的主要藝團獨立發展。適逢政府正檢討現行的資助政策，民主黨建



 3

議政府將來的資助政策以培育演藝團體為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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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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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團無法獨立營運，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在於演出場地或作品展出機會有限。香港

的演出場地或作品展出機會有限，管制也多，令很多藝團或藝術工作者無法利用

門票收入獨立營運。以表演藝術為例，雖然康文署轄下有近四十個表演或展覽場

地，但這些場地大多是綜合表演場地，未必可以切合不同藝術形式的表演需要。

再加上藝團只能在這些場地作短期的表演，依靠政府提供的場地根本不能確保藝

術工作者擁有穩定的收入來源。這個現象可從劇團人員的薪酬可得到反映，《香

港創意產業基線研究》指出四成創意員工組別的個人，其收入都少於一萬元，而

最近藝發局的追蹤調查也發現過去八年劇團人員的薪酬增幅不大，藝文工作者也

需要依靠其他收入維生，反映藝團的獨立生存空間有限。 

相反，一些不屬政府管理的展覽場地，例如香港藝術中心﹑藝穗會﹑租用商舖或

工廠單位，改裝成展覽空間，或索性開放工作室來展覽；另外，沒有工作室的藝

術家，則努力拓展更能親近觀眾的展示空間，如咖啡店、書店、商場和店舖等。

商場藝術展覽一改以往只展出大眾化的攝影和社區藝術的做法，找來國際當代藝

術家的作品展覽，因獲得較多媒體報導，吸引不少當代藝術家參與。 

其他藝術品的可展出的場地更少，運作及租金也未必能配合當時本地當代藝術的

模式。反而由藝術工作者自發組織而促成每年一次的「伙炭藝術家工作室開放

日」，土瓜灣牛棚、灣仔富德樓和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以及逐漸興起

在的商場或公共空間展覽等，更能吸引傳媒報導及保證參觀人數，藝術工作者也

更能彈性使用場地，有助提昇參展藝術工作者的知名度，故亦吸引不少藝術家參

與。 

有見及此，政府應盡可能增加本地藝術工作者的作品展出機會，包括改善文化場

館的管理及營運模式，以及其配套設施的運作，以及提供更多展覽空間，包括不

是正規展覽場地的公共空間，讓藝術工作者有更多機會向公眾展示他們的作品。 

另外，自從二零零三年中央政策組委託香港大學進行的《香港創意產業基線研究》

後，政府已沒有進行與文化及藝術相關的研究及調查，雖然藝術發展局偶爾也會

就特定題目進行研究，但這些研究甚少有完整的出版報告，只會零散地刊於藝術

發展局出版的刊物中，故政府有需要展開各式與文化及藝術有關的研究及調查，

例如展開本港的藝術觀眾人口的調查，將有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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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早在一九九二年年底，當時的文康科曾委託市場調查公司了解公眾對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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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表演藝術的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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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多年，這個調查結果

仍有一定參考價值。故政府可進行相關的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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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眾參與 

民主黨一直倡議採用「民間主導、專業執行、政府配合」的發展模式推行西九文

化區的籌劃。由下而上，民間社會和政府共同制定香港整體的文化及藝術政策。

我們建議西九管理局應先深入理解世界文化國策背後理念，務實地確立這世界級

計劃所必須有的香港、中國及國際視野，以及探索以這計劃來作為香港未來以文

化產業作支柱經濟的發展可能性。 

雖然西九管理局已成立六個委員會處理西九文化區內不同範疇的工作，其中發展

委員會﹑博物館委員會及表演藝術委員會將會向有關界別收集意見，但民主黨憂

慮委員會只著重諮詢已確立的法定機構﹑組織及藝團，未能完全聆聽有關界別的

聲音。事實上，文化及藝術的涵蓋範圍很大，不同界別對西九文化區甚至香港的

文化藝術發展方向也是眾說紛紜，故委員會不應只聽取一些已發展成熟或已確立

其地位的組織團體的意見，反而應深入了解不同人士及藝術工作者的意見，包括

將所有的規劃及建築物的設計都應公開讓市民參與，尤其是相關的持份者，務求

使公眾可直接參與整個西九文化區計劃的發展。 

民主黨期望西九管理局日後制訂相關諮詢程序時，能考慮以下數點︰(一)在規劃

構思最初階段便讓公眾參與；(二)須採用工作坊、小組討論及問卷等方式搜集意

見，以鼓勵公眾在更開放的環境下作出討論及提出另類意見；(三)提供資料方

面，除了平面設計及圖則外，須以立體圖形、影像片段等向公眾介紹規劃發展概

念及對城市空間的影響；(四)給予足夠時間讓公眾提出意見。 

此外，公眾的參與也包括與商界的夥伴合作關係，以奠立商界支援創意文教企業

發展的基礎。西九管理局須務實地研究西九項目內文化區、公園區、商住區的協

同效益，探討區內文化及非文化項目在融合/整合發展的問題和可行性，可參考

的外國經驗包括匹玆堡、紐卡素、伊連諾、吉蒂等文化區的發展歷史。西九設施

應先發展文化區，而發展模式應先以文化薈聚人才及本土人流，若先發展商業

區，以商業區凝聚文化人及人流，將會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