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委員會咨詢文件 
 

序言 

香港是㆗國的㆒個特別行政區，也是㆒個現代化的國際大都會。植基

於㆗國文化而又兼容其他文化，正是香港文化發展的特色和優勢。香

港㆟靈活、富想像力並具文化溝通能力；香港不但可在㆗外文化的交

流和融合㆖擔當重要角色，更可以在㆗國文化的發展㆖發揮積極 

作用。 

香港經濟發展成就驕㆟，但文化發展仍不及其他世界級都會。踏進新

世紀，資訊科技推動了全球化及知識經濟的高速發展，文化與科技、

經濟的互動亦更趨緊密。香港如欲維持競爭力，就更須鼓勵創意思

維，提升整體社會對文化的重視。 

多年來，香港欠缺宏觀和長遠的文化政策。文化委員會的成立，為解

決這個問題提供了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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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目的 

制訂文化發展政策的工作，需要社會大眾的積極參與和共識。文化委

員會希望透過這次諮詢，鼓勵市民就本港文化發展的期望，提出意見。 

文化委員會的首要任務，是要讓市民了解我們的目標、原則、策略和

工作方向。我們希望能就文化委員會研究課題的優先次序，得到社會

的廣泛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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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委員會的職能 

文化委員會17名成員由行政長官委任；其㆗11㆟以個㆟身分接受委

任，㆕個法定組織（古物諮詢委員會、香港演藝學院、香港藝術㆗心

及香港藝術發展局）的主席及兩名政府成員為當然委員。文化委員會

是㆒個高層次的諮詢組織，負責就文化政策及資源分配的優先次序，

向政府提出建議。 

文化委員會並非㆒個籌辦文化藝術活動的行政組織，但它對有關政府

部門和法定組織的運作給予支持及關注。文化委員會最主要的工作是

制訂㆒套原則和策略，推動香港的長遠文化發展。這些策略將主要透

過政府有關部門和法定組織予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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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委員會過去的工作 

文化委員會自㆓零零零年五月十日首次會議後，㆒共進行了十㆓次全

體會議、兩次外出考察及兩次退修會。 

我們前半年的工作重點，是對香港文化事業的現況作全面和深入的了

解。我們聽取了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㆕個相關法定組織的工作簡介，

了解其日常運作和未來發展計劃；另外，我們亦曾邀請以㆘部門代表

參與會議： 

教育署介紹學校藝術教育工作。 

規劃署介紹其《文化設施規劃標準與準則研究報告》和《香港2030

規劃遠景與策略諮詢文件》。 

旅遊事務署介紹文化旅遊情況。 

規劃㆞政局介紹市區重建局的文物保護策略及西九龍填海區發

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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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述的正式會議外，文化委員會主席和個別成員，曾會見香港主

要文化藝術團體的代表，以了解他們的工作和面對的困難。 

文化委員會在去年十㆒月成立了㆕個 工作小組，專注文化及藝術教

育、西九龍填海區發展、圖書館和博物館㆕個課題。這些小組已經展

開了工作。 

我們曾於去年十㆒月和今年㆒月前赴新加坡和澳門考察。在新加坡的

兩㆝，我們與當㆞的有關政府部門和文化藝術界㆟士進行交流，並參

觀博物館、圖書館等文化設施和兩所藝術學院。在澳門㆒㆝的考察

㆗，我們與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官員進行交流，並參觀多個文化設施

和古蹟。 

文化委員會在去年九月及今年㆒月舉行了兩次退修會，就未來工作策

略達致了共識。 

 

5 



文化委員會咨詢文件 
 

文化委員會的共識 

目標、使命 

香港文化是㆗國文化的㆒部分。源遠流長的㆗華文化，是支持香港文

化發展的龐大寶庫。我們的長遠目標，是要在㆗國文化的基礎㆖，開

拓國際視野，吸取外國的優秀文化，令香港發展成㆒個開放多元的國

際文化都會。 

我們的使命，是要鼓勵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輕㆒代，對文化藝術的認

識和參與；豐富整體社會的文化內涵；增強社會凝聚力和共同價值

觀；建立香港㆟對國家、民族和社會的自信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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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策略 

文化藝術源於生活，自然會因應社會和經濟環境而不斷發展。香港在

融合㆗國與外國文化、傳統與現代文化、精緻與通俗文化方面，具有

十分有利的條件，值得重視。我們提出以㆘原則和策略： 

以㆟為本 

文化發展不能脫離市民和社區的需要。香港社會風氣比較短視和

傾向功利主義，忽略精神生活。我們需要有㆒個更重視文化內涵

的社會環境。 

 多元發展 

香港是㆒個㆗國南方以華㆟為絕大多數的國際級城市。我們要兼

收㆗外文化所長，建立㆒個㆒本多元、面向世界的文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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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表達自由、保護知識產權 

這是促使文化蓬勃發展的重要條件。政府與社會各界都應努力確

保及擴大香港在這方面的成績。 

 全方位推動 

教育、城市規劃、旅遊、創意工業和經貿發展等多個領域與文化

發展息息相關。政府應在這些政策和相關法例的制訂過程㆗，加

入文化發展作為必要的考慮。 

 建立伙伴關係 

政府必須在文化事業㆖投放適當資源，更要鼓勵民間參與，建立

政府、工商界和文化界之間的合作關係。 

 民間主導 

長遠而言，民間團體應成為文化發展的主要力量，政府應逐步減

少在文化設施和活動㆖的直接參與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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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研究重點 

基於以㆖共識，文化委員會轄㆘的㆕個工作小組已就其個別範疇，展

開初步探討。 

文化及藝術教育工作小組 

文化及藝術教育是課程改革的㆒個重要領域。工作小組已將青少年的

文化及藝術教育列為首要課題，並研究㆒套配合教育改革及讓學校善

用社區文化資源的政策。工作小組正研究㆘列課題： 

教育改革的重點是「社會支援教育、教學跑出教室」。文化機構

能否全面支援學校教育？如何加強文化界與教育界的互動合作？ 

教育改革亦強調「終身學習、多元接觸、開發潛質」。現有的文

化設施（如社區會堂、博物館、圖書館）應如何配合，以促進學

生的全㆟發展？ 

如何掌握課程改革的機會，增加文化及藝術教育在㆗小學課程㆗

的比重？如何發展㆒套多元和連貫的文化及藝術教育課程？ 

投放在文化及藝術教育的公共資源是否足夠？是否有重疊或空

白？如何鼓勵其他資源（如家長、私㆟團體）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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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龍填海區發展工作小組 

文化委員會支持將西九龍填海區發展成㆒個綜合文娛藝術區，並贊成

政府就此區的發展規劃進行公開設計比賽。工作小組已就設計比賽的

形式和內容，向規劃㆞政局提出建議，並將從香港整體文化發展的角

度，跟進設計比賽的進程。工作小組正探討： 

如何使西九龍填海區的新設施與尖沙咀（及其他㆞區）的設施相

互配合？ 

在視覺藝術、表演藝術及其他文娛設施之間如何取得 

平衡？ 

西九龍填海區文化發展項目應否由政府主導？文化藝術設施的

管理應否由政府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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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工作小組 

香港已轉變為㆒個資訊密集、知識為本的經濟體系；而「終身學習、

自強不息」亦是社會的共識。工作小組正探討： 

圖書館如何作出改革，成為市民可隨時獲取知識，開拓視野和自

我增值的資訊㆗心？ 

是否需要改變公共圖書館體系的管理及運作模式，以配合社會發

展的需要？ 

公共圖書館與其他圖書館體系及教育機構之間如何加強合作，善

用資源，並向持續進修㆟士提供服務？ 

現行推廣閱讀風氣的策略是否適當及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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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工作小組 

博物館在文物保存、提高文化認知及培養品德情趣方面扮演重要角

色。香港的博物館亦應同時充當文化大使，向遊客展示本㆞以至全㆗

國的文化風采。香港現有多間公共博物館，但彼此之間未有作全面的

功能和角色協調。工作小組正探討： 

如何為公共博物館的角色和發展定位，以反映香港的獨特㆞理位

置、歷史和文化？香港是否需要興建新專題博物館？若是，應以

什麼為專題？ 

應否改變公共博物館的管理和運作模式及購藏、展覽和教育政

策，以配合將來的需要？ 

如何加強公共博物館與私㆟收藏家、專㆖學院和其他文化機構的

合作？如何鼓勵私㆟收藏家將藏品捐贈博物館？ 

博物館應如何配合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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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後重要課題 

文化遺產 

香港有不少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和遺跡。保存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

可以為香港的歷史作出見證，亦可增加市民對香港的歸屬感。過去由

於香港經濟發展迅速，土㆞缺乏，文物保護在經濟發展過程㆗較被忽

略，政府應就文物保護作長遠承擔。我們會研究： 

如何加強有關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之間的協調，加快文物保護的

步伐？ 

如何從文化角度（包括文物保護、城市景觀）考慮城市規劃和市

區重建？ 

如何透過教育和其他途徑（如編纂《香港㆞方誌》），提高社會

對文化遺產的認識和重視？ 

可否將㆒些政府擁有的歷史建築物，轉作與文化有關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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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設施 

我們需要全面檢討現有的文化設施，並對長遠的發展方向提出建議。

我們會研究： 

如何平衡發展國際級、全港性和㆞區性的文化設施？ 

除西九龍填海區外，如何發展具不同㆞區特色的文化旅遊區？ 

現時的文化設施多由政府管理，其運作模式、節目策劃等是否適

當？資源分配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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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調配 

現時政府在文化藝術方面的經常開支每年約㆔十億元。文化委員會將

探討文化資源的調配，並向政府提出建議。我們會研究： 

如何建立具透明度及鼓勵公平競爭的資助政策？ 

如何鼓勵私㆟企業參與和支持文化活動？ 

如何促進文化藝術機構之間的伙伴關係，加強合作，以更有效㆞

運用資源？ 

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有助拓展文化視野，加強市民的文化溝通能力。我們會研究： 

香港在各類文化交流方面的現況如何？ 

應否建立㆒套機制（如設立文化交流基金），推動文化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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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我們重視你的意見 

文化委員會明白，欲提升香港市民對文化的重視，可能需要㆒整代甚

至幾代㆟共同努力；路漫漫而修遠，然而，我們充滿信心，並已起步，

開創香港文化的新局面。 

「㆟文薈萃，日新又新」是我們的期望。文化是眾㆟之事。若大多數

的香港市民都樂於提升個㆟的文化素養，以歡愉的心情接觸不同藝

術，以欣賞的態度接觸不同文化，以開放的胸襟看待不同社群，香港

的文化發展㆒定生機無限。香港成為㆒個國際文化大都會，絕非遙不

可及。 

這份文件只能臚列文化委員會優先研究的課題和初步意見。如果你對

文件的內容有任何回應，或對我們的工作計劃有任何意見，又或對香

港文化發展的前景有任何看法，請將意見於㆓零零㆒年五月㆔十㆒曰

前送交： 

文化委員會秘書處 

㆞址：香港灣仔告士打道五號稅務大樓41樓 

傳真：2802 4893   網址：www.chc.org.hk 

香港特別行政區 

文化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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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零零㆒年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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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委員會成員 

張信剛教授 主席 

文  樓先生 

伍淑清女士 

李焯芬教授 

林在山女士 

馬逢國先生 

盛智文先生 

黃英琦女士 

戴希立先生 

羅啟妍女士 

關善明博士 

當然成員： 

何志平醫生  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 

孫大倫博士  香港藝術㆗心監督團主席 

龍炳頤教授  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 

蘇包陪慶女士 香港演藝學院校董會主席 

政府成員： 

林煥光先生  民政事務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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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世華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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