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二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培養藝術文化界的人才和行政人員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政府在培養藝術文化界人才和行政人員的

工作和最新進展。

背景

2. 政府一直透過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及其他合作夥伴

（例如香港演藝學院（演藝學院）、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局）、主要演

藝團體和西九文化管理局（西九管理局）），採取多管齊下的方式，包括

發展藝術節目、提供藝術教育和實習／培訓機會等，培育優秀的藝術人才

及藝術行政人員，支持藝術文化的長遠發展。

培養藝術文化人才

3. 演藝學院作為香港唯一一所提供表演藝術及相關科藝領域教育

和訓練的高等教育院校，在培育本港優秀藝術文化人才方面發揮了重要角

色。在2021年3月公布的QS世界大學學科排名，演藝學院在表演藝術類別
不但連續三年榮膺亞洲第一，更蟬聯全球十大。

4. 自1984年成立以來，演藝學院致力為學生提供穩健的基礎技能
和知識訓練，其專業學習範疇包括戲曲、舞蹈、戲劇、電影電視、音樂與

舞台及製作藝術。除了課堂教學、排練、創作及實驗製作外，學生亦有機

會參加各式各樣的交流計劃、國際性項目和演出，以及參與藝術團體的夥

伴合作及實習，藉此擴闊眼界及充實學習體驗。為配合教與學的持續發展，

特別是日新月異的科技正在逐漸及普遍應用至藝術表演及創作，政府除了

恆常的資助金外，亦為演藝學院提供額外資源提升教學的軟件及硬件，令

課程更臻完善，緊貼全球的發展趨勢。演藝學院設有恆常及有效的溝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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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與各範疇表演藝術界別緊密合作，與業界對課程設計、期望及前瞻發

展交流意見，務求教學內容配合市場需求，培育出高質素及符合業界需要

的表演藝術工作者。在2021/22學年，演藝學院將培訓約1 000名相當於全
日制的學生，每年的畢業生人數約250名。根據2019年的畢業生就業調查，
約67%被訪者都投入演藝行列，成為香港表演藝術界的中流砥柱。 
 
5. 青年人有志於藝術文化發展，除修讀相關學科外，更可積極參

與實習和交流，增進經驗，擴闊視野。政府、藝發局、西九管理局和各

藝團一直鼓勵，並為他們提供不少機會，讓他們茁壯成長，培養他們成

為藝術文化界的新力軍。 
 
6. 現時，康文署積極提供不同的創作及演出平台和延續性發展機

會，讓本地新進藝術工作者及中小型藝團一展所長，並讓具水平的舞台

作品，展現於觀眾面前。康文署亦理解階段式創作（work-in-progress）
的重要性，因此積極支持藝術工作者／藝團實行階段式創作的計劃，優

化演出。除以委約或主辦形式支持演出外，對於較成熟及有一定行政運

作經驗及能力的藝團，署方採用包含製作費及宣傳費的贊助模式與本地

藝團／機構合作，讓其自行主辦節目、制訂市場策略，以期建立藝團形

象、並在尋求贊助等方面增添彈性。康文署亦委約及支持藝術工作者／

藝團構思及製作網上節目，上載到署方的「寓樂頻道」及其他社交平台，

內容涵蓋演出、入門欣賞、互動節目及虛擬導賞等。 
 
7. 為鞏固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地位，康文署持續舉

辦優質的文化藝術訪港節目，讓廣大市民欣賞到高質素的表演，亦為本

地藝術工作者提供觀摩及切磋的機會，透過大師班、工作坊、講座等，

拓闊視野。康文署亦提供文化交流機會，讓本地藝術工作者／藝團與海

外藝人合作。除本地演出外，康文署亦積極營造香港以外的演出機會和

空間，委約本地藝術工作者／藝團的製作於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演出，積

極與內地院線溝通，打造新品牌，為藝術工作者／藝團提供更多演出空

間和可能性，讓他們可在大灣區持續發展。康文署亦組織交流論壇及分

享會，與同業互相分享經驗和專業知識及培育藝術行政及製作人員，協

助藝術工作者／藝團到大灣區巡演等。此外，康文署的新視野藝術節與

上海國際藝術節合作，互相推薦青年藝術家／藝團參與兩地年度藝術節

的演出。上述措施均旨在透過營造更多交流和表演機會，讓本地藝術工

作者／藝團取得實際經驗，得以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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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提升本地藝術工作者／藝團應用藝術科技的能力方面，於

2023年正式啓用的東九文化中心將與藝術家、創意媒體學院和創意技術
專才攜手合作，並提供試驗場地 (testbed studio)，配備全方位的電腦舞
台設備、執行系統、環迴音響系統等，讓舞台製作以不同方式呈現，將

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融合在舞台表演中。藝術工作者可利用網上直播系

統，將現場表演實時呈現給更多表演場館以外的觀眾，有助擴闊觀眾群，

同時透過網上平台增加藝術家與觀眾的即時互動。 
 
9. 音樂事務處40多年來透過提供中西器樂基礎訓練、樂團訓練、
及舉辦多元化的音樂及交流活動，致力培訓青少年對音樂的認識和能力，

每年訓練的學員超過8 000名。過去，經音樂事務處訓練的學員，人材輩
出，能夠成為専業音樂藝術工作者人數眾多，是本地音樂人材培訓的搖

籃。 
 
10. 藝發局是培訓香港的藝術人才的另一重要機構。藝發局自

2009-2010年度開始舉辦「藝術人才培育計劃」，為新近於藝術表演專科
（包括音樂、舞蹈、戲劇及戲曲）畢業的學生或其他有志於藝術界發展

的新進藝術表演人員提供一個於藝術表演單位實習及磨練的機會，藉此

累積正規演出經驗，提升藝術造詣，令演出更趨專業成熟，從而協助他

們作長遠的專業藝術發展。在戲曲界別，培育計劃更特設「進修」部分，

讓獲選的戲曲新進演員跟隨業內前輩導師深造。此計劃至今已有115位音
樂、舞蹈、戲曲及戲劇新進接受培訓。 
 
11. 獲政府恆常資助的九個主要演藝團體 1（主要藝團）亦致力培

訓本地藝術人才，積極與其他伙伴、教育／訓練機構合作，透過聘任、

培訓、實習、師友計劃及委約創作等方式，為本地藝術家及從事創作的

人士提供專業發展機會。其中中英劇團透過「戲劇新晉培育計劃」，為

劇團演員提供全方位培訓；香港小交響樂團及進念‧二十面體分別透過

「駐團藝術家」計劃，為本地藝術人才提供創作和演出機會；香港話劇

團透過「新戲匠系列」計劃，讓有潛質的年輕編劇、導演、演員及製作

人員參與演出；香港舞蹈團及城市當代舞蹈團分別透過伙伴計劃及獎學

金計劃，積極開拓學校網絡及將舞蹈藝術介紹給學生；香港管弦樂團、

香港中樂團及香港芭蕾舞團更分別與香港演藝學院合辦訓練／實習計劃，

為學院學生提供專業培訓，為他們日後參與專業藝團鋪路。 
 
 
                                                           
1 九個主要表演藝團包括香港管弦樂團、香港中樂團、香港小交響樂團、香港話劇團、中英劇團、進念．二

十面體、香港舞蹈團、香港芭蕾舞團及城市當代舞蹈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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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西九管理局方面，它亦致力透過多方面的工作，發掘及培育本

地藝術界人才，支援本地藝術團體發展，並提高社會對不同藝術形式的

關注。 
 
13. 西九管理局不時舉辦講座、工作坊和培訓課程促進藝術家、藝

團及藝術工作者的專業知識交流，增進他們的藝術及專業能力，擴展他

們的事業網絡。在表演藝術方面，西九管理局邀請本地傑出音樂人，於

自由空間定期演出，分享全新編排或創作的音樂。西九管理局同時透過

與大專院校和不同藝術團體及機構合作，舉辦各類型的活動，促進藝術

家、老師和學生之間的交流，鼓勵藝術創新。此外，M+博物館透過建立
購藏、參與威尼斯雙年展等國際藝術活動、舉辦「希克獎」等途徑支持

不同領域的藝術家和人才創作。 
 
14. 西九管理局於2019年推出「西九表演藝術教育創研計劃」，
鼓勵年青藝術家、藝術行政人員、學者、研究人員及研究生，發展對本

地藝術生態有裨益的藝術教育、公眾參與、社區連結及觀眾拓展項目。

西九管理局會考慮將具潛力的項目，納入日後的教育和公眾活動。西九

管理局亦致力為本地青年演員提供支援和培訓機會，包括在戲曲中心茶

館劇場上演「粵・樂・茶韻」，為茶館新星劇團的年輕演員及樂師提供

展示才藝的平台。 
 
15. 西九管理局將在2021年9月向立法會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推行
情況聯合小組委員會另行詳細匯報西九管理局在培育藝術人才的工作。 

 
16. 此外，香港藝術中心轄下的香港藝術學院提供學歷頒授課程，

主要集中在陶藝、繪畫、攝影及雕塑藝術範疇，涵蓋高級文憑、專業文

憑、學士及碩士學位課程，為香港藝文界培育新血。香港藝術學院亦舉

辦短期課程及其他外展活動，培育藝文界人才。畢業生有機會參與本地

及國際藝術盛事，包括典亞藝博及巴塞爾藝術展等。由2000年至今，完
成學院學歷頒授課程的畢業生約4 000人，主要投身於藝文界、設計及創
意產業界以及藝術教育界。 
 
 
培育藝術行政人員 
 
17. 藝術行政人員亦是文化藝術界的重要部分，他們對藝團的工作

起着不可或缺的支援作用。有見及此，政府在2013-14年度至2017-18年度
期間撥出共1億5,000萬元有時限性撥款，透過康文署和藝發局合共提供
693個實習、獎學金及在職培訓名額，以加強為培訓藝術行政人員而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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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計劃。政府及後再於2018-19至2023-24年度額外投放為數2億1,600萬
元的款項，繼續支援培訓藝術行政人員的工作。康文署及藝發局預計有關

額外撥款可合共提供約700個培訓名額（康文署及藝發局分別提供約265個
及446個培訓名額）。除此以外，康文署及藝發局將分別提供員工培訓名
額515個及24個。 
 
18. 藝術行政人員處於事業上的不同階段，對培訓的需要亦有所不

同。初級藝術行政人員可能需要較多關於一般行政及實際技能的培訓，以

及透過在職培訓吸收實際經驗（例如向公司註冊處提交申報表、制訂預算、

處理捐款、管理活動、對本地藝術界和科藝製作的認識等）。至於處於事

業發展中期和更高級的藝術行政人員，則著重認識企業管治的最佳管理手

法、與其他地方的同業建立聯繫，以及掌握文化藝術發展的最新動態。經

徵詢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的意見後，政府自2018-19年度起循三個方向改
善培訓計劃，包括加強為藝術行政見習員提供的培訓內容；增加知名海外

表演場地（包括劇院和音樂廳）、博物館和文化機構的留駐實習機會；及

邀請本地藝術機構與海外培訓機構合作，因應香港藝術界的最新發展，舉

辦相關培訓課程。 
 
19. 現時，康文署及藝發局提供多方面的培訓機會，以切合藝術行

政人員的不同需要。康文署的藝術行政見習計劃涵蓋範疇包括場地管理、

節目籌辦、舞台管理、文化交流、博物館管理及文物修復，以培育更多藝

術行政人才，配合香港藝術文化未來的發展。康文署亦繼續支持其場地伙

伴和香港藝術節協會的見習員計劃；並為處理藝術行政職務的康文署職員

提供培訓機會。 
 
20. 藝發局透過為不同資歷的藝術行政及有關人員提供實習、進修

及海外交流的機會，藉以提升他們的專業知識和開拓藝術視野。其中，藝

發局透過「藝術行政人員實習計劃」及「藝術製作人員實習計劃」向本地

藝術機構提供資助，為有志從事藝術行政和藝術製作的人士提供實習機會。

藝發局亦設立了「藝發局藝術行政人才培育計劃」，在藝發局所主辦或協

辦的國際／大型活動中提供實習機會。中層藝術行政人員和策展人員方面，

藝發局安排他們在香港以外地方暫駐／實習和進行專題考察，並會為僱主

提供財務津貼以聘用臨時替工，暫代獲甄選派往香港以外地方實習的員工

執行職務。此外，藝發局資助藝術行政人員按本身所關注的事項和發展需

要進行專題考察，讓他們可按其訂定的主題進行深入研究和分析。藝發局

亦設有本地、內地及海外藝術行政獎學金，協助藝術行政人員／策展人員

修讀有關藝術行政學科的碩士學位課程及其他專業課程。另外，藝發局會

每兩年安排為本地機構的未來藝術領袖人才舉辦在職行政精修訓練課程。

以上各項由康文署及藝發局提供的培訓計劃詳情載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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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中表示支持香港特區發展中外文化藝

術交流中心。國家文化和旅遊部公布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遊發展規

劃》，亦為大灣區的整體文化發展提供指導性方向。上述提供的培訓計劃，

有助年輕藝術行政人員把握兩項文件為包括香港在內的大灣區藝術文化發

展帶來的重大機遇。 
 
22. 康文署和藝發局一直向各項計劃的學員和伙伴機構蒐集意見，

以及就學員的事業發展進行調查。根據康文署和藝發局分別在2021年和
2019年所做的調查，在359名回覆的受訪者中，超過八成表示會在完成實
習／培訓後，繼續在文化藝術界別發展事業，或在相關範疇進修。 
 
23. 除康文署和藝發局外，西九管理局透過提供一系列藝術行政實

習及專業發展的機會，培育藝術行政人才。西九管理局舉辦的「表演藝術

實習計劃」為年青實習生提供節目編排、營運及技術製作方面的理論和實

踐訓練，並由其直屬經理提供指導。西九管理局亦與海外藝術團體合作，

促進及加深亞太區藝術工作者及藝術管理人員的文化交流。西九管理局另

設為期一年的「M+實習計劃」，專為有志於投身博物館工作的年青人提
供專業培訓，過去10年共培育了60名實習生。此外，西九管理局亦有舉辦
其他實習計劃，包括「暑期實習計劃」和各類「畢業生實習計劃」。在

2020年共有超過60名年青人透過這些計劃獲得實習機會。 
 
 
未來發展 
 
24. 《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中表示支持香港特區發展中外文化藝

術交流中心。行政長官在2020年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亦提出，政府會積極
推動和支持發展藝術科技。加上未來數年，香港多個大型文化設施（包括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M+博物館及東九文化中心等設施）亦將陸續落成，
這些新發展將為香港藝術文化界帶來的重大發展機遇，對藝術人才及藝術

行政人員的需求將持續殷切。政府會持續檢視上述各項培訓藝術人才及行

政人員計劃的成效，以確保措施能切合業界的不同需要，並配合香港文化

藝術的長遠發展。 
諮詢意見 
 
25.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民政事務局 
二零二一年七月 



附件 
 

由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起 
獲撥款2億1,600萬元以培訓藝術行政人員的情況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和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局）推行的各項藝

術行政人員培訓計劃內容簡載如下： 
 

培訓計劃 內容 
1. 康文署兩年／一年半制 1

見習員計劃 
「藝術行政見習員計劃」旨在培育年輕的

藝術行政人員，從而推動本地文化軟件的

發展。為期兩年的計劃，見習員會派駐節

目辦事處、表演場地、票務辦事處等，學

習有關籌辦演藝節目、嘉年華和藝術節的

工作，以及場地運作、設施管理、活動推

廣、票務系統管理等工作。 
 
「舞台管理見習員培訓計劃」為期一年

半，在舞台專業技術人員的指導下，讓見

習員於康文署轄下的演藝場地後台實習，

接受有關舞台運作、執行法定規例和安全

措施、給予租用人專業意見的在職培訓。 
 
「博物館見習員培訓計劃」旨在培育未來

的博物館專才。見習員會派駐香港藝術

館、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文化博物館、

香港科學館、香港太空館、香港電影資料

館、藝術推廣辦事處、非物質文化遺產辦

事處和文物修復辦事處，接受為期兩年有

關博物館管理或文物修復工作的在職培

訓，從實際工作中學習如何策劃展覽及教

育節目。 
 

2. 康文署的場地伙伴和香港
藝術節協會為見習員提供

的培訓 

「康文署場地伙伴和香港藝術節協會藝術

行政見習員培訓計劃」旨在培育年輕的藝

術行政人員。見習員獲聘於康文署的場地

伙伴及香港藝術節協會工作。為期兩年的

                                                           
1 康文署於 2019-20 年度起重新推出一年半制的舞台管理見習員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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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計劃 內容 
計劃，見習員主要協助藝團及香港藝術節

的運作，完成日常行政事務，包括文書處

理及聯絡、活動或節目統籌、宣傳及推

廣、公共關係、票務安排、協助管理演出

資料及數據和贊助策略等。 
 

3. 本地藝術機構透過藝發局
計劃提供新的暫駐／實習

機會 

藝發局每年推出「藝術行政人員實習計

劃」，並每兩年推出「藝術製作人員實習

計劃」，目的是向本地藝術機構提供資

助，讓他們為有志從事藝術行政和藝術製

作的人士提供實習機會。 
 

4. 在大型藝術節或展覽提供
暫駐／實習機會 

藝發局每年推出「藝發局藝術行政人才培

育計劃」，在藝發局所主辦或協辦的國際

／大型活動中提供實習機會，讓實習人員

得以從大型活動（例如威尼斯視藝雙年

展）中汲取實際經驗，擴闊視野。 
 

5. 在海外博物館／文化機構
提供暫駐／實習機會 

藝發局每年與世界各地著名藝文機構合

作，為本港具備一定經驗的藝術行政人員

及藝術管理領袖人才提供海外實習、交流

和培訓機會，以增進專業技能及擴闊國際

網絡，長遠支援本地文化藝術發展。近年

合作的藝文機構包括澳亞藝術節、森美術

館、Clore Leadership Programme 及泰
特現代美術館等。 
 
藝發局亦推出「替補僱員薪金津貼計

劃」，為實習人員所屬的僱主提供津貼以

聘請臨時替工，負責分擔相關實習人員缺

勤期間的職務。 
 

6. 為本地藝術行政人才提供
的海外個人化培訓 

藝發局每兩年的「藝術行政人員海外考察

計劃」支持本地具一定經驗的藝術行政及

管理人員，就所訂定的議題前往海外進行

專題考察，藉此為業界提供討論及思考議

題，促進長遠及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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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計劃 內容 
7. 為藝術行政人員／策展人

員在海外修讀與藝術或藝

術行政範疇有關的碩士學

位課程或專業培訓課程提

供獎學金 
 

藝發局每年透過「海外及內地藝術行政獎

學金」，資助藝術行政和策展人員前往海

外及內地的高等教育院校，修讀與藝術行

政相關的碩士學位課程。 
 

8. 為藝術行政人員在本地修
讀與藝術行政範疇有關的

碩士學位課程或專業培訓

課程提供獎學金 

藝發局每年頒發「本地藝術行政獎學

金」，資助本地藝術行政人員在香港的高

等教育院校修讀與藝術行政相關的碩士學

位課程或專業課程。 
 

9. 與本地及海外培訓機構合
作，在本地機構為藝術界

未來領袖人才舉辦全新的

在職行政精修訓練課程 

透過藝發局委約本地的藝文團體與海外培

訓或藝文機構合作，在香港為藝術管理人

才提供在職精修訓練課程，將海外的專業

藝術管理知識、經驗及國際網絡引入香

港，提升本地藝術行政人員的專業水平。 
 

10. 為藝發局員工提供培訓 藝發局過去透過「藝術行政人才培育計

劃」為中層和高層員工提供海外進修、考

察及行政培訓機會。同時，透過藝發局所

主辦或協辦的國際／大型活動，讓員工得

以參與國際或大型藝術盛事，以培訓具潛

質員工及提供藝術行政實習機會，以體驗

及擴闊國際視野。 
 

11. 為負責藝術行政工作的康
文署員工提供培訓 

康文署安排不同資歷的文化工作經理和博

物館員工參與本地培訓課程及╱或負笈海

外表演場地╱文博單位、藝術團體、藝術

節、教育機構等進行考察及研習交流，員

工接受培訓有利於其專業發展，亦對部門

帶來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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