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 CB(2)242/18-19(01)號文件



立法會問題第3條 

(書面答覆) 

 

提問者：馬逢國議員 會議日期：2018年11月7日  

  作答者：民政事務局局長  

 

問題：  

 

據報，自旺角行人專用區於今年 8 月取消後，以往經常在該處

作街頭表演的人士轉移到其他地區卻到處碰壁。有移師尖沙咀

碼頭的表演者與該處原有的表演者發生衝突。時代廣場的管理

公司則於上月獲法院頒發臨時禁制令，禁止街頭表演者在時代

廣場的公共空間演出。另一方面，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

推行的 “開放舞台 ”計劃因對表演者有諸多限制而乏人問津。關

於街頭表演的規管和推廣，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自旺角行人專用區取消以來，政府就各行人專用區及公

共空間分別接獲多少宗關於街頭表演的投訴，該等數目

與去年同期相關數目如何比較；  

 

(二 ) 有否評估，旺角行人專用區的街頭表演者轉移至其他地

區所造成的影響；政府採取了甚麼措施加強相關公共空

間的管理，務求在不影響居民生活和確保人流暢通下，

提供街頭表演空間；  

 

(三 ) 有否措施鼓勵私人機構制訂指引或機制，便利表演者申

請在其管理的公共空間內進行表演；如有，詳情為何；

如否，原因為何；  

 

(四 ) 過去 5 年，康文署分別接獲、批准及拒絕了多少宗開放

舞台計劃下的表演申請，以及申請成功的表演者沒有現

身的個案宗數；  

 

(五 ) 會否檢討開放舞台計劃並作出改善 (例如把更多場地納

入計劃和減少使用者限制 )，以吸引更多表演者參加計

劃；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  

 

winniekwok
Text Box
附件



(六 ) 是否知悉台北、東京及新加坡等城市對街頭藝術表演所

採取的政策及措施；會否參考該等城市的經驗，以及西

九文化區管理局對區內街頭表演的安排，引入街頭表演

發牌制度；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一) 本年五月油尖旺區議會通過要求政府終止「旺角西洋菜街

行人專用區試驗計劃」。自該月起至本年九月三十日，政

府於全香港收到有關街頭表演的投訴及去年同期錄得的

數字已列於下表
*
：  

 

 5 月至 9 月  

(2018) 

5 月至 9 月  

(2017) 

一般街頭表演 #
 46 25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康文署 )
@
 

246 282 

 
*
有部分市民或會向多於一個政府部門作出投訴，故此表內的數字或

會包括相同投訴個案。  
#
數字是根據四個主要相關政府部門，即民政事務總署╱地區民政

處、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食物環境衛生署和地政總署所提供的資料

整理而成。而警務處並沒有備存有關街頭表  演的投訴數字。  
@
數字已包括康文署轄下如公園、香港文化中心外廣場等場地   

 

(二、六 ) 

 

 政府尊重表達自由，當中包括藝術表演。現時，街頭表演，

在沒有引起噪音、環境衞生、街道堵塞或公共秩序等投訴

時，政府和居民大多採取包容的態度。在不抵觸相關法例

的情況下，表演的內容及藝術水平並不受到規管。事實上，

一些香港現行法例亦有處理涉及街頭表演衍生的事宜，例

如《簡易程序治罪條例》 (第228章 )、《噪音管制條例》 (第

400章 )和《刑事罪行條例》 (第 200章 )。  

 

 當初推行旺角行人專用區的目的，是為了應付當時日益增

長的行人量。運輸署於本年八月四日終止旺角西洋菜南街

行人專用區後，有部分意見認為政府可以發牌制度規管街

頭表演。我們經研究後，認為香港以外不同地方對街頭表

演者的登記╱發牌制度做法各有不同。綜觀國際，各大城

市對街頭表演亦非全以牌照管理。  

 



 香港地少人多，是全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適合作

街頭表演的公眾地點可能遠比其他地方少。即使引入登記

╱發牌制度，公眾對於在人口稠密的地區或街道 (如行人專

用區 )劃出地方作表演區會持不同意見。事實上，街頭表演

規範化的建議所涉及的內容、範圍、標準及執行涉及的事

項既廣泛又複雜，除涉及全港性的考量外，也必須觸及地

區層面的實況及法律考慮。  

 

 另一方面，政府了解社會對增加香港表演場地的要求，並

正努力開拓新場地。現時康文署在全港共有 16個不同規模

的表演場地，遍佈多個交通便利的地點。為持續提升文化

硬件，政府會預留二百億元在未來十年改善及增建文化設

施；政府規劃或興建中的文化表演設施包括興建位於牛頭

角的東九文化中心、為擬建的新界東文化中心進行施工前

期工序、規劃油麻地戲院第二期發展、計劃擴建香港大會

堂和翻新香港文化中心等。其中東九文化中心預計於   

2020年落成。  

 

香港現時有部分戶外場地可提供作公開表演之用，例如位

於油尖旺區內的西九文化區，於 2015年起設立了「街頭表

演計劃」，旨在鼓勵西九文化區內的街頭表演文化，讓公

眾在文化區內共享的空間中欣賞藝術表演，但此安排未必

能適用於香港其他地方。未來數年，西九文化區內多項文

化藝術設施將相繼落成，首個表演藝術場地戲曲中心將於

今年年底啟用。藝術公園已由今年初起，分階段開放供市

民享用；位處藝術公園中央，設有黑盒劇場和户外舞台的

自由空間將在 2019年啓用。演藝綜合劇場的相關工程亦進

行得如火如荼。  

 

(三 ) 私人物業內由私人管理而公眾可以進出、使用及享用的休

憩用地 (以下簡稱「私人發展公眾休憩空間」) ，一般可容

納多元化靜態和動態活動，以照顧不同人士的訴求。發展

局於 2011年公布「私人發展公眾休憩空間設計及管理指引」

(指引 )，該指引屬勸諭性質，務求在尊重業主根據地契或

公用契約享有其權利和讓公眾得以合理地使用公眾休憩空

間之間取得合理的平衡，並提供良好的作業方式。根據指

引，在自願的原則和遵守契約文件規定的情況下，業主可

容許在「私人發展公眾休憩空間」進行非商業或慈善活動，



例如音樂表演、娛樂表演或慈善活動。該指引亦提供有關

非商業或慈善活動的管理建議，例如業主 /管理公司須清楚

訂明在「私人發展公眾休憩空間」進行該等活動的申請程

序及規則與規定，而設施的使用者應向「私人發展公眾休

憩空間」的業主 /管理公司提交批准申請。倘活動不符合地

契條件或公用契約條文，業主應首先向地政總署就地契申

請豁免限制及 /或就公用契約向屋宇署取得所需的許可，視

何者適用而定。業主 /管理公司亦可因應場地的情況，對是

否適合在有關「私人發展公眾休憩空間」進行有關活動、

設置臨時構築物、使用設備、展覽期及人群控制措施等事

宜制訂規則及規定。  

 

(四、五) 

 

 「開放舞台」是康文署轄下沙田大會堂的戶外表演計劃。

申請者／團體只須通過試演評核，便可於計劃下預約時段

演出。評審小組成員由文化藝術界、沙田區議會及沙田大

會堂的代表組成。已成功通過評核的表演者無須再次參加

試演。  

 

 問題所要求的統計數字臚列如下：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總計 

接獲申請 4 11 13 8 26 62 

通過試演而

成為合資格

表演者或團

體*
 

2 8 9 6 7 32 

未能通過試

演的表演者

或團體*
 

0 2 1 1 11 15 

獲批後從未

於登記時段

演出的合資

格表演者或

0 1 3 0 1 5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總計 

團體#
 

*  部分申請人未有出席「開放舞台」的試演。 

# 部分合資格表演者／團體於通過試演後因更改成員組合或更改表演形式而未

有於登記時段演出。 

 
 康文署有在其網站及沙田大會堂範圍內宣傳「開放舞台」

的表演。該署會繼續留意其他宣傳機會，吸引更多表演者

參與。現時「開放舞台」的場地使用條件及規則是盡量配

合一般表演者的需要，作最基本的限制。例如，表演者及

其演出內容須與參與試演的表演項目類同、表演者可接受

但不可主動索取金錢打賞等。噪音方面，康文署只是要求

表演者遵守環保署制訂的「在露天場地舉行娛樂活動的噪

音管制指引」。康文署現時未有計劃於其他場地推行「開

放舞台」，但日後如有其他適合場地，該署可再考慮。  

 

 除「開放舞台」外，康文署亦經常在轄下文化場地的廣場

舉辦文娛活動，例如音樂會、粵劇、舞蹈表演等，讓藝術

融入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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