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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界

身兼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及旅監局委員的
葉傲冬：歡迎當局設立文體旅局的建

議，相關建議有助整合業界的發展，並配合
未來包括啟德體育園、西九文化區等落成，
長遠有利文化、體育及旅遊界別，在大灣區

發展具競爭力的產業。
著名小提琴家姚珏：聽到會成立文體旅局感到非常的

激動，這對我們藝術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里程碑，也
與「十四五」規劃相對應——要將香港發展成為一個中
外文化藝術交流的國際中心。文體旅局的成立，應該可以
帶領業界，讓香港能夠真正成為國際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文體旅局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帶領這麼多的文化藝術團體
向什麼方向去努力，需要設定什麼樣相關的政策和計劃。
香港的藝術發展需要明確幾個方向：政策的設定是非常重
要的，要有目標、有步驟。
著名編劇何冀平：支持香港成立文體旅局，香港要成
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必須要有和其身份地位相符合的
文化藝術品。香港不缺世界一流的藝術人才，既有傳統中
國文化根基，又吸取了西方文化精華，兩者結合形
成香港藝術文化特有的風格，這是產生藝術精
品的元素，但要想形成一股力量，需要有一
個專職部門來進行統一規劃，有組織、有
策劃、有部署地進行。文體旅局的建立
將有助於結束香港文化藝術多年來一盤
散沙、自生自滅的局面。香港歷史豐富
曲折，香港人奮鬥生存，生活多姿多彩；
香港人拚搏、坦誠、講究實效、不服輸，
這些形成了香港人的品格；內地實行扶貧，
香港也有，只是方式不同；香港有很多為香
港、為國家作出貢獻的各界傑出人士，他們的故事
很有激勵作用。這些題材，都是很好的中國故事，應該有
系統地歸納，有組織、有意識地做成文化藝術作品，對內
教育青年了解香港，對外宣揚香港精神鼓舞正氣，「讓好
故事生生不息」。在這個過程中必須要有具體實施的保
障，需有專職部門承擔起講述「香港故事」的責任——
香港成立文體旅局正是當務之急。未來有了文體旅局的統
籌、規劃與支持，香港完全有能力打造藝術精品，打造香
港品牌，以不辜負中央的信任，不埋沒香港人才，與香港
的國際地位相匹配。

二胡演奏家王憓：期望成立文體旅局後成立相關諮詢的團隊，可
以了解藝術界的種種問題，以往沒有制度審查舉辦活動團體的不同
政治背景，只審批演出的內容，這個明顯是現在的漏洞，會被有心
人利用。在香港還沒能夠監管體育、文化界以及演藝界藝人的私
德、行為問題，亦不理會其道德及形象和政治立場對公眾人士的不
良影響所產生的社會問題。在支持年輕藝術家的同時，必須要對他
們的道德及形象和政治立場有一定了解審查，作為公眾人物，其行
為立場必然會影響到眾多的人士。
香港特區京崑劇團團長張宇：欣悉有意成立文體旅局，提得合

時，順應民意，我相信這完合符合中央「十四五」規劃綱要中將本
港打造成中外文化藝術中心這一要求，我等堅決擁護。一旦該局成
立，香港文旅事業有了统領核心和工作目標，不會像目前那樣由政
府多個主管部門「各施各法」，文旅企业無所適從。正如香港特區
京崑劇團近五年來在香港各大劇院公開演出了十餘場；進各大中小
學推介京崑數十次，竭盡全力，弘揚國粹，至今沒有得到政府一點
支持，找不到商討的部門，可謂「連娘家也找不到」。
我希望現在目標明確了，管理是關鍵。誠望能順應民意，不要找

外行人來管文化藝術，發掘愛國又懂行的人加入文體旅局，讓「東
方之珠」香港早日在文化上有所突破，融入祖國的大家庭。
香港出版總會會長李家駒：期待文體旅局成立已久，希望能高效

高質落實，為港創造福祉。成立專責文化發展的政策局也是出版界

一直的訴求，一方面能解決現時香港
欠缺文化長遠策略、政府與社會資
源分散等短板，另一方面能更聚
焦以制訂適合香港社會、文化與
教育需要的文化發展藍圖，協同
文化與創意各相關產業，以配合
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的定位。並建議現屆政府可即時成
立專責小組開展規劃，籌謀商討文體
旅局設立。期待在文體旅局成立後可盡快
及具體地深入探討出版界近年提出的多項舉措，例
如設立香港出版發展基金、全民閱讀計劃、圖書進出口與版權中
心、舉辦全國書博會、香港書展升級優化等。
出版人、專欄作家梁振輝：設立文體旅局以取代現時的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的部分職能，過往有關方面只側重體育和演藝，文化只是
偶爾的陪襯品，而今次則以文化「行頭」，且說明銳意發展香港成
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構想，頓令作為香港文化界一分子
的我有點期待，可對日後能否「名副其實」地推行則有點懷疑。近

年，我一直站在「粵語保育及傳承」的前線，發覺有不少空
間若不由政府或連同內地相關單位牽頭，除無法成事
外，效果亦不彰，「廣普讀音對照」匯編電子方案便
是其中一項。我期待方案倘能落實推行，成品除可
作推廣「普教中」的輔助教材外，亦將有利全球華
人及有志學習普通話或粵語人士學好普通話及粵
語。
香港藝術家巢錫雄：非常贊成設立文體旅局。現

時主理文化藝術工作事宜的民政事務局及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所涉獵的工作太多，導致每樣工作都做得不

精，並非深入了解每一個文化藝術項目或者藝術工作者的
真正需要。若設立文體旅局後能把工作分得精細，有專屬部門

負責統一相關文化政策，那當然比現在政出多門的情況要理想得
多。作為藝術工作者當然不希望由「行外人領導行內人」，支援及
管理文化工作應該要由行內人士領導，畢竟他們才最清楚藝術家真
正需要的是什麼，由真正的熟悉文化藝術的行內人士去管理及處理
相關事宜無疑是更加理想。
一新美術館總監楊春棠：政府多年來都欠缺專責部門管理及處理

香港文化發展，我期待文體旅局的成立。一直從事視覺藝術、博物
館的工作，感覺政府一直忽略視覺藝術的發展，民間博物館又欠缺
資助，我十分期望文體旅局可以重視民間博物館的營運，有機制去
幫助民間團體推動文化藝術工作，如做到，這將會是一個突破。
文體旅局應着力提升香港的藝術文化教育水平，更要推動大眾對

文化藝術的認知，要加大文化藝術接觸面，不單止是教育制度上的
改善，增加學生藝術認知是教育層面上要改善的，期望文體旅局能
有政策去鼓勵、協助媒體去推動中國文化藝術，讓整體社會上更有
效提升文化氛圍。
書畫家呂三石：十分支持成立文體旅局，一旦成立就應該着手處

理文化發展的問題，不要虛構。期望文體旅局的核心成員為熟悉文
化界的人士，如果是熟悉文化界的人士，溝通上面也較容易，也更
能了解我們面對的問題。建議文化和體育及旅
遊應分科管理，在日後政策落實要解決
問題時才能更一針見血。
同時文體旅局成立後應注重香港文

化教育，香港仍欠缺教授中國藝術
文化專業的學校，這是很大的問題，
若沒有正規的學校教育年輕人，文
化的專業往後也難找到年輕人接棒。
他期望香港文體旅局可以仿效內地
美術學院般在港設立有水平的正規藝
術院校。
●記者尉瑋、張美婷、胡茜、張岳悅、朱慧恩

香港文匯報訊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施

政報告提出設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文體旅

局），專門統籌創意產業及旅遊政策，以推進香

港發展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雖然未到達宣

布正式成立這一步，但來自文化出版藝術演藝體育

界的支持聲音已非常大，有文化界人士直指香港成

立文體旅局正是當務之急，因為目前政府沒有專責

處理他們行業關心的問題的部門，由多個主管部門

「各施各法」令文旅企业無所適從，簡直是求助

無門、申訴無門、溝通無門 。若有「文體旅

局」，行業有對口單位對推廣推動行業發展有

利。同時希望局內有熟悉文化體育及旅遊

三方面的行內人士參與，把香港打造成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信心就更

大！

業界盼文體旅局盡快落實
冀行內人掌管 強化香港軟實力

冀有政策支援演藝界培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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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施政報告研究設立文體旅局，體育界人
士普遍表示歡迎，並指建議很大程度上回應了
業界的期盼，有利跟隨國家步伐融入發展大
局，更有助香港體育的長遠發展。身兼香港藝
術發展局大會成員、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以及

香港文聯常務副會長的霍啟剛認為，設立文體旅局是業界
多年來的期盼，顯示了政府推動文化體育產業
的決心，有助香港發展為「中外文化藝
術交流中心」，緊跟國家步伐融入發
展大局。
東京奧運後全城掀起一片運動熱
潮，香港體壇未來發展成為討論
焦點，除了運動員的培育及支援
外，如何推動本地體育產業亦是重
點之一，霍啟剛認為，提出研究成
立文體旅局是踏出重要一步：「中央
在『十四五』規劃中明確提出香港作為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定位，將國家
的文化體育軟實力輸出國際是香港的重大課題，政府提出
設立文體旅局能夠以政策導向發揮香港所長，有利跟隨國
家步伐融入發展大局。」他亦指出，新政策局凸顯了政府
對文化及體育發展的重視，加上旅遊事務亦囊括其中，顯
示了推動文化體育產業化的決心，「我希望政府可以盡快

全面研究及訂立香港未來文化體育政策，擔任『促成者』及『推廣
者』的角色，讓資源用得其所，由上而下推動實際措施，吸引更多渠
道資金支持產業化。」
未來體育發展離不開與多個範疇的合作，文化體育與旅遊、科技以至
金融均有很大的合作空間，而文體旅局的設立正正可以作為中間溝通協
調的橋樑，霍啟剛舉出多個例子證明跨界合作已是大勢所趨：「例如香
港國際七人欖球賽、新加坡一級方程式賽車大獎賽、浙江烏鎮戲劇節、
日本瀨戶內國際藝術祭等等，以文化及體育盛事吸引旅客已是常態，又
如現時流行的健康旅遊，到不同國家登山郊遊、學瑜伽等等，皆與文化
體育有關，期望文體旅局能夠盡快落實成立，加上『文體+』概念，切
切實實為香港的文體旅發展打開新篇章。」
而東京奧運香港代表團團長貝鈞奇則表示，體育、文化、演藝及出
版四大界別早已建議成立新政策局，相信有關建議在今次施政報告中
提出後將會很快落實：「體育發展除了運動員，產業化亦是重要一
環，文體旅局的設立對香港融入大灣區幫助很大，『文體旅』三個範
疇之間息息相關，體育是香港文化的一部分，而前兩者又可以
帶旺旅遊業，只有『做大個餅』，香港體育才可以有
更大發展。」
香港體育學院主席林大輝亦讚揚這份施政報告
富前瞻性、全面及有見地：「感謝本屆政府對
體育運動發展的重視和大力支持，增加對體院
的資源投放，令精英體育運動能夠持續健康和
高速發展，使香港精英運動員屢創佳績。」對
於設立文體旅局的建議，林大輝表示，這有助
提升本地體育運動的地位，但如果能夠獨立設立
「體育發展局」就更能有效地推動香港體育運動發
展和充分發揮其獨有的軟實力。
資深體育傳媒人李漢源則指出，有關建議其實在體育界期望
已久，希望能成立 一個專責體育發展的決策機構，無論在長遠計
劃、資源等方面都會加強。今次政府藉着香港運動員在東京奧運成績
美滿，此時加強體育發展，對整個社會推動民生、教育、全民健身等
都有很大幫助，全民健康對政府的醫療負擔也可減少很大壓力。他並
期望今次包括體育的決策局，能研究香港體育產業發展、增加體育設
施、推動體育職業化、體育產品相關發展、香港體育國際化等工作。

●記者郭正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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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藝 界

演藝界對於設立文體旅局表示支持，
希望有助業界發展，把香港的表演藝術
推廣至更遠。
羅家英︰全國各地早已設立文化和旅遊

局，香港一直未有一個推行文化的機構，若
然把各界別文化統籌後，變相需要更加龐大的資

源，希望當局能合理分配資源。目前大灣區資源豐富，但申請手續
繁複，冀能化繁為簡。過去粵劇界在爭取資源上及不上其他話劇
團、舞蹈團，江湖地位稍遜，能夠為粵劇界謀福祉可說僅得汪明荃
一人夠「牙力」，後生一輩又欠缺社會地位，粵劇界得到的可以講
是從人家手指隙中漏出來的少許資源而已，設立文體旅局能否幫到
粵劇業真的很難講，希望得到關注。
李居明︰設立文體旅局是好消息，業界亦十分歡迎，代表政府對

粵劇、話劇、文化出版及電影業等有新支持。無論從文化、經濟、
心靈建設，以及教育角度出發，都應該支持文體旅局。特別文化演
藝界，他們特別能帶動行業經濟社會發展，帶動大批就業產生巨大
的經濟效益。文化更可對巿民的思想造成熏陶，當相關行業蓬勃起
來，大家都賺到錢，自然會吸引更多人才加入文化活動，受到更多
人關注，更可吸引內地人及世界各地的人來港看粵劇或話劇。過往
政府撥給粵劇及文化發展的金額不足，而撥給電影發展就更少，希
望將來可以改善。
關禮傑：以前香港是亞洲娛樂的龍頭，但近年已落後內地和韓

國，希望成立文體旅局後有新政策支援演藝界，重點放在培養更多
新人，不單止在電視台，在電影幕前幕後都需要新人，希望可以再
帶出富有香港精神、形象剛烈的演員出來，代表我們香港很有實
力。
馬德鐘：希望文體旅局有新政策能多協助演藝界實際的拍攝工

作，我們拍劇常在街道取景，但很多時都像過街老鼠一樣，要偷偷
摸摸地拍，希望政府支持我們的影視文化，當我們申請具香港特色
的地方作拍攝場地，在不阻礙市民情況下請加快審批，其實我們拍

劇也是在推廣香港自己的文化。」
王君馨：近兩年大家都過得不容易，至近期才開始有回復跡象，

希望新文體旅局能統籌不同影視公司的藝人有更多交流，以往因各
自公司的規限少有這方面合作，近期也樂見不同唱片公司的歌手有
crossover，足見摒除規限讓藝人能走得更遠，發展的多樣性和可能
性會更大。希望文體旅局帶領下發展好些，香港演藝界人人有工
開！
黃建東︰近年很多亞洲國家包括韓國和泰國的歌影視發展愈來愈

國際化，受到亞洲甚至全球的肯定和認同，希望政府設文體旅局後
可以多多支持香港的演藝界，把香港的表演藝術推廣至更遠。
資深電影從業員梁小姐︰能設立「文體旅局」，將之前分散於不

同事務局的各個部門「匯總」，能夠「一站式」地更集中處理、策
劃、推廣及培訓相關的人
才及範疇是好事。
●記者：李思穎、
李 慶 全 、 吳 文
釗、葉衛青

●●霍啟剛霍啟剛

●●羅家英羅家英

●●林大輝林大輝

●●呂三石呂三石

●●何冀平何冀平

●●李家駒李家駒

●●姚珏姚珏

●●政府希望推進香港發展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政府希望推進香港發展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 戲曲中心於戲曲中心於
20192019年初啟用年初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