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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戰後香港，中西與國共勢力匯聚，港英尊重法治及自由之餘，因事制宜，因勢利導，一度使香港成為
多種族群、思想與制度混雜並存而開花結果之地。可惜除了零星研究項目之外，梳理史實、汲取教訓
的功夫做得不足，以致本地學者常有建立香港研究之呼籲（洪清田謂之「香港學」）。文化政策方面
，過去港英政府在戰後由於享受世界長期經濟增長的成果，兼且是來自境外而又有管治年限的殖民專
政，故此只需行政技術穩當，能夠應付短期的市民需求即可，無必要整理出一套總體文化政策，留存
後世參考，其道理就正如港英政府毋須整理出一套具備學理的工業政策、旅遊政策、教育政策、青年
政策或房屋政策。政治學理遺產之空白，令香港在回歸之後，政府面臨空前考驗。行文之際，觀乎回
歸十年以來政府的種種失策與失措，空白的政治學理遺產，正是特區政府的致命傷，整個政府猶如一
套不能自我陳述道理的自動化機器。筆者有幸涉政十年，撰寫本書，亦在於補前人空白，資後人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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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先丢下。
2、研究或了解香港大化政策的大地圖，很了不起。可惜張信剛及何志平一段，作者身為局內人，觀
點似有點偏頗，起碼在用語上。
3、600多页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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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上卷)》的笔记-第430页

        香港回归之后，要求政府制定总体文化政策之声音日隆。究其原因，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
府，现代民族国家的政府在宣政上必须秉承该族群的文化精神价值，况且在文化全球化的威胁和知识
经济的要求下，文化创造力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和公民社会茁壮成长的契机，奠定该国的文化威望
（所谓“软实力”），因此一国政府不论在国内或国外，都不会轻易放过在文化上的政治影响力。香
港回归之后，社会上出现文化政策和文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诉求，一是回应香港成为民族国家一元的政
治要求，二是回应全球化的威胁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三是治理现时文化行政管理的落后和失效，
要与国际先进管理经验接轨。

2、《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上卷)》的笔记-第429页

        政府在有限的宪法责任和财政支付能力之下，一方面要回应群众和利益团体对于政府支援公共文
化的要求，继承国家要赞助文化事业的传统义务；一方面要提防过渡干预文化事业，以免拖垮其它社
会政策的开支预算，也惹来把持文艺、与民争利的指控。在意识形态方面，既要弘扬与维新本国的文
化价值，又要兼顾普世人权自由的全球大势，要有全人类的共同关怀，又要有本民族的特色。除此之
外，还要顾及用文化振兴经济、刺激旅游与维持文化外交的时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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