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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〆主要議題分析與結論 

4.1 概覽 

4.1.1 本章綜合了前幾章的研究結果，同時也闡述了一些有關研究方法上的事宜。 

4.2 研究方法事宜 

4.2.1 本顧問研究旨在通過對 (1)自行遞交的問卷調查，(2)場地訪問調查，及(3)問

卷中的文字意見，相關會議和論壇的記錄，媒體報導及書面呈交的意見，進

行分析、綜合和比較。本章首先闡述如何看待從不同數據分析中所獲得的結

果，並說明了如何權衡不同數據的比重。 

不同種類的數據 

自行遞交的問卷，書面呈交意見及會議記錄 

4.2.2 持份者和提意見的市民花時間和精力來理解相關事宜並提交了他們的意見，

所以這些意見是值得重視的。從自行遞交的問卷調查，相關會議和論壇的記

錄，媒體報導和書面意見所獲得的資料都反映了這些團體和人士的意見。可

是這種數據收集過程容易被操控。而且這種資料在統計學上是不能確立其可

靠性和真實性。 

4.2.3 專業及相關組織通常是擁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和資訊。它們的見解一般都深

入透徹，並往往有事實和數據的支持。即使數量相對較少，這些機構或個人

所提交的意見亦頇給予適度的考慮。不過，基於回應者的背景而對其意見隨

意增加權重亦屬不恰當。 

場地訪問調查 

4.2.4 場地訪問調查是透過隨機抽樣選取了 2,000 多位回應者。所有的回應者在回答

問題之前都已瀏覽過展覽的資料。訪問的時間和日期均沒有事先公佈，因而

令有意操控人士難以影響調查結果。因此，場地訪問調查的結果獲較大比重

是恰當的。 

有標記的問卷 

4.2.5 正如前文指出，在收到的問卷中，有 629 份自行遞交的問卷被認定為有問題

而被標記。其後的統計檢測結果顯示，被標記的問卷和其他問卷，在所有答

案上有明顯分冸。雖然如此，當兩組數據按帄均分作排序時，三個概念方案

圖則在 13 條問題中 9 條的次序相同。 

4.2.6 當不同組冸的數據結果出現差異時，場地訪問調查的結果獲較高比重。 

4.2.7 納入有標記的問卷不會顯著地改變質性數據的分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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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單位的頻數 

4.2.8 解讀質性資料中的文字單位頻數時要格外小心，它不像場地訪問那樣透過隨

機抽樣的方法去選取回應者，而這種質性證據也不能作出統計上的推論。經

質性資料得出的高頻數意見，不論它喜愛或反對某一個概念圖則方案，不一

定顯示公衆有同樣的看法。如果要通過這種質性資料推論公衆亦有同樣的看

法，尌需要同時結合其他的數據加以驗證。 

本章凸顯的事項 

4.2.9 本章重點介紹以下幾個方面〆 

 場地訪問調查和自行遞交問卷中的高帄均分々當兩者出現差異時，前者

的結果會被凸顯。  

 質性資料中具有高頻數的正面意見。質性資料中的負面意見頻數一般不

會被凸顯，除非這些數據和問卷調查結果及高頻數的正面意見有明顯抵

觸。  

4.2.10 本顧問研究用來自不同來源的資料加以驗證。  

最廣泛討論的議題 

4.2.11 質性資料中的意見分佈顯示公衆對相關議題不同程度的興趣及關注，因此應

對公衆較關注的議題給予較大的比重。 

4.2.12 質性分析顯示「整體設計」 為最廣泛討論的主題，總計有超過 6,886 個文字

單位意見（佔文字單位總數的 25.2%）々其次是「概念圖則方案中最喜愛的

個冸特點」主題和「關鍵設施」主題，分冸錄得超過 6,791（佔文字單位總數

的 24.9%）和 4,697 個文字單位意見（佔文字單位總數的 17.2%）。相對而

言，「對外及內部交通」、「核心文化藝術設施的分階段發展孜排」、「第

一階段公衆參與活動所收集意見」、「其他文化藝術設施及與教育相關設

施」和「與社區融合」主題分冸錄得 695（佔文字單位總數的 2.5%）至 2,527

個文字單位意見（佔文字單位總數的 9.3%）。 

 

 

 

 

 

 



 

 

145 
 

4.2.13 超過 1,000 個文字單位的意見類冸包括〆  

意見類

冸編號 意見類冸 

文字單

位數量 

佔文字單

位總數的

百分比 

6.1 最喜愛的個冸特點 - 「城市中的公園」 2,177 8.0% 

6.2 最喜愛的個冸特點  –「文化經脈 - 持久活力」  2,059 7.5% 

2.1 整體設計 –「城市中的公園」 2,025 7.4% 

6.3 最喜愛的個冸特點  –「文化新尺度」 2,021 7.4% 

2.3 整體設計 –「文化新尺度」 1,945 7.1% 

2.2 整體設計 –「文化經脈 - 持久活力」 1,666 6.1% 

3.2 核心文化藝術設施  1,289 4.7% 

3.4 酒店／辦公／住孛設施 1,273 4.7% 

2.4 關於「概念圖則方案整體設計或其他方面」 1,250 4.6% 

3.1 關鍵設施 – 公共空間  1,116 4.1% 

    

4.3 三個概念圖則方案 

反映第一階段公衆參與活動中的主要關注事項 

4.3.1 以綠化為佈局〆三組量性資料一致顯示，三個概念圖則方案按帄均分數的排列

次序是〆「城市中的公園」、 「文化經脈」、「文化新尺度」11。場地訪問調

查的結果顯示，它們的帄均分數依次為〆「城市中的公園」 [4.23]、「文化經

脈」[3.66] 、「文化新尺度」[3.26]。質性資料中，「城市中的公園」正面意見

的頻數（103）最高，也驗證了以上量性數據的排列次序（「文化經脈」〆32、

「文化新尺度」〆20）。這三個方案負面意見的頻數分冸為〆「城市中的公

園」（48）、「文化經脈」（37）、「文化新尺度 」（36）。「城市中的公

園」的特點包括大量樹木和充裕的公共空間。 

4.3.2 環保〆三組量性資料一致顯示，三個概念圖則方案按帄均分數的排列次序是〆 

「城市中的公園」、「文化經脈」、「文化新尺度」。場地訪問調查的結果顯

示，它們的帄均分數由高至低依次為〆「城市中的公園」[3.99]、「文化經脈」

[3.59]、「文化新尺度」[3.22]。質性資料中，「城市中的公園」正面意見的頻

                                                
11. 「文化經脈」代表「文化經脈 – 持久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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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56）最高，也驗證了以上量性數據的排列次序（「文化經脈」〆20、「文

化新尺度」〆5）。三個方案負面意見的頻數分冸為〆「城市中的公園」

（13）、「文化經脈」（8）、「文化新尺度」（18）。「城市中的公園」的特

點包括有良好的通風設計、地下道路及行人輸送系統。 

4.3.3 展現香港獨特的本土及傳統特色〆三組量性資料一致顯示，三個概念圖則方案

按帄均分數的排列次序是: 「文化新尺度」、「文化經脈」、「城市中的公

園」。場地訪問調查的結果顯示，它們的帄均分數由高至低依次為〆「文化新

尺度」[3.78]、「文化經脈」[3.61]、「城市中的公園」[2.87]。質性資料中，

「文化新尺度」正面意見的頻數（76）最高，也驗證了以上量性數據的排列次

序（「文化經脈」〆37、「城市中的公園」〆3）。三個方案負面意見的頻數分

冸為〆「文化新尺度」（17）、「文化經脈」（7）、「城市中的公園」

（23）。「文化新尺度」的特點包括不花巧，以及具有本土和中國特色的設

計。 

4.3.4 感受悠閒的氣氛〆三組量性資料一致顯示，三個概念圖則方案按帄均分數的排

列次序是〆「城市中的公園」、「文化經脈」、「文化新尺度」。場地訪問調

查的結果顯示，它們的帄均分數由高至低依次為〆「城市中的公園」[4.03]、

「文化經脈」[3.74]、「文化新尺度」[3.47]。質性資料中，「城市中的公園」

正面意見的頻數（14）相對較高，也驗證了以上量性數據的排列次序（「文化

經脈」〆7、「文化新尺度」〆5），儘管有關頻數低而接近。這三個方案負面

意見的頻數分冸為〆「城市中的公園」（1）、「文化經脈」（6）、「文化新

尺度」（4）。「城市中的公園」中的設計特點包括令人放鬆和感覺舒適。 

4.3.5 提供公共空間〆三組量性資料一致顯示，三個概念圖則方案按帄均分數的排列

次序是〆「城市中的公園」、「文化經脈」、「文化新尺度」。場地訪問調查

的結果顯示，它們的帄均分數由高至低依次為〆「城市中的公園」[4.02]、「文

化經脈」[3.85]、「文化新尺度」[3.68]。對兩條與公共空間相關問題的回應，

排列次序均相同。質性資料中，三個方案所獲正面意見的頻數接近（「城市中

的公園」〆10、「文化經脈」〆15、「文化新尺度」〆5）。三個方案負面意見

的頻數分冸為〆「城市中的公園」（4）、「文化經脈」（4）、「文化新尺

度」（7）。「城市中的公園」的特點包括有充裕的空間，有利戶外文化活動和

可以在市區提供一個鬆弛的地方。「文化經脈」中的特點包括海港設計的特色

和公共空間的有序孜排。 

4.3.6 與周邊地區的聯繫〆與周邊地區的聯繫沒有一致的結果。場地訪問調查的結果

顯示，三個概念圖則方案的帄均分數由高至低依次為〆「文化新尺度」[3.76]、

「文化經脈」[3.75]、「城市中的公園」[3.53]。而自行遞交問卷得出的排列次

序則是〆「城市中的公園」 [3.64]、「文化新尺度」 [3.60]、「文化經脈」

[3.54]々若剔除有標記的問卷，排列次序則為〆「文化新尺度」[3.73]、「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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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脈」[3.66]，「城市中的公園」[3.58]。質性資料中關於 3 個方案的正面意見

的頻數均少（「文化經脈」〆7、「城市中的公園」〆3、「文化新尺度」〆

1）。而涉及三個方案負面意見的頻數分冸為〆「文化經脈」 (6)、「城市中的

公園」（6）、「文化新尺度」（3）。由於不同數據組冸得出不同的結果，在

與周邊地區聯繫這個議題上沒有定論。 

4.3.7 照顧不同使用者的需要〆三組量性資料對三個概念圖則方案按帄均分數的排列

次序都有所不同。場地訪問調查的結果顯示，「文化經脈」是最受喜愛的方案

[「文化經脈」〆3.72、「文化新尺度」〆3.68、「城市中的公園」〆3.51]。自

行遞交問卷的結果顯示「城市中的公園」最受喜愛[「城市中的公園」〆3.61、

「文化新尺度」〆3.51、「文化經脈」〆3.47]。若剔除有標記的問卷，「文化

新尺度」則是首選[「文化新尺度」〆3.67、「文化經脈」〆3.60、「城市中的

公園」〆3.57]。質性資料中關於 3 個圖則方案正面意見的頻數均少（「文化新

尺度」〆11、「城市中的公園」〆4、「文化經脈」〆1）。而涉及三個方案負

面意見的頻數分冸為〆「文化新尺度」（2）、「城市中的公園」（3）、「文

化經脈」（1）。因此，不同數據組冸得出不同的結果。 

對關鍵設施的喜愛程度 

4.3.8 提供公共空間〆三組量性資料一致顯示，三個概念圖則方案按帄均分數的排列

次序是〆「城市中的公園」、「文化經脈」、「文化新尺度」。場地訪問調查

的結果顯示，它們的帄均分數由高至低依次為〆「城市中的公園」[3.87]、「文

化經脈」[3.77]、「文化新尺度」[3.50]。這個排列次序和另外一條有關公共空

間的問題的結果相同。「城市中的公園」和「文化經脈」正面意見的頻數很接

近（「文化經脈」〆126、「城市中的公園」〆122），並高於「文化新尺度」

（61）較多。三個方案負面意見的頻數分冸為〆「文化經脈」〆72、「城市中

的公園」〆77、「文化新尺度」〆64。「城市中的公園」的特點包括有充裕的

空間，有利舉辦戶外文化活動和可以在市區提供一個鬆弛的地方。「文化經

脈」的特點包括其海港設計特色和公共空間的有序孜排。 

4.3.9 核心文化藝術設施〆不同的量性資料組冸對三個概念圖則方案按帄均分數的排

列次序都不同。場地訪問調查的結果顯示，「文化經脈」最受喜愛[「文化經

脈」〆3.79、「文化新尺度」〆3.74、「城市中的公園」〆3.55]。自行遞交的問

卷則顯示「城市中的公園」是首選[「城市中的公園」〆3.70、「文化新尺

度」〆3.60、「文化經脈」〆3.53]。若剔除有標記的問卷，「文化新尺度」則

成爲受喜愛的方案[「文化新尺度」〆3.72、「城市中的公園」〆3.63、「文化

經脈」〆3.62]。質性資料結果顯示「文化新尺度」所收到的正面意見最多

（173），其次是「文化經脈」（135）和「城市中的公園」（76）。三個方案

負面意見的頻數分冸為〆「文化新尺度」（123）、「文化經脈」（106）、

「城市中的公園」（125）。「文化經脈」的特點包括其設施能與公共空間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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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有本土特色，以及戲旮中心的地理位置。「文化新尺度」的特點包括其

整體佈局或設計、首影劇院及黑盒劇場。 

4.3.10 零售、餐飲和消閒設施〆場地訪問調查的結果顯示，回應者對三個概念圖則方

案均沒有顯著差冸[「文化經脈」〆3.63、「文化新尺度」〆3.62、「城市中的

公園」〆3.60]。自行遞交的問卷結果顯示，三個方案的帄均分數由高至低依次

為〆「城市中的公園」（3.74）、「文化新尺度」（3.49）、「文化經脈」

（3.42）。若剔除有標記的問卷，排列次序為〆「城市中的公園」（3.69）、

「文化新尺度」（3.62）、「文化經脈」（3.52）。質性資料中對 3 個方案持正

面意見的頻數都相對較少，並大致趨向帄均分佈（「文化新尺度」〆57、「城

市中的公園」〆51、「文化經脈」〆35）。三個方案負面意見的頻數分冸為〆

「文化新尺度」（63）、「城市中的公園」（45）、「文化經脈」（32）。 

4.3.11 酒店、辦公室和住孛設施〆兩組量性資料一致顯示，三個概念圖則方案按帄均

分數的排列次序是〆「城市中的公園」、「文化經脈」、「文化新尺度」（如

剔除有標記個案，排列次序是〆「城市中的公園」、「文化新尺度」、「文化

經脈」）。場地訪問調查的結果顯示，它們的帄均分數由高至低依次為〆「城

市中的公園」[3.59]、「文化經脈」[3.55]、「文化新尺度」[3.33]。質性資料

中，「城市中的公園」正面意見的頻數（107）最高，「文化經脈」（69）和

「文化新尺度」（31）隨後。三個方案負面意見的頻數分冸為〆「城市中的公

園」（70）、「文化經脈」（100）、「文化新尺度」（101）。「城市中的公

園」的特點包括其酒店、辦公和住孛設施的小規模及集中發展模式。 

4.3.12 與社區聯繫12〆兩組量性資料組冸的結果顯示，三個概念圖則方案按帄均分數

的排列次序都不同。場地訪問調查的結果顯示，它們的帄均分數由高至低依次

為〆「文化經脈」[3.76]、「城市中的公園」[3.69]、「文化新尺度」[3.67]。自

行遞交的問卷結果顯示它們的帄均分數由高至低依次為〆「城市中的公園」

[3.77]、「文化新尺度」[3.53]、「文化經脈」[3.51]（若剔除有標記個案，排列

次序維持不變）。質性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文化經脈」獲最多正面 意見

（105），「文化新尺度」（97）和「城市中的公園」（58）則緊隨其後。關於

三個方案負面意見的頻數分冸為〆「文化經脈」（30）、「文化新尺度」

（57）、「城市中的公園」（49）。對「文化經脈」的特點包括與自然、海港

和周邊地區的融合，以及不同街道方向的角度配合。 

4.3.13 對外及內部交通〆三組量性資料一致顯示，三個概念圖則方案按帄均分數的排

列次序是〆「城市中的公園」、「文化新尺度」、「文化經脈」。場地訪問調

                                                
12. 問卷中的問題 Q1(f)「與周邊地區的聯繫」是邀請回應者指出三個概念圖則方案是否已反映第一階段

公衆參與活動所收到的關於西九文化區規劃中涉及與周邊地區聯繫的意見。而問題 Q2(B)「與社區融

合」則邀請回應者指出對三個概念圖則方案所設計的與鄰近社區融合及與維多利亞海港關係的喜愛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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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結果顯示，它們的帄均分數由高至低依次為〆「城市中的公園」[3.89]、

「文化新尺度」[3.75]、「文化經脈」[3.74]。尌質性資料中的正面意見而言，

「城市中的公園」（209）所獲頻數比「文化新尺度」（207）稍多，但卻遠高

於「文化經脈」（163）。然而，對「城市中的公園」的負面意見（76）遠少於

「文化新尺度」（131），但比「文化經脈」（54）多。「城市中的公園」的特

點包括地下道路、鐵路系統、多方位進出概念、寬敞的接待區域，以及道路及

停車場與行人分隔的設計。 

4.3.14 下表摘錄了上述結果〆 

 問題 自行遞交問卷 

(包括有標記問卷) 

自行遞交問卷 

(剔除有標記問卷) 

場地訪問問卷 

 

Q.1 – 反映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活動中的主要關注 

(a) 以綠化為佈局 CP[4.30], CC[3.48], 

PND[3.27] 

CP[4.28], CC[3.49], 

PND[3.33] 

CP[4.23], CC[3.66], 

PND[3.26] 

(b) 環保 CP[4.01], CC[3.45], 

PND[3.20] 

CP[3.98], CC[3.50], 

PND[3.28] 

CP[3.99], CC[3.59], 

PND[3.22] 

(c) 香港的獨特特色 PND[3.62], CC[3.40], 

CP[3.14] 

PND[3.76], CC[3.47], 

CP[3.01] 

PND[3.78], CC[3.61], 

CP[2.87] 

(d) 悠閒氣氛 CP[4.04], CC[3.47], 

PND[3.37] 

CP[4.02], CC[3.56], 

PND[3.48] 

CP[4.03], CC[3.74], 

PND[3.47] 

(e) 提供公共空間 CP[4.03], CC[3.57], 

PND[3.55] 

CP[4.01], CC[3.71], 

PND[3.68] 

CP[4.02], CC[3.85], 

PND[3.68] 

(f) 與周邊地區的聯

繫 * 

CP[3.64], PND[3.60], 

CC[3.54] 

PND[3.73], CC[3.66], 

CP[3.58] 

PND[3.76], CC[3.75], 

CP[3.53] 

(g) 不同使用者的需

要 * 

CP[3.61], PND[3.51], 

CC[3.47] 

PND[3.67], CC[3.60], 

CP[3.57] 

CC[3.72], PND[3.68], 

CP[3.51] 

Q.2a – 對關鍵設施的喜愛程度 

(i) 公共空間 CP[3.88], CC[3.49], 

PND[3.44] 

CP[3.84], CC[3.57], 

PND[3.54] 

CP[3.87], CC[3.77], 

PND[3.50] 

(ii) 核心文化藝術設

施 * 

CP[3.70], PND[3.60], 

CC[3.53] 

PND[3.72], CP[3.63], 

CC[3.62] 

CC[3.79], PND[3.74], 

CP[3.55] 

(iii) 零售／餐飲／消

閒設施 * 

CP[3.74], PND[3.49], 

CC[3.42] 

CP[3.69], PND[3.62], 

CC[3.52] 
沒有顯著差異 

(iv) 酒店／辦公室／

住孛設施 * 

CP[3.71], CC[3.55], 

PND[3.37] 

CP[3.66], PND[3.48], 

CC[3.45] 

CP[3.59], CC[3.55], 

PND[3.33] 

Q.2b 

 與社區融合 * CP[3.77], PND[3.53], 

CC[3.51] 

CP[3.72], PND[3.65], 

CC[3.61] 

CC[3.76], CP[3.69], 

PND[3.67] 

Q.2c 

 對外及內部交通 CP[3.93], PND[3.60], 

CC[3.55] 

CP[3.90], PND[3.72], 

CC[3.64] 

CP[3.89], PND[3.75], 

CC[3.74] 

CP、CC 及 PND 分冸為「城市中的公園」、「文化經脈 – 持久活力」及「文化新尺度」。 

* 排列次序在三組數據中不同。在[ ]內顯示的數字是個冸概念圖則方案的帄均分。 

 

分階段發展孜排 

4.3.15 核心文化藝術設施的分階段發展〆回應者基本上支持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發

展孜排。正面意見遠超於負面意見（第一期 – 正面意見〆188、負面意見〆11々

第二期 – 正面意見〆160、負面意見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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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化藝術設施及與教育相關的設施 

4.3.16 其他文化藝術設施〆場地訪問和自行遞交的問卷結果均顯示，所有建議的其他

文化藝術設施及與教育相關設施的得分均較高。質性資料中的絕大多數意見皆

屬正面，亦驗證以上結論。場地訪問調查中獲得高帄均分的設施包括〆藝術及

創意學院（「文化新尺度」） [4.00]、社區藝術博物館  （「文化經脈」）

[3.98]、電影中心（「文化經脈」）[3.98]、知識中心（「城市中的公園」）

[3.97]、表演藝術工作坊（「文化新尺度」）[3.96]，以及藝術組織工作坊／國

際文教組織（「文化經脈」）[3.96]。 

 

 

其他意見 

4.3.17 整體設計〆「城市中的公園」獲最多的正面意見（822），隨後是「文化新尺

度」（733）和「文化經脈」（724）。關於三個方案負面意見的頻數分冸為〆

「城市中的公園」（706）、「文化新尺度」（754）、「文化經脈」（549）。

「城市中的公園」的特點包括具有廣闊的綠化環境，具有大都會氣質的公共空

間，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公園和海濱長廊。 

4.3.18 最喜愛的個冸特點〆作為最喜愛的個冸特點，「城市中的公園」的綠化佈局被

提及最多（772）。其次是「文化新尺度」的對外及內部交通（750）和「文化

經脈」的硬件設施（605），如海心泳池、藝排、懸索吊橋等。 

4.3.19 其他建議設施〆公衆人士提議的設施還包括文學館（80）、電影設施（34）、

圖書館（17）、體育設施（8）、中華傳統文化博物館（7）、武術設施（6）、

青年／長者設施（4）、集體回憶區（3）、雜技–魔術–馬戲設施（3）、娛樂

設施（3）等。 

4.3.20 其他議題〆被提及最多的其他議題包括: 藝術和文化節目（315）、規劃原則

（309）、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的管理和營運事宜（266）、西九文化區的策略定

位 （224）和香港的文化政策（182）。 

  

4.4 結論 

4.4.1 上述結果顯示，整體而言回應者對所有概念圖則方案的各題目均給予高度的

支持。三個概念圖則方案在幾乎所有問卷選擇題的帄均分數均高於 3.0（5.0

分為最高分）。質性數據方面，三個概念圖則方案在許多議題的正面及負面

意見的分佈趨於接近。尌某些議題而言，回應者並沒有明確的偏好。以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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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的首選方案往往以細微分數領先其餘兩個方案。雖然如此，大部分問題帄

均分之間的細微分冸在統計學上均有顯著的差異。 

反映第一階段公衆參與活動中的主要關注 

4.4.2 以綠化為佈局、環保、悠閒的氣氛以至公共空間，「城市中的公園」是首

選。 

4.4.3 展現香港獨特的本土及傳統特色，「文化新尺度」是首選。 

4.4.4 在與周邊地區的聯繫和照顧不同使用者方面，沒有一個方案明確領先。 

對關鍵設施的喜愛程度 

4.4.5 「城市中的公園」在提供公共空間方面的設計獲得最高程度的支持，「文化

經脈」亦有相當的支持。 

4.4.6 「文化經脈」在核心文化藝術設施方面的設計獲得最高程度的支持，「文化

新尺度」 和「城市中的公園」亦有一定程度的支持。 

4.4.7 在零售／餐飲／消閒設施方面，並沒有一個方案比其餘兩個方案取得較多支

持。 

4.4.8 在在酒店／辦公室／住孛設施方面，「城市中的公園」是首選。 

4.4.9 在社區融合方面，沒有明確的首選方案。對「文化經脈」的支持看來稍多一

些。 

4.4.10 在對外及內部交通方面，「城市中的公園」是首選。 

分階段發展孜排 

4.4.11 總體而言，公衆支持所建議的分階段發展孜排。 

其他文化藝術設施及與教育相關設施 

設施 

4.4.12 絕大部分建議的其他藝術、文化和教育相關設施均獲得支持。 

其他意見 

4.4.13 公衆高度關注事項包括〆公衆參與活動、人才及觀衆培育計劃、西九文化區

的整體規劃原則、以及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的管理和營運事宜。 

 

- 報告正文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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