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冠狀狀病毒對「體育、
演藝、⽂文化、出版界」
影響調查 



前⾔言 

當前，新型冠狀狀病毒正在迅速擴散，為進⼀一步
加強防疫，康樂樂樂樂及⽂文化事務署宣佈⽂文康設施暫
停開放，受此影響，陸上和⽔水上設施包括所有
體育館、運動場、草地球場、⼈人造草地⾜足球場、
網球場、壁球場、草地滾球場、⾼高爾夫球設施、
公眾游泳池、泳灘、屯⾨門康樂樂樂樂體育中⼼心、⽔水上
活動中⼼心和度假營、博物館、表演場地、公共
圖書館及附設之⾃自修室、流動圖書館，以及⾳音
樂樂樂樂事務處的⾳音樂樂樂樂中⼼心等在短期內均不可能舉辦
任何活動。 



前⾔言 

此外，包括⻄西九戲曲中⼼心、新光劇院等⺠民間的
場地亦已跟隨政府的安排，停⽌止運作，包括神
功戲、社區匯演、⽂文化和體育競賽等⼤大部分在4
⽉月⾄至5⽉月間原定舉辦的⺠民間活動亦陸續宣告取消。 
與此同時，教育局早前亦已宣佈「全港學校延
遲⾄至最快3⽉月2⽇日復課」，全體公務員亦獲「延
長在家⼯工作安排⾄至2⽉月16⽇日」。 
上述應對疫情的臨臨時措施在盡量量減低新型冠狀狀
病毒傳播可能性的同時，也為本港體育、演藝、
⽂文化及出版界別帶來來嚴峻的危機。 



前⾔言(續) 

在⽀支持抗疫的同時，政府亦應對受嚴重影響的
業界從業員提供適當⽀支援。為了了解是次武漢肺
炎對業界帶來來的影響及盡快向政府爭取協助業
界的⽅方案，⾺馬逢國立法會議員辦事處進⾏行行網上
問卷調查，在1⽉月30⽇日⾄至2⽉月10⽇日收到共354份
回覆，受訪對象包括團體及個⼈人業界從業員，
詳細結果如下。 



甲. 調查結果 



1. 九成五業界因疫情⽽而取消或延期活動 

20.9% 

13.8% 

8.2% 

52.0% 

5.1% 
因疫情⽽而要取消或延期活動 

 1-3項 
4-6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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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項或以上 
沒有活動受影響 



2. ⼋八成六業界因場地關閉⽽而取消或延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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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5.6% 4.2% 3.9%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取消或延期活動的原因(可選多項) 

受影響的業界取消或延期活動的原因 

場地關閉 
參參加者不願參參加 
外來來表演者不願來來港 
主辦⽅方取消活動 
為配合防疫 
受學校停課影響 
其他原因 



3. 表演項⽬目最受影響 訓練或培訓項⽬目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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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兩兩成七業界估計損失五萬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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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兩兩成半業界估計活動取消影響30名以上      
業界⼯工作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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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七成業者收入跌幅逾九成甚⾄至無法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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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受訪者對政府⽀支援措施之建議 
問卷以開放式問卷，要求受訪業界認為政府應提出什什麼措施協助業
界渡過難關表達意⾒見見，結果綜合如下： 

最多受訪業界(234位)建議的是津貼及資助措施，當中包括補助⾦金金、
稅務優惠、薪酬補償、免息貸款、針對活動延遲或取消的⽀支援⾦金金、
協助團體發放薪酬及⽀支援受影響業者的⽣生活費等等。 



7. 受訪者對政府⽀支援措施之建議(續) 
其次，有56位受訪業界建議與場地及租⾦金金有關的資助措施，當中包
括減免場租、場地雜項資助、豁免部份場地的租⾦金金予非牟利利團體的
租⽤用者、在情況安全許可下儘快開放演出場地、保留留先前申請資助
的項⽬目、號召業主減租、在康⽂文署轄下場地設置體溫檢測器及加強
防疫措施，提供藝團票價資助⿎鼓勵觀眾入場、對下半年年的計劃予以
更更⼤大⽀支援等等。(亦有教育出版業界建議政府免費提供場地空間作
最近⼀一年年已審批上榜的教科書及安排講解教材簡介會。) 

此外，有81位受訪業界建議加強防疫措施，當中包括派發消毒物品
和醫療藥物、提供⼝口罩、盡早截查個案及隔離、封關及盡快控制疫
情等。 



⼄乙.  疫情對體育、演
藝、⽂文化及出版界別帶
來來的影響 



1.  取消舉辦活動造成直接經濟損失 
•  由於活動場地關閉，政府也呼籲避免⼈人群聚集
或聚會，⼤大量量體育、演藝、⽂文化活動取消舉
辦，投資⽅方事前投入的成本無法收回，重新
舉辦成本加倍，雪上加霜。演員、運動員、
藝術家及製作⼈人員等連帶「失業」，影響範
圍廣泛且深遠，尤其是以⽇日結計算收受薪酬
的製作、執⾏行行⼈人員等，受打擊尤甚，急需有
效措施緩解困境。 



2. 活動舉辦短期內難以恢復，⼯工作機會缺
乏 
•  本港各類類型活動場地檔期密集，尤其康樂樂樂樂及⽂文
化事務署轄下場所，⼤大多需提早超過半年年前
進⾏行行申請、排期，被取消活動短期內獲重新
分配場地復辦的機會不⼤大，疫情影響延續時
間亦難以估計，活動主辦⽅方、相關⼯工作者變
相短期內全無收入。⾯面對⽇日常營運的⾼高昂成
本，入不敷⽀支，對中⼩小型團體和⼯工作室⽽而⾔言，
形同滅頂之災。 



3. 藝術教育因應學校停課全⾯面取消 
•  ⼯工作坊、培訓等教學活動向來來是各界別⼈人⼠士、
團體的主要收入來來源之⼀一，演出、競賽、展
覽等各類類型的主要受眾亦離不開⻘青少年年群體。
教育機構停⽌止運作，教育⽅方⾯面的收入盡失，
演出、競賽、展覽等各類類型的受眾⼤大⼤大減少，
各界別遭受雙重夾擊，負⾯面影響加倍。 



4. 境外交流、競賽及演出停頓 
•  由於疫情仍在擴⼤大，本港與內地各省市間的往
來來預料料短期內難以恢復，多個海海外國家或地
區亦因應疫情，對包括港、澳在內的中國旅
客進⾏行行入境限制，境外交流、競賽及海海外演
出等均告停頓，在本地市場以外，同時亦打
擊各界別的海海外市場。旅遊業界向來來是體育、
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的重要⽀支撐，各界別的
復甦因此難上加難。 



5. 政府半停擺，已批核資助發放受阻 
•  有團體反映，公務員在家⼯工作期間，包括⺠民政事務
局、藝術發展局、⻘青年年發展委員會等相關部⾨門的負
責⼈人均難以聯聯絡。這些機構提供的項⽬目資助向來來的
⽀支持本地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別發展的重要
⼒力力量量。除少數接受政府⼀一次性撥款的⼤大型團體外，
⼤大部分的中⼩小型團體均是按分階段向相關部⾨門申領
資助款項。公務員「在家⼯工作」，此類類項⽬目的審批
延誤，甚⾄至連康⽂文署轄下演出場地的票房結算⼯工作
亦陷於停頓。資助團體墊⽀支未能如期發放，將直接
造成項⽬目主辦團體債台⾼高企，甚⾄至有部分團體或因
此引致資⾦金金斷裂⽽而倒閉。 



6. 投資者意欲萎縮，打擊深遠 
•  中美貿易易戰爆發以來來，外圍經濟環境因素不利利
各界別的投資。本港近半年年以來來由於⼤大型社
會運動頻繁，交通運作受阻，市⺠民對於⼤大型
活動的參參加意欲及購票意願下降，使各界別
活動的投資者更更為謹慎。現時疫情帶來來的不
確定性，投資者及主辦⽅方均⾃自⾝身難保，中長
期的業界發展深受打擊。 



7. 從業員流失  威脅本地創意產業及⽂文化傳
承 
•  由於⼤大部份從業員都⾯面對嚴峻的⽣生計問題，如
果問題持續，很多從業員可能被迫轉業，造
成業界不可挽回的⼈人才流失，對業界的長遠
發展甚⾄至香港本地⽂文化和演藝⾏行行業帶來來極⼤大
打擊，威脅到香港本地⽂文化的承傳和創意產
業的發展。 



丙. ⽀支援業界措施建議 



1. 財政⽀支援：設立「體育、演藝、⽂文
化、出版」界⽀支援基⾦金金 
•  政府應考慮提供特別的援助基⾦金金或貸款計劃，
在提供簡單及基本證明（如：與藝團簽訂的
合約）後，為團體或個⼈人提供⼀一定的財政資
助。如⽀支援以貸款⽅方式提供，則應讓申請者
在提供簡單及基本證明後，無須抵押，可借
取不少於3個⽉月營運資⾦金金的低息貸款，貸款可
於⾸首半年年免息，在半年年免息期後，可在⼀一年年
以上的時間還款，協助他們緩解燃眉之急。 



2. 分擔風險：與業界分擔活動取消之
損失 
•  因疫情⽽而取消的活動損失絕⼤大部份是由業界⼈人⼠士獨
⼒力力承擔，為了了⽀支援業界，政府應對於做了了⼤大量量前
期準備⼯工作的團體或從業員，或是已經委約的團
體或個⼈人，合理理地分擔項⽬目取消的損失。 

•  故此，康⽂文署應提供「應對疫情演出費資助」，以
實報實銷或以⼀一筆過撥款的⽅方式，提供不少於七
成的演出費資助。另外，康⽂文署也應該對轄下受
疫情影響的班組導師，提供不少於⼀一半的取消服
務費(撻訂⾦金金)，分擔因疫情導致的損失。 



2. 分擔風險：與業界分擔活動取消
之損失(續) 
•  教育局應該向各中⼩小學發出指引，對受疫情影
響⽽而被迫取消的藝術、⽂文化和康體培訓項⽬目
的服務提供者，提供起碼最少⼀一半的取消服
務費。 

•  另外，教育局應考慮為業界提供資源，開拓拓網
上教學或學習，同時也⿎鼓勵學校在停課期間
採⽤用彈性學習模式，讓業界的教育或培訓⼯工
作得以持續，藉此取得部份收入。 



3. ⾏行行政安排：康⽂文署靈活彈性助業界 
•  康⽂文署是業界的重要合作伙伴，為了了協助業界
渡過難關，在⾏行行政上應盡量量提供⽀支援，除為
受疫情影響的場地訂定退還全數場租外，並
且應暫停場地預訂，讓受影響的團體可盡快
獲重新編配場地，舉辦⽂文化藝術活動。 

•  另外，政府亦應與城市售票網接洽，要求城市
售票網為團體提供免費的退票的⼯工作。由於
業界極需資⾦金金流，康⽂文署應盡快處理理2019年年
申領款項，避免因為現時的公務員「在家⼯工
作」安排⽽而受到嚴重延誤。 



4.  緊急注資：粵劇發展基⾦金金、電影
發展基⾦金金及藝術發展局 
•  財政司司長應緊急注資以上三個基⾦金金或機構，
運⽤用這些機構現有的網絡和機制，減少公務
員體制的程序框架，拆牆鬆綁，擬定可盡快
回應前線業界⼯工作者需要的援助⽅方案，協助
各個業界應對難關。 



5. ⽀支援戲院及演出業 
•  協助戲院及演出業在配合政府抗疫措施的同
時，政府應就戲院是否需要暫停營運，提出
明確指引，並合理理地在停業期間向業界作出
⽀支援，減輕業界負擔。 

•  另外，在疫情退卻後，為觀眾提供⼀一定比例例的
資助，⿎鼓勵香港觀眾到戲院觀賞電影。在演
出業⽅方⾯面，政府應讓業界優先預留留場地重新
排演，寬減票房分紅比例例，暫緩實⾏行行調整公
開發售⾨門票比例例，提供稅務寬免，讓業界休
養⽣生息。 



6.⼤大⾯面積措施 保就業保經濟 
•  盡快實施稅務寬免、 短期暫緩繳交個⼈人入息
稅，並⼤大幅減免來來年年個⼈人入息稅，讓市⺠民有
充⾜足財政資源，應對經濟難關。 

•  減免政府收費及提供稅務優惠，⿎鼓勵私⼈人物業
業主減租，寬免差餉或地租，減免相關牌照
收費，包括短期內豁免與業界有關的收費和
牌照費，以減少業界的負擔。 

•  實施⼤大⾯面積措施：保就業保經濟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