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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政府宣布重新檢討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計劃，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諮詢委員會將會審

視整個項目的發展規劃，並在今年 9月完成初步的諮詢工作。對於這個決定，社會上意

見不一，有人為「西九」成為政治爭拗下的犧牲品而感到可惜，亦有人認為「西九」下

馬，是政府正面回應民意的積極表現。 

 

    重新部署是政府責任 

 

    回顧「西九」之所以引起爭議，主要是涉及四方面：一是單一招標模式被認為有與

大地產商輸送利益之嫌；二是批評「西九」計劃的決策過程繞過行政會議和立法會；三

是建議中的天篷地標被指為好大喜功的揮霍工程；四是部分文化界人士批評西九商、

住、文化項目的綜合發展模式為沒有靈魂的地產項目。面對公眾的疑慮，新論壇新論壇新論壇新論壇的朋友

曾提出把整個項目拆細成七塊公開拍賣的方案，再配合由民間各界，包括文化和各專業

界別人士組成的「西九」管理局，監管整個項目的發展，以避免「西九」被推倒重來。

然而，這項建議沒有被政府全面接納。 

 

    爭拗過後，汲取經驗，重新檢視計劃，為「西九」重新出發部署，是政治現實，也

是特區政府應負的責任。在政府重新開展規劃時，有幾點是我所關注的。 

 

    莫完全排除商界參與 

 

    第一，有關「西九」的發展模式。社會有意見認為「公私營合作」模式是問題的根

源，但我不同意這觀點。「公私營合作」的模式不一定會帶來「利益輸送」的問題；文

化發展項目亦不必然在「公私營合作」的發展模式下變為地產項目。問題是政府要避免

如「西九」的原設計般，令單一財團掌控了大部分的文化資源。完全排除商界參與文化

發展，只會令文化事業完全由政府主導的傳統模式進行，這對提高業界效益，擴大發揮

空間，以至香港文化藝術長遠的健康發展並無好處。 

 

    吸納現有諮詢意見 

 

    第二，政府不應該浪費之前進行的諮詢工作。去年不論政府、藝術發展局，還是民

間的藝術和表演團體，都就「西九」問題舉辦了許多研討和諮詢會議，相關的民意調查

更是多不勝數。政府就「西九」項目進行的公開展覽，亦吸引了二十五萬人參加。透過

這些討論，社會和文化藝術界充分表達了一些看法。故此，政府應盡量整合凝聚意見，

化為集體意見，作為發展「西九」的藍圖，這是有助計劃盡快開展的。 

 



    發展刻不容緩 

 

    最後，不要忽視鄰近地區的競爭。未來數年，珠三角有多個大型的表演場地相繼建

成。在廣州的「十一五」規劃中，文化服務業將是市內的六大重點發展產業之一，與文

化發展工程有關的項目達 21項，估算總投資約 760億元人民幣。面對區內的激烈競爭，

香港如何把握機遇和優勢，打造香港成為薈萃國際文化的「東方紐約」，「西九」項目發

展的配合，確是刻不容緩。 

 

    市民和文化藝術界對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是充滿期待的，表演團體尋找適合

的表演場地也越來越困難，最近粵劇界因為場地不足問題與何志平局長激烈對話便印證

這點。我衷心希望在今次「西九」爭拗過後，社會各界，特別是政界中人，為了香港整

體利益，同心合力，凝聚共識，盡快讓「西九」發展重新出發。新論壇新論壇新論壇新論壇召集人馬逢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