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九文化中心於區議會討論多年，昨日終於進行奠
基儀式，未來為區內居民提供更多文化及休憩用地。
有區議員表示，現時東九龍可舉行演藝活動的政府場
地只有牛池灣文娛中心，但位置較不便利，故多年來
不斷爭取興建東九龍文化中心，希望日後為居民提供

多一個悠閒好去處。
該中心佔地約21,600平方米，造價為41.7億元。早於2005年11

月，香港特區政府就重建牛頭角下邨的發展進行諮詢，期間觀塘區
議會要求政府興建一所嶄新、充滿活力並融合多種設施和文娛休憩
用地的地區中心。一年後，觀塘區議會通過牛頭角下邨重建計劃，
除公屋大廈外，亦包括一所文化中心。

不過，直至牛頭角下邨開始並完成重建，東九文化中心仍停留於
規劃中，引起觀塘區議會的關注。2013年，政府於內部資源分配工
作中支持興建東九文化中心，去年7月終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
撥款。

陳振彬：政府從善如流
觀塘區議會主席陳振彬昨日表示，一直以來居民只能於附近的牛池

灣文娛中心或社區會堂進行表演活動，區內欠缺多用途的表演場地，
故早於廿多年前已希望區內設有文化中心，經過多年討論終能促成，
認為政府能因應居民訴求靈活推動發展。他又說，未來能於該中心舉
辦地區慶典活動及音樂會，亦為居民提供多一個悠閒好去處。

青年民建聯主席、觀塘區議員顏汶羽表示，欣喜看到東九文化中心
奠基，期待4年後落成讓九龍東100萬以上居民享用。他指出，數年
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曾與區議員會面，讓他們推舉一個地區議題，
當時不同政黨的議員一致要求東九文化中心盡快上馬，顯示該中心是
觀塘居民渴求多年、真正惠民的建設。 ■記者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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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九文化地標 首重環保意念
工期四年 座位千二 港文藝之都更穩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慧敏）為增加表演

場地，香港特區政府於九龍灣牛頭角下邨原址

興建東九文化中心，內有5個室內演藝設施，

並設有公眾休憩用地，料於2020年竣工、

2021 年年底啟用。中心設計亦加入環保元

素，如設有太陽能板、雨水收集器等，綠化空

間共佔30%。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在中心

奠基典禮上致辭時表示，東九文化中心對香港

有雙重意義，是繼西九文化區後另一項特區政

府投資的重要文化設施，有助鞏固香港作為國

際文化藝術之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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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九文化中心坐落牛頭角道和觀塘道交界，毗鄰德福花園及九龍灣
站，是一所多功能文化設施。中心內設有5個室內演藝設施，包

括有1,200個座位的演藝廳，供歌劇、音樂劇等各類表現演出，亦有
550個座位的三向式劇場；另有3個能容納120至250人、為中小型劇
團而設的音樂、舞蹈及戲劇劇場。除了表演場地外，中心設有排練
室，部分劇場有獨立的安靜室及提供口述影像服務，視障人士也可得
悉表演內容。

室內外皆宜表演 交通便利
此外，中心內的行人通道設有小型藝術展覽；戶外休憩空間亦適合
進行表演、社區節目及藝墟等，並設有一個露天劇場，中心設計亦加
入環保及智能元素。建築署高級工程策劃經理廖志豪表示，中心設有
太陽能集熱板、雨水收集作綠化供水、日光及動作感應控制、電動車
充電設備等。他續說，中心有天橋連接鐵路站及德福花園，亦有24小
時行人通道讓市民往來社區不同地方。
康文署高級經理（文娛中心策劃）區惠英表示，大堂利用採光設

計，空間寬闊及多窗戶設計，演藝設施均配備符合國際標準的舞台設
施。為加強社區聯繫，中心內的咖啡店增加牛頭角下邨的元素，例如
設有屋邨影像、鐵閘及地磚作裝飾。

與西九文化區 育文藝人才
林鄭月娥表示，當年多名來自不同政治背景的區議員，均同意爭取
興建東九文化中心，顯示只要大家以地區居民福祉為依歸，不同政治
背景的議員是可以齊心做事的，也代表政府、區議會以及地區人士可
按着最大的公眾利益互諒互讓，達至共識。
她又說，東九文化中心是繼西九文化區後另一項特區政府投資的重
要文化設施，有助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文化藝術之都的地位，亦為本港
文化藝術人才提供培訓和演出的場地，未來該中心與西九文化區的設
施將成為兩個重要的文化地標。她續說，中心毗鄰九龍灣和觀塘商貿
區以及啟德發展區，能為建設九龍東成為本港第二個核心商業區增
值，令九龍東成為擁有大型住宅建設、甲級商業中心，以及高質素文
化設施的非一般核心商業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有64年歷史的北角舊皇
都戲院，曾被古物古蹟辦事處評為三級及二級歷史建
築，惟均被質疑評級過低。古物諮詢委員會昨日再次討
論其評級，雖委員未有一致意見，但最終獲過半數贊
成，將其定為一級歷史建築。同時，古諮會亦接納對中
環閣麟街磚牆遺址不予評級之建議。有關建議將展開為

期一個月公眾諮詢。
皇都戲院於1952年開幕，原名為璇宮戲院，為戰後

全港最古老的單棟型「劇院式戲院」，於1997年結
業，現址其後改為商場。舊戲院樓頂的外露式拱架，設
計獨特，是英皇道著名地標。今年3月，有國際保育專
業組織發出「文物危急警示」，形容該設計全球獨一無
二，促請政府不要清拆。
古蹟辦於本年初曾建議將戲院評為三級歷史建築，但被

質疑評級過低。古蹟辦評審小組進行巡視後，建議將評級
升為二級，但仍未獲古諮會通過，需再作研究及討論。

五十年代影響力屬全港性
古諮會昨日再開會審議舊皇都戲院的歷史評級。會

議上，不少委員均認為其應被評為一級。作為委員的
香港歷史博物館前總館長丁新豹指出，璇宮戲院作為
戲院的社會價值，屬地區性水平，但作為演藝場所，
在中環大會堂出現（編按：1962年）前，其影響力屬
於全港性。
會上也有不少委員指戲院的建築結構獨特，至今屬

亞洲罕有，且保養良好，又指戲院在戰後不久興建，
其經歷反映香港娛樂事業的興衰，在集體回憶方面，
值得被評為更高級。
雖然有委員質疑，比皇都戲院保存得更好、更有社

會價值的油麻地戲院亦只被評為二級，如皇都戲院評
級更高，或與過往的標準有牴觸，但委員們經投票
後，仍以過半數贊成將其評為一級歷史建築。

閣麟街磚牆遺址不予評級
同時，古諮會亦接納古蹟辦的最新建議，將閣麟街磚
牆遺址不予評級。古蹟辦評審小組指出，根據最新取得
的歷史檔案，包括當時租務法庭文件和相片等，以及到
過現場視察後，確認閣麟街現有遺址建於1930年代，
並非建於19世紀末。
雖然相關建築有數名歷史人物曾入住，但與現時遺址

沒有直接關係，加上有關建築物上蓋部分已被完全拆
卸，無法確定有「背靠背」唐樓群。在沒有委員反對
下，古諮會接納有關建議。古諮會主席林筱魯表示，未
來仍有一個月諮詢期，相信關注團體會繼續給予意見。
林筱魯承認，針對現代建築的評級，在量度社會價值
方面，仍未有「一把令人感覺舒服的尺」，希望政府盡
快成立基金進行戰後樓宇特色的研究，日後評審上能更
好地評斷，但需要時間。

皇都戲院跳升「一級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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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11月的進出口貿易數據遠超預期，總
值2.35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8.9%；其中出
口增長5.9%，進口增長13%。數據到來多少有
點意外的驚喜，讓外界切實看到中國實體經濟
改善的曙光。當然，單憑一個月的數據，很難
證明內地進出口已走出困境，增長勢頭可否持
續，仍需進一步觀察。據分析，全年的貿易
數字很可能仍然還是負數，加上當前國際貿
易環境複雜多變，特朗普當選後貿易政策的
走向尚不明朗，內地經濟轉型升級亦面臨諸
多挑戰，而改善的關鍵，還是要通過積極的
政策措施，引導金融市場把過多的流動性流
入實體經濟，徹底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才能
將當前經濟回暖的勢頭維持下去，並且轉化
為持續增長的良好趨勢。

進入10月、11月以來，連串數據均反映內
地經濟出現企穩回暖的勢頭，官方製造業和非
製造業數據均顯示經濟持續復甦，緩和了市場
對中國經濟前景的擔憂。分析11月亮麗的進
出口數字可以看到，當中既有外貿穩增長政策
所不斷釋放紅利的結果，亦有人民幣持續貶值
所帶來的正向效應，更不能忽略年尾節日因素
的短暫刺激。人民幣近兩年逐步走低，雖然因
為其它新興市場的貨幣亦貶值而無帶來顯著的
競爭優勢，但至少在相當程度上，消除了多年
持續升值帶來的競爭劣勢。至於進口數字的改
善，則與第三季度以來大宗商品價格的全面回
升有密切關係。不過，這個勢頭能否維持下
去，不少人還是存有疑慮，因為從今年前 11

個月的統計數據看，中國進出口總值與去年同
期相比，仍然下降 1.2%，預計全年總計貿易
數字很可能仍然是負增長。

從整體來看，外貿進出口是否能夠維持增
長，與整體國際環境有相當的關係。當前國際
關係複雜多變，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歐盟，
明年將面臨主要成員法國、德國連場選舉大
戰，右翼勢力會否上台推行「反全球化」的政
策，值得關注。至於第二大貿易夥伴美國，從
11月的數字來看，中美貿易總值3.08萬億元，
仍然下降了 1.7%。當選總統特朗普曾在競選
時聲稱要對中國產品徵收45%的重稅，並給中
國扣上「匯率操縱國」的帽子。儘管不少人都
認為這只是特朗普的競選口號而已，但他上台
之後實際的外貿政策的走向，仍需進一步觀
察，隱憂仍然存在。

「打鐵還需自身硬」。面對不明朗的外部環
境，要從根本上改善宏觀經濟，還是要按照國
家的有關部署，從供給側改革、創新發展和高
水平雙向開放等關鍵環節，促進經濟轉型，加
強內需和內部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據統計
局數字，去年最終消費支出對GDP的貢獻率
已經達到66.4%，比前年提高15.4個百分點。
當務之急是要發揮政策的指導作用，在做好產
能過剩行業去槓桿的同時，把市場資金有效引
入實體經濟，讓其成為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動
力，同時也為外貿進出口增長奠定良好的實業
基礎。

（相關新聞刊A6版）

引資金入實體經濟 鞏固回暖勢頭
香港中文大學籌備2年的全港首間非牟利及自負

盈虧的私營教學醫院「香港中文大學醫院」（下稱
「中大醫院」），昨日進行動土典禮。中大醫院採
用創新的醫療服務模式，既為中產市民提供可負擔
的私營醫療服務，又接受醫管局轉介的公立醫院個
案，紓緩公營醫療服務的壓力，承擔社會責任。社
會對中大醫院的發展寄予厚望、樂觀其成，期望中
大充分評估可能面對的人手、財政挑戰，克服各種
考驗，確保醫院可持續發展，為本港應對人口老
化、提升醫療服務積累成功經驗。

中大校長沈祖堯表示，中大醫院的使命是：第
一是服務本港市民，填補現時公營與私營醫院間
的服務差距，減輕本港人口老化所面對的沉重醫
療壓力；第二是為本港創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醫
療服務新模式；第三是加強優質醫護培訓，擴展
卓越教學及醫學研究應用。按照建院的設計，中
大醫院的服務公私兼顧，雖然是私院，但不以盈
利為目的，希望探索出一條以服務市民為本、支
援本港醫療雙軌制的可行之路。

中大醫院主要服務對象是本港的中產階層，醫
院的7成病床將提供套餐模式收費，是中產人士
負擔得起的，而且只供港人使用；醫院的服務範
圍、收費標準、服務標準，以及醫院認證及提交
報告的責任，都會反映在政府與中大醫院管理方
的合約之中，有利提高收費透明度，革除目前私
院的流弊。另一方面，由醫院運作的第5年起，
醫管局每年會轉介17,600個專科門診及6,000多個
日間手術個案給醫院，病人可沿用醫管局收費。
這項安排，直接紓緩公立醫院壓力，有助縮短病

人的輪候時間，同時確保中大醫院所處理的個案
更全面，有利提升醫院的培訓質素。可以說，中
大醫院是本港醫療服務模式的大膽創新，亦是一
種理想模式，市民當然希望中大醫院建得快、辦
得好，早日服務大眾。

發展私家醫院涉及龐大開支，包括聘請醫護人
員、購置醫療器材、興建醫院大樓，中大醫院既
然要提供優質服務，對人手、設備自然要求更
高，又要保持非牟利宗旨，挑戰不容低估。因為
中大醫院的創新模式，令市民對其期望甚高，亦
關注其發展的可持續性。有私家醫生擔憂，中大
醫院可能要向公立醫院高薪挖角，長遠難以養活
員工，有社會人士則對醫院何時及能否做到自負
盈虧存疑。

對此，院方看法樂觀，認為醫院能在5年內達到
收支平衡，因為本港人口老化對醫療需求增加，且
有經濟能力的長者人口上升，足以支持中大醫院的
生存和發展；至於醫護人手方面，院方可利用中大
醫學院的人才優勢，邀請中大醫學院教授助拳，吸
引中大畢業的醫科生留院服務，而且騁請的人手要
與醫院理念相同、「不是向錢看」。

中大醫院扮演服務、教學多重角色，又是一間非
牟利醫院，所有的盈利將會撥作醫院的長遠發展和
支持醫學院的教學研究，醫院的建設及服務，均以
病人為中心，以給病人獲得最佳診治為最終目的。
希望中大醫院不負使命，不負市民期望，以優質服
務、良好營運的實際業績，把公私結合的醫院成功
模式推而廣之，讓更多市民受惠。

（相關新聞刊A11版）

中大醫院服務創新 社會樂觀其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