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2)1381/14-15(06)號文件  

 
檔 號：CB2/PL/HA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5年 5月 11日的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保護及推廣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政府當局保護及推廣香港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工作提供背景資料，並綜述民政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

會 ")委員就該議題提出的主要意見和關注事項。  
 
 
背景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  
 
2.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於 2003年 10月通過的《保

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 (下稱 "《公約》")於2004年 12月延伸至

香港。《公約》訂明多項規定，當中包括各締約國應在社區、

群體和相關非政府組織的參與下，確認和確定境內各種非物質

文化遺產項目，以編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  
 
3.  根據《公約》的規定，非物質文化遺產指被境內各社區、

群體 (或個人 )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

達、表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

品和文化場所。要符合資格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該項目必須

世代相傳，在各社區和群體適應周圍環境以及與自然和歷史的

互動中被不斷地再創造，為這些社區和群體提供認同感和持續

感，從而增強對文化多樣性和人類創造力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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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公約》，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以下五方面  ⎯⎯  
 
(a) 口頭傳統和表現形式，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

介的語言；  
 
(b) 表演藝術；  
 
(c) 社會實踐、儀式和節慶活動；  
 
(d) 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及  
 
(e) 傳統手工藝。  

 
香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  
 
5.  政府當局在 2006年委託香港科技大學 (下稱 "科大 ")人文

學部就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一項初步研究。在 2008年
7月，民政事務局成立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 (下稱 "非遺諮

委會 ")，負責就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措施

作出督導及提供意見。在 2009年 8月，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下稱 "康
文署 ")委聘科大華南研究中心 (下稱 "研究中心 ")進行全港性非物

質文化遺產普查，以蒐集研究數據，用以編製本港首份非物質

文化遺產清單。事務委員會曾在 2013年 6月聽取當局簡介香港非

物質文化遺產草擬清單。為讓社區人士參與編製香港非物質文

化遺產清單的工作，康文署於 2013年 7月至 11月間進行了為期

4個月的公眾諮詢。  
 
6.  事務委員會在 2014年 6月的會議上聽取當局就公布香港

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作出簡介時，委員獲悉香港首份非物

質文化遺產清單包括 480個項目。據政府當局所述，鑒於資源和

時間所限，根據首次全港性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編製而成的清

單，只能將已有足夠資料的項目列入，另有共 149個其他項目因

在現階段 1欠缺詳細資料，故須待進一步研究和蒐集到更多資料

後才能提交非遺諮委會考慮。政府當局在徵詢非遺諮委會的意

見後會設立一個機制，以便定時更新清單項目和接受公眾人士

提交建議。  
 

                                                 
1 普查工作小組就部分項目進行實地考察時遇到困難，例如無法找到傳承人進行

訪問、傳承人以商業秘密為理由拒絕提供資料、項目範圍太闊及涉及複雜的定

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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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政府當局又告知委員，當局將根據全港性普查所得結果

和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制訂和推行保護措施，有關措施

會包括 (a)推出一個初步的網上 "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庫 "，提供

480個清單項目的資料，讓市民參閱；(b)在清單中選出具有較高

文化價值及急需保存的項目作更深入研究，並以此作為編製首

份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的基礎； (c)長遠而言，在

上述代表作名錄中揀選適當項目，在文化部發出邀請時申報列

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及 (d)由香港文化博物館與本地

教育機構、社區，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個別傳承人和傳

承團體合作舉辦不同類型的教育推廣活動。  
 
 
委員的意見和關注事項 

 
8.  委員在事務委員會 2013年 6月及 2014年 6月兩次會議上

就有關保護及推廣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事宜提出的主要意見

和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編製和更新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  
 
9.  委員關注到當局按何準則評定某項目符合作為非物質

文化遺產，可獲考慮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以及當局

會否為納入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的項目總數設限。委員亦關注

到政府當局對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的跟進計劃，尤其是關

於為已列入清單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增補資料，以及增訂該

清單，以加入因在現階段欠缺詳細資料而須待進一步調查研究

後才能提交非遺諮委會考慮的項目。  
 
10.  政府當局表示，根據《公約》，要符合資格成為非物質

文化遺產，該項目必須世代相傳，在各社區和群體適應周圍環

境及與自然和歷史的互動中被不斷地再創造。就歷史角度而

言，"世代相傳 "指一段頗長的時間，而非遺諮委會建議，非物質

文化遺產項目須已經歷兩至三代的傳承 (即大約 70至 80年 )。政府

當局會在徵詢非遺諮委會的意見後設立機制，藉以更新／豐富

清單內個別項目的內容，以及讓公眾提交建議，供非遺諮委會

考慮加入新的項目。  
 
保護和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11.  委員強調保護及保存瀕危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重要

性，並深切關注政府當局會採取甚麼保護措施以推廣和傳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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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上的 480個項目，尤其是那些具有高度

文化價值的項目。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增撥資源以保護和傳承非

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以及考慮就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編訂緩急

優次，以便撥出更多資源保護和宣傳具有高度文物價值的項

目。另有意見認為政府當局應積極邀請社區、團體、甚至個別

人士參與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  
 
12.  政府當局表示，考慮到各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在重要

性、性質，以及即時採取保護行動的迫切程度方面均有所不同，

政府當局將會制訂和推行多項保護措施，包括進行確認、立檔、

深入研究、保存、宣傳和傳承等工作。香港文化博物館和香港

歷史博物館一直透過研討會、講座、實地視察和示範等活動，

向公眾推廣本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香港文化博物館亦會加強

與本地教育機構、社區，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個別傳承

人和傳承團體更緊密合作。  
 
13.  公布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後，政府當局會考慮從非

物質文化遺產清單中選出具有高度文物價值的項目，用以編製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該名錄將可提供參考依據，

讓政府當局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特別是具有高度重要性和瀕危

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在分配資源和採取保護措施時訂立緩

急先後次序。要將某項目列入代表作名錄，其門檻較列入清單

的門檻為高，而考慮因素會包括項目的獨特性，以及其在歷史、

文學、藝術和科學各方面的價值等。  
 

 

近期發展 

 
14.  據政府當局對議員在審核 2015-2016年度開支預算期間

提出的初步書面問題作出的答覆所述，政府當局在 2015-2016年
度會成立專責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預算開支為 600萬元。

此外，當局已預留每年 1,000萬元的撥款，作為該新設非物質文

化遺產辦事處運作和落實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及推廣工作的經

費。  
 
15.  政府當局將於 2015年 5月 11日的會議上，就其保護及推

廣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工作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最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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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16.  在立法會網站的各份相關文件的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5年 5月 4日  



 

附錄  
 

保護及推廣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3年6月14日  
(議程第 IV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2014年6月17日  
(議程第 IV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5年 5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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