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香港+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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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a. 參考資料A及就你所知，試分析香港的文化遺
產評分「食蛋」的原因。

b. 參考資料B及就你所知，保育文化遺產會為香
港帶來甚麽機遇？

c. 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政府在發展文化遺產方面時應
考慮甚麼因素？

文化保育三面睇：經濟、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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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說香港是「文化沙漠」，此話
當真？文化保育和可持續發展是兩個重
要的通識概念，同學在學習時，不妨以
具體例子為切入點，從中學習港府是如

何制定保育政策和達到其成效。
首先，同學需簡單知道香港有甚麼珍貴文化、建築和環

境值得保留。以下為一些舉隅。在文化方面，香港的茶餐
廳文化和大坑舞火龍十分珍貴；在建築方面，一些滿有歷
史價值的遺址，如天星碼頭和尖沙咀前水警總區總部（現
為商場1881）也值得保留。筆者認為同學不需要對各個例

子作出深入的研究，基本的認知已經足夠。
相信對同學而言，最難的莫過於對政策的評價和評估。

在通識考卷中，不時出現評價政策的成效和影響的題目。
以下筆者想以元創坊（PMQ）為例說明。元創坊位於上環
荷李活道，是前已婚警察宿舍。政府在保育此遺址時，推
出了不少具建設性的措施，將之活化，賦其可持續性。
比如，在經濟方面，透過提供吸引的租金優惠，元創坊

成功吸引不少本地企業家及創作家開設商店，售賣DIY且
具特色的商品，產生利潤。在社會方面，元創坊為能作為
一個都市空間（urban spaces），為社會提供一個共同平

台，鼓勵本地創作。而在環境方面，元創坊能妥善保存珍
貴遺址，在最少影響的情況下，保留其獨有特色。
同學是否留意到，筆者使用的三個角度，分別是經濟、

社會和環境正正是衡量可持續發展的結構。筆者建議同學
在遇到保育和可持續性的議題時，不妨採用此三個角度。
另外，同學亦可思考政策對不同持份者，例如附近居

民、商店和文化保育組織的影響。此舉能讓同學思考不同
組別的利益為何。 ■鄺嘉莉
文憑試通識科5**狀元、港大工商管理及法律系三年級生

港世遺港世遺「「食蛋食蛋」」旅遊業向來是香港的強項，不過遊

客們來香港的理由，不外是「美食」

和「購物」兩樣，似乎很少人是「來看古蹟的」。最近

《旅遊業競爭力報告》發表，本港的綜合排名雖然有上

升，但在分項中的排名可謂「慘不忍睹」，其中文化遺

產的部分更「食蛋」，引來了不少輿論關注本地文

化發展的情況。那麼，為什麼香港在文化項目中得

分較低？有什麼方法可以提升水平？

■李偉雄

福建中學（小西灣）助理校長

世界經濟論壇
發表兩年一次的
《旅遊業競爭力
報告》，為全球
141個國家及地
區的旅遊競爭力
排名，香港位列第
十三位，雖然較上
次報告躍升兩位，
但在分項中的價格
競爭力排名第一百二十七位，而
在世界文化遺產及非物質文化遺
產兩項上更獲零分的評分！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回應指
出，特區政府在每個層面都需要
努力發展，會與業界一起努力，
以提升香港的吸引力。

單元二：今日香港（按教育局指引）
主題主題11：：生活素質生活素質
探討問題探討問題：：香港維持或改善居民的生活素質的發展方向香港維持或改善居民的生活素質的發展方向
如何如何？？
．．香港居民對不同層面的生活素質的優次有甚麼不同看香港居民對不同層面的生活素質的優次有甚麼不同看
法法？？

．．哪些方面的生活素質被視為最重要哪些方面的生活素質被視為最重要？？哪些被視為最急切的哪些被視為最急切的
需要需要？？甚麼人可作出相關的決定甚麼人可作出相關的決定？？為甚麼為甚麼？？

資料A：
今年的《旅遊業競爭力報告》，頭三名全是歐洲國家，其

中西班牙首次排列第一位。報告指出西班牙文化古蹟和旅遊
資源豐富，另外基建完善、待客友善，乃是對遊客最友善的

國家，無論是娛樂、餐飲和夜生活都非常方便，故令其榮膺全球最具旅遊競爭力
的國家及地區。至於香港，在港口和道路基建分項上排名全球第一位，而營商環
境、機場、交通設施都在五名之內。不過，本港在「世界文化遺產」和「非物質
文化遺產」兩項分數上雙雙「捧蛋」，與其他「捧蛋」國家一樣，分別排第一百
二十四和第八十九位！

資料B：
針對香港在保育及文化遺產方面「食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表
示，當局在每個層面都需要努力發展，會與業界一同努力，想辦法提升香港旅遊
吸引力。至於在「價格競爭力」分數較低，他則認為香港仍有很多優勢，如品質
水平、貨真價實等，相信整體而言旅客仍想來香港購物。

請先閱讀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文化素質：生活素質不但取決於物質生活，精神文化生活是否
充足也會影響我們釐定生活素質的高低。良好的文化生活能滿足
精神需求，優化生活素質。前特首曾蔭權於2008年的一份施政
報告便提出了一系列優化香港生活素質的措施，當中他強調香港
市民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亦須重視優質的生活環境，而文化建設
和文物保護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衡量文化素質的角度：文化的多元性和傳承，這兩個角度難以一套客觀的指標來
量度，我們可以從個人的主觀感受和看法，以及政府制定的政策和實行的力度來衡
量。多元的文化不僅可以擴闊我們的眼界，使我們活得多姿多彩，它更可豐富精神
層面上的生活，使精神獲得滿足，繼而影響我們對生活的滿意程度。
另外，文化是否可持續發展，並且保留下去亦相當影響我們今天和下一代的生活

素質，保存既有文化的工作是刻不容緩的。文物是文化的實質載體，故此能否適當
地保留文物也是影響生活素質的重要一環。
建築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它們見證着社會的變遷和發展，是市民共同擁有的資
源，我們可從中認識自己。文物保育可讓大眾認識歷史，傳承文化，令下一代對自
己的文化、民族、個人認知得以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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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業排名

想升呢點算想升呢點算？？

■■藍屋藍屋

■■大坑舞火龍大坑舞火龍■■車公誕車公誕■■粵劇粵劇

(a)文物古蹟具體地展示了一個地區文化的內
涵，透過親身接觸文物古蹟，我們可以了解在
建築、藝術、宗教、科學等多方面的璀璨成
就，加深對該地區的認識。事實上，香港過往
曾擁有的文物古蹟，中西兼備，多不勝數。但
今天文化遺產評分為零，有下列的因由：

過度側重經濟發展
近十年以來，香港政府的整體政策是以經濟發展為優

先，並着力對城市舊區和新界鄉郊進行現代化；但這種經
濟掛帥的發展觀卻令文物古蹟無論在城市、鄉郊均不受到
重視和保護，而當文物古蹟的存在成為現代化建設的障礙
時，它們更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例如中區核心地帶的
西式建築群，本是一個城市的記憶，它反映了城市在過去
的歷史及文化。可是，港府着力進行現代化建設，並進行
大規模的「舊城改造」工程，不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文
物古蹟受到破壞、甚至拆除。
基於地理上的差異，全鄉郊均發展出具有不同特色的文
物古蹟，例如古塔、古廟宇、古祠堂、古民居等等。可是
發展商為了追求經濟成果，拆毀文物以興建道路及工廠；
亦有部分鄉民認為拆毀舊居興建新住房才是進步及現代化
的表現。

港人欠缺文物保育意識
雖然香港的經濟發展成果，大幅地改善了國民的生活素
質，但卻造成社會過度追求財富，根據一項關於市民最關
注的問題的調查，大部分情況下香港居民都比較關心經濟
問題，其次是社會問題，而文物保育問題則相對較少人關
注。港人缺乏對文物的愛護和尊重，因而大大地阻礙了本
地文物保育工作的進行。

(b)推動文化承傳
一般而言，本地的文物古蹟均有其獨特的文化內涵，展
現了中西文明在建築、藝術或文學方面的創造性成就，透
過親身接觸文物古蹟，我們可從中了解香港歷史、習俗和
思想信仰，藉此增強對國家和香港的認同感。

經濟收益鉅大
近年來，世界各國均積極發展旅遊業，各地的文物古蹟
均被積極發展為旅遊景點，成為旅遊業的重要部分，發揮
經濟效益，推動地區旅遊業的興旺及相關商業、服務業的
發展。
由商業機構營運文物古蹟，將可在市場原則下推動具競
爭力和靈活的文化產業服務，能滿足觀光客之餘，其收入

亦足夠對文物進行日常維護等保育工作 亦足夠對文物進行日常維護等保育工作，，造成參觀者 造成參觀者、、政政
府及商業組織 府及商業組織「「三贏三贏」」的局面 的局面。。

促進地區發展
如政府大力發展文物古蹟旅遊的過程中，需要投入大量
本地人力物力，令地區能獲得發展機會及經濟收益。一些
陳舊的住房和古建築亦會因為旅遊區及商業區的需要，獲
得維修重建的機會。

(c)受眾數目
在制定維持或改善文化遺產的政策時，受眾的數目是一
個重要的考慮因素。一些影響大多數市民的議題往往較易
受大眾關注，因此特區政府在衡量政策的緩急輕重時，多
會優先處理一些影響範圍較廣的項目。換言之，能改善或
保障大多數市民生活素質的政策會被優先處理。而一些涉
及價值觀，社會上分歧較大的生活素質，如舊區重建，則
可能會等待社會取得普遍的共識再作處理，因而會被放在
較後的位置。

資源多寡
制定維持或改善文化遺產的另一個考慮因素是擁有資源
的多寡。社會上不同人士有不同訴求，但礙於資源有限，
當特區政府要決定改善不同層面的生活素質時，必須考慮
現有的土地資源、哪些市民的經濟狀況、期望等，然後優
先處理匱乏者的訴求，這樣才可保港人的利益。

市民的聲音
市民的聲音會影響施政的緩急，如市民或團體對某些議
題特別關注，經常就有關議題利用不同的方式，如進行公
開討論、遊行、示威等表達訴求，便較易受到社會、港府
關注，在可行的情況下，港府會就有關問題進行優先處
理。

個人、群體及公眾利益的考慮
由於不同人士對生活素質的訴求有所不同，有時甚至是
對立的，因此，制定文物保育政策時，在回應市民的訴求
同時，亦要考慮到社會的整體發展和公眾利益，就其緩急
輕重理性地作出判斷。公眾利益是指關乎廣大市民利益、
影響整個社會的普羅大眾的福祉，相對於個人、群體及財
團的私利。
公眾利益始終是一個較糢糊的概

念，在實際運作上要界定如何才合乎
公眾利益仍有一定的困難。其一是靠
公眾的迴響來評定公眾利益，公眾諮
詢十分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