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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布  

 

「如何促進青年參與創意產業研究」發現  

大部分被訪青年認為香港需要加強發展文化及創意產業  

三分一受訪者均有意從事創意產業，惟對前景不樂觀  

青協建議設立高層次決策架構制定策略方向目標  

 

香港青年協會公布最新一項「如何促進青年參與創意產業研究」結果，研究

指出，接近九成（88.6%）被訪者同意香港需要加強發展創意產業，令香港產

業可多元化發展，並提供更多機會予青年發揮才能。近三分一（32.9%）被訪

青年有興趣從事文化及創意產業；不過，他們對前景不表樂觀，以10分為滿

分，他們認為從事創意產業有前途的平均分只有5.62分。至於青年創意獲社會

重視的平均分為5.51分，僅屬平平；而政府對創意產業的重視程度，則評分更

低，平均只有5.05分。  

 

調查發現，受訪青年同意香港是「亞洲創意之都」的平均分只有5.02分，他們

對創意產業11個組成界別的表現評價平均分只介乎5分至6分之間，反映青年

對現時香港創意產業的發展普遍欠缺信心。上述意見調查於今年3月至4月期

間，透過全港性的隨機抽樣，以電話成功訪問了520名年齡介乎18至34歲香港

青年，回應率為51.1%，樣本的標準誤低於±2.2%。  

 

是項研究同時比較香港、南韓、新加坡及台灣四地的文化及創意產業發展策

略，發現雖然各地對「創意產業」的定義有所不同，在2012年，香港文化及

創意產業的經濟貢獻佔本地生產總值的4.9%，台灣為5.39%。新加坡及南韓官

方並沒有公布數字，惟新加坡早於十年前已訂立目標，由3%提升至6%。南韓

文化創意產業的產值目前亦居全球第9大，反映香港文化及創意產業的發展遠

遠落後。  

 

研究指出，除了香港，其餘三地的政府在創意產業上都採取較為主導的角色，

介入領導及大力扶助產業發展。例如南韓每年維持文化部的國家預算，佔整

體的1%以上，並成立內容產業振興院負責統籌創意產業的發展，包括投資及

開拓海外市場；新加坡就為產業作出基建投資和刺激本地市場需求等，並成

立國家設計局和媒體局統籌這些工作；台灣亦在創意產業上保持適度干預、

調控及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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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香港，當局缺乏創意產業整體發展策略和願景目標，亦欠缺統領架構負

責協調推動政策；產業發展主要透過不同政策部門和個別項目撥款，例如用

於電影發展和製作，以及設計等界別的新成立企業發展、開拓市場和建立創

意社群上。  

 

研究亦深入訪問19名相關的青年從業員、專家和資深業界人士。有受訪青年

從業員表示，從事電腦繪圖工作已4年但月薪只有約一萬元，每每需要工作至

凌晨，晉升前景亦暗淡，現已轉往另一行業；亦有曾修讀工程設計學位的青

年從業員指，由於設計職位需求不大，同輩畢業生只有約一成從事設計工作。

情況反映青年在創意產業的發展和發揮機會均有限。  

 

有受訪資深業界人士亦指出，由於本地市場需求不足，創意產業必須依靠內

地及海外市場；而對外開拓市場的工作，主要靠個別業界或經營者獨自努力，

香港未能大幅向外開拓市場，確立香港品牌，影響產業發展的規模。他們又

指，創意產業發展受著租金成本過高及欠缺資金問題所困擾，當局未能針對

產業發展需要而作出適當政策配套，以至未能帶動產業成長。  

 

香港青年協會副總幹事馮丹媚表示，文化及創意產業的全面發展相當重要，

青年投身該產業，不但創造經濟效益，也提供發展所長的機會。她認為當局

應進一步展示推動創意產業的決心，設立高層次決策架構，專門促進產業的

發展，並制訂整體發展方向、願景和具體目標。  

 

馮丹媚又指，政府有需要作出適當的政策配套，以支援創意產業發展。當中

值得考慮的，長遠包括仿傚類似香港科學園般，設立創意產業園區，提供可

負擔的工作空間及配套設施，以扶助年輕創作人員和相關中小型企業成長；

短期來說，政府應帶頭優先使用本地創作，並鼓勵政府部門在各種措施和服

務上盡量提供方便，配合創意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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