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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引言 

 

報告目的 
 

1.1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立法會 ”)民政及文化

體育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於 2023 年 7 月 31 日

至 8 月 3 日前往杭州進行為期四天的職務訪問。

本報告闡述是次職務訪問的主要內容和議員的觀察

所得及建議。  

 

 

訪問背景和目的 

 

1.2 事務委員會一直就體育及康樂，以及文化藝術

發展等範疇監察政府政策及研究公眾關注的事項。

在體育發展方面，事務委員會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 (“特區政府”)的 3 項體育發展政策目標，即體育

普及化、精英化和盛事化。除上述三大政策目標外，

事務委員會察悉，特區政府亦正研究進一步推進香港

體育事業，向更專業化和產業化的方向發展。事務

委員會認為特區政府應積極支持在本港舉辦大型體育

活動。就此，委員認為應參考香港以外地方舉辦大型

綜合運動會的經驗，以及相關籌備工作，例如杭州

第十九屆亞運會 (“杭州亞運會”)的籌備工作。  

 

1.3 此外，事務委員會亦一直關注特區政府在推廣

體育運動以及在社區建立體育文化等工作的成效，並

希望能汲取香港以外地方的相關經驗。事務委員會

察悉，杭州以承辦第十九屆亞運會為契機，努力推動

杭州全民運動，成績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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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至於文化藝術方面，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

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未來香港

將會加強與內地及海外文化藝術機構的交流。事務

委員會察悉，杭州市政府近年正大力推動杭州市文化

產業發展，構建文化產業發展新格局，並有多項重點

文化新地標落成。  

 

1.5 事務委員會前往杭州進行職務訪問的主要目的

為：   

 

(a) 考察杭州亞運會的兩大主要場館；  

 

(b) 了解杭州市體育產業化及普及化的政策及

措施；  

 

(c) 實地了解杭州市推廣全民運動的情況；及  

 

(d) 了解杭州市文化產業的發展近況、具體

政策及成果。  

 

1.6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在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會議

上，通過是次職務訪問的建議。  

 
 

訪問團成員 
 

1.7 訪問團由 16 名議員組成，由事務委員會主席

鄭泳舜議員率領並擔任團長，副團長為事務委員會

副主席陳穎欣議員及事務委員會委員霍啟剛議員。

其餘訪問團成員的名單如下：  
 

事務委員會委員  

馬逢國議員 , GBS, JP  

陸頌雄議員 , JP 

吳傑莊議員 , MH,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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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毓偉議員 , JP 

陳仲尼議員 , SBS, JP  

陳凱欣議員  

陸瀚民議員  

劉智鵬議員 , BBS, JP  
 

非委員的議員  

謝偉俊議員 , JP 

盧偉國議員 , GBS, MH, JP  

邱達根議員  

陳家珮議員 , MH, JP  

郭玲麗議員  

 

1.8 應事務委員會的邀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

楊潤雄先生亦參與是次職務訪問的部分行程。  

 

 

訪問行程 

 

1.9 訪問團在 7 月 31 日早上啟程，在四天的行程

中先後到杭州市及東陽市考察。在考察期間，訪問團

曾到訪多個與體育及文化藝術有關的地點 (包括杭州

大劇院、杭州市陳經綸體育學校、黃龍體育中心、

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奧體中心 ”)、亞運村、中國木雕

博物館、盧宅景區及橫店影視城 )，以及與杭州市

文 化廣電旅遊局、杭州市體育局及杭州第十九屆

亞運會組委會 (“亞組委 ”)的代表會面交流。訪問團的

行程載於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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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考察杭州市 

 

概覽 

 

2.1 杭州市位處長江三角洲南翼，是浙江省的省會

及經濟、文化和科教中心。全市總面積為 16 850 平方

公 里 。 杭 州 市 於 2022 年 年 底 的 常 住 人 口 為

1 237.6 萬 人 ， 是 浙 江 省 內 人 口 最 多 的 城 市 。

2022年，杭州市生產總值為 18,753 億元人民幣，

按年增長 1.5%。杭州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

5.8%，其中文化辦公用品的零售額增長 36.8%，反映

杭州市文化產業發展迅速。  

 

2.2 在《十四五規劃》下，杭州市積極建設具有

國 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並提出 “5+3”的重點

產業發展策略，即發展 5 大都市支柱產業 (文化、

旅遊休閒、金融服務、生命健康和高端裝備製造 )，

以及 3大數字先導產業 (人工智能、雲計算大數據和

信息軟件 )。  

 

2.3 杭 州 市 的 文 化 產 業 於 2022 年 增 加 值 達

2,420億元人民幣，佔本地生產總值 12.9%。同年，

以杭州市西湖龍井和徑山茶宴為代表的 “中國傳統

製茶技藝及其相關習俗 ”入選聯合國人類非物質文化

遺產代表作名錄。此外，杭州市於 2023 年將加快

國家 (杭州 )短視頻基地建設，目標是提升文化產業

增加值，按年增長 4.5%，並投資 350 億元人民幣於

文旅項目。此外，杭州市亦會加強保護文物和文化

遺 產 ， 構 建 更 多 城 鄉 一 體 的 15 分 鐘 品 質 文 化

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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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體育方面，為實現 “辦好一個會、提升一座城 ”

的理念，杭州市近年把握亞運機遇，落成多項體育

設施和基建設施。2022 年，杭州亞運會的 56 個比賽

場館及 31 個訓練場館已全部竣工，並且向公眾

開放。杭州市將於 2023 年新增最少 300 個群眾體育

設施、 35.4 萬平方米的嵌入式體育場地設施，以及

舉辦最少 1 500 場的賽事活動。  

 

2.5 訪問團在杭州市的行程主要包括參觀杭州

大劇院、杭州市陳經綸體育學校、黃龍體育中心、

奧體中心及亞運村，並觀看 “印象西湖 ‧最憶是杭州 ”

表演。訪問團亦曾與杭州市文化廣電旅遊局、杭州市

體育局、亞組委的代表交流會面，以及與浙江省人民

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 (“港澳辦 ”)及杭州市人民政府的

代表餐敍。  

 

 
訪問團抵達杭州，展開為期四天的職務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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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文化廣電旅遊局 

 

2.6 訪問團於 7月 31日行程的第一站，到訪杭州市

文化廣電旅遊局，並與杭州市人民政府港澳辦副主任

徐軍民先生、杭州市文化廣電旅遊局黨組成員兼二級

巡視員劉宇峰先生及其他官員進行交流座談。訪問團

聽取了有關當局代表介紹當地文化及旅遊事業發展的

經驗，以及當地為促進文化和旅遊融合發展所推行的

政策和措施。雙方亦就如何透過發展文化產業說好

中國故事，以及加強杭港兩地交流合作等事宜交換

意見。  

 

2.7 議員了解到，文化與旅遊是杭州市其中兩大

支柱產業，在推動經濟方面擔當重要角色。其中，

西湖文化景觀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 “世界遺產

名錄 ”。杭州市近年着力發展文化與旅遊的融合，

透過多項政策措施 (包括文化金融、財政支援、稅務

優惠、園區建設、人才培育等 )支持文化產業多元化

發展，同時透過科技、智能平台推廣文旅產品，以

吸引旅客。  

 

2.8 對於《十四五規劃》提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

中 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議員提出，香港可借鏡

杭州市文旅融合的經驗，同時藉着香港中西文化薈萃

及有廣泛國際脈絡的獨特背景，促進中華文化在國際

間的影響力，推動中華文化自信自強。議員認為，

特區政府應憑藉香港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的優勢，

並按照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的理念，以發展香港

成 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及 “一程多站 ”的示範

核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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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與杭州市文化廣電旅遊局的代表會面交流，  

並聽取他們介紹杭州市推動文旅融合發展  

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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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大劇院 

 

2.9 訪問團隨後前往杭州大劇院參觀。大劇院

落成於 2004 年，地處錢塘江畔，是錢江新城第一座

拔地而起的大型地標性建築，佔地約 10 萬平方米，

由加拿大設計師卡洛斯奧特設計。訪問團由杭州

大劇院有限公司總經理姜佳念先生等人員陪同下，

參觀了設有約 1 600 個座位的歌劇院、600 多個座位

的音樂廳，以及提供 5 種基礎台型的可變劇場。  

 

2.10 訪問團了解到，大劇院以 “人民群眾享受藝術

的殿堂 ”、 “藝術家展示才華的舞台 ”及 “中外文化交流

的平台 ”為定位，上演不同風格的中外劇目。大劇院

即 將上演的劇目包括具有獨樹一幟 “京韻布魯斯 ”

風 格、由流行歌手及演員徐均朔先生主演的原創

音樂劇 “南牆計劃 ”；由著名作家張愛玲女士原著、

香港導演許鞍華女士執導、香港演員焦媛女士主演的

“金鎖記 ”；以及俄羅斯聖彼得堡國家冰上芭蕾舞團

舞劇 “天鵝湖 ”及 “睡美人 ”等。議員認為，在大劇院

演出的劇目無論對當地居民以至遊客均具號召力，

對 推動文化旅遊、文化藝術交流和推廣發揮重要

作用，值得香港借鏡。  

 

2.11 議員尤其欣賞大劇院的可變劇場，該劇場設有

可活動的舞台機械設備及電動翻轉座椅。其靈活多變

的設計可根據不同演出的使用需求，進行多種組合

形式的舞台變換。議員認為，該劇場的設計可為觀眾

提供沉浸式演劇空間，拓展觀眾的想象空間，創造了

一種全新的演藝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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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於杭州大劇院合照  

 

訪問團參觀杭州大劇院的歌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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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聽取杭州大劇院代表介紹上演的劇目 (上圖 )，

以及參觀音樂廳 (左下圖 )及可變劇場 (右下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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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浙江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代表餐敍  

 

2.12 傍 晚 時 分 ， 訪 問 團 出 席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港 澳 辦於杭州市西湖畔的花家山莊安排的餐敍。

席間，訪問團與浙江省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宗教華僑

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金永輝先生，以及浙江省人民

政府港澳辦副主任王紅威先生等領導就浙江與香港

兩地在體育與文化方面的合作機遇，以及如何有效

促進落實“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理念交換意見。  

 

 
訪問團於花家山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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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西湖 ‧最憶是杭州”表演  

 

2.13 訪問團晚上觀看了杭州的大型户外文化表演

“印象西湖 ‧最憶是杭州 ”。該表演項目由著名導演

張藝謀先生執導，以西湖湖面作舞台，利用西湖自然

的山水、燈光和特別效果，呈現江南美景與民間

傳說。  

 

2.14 議員對上述表演項目華麗璀璨的燈光及震撼的

音響效果，以及表演者優美的舞姿留下深刻印象。

議員亦十分欣賞大會向觀眾派發的掛頸裝置能在表演

者演唱 “難忘苿莉花 ”時，散發出苿莉花香味，為觀眾

提供不同感觀上的體驗。議員建議特區政府應考慮

利 用維港及其兩岸的著名地標，重新設計現有的

“幻彩詠香江 ”(例如加入大型無人機表演 )，以及推出

其他大型户外文化表演

項目，打造具香港特色

的夜間表演活動，加強

向市民和遊客展現本地

文化特色和創意。  

於 西 湖 西 北 區 的 岳 湖 、

曲院風荷與蘇堤之間上演

的“印象西湖 ‧最憶是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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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陳經綸體育學校  

 

2.15 訪問團於 8 月 1 日早上參觀杭州市陳經綸體育

學校。該學校佔地面積 8 萬多平方米，是浙江省一級

中等職業院校，開設共 18 個體育運動項目的課程，

包括游泳、田徑、體操等。在學校代表的介紹下，

訪問團察悉，該校由香港著名實業家陳經綸先生捐款

創立，以其名字命名的體育學校先後培育了樓雲、

羅雪娟、葉詩文、陳雨菲等奧運會冠軍得主，學校亦

因此被譽為“世界冠軍搖籃”。  

 

 
學校代表向訪問團介紹游泳運動員的訓練情況  

 

2.16 訪問團了解到，杭州市政府為加強年青運動員

的培訓，杭州市體育局致力與教育部門共同完善

青少年體育賽事體系，以及加強建設體育傳統特色

學校和中小學特色運動隊。杭州市政府亦會繼續拓展

更多體教融合點，以及選派教練及運動隊進駐學校

訓練、生活和學習，以共同培訓年青運動員。議員

認為，杭州市運動員在國際賽事上取得驕人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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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善的運動員培訓

機 制 實 在 是 功 不

可 沒。議員建議，

特 區 政 府 可 借 鏡

杭州市的經驗，建立

系統化的培訓梯隊，

促 進 精 英 運 動 員 的

全 人發展，特別是

支 援他們在學業和

運動方面雙軌並行，

以鼓勵更多具潛質

的 青 年 人 ， 投 身

全職運動員行列。  

 

2.17 訪問團亦察悉，杭州市陳經綸體育學校的

田徑場和游泳館等體育設施在不影響運動員日常訓練

的前提下，定期開放給市民使用。訪問團認為，由於

本港正面對康體設施不足的問題，特區政府應就

“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計劃 ”推出優化措施，

鼓勵更多學校開放其體育設施予公眾使用，以促進

更多市民參與體育活動。  

 
訪問團於杭州市陳經綸體育學校的游泳館前合照  

游泳運動員的日常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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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體育局  

 

2.18 訪問團隨後到訪杭州市體育局，與杭州市

體育局黨組書記兼局長金承龍先生、杭州市體育局

黨組成員兼二級巡視員漆憲忠先生及其他官員進行

交流。訪問團聽取了杭州市體育局的代表介紹當地就

推廣全民運動和發展現代體育產業所推出的政策

措施。  

 

2.19 席間，杭州市體育局代表表示，杭州市是浙江

省內經常參加體育鍛鍊人數比例最高的城市之一。

杭州市政府計劃構建“10 分鐘健身圈”的全民健身設施

網絡，並推動全市體育場館 (如學校或公共場館 )以

免費或低收費形式開放給市民使用，以便利市民參與

運 動 。 訪 問 團 了 解 到 ， 當 地 政 府 藉 着 籌 辦 杭 州

亞運會的契機，全力推動全民運動，讓更多市民分享

到亞運會的 “紅利 ”。相關措施包括在杭州市推出

“體育消費券 ”，資助市民參加體育活動及購買體育

用品。  

 

2.20 訪 問 團 亦 察 悉 ，

為 發 展 現 代體 育 產 業 ，

杭州市政府正積極拓展體

育 健 身 、 觀 賽 、 培 訓 、

旅 遊 等 新 的 體 育 消 費

空間，進一步滿足市民的

體 育消 費需求。此 外，

杭州市政府近年重點推動

“體育+旅遊 ”的融合發展，

包 括 創 建省 級運動休 閒

小鎮，以及開發富有杭州

特色的體育旅遊精品路線。  

 

杭 州 市 政 府 在 市 內 多 處

豎 立 告 示 牌 ， 鼓 勵 市 民

多做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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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議員表示，要建立全民運動的風氣並非一朝

一夕的事，特區政府應與相關的體育總會、康體組織

和社區團體，在社會各層面舉辦多元化的康體活動及

全港性的大型體育活動，供不同階層、年齡、能力和

興 趣 的 市 民 參 與 。 特 區 政 府 亦 可 考 慮 派 發 電 子

運動券，資助市民參與康體活動或課程。議員亦建議

特區政府應善用本港的體育資源促進旅遊，例如，

把 “M”品牌計劃資助的大型國際體育盛事與旅遊

結 合，為 來 港觀賞體育賽事的人士提供多元化的

體驗，以吸引他們留港旅遊。  

 

 
訪問團與杭州市體育局的代表會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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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龍體育中心  

 

2.22 訪問團隨後前往黃龍體育中心。黃龍體育中心

是杭州市的標誌性建築，亦是杭州亞運會的比賽場地

之一。訪問團聽取浙江省體育局副局長李華先生及

浙 江省黃龍體育中心黨委書記兼主任沈斌先生的

講解，得悉黃龍體育中心的體育場和體育館，以及

游泳跳水館將分別進行杭州亞運會的足球、體操及

水球 3 大類比賽。  

 

2.23 參觀期間，訪問團對體育場使用的錨固草坪尤

其感興趣。訪問團察悉，錨固草坪由天然草與人造草

纖 維 結 合 而 成 ， 比 傳 統 草 坪 更 牢 固 、 耐 踐 踏 、

耐鏟踢，使用後恢復能力更強，能滿足高頻率足球

賽事的需求。訪問團亦參觀了黃龍體育中心的 “空中

環道 ”，該跑道沿途設有智能探測鏡頭，可協助

使 用 者了解自己的運動軌跡、跑步速度和體能

消耗等。  

 

2.24 訪問團觀察到，黃龍體育中心在場館管理上

運用了許多科技元素，例如在其信息中心機房，管理

人員可透過高清顯示屏，實時掌握場館的耗能、人流

量 、 車 流 量 等

數 據，大幅提升

場 館管理工作的

效能。訪問團期望

特 區 政 府 可 參 考

黃 龍體育中心的

做 法，善用科技

協 助 管 理 康 體

設施，以提升有關

設施的質素及延長

其使用壽命。  
訪問團參觀黃龍體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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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親身感受黃龍體育中心體育場的錨固草坪  

 

 
議員聽取有關黃龍體育中心體育館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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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聽取工作人員介紹“空中環道”的設施  

 

 
訪問團於黃龍體育中心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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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第十九屆亞運會組委會  

 

2.25 訪問團於 8 月 1 日下午與杭州亞組委舉行

座 談 會。會上，亞組委副秘書長兼杭州市政府

副秘書長毛根洪先生向訪問團簡介亞組委籌辦杭州

亞 運會的進程及最新情況。訪問團了解到，杭州

亞運會於 2023 年 9 月 23 日正式開幕，在 15 個比賽日

內進行 40 個大項的賽事項目，預計全亞洲共有

15 000 多名運動員參賽，爭奪超過 480 面金牌。為使

杭州亞運會順利舉行，亞組委設有 20 個部門，透過

明確分工及相互協調合作，有效及有序推展大量籌備

及演練工作。  

 

 
 

亞運會吉祥物：宸宸 (左 )、琮琮 (中 )和蓮蓮 (右 ) 

 

2.26 訪問團尤其欣賞杭州以 “綠色、智能、節儉、

文明”的理念籌辦亞運會。今屆杭州亞運會共有 56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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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場館，當中僅 12 個屬新建場館，比例為歷屆

亞運會中最少，切實體現 “能改不建、能租不買 ”的

節 儉 理 念 。 此 外 ， 亞組 委 將會善用 智能平台及

元宇宙，以提升場地、比賽、購票、亞運村等不同

環節的管理效能，並會陸續推出不同手機應用程式，

為運動員及觀賽者提供多元化服務。其中名為 “智能

亞運一站通 ”的小程式，結合了區塊鏈、大數據、

人工智能等技術，為全球用户提供大型綜合運動會

史上首個一站式數字觀賽平台，提供購票、出行、

觀賽、住宿、用餐和旅遊等一站式服務，務求令亞運

服務更加精準高效，讓觀賽體驗更加便捷精彩。  

 

2.27 多位議員亦於座談會期間向亞組委了解杭州

亞 運會賽事的售票安排，並提出有不少香港市民

(包 括運動員家屬 )均期望能購票到現場觀賞杭州

亞運會的賽事。訪問團欣悉，亞組委透過代理機構

推出不同門票組合，供香港市民購買。  

 

2.28 訪問團認為，亞組委有關場館設施和科技應用

的寶貴分享，有助特區政府更好籌劃於 2025 年由

粵 港 澳 三 地 聯 合 承 辦 的 第 十 五 屆 全 國 運 動 會

(“全運會 ”)和第十二屆全國殘疾人運動會暨第九屆

全國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議員表示，粵港澳三地亦

應研究如何把握合辦全運會所帶來的機遇，吸引更多

國內及海外旅客到訪三地觀賽及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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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向亞組委了解杭州亞運會的籌備情況  

 

 
議員關注有關杭州亞運會賽事的售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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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2.29 座談會結束後，訪問團在亞組委杭外工作部

領導陪同下，前往奧體中心視察杭州亞運會的主要

會場。奧體中心位於杭州市的濱江地帶，於 2021 年

4月啟用，總用地面積約 40 萬平方米，設有體育場、

網球中心、游泳館、文化中心、公共交通連接點等

多項設施，是全國最大的體育園區之一。奧體中心的

體育場是杭州亞運會舉辦開閉幕式的地方，而其

游泳館及網球中心亦是杭州亞運會的比賽場地。  

 

 
訪問團聽取工作人員介紹奧體中心的設施  

 

2.30 在場地工作人員引領下，訪問團實地了解奧體

中心各場地的基本概況和場館建設中的科技亮點。

議員對上述場地所展現的建築技術及科技應用印象

尤其深刻，當中包括：建造俗稱 “大蓮花 ”的體育場的

用鋼量為國內同類別場館的三分之二，切實體現杭州

亞運會 “節儉 ”的辦賽理念；而被稱為 “小蓮花 ”的網球

中心決賽館則採用了全球首創鋼結構懸挑端開閉屋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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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使其上半部分的 8 片“大花瓣”結構能於 20 分鐘

內開啟或閉合，以減少天氣變化對場內活動的影響；

以及游泳館採用了高科技 24 小時水循環，使館內 5個

泳池中超過 1 萬噸的池水能不斷地流動、更新，保證

水質清澈。  

 

2.31 議員亦對奧體中心的智能場館管理深感興趣，

尤其是智慧運維指揮中心的運作，透過指揮中心所

應用的物聯網及雲計算等技術，讓中心內的管理人員

能及時掌握場館的實時狀況，從而可對場館的整體

運 作進行適時調度、監管及指揮，實現體育館、

游泳館及相關配套設施的統一管理。  

 

2.32 議員認為，透過這次考察杭州亞運會的主要

會場，讓他們更深入了解舉辦大型綜合運動會所需的

硬件及軟件配置，尤其是如何利用科技提升辦賽的

智能化水平。議員表示，考察奧體中心的經驗非常

有用，加深了議員對大型體育場地的設施及科技水平

的了解，有助他們將來就全運會的籌備工作及其他與

香港體育發展相關的議題提出更多具體及實用的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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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團長鄭泳舜議員 (右二 )就參觀奧體中心的見聞

與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先生 (左二 )及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劉明光先生 (左一 )交換意見  

 

 
訪問團於俗稱“大蓮花”的奧體中心體育場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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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運村  

 

2.33 訪問團視察奧體中心後，隨即到訪亞運村。

亞運村總佔地面積 113 萬平方米，主要由運動員村、

技術官員村及媒體村 3 大區域組成，於亞運期間招待

約 2 萬多名運動員和隨隊官員、技術官員和媒體工作

人員，為們提供住宿、餐飲、交通、醫療等服務。  

 

2.34 訪問團先參觀佔地約 1 600 平方米的代表團

歡迎中心。該中心是所有代表團抵達杭州亞運村的

第 一 站，也是運動員村的日常入口之一，將提供

註 冊、保安、禮賓等多個領域的 24 小時全天候

服務。議員亦聽取了有關運動員村、媒體中心和訪客

中心的功能及運作簡介。議員十分欣賞杭州市政府為

減少因拆卸亞運村而造成的浪費，在亞運會舉辦後，

將 運 動 員 村 及 技 術 官 員 村 作 為 商 品 住 宅 出 售 ，

而 媒 體 村將成為人才公寓，向全杭州市各類人才

出 租。議員認為上述做法既可落實 “綠色 ”的辦賽

理念，亦可增加杭州市房屋的供應。  

 

2.35 訪問團觀察到，亞運村針對運動員及其他

亞運村使用者的不同需要，提供全面而貼心的設施及

服務。例如，運動員房間除了配備基本設施外，部分

還設置床伸展器，讓身型較高大的運動員能有更舒適

的體驗。而運動員餐廳則會每天提供 20 小時不間斷

的不同風味餐飲服務，以迎合來自不同國家或地區的

人士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議員建議特區政府在

籌辦全運會時，除了做好比賽場地的準備及協調工作

外，亦應參考杭州亞運村的規劃及營運經驗，以確保

在禮賓及接待、住宿及膳食、傳媒服務、交通運輸、

醫療等方面的安排妥善及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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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聽取亞運村工作人員的簡介

 
訪問團參觀亞運村的運動員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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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杭州市政府代表餐敍  

 

2.36 訪問團於 8 月 1 日晚上與杭州市人民政府

副市長孫旭東先生、杭州市人民政府港澳辦副主任

徐軍民先生，以及杭州市文化廣電旅遊局和杭州市

體育局的領導餐敍，藉此加深了解杭州市政府籌辦

亞運會的最新進展及相關安排。席間，雙方亦有就

杭州市及香港兩地推動體育及文化產業發展的最新

情況、規劃願景及未來合作方向進行交流。  

 

 
訪問團與杭州市政府的代表於餐敍後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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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考察東陽市 

 

概覽  

 

3.1 東陽市是位於浙江省中部的縣級市，由金華

市代管，市域總面積 1 74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為

108.8萬， 2022年生產總值為 761.4億元人民幣，增速

3.2%，位列全國投資潛力百強縣第 22位、全國縣域

旅遊綜合實力百強縣第 14位。東陽歷史悠久，文化

底 蘊深厚，公元 195年建縣， 1988年撤縣建市，是

省級歷史文化名城、國家衞生城市、國家森林城市、

國家園林城市，素有 “歌山畫水 ”及 “三鄉一城 ”等

美譽。  

 

3.2 “歌山畫水 ”指東陽山清水秀、生態優美。

“三鄉一城 ”指東陽是全國著名的 “教育之鄉、建築

之鄉、工藝美術之鄉和影視文化名城 ”。當中，東陽

作為 “建築之鄉 ”，古民居建築以東陽木雕為主，

融 竹編、石雕、磚雕、堆雕等裝飾藝術為一體，

形成了獨具文化特色的民居建築體系。此外，東陽

亦為 “工藝美術之鄉 ”，東陽木雕列全國四大木雕

之 首，是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

傳 世佳作頗豐，包括香港回歸時浙江省政府贈送

特區政府的禮品 “航歸 ”、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的

“同心共築中國夢”等。  

 

3.3 位於東陽市的橫店影視城是著名的 “影視文化

名城 ”，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影視拍攝基地，先後建成

秦王宮、清明上河圖、圓明新園等 30多個大型實景

基地和130餘座高科技大型室內攝影棚。橫店影視城

亦是全國影視文化產業集聚度最高的區域，現有

影視企業超過 1 700家，全國每年拍攝的古裝劇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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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橫店，被譽為“東方好萊塢”。  

 

3.4 訪問團在東陽市的行程主要是參觀中國木雕

博物館、盧宅景區及橫店影視城。訪問團在東陽市

逗留期間，曾與金華市及東陽市政府的代表餐敍，

就如何促進文化及旅遊產業的融合發展交換意見。

訪問團亦與內地電視劇 “惜花芷 ”劇組交流會面，

了解內地電視劇的製作情況。  

 

 
訪問團考察位於東陽市的盧宅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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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木雕博物館  

 

3.5 訪問團於 8月 2日早上參觀中國木雕博物館

(“木雕博物館 ”)。東陽是世界木雕之都，木雕博物館

是國家第一座全面展示木雕歷史文化，並集陳列、

研究、收藏與藝術交流於一身的專業木雕博物館。

木雕博物館由商界與東陽市政府合力投資建設，

於 2014年建成，展區面積達 1.6萬平方米，現有各類

藏品約7 000件。  

 

3.6 木 雕 博 物 館 的 代 表 帶 領 訪 問 團 參 觀 了

歷史廳、生活廳、大師廳、世界廳及竹藝廳等不同

展 區，並且向訪問團詳細介紹了中國木雕的發展

歷 史、種類、雕刻技法及藝術呈現方式。訪問團

得悉，木雕博物館內布置極為重視藝術品的照明、

擺放位置及展示底座，務求將藝術品的最佳形態

呈 現給參觀者。在恰到好處的燈光照射下，木雕

作品上的人物、動植物及建築物均生動浮現，吸引

一眾議員駐足細心欣賞。  

 
議員聽取有關用於木雕製作的木材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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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訪問團讚揚東陽市聯同商界合作推動保存和

推廣木雕藝術的做法，不但有助公眾認識及欣賞

傳 統文化和技藝，亦有助促進文化與旅遊融合

發 展，為東陽市帶來經濟效益。議員認為，特區

政府應借鏡東陽市官商合作推廣傳統技藝的做法，

為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上的傳統手工

藝 (例如紮作技藝、中式長衫和裙褂製作技藝 )尋找在

市場生存的空間，並透過政府和商界的宣傳活動，

為該等傳統手工藝提供展示及推廣的機會。  

 

議員駐足欣賞木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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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向工作人員詳細了解木雕博物館的館藏  

 

 
訪問團於中國木雕博物館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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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宅景區  

 
3.8 訪問團隨後前往盧宅景區 (“盧宅 ”)。盧宅建於

明朝，是江南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清

古建築群，屬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整個盧宅

建築群落古樸典雅、宏敞秀麗，顯示了盧氏宗族的

聚居結構，亦展示了東陽的木雕特色。盧宅一直被

國內外專家譽為具有國際水平的文化遺產，有 “民間

故宮”之稱。  

 

3.9 訪 問 團 以 肅 雍 堂 開 始 ， 參 觀 了 世 德 堂 、

大夫第、世進士第等建築群，及沿途聽取工作人員

介紹盧宅的建築特色及木雕裝飾。議員表示，盧宅

的雕刻工藝巧奪天工，在一片片格門、裙板和

縧環板上，有著八仙過海、百壽圖、姜子牙遇文王

等多組木雕圖案，不論是人物、山水、或是花鳥

魚蟲，無不雕工精細、形態傳神。  

 
訪問團聽取工作人員介紹盧宅的木雕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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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議員指出，香港的建築文物以實用為主，

亦具功能性，若能活化及作新用途，可提升社區的

文 化氣息和生活環境。議員建議特區政府可借鏡

東陽市政府保育盧宅的做法，在活化建築文物時，

應盡量保留其原貌及建築結構，以便遊人以物

知古。議員認為，透過活化賦予建築文物新的功能

和價值，或能吸引更多人士了解有關建築文物，

並 透過其新功能延長其使用年期。例如，石硤尾

美 荷 樓不僅保留了其建築特色，亦活化為青年

旅館，吸引更多遊客借體驗而了解以往香港的基層

生活。  

 

 
訪問團在盧宅景區“風紀世家”牌坊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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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店影視城  ⎯⎯ 橫店影視文化產業展示館  
 

3.11 訪問團下午抵達橫店影視城，並參觀了橫店

影視文化產業展示館，以了解當地影視及文化產業

的最新發展。橫店影視城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影視

基地之一，亦是國家 5A級旅遊景區及內地規模最大

的影視、文化及旅遊主題公園群。議員了解到，

橫店自 90年代起，透過規模化發展、平台化服務、

專業化和規範化經營，由昔日地處偏僻的浙江省中

部鄉村，逐漸發展成為全國規模最大、技術最

先進、成本最低廉的影視文化產業集聚區。此外，

橫店亦設有影視產權交易中心、人才聚集平台、

創新創業平台及科技服務平台等，促進影視及相關

配套產業的發展，進一步發揮橫店的獨特優勢。  
 

3.12 議員認為，歷多年的努力，橫店已成為舉世

知名的 “中國影視夢工場 ”，並透過其多元化的影視

作品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的魅力，說好中國故事。

同時，議員亦察悉，橫店影視城以 “影視為表、旅遊

為裏、文化為魂 ”為發展和經營策略，成功打造了

一 系列充滿 “影視文化基因 ”的旅遊產品，其中以

影視演藝表演最受旅客歡迎。  
 

3.13 議員指出，香港的影視作品一向聞名中外，

認為香港可借鏡橫店將影視和旅遊結合的經驗，

透 過重新包裝及推廣香港電影的拍攝場景，打造

流行文化與旅遊結合的產品。議員認為，今年流行

文化節的 “電影叮叮 ”活動是很好的起步點，該活動

旨在以電車體驗結合步行，帶領參加者遊覽位於

中上環的著名香港電影的拍攝場景，以及邀請來自

電影業界的嘉賓與參加者分享有關香港電影的

故事。議員建議特區政府應進一步以本地團方式，

帶領參加者遊覽全港各區的電影取景地點，以吸引

內地及海外的電影愛好者來港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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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觀看介紹橫店影視城的短片  

 

 
  訪問團聽取工作人員介紹橫店影視城的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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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內地電視劇“惜花芷”劇組交流會面  

 

3.14 橫店作為全國規模最大的影視基地，在過去

5年，平均每年吸引超過 300個劇組到當地進行拍攝

工作。為了解內地電視劇的製作情況，訪問團其後

到訪內地電視劇 “惜花芷 ”位於橫店的拍攝現場，與

執導該劇的香港導演朱銳斌先生及劇組人員會面

交流。議員察悉，朱導演自 1990年代起到橫店發展

影視事業，見證當地在過去 30年影視文化產業的

發 展。在朱導演帶領下，議員亦參觀了攝影棚，

親身體驗電視劇的製作過程。  

 
訪問團聽取有關內地電視劇製作情況的介紹  

 

與金華市及東陽市政府代表餐敍  

 

3.15 傍晚時分，訪問團出席了由金華市及東陽市

政府所設的餐 敍，並於席上與金華市 人民政府

副 市 長阮剛輝先生、東陽市委常委兼常務副市長

郭 錦明先生，以及其他當地政府的領導，就如何

促進文化及旅遊產業的融合發展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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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店影視城  ⎯⎯ 夢外灘  

 

3.16 晚上，訪問團前往位於橫店影視城的夢外灘

影視主題公園參觀，以了解當地的夜間文化和旅遊

消費。夢外灘是以 舊上海為原型，集電影主題

樂 園、影視拍攝服務、旅遊休閒度假酒店及綜合

服 務於一體的景區。夢外灘建有如南京路、中山

東路等8條老上海的街道，外灘及蘇州河沿岸的 34幢

優秀歷史建築，以及復原了和平飯店、滙豐銀行等

外灘歷史建築的外觀原貌。  

 

3.17 議員察悉，國家文化及旅遊部在 2021年將

橫店影視文化產業集聚區 (包括夢外灘 )列入國家級

夜間文化和旅遊消費集聚區名單，成為全國 200個

具有示範和引領作用的夜間文化和旅遊消費集聚區

項目之一。議員體驗到，夢外灘晚上燈光璀璨，

再配上 “百縣千碗 ”美食街、奇幻大巡遊等豐富多彩

的活動，使夢外灘成為遊客夜遊的 “打卡 ”勝地。

橫店的 “夜沉浸、夜狂歡、夜休閒 ”3種不同體驗的

夜遊產品，成功打造了當地獨有的文旅品牌。  

 

3.18 議員表示，內地近年着力發展夜間經濟，

有 關做法既可刺激居民的消費需求及拓展遊客的

消費空間，亦藉着豐富的夜間生活促進民眾之間的

人際交往，提高居民生活質素及加深居民對社區的

歸屬感。議員認為，香港正值舉辦 “香港夜繽紛 ”

活 動，特區政府可參考夢外灘的做法，開放香港

故宮文化博物館、M+博物館、香港文化中心等文化

景點的夜間參觀時段，舉辦夜間參觀的特設活動，

並配合夜間手作和美食市集等，為市民和遊客提供

更多參與文化活動的機會及 更加多元化的夜 遊

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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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團參觀夢外灘，以了解夜間文化和旅遊消費  

  



  

 

 

41 

 

橫店影視城  ⎯⎯ 圓明新園  

 

3.19 訪問團於 8月 3日上午，展開最後一站的訪問

行程，參觀位於橫店影視城的圓明新園。在導賞

人員的介紹下，議員了解到圓明新園按 1:1的比例

仿建北京圓明園建築群，由春、夏、秋及冬四苑等

景 區組成，是一座集中西方優秀造園藝術，融合

中華文化與世界多元文化於一體的文化樂園。議員

表示，北京圓明園歷經滄桑，剩下的只有殘餘的

遺址，圓明新園正好讓遊客有機會穿越時空，欣賞

清朝皇家園林建築特色及了解清朝歷任皇帝的生活

風貌。  

 

3.20 訪問團結束上午的行程後啟程返港。  

 

 
訪問團參觀圓明新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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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聽取導賞人員介紹清朝皇帝的  

膳食習慣和生活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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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觀察所得及建議 
 

4.1 是次為期四天的考察訪問是民政及文化體育

事務委員會於疫情過後，首次在香港以外的地方進行

訪問活動。訪問團成員透過考察杭州市及東陽市的

運動及文化藝術基建，以及與相關省市政府領導會面

交流，汲取了當地舉辦大型綜合運動會和推動文化

產業發展的經驗。訪問團認為，這次考察訪問有助

立法會與特區政府商討如何推動香港體育長遠發展、

推動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以及促進

文體旅的融合。議員認為此次訪問行程充實、成果

豐碩，並甚具啟發性。以下闡述議員就個別範疇的

觀察所得及建議。  

 

 

推動體育長遠發展  

 

4.2 議員透過到訪杭州亞運會的比賽場地，以及與

杭州市體育局及亞組委的代表會面交流，親身了解到

當地如何透過不同的政策措施推動體育發展。總結

考察杭州市的經驗所得，議員就以下範疇：籌辦大型

綜合運動會、體育設施的供應、推動全民運動、加強

體育人才培育，以及體育與旅遊融合發展作出建議，

以期長遠及全方位推動本港體育發展。  

 

籌辦大型綜合運動會  

 

4.3 為協助特區政府更好籌備於 2025年與廣東省和

澳門特別行政區合辦的全運會，議員把握是次出訪

機會，汲取籌備亞運會的相關經驗。議員透過考察

杭州亞運會的主要場館，了解到場館的管理越智能，

舉辦的體育賽事便越順暢。以奧體中心為例，在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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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的加持下，該中心實現多平台智能化運營，

“賽事在線 ”指揮平台、數智氣象平台、智能醫療急救

保障系統等協同運作，以確保大型活動指揮調度、

重點區域氣象精準預報、突發醫療急救有序開展。

議員認為，智能系統有效處理各項數據，協助場館的

工作人員隨時掌握場館各項指標的運行情況，將突發

情況對體育賽事的影響減至最低。  

 

4.4 議員亦了解到，數字技術的應用亦能讓觀賽

體 驗更加便 捷精彩 。 亞 組委 充分應 用區塊鏈 、

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打造了 “智能亞運

一站通 ”，是大型綜合性運動會史上首個一站式數字

觀 賽 平 台 。 議 員 觀 察 到 ， “智 能 亞 運一 站 通 ”的

“知識通 ”為觀賽者提供亞運項目、場館、歷史和文化

等資訊，而 “出行通 ”及 “美食通 ”則分別為觀賽者提供

以亞運場館為目的地的智能行程規劃，以及以大數據

篩選出來的餐廳推介。議員讚揚亞組委為吸引海外

旅客到杭州觀賽及旅遊，透過 “智能亞運一站通 ”向

海外旅客提供杭州市旅遊、人文、歷史等資訊，以及

六種語言 (包括中文、英語、日語、韓語、俄語和

阿拉伯語 )的即時翻譯。  

 

4.5 議員表示，由粵港澳三地合辦的全運會屬史無

前例，對香港特區政府而言，是極為重要及不容

有失的。為了令本港承辦的賽事順利舉行，議員建議

特區政府應盡早在承辦全運會賽事的體育場館引入

智能化管理，利用智能管理系統實時採集及掌握場館

的各項指標數據 (包括耗能、人流量、車流量等

數據 )，以提升管理效能。為提升觀眾的觀賽體驗，

特區政府應參考亞組委的做法，為全運會推出一站式

智能平台，以全面照顧來港觀賽旅客的觀賽、用餐、

出行及旅遊等方面的需要。議員亦建議特區政府應

善用科技 (例如擴增實境 (AR)和全景技術 )，為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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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多角度和三維立體的沉浸式比賽觀賞體驗。  

 

4.6 議 員 預 期 本 港 將 在 全 運 會 期 間 接 待 大 量

運動員、教練及專業人員團隊、隨隊官員和媒體工作

人員，建議特區政府應參考杭州亞運村的規劃及營運

經驗，以確保在禮賓及接待、住宿及膳食、傳媒

服務、交通運輸、醫療等方面的安排妥善及到位。  

 

體育設施的供應  

 

4.7 體育設施是促進體育發展的重要一環。議員

了解到，杭州市體育局及杭州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試行以見縫插針的形式，在公園綠地、橋下空間、

屋 頂 等 區 域 ， 增建嵌入 式體育場地 設施 。 截至

2022年 底，全杭州市新增超過 2 200項嵌入式體育

場 地 設 施 ， 總 面 積 合 共 78.9 萬 平 方 米 。 此 外 ，

自 2023年 2月起，杭州市以免費或低收費形式，全面

開放所有1 184個學校體育場館。  

 

4.8 議員亦觀察到，杭州市政府致力確保所有

亞運會場館於賽事結束後，均是 “可利用、可經營、

可持續 ”。該政策旨在確保市民可享受到最新的體育

設備和最優質的運動環境，做到“還館於民”。  

 

4.9 議員關注到，本港正面對公共體育設施嚴重

不足的問題 (例如羽毛球場欠缺約 200個，籃球場亦

欠 缺 180多個 )，然而，特區政府於 2022年公布的

“體育及康樂設施十年發展藍圖 ”中的項目以提供新

建設施為主，未能於短期內回應市民對體育設施的

需求。議員建議特區政府應以改善及擴建現有體育

場地及設施的做法，將單層體育館及社區會堂改建為

多用途綜合體育館，以及在翻新屋邨設施時應增建以

“三大球 ”(即籃球場、足球場、排球場 )、 “三小球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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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場、羽毛球場和網球場 )為主的嵌入式體育

場地設施。上述做法既可在較短時間內增加體育設施

的供應，又能降低成本。議員亦建議特區政府應確保

本港新落成的大型體育館 (例如啟德體育園 )有足夠的

場地開放給公眾使用，以及確保相關場地可在非辦公

時間及周末期間開放，方便市民使用。此外，議員

建議特區政府應就“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計劃 ”

推出優化措施，鼓勵更多學校開放其體育設施予公眾

使用。  
 

推動全民運動  

 

4.10 議員認為，發展體育文化需要廣泛性的普及

參與才能取得成功。議員了解到，杭州市政府計除了

推動全市體育場館 (如學校或公共場館 )以免費或

低 收 費形式向社會開放外，亦計劃構建 “10分鐘

健 身 圈 ”的全民健身設施網路，以便利市民參與

運動。  

 

4.11 為讓市民分享亞運會的 “紅利 ”，杭州市政府在

亞運會延期期間，陸續向市民開放亞運會的 56個比賽

場館及31個訓練場館。杭州市體育局亦聯合多家單位

共同打造的亞運場館預訂平台 “亞運場館在線 ”。

該平台既可讓市民便捷地查詢、預訂、預約參觀亞運

場館，同時亦上載了由權威專家和運動達人錄製拍攝

的一系列科學健身指導視頻，有效地將科學健身的

方法和追求健康的理念傳遞給市民。議員認為，上述

措施既可滿足市民對體育設施的需求，亦能鼓勵市民

多做運動，以及讓全民迎亞運氛圍更加濃厚。  

 

4.12 議員察悉，作為全運會主場館的啟德體育園，

園內設有 5 000個座位的公眾運動場及設有 10 000個

座位的室內體育館，預計分別於2023年底及2024年中

落成。議員建議特區政府應考慮在2024年年底前提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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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階段開放啟德體育園的場館，讓市民分享全運會的

“紅利”，加強體育運動文化氛圍。  

 

4.13 議員亦建議特區政府應參考 “亞運場館在線 ”的

運作模式及經驗，進一步優化在 2023年推出的全新

智能康體服務預訂資訊系統 (SmartPLAY)，為市民

提供更快捷方便的預訂康體設施服務。他們亦建議在

該資訊系統的流動應用程式加入其他鼓勵市民運動的

功能，例如增設程式收集及分析市民的運動表現和

體質數據，以增加市民使用該資訊系統的誘因。  

 

4.14 議員表示，杭州亞運會有多項城市運動的比賽

項目 (例如三人籃球、運動攀登、滑板及霹靂舞 )，

本港亦有派出運動員參賽。議員認為，城市運動深受

年青人歡迎，建議特區政府應加強推廣城市運動，

亦應定期檢討各公共康體場地的使用情況及守則，

並為 城市運動提供合適的康體場地 (包括研究如何

善用全港天橋底部的空間以興建城市運動項目所需的

場地 )。  

 

4.15 議員亦建議特區政府應與相關的體育總會、

康體組織和社區團體，在社會各層面舉辦多元化的

康體活動及全港性的大型體育活動，供不同階層、

年齡、能力和興趣的市民參與。特區政府亦可考慮

派發電子運動券，資助市民參與康體活動或課程。  

 

4.16 此外，議員欣悉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 18區轄下

的指定體育館設立 “亞運直播區 ”播放杭州亞運賽事

節目，讓市民一同參與體育盛事。為進一步加強運動

文化氛圍，議員建議特區政府應在將來購入更多不同

項目賽事的轉播權，分發給不同渠道播出，並製作

更多與國家隊和港隊相關的節目，促進體育運動文化

走進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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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體育人才培育  

 

4.17 議員到訪杭州市陳經綸體育學校，了解到

杭州市積極投入體育人才培訓，讓具潛質的學生自小

接受相關訓練，以培育他們成為專業運動員。議員

認為，特區政府借鏡杭州市的經驗，建立系統化的

培訓梯隊，促進精英運動員的全人發展，特別是支援

他們在學業和運動方面雙軌並行，以鼓勵更多具潛質

的青年人，投身全職運動員行列。  

 

4.18 議員亦建議，特區政府應就培訓運動員撥出

更多資源，協助整個團隊 (包括運動員、教練團隊，

以及相關的專業人員 )專業化發展。議員認為，全面

提升各項運動教練的學術水平，特別是在運動科學及

醫學的知識，對培育精英運動員尤其重要。議員

指出，香港教練培訓委員會為各體育總會的運動教練

提供運動通論課程，該課程最高只達到香港學術及

職業資歷評審局的三級水平，未達大學學位的水平。

議員建議特區政府應加強運動教練的培訓，讓他們

擁 有達學位水平的運動科學知識，既有助他們對

運動員在運動科學領域上進行指導，亦能及早識別具

潛質的運動員，以進行科學化的精英訓練。  

 

4.19 此外，議員建議特區政府應助力體育界人才在

國際層面爭取體育話語權，以期在體育發展、大型

運動會和比賽的頂層設計，為國家及香港爭取有利

條件。  

 

體育與旅遊融合發展  

 

4.20 議員藉着與杭州市體育局的交流，了解到杭州

市政府正積極拓展體育健身、觀賽、培訓、旅遊等

新的體育消費空間，以推展體育產業化，亦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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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市民的體育消費需求。此外，杭州市政府近年

重點推動“體育+旅遊 ”的融合發展，未來5年計劃創建

3個省級運動休閒小鎮、發展水上、山地、空中等

特色休閒運動和極限運動，以及開發 10條以上富有

杭州特色的體育旅遊精品路線。  

 

4.21 議員察悉，內地各城市近年着力促進 “體育 +

旅遊 ”的融合發展，推出各式各樣優質的體育旅遊

產品，成為旅遊市場新的增長點。議員指出，疫情

過後，訪港旅客的旅遊模式有所改變，亦較以往更

著重不同形式及具深度的體驗，優質的體育旅遊產品

正好迎合他們的需求。議員認為，特區政府應在內地

及海外加強宣傳 “M”品牌計劃資助的大型國際體育

盛事，並為來港觀賽的旅客提供與體育相關的體驗和

遊覽活動。例如，特區政府可在維港泳中增設 “旅客

樂遊游 ”組別，提供一定名額予旅客來港體驗，一嘗

在維港游泳的滋味。亦有議員表示，香港有不少户外

行 山 好 去 處 值 得 遊 覽 ， 特 區 政 府 應 善 用 本 港 的

行山徑，進一步發展旅遊休閒步道系統，為訪港旅客

提供親近大自然的體驗。  

 

 

文化與旅遊融合發展  

 

4.22 議員透過參觀杭州市及東陽市不同的文化旅遊

景點，包括杭州大劇院、中國木雕博物館、盧宅景區

及橫店影視城，以及觀賞 “印象西湖 ‧最憶是杭州 ”

表演，了解到兩地如何推動文化旅遊融合發展。議員

認為，目前的訪港旅客追求具深度及多元化的體驗，

希望探索及體驗本地的生活文化、藝術及地道特色，

若香港旅遊業仍固守過往單靠購物和零團費的經營

方式，其吸引力必然下降。反觀，香港擁有中西文化

薈 萃的優勢，再加上近年落成的M+博物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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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文化博物館及西九文化區等文化地標，議員建議

特區政府應以文旅產業思維來發展香港旅遊業，增強

香港的吸引力，則潛力巨大、商機無限。  

 

4.23 議員認為，文旅產業發展需要注重發展文化

地標，以文化地標構建文旅消費鏈。特區政府亦應以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思維，並按照 “以文塑旅、以旅

彰文 ”的理念，聯合內地城市打造精品及 “一程多站 ”

的文旅路線，以及與內地各省市合辦各類文化節慶

活動，把文旅發展與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結合起來，

從而增強香港的文化吸引力，以及促進香港穩步建設

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4.24 議員亦觀察到，在文旅產業融合發展過程中，

杭州市充分利用數字技術的優勢，使杭州市的文旅

場景變得更具有科技氛圍，亦更富趣味性。議員建議

特區政府應配合現代創新科技和數碼化趨勢，以科技

推動文旅產業及設施升級。  

 

4.25 就推動本港文旅融合發展，議員建議可從影視

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 (“非遺 ”)及文化古蹟三方面

著手。議員提出的意見及建議包括：  

 

影視文化與旅遊  

 

4.26 議員認為，本港影視文化廣受海內外人士

歡迎，建議特區政府應以本地團方式，帶領旅客遊覽

全 港 各 區 的 影 視 作 品 取 景 地 點 ( 例 如 旺 角 的

“金魚街 ”、油麻地警署、廟街、尖沙咀的重慶大廈及

中上環的街道 )，以及與旅遊業界商討如何串連影視

作品取景地點和其他景點，以及優化相關的遊覽

設施。他們亦建議特區政府參考杭州市的做法，利用

科技豐富旅客的體驗，例如，在舉辦上述以電影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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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主 題 的 本 地 遊 時 ， 利 用 擴 增 實 境 (AR) 技 術 ，

使參加者可沉浸於影視作品拍攝時的光影瞬間及人物

故事當中。特區政府亦應鼓勵本港製作人到本地風景

優美的地點 (例如西貢、大浪西灣等 )為電視劇或電影

取景，透過在外地播放該等作品以收宣傳有關景點

之效。  

 

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旅遊  

 

4.27 就如何促進非遺資源與旅遊的結合，議員

指出，比香港先行一步的杭州市，提供了不少優秀

案例，例如杭州市於近年推出的10條以非遺為主題的

旅 遊 路 線 ， 以及大 型旅 遊文藝 節目 (例 如 “良 渚

印象 ”、 “徑山禪茶 ”、 “新安江之夜 ”、 “千年運河謠 ”

等 )。議員認為，上述案例均值得香港借鑒，構思

如何活用非遺資源，吸引旅客。  

 

4.28 議員認為，香港擁有豐富的非遺資源，當中的

節慶活動有大坑舞火龍、長洲太平清醮；表演藝術有

粵劇、南音；飲食文化有盆菜、涼茶；傳統手工藝有

中式長衫、紮作技藝、戲棚搭建。議員建議特區政府

應透過不同的社交媒體向內地及海外旅客推介上述

節慶活動和表演藝術。特區政府亦應與旅遊業界開發

介紹香港飲食文化與傳統手工藝的特色行程，並安排

非遺傳承人與旅客互動，以加深他們對本港非遺項目

的認識。  

 

4.29 議員亦認為，作為本港主要文化設施的西九

文化區，應在宣傳、推廣、活化香港非遺項目方面

擔當更重要的角色，以促進非遺文化的傳承和傳播。

他們建議，可把非遺項目的元素融入西九文化區的

公共空間，以及在西九文化區舉辦非遺文化節、非遺

展覽等大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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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古蹟與旅遊  

 

4.30 議員認為，東陽市的盧宅景區為如何結合文化

古蹟與旅遊提供了上佳的範例。當地政府將盧宅景區

的核心建築群作重點保育，同時在周邊街道引入零售

餐飲等旅遊配套服務，包括售賣具東陽市特色的木雕

和竹編紀念品的店鋪。議員認為，保育古蹟有很多

不同層次的做法，除了原封不動保留外，還可引入

商 業 元 素 ， 例 如 引入 商業機 構營運古蹟 、 開 辦

導賞團、售賣相關紀念品等。議員表示，商業運作的

收益可投放到項目的營運上，讓項目在財政上自給

自足。  

 

4.31 議員認為，香港有近 1 500幢已獲古物諮詢

委員會評級的歷史建築，是寶貴的旅遊資源，但現時

不少特區政府擁有的古蹟未被善用，部分更被圍封。

議員建議特區政府應從旅遊發展價值的角度，全面

審視現有古蹟的旅遊潛力，以開放更多具觀賞和歷史

價值，並且交通便捷和方便管理的古蹟予公眾參觀，

從而推動香港的文化古蹟旅遊。  

 

 

文化藝術交流  
 

4.32 議員觀察到，杭州市政府為說好杭州故事，

積 極參與國內外的國際性文化展覽，以推廣杭州

文化。杭州市政府亦積極加強與全球文化領域國際

組織的聯繫，拓展與其他國家在中國國際動漫節、

杭州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等本地文化展覽中新的合作

空間。  

 

4.33 議員認為，香港要成功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

交流中心，特區政府除了扮演 “推廣者 ”以外，更要

當好 “促成者 ”的角色，思考如何增加城市間的文化



 

 

 

53 

 

藝術交流。議員建議特區政府應成立專項的文化藝術

交流發展基金，透過提供有力的財政支持，支持和

鼓勵本地文化藝術團體與內地及海外藝術團體作雙向

文化藝術交流，做好“走出去，請進來”的工作。  

 

4.34 議員了解到，為 “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

聲音 ”，以及 “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杭州

大劇院已連續 3年推出 “紅色精品劇目展演 ”，通過

優秀紅色文藝作品展演，弘揚紅色文化，讓觀眾在

一系列藝術表演中感悟家國情懷。議員建議本港的

劇場可借鏡杭州大劇院，引入弘揚中華美德、體現

中華智慧，以及蘊含中華哲理的劇目，透過香港的

舞台，向世界展示中華文化。  

 

 

夜間文化和旅遊消費  
 

4.35 在橫店影視城的夢外灘，議員親身了解國家級

夜間文化和旅遊消費集聚區，感受甚深。議員察悉，

橫店影視城自 2002年提出 “夜間旅遊消費 ”理念後，

夜間演出每年為橫店增加數百萬人次的遊客量，同時

在橫店過夜的旅客也大幅增加，由此帶動了住宿、

餐飲、交通等相關消費。議員亦了解到，橫店影視城

着力在夜遊中融合休閒度假、美食等不同元素，

進一步為遊客提供更加多元化的夜間文化和旅遊消費

體驗。除橫店影視城外，內地不少其他城市近年亦

推出不同措施，大力推動夜間文化和旅遊消費。  

 

4.36 議員認為，香港正值推行 “香港夜繽紛 ”活動，

當中可參考內地的做法，制訂有效發展夜間文化和

旅遊消費的策略和措施。為豐富本港的夜遊體驗，

議員建議特區政府應開放本港文化藝術景點 (例如M+

博物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香港文化中心 )

的夜間參觀時段，配合在周邊地區舉行夜間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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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市民及遊客感受夜間文化氛圍，同時亦可促進

消費。此外，議員亦建議，香港可參考 “印象西湖 ‧

最憶是杭州 ”的經驗，善用維港引入實景大型表演，

推出 “幻彩詠香江 ”改良版，並加入更多元化的表演

元素，打造香港地標性夜間表演項目。  

 

4.37 議員認為，特區政府應深入調研振興夜經濟的

項目，從政策法例、經營可行性等全方位考慮，推出

具持續性的政策，建設合適配套，鼓勵私人參與和

主導發展，才可推動夜經濟持續及健康發展。  

 

 

結語  

 

4.38 杭州亞運會已於 2023年 10月 8日圓滿閉幕。

中國香港代表隊 (“港隊 ”)的杭州之行，帶同 8金 16銀

29銅，共 53面獎牌凱旋歸來，奪得獎牌數目為歷屆

之冠，成績驕人，可喜可賀。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

委員會主席兼訪問團團長鄭泳舜議員讚揚港隊運動員

在運動場上奮力拼搏，創下鼓舞人心的佳績，值得

全港市民驕傲。  

 

4.39 議員的杭州考察之旅，同樣是收獲豐富。議員

一路行、一路看、一路聽、一路思考，對如何促進

本港體育及文化藝術發展都有了新的體會和想法。

例 如 ， 考察 黃龍體育中 心及奧體中 心 ， 令議員

思考如何善用科技，以提升管理康體設施的效能及

優化觀賞體育賽事的體驗；與杭州市體育局及亞組委

的代表會面交流，令議員就如何推動全民運動、促進

體育產業化發展，以及籌備大型運動會有更深刻的

體會；參觀杭州大戲院、盧宅景區及橫店影視城，

則 提供養份予議員構思促進文旅融合的新點子。

訪問團在本報告中分享其觀察所得，並提出了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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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旨在與特區政府共同推動香港體育長遠發展、

推動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以及促進

文體旅的融合發展。  

 

4.40 展望將來，在體育發展方面，議員將積極配合

特區政府推動體育事業向普及化、精英化及盛事化的

現有政策目標繼續發展。議員亦會就如何推動運動

管理、運動科學和運動醫學等範疇的專業化，以及

如何推動本港體育產業化，以為體育界開拓更多資源

及創造更多工作機會，向特區政府建言獻策。  

 

4.41 在文化藝術發展方面，《十四五規劃》明確

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充分肯定

了香港多年來蓬勃及多元化的文化藝術產業發展，

顯示了國家對香港的期望，亦為業界帶來源源不絕的

發展機會。議員會繼續致力與特區政府從多方面配合

國家的整體文化發展策略，說好中國故事，說好香港

故事，並繼續按照《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遊發展

規劃》中的指導方向，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與

國家文化和旅遊部，以及大灣區各文旅單位攜手

合作，共建世界級人文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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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 謝 

 

是次行程豐富的考察得以順利完成，實有賴內地

接待省市的政府傾力協助。各內地的政府部門除了

盛情招待及詳細介紹杭州市及東陽市的體育及文化

藝術政策措施外，亦安排了訪問團參觀杭州亞運會的

主要場館及兩地的大型文化藝術設施，令訪問團獲益

良多。議員謹此向有關的內地政府部門和接待單位

致以由衷謝意。  

 

此外，議員衷心感謝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

楊潤雄先生及其他特區政府官員參與是次職務訪問，

並與訪問團成員就有關體育及文化藝術發展等課題

交換意見。議員期待雙方取得的共同經驗有助在本港

進一步推動未來體育及文化藝術產業的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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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立法會 

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 

杭州職務訪問 

 

訪問行程 

 
 

7月31日  (星期一 ) 

時間  行程  

早上  前往杭州  

 

下午  與杭州市文化廣電旅遊局交流  

 

參觀杭州大劇院  

 

晚上  與浙江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

代表餐敍  

 

觀看“印象西湖 ‧最憶是杭州”表演  

 

在杭州市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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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  (星期二 ) 

時間  行程  

早上  參觀杭州市陳經綸體育學校  

 

與杭州市體育局交流  

 

參觀黃龍體育中心  

 

下午  與杭州第十九屆亞運會組委會交流  

 

參觀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  體育場 (大蓮花 )1及游泳館  

⚫  網球中心 (小蓮花 ) 

 

參觀亞運村  

 

晚上  與杭州市政府代表餐敍  

 

在杭州市住宿  

 

  

                                            
1 參觀當天，奧林匹克體育中心體育場 (大蓮花 )已關閉作

最後準備，訪問團只可遠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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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  (星期三 ) 

時間  行程  

早上  前往東陽市  

 

參觀中國木雕博物館  

 

下午  參觀盧宅景區  

 

參觀橫店影視城  

⚫  橫店影視文化產業展示館  

⚫  與內地電視劇“惜花芷”劇組會面

交流  

 

晚上  與金華市及東陽市政府代表餐敍  

 

參觀橫店影視城 (夢外灘 ) 

 

在東陽市住宿  

 

 

 

 

8月3日  (星期四 ) 

時間  行程  

早上  參觀橫店影視城 (圓明新園 ) 

 

下午  返回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