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委會政綱

⽂化藝術

• 促進國家在「⼗四五規劃」中將⾹港定位為「中外⽂化藝術交流中⼼」的⽬標
• 知⼰（了解⾃⼰的強項）：要先清楚了解⾹港⽂化藝術的項⽬及其長處，有清

晰的培育發展的政策
• 硬件（空間/⼟地、創作的器材/原料）
• 軟件（⽂化藝術項⽬的發展現狀、⼈⼒資源、政策、科技、推廣）
• 交流（資訊流通、了解外⾯世界的發展和需求）
• 創意（資源、展⽰、推廣、創作⾃由及空間）

• 知彼（了解輸出地的需要/興趣）：不同地⽅對不同項⽬的興趣不⼀，要針對不
同的巿場，選擇輸出的項⽬及推廣的巿場策略

• ⼤灣區：粵語話劇、粵劇
• 歐洲：舞蹈、視覺藝術

• 協助業界融入內地及⼤灣區巿場
• 制度的銜接：協助物識中介公司、如何清關、稅務資料
• 巿場的接軌：不同地⽅的巿場如何，喜歡甚麽類型的節⽬︖宣傳的渠道︖
• 推廣：將⾹港的⽂化藝術項⽬、名⼈介紹給⼤灣區的觀眾
• 演出、展⽰場地及技術⽀援：⼤灣區不同地區的劇院、展覽廳、台燈聲器材的

資料、聯絡⽅法
• 運輸交通：各地的運輸資料及網絡

• 弘揚中華民族傳統及⾹港本⼟⽂化藝術
• 本地推廣：

• 從教育入⼿，讓學⽣接觸及嘗試不同類型的藝術
• 將中華民族的傳統藝術⽂化，⽣活化地介紹給巿民⼤眾

• 海外推廣
• 介紹本地藝術的資料庫
• 推介本地藝術的交易平台
• 政府主動帶領表演團體進⾏海外演出

• 推動創意產業，拓展本地及海外巿場
• 培育創意⼈才：教育、創作空間及⾃由、港外交流機會、創作資⾦
• 系統性的海外推廣：國際性的展覽、展⽰平台及網上平台、比賽等
• 拓展本地巿場：展⽰空間、比賽/獎項讓⼤眾知道本地的創意精英、宣傳推廣

• 設⽴「⽂化體育旅遊局」
• 專責部⾨（政策、資源、監管）/ 對⼜單位



• 優化⽂化藝術教育政策，⿎勵創造性新思維的發展
• 教育是本源，倡議在課程中將學⽣有機會接觸不同的藝術項⽬，甚至有⾜夠的

資源讓學⽣學習⼀項藝術項⽬
• 課程設計⽅⾯，加入⼀些⿎勵創造性新思維的元素，⽽不是單單背誦記憶

• 積極推進藝術科技的應⽤及場地配合政策
• 善⽤科技，幫助⽂化藝術項⽬的創作、推廣、紀錄、傳播

• 將最新的技術介紹給藝術⽂化團體，定期舉⾏最新科技的推介會
• 提供資⾦上的⽀援，讓藝術⽂化團體能實質使⽤新科技
• 政府的場地有⾜夠的相關科技設質讓租⽤者使⽤

• 推廣、促進及承傳優秀⽂化藝術，包括：粵劇、⾳樂、話劇、舞蹈、書畫、⽂
學、攝影等，積極培養各⽂化藝術有潛質的接班⼈

• 提供創作資⾦、空間
• 培育課程/項⽬
• 交流機會
• 比賽/獎項

• 重點⽀持⼩藝團的成長和進步
• 找出有發展潛質的⼩藝團，訂下最少3-5年的發展⽀援計劃：

• 提供⾏政上的⽀援
• 創作的空間：團址、排練地⽅
• 提供展⽰創作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