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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物保育建基於文化願景文物保育建基於文化願景文物保育建基於文化願景文物保育建基於文化願景  

 
文化古蹟的保育必須先建基於一個文化願景。要建設成為一個世界級

都會，香港必須有建設成為一個文化都會的決心。香港的文化願景應

與世界不同地區的多元文化接軌，同時發展本土文化。香港應該討論

如何採納一個「互動發展」的文化願景，對外來的文化採取靈活、理

性、開放、前瞻、磨合、包容、有生命力的共同發展的態度，對本土

文化也有多元、多層次的理解。這是讓不同想像的文化民主地發展的

一份承擔。只有在這樣的文化願景上建立的文化遺產保育政策，才有

真正的生命力。  
 
2.  採納國際準則界定文採納國際準則界定文採納國際準則界定文採納國際準則界定文物價值物價值物價值物價值  

 
國際間對於如何評定、規劃、管理和保育文化遺產早已有非常詳盡的

最佳準則，例如一九六四年訂立的《威尼斯約章》、一九九九年修訂

的《布拉約章》及二○○○年國際組織共同發佈的《中國文物古蹟保

護準則》。政府應馬上公開確認採納國際慣用的最佳準則，作為保育

香港文化遺產的藍本。從歷史價值、美學價值、科學價值及社會價

值，界定物質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價值。而建築物的樓齡不應視

為文物保育的決定性因素。  
 
3.  文物保育與城市規劃不可分割文物保育與城市規劃不可分割文物保育與城市規劃不可分割文物保育與城市規劃不可分割  

 
過往的城市規劃與交通規劃忽視了文物保育的考慮，在天星碼頭和皇

后碼頭的事件上表露無遺。香港作為世界級都會，在城市規劃與城市

設計上應及早識別敏感地點，使基建設施、用地規劃和發展密度均能

與歷史文物作出配合，避免彼此互相衝突。  
 
4.  文物保育需與土地政策配合文物保育需與土地政策配合文物保育需與土地政策配合文物保育需與土地政策配合  

 
為鼓勵保護座落於私人土地的文物建築，政府應以地積轉移、土地交

換、金錢賠償或稅務豁免等措施，以應付私有文物受發展計劃所帶來

的壓力。政府更應以身作則，率先保護在政府土地上的歷史建築，不

應把物業為換取地價而出售作發展用途。  
 
5.  擴闊保育文物定義及範疇擴闊保育文物定義及範疇擴闊保育文物定義及範疇擴闊保育文物定義及範疇  

 
保育文物的範圍應從個別建築物延伸至較大的建築組群街道及文化景

觀（從「點」至「線」和「面」）。更應從古蹟古物擴大至文化遺產

及無形傳統（如節日、習俗和集體回憶等）的文化保育。  
 
 



 

6.  檢討有關法例以促進文物檢討有關法例以促進文物檢討有關法例以促進文物檢討有關法例以促進文物「「「「活化再使用活化再使用活化再使用活化再使用」」」」  

 

從過去例子發現，由於古建築物的種種限制，現行《建築物條例》的

要求往往未能洽當地適用於文物建築中，導致建築物難以活化再使

用。除了合乎公眾安全及衛生要求外，政府監管機構應連同專業人士

制訂一套適用於古蹟建築的設計規範，以促進文物活用。  
 
7.  成立文化及自然遺產保育基金成立文化及自然遺產保育基金成立文化及自然遺產保育基金成立文化及自然遺產保育基金  

 
政府應設立《文化及自然遺產保育基金》，以持份者主導的形式資助

文化遺產及自然遺產的長期保育工作。政府應從土地收入中撥出固定

比例給予基金作為經費來源，並且吸納民間及商界資助，通過與公民

社會的夥伴合作進行可持續的保育計劃。  
 
8.  民間主導的開放機制民間主導的開放機制民間主導的開放機制民間主導的開放機制  

 
現時文物保育政策空白，諮詢機制亦欠缺透明度，改革機制實在刻不

容緩。政府應將《文物諮詢委員會》改組成具有法定權力的《文化遺

產保育委員會》，修訂法例賦予委員會實權，對於保育廣義的文化遺

產擁有清晰的權限，設立獨立的秘書處及委任非官方專家出任主席。

並在委員會內建立二重架構，成立地區委員會，讓市民更廣泛地參與

文化保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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