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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發展及研究經理 
 

作為推動香港面向廿一世紀資訊時代之城市發展，對於有關當局提出相應之策略

性建議，我們表示歡迎。而就有關文件之內容，我們作為一個本地之青少年文化

及服務機構，有以下的建議及關注。 
 
作為一個具有百多年歷史，中、西文化交匯，以自由開放，創意豐富見稱的城市，

面向廿一世紀資訊時代，對於整個城市的願景，除了商業及經濟條件的促進外，

同時亦需要重視人才的整全培育，及社會文化長遠的發展。一方面我們需要讓新

一代，能夠在資訊時代，得到整體健康的成長，除了工作上的競爭能力，還包括

對身心適應、人際連繫、全腦智能等的培育；另方面，資訊科技所帶來的，不僅

止於新的技術工具和媒介空間，而是整個新文化的出現。為使社會能夠健全地長

遠發展，我們需要對此提出相應的文化政策。包括建立知識分享的平台及公共協

定、鼓勵多元文化發展的資訊空間、推動具本土特色的資訊創作文化等。就此，

我們提出下面四方面建議︰ 
 
1. 藉知識及資訊分享推動知識型社會的建立 

要成功建設一個知識型社會，高度的知識及資訊交流乃關鍵之一。因此政

府除了要致力保護知識產權，亦應鼓勵民間藉網絡媒介，推動更多公共資

訊和知識的分享，建立共識，並成立免費分享之共同協定。讓知識及資訊

能在本地網絡當中，被更廣泛及有效使用，促進知識型社會之建立。 
 
2. 青少年整體發展 

青少年成長包括了多個面向，網絡文化對他們的影響，亦不僅止於資訊技

術方面。面向廿一世紀資訊時代，要讓本地的青少年，在各方面都得到整

全的發展，需要就資訊科技文化對青少年成長，各個方面所帶來的影響，

作出研究，進行探討。並提出相應之政策，讓青少年面對資訊科技文化，

整體身心得到健康的發展。 
 
3. 相應的文化政策 

資訊科技發展，除了能夠促進貿易，同時亦是一個具有龐大發展潛力之文

化產業空間。政府應鼓勵及扶植，不同類型的電子媒介文化藝術創作。推

動文化工作者，以電子平台作為發展的空間。尤其應鼓勵弱勢群體，藉網

絡空間發展具有特色的文化產業。令本地網絡文化，成為一個百花齊放的

多元文化土壤。 
 
4. 提供更真實的教育場境 

資訊科技一日千里，而其在商業上的用途，往往走在時代的最前端。要讓

本地青少年能夠接觸，並學習得到最新的科技潮流，除了在學校教育方面

加強資訊科技之運用，政府更應鼓勵商界在商業環境當中，為年青人提供



接觸和學習的機會。讓他們能認識到行業中的資訊科技發展，拓寬他們對

有關方面的視野。 
 

面對廿一世紀資訊時代的來臨，我們期望政府能夠推動，網絡文化的多元化發

展。讓本地不同的群體，可以藉此平台開展具有本地文化特色的創作。另外，亦

為年青人提供一個，能夠讓其整全地成長的文化土壤，在資訊科技文化底下，孕

育身、心、人際、多元智能均能健康成長的新一代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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