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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推行情況  
聯合小組委員會  

 
2017 年 12 月 20 日舉行的會議  

 
關於西九文化區計劃在文化軟件和  

管理模式上的發展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綜述委員在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推行情況聯合

小組委員會 ("聯合小組委員會 ")各次會議上就西九文化區計劃
在文化軟件和管理模式上的發展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背景 

 
2.  根據《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 (第 601 章 )第 4(2)條，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西九管理局 ")須以旨在達致多個目標的方
式執行其職能。該等目標包括：發掘及培育本地藝術界人才 (包
括本地藝術工作者 )、本地藝術團體 ("藝團 ")及與藝術有關的本地
從業員；鼓勵本地社會更廣泛地參與各類藝術及文化；以及向

本地社會推廣及提供藝術教育。  
 
3.  據西九管理局所述，其推動文化軟件發展的工作集中於

3 個主要範疇，即拓展觀眾群、藝術與專業發展，以及管治與機
構發展。在西九文化區的文化藝術場地啟用前，西九管理局一

直有舉辦一系列開幕前節目，藉以提升公眾關注、培育人才、

培養藝術專才、建立觀眾群及促進青年參與。西九管理局在

2016 年 1 月至 12 月期間所舉辦及計劃於 2017 和 2018 年舉行的
主要項目和公眾活動的清單載於附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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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據政府當局所述，為配合西九文化區的發展，政府當局

與其合作伙伴 (例如香港藝術發展局 ("藝發局 ")及香港演藝學院
("演藝學院 "))採取了多管齊下的方式，透過藝術節目發展、拓展
觀眾、藝術教育和人才培訓，強化本港文化軟件的發展。  
 
 
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5.  委員在聯合小組委員會各次會議上就西九文化區計劃

在文化軟件和管理模式上的發展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綜述於下文各段。  
 
政府當局及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擔當的角色  
 
6.  部分委員關注到西九管理局、政府當局 (特別是民政事
務局 )與其合作伙伴之間在發展文化軟件方面的職責分工。部分
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擔當領導角色，為西九文化區計劃策劃

和推動文化軟件發展，並就推動香港的文化軟件發展編配更多

資源。部分委員則要求民政事務局與西九管理局更緊密合作，

將現有的公共文化藝術設施重新整合，以配合西九文化區計劃。 
 
7.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基本上會根據西九管理局轄下表演

藝術委員會和博物館委員會的建議策劃和製備西九文化區的演

藝及展覽節目。西九管理局會把西九文化區計劃及本地文化界

視作一個整體並繼續致力為其發展文化軟件。政府當局亦會致

力確保民政事務局與西九管理局之間保持有效協調，並盡力建

立穩固的觀眾基礎，以配合西九文化區的發展。事實上，民政

事務局轄下的相關撥款近年已有增加，以供推行一系列措施，

加強在香港發展文化軟件。  
 
藝術教育及建立觀眾群  
 
8.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加強各政策局 /部門之間的合作，在

學校及社區推動藝術教育。委員又促請西九管理局與學校及大

學合作培養學生對藝術的興趣和加強學生對各種藝術演出的鑑

賞力，以及與本地藝術家和藝團合作把藝術帶入社區，包括提

供機會予來自不同地區和財政背景的兒童參加西九管理局的文

化藝術活動。  
 
9.  政府當局表示，藝術教育是中小學級別學校課程的八大

學習領域之一，而在由 2009 年開始推行的新高中課程下，學生



 -  3  -  

已獲提供更多機會學習及持續接觸文化藝術。教育局一直通過

提供學與教材料、教師培訓課程、財政資源及學生活動，支持

學校推行藝術教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轄下的觀眾拓
展辦事處亦透過多項觀眾拓展計劃和藝術教育活動，在社區和

學校層面協助推廣表演藝術和提高公眾對表演藝術的鑑賞能

力。此外，當局由 2013-2014 年度起已在社區參與計劃下增撥資
源予各區議會，以供在 18 區推廣文化藝術活動。  
 
10.  西九管理局表示，局方已為推展藝術教育及觀眾拓展活

動設立了一支由 16 名職員組成的專責團隊，亦一直有在西九文
化區用地及香港不同地方舉辦一系列開幕前節目，例如 "自由約 "
和 "M+進行：藝活 "。  
 
培養本地藝術界人才及與藝術有關的從業員  
 
11.  部分委員關注到，隨着西九文化區各項設施分階段竣

工，香港會否有足夠數目的藝術專才/藝術行政人員滿足相關人

力需求。他們促請政府當局及西九管理局加強培育本地藝術人

才，以及加強培訓藝術行政人員及管理設施的專業人才。部分

委員認為，本地藝術人才應獲提供更多參與西九文化區計劃的

機會，讓他們從參與該計劃的外國專才的各類專業知識中受益。 
 
12.  政府當局表示，本地專上教育學院已有開辦各項藝術管

理課程。為支援培育藝術行政人員，政府當局已在 2013-2014 年
度增加對演藝學院的年度資助至接近 3 億元，以支援該學院將
學士學位課程結構由 3 年制過渡至 4 年制，並委託藝發局為本
地 藝 術 工 作 者 提 供 實 習 /培 訓 機 會 。 當 局 亦 已 額 外 撥 款

1.5 億元，由 2013-2014 年度起的 5 年為藝術行政人員提供超過
600 個新的培訓名額。各項培訓計劃包括本地/海外的實習 /實習

訓練計劃、提供獎學金予修讀海外/本地的藝術或文化碩士課程

或專業培訓課程的人士，以及為藝術界領袖及參與有關職責的

康文署員工提供的在職訓練等。  
 
13.  部分委員認為，M+實習計劃的 6 個月實習期過短，未
足以讓實習生取得有關博物館工作的實踐經驗。西九管理局表

示，該實習計劃的實習期已從 3 個月延長至 6 個月，而計劃的
目的是提供機會予新畢業生或學生在暑假期間進行探索、參與

和互相啟發。為了提供機會予有志投身博物館工作的年青一代

和為 M+的未來營運培育人才，M+團隊一直有向青年人提供就
業機會，並為其初級員工提供長期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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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西九管理局進一步表示，局方一直盡可能在本地進行招

聘，只有在香港沒有所需專才時方會從其他地方引進人才。西九

管理局有九成員工來自本港。依西九管理局之見，引進海外專

家有助填補西九文化區計劃所需的技能，並可促進向本地人才

轉授知識。  
 
向藝團提供支援  
 
15.  部分委員促請政府當局提高對藝發局的資助，讓藝發局

加強對新進藝術家及中小型藝團的支援。委員關注到，由於近

年工業大廈租金上升，很多本地藝團及藝術工作者無法再在工

業大廈內營運或進行創作，他們促請政府當局在各區提供更多

藝術空間。  
 
16.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由 2011 年起推出藝能發展資助計
劃，每年提供約 3,000 萬元資助額，支持由有潛質的藝團和藝術
工作者提出的較具規模及跨年度的文化藝術計劃/活動。康文署

亦已增加資助，讓年輕藝術家及中小型藝團在該署舉辦的文化

藝術節目和活動中進行表演。當局並提供了額外撥款予藝發局

在黃竹坑一幢工業大廈進行翻新工程，藉此提供藝術空間，以

優惠租金出租給新進藝術家。 

 

17.  西九管理局表示，局方會考慮將西九文化區內部分設施

的實際租用收費，與該等設施的總門票收入的某個百分比掛

鈎，令新進劇團若未達致觀眾全院滿座，則未必需要支付最高

額的場租。  
 

文化軟件發展的藍圖和目標  
 
18.  部分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及西九管理局合作，就發展香港

的文化軟件以配合西九文化區計劃製備藍圖。他們認為有關藍

圖應就多項事宜提供詳細資料，包括香港文化藝術機構的管治

模式、康文署與西九管理局在文化軟件發展方面各自擔當的角

色及彼此的協調、在學校 /學校以外推行藝術教育的情況及擬達

成的目標、拓展觀眾群的策略和目標、加強本地藝團能力的措

施，以及促進與中國內地、亞洲及其他地方的文化藝術界交流

的方法。  
 
19.  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及西九管理局應就發展文化軟

件制訂各項宗旨和具體目標 (包括就某段特定時間內小學生 /中

學生參觀公共博物館的次數、演藝學院培訓的藝術人才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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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培育的藝評人數目等制訂可量化目標 )，並將該等宗旨和目
標納入藍圖之內。  
 
20.  政府當局表示，就發展文化軟件制訂具體和量化的目

標，未必是合適的做法，但當局有保存關於政府當局及其合作

伙伴舉辦的文化藝術節目的資料，例如參加者目標人數和實際

人數。此外，各個相關已規劃項目的主要表現目標及指標，亦

載列於每個財政年度政府預算案中的管制人員報告內。政府當

局及相關合作機構均有檢討它們的措施的效用，以及在有需要

時加強它們的工作。  
 
西九文化區設施的管治模式  
 
表演藝術場地的藝術伙伴合作架構  
 
21.  部分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及西九管理局審慎制訂西九

文化區表演藝術場地的藝術伙伴合作架構，向大型和小型藝團

同樣提供機會，以擔任該等場地的伙伴。部分委員則建議西九

管理局應推行藝術問責制，由所委聘的藝術總監或駐區伙伴負

責掌管場地的藝術節目編排和營運。  
 
22.  據西九管理局所述，局方會為西九文化區每個表演藝術

場地確立藝術定位，並為每個場地制訂可支持其藝術定位的合

適管治和營運模式。就每個場地委聘的藝術總監或駐區伙伴會

掌管場地的藝術節目編排，並負責場地所上演的藝術作品和整

體形象。局方會制訂公開、客觀及專業的伙伴遴選機制。  
 
戲曲中心  
 
23.  委員察悉，西九管理局會設立戲曲中心顧問小組，負責

就下述事宜向西九管理局提供意見：戲曲中心的管理和營運事

宜 (包括場地租用收費、不同使用者的使用比例和優先次序及節
目策劃等 )、培育與培訓戲曲人才及相關專業人士的策略和政
策、藝術教育，以及伙伴計劃。關於戲曲中心的管治架構，西九

管理局表示，局方經考慮藝術定位和戲曲界的意見後，已決定

直接營運戲曲中心。  
 
24.  委員亦察悉，西九管理局擬予委聘的藝術總監會負責戲

曲中心的藝術方針，而總經理則會負責場地管理的營運和技術

事宜，包括監督場地營運、行政和整體財務狀況。部分委員建

議，除委聘藝術總監及總經理外，西九管理局亦應聘請戲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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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方面的專家負責有關推廣戲曲教育、拓展觀眾群及社區參與

的事務。  
 
M+ 
 
25.  西九管理局表示，局方已決定成立由西九管理局全資擁

有的附屬公司 (即 M+有限公司 )，成為獨立法人。部分委員質疑
在擬議管治架構下，政府當局及西九管理局董事局 ("西九董事
局 ")能否對 M+的運作維持有效監察及規管，尤其是在規管資產
及財政方面。委員又關注到在擬議管治架構下，就 M+提出的撥
款建議會否受立法會監察。 

 
26.  據政府當局所述，擬議管治架構有助提升公眾對 M+享
有藝術自由及獨立策展權的信心、加強 M+籌募經費和尋求藝術
品捐贈的能力，以及令 M+與世界其他知名當代藝術館享有相若
地位。M+的管治模式預計會與西九文化區內其他表演藝術場地
不同，因為每個表演藝術場地的管治架構會因應該場地呈獻的

主要藝術形式而度身訂造。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M+及西九文
化區內其他場地的發展及其日後運作，均會受立法會監察。  
 
27.  政府當局及西九管理局在 2015 年 7 月亦表示，西九
管理局有意成立 M+購藏信託持有 M+藏品的法律權益。購藏信
託將為獨立實體 (以附屬公司作為受託人 )，與西九管理局和 M+
有限公司的管治架構並無直接關連。受託人將會是一家保證有

限公司，其董事由西九管理局委任。用於購藏信託之行政和運

作方面的資金和人手支援將由西九管理局提供並經西九董事局

批准，而購藏信託的所有資金將由西九管理局集中管理。為使

受託人公司有效地運作，M+有限公司的博物館總監 (將繼續是
西九管理局的僱員 )與博物館員工將須出席受託人公司的董事局
會議，以匯報和解答受託人董事有關 M+藏品的管理和發展等問
題。 

 

 

最新發展 

 
28.  政府當局及西九管理局將會在 2017 年 12 月 20 日舉行
的聯合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向委員簡介西九文化區計劃在文化

軟件和管理模式上的最新發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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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29.  在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7 年 12 月 15 日  
 



 

 

附錄 I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西九管理局")在 2016 年 1 月至 12 月期間  
所舉辦及計劃於 2017 和 2018 年舉行的開幕前節目  

 
(A) 在 2016 年 1 月至 12 月期間舉辦的節目/活動  

 
 

節目/活動 日期/時間 參加者 /受惠人數 

專業發展 

製作人網絡會議及論壇  
2016 
 

2016 年 5 月 3 日至
6 日  
 

逾 50 名製作人  

新作論壇：多媒體與舞蹈

創作梅田宏明  
 

2016年 6月 20日至
25 日  
 

約 100 名參加者  

新作論壇：多媒體與舞蹈

創作蘇文琪及吳季璁  
 
 

2016年 10月 4日至
8 日  

約 170 名參加者  

新作論壇：舞·樂互碰  
 

2016 年 11 月 19 日  約 60 名參加者  

實習生、義工及會員計劃 

表演藝術實習計劃 

 

2015/16 年度 

 

2016/17 年度 (截至 2016 年
11 月底 ) 
 

進行中   

 

29 名實習生 

 

23 名實習生  

M+實習計劃 

 

2015/16 年度 

 

2016/17 年度 (截至 2016 年
12 月中 ) 
 

進行中   

 

6 名實習生 

 

5 名實習生  

M+導賞員義工計劃  
 

2016 年 (第二輪 ) 約 70 名新增導賞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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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活動 日期/時間 參加者 /受惠人數 

M+領航  2016 年 8 月推出  約 130 名會員  

節目發展和觀眾拓展  
自由約  
2015/16 年度 

 

2016/17 年度  

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3 月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3 月  

逾 50 000 名參加者 

 

 

逾 39 900 名參加者
(截至 2016 年 12 月
11 日 ) 

《賣鬼狂想》X《香夭 ·生

死 相 許 蝴 蝶 夢 ( 捌 拾 大
版 )》：一晚連場兩齣越界
演出  

2016年 2月 26日至
27 日  

約 800 名觀眾  

Big Dance Pledge 2016 (香港 ) 2016 年 5 月 20 日  約 120 名參與者  

粵劇新星展 II 2016年 8月 12日至
17 日  
 

約 2 900 名觀眾  

曾建華：無  2016 年 9 月 9 日至
11 月 6 日  
 

約 11 400 名參觀者  
 

《安提戈涅》  2016年 11月 4日至
6 日  

現場觀眾數目：約

340 名  
 
在線觀眾數目：約

22 900 名  

形流意動：M+設計藏品  2016年 11月 30日至
2017 年 2 月 5 日  
 

 

M+放映：家庭電影  2016年 12月 2日至
4 日  
 

約 380 名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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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活動 日期/時間 參加者 /受惠人數 

外展活動 

M+敢探號  進行中  約 18 000 名參加者  

M+夏令營  2016 年 7 月至 8 月  100 名中學生參加者  
 
21 名大學生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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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計劃於 2017 和 2018 年舉行的節目 /活動  
 

M＋的節目和活動  
 

節目/活動  舉辦日期  預計觀眾 / 

參與人數  

形流意動：M+設計藏品 

 

M+博物館在 M+展亭舉行的首個
設計展覽，探索影響及擴闊設計解

讀的多個觀念和論述框架。  
 

 

 

2016年11月30日  
至  

2017年2月5日  

 

 

約 10 000 人  

"M+敢探號"流動創作教室 

 

"M+ 敢 探 號 " 是 M+ 博 物 館 由
2016 年開始舉辦的創新校園外展
計劃。特製的拖車化身成一個流動

的展覽空間和工作坊，穿梭社區及

學校。計劃的第二輪活動將有漫畫

家的參與，繼續走訪不同的社區和

學校。  
 

 

 

 

 

2017 年  
第一季至第二季  

 

 

 

 

約 18 000 人  

曖昧：香港流行文化中的性別演繹 

 

展覽在 M+展亭舉行，將透過電
影、時裝、音樂、攝影及印刷媒介

等不同精選例子，探討香港流行文

化如何成為傳播嶄新前衛性別觀

念的平台，以及由上世紀 80 年代
至今對性別模糊及雌雄同體概念

的各式演繹。  
 

 

 

 

2017 年  
第一季至第二季  

 

 

 

約 10 000 人  

2017 年威尼斯視藝雙年展 

 

M+博物館第三度與香港藝術發展
局 ("藝發局 ")合作，在 2017 年威尼
斯 視 藝 雙 年 展 呈 獻 本 地 藝 術 家

楊嘉輝的作品。  
 

 

 

2017 年  
第二季至第四季  

 

 

約 80 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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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活動  舉辦日期  預計觀眾 / 

參與人數  

廣東快車 (暫定名稱 ) 
 

重新展出由珠三角地區超過 20 位
藝術家創作的破天荒裝置藝術。作

品曾在 2003 年威尼斯視藝雙年展
中 名 為 "緊 急 地 帶 "的 展 覽 內 展
出，作品現已成為 M+藏品。  
 

 

 

 

2017 年  
第二季/第三季  

 

 

 

約 10 000 人  

M+夏令營 2017 
 

"M+夏令營 "是 M+博物館第三度
舉辦，專為年輕人而設的活動。在

4 日 3 夜的夏令營中，年輕人將以
創新突破的方式體驗日常熟悉的

事物，探索不同的思考及體驗方

式。  
 

 

 

 

2017 年第三季  
 

 

 

 

約 100 人  

跨國觀點看水墨 (暫定名稱 ) 
 

M+博物館在 M+展亭舉行的首個
水墨藝術精選展覽，將透過非傳統

或當代媒介 (例如錄像 )，擴闊水墨
藝術的定義。  
 

 

 

2017 年第四季/ 

2018 年第一季 

 

 

 

約 7 000 人  

M+思考  
 

舉辦一系列的公眾論壇，並邀請本

地及海外視覺藝術、設計、建築及

流動影像領域的翹楚參與，深入討

論與 M+博物館發展相關的議題；
另外，將會舉辦兩場相關的專題研

討會。  
 

 

 

 

2017 年  
(日期待定 ) 

 

 

 

 

約 600 人  

M+導賞員義工計劃 
 

M+導賞員義工計劃招募熱心的義
工團隊，並培訓他們為 M+展亭及
未來 M+大樓不同年齡及教育程度
的參觀者作導覽，講解藏品展覽和

專題展覽。  

 

 

 

2017 年至 2018 年  
(進行中 ) 

 

 

 

 

約 10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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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活動  舉辦日期  預計觀眾 / 

參與人數  

M+放映  

 

在 3 日內 (周末 )舉行 5 場放映的專
題放映系列活動，展現來自本地及

國際的藝術家及電影製作人的流

動 影 像 作 品 。 於 2017 年 和

2018 年，將分別舉辦 3 個放映系
列。  
 

 

 

 

2017 年至 2018 年  
(日期待定 ) 

 

 

 

約 1 000 人  
(2017 年 ) 

 

約 1 000 人  
(2018 年 ) 

 

M+實習計劃 

 

計劃於每年的春季和秋季持續進

行；在實習期內，實習生會參與多

個項目與 M+的專業團隊緊密合
作，獲得博物館工作的實踐經驗及

理 論 知 識 。 計 劃 在 2017 年 和

2018 年總共將招募 4 次。  
 

 

 

 

2017 年至 2018 年  
(每年第一季及  
第三季 ) 

 

 

約 10 人  
(2017 年 ) 

 

約 10 人  
(2018 年 ) 

 

"楊嘉輝"2017 年威尼斯視藝雙年
展回應展  
 

承 接 M+ 博 物 館 與 藝 發 局 在
2017 年 威 尼 斯 視 藝 雙 年 展 的 合
作，回應展將會在威尼斯的展覽之

後於香港舉行。  
 

 

 

 

2018 年  
第一季至第二季  

 

 

 

 

約 7 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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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的節目和活動  
 

節目 /活動  舉辦日期  預計觀眾 / 

參與人數  

自由約  
 

自由約將毎月於苗圃公園舉行，節

目包括傳統及現代古典音樂、傳統

及現代中國音樂、爵士樂、獨立音

樂和流行音樂等，亦會有特別節目

例如電影放映、建基於 WE Dance
宗旨的舞蹈節目，還有一系列嶄新

戶外劇場演出，以及市集、工作坊

和其他精選活動。  
 

 

 

2016 年第三季
至 2017 年第一

季  
及  

2017 年第三季
至  

2018 年第一季  

 

 

約 50 000 人  
(2016 年第三季至  

2017 年第一季 ) 
 

約 50 000 人  
(2017 年第三季至  

2018 年第一季 ) 
 

粵劇新星展  

 

過去 3 年來，粵劇新星展已成為培
育年輕新進演員的獨特平台，由粵

劇界的一眾粵劇前輩帶領一連串訓

練和指導，讓嶄露頭角的新一代粵

劇新星有機會互相觀摩和學習，累

積寶貴的演出經驗，栽培他們成為

未來粵劇界獨當一面的接班人。粵

劇新星展的演出於今年 2 月及第三
季假高山劇場新翼舉行。  
 

 

 

 

 

2017 年 2 月 3 日
至 7 日  
及  

2017 年第三季  

 

 

 

約 2 000 至  
3 000 人  

(2017 年 2 月 ) 
 

約 2 000 至  
3 000 人  

(2017 年第三季 ) 
 

茶館劇場試演  
 

第三次的茶館劇場試演將在香港演

藝學院舉行，測試未來茶館劇場在

節目策劃及劇場運作方面的要求。  
 

 

 

 

2017 年第二季  
 

 

 

 

約 300 人  

製作人網絡會議及論壇  
 

本年度將再度舉辦西九管理局的文

化交流旗艦活動製作人網絡會
議及論壇，活動旨在加強華語地區

的合作網絡。此活動會繼續深化地

區內外機構、公司及獨立背景製作

人之間的關係，希望促成創作新的

作品及合作項目，促進作品的巡迴

演出及傳播。  

 

 

 

 

2017 年第二季  
 

 

 

 

 

約 60 人  



 

 -  8  -  

節目 /活動  舉辦日期  預計觀眾 / 

參與人數  

Freespace at Artistree 
 

在 2017 年第四季舉行的 Freespace at 
Artistree將提供機會為未來的自由空
間，模擬測試其跨藝術形式的節目

策劃模式。活動包括在不同地點舉

行的室內收費節目和戶外免費節

目，涵蓋多種藝術形式如舞蹈、戲

劇和音樂。  
 

 

 

 

 

2017 年第四季  
 

 

 

 

 

約 4 000 至  
5 000 人  

 

10+10 
 

10+10 是舞蹈錄像的裝置藝術展
覽，將於多個地點舉行，展現香港

優秀的舞蹈家和舞蹈電影製作人。  
 

 

 

2017年至2018年  
(2017 年第四季  

開始 ) 
 

 

 

約 5 000 人  
 

文化交流計劃  

 

承接 2016 年 12 月的上海小劇場戲
曲節，西九管理局將在香港推出首

個 "戲曲小劇場系列 "，以及繼續與
區內合作伙伴推動文化交流。西九

管理局亦會邀請本地和海外粵劇團

演出實驗粵劇。  
 
西九管理局在 2017-2018 年將與多
間海外舞蹈機構或中心在香港、芬

蘭、澳洲、英國、西班牙、德國和

法 國 合 辦 多 個 不 同 留 駐 計 劃 (英
國、西班牙、德國和法國為構思中

的地點，安排有待確認 )，從而促進
藝術對話、支持藝術研究和發展，

以及提升香港舞蹈至國際級水平。  
 
其他文化交流活動包括設立一個跨

領域留駐交流平台，邀請香港、英

國和新西蘭的中年藝術家，參與創

意交流實驗室，進行研究、實驗創

作和藝術對話。  
 

 

 

 

 

 

 

 

 

 

 

 

2017-2018 年  
(全年 ) 

 

 

 

 

 

 

 

 

 

 

 

約 500 至 6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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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活動  舉辦日期  預計觀眾 / 

參與人數  

Atelier 
 

西九管理局將重組 "新作論壇 "及 "
國際劇場工作坊節 "的活動系列，推
出 涵 蓋 戲 劇 、 舞 蹈 和 音 樂 的

Atelier。計劃亦會舉辦講座、示範
表演、簡介會、工作坊、論壇、分

享會等活動。  
 

 

 

 
 

2017-2018 年  
(全年 ) 

 

 

 

 

約 1 000 至  
1 500 人  

 

教育及拓展活動  

 

西九管理局將擴充其校園外展活

動，舉行專為學生而設的戲曲工作

坊和示範表演，以及為學校教師舉

辦工作坊。同時會全面策劃及預備

多元化的教育及拓展活動，包括戲

曲訓練班、場地參觀等。此外，為

提高學校及公眾對自由空間的節目

的興趣，西九管理局將舉辦多個藝

術學習活動，例如導賞團、實驗工

作坊或示範表演及外展活動。西九

管理局亦將開始製作各種藝術學習

活動的教學資源，作為恆常的研究

和發展之用。  
 

 

 

 

 

 

 

 

2017-2018 年  
(全年 ) 

 

 

 

 

 

 

 

約 1 900 人  
 

表演藝術實習計劃  

 

表演藝術實習計劃由 2014 年起推
出，為有興趣從事表演藝術工作的

青年人士提供受訓機會，令他們更

了解表演藝術行業及發展相關的行

政技能。  
 

 

 

 

2017-2018 年  
(全年 ) 

 

 

 

約 30 人  
(每年 ) 

 
 
 
 
資料來源：  立法會 CB(1)297/16-17(02)及 CB(1)550/16-17(01)號文件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wkcd/papers/wkcd20161220cb1-297-2-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wkcd/papers/wkcd20161220cb1-550-1-c.pdf


 

 

附錄 II 
 

西九文化區計劃在文化軟件和管理模式上的發展  
 

相關文件一覽表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前監察西九文化區

計劃推行情況聯合

小 組 委 員 會 (在 第
五屆立法會期間運

作 ) 

2010 年 4 月 16 日  
(議程第 II(b)項 ) 

會議議程  
CB(2)1283/09-10(03) 
會議紀要  
 

2011 年 1 月 14 日  
(議程第 III(c)項 ) 

會議議程  
CB(2)795/10-11(04) 
會議紀要  
 

 2012 年 6 月 27 日  
(議程第 I 項 ) 

會議議程  
CB(2)2369/11-12(01) 
會議紀要  
 

 2013 年 6 月 10 日  
(議程第 III 項 ) 

會議議程  
CB(2)1247-12-13(02) 
會議紀要  
 
政府當局在 2013 年 11 月
提供的補充資料  
CB(2)390/13-14(01) 
 

 2013 年 11 月 29 日  
(議程第 III 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2014 年 3 月 28 日  
(議程第 III及 IV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2014 年 6 月 9 日  
(議程第 II 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2014 年 7 月 23 日  
(議程第 I 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政府當局就委員於會議上

所提關注事項作出的回應 
CB(2)316/14-15(01)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wkcd/agenda/wkcd20100416.htm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wkcd/papers/wkcd0416cb2-1283-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wkcd/minutes/wkcd20100416.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wkcd/agenda/wkcd20110114.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wkcd/papers/wkcd0114cb2-795-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wkcd/minutes/wkcd20110114.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wkcd/agenda/wkcd20120627.htm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wkcd/papers/wkcd0627cb2-2369-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wkcd/minutes/wkcd20120627.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wkcd/agenda/wkcd20130610.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wkcd/papers/wkcd0610cb2-1247-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wkcd/minutes/wkcd20130610.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wkcd/papers/wkcd0610cb2-390-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wkcd/agenda/wkcd20131129.htm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wkcd/minutes/wkcd20131129.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wkcd/agenda/wkcd20140328.htm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wkcd/minutes/wkcd20140328.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wkcd/agenda/wkcd20140609.htm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wkcd/minutes/wkcd20140609.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wkcd/agenda/wkcd20140723.htm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wkcd/minutes/wkcd20140723.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wkcd/papers/wkcd0723cb2-316-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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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2014 年 11 月 24 日  
(議程第 II 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2015 年 5 月 19 日  
(議程第 I 及 II 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政府當局就委員於會議上

所提關注事項作出的回應  
CB(2)1857/14-15(01) 
 

 2015 年 7 月 17 日  
(議程第 I 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2015 年 12 月 14 日  
(議程第 II 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政府當局就委員在會議上

所提關注事項作出的回應  
CB(2)1585/15-16(02) 
 

監察西九文化區計

劃推行情況聯合小

組委員會  

2016 年 12 月 20 日  
(議程第 III 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就委員

在會議上所提關注事項作

出的回應  
CB(1)550/16-17(01) 
 

監察西九文化區計

劃推行情況聯合小

組委員會  
 

2017 年 2 月 21 日  
(議程第 III 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監察西九文化區計

劃推行情況聯合小

組委員會  
 

2017 年 6 月 13 日  
(議程第 II 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就委員

在會議上所提關注事項作

出的回應  
CB(1)1400/16-17(01)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wkcd/agenda/wkcd20141124.htm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wkcd/minutes/wkcd20141124.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wkcd/agenda/wkcd20150519.htm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wkcd/minutes/wkcd20150519.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wkcd/papers/wkcd20150519cb2-1857-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wkcd/agenda/wkcd20150717.htm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wkcd/minutes/wkcd20150717.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wkcd/agenda/wkcd20151214.htm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wkcd/minutes/wkcd20151214.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wkcd/papers/wkcd20151214cb2-1585-2-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wkcd/agenda/wkcd20161220.htm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wkcd/minutes/wkcd20161220.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wkcd/papers/wkcd20161220cb1-550-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wkcd/agenda/wkcd20170221.htm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wkcd/minutes/wkcd20170221.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wkcd/agenda/wkcd20170613.htm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wkcd/minutes/wkcd20170613.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wkcd/papers/wkcd20170613cb1-1400-1-c.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