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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事務助理 (2)3 
曾盧鳳儀女士  

  
 
經辦人 /部門  
 

I. 自上次會議舉行至今發出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 CB(2)363/18-19(01)號文件 ] 

 
 
 

  委員察悉，在上次會議後，馬逢國議員於

2018 年 11 月 29 日致事務委員會的函件。  
 
 
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立法會 CB(2)448/18-19(01)及 (02)號文件 ] 
 
2.  事務委員會商定在 2019 年 1 月 28 日上午
8時 30分舉行的下次例會上討論政府當局建議的以
下事項：  
 

(a) 關愛基金；及  
 

(b) 檢討區議會議員的酬金和津貼安排。  
 
 
III. 香港演藝學院虛擬 /擴增 /混合實境研究實驗室  

[立法會 CB(2)448/18-19(03)號文件 ] 
 
3.  應主席之請，民政事務局副局長向委員簡

介政府當局文件 [立法會 CB(2)448/18-19(03)號文件 ]
的要點。香港演藝學院代表借助電腦投影片，向委

員簡介香港演藝學院 ("演藝學院 ")在轄下的舞台及
製作藝術學院開設一個虛擬 /擴增 /混合實境研究

實驗室的建議，預算所涉費用為 1,600 萬元。  
 

(會後補註：有關的簡介資料已於 2018 年
12 月 20 日隨立法會 CB(2)501/18-19(01)號
文件發給委員。 ) 

 
討論  
 
4.  委員普遍支持開設擬議實驗室，並促請

演藝學院在規劃該實驗室時應留意虛擬 /擴增 /混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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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實境科技的最新發展。謝偉銓議員詢問，是次撥

款建議有否預留款項以更新擬設實驗室的設備，務

求跟上日後的科技發展。謝議員及姚思榮議員亦問

及擬議項目的詳細招標安排。  
 
5.  演藝學院校長回應時表示，該校需要最新

設備輔助授課，特別是舞台及製作藝術學院開辦的

課程，並透過協作和研究項目，可與所有其他的學

院合作。演藝學院科藝製作系主任表示，演藝學院

計劃分兩階段為有關設備招標，以確保能購置擁有

最先進技術的設備。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表示，擬設

實驗室的預算費用當中，7%屬應急費用，以應付價
格上升及小規模的提升工程，但卻沒有就更新設備

預留款項。  
 

 
 
 
 
 
 
 
 
 
 
 
 
 
政府當局  
 
 

6.  莫乃光議員及主席察悉，演藝學院預計因

開設實驗室而增加的經常開支每年約為 65 萬元。
他們關注演藝學院能否調配足夠人手以營運擬設

實驗室。民政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增加的

經常開支主要包括擬設實驗室日常運作 (例如日常
維修及保養 )涉及的開支，有關開支將由演藝學院
以現時每年所獲得的資助金承擔。演藝學院舞台及

製作藝術學院院長表示，擬設實驗室的運作會由

演藝學院現有的技術員隊伍及支援人員負責，未來

數年無需就有關工作增聘人手。應副主席的要求，

政府當局答允提供擬設實驗室經常開支的詳細資

料，以及在擬議項目下購置的設備在其使用年限屆

滿時的處置安排。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回應已於 2019 年 2 月 13 日
隨立法會 CB(2)789/18-19(01)號文件發給委員。 ) 
 
7.  邵家臻議員詢問，演藝學院為何不在剛完

成的校園擴建工程計劃中，就擬設實驗室作出規

劃。演藝學院舞台及製作藝術學院院長和演藝學院

科藝製作系主任回應時解釋，擴建工程計劃是在數

年前構思，基於技術理由，當時並非引入新設施的

合適時機。演藝學院科藝製作系主任補充，虛擬 /

擴增 /混合實境技術近年發展頗為迅速，價格亦變

得較為相宜。演藝學院認為有需要在灣仔校園內，

改建和重新配置現有一個面積約 120 淨可分配平方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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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排練室 /實驗室空間，開設擬議實驗室，以為

學生提供有關的訓練。  
 
8.  馬逢國議員及陳淑莊議員對發展和應用虛

擬 /擴增/混合實境技術於表演藝術上表示支持。馬

議員建議演藝學院應考慮開辦短期訓練課程，以增

進相關從業員對虛擬 /擴增 /混合實境技術的認

識。演藝學院校長回應時表示，演藝學院非常重視

與業界和相關團體的合作。演藝學院預計，學院每

個學年使用擬設實驗室的時數約為 1 500 小時。民
政事務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當局會鼓勵演藝學院在

情況許可下，進一步增加新設施的使用率，以加強

對業界的支援。演藝學院舞台及製作藝術學院院長

表示，視乎擬設實驗室在啟用後的實際運作情況，

演藝學院會考慮在合適情況下為相關從業員提供

短期訓練課程。  
 
9.  莫乃光議員及主席建議演藝學院可考慮與

本地大學合作，在表演中更多使用虛擬 /擴增/混合

實境技術。馬逢國議員認為，在表演中使用虛擬 /

擴增 /混合實境技術，有助帶領香港表演藝術界再

創高峰。他建議亦應在演藝學院的歌劇院及 /或香

港賽馬會演藝劇院提供有關設施。葉建源議員詢問

擬設實驗室可否用作舉行表演。葉議員及陳淑莊議

員亦問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會否在轄下
表演場地提供相關設施。  
 
10.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康文署會

研究在全面翻新現有表演場地時更新有關設施，

在合適情況下，亦可考慮小規模提升有關設施。演

藝學院科藝製作系主任表示，擬設實驗室主要作教

學用途，使學員掌握有關虛擬/擴增 /混合實境技術

的技能，同時透過跨學科研究和協作項目，支持開

發用於現場表演節目的技術。演藝學院科藝製作

系主任進一步表示，學院可在擬設實驗室為獲邀嘉

賓進行示範，但由於實驗室並無公眾娛樂場所牌

照，所以不能用作舉行表演。他補充，在考慮為演藝

學院的表演場地加設大型虛擬 /擴增 /混合實境設

施時，演藝學院須顧及有關的成本效益和需求。  
 



經辦人 /部門  
 

 -  7  -  

11.  主席總結表示，委員不反對當局將該項撥

款建議提交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審議。  
 
 
IV. 加強香港科學館的節目編排、觀眾拓展和更新

常設展覽  
[立法會 CB(2)448/18-19(04)及 (05)號文件 ] 

 
12.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向委員簡介政府當局文

件 [立法會 CB(2)448/18-19(04)號文件 ]的要點。委員
察悉，擬為香港科學館 ("科學館 ")5 個常設展廳更換
或提升展品推行的 5 年計劃所需經費總額估計為
2,000 萬元。  
 
討論  
 
13.  馬逢國議員、陳淑莊議員、莫乃光議員、

劉國勳議員、何啟明議員、鄺俊宇議員及副主席質

疑，預計所需的經費是否足以真正全面更新科學館

的常設展覽，與最新科技發展同步前行。他們關

注，自科學館於 1991 年開幕以來，科學館多個常
設展廳從沒有進行過任何大規模更新。他們要求政

府當局更定期更新科學館的常設展廳，以更換過時

的展品。  
 
14.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解釋，科學館的入場人

數已打破歷年紀錄，在教育本地學生方面扮演重要

的角色。為免阻礙市民參觀科學館，政府當局認為

有需要分階段進行常設展廳的更新工程。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助理署長 (文博 )("康文署助理署長 (文
博 )")表示，科學館有 16 個常設展廳，而所需的擬
議撥款只用以支付更換或提升其中 5 個常設展廳部
分展品的費用，其餘展廳的更新工程將需另行撥

款。康文署助理署長 (文博 )回應副主席的意見時表
示，當局預期新展品的使用率甚高，所以在招標過

程中會特別留意，確保新展品耐用安全。  
 

 
 
 
 
 

15.  主席及何啟明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就科學館

的長遠發展進行策略檢討，以保持科學館對公眾的

吸引力，並與科技發展同步前行。莫乃光議員

建議，政府當局更新科學館的展廳時，應參考海外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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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科學博物館 (例如倫敦科學博物館及加州科學院 )的
經驗，並徵詢本港創科業界的意見。主席認為，

科學館應就其更新計劃諮詢教育局和創新及科技

局。他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詳細說明在擬議

5 年計劃下，常設展覽中將更換及新加入的內容。  
 

16.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表示，科學館在推廣

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 ("STEM")教育方面擔當策
略性角色。科學館會就其更新計劃諮詢相關政策局

和業界，而博物館諮詢委員會及其轄下由不同領域

專家組成的專責委員會亦會為更新計劃提供意

見。康文署助理署長 (文博 )補充，預計所需的
2,000 萬元撥款將用於 5 個常設展廳的場地設計、
製作和安裝新展品等工作。他又表示，長遠而言，

政府當局正研究擴建科學館，以提供更多空間展出

富創新意念的展品，並讓前來參觀的學生參與實驗

工作坊。  
 
17.  邵家輝議員注意到科學館的目標對象以兒

童為主，他建議科學館亦應安裝以家長為對象的展

品。他支持盡快推行擬議 5 年計劃。馬逢國議員詢
問，預計所需的 2,000 萬元撥款為何不能從保養
公共博物館的經常資助額中撥付。馬議員並認為，

科學館應運用創新科技，以提高參觀者對新展品的

興趣，藉以向學生和市民大眾推廣 STEM 教育。

劉國勳議員要求提供資料，詳述科學館支持 STEM
教育的各項措施。  
 
18.  民 政 事 務 局 副 局 長 及 康 文 署 助 理 署 長

(文博 )解釋，擬議 5 年計劃旨在更新常設展覽的內
容，運用最新展示技術提升展覽的質素，以及更換

老化而維修費用高昂的互動展品。擬議 5 年計劃所
需的撥款性質上不屬經常撥款，因而需要申請一次

過 2,000 萬元的撥款。總館長 (科學館 )表示，科學
館會與本地教育機構緊密合作舉辦不同的活動 (例
如工作坊及巡迴展覽 )，輔助課堂學習為本的 STEM
教育。此外，科學館亦會透過教師發展活動，加強

教師培訓工作。  
 
19.  主席總結表示，委員不反對當局將該項撥

款建議提交財委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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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發展智慧圖書館系統  

[立法會 CB(2)448/18-19(06)及 (07)號文件 ] 
 
20.  應主席之請，民政事務局副局長向委員簡

介政府當局文件 [立法會 CB(2)448/18-19(06)號文件 ]
的重點。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康文署署長 ")
借助電腦投影片，向委員簡介政府當局的建議，即

為香港公共圖書館開發新的智慧圖書館系統。委員

察悉，擬議系統所需的非經常開支總計為 8 億
7,730 萬元，在 2019-2020 年度至 2024-2025 年度的
非經常員工開支為 5,560 萬元。另一方面，由
2025-2026 年度起，擬議系統每年所需的經常開支
估計約為 1 億 2,130 萬元。此外，在這項建議下，
每年會有額外員工開支 450 萬元。  
 
討論  
 

 
 
 

21.  部分委員 (包括馬逢國議員及莫乃光議員 )
原則上支持擬議系統。莫議員認為，約 8 億 8,000 萬
元的非經常開支相當龐大，他要求政府當局把撥款

建議提交財委會審議時，提供更多有關擬議系統的

硬件、系統軟件及網絡設備等資料。馬議員建議制

訂主要表現指標，以評估擬議系統。  
 
22.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透過更廣

泛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和自助服務設施，擬議系統

可提高圖書館服務的質素及效率，善用人手資源。

此外，擬議系統將支援香港發展成為智慧城市。

康文署署長表示，舉例而言，擬議系統每年可節省

約 1 億 4,410 萬元 (載於政府當局文件第 12 段 )，而
把歸還書籍送回原屬圖書館所需的時間，將由現時

4 個工作天縮短至兩個工作天。此外，擬議系統將
有助香港公共圖書館探討如何以更具成本效益的

方式延長圖書館的服務時間。康文署署長進一步表

示，政府當局會按適當情況諮詢公共圖書館諮詢委

員會，研究為擬議系統制訂有效的主要表現指標。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回應馬逢國議員的詢問時表

示，根據初步資料，擬議系統的服務年限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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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莫乃光議員提醒政府當局，系統軟件通常較
硬件更早過時。  
 
23.  陳振英議員建議，圖書館應接受以數碼付

款方式繳付圖書館的收費及費用，並促請政府當局

盡快推行數碼付款系統。陳議員提到擬議系統的新

功能，並關注當公共圖書館的大數據以公開資料形

式共享後，會如何保障讀者的個人資料 (包括數碼個
人身份 )。他並詢問擬議系統如何支援香港發展成為
智慧城市。  
 
24.  康文署署長表示，擬議系統有助收集和分

析大數據，並將之以公共資料形式共享，供公私營

機構用作分析、研究和具創意的應用。故此，該系

統可支援香港發展成為智慧城市。她向委員保證，

當相關數據以公開資料形式共享後，讀者的私隱將

會獲得保障。康文署署長進一步表示，擬議系統會

分階段推行，而現有兩套主要圖書館資訊科技系統

(即新世代綜合圖書館系統和多媒體資訊系統 )的提
升工作，亦會視乎適當情況繼續進行，以改善圖書

館服務。擬議系統將取代新世代綜合圖書館系統和

多媒體資訊系統，並會更廣泛應用資訊及通訊科

技，以及採用無線射頻識別技術的自助服務設施。

康文署署長補充，香港公共圖書館現已接受網上

繳費。  
 
25.  莫乃光議員、鄺俊宇議員及副主席均認

為，政府當局應處理公眾對延長公共圖書館開放時

間的訴求日漸增加的情況。他們詢問，落實擬議系

統是否有助延長圖書館開放時間。副主席認為應檢

討目前各間公共圖書館開放時間不一的問題。

莫議員建議進一步加強引入易於使用的自助服務

設施。香港公共圖書館應安排更多地點供讀者借書

及還書。  
 
26.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答稱，政府當局近年已

非常努力改善圖書館服務，包括延長公共圖書館的

開放時間。康文署署長表示，公共圖書館的開放時

間按其所屬的類別和功能而有所不同。現時，香港

中央圖書館、37 間主要 /分區圖書館及 32 間小型圖
書館每周分別開放 74 小時、71 小時及 50 小時。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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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署署長進一步表示，在現行的制度和運作模式

下，延長圖書館開放時間將需大量人手資源。日

後，採用創新及嶄新科技，輔以易於使用的設施，

例如具備無線射頻識別技術的多功能自助服務

機，將有助香港公共圖書館探討如何以更具成本效

益的方式延長圖書館的開放時間。康文署署長回應

副主席的意見時表示，位於香港文化中心的自助圖

書站附近設有座位區。  
 
27.  陸頌雄議員建議在擬議系統中提供更強大

的搜尋功能，並盡量讓使用者可搜尋實體書的內

容。康文署署長答稱，日後各類圖書館資源 (包括實
體書、電子書及電子資料庫 )都可透過單一平台搜
尋。政府當局會要求出版商盡可能提供印刷書籍的

摘錄，以便搜尋。  
 
(於上午 10 時 18 分，主席指示將會議由指定的會議
結束時間延長 5 分。 ) 
 
28.  鄺俊宇議員及陸頌雄議員認為應採取措

施，推廣本地的閱讀文化。陸議員表示，在互聯網

世代，年輕人的閱讀習慣已有很大改變，政府當局

應加強向年輕人推廣閱讀。他要求當局提供公共圖

書館讀者的年齡分布資料。馬逢國議員建議政府當

局在適當情況下諮詢本地作家和出版商，探討有何

措施推動閱讀、本地文學藝術和出版業發展。  
 
29.  康文署署長回應時表示，當局曾按年齡組

別分析香港公共圖書館的圖書館資料外借情況，發

現約 27%借給 20 歲以下的使用者，而約 23%則借
給 40 至 49 歲的使用者。她表示，香港公共圖書館
致力在全港推廣閱讀，並會以 "共享․喜閱新時代 "
為主題，針對幼稚園、小學及中學的學生推出連串

推廣活動。康文署署長進一步表示，政府當局已在

多方面與作家及出版商合作，以期支持推動本地文

學藝術和出版業發展。  
 
30.  經討論後，主席總結表示，委員不反對當局

將該項撥款建議提交財委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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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其他事項  
 
31.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 時 34 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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