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七題：選拔及培訓精英運動員 

＊＊＊＊＊＊＊＊＊＊＊＊＊＊＊＊  

  以下為今日（十一月二十四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湯家驊議員的提問和民政事

務局局長曾德成的書面答覆：  

 

問題： 

 

  本人近日接連收到運動員家長的投訴，他們指由於本港缺乏本地運動員的培

訓制度，有潛質的運動員只能以業餘參賽者身份，以個人資金及努力，在各項國

際賽事取得理想成績，以獲得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給予他們港隊

代表的資格。此外，他們亦表示，雖然他們的子女已達至多項國際賽的參賽要求，

但因香港代表隊的選拔制度不透明，亦缺乏準則，或因人事關係，以致他們這些

本地培訓的運動員，未能以港隊代表身份參與國際賽事。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當局現時有何機制及準則，監管各體育總會就國際賽事選拔香港代表的程

序，以及有何上訴或覆核機制以處理運動員的投訴；是否知悉，過去五年，每年

由各體育總會及其屬會選拔參加國際賽事的運動員人數及他們參與的項目，以及

當局接獲運動員的投訴或上訴個案的詳情； 

 

（二）鑑於有運動員表示，現時政府的體育發展政策倚賴各運動總會及其屬會發

掘及培訓本地體育精英，而政府只給予經濟上資助，政府會否檢討該政策的成

效；若會，何時及如何進行檢討；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當局會否考慮設立一套整體而長遠的體育發展政策，讓政府擔當訓練及選

拔本地運動員的角色，以保障本地運動員的地位，亦可對有志投身發展運動的精

英提供經濟、生活及健康上的保障；若會，推行時間表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政府按三個清晰的策略方向發展體育：即協助精英運動員追求卓越、在社區

推動普及體育，以及支持體育總會舉辦體育盛事。要推動香港的體育發展，特別

是發掘和培訓精英運動員方面，政府與不同界別的持份者合作，包括中國香港體

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港協暨奧委會）、香港體育學院（香港體院）及各個

體育總會。在目前的機制下，政府與各個體育組織保持伙伴關係，撥出資源支援

精英及有潛質的運動員，幫助他們接受專業訓練，並資助他們準備及參與國際賽



事－ 

 

  港協暨奧委會負責推廣本地體育，宣揚奧林匹克精神，為體育界的行政人

員、教練及技術人員提供培訓課程，亦負責甄選香港運動員參與國際多項目的體

育比賽。根據《奧林匹克憲章》，奧委會推動體育發展，不受來自政治、宗教或

經濟等方面的干預。政府亦從未干預甄選運動員的程序。 

 

  香港體院向精英運動員提供各方面的支援，包括直接財政資助、學業輔導、

就業輔導和轉職培訓，讓他們可以全職運動員身份接受訓練，發展體育事業。 

 

  港協暨奧委會轄下的各個體育總會附屬於相關的國際體育聯會和亞洲體育

聯會，是參與相關體育項目國際賽事的本地正式代表，負責組織及管理所屬體育

項目的本地活動，例如舉辦賽事、運動員的訓練及甄選運動員參加本地及國際比

賽。體育總會都屬於非牟利團體，當中不少註冊為有限公司，其餘則為根據《社

團條例》成立的社團，按照其《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有權自主處理內部會

務。 

 

  政府則透過推行相應的政策措施，提供資源和場地設施，支援港協暨奧委

會、香港體院及各體育總會的工作。政府一方面尊重港協暨奧委會及體育總會的

自主和獨立運作，另一方面會監察公帑的有效運用，以推動體育發展。至於香港

體院，政府透過每年的資助撥款及派員出任董事局成員監察其運作及培訓精英運

動員的成效。 

 

  就提問的三個部分，回覆如下。 

 

（一）正如前文所述，選拔運動員參與國際賽事一向由港協暨奧委會及相關體育

總會按照《奧林匹克憲章》及相關賽事的甄選準則進行。如遇有投訴或上訴，港

協暨奧委會或相關體育總會按其程序處理。至於過去五年由體育總會選拔參與國

際賽事的運動員人數，必須向港協暨奧委會及各體育總會查詢，惟他們目前忙於

廣州亞運會的有關工作，我們稍後會向他們轉達議員對此的關注。民政事務局和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過去五年曾收到總共十一宗涉及七個體育總會在處

理有關甄選運動員參加國際賽事的投訴個案，由於有關投訴屬體育總會的專業範

疇，當局已經把有關投訴轉交相關的體育總會跟進。 

 

（二）發掘及培訓香港精英運動員方面，香港體院擔當重要的角色。政府每年向

香港體院經常性撥款（約１.６億元）用作培訓精英運動員，當中包括向合資格

的運動員提供直接財政資助。 

 



  香港體院透過優才發展計劃為學生進行體育專項測試，目標是發掘有潛質的

年輕精英運動員。體育總會透過梯隊運動員培訓計劃及早發掘具備潛質的青少年

加以培訓。自二○○九年起，我們向２２個體育總會撥款約１,５００ 萬進行梯

隊運動員培訓計劃，並舉辦了接近２００項課程或訓練，供６,１００多名青少

年運動員參與。透過這些措施，我們能發掘和培育精英運動員的新血。 

 

  另外，康文署每年透過「體育資助計劃」與體育總會合作推行一系列有系統、

全面及互相銜接的青少年體育培訓計劃，發掘及培訓年青運動員。 

 

  其中「學校體育推廣計劃」早於二○○一年推行，參與學校由二○○一／○

二年約６００間至二○○九／一○年已增至１,０６５間，學校參與率超過９０

％。而受資助培訓計劃中的「青苗體育培訓計劃」，是分別透過有系統及循序漸

進的訓練及地區聯賽，發掘及推薦有潛質的運動員加入香港青少年代表隊，接受

更深層次的培訓，讓他們有機會代表香港參加國際賽事。 

 

（三）正如上文所述，政府已有一套長遠的策略，向精英運動員提供資助和培訓。

我們亦於本年十月二十日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詳細介紹香港的體育

政策。香港體院為在該院受訓的運動員購買保險，內容包括人壽、意外、旅遊、

醫療（住院及門診）和牙科保健。香港體院亦有駐院醫生和醫療隊伍為運動員提

供醫療上的支援。 

 

  另一方面，為照顧精英運動員退役後的需要和協助他們融入社會，香港體院

更透過「精英教練工作體驗計劃」為精英運動員提供教練培訓計劃，協助運動員

於退役後轉職為教練。此外，港協暨奧委會自二○○八年起推行「香港運動員就

業及教育計劃」，為運動員提供多元化教育及職業發展支援。就協助現役精英運

動員升學方面，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八間大專院校接受由港協暨奧委會或

體院推薦運動員的入學申請。各院校亦會繼續加強對精英運動員的支援，讓他們

可同時接受專上教育和專心預備比賽。 

完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４日（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