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政事務局局長在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的簡介 

＊＊＊＊＊＊＊＊＊＊＊＊＊＊＊＊＊＊＊＊  

  以下為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今日（三月二十五日）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特

別會議所作的簡介： 

 

主席： 

 

  民政事務局職責涵蓋廣泛的政策和綱領範圍，資源分布於一共八個開支總

目。民政事務局及轄下部門在 2009-10 年度的總開支為 95 億 9 千 1 百萬元。我

們在新財政年度內獲得新資源的工作重點如下： 

 

(一)  香港 2009 東亞運動會 

 

  2009 東亞運動會是香港首次舉辦的國際性大型綜合運動會，將於今年十二

月五日至十三日在香港舉行。借鑑成功協辦 2008 奥運馬術比賽的經驗，東亞運

的籌備工作正依計劃進行。為東亞運比賽場地的興建及改善工程，預計全部在年

中竣工，不但為東亞運及日後舉行的國際賽事提供符合國際標準的比賽場地，亦

為市民提供更好的體育設施。 

 

  在宣傳和推廣方面，我們將大力推動社區層面的參與，與各區區議會、學校

和社區組織等合作，鼓勵市民大眾積極參與。此外，透過其他宣傳和推廣項目，

包括以東亞運為主題的城市景觀佈置、巡迴展覽、播放東亞運主題曲 《衝出世

界》和宣傳短片、以東亞運為主題的花卉展覽、發行「心思心意」郵票和東亞運

紀念郵票、以及舉行一百日倒數暨火炬接力等，務求令東亞運更深入民心，成為

全城熱切期待的盛事。我們亦會透過駐海外經濟及貿易辦事處宣傳東亞運，並且

與香港旅遊發展局合作，向海外推廣。 

 

  我們深信主辦東亞運既促進香港體育事業的發展，提升巿民對體育運動的興

趣；而透過共同參與，亦加強社會凝聚力。我們將會按預算舉辦一個成功、具香

港特色而不奢華的東亞運動會。 

 

(二) 推動香港體育發展 

 

  承接北京 2008 奧運會和殘疾人奧運會在社會上掀起的體育熱潮，我們進一

步推動香港的體育發展。 

 

  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主要基金）預留了五千萬元，在未來三至四年資助體

育總會及地區體育團體增建體育設施及添置器材。我們希望透過上述資助計劃，



鼓勵各體育總會與地區團體加強合作，推動體育普及化。 

 

  為了更有效發掘及栽培梯隊運動員，我們會於 2009-10 年度提供不少於一千

萬元撥款，同社會各界合作，協助體育總會優化他們的青少年體育培訓計劃。 

 

  為了加強支援精英體育發展，我們對香港體育學院的恆常撥款將增加一千二

百萬元，用以增强香港隊的基本實力，迎戰來年的多項國際賽事。 

 

  我們會與商界聯繫，贊助更多弱勢社群觀賞大型體育賽事。此外，我們會加

强推廣大型體育賽事，提高市民對這類賽事的支持，並且幫助宣傳香港作為盛事

之都的地位。 

 

(三)  建國六十周年慶祝活動 

 

  今年適逢建國六十周年，藉此機會我們將會與公民教育委員會、青年事務委

員會、十八區區議會及社會各界携手合作，推出一系列的慶祝活動。我們會推出

不同類型的展覽、講座及表演，安排本港及內地青少年的交流活動，讓市民分享

六十周年國慶的喜悅，同時提高對國情的認識。 

 

(四) 培育本地藝術家及拓展觀眾 

 

  為了配合西九文化區的發展，我們會進一步加強支援本地藝術家及藝團，亦

會繼續努力培育更多的愛好藝術的本地觀眾。在 2009-10 年度，我們繼續用大約

二億七千萬元支持本地主要演藝團體，而香港藝術發展局將於 2009-10 年度推出

「兩年資助」計劃，加強支援中小型藝團，為它們提供更有效的晉升階梯。我們

將會在今年年中之前就表演藝術的資助事宜展開顧問研究，目的是制定一個資助

制度，改進資助評審準則及資助機制，讓表演藝術界能夠蓬勃及持續發展。新高

中課程在 2009 學年實施時，會規定每名高中生須修習一定的藝術經歷課時。康

樂及文化事務署將舉辦適合高中生的新項目。最近已經與教育局合辦「匯藝坊」，

為本地藝術家及藝團提供平台，讓他們向學校方面介紹他們可提供的藝術教育課

程。在藝術教育及觀眾拓展方面，香港藝術發展局剛剛展開「社區文化藝術活動

深化計劃」，通過支持地區藝術團體和專業藝術團體的更緊密合作，把藝術帶入

社區。我們會全力支持這兩個執行機構推行這些藝術教育及觀眾拓展的工作。此

外，我們亦鼓勵區議會在地區推行具本土特色的文化活動。在西九永久場館落成

之前，我們亦鼓勵多元化的藝術活動在臨時場地進行，開展將人流帶入西九的前

期工作。 

 

(五)  粵劇發展 



 

  粵劇是本土文化重要的一環。我們會繼續保存、推廣及發展粵劇。在 2009-10

年度，我們投放在發展粵劇的資源將超過三千三百萬元﹔粵劇發展基金亦獲注資

2千萬元進一步推動粵劇發展。立法會已於二零零九年二月撥款約一億八千六百

萬元把油麻地戲院及紅磚屋改建為戲曲活動中心，該計劃將於本年內動工。另

外，我們透過香港藝術發展局撥款資助粵劇團體在新光戲院演出，並積極尋求捐

款透過粵劇發展基金支持新光戲院的延續運作。我們感謝捐助支持粵劇發展的熱

心人士。長遠來說，我們在西九文化區將興建一戲曲中心，包括一表演場地及一

小劇院，分別可容納 1,400 及 400 觀眾，預計於 2014-15 年度落成。 

 

(六)  社會企業 

 

  我們會繼續積極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為弱勢社群在社區創造就業機會，強

化助人自助的理念，從而建構公民社會價值，促進社會和諧。我很高興推動社企

發展這一項工作，得到很多位議員和社會人士的認同和支持。 

 

  社企是民間營運的企業。面對金融海嘯的衝擊，社企跟其他企業一樣，都面

對艱難的經營環境。除了繼續透過「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提供種子基金，

為新開辦的社企提供初期營運的支援外，因應當前惡劣的經營環境，政府會考慮

為受協作計劃資助的社企提供額外資助，強化它們持續營運的能力。措施自去年

12 月推出至今，已收到 19 份額外撥款申請，其中九份申請獲批，涉撥款額 220

萬元。我們亦會繼續透過「社會企業伙伴計劃」，促進不同形式的跨界別合作，

鼓勵社企多元化的業務發展。此外，民政事務局及民政事務總署在 2009-10 年

度，合共預留九百萬元，加強推廣社企。我們正審視社企的營運情況，制訂工作

計劃，協助營造有利社企營運的環境。 

 

(七)  創造就業機會 

 

「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 

 

  「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自 2006 年 6 月推出以來，首四期的申請已經

批出約七千六百萬元撥款成立 80 個新的社企項目，為弱勢社群提供約 1,400 個

就業機會。 

 

  獲批的社企項目涵蓋的業務範圍廣泛，包括餐飲業、美容/美髮、保健推拿、

家居清潔及相關服務、環保回收、裝修工程、零售、娛樂表演、汽車美容及有機

種植等。這些計劃主要可創造一些低技術的工作，及為弱勢社群提供就業機會。 

 



小型工程計劃 

 

  我們明白社會期望加快各類型小型工程，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政府於

2009-2010 年度在各類小型工程的總預算超過 80 億元，由民政事務總署統籌的

地區小型工程及鄉郊小工程計劃，佔四億二千萬元。我們會盡量利用這些資源，

為 18 區提供更好的地區設施，同時亦創造就業機會。我們估計，在 2009-10 年

度，可創造超過 950 個為期 12 個月的就業機會（包括地區小型工程計劃下的 630

個以及鄉郊小工程計劃下的 320 個就業機會）。受惠的工程人員包括技術勞工、

技術及輔助人員以及專業人員。 

 

(八)  結語 

 

  我簡介到此，我和我的同事很樂意回答各位議員的提問。謝謝。 

完 

 

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５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８時２３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