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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旁觀者清、是否當局者迷？ 
 

據了解 2003 年康文署在逸東邨設置一所臨時圖書館，直到地區圖書館

啟用後，才會關閉。當時東涌人口約 4萬人，所以地區人仕、居民和

政團均表示歡迎及支持該決定。 

2007 年區議會選舉前，有個別政團叫出保留逸東邨臨時圖書館的議

題，從此該議題由地區層面推上立法會層面，輾轉伸延至今，其中一

篇慷慨激昂的陳詞，引起立法會內高度關注，因此成立<<2010 年圖書

館指定令>>小組委員會。 

 

節錄 立法會 ─ 2010年2月4日 

王國興議員的發言 

這間逸東邨圖書館在4萬名居民中， 其使用率非常高。即使政府本身也承

認， 每天有1 500人使用該圖書館。我們進行了一項調查， 2008年圖書館

的使用率高達464 226人次。在4萬名居民中，有45%是每星期使用1至3次，

而有20%則每月使用1次。有如此龐大使用量及如此受歡迎的精神支柱， 是

他們唯一的社區服務， 竟然將於4月被取代。究竟這樣做對不對， 局長？ 

根據我們的調查，有九成多使用者是借閱圖書的， 

有三成多借用電腦， 

有五成多在該處閱報， 

也有兩成多在那裏溫習。 

婦女到市場買菜，便把小朋友安置到圖書館托兒， 

而小朋友放學後則到那裏自修。 

暑假期間，由於真的沒有地方活動，大家便在那裏溫習功課，唯一一個實

際扶貧的圖書館， 竟然要在4月取消。 
 
這段陳述的內容，有部份並不正確。 
 
逸東邨臨時圖書館自2004年啟用至今並沒有溫習及自修室設施及託兒
服務。只提供成人圖書館、兒童圖書館、推廣活動室、互聯網資訊站、

報刊閱覧部和參考圖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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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述數據是正確，逸東邨居民使用量已經遠遠超越2008年的使用

率464226人次(40000人x45%x52星期(每星期使用1次)=936000人次。尚
未包括東涌市中心的居民使用該館。但該館確實使用量非常高，原因
小學生需要撰寫閱讀報告，在學校獎勵制度的誘因及家長要求下，導

致學童經常使用該臨時圖書館借閱圖書。 
 
臨時圖書館早上開館，約叁拾個固定人仕(常客)入內閱讀報章，並長
時間留在圖書館內，賽馬日除外，在炎熱的氣温時中年人及長者的人

數是會增加。 
確實有群組在臨時圖書館內閱讀報章，但並非有五成多人在該處閱
報。在逸東邨內亦有非牟利團體設置有閱讀報章的服務。但不受居民

歡迎，原因是相比臨時圖書館的面積太細、活動空間不足、空調不理
想及呆坐太久會給人歧視。 
學校放學後，該館開始繁忙，事實上有家長把孩童暫時安置到該館內，

原因不單是到市場買菜，一般是要飲茶閒談，家長自身娛樂(打麻雀)，
又不想孩童騷擾，所以安置在該館總比安置在遊樂場安全。亦有其他
例子，例如家長需要輪班工作，該時段正正需要作息。如在學校假期

間，該館所在的樓層有如兒童遊樂場般，多年來這模式沒有多大轉變。 
 
過去地區人仕就逸東邨臨時圖書館的去留，召開多場居民大會，聽取

意見。幾場居民大會的發言者都有共通點； 
 

1. 保留逸東邨圖書館(臨時一詞並沒有被所有發言者提及)， 

2. 政府明益有錢人，好的東西要搬離逸東邨(圖書館)去市中心，壞的

東西就由市中心搬入逸東邨(馬會場外投注站)， 

3. 要去新的地區圖書館，步行太遠(約2公里)，車費來回6.2元。 
 
最近的一次居民大會(三月三十日)上，政府官員亦有出席，但發言者

已經再沒提及下述的言論： 

4. 長者--圖書館有位坐，可以慢慢睇免費報章，又唔會俾人話，又近，

又可以嘆冷氣； 

5. 家長—冇咗圖書館，以後打麻將、出街、買餸都唔知放啲細路係邊

度，總之好唔方便， 

6. 家長--搬去咁遠，以後就唔可以叫大仔帶個細嘅去圖書館，好危險

呀！(原來長子約六歲，幼子約四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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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爭取保留逸東邨臨時圖書館的過程中，有政團舉辦「我的圖書館」

徵文比賽，分學生組及公開組，其內容沒有提及逸東邨臨時圖書館的
「臨時」一詞。同樣地，2004年後政團及地區人仕派發有關臨時圖書
館的單張，大多數已沒有「臨時」一詞。至於逸東邨的居民過半數在

2004年以後入住該邨，對該圖書館只是臨時措施並不知情，亦不清楚
在2003年康文署落實設立臨時圖書館時，並承諾直至東涌分區圖書館
運作後，才關閉臨時圖書館。 
 
我們觀察得到，大部份逸東邨居民都沒有以整個東涌社區的方向去

想，他們的思維都是以逸東邨為「東涌的中心」，這是由於他們認為逸
東邨的人口佔東涌整體人口過半數，而社區設施及文娛康樂设施均設
置於高收入的東涌市中心內，這是令東涌社區的矛盾加深的導火線。

但逸東邨居民並無了解到自 2002 年至 2006 年間，東涌社區設施及文
娛康樂设施在政團及地區人仕全力支持下已經落實，何況除嶼北醫院
用地外，逸東邨附近並沒有可用的土地興建該等设施，東涌市中心中

產人仕也有他們的困難，他們所交的管理費相等於逸東邨居民的租
金…。 
 
政府傾向把逸東邨「臨時圖書館」轉交由非牟利團體接管為「社區圖
書館」，我們對此有點疑惑，整個東涌只有約八萬多的人口，設有兩個

圖書館，會否對各區現時公平分配社會資源的政策有所背道而馳？雖
然，當局以社區圖書館之名取替臨時圖書館的策略來緩和政團及居民
的訴求，但我們非常擔憂的是， 
 
- 康文署把逸東邨臨時圖書館終止服務後，東涌將會同時間有兩所圖

書館 (文東路的地區圖書館及逸東邨內的社區圖書館) ，但又同時
間派流動圖書車服務支援逸東邨居民，這是否代表康文署全面徹出
「社區圖書館」的支援呢？還是有限度支援呢？若果是提供有限度

支援，我們深信這「社區圖書館」是作為一過渡期；若在逸東邨同
時有「社區圖書館」及「流動圖書車服務」，這是否重疊本身的服
務，浪費社會資源呢？ 

- 若「地區圖書館」及「臨時圖書館」同時使用率偏低，有關部門會
怎樣安排？ 

- 若「社區圖書館」長時間使用率偏低會怎樣安排？ 

- 若「地區圖書館」的使用率比「社區圖書館」低，有關部門又會怎
樣安排？ 



  

第 4 頁，共 5 頁 

另外我們觀察得到，東涌區內社福機構/團體所佔用的空間都較其他地

區為多，而社福機構/團體均在逸東邨開設辦事處，為該邨服務，但不
同機構/團體的服務也有所重叠。當中以「家庭綜合服務」及「婦女服
務」為主，那麼為何逸東邨居民還有那麼大的怨氣？社署是否有必要

重新研究並重頓東涌區內的社福機構/團體，好讓重叠的服務得以取
消，而被忽略的服務能有所增加(如老人、兒童) ？ 
我們認為逸東邨「臨時圖書館」應該由康文署繼續管理一段短暫時間，

讓非牟利機構 / 團體有時間熟習如何管理社區圖書館。也能讓社會褔
利署能檢討並重整現時非牟利機構 / 團體對東涌逸東邨之服務或個
別單元服務，是否可以在現有的資源下，騰出空間及人力設立「社區

圖書館」，或有關部門可研究將現有最主要三項服務分拆於房屋署管轄
下的樓宇空間內(「自修室」、「閱讀室」及「上網及兒童圖書服務」)。 
 

逸東邨尚有一個隱憂，領滙已經成功把富東邨嘉賓停車場改變為商
場，將於年內啟用。我們不排除領匯在日後將富東邨的「商業方案」
轉移至逸東邨商場。 

 
逸東邨商場原本是一個實用商埸，並非一個消費商場，亦非用作社區
設施。以逸東邨商場 (一期) 共約 8800 平方米，現無空置舖位，但當

中就有 10%以上作為社區設施。其中教會 (101-102 號舖)、少年警訊 
(105 號舖)、臨時圖書館 (211 號舖) 共佔約 1250 平方米。在 2011
年第二至第三季，逸東邨商場內的舖租將會作出調整。如果這些社區

設施仍在商場內，相信社區設施在商場內的優惠租金與原本租金的差
額，會轉嫁到小商戶的租金上。小商戶的租金相對地提高，從而小商
戶必須將貨品價格提高，用作平衡支出，最終損失的都是逸東邨的居

民。因此，政府若每年投放三百三十多萬元在這個社區圖書館上，是
否可對整條邨帶來正面的影響呢？  
 

總結 
我們明白，各政團及社區人仕，只為未來的選舉去爭取票源，不得不
為選民或居民去服務，替他們討回所謂的公道。在今次的圖書館事件

上，各政團為搶奪票源，造就一場不理智的「政治角力」，並無實質尋
求更理想的解決辦法，甚至有政團推翻昔日合理的政策及决定。只因
他們只面對幾萬名居民，並非面對整個東涌，甚至是整個香港社會。

在不分黑白，不管是非，只求票源的前提下而「爭取」。這圖書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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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被各有關政團留下「成功爭取」的美譽。 

 
臨時圖書館事件己經在區議會內提問多次，康文署首當其衝，政府其
他相關部門冷眼旁觀「各家自掃門前雪」，未有對臨時圖書館的問題，

共同制定出一個完善的緩解方案，實在令人唏噓。 
 
在詳細了解下，我們認為保留臨時圖書館原址轉化為社區圖書館是不

恰當。社區圖書館安置在 732 平方米的商場舖位內，將會打破原有制
度並開創先河。基本上邨內的非牟利機構/團體可以騰出空間，用作設
置社區圖書館及其附帶的服務，再加上流動圖書車的支援，逸東邨居

民的訴求是可以解決的。若將每年三百三十多萬元直接撥入社福機
構，作為增加人手之用，至少可以增加 20 個以上的就業機會，除為逸
東邨居民服務外，更可善用資源，善用空間。 

 
我們只想說出事實的真相，講出公道的說話，希望諸位見諒。 
 

此致 
 
立法會<<2010 年圖書館指定令>>小組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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