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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今日（一月六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推動長

遠體育發展」議案的開場發言全文： 

  

代主席女士： 

 

  我感謝立法會再次討論「推動體育長遠發展」這一議題，感謝議員對香港體

育發展的關注。 

 

  大家記得，去年一月，立法會也曾就發展香港的體育運動進行了動議辯論，

原動議裏，包括建議政府積極考慮支持申辦 2019 年亞運會，這是推動體育長遠

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去年的動議經過立法會多數通過。過去一年，政府穩步落

實發展體育的各項政策、策略的同時，亦為醞釀支持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

克委員會（港協暨奧委會）申辦亞運做了工作，包括開展公眾諮詢。我們已定於

本月 14 日向財務委員會申請原則性的支持，以便支持港協暨奧委會於 2月 15

日之前向亞奧理事會提交正式申辦文書。我希望通過今日的辯論，可以讓公眾更

加了解特區政府發展體育運動的策略方向，以及支持申辦 2023 年亞運會的政策

意圖。 

 

  自從回歸祖國以來，香港體育運動的發展揭開了新一頁。特區政府經過詳細

檢討，於 2002 年發表題為《生命在於運動》的報告，列出整體策略目標，即「在

社區建立熱愛體育的文化，鼓勵精英運動員追求卓越，以及提升香港在國際體壇

的地位」。為落實發展策略，政府成立了體育委員會和轄下的社區體育事務委員

會、精英體育事務委員會、及大型體育活動盛事委員會，根據本港實際情況分別

研究提出政策措施，並逐步增加投入資源，推動體育運動長遠發展。 

 

  在普及體育方面，康文署每年舉辦多種康體活動，鼓勵市民參與，今個年度

參加的人數預計接近 200 萬人次。由 2007 年起，每兩年舉辦一次全港運動會，

吸引來自 18 區的運動員和市民參與。今年 2011 年第三屆港運會的準備工作正在

進行，我們相信參賽及參與人數將創出新高。在學校層面，康文署推行的「學校

體育推廣計劃」，本年度資助各體育總會舉辦約 7,800 項活動，供 1,000 多間學

校的學生參與。 

 

  在培育運動員方面，民政事務局每年給予香港體育學院約 1.6 億元的經常撥

款，全面支援精英運動員，包括直接財政資助、培訓計劃、住宿安排、及各種輔



導等。目前獲香港體育學院培訓及支援的精英及具潛質運動員，包括殘疾運動

員，接近 1,000 人，這個數字不斷上升。最高水平的精英選手每月可獲得接近三

萬元的財政資助。 

 

  政府又透過「體育資助計劃」，推廣各種體育運動和發掘、培育運動員。這

個計劃的資助額度逐年向上調整，在 2010-11 財政年度，康文署一共向 58 個體

育總會及 22 個體育團體提供 2.13 億元的資助，用作比賽、訓練、培訓工作人員

等活動。 

 

  為了確保運動員的承傳，香港體院自從去年起獲增加 300 萬元經常撥款，加

強培訓青少年運動員。我們亦透過與體育總會，包括兩個殘疾人士體育總會，的

協作，建立更有系统的運動員梯隊培訓系統，提拔更多有潛質的青少年投身體育

事業。2010 年香港體院推出了優才發展計劃，為學生進行體育專項測試，發掘

更多年輕精英運動員。 

 

  去年 7月，我們得到財務委員會通過，向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注資 30 億元

作為種子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一半用於推動體育發展。新增資源將用來更好

支持精英運動員參與大型國際體育比賽，亦用以推廣隊際運動、以及舉辦更多學

校和地區層面的體育活動和支援本地足球發展。 

 

  體育運動歷來包括比賽競技，舉辦運動會是推動體育發展題中應有之義。相

信大家對香港舉辦的東亞運動會的盛況仍記憶猶新。為鼓勵本地體育團體舉辦更

多大型國際體育活動，政府設立了「M」品牌制度及支援計劃。自 2004 年至今，

獲頒「M」品牌的大型體育活動包括香港馬拉松、七人欖球賽、世界女排大奬賽、

香港羽毛球超級賽及香港哥爾夫球公開賽等共 46 項，當中不少都獲得贊助商大

力支持，政府撥出的等額資助款項達 3,200 多萬元。體育委員會最近通過強化對

大型體育活動的等額撥款資助，將每項活動最多可獲的資助年期及額度，分別由

六年增加至八年及由 900 萬元增加至 1,150 萬元。 

 

  從以上列舉的數字可以計算得到，即使不包括場地建設等硬件開支，在未來

十年，按已定計劃投放於普及體育、精英運動及體育盛事這幾方面發展的預算，

已經超過 60 億元。 

 

  我以上說的包括去年一年來，我們採取的一些新措施及新進展。 

 

  我們十分重視運動員的升學及就業問題。自 2008 年起，香港體院推行「運

動員教育及職業發展計劃」，為運動員提供教育及職業發展支援，包括如學校轉

介，學業指引、諮詢、補習等，又有個人發展培訓課程，幫助運動員提升時間管



理、財務管理、公開演講等方面的知識和技巧。現時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

的院校都接受香港體院或港協暨奧委會推薦運動員的入學申請。這些大專院校容

許獲得取錄的運動員暫時推遲入學；批准他們於需要受訓及比賽時休學；並接納

他們延長課程修讀時間之申請。香港體院與北京體育大學合辦一個運動訓練教育

的兼讀學士學位課程，至今已有 5０位學員完成課程。 

 

  香港體育學院並且為準備退役的運動員提供職業輔導，又透過「精英教練工

作體驗計劃」，讓準備退役的精英運動員接受兼職教練培訓，他們亦可以參與「教

練培訓課程」獲得資助，報讀課程，考取教練資格。至今已有接近 850 名運動員

接受了相關的訓練及輔導。 

 

  政府又向港協暨奧委會資助 1,100 多萬元，推出「香港運動員就業及教育計

劃」，為現役以至退役後四年的運動員提供支援，包括職業訓練、師徒計劃、體

育大使計劃、職業發展諮詢服務及就業和實習機會。退役運動員可按照特別條件

入讀大學、及領取獎助學金。現役運動員亦可獲財政支援報讀兼讀課程、參加教

育及職業發展的工作坊等。該計劃成立至今，已獲得 10 多間商業機構支持，並

有 30 多個體育總會及 130 多位運動員受惠。 

 

  特區政府持續推行發展體育的策略目標，已經漸見成效，在最近的廣州亞運

會和亞殘運會，香港運動員分別取得 8金、15 銀、17 銅及 5金、9銀、14 銅的

空前佳績。尤其是新一代的年輕選手嶄露頭角，表現出鬥志與技術，贏得香港市

民以至神州大地民眾的廣泛讚賞。 

 

  在體育設施方面，過去 10 年，政府興建了 9座位於各區的體育館。2005 年

以來，完成了超過 35 億元的體育場地及設施興建或改善工程。目前，18 項體育

場地及設施正在施工，總投資超過 100 億元。在先前發表的討論申辦亞運諮詢文

件中，我們列舉了未來將持續規劃及興建的體育設施，例如啟德發展區的多用途

體育館，以及多個地區的場館設施。這些可以用於舉辦亞運會，平日則可以滿足

市民和運動員的需求。在足球場方面，現在有 15 個第三代人造草足球場，未來

五年會多建 21 個，令到總數達至 36 個。 

 

  至於原議案裏謂10年前香港申辦2006年亞運會失敗後沒有兌現興建場館的

承諾，這指控是以訛傳訛，不符事實。其實報道所指的「承諾設施」，是 1999

年申辦亞運時，當局委聘的顧問提出的初步建議。所提的場館計劃並未經過具體

規劃，亦沒有得到立法會撥款支持。經過當局考慮後，部份擬議設施最後亦沒有

包括在香港遞交的 2006 年亞運會申辦文件中。不過，正如以上所說，過去十年

全港有多個新建場地建成或經過提升水平的設施。 

 



  政府在推行體育政策時，一直有諮詢有關的持分者，包括不同的體育機構，

並且聽取各界的意見，例如「運動員教育及職業發展計劃」及「香港運動員就業

及教育計劃」在 2008 年推出之前，是詳細聽取了體育界，包括退役運動員的意

見。體育委員會及轄下三個事務委員會亦有現任及退役運動員。王國興議員強調

要廣泛諮詢及發動公眾參與，這我是認同的。 

 

  政府鼓勵體育運動的政策是一貫的，支援的包括健全運動員與殘疾運動員。

對於在不同運動會上獲獎選手所發獎金數額會有所不同，這是慣常現象，源於不

同運動會的參與範圍和競爭程度的差別。例如，在北京奧運會上，男子一百米短

跑的金牌就只是一面。北京殘奧會男子一百米短跑則按殘疾程度分為十三個級

別。所以兩個運動會的參與度及競爭性是不同的。不同性質的運動會對於選手的

獎金並無必要強求劃一。像美國、澳洲等地，對於健全與殘疾選手所發獎金也並

非是「一刀切」，這普遍為體育界所理解，不必拉扯到公平與否的問題。 

 

  主席，我們應該看到香港體育事業的進步，充分肯定體育界和運動員持續努

力的成果。事實上，香港體育並非一事無成，特區政府亦早已訂有發展體育的長

遠策略和目標。提出支持申辦 2023 年亞運會，正是落實長遠體育政策目標的一

個重要契機。如果申辦成功，亞運會將成為香港各界共同奮鬥的目標及爭取登上

新台階的強大動力。 

 

  我期待聽取議員的意見。稍後我會再作回應。 

 

  多謝主席。  

 

完  

２０１１年１月６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