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求改善賽馬會創意藝術發展中心營運 
 

背景： 
政府推出防疫抗疫基金，撥款 5,000 萬元予藝發局，亦向非藝發局資助的個人藝術工作者發放最多
7,500 元的支援，但賽馬會創意藝術發展中心 (JCCAC) 租戶卻一直未能受惠，引起租戶極度不滿。
事件亦揭示 JCCAC潛藏已久的各項管理問題： 
 

1. 漠視租戶困難，更於逆市加租 
自去年的反送中運動到現在的武漢肺炎疫情，租戶一直在營運上面對不同程度的困難，不同的文化藝

術課程、活動、表演取消及關閉，嚴重影響收入。然而 JCCAC管理層對租戶的營運壓力不聞不問，
據了解，有租戶曾多次表達減租的意向，可惜一律遭受拒絕。而且，JCCAC更不顧租戶生存於逆市
下加租 4% (2020年每呎$10.6)，此舉不單有違「致力支持文化藝術在香港的發展」的初衷，更剝奪
了本土藝術的生存空間。 
 

2. 長期缺乏溝通，累積官僚文化 
作為文化創意產業的橋頭堡，JCCAC 需要與藝術工作者多溝通，了解租戶的需要。JCCAC 成立之
初，管理層與租戶常有交流，更有常設機制保持溝通。不過，據了解，自 2012年後 JCCAC管理取
消常設租戶會，並且改為輕鬆的交流活動，令租戶無法透過正式渠道表達有關中心營運及管理的意見。

長期缺乏有效的溝通，使 JCCAC日久累積結構性問題與官僚文化，而機械式、欠缺人性化的管理，
更成為 JCCAC發展的絆腳石。 
 

3. 資源管理不善，錯失發展機遇 
從 JCCAC自 2015年至 2019年的財政報告 (詳見附表) 顯示，管理層並不善於資源管理。中心的主
要收入(86%)來自租金及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更獲民政局免地租，但仍堅持每年加租 (累積加
幅達 63%)。然而，近年來節目開支卻維持大約 10%，可見管理層錯配資源，無力推動文藝活動。作
為 JCCAC的管理層，香港浸會大學實在責無旁貸，應該連結不同資源，更善用中心的優勢向世界開
拓機遇，推動文藝發展，但香港浸會大學只沉迷重視效益的管理主義，限制節目資源使活動變得流水

作業，扼殺中心的發展空間。 
 

由此可見，JCCAC管理層欠缺視野，浪費資源，更以單一官僚的模式營運，淪為中心的「二房東」。
另一方面，民政事務局放任香港浸會大學胡亂管理，導致中心埋下結構問題，累積藝術工作者的怨忿。

我們擔心中心運作，更憂慮香港文化藝術的未來發展。鑑於問題嚴重，民協謹此查詢： 
 

1. 政府會否交代防疫抗疫基金能否支援 JCCAC租戶？如會，內容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2. JCCAC管理層會否恢復定期會議，確立與租戶的常設溝通機制？如否，原因為何？ 
3. 民政事務局會否檢視 JCCAC的角色，確立中心在香港文化藝術的發展方向？ 
4. 民政事務局會否審視 JCCAC營運者的能力？如會，如何評估？如否，原因為何？ 
5. 承上題，如營運者未達標準，局方會否考慮撤換中心管理層，重新公開 JCCAC營運的投標？如
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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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關部門會否定期向深水埗區議會交代 JCCAC營運情況，如活動報告、財政部告、安排交流活
動等，增加溝通？如否，原因為何？ 
 

民協要求民政事務局及 JCCAC管理層重拾中心成立的原意，改善中心營運，加強與租戶及藝術工
作者溝通，帶領香港文化藝術發展。 
 

文件提交於 2020年 4月 28日深水埗區議會第三次會議討論。 
 

文件提交人： 
李庭豐、譚國僑、何啟明、衞煥南、楊彧、覃德誠、江貴生、利瀚庭、李炯、麥偉明、徐溢軒 
 
2020年 4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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