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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程淑仪:

一座城市为什么需要
一个西九这样的文化区

“我们不是闭门造车，而是以非常珍惜和慎重的态度推进每一项工作。 ”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程淑仪作为“当家
人”，她期许每位来到西九文化区的访客都能感受到蓬勃的创意氛围、充分的自由空间，以及深刻的文化共鸣。

管理局将于今年 6 月在上海举行“2025 上海西九文化周”，与上海 6 个著名文化艺术机构及场地合作，呈献 7 大顶尖文化艺术
节目，包括 M+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策划的展览、广受好评的原创粤语音乐剧《大状王》、戏曲、音乐及舞蹈节目，和一系列文化推
广交流活动。 冯程淑仪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增加上海观众对西九的认识，支持文化区的艺术活动，并通过艺术人才交流与跨领域合
作，加强香港与上海的文化联系。

听取港人意见

打造名副其实文化区

香港西九文化区濒临维港，占地 40
公顷，不仅是香港最新的文化旅游地标，
更是全球最具规模、最富雄心的文化枢
纽之一。区内设有众多地标式文化艺术
设施，包括世界级的当代视觉文化博物
馆M+ 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设计匠
心独运的戏曲中心和自由空间等表演艺
术场地、占地 11 公顷的艺术公园和海滨
长廊，以及兴建中的西九演艺中心。每一
年，西九文化区都倾力呈献约千场展览、
表演、节目和活动，致力为新晋及享誉盛
名的艺术家提供重要平台。目前西九文
化区每年吸引过千万人次的访客，正发
展成为香港的国际文化品牌，也巩固了
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定
位。
在冯程淑仪看来，西九最重要的首

先是其珍贵的土地资源：“这 40 公顷的
临海地块非常宝贵。当时在香港社会就
有共识这里必须建成真正的文化区，不
要挂羊头卖狗肉搞地产项目。所以当时
我们花了 3 年的时间和市民深入沟通，
了解他们想要在这个区看到什么？经过
充分讨论后，我们制定了明确的发展蓝
图———区內必须保留 33 万平方米用于
文化艺术设施。现在落成的 10 多个设施
大部分都是根据初期规划建设的。比如
M+，它为什么是现在的 M+，而不是别
的形式的博物馆呢？M+ 的“+”号代表
着更多的可能性。博物馆不仅展示视觉
艺术，也涵盖设计及建筑、流动影像和香
港视觉文化范畴的作品，这是当时我们
和市民互动咨询意见的结果。戏曲中心
也是这样来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是
从 2016 年开始和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沟
通合作，让香港也有一个弘扬中国文化
尤其是故宫文化的平台。”

西九文化区是“进行式”
不是“完成式”

从 2008年西九文化区管理局成立至
今，区内各项软硬件设施已逐步完善并具
规模，冯程淑仪认为西九作为一个文化区
已经可称得上“完备”了，但她也不希望
它“定型”，必须为未来发展预留空间：
“就比如我们从 2009 到 2011 年做的公
众咨询，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整个世界
在文化创意生态已改变了很多，以前我们
不会谈‘艺术科技’，如今这已变得非常
重要，公众期待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
如果我们一次把所有的东西都建好，后续
就难有调整余地。所以我们现在一步步地
走。现在有了两座博物馆、戏曲中心和自
由空间，广受欢迎，2027 年还将开放主打
舞蹈、音乐剧和话剧的西九演艺中心。目
前唯一欠缺的是古典音乐专用场地，香港
确实需要一座世界级音乐厅。至于其他剧
院设施，则可以视情况逐步推进。”
在冯程淑仪看来，艺术的生态也好，观

众的口味也好，都在不断变化当中，作为文
化区的掌舵人，她和团队需要也一直在研
究，未来 10 年、20 年，香港需要怎样的文
化艺术场地？所以她不急于一蹴而就。

“当然我们也不会荒废这些土地，比
如现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旁边就有一
块地，我们就出租给知名机构用来办演唱
会，大概有 8000 到 9000 个座位，这块场
地现在也给到了很多艺术家表演的机会。
所以即使是目前空置的土地，也还是可以
做一些临时的用途。”

西九文化区的

“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冯程淑仪说从 2023 年开始，访港游
客的旅游模式出现明显转变，以往内地和
东南亚游客来港，主要聚焦购物和美食，
但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开始追求深度文化
体验，渴望了解香港的文化底蕴。这一趋
势为西九文化区创造了重要发展契机，因
此文化区近年打造的节目和展览，不仅面
向香港本地观众，更特别针对内地及国际
游客的文化需求进行策划。
“如今西九文化区的访客中，60%到

70%都是游客，反映近两年一个很重要的
变化和趋势。2023年我们接待了 1200 万
人次访客，到 2024 年增长至 1500 万人
次，对于香港GDP的贡献也不小，所以每
年我们也评估西九对整个香港生产力的

贡献有多少，包括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
带动多少的消费增长等，这些数据都是我
们重点研究的课题。”
在积极因应趋势的“有所为”，作为

当家人，冯程淑仪也强调了管理上的“有
所不为”：“我们的艺术公园的管理理念
与香港其他公园截然不同，就是‘少管’，
尽量让公众自由享受这一片的公共空间，
无论是带宠物、打球、放风筝，还是骑自行
车、玩滑板，这些在其他香港公园受限制
的活动，在这里都被允许。我们相信人与
人之间需要互相尊重和包容的空间，管理
固然必要，但绝不能过度。只有让访客感
受到自由的氛围，他们才会更愿意前来。
如果处处设限，反而适得其反。正因如此，
我们的公共空间才如此受欢迎。”
谈到西九文化区的 DNA，冯程淑仪

认为与香港的城市基因高度契合：“我们
既非纯粹的传统之地，也不是完全的西方
模式，而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独特空
间。多元、自由与包容，正是西九最鲜明的
特色。我们的核心理念，就是让每个人都
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共鸣！”
有成功当然也有挑战，冯程淑仪坦

言，目前最大的挑战主要是西九自负盈
亏的营运模式：“整个文化区是自力更生
的。现在整个经济的大环境确实也给到
我们很多挑战，不过从 2023 年开始，整
个发展的势头还是比较好，我们获得了
很多企业的赞助，我希望 2025 年随着更
多游客的到来，可以在收入方面再创新
高。尤其我们自己也在积极地探索，比如
文创产品就是我们接下来更要积极发力
的一个方面。我看到上海，你们的文创产
品发展得非常蓬勃，这方面我们也在向
上海学习。除了门票的收入，文创产品的
收入也是很有潜力的一块。最近我们也
在香港国际机场开了一家M+ 博物馆商
店，就是主打文创产品，生意很不错呢！”

晨报记者 邱俪华

后续：
冯程淑仪邀请你去“上海西九文化周”
看香港最棒的展览和演出

冯程淑仪重点推介 "2025 上海西九文化周 "活动。这项 6月
18 日至 22 日在上海举行的文化盛事，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自
2008 年成立以来，首次以不同艺术形式在香港以外呈献由西九
策展或协办的文化艺术创意项目。作为该项目的发起人，冯程淑仪
指出，这是香港顶尖文化艺术节目“走出去”的重要里程碑。
“我们特别为上海观众精心准备了独具匠心的文艺盛宴。这

些融合当代元素的演出与展览，必将带给您前所未有的艺术体验。
诚邀您前来感受香港文化节目的独特魅力！”
她更展望未来深度的沪港文化合作：“上海西九文化周”只是

一个开端。长远来看，西九希望与上海的表演机构和博物馆联合制
作演出和展览，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香港擅长全球市场推广，而上
海在艺术人才培养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这正是绝佳的优势互补机
会。”她补充：“未来几年，我们计划共同打造优质节目，先在香港
和上海演出，再推向国内各大城市巡回。这种深度合作模式远比简
单的节目互换更有价值，能真正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文化共
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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