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局納專才 升格創意辦 

早前成為城中熱話的文化局，焦點曾落在誰來當局長一職。誰是合適的文化局局

長人選當然重要，但文化局未來的政策方向，也應受到注視。 

筆者在《新文化局長 政策毋須由零開始》一文中（刊於 2012年 06月 08日《經

濟日報》），就本港的文化藝術政策提供了一些看法和建議，但若要把「文化藝術」

發展成為「文化產業」，筆者認為文化局日後必須採取主動的角色，推動本港的

創意產業。 

就如其他產業政策一樣，新成立的文化局應着手制定文化產業的發展策略，當中

的中、長期指標應包括如何提升創意產業佔本地生產總值及就業人口的百分比。

（按︰創意產業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約 4%，就業人口則約 5%，此數字多年來變

化不大。在世界經濟轉型、知識型經濟和創意經濟比重日增的情況下，本港明顯

落後於許多其他地區。以南韓為例，創意產業佔當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就由

2002年的 4.3%，提升到 2005年的 6.5%。） 

加強研究基礎 助制定政策 

同時，文化局亦應加強其政策研究工作。良好的政策必須建基於準確的資料和數

據，近十年來，政府雖然多次表明本港應發展創意產業，但有關的政策研究卻少

之又少。很多國家都深明統計數據對分析和理解創意產業的重要性，而本港亦必

須發展一套特定的統計框架和方法，作為制定政策的基礎，及作為國際性比較之

用。 

在創意產業內，各行各業之間的分界因全球經濟一體化、資訊科技發展和更多跨

行業機構出現等因素而日漸模糊，一套由官、產、學共同研究並一致同意的創意

行業統計方法（包括「創意經濟」，即把創意產業對其他經濟領域和行業〔例如

文化旅遊〕的影響也計算在內）是不可或缺的。全面和完整的數據將有助公眾了

解創意經濟的重要性，亦確保社會投入產業發展的資源物有所值。 

活化舊建築 栽培創意園區 

和其他產業發展一樣，土地資源和人才培訓對推動創意產業的發展至為重要，前

者在租金高昂的香港更甚。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顯示，創意園區對創意產業的

發展極其重要。香港有關行業大多是中小企，單靠業界的力量去建造和持續發展

創意社群是相當困難。 

筆者建議政府加大力度發掘和提供合適的地點，例如改建廢置的工廈、校舍或政

府建築物，又或活化舊建築物，為創意行業提供租金相宜的群組空間，支援創意

孕育和培訓計劃，並促進業界組織作跨行業的合作交流。 



成立創意委員會 廣納人才 

要全方位推動創意經濟，新成立的文化局應該把「創意香港辦公室」升格，並從

私人機構吸納更多人才，同時該局亦可成立一個包括業界專家在內的「創意產業

委員會」，協助該辦公室制定發展和推廣創意產業的策略。 

本港多個創意行業，包括廣告、電影、流行音樂等，已有輝煌的歷史和穩固的根

基。在許多方面，如資訊和創作自由、社會多元化、人才、支援服務及 CEPA帶

來的機遇各方面，本港亦具有一定優勢，筆者期望文化局的成立可大大加速創意

行業的發展。 

面對經濟轉型、年輕人就業和事業發展日趨困難的情況，新一屆政府如何發揮本

港的優勢去克服困難和挑戰，為經濟發展重新定位，加快優勢產業發展，實為本

港長遠可持續發展的重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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