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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2010 年 6 月，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發信支持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

員會(港協暨奧委會) –即代表香港提出申辦的機構– 向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亞奧理

事會)提交意向書，表示有意申辦 2023 年亞洲運動會(亞運會)。在特區政府決定是否

支持正式申辦亞運會前，會進行廣泛的公眾諮詢，蒐集公眾對香港應否申辦亞運

會的意見；而最終決定須視乎公眾諮詢的結果，以及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是否接納可

能涉及的財政承擔。 

為協助推行相關程序，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委聘 GHK (Hong Kong) Ltd.聯同 MI 

Associates、AEG Ogden 和 Knight Frank Petty 評估香港主辦 2023 年亞運會對財務

及經濟的影響。 

這份最後報告旨在說明財政及經濟評估的結果。 

1.2 研究範圍及大綱  

顧問估計了籌備及主辦亞運會所需的運作開支。資本開支的預算數字由政府提供，再

由顧問審核。政府亦就各個比賽項目的場地提供意見。 

顧問確立了與主辦亞運會相關的主要收入項目，以及估計可能帶來的收入，並按低、

中(基準)及高方案進行敏感度測試。 

為評估主辦亞運會對經濟的影響，顧問確立並計算了可量化的潛在經濟成本及效益

（包括就業機會及入境旅遊及零售業的增長）、興建新場地可帶來的長遠價值、以及

其他不能量化的主要經濟影響。 

研究於 2010 年 8 月中展開，初步結果已於 9 月初提交。顧問因應當局對初步結果的

意見及回應，檢討了部分假設。 

1.3 局限及關注事宜  

顧問是根據截至 2010 年 10 月中旬所獲得的資料作出評估。如主辦亞運會的要求在

該日期後出現新發展或改變，實際開支及效益亦會隨之改變。顧問進行財政評估的時

限少於兩個月。在正常情況下，全面的盡職調查及評估（包括更全面地諮詢每個持分

者組別）需要更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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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可以取得的歷屆亞運會財政預算資料有限；不過，顧問已參考了其他適用的賽事

資料(例如英聯邦運動會、泛美運動會和奧運會)。 

按照近年的經驗，亞運會的規模將會不斷擴大，複雜程度亦會增加。香港的空間及土

地資源有限，不應亦不能仿傚廣州的經驗。因此，香港應集中制訂一套規模適中，而

且能夠帶來實質長遠效益的方案，為舉辦亞運會提供設施。 

2 主要假設 

2.1 運動會賽期及比賽項目  

亞運會將設有 28 個奧運會比賽項目及另外 7 個由主辦城市決定的非奧運會

比賽項目。亞運會的賽期假設為 14 天，而殘疾人亞運會則為 7 天。亞運會

需要使用約 45 個比賽場地及練習場地。此外，我們亦需要一些非比賽場地，

例如為運動員和職員提供的住宿設施、廣播機構及媒體設施、工作人員認證

中心和總指揮中心。 

2.2 參加人數  

參與亞運會的人士假設將包括 11,000 名運動員及職員、1,000 名嘉賓，以

及 4,800 名記者及廣播機構人員。負責提供支援的包括 600 名本地人員及

17, 000 名志願人員。  

2.3 觀眾與訪港旅客   

我們根據多個因素估計亞運會的觀眾數目，包括可提供門票的比率、每個擬

議比賽場地的座位數目、預計比賽場數、未能提供的座位百分比、受歡迎程

度，以及每個項目的優惠門票所佔之比率 1

我們假設每名觀眾平均欣賞三場比賽／典禮。按此計算，觀眾總數估計有

247,000 人至 346,000 人。  

。我們估計出售門票總數將達 74

萬至 104 萬張。  

                                                   
1
“未能提供的座位”指未能讓公眾購票入座的座位，包括預留供亞奧理事會、嘉賓、贊助商、運動員、

廣播機構和媒體使用的座位，以及因為要興建臨時攝影機平台、媒體席或其他臨時結構物而須拆除的座位。  

大會將會向學生、小童／長者提供優惠／特價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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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香港曾經舉行的大型活動 (例如 2009 東亞運、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國

際匯演賀新禧和國際龍舟節 )以及海外大型活動的例子，並考慮到香港的獨特

情況 2及亞運會的特點，顧問假設訪港旅客將佔觀眾總數的 20%。據此，顧

問預計亞運會可吸引 49,000 名至 69,000 名旅客訪港。這些訪港觀眾之中，

顧問假設有 90%是短途旅客，當中有 50%為即日來回的旅客 3

2.4 貼現率  

。  

經濟評估把評估期內的社會貼現率定為 4%。  

3  財務評估 

3.1 引言  

籌備與舉辦 2023 年亞運會所產生的收益及開支有三個評估方案，分別為低、中（基

準）、及高方案。所有之評估均以 2010 年的物價水平及港幣顯示。因進位關係，此

報告內個別數字之和可能與總合有所偏差。 

3.2 運作開支  

運作開支包括籌備與舉辦亞運會所產生的直接開支。 

3.2.1 人力資源 

人力資源的開支預計為 6.15 億至 7.52 億元。   

此項開支主要的項目為主辦機構的人員薪酬、約滿酬金以及薪金間接費用，約 5.54

至 6.78 億元；相關主辦機構的人員會由營運首年的三名，逐步增加到亞運年最高峰

的 615 名。顧問參考了 2009 年東亞運動會的經驗，但增加薪酬 10%以反映亞運會

的規模與複雜性。約滿酬金假設為 15% ，而薪金間接費用則假設為 20%。 

人力資源的開支亦包括徵聘及調任費用（為人力資源開支的 3%）、一般行政開支

（2%）、遣散費（2%）以及其他相關的費用（4%）。  

                                                   
2
 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設入境管制，所有訪港旅客均必須通過入境管制站，因此能夠掌握準確數據。其他城

市大多位處幅員廣闊的國家之內 (例如澳洲的墨爾本 )，而前往這些城市的外來訪客實際來自本國，一般沒

有官方統計數字反映。  
3
 假設即日來回的旅客會在每次旅程觀賞一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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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的開支預計為 2.64 億至 3.44 億元。 

此項開支是根據一本地主要電訊業服務商提供的資料以及參考大型國際賽事的經驗預

計。開支包括資訊科技系統（18%）、賽事運作所需之電訊服務支援（19%）、網絡

服務（14%）、場地技術設備（在場地內提供網絡服務）（18%）、計時、記分及顯

示賽果（21%）、賽事管理系統（4%），以及訊息系統（6%）。 

3.2.3 選手村和膳食服務 

選手村和膳食服務的開支預計為 2.99 億至 3.56 億元。 

此項開支包括為記者、廣播人員、嘉賓、工作人員及志願人員提供膳食（6%）、為

運動員及官方代表提供的膳食（31%）、臨時建造費（61%）、以及營運費用

（2%）。 

記者、嘉賓、工作人員及志願人員的膳食為一日兩餐，廣播人員則為一日三餐。以上

人士均需在整個亞運會賽程期間獲提供膳食。假設記者與廣播人員會提早抵港準備，

故在亞運會開幕前十日，他們亦享有膳食供應。 

運動員及官方代表的膳食服務假設會由選手村提供。臨時建造費用會包括興建一所設

備齊全的醫療中心、主要飯堂、臨時結構、與臨時停車場等設施。運作開支的預算則

包括衣物洗滌、維修保養、水電等公用設施、與廢物處理。不論選手村以何種模式發

展與運作，這些都是必要開支。由於選手村的選址與運作模式尚未確定，故興建選手

村的成本在現階段未能評估。 

3.2.4 財務和行政 

財務和行政開支預計為 1.01 億至 1.20 億元。 

此項開支包括辦公室租金，例如租用合適的場地作為總指揮中心（33%）、保險費

用（25%）、核數、會計及顧問等專業服務開支（20%）、辦公室家具（9%）、以

及郵遞、辦公室文儀及速遞費用（12%）。辦公室租金假設為每平方呎每月 18 至 20

元，以及當籌備工作進入第五年 (即員工數目達到 13 人時）開始提供每人 100 平方

呎的工作空間
4

                                                   

4 這項假設已預留當員工數目增加時所需的彈性，並包括公共空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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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交通 

本地的交通開支預估為 0.74 億至 1.22 億元。 

交通開支包括向運動會相關人士提供不同等級的交通服務(包括專線巴士及附司機的

專用轎車)往返各比賽場地。此項開支包括租用 350 架 50 座旅遊巴 (22%) 、320 架

24 座中型旅遊巴 (15%) 、320 架轎車 (52%) 、轎車的停車費 (2%) 、以及志願人員

的交通津貼 (10%) 。 

此開支是根據本地旅遊巴營運商所提供的資料預算：50 座的旅遊巴之月租為 5 萬至 7

萬元、24 座的中型旅遊巴的月租為 4 萬至 5 萬元、轎車的 30 日的租金為每日 12 小時，

每小時租金 300 至 580 元。志願人員的交通津貼假設為每日 30 至 50 元。 

3.2.6 體育賽事場地 

體育賽事場地開支預算為 1.90億至 2.33 億元。 

此項開支包括醫療、藥檢及化驗開支(12%)，租借私人場地的租金 ( 展覽場地如香港

會議展覽中心、亞洲博覽館、國際展貿中心，及香港遊艇會等場地舉辦乒乓球、劍擊、

桌球、體育舞蹈、拳擊、武術、及帆船比賽 ) (17%)，以及聘用專業職員及購買器材

等費用 (71%)。 

醫療、藥檢及化驗的開支以及專業職員與器材費用的假設基礎為國際經驗與諮詢體育

聯會之結論。私人場地的租金的估算則基於市價，並假設前置作業、訓練及比賽會總

共需時 24 日。 

3.2.7 廣播 

廣播的開支預算為 5.13億至 6.27億元。 

此項開支包括製作及國際傳送在各個場地舉辦的賽事片段，以及在各比賽場地架設轉

播設備的費用。這筆開支除了根據本地廣播業界的意見，亦參考了廣州亞運會的規格

而預計。國際轉播中心則假設由選手村提供。 

3.2.8 典禮 

典禮的開支預算為 1.33億至 1.63億元。 

此開支包括開幕典禮的製作費(68%，即約 1 億元) 、閉幕典禮(7%)、火炬接力(20%)、

以及頒獎儀式(5%)。雖假設典禮並不奢華，但必須與水準漸高的大型活動典禮看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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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亦參考過 2009 年香港東亞運動會、2000 年悉尼奧運會、2008 年北京奧運會、

2007 年里約熱內盧的泛美運動會、及 2006 年墨爾本的英聯邦運動會。 

3.2.9 商業 

商業開支預算為 1.35 億至 1.66 億元。 

此項開支包括廣告費(38%)、公關及代理費(41%)、活動推廣費用(4%)、市場研究

(3%)、設計與印刷費(12%)、及其他相關開支(2%)。 

3.2.10 保安 

保安的開支預算為 0.94 億至 1.15 億元。 

此項開支包括各項安檢儀器例如金屬探測器、X-光檢查系統、及電棒(57%)、以及聘

用 3,000 名保安人員(43%)，而每個比賽場地所需的安檢儀器與保安的數量則由場地

的座位數量而定。顧問在評估開支前已諮詢香港警方，並參考其過往在於香港舉行的

2008 年北京奧運馬術比賽，以及其他大型活動如世貿高峰會的經驗。根據警方估計，

香港的安全威脅與 2008 年北京奧運馬術比賽的程度相若。 

3.2.11 志願人員 

志願人員的開支預算為 0.37 億至 0.45 億元。 

此項開支的項目包括志願人員制服(51%)、志願人員中心場地租金(15%)、以及訓練

開支(34%)。志願人員與工作人員制服的數量為 2 萬件，每套約 1,050 元，包括兩件

Polo 恤、兩條運動褲、一對鞋及一頂帽。這開支評估參考了 2009 年東亞運動會的經

驗，但亞運的安排會提供兩條褲。而志願人員中心的場地，則假設位於交通方便的市

區，場租假設為每日每平方米 50 元。 

3.2.12 與申辦有關的開支 

與申辦有關的開支預算為 2.80 億至 3.38 億元。 

此項開支包括依照亞奧理事會的章程，向亞奧理事會繳交 78,000 元不設退款的申請

費、 以及申辦成功後繳交 148 萬元的主辦費、宣傳活動費 1.17 億元 (約基準預測開

支的 38%)、以及市場推廣計劃費 0.39 億元 (13%) 。 

與申辦有關的開支亦包括在籌備階段提供嘉賓接待服務，約 520 萬至 630 萬元 (2%)，

而在比賽期間則為 7,860 萬至 9,610 萬元 (28%) 。根據亞奧理事會的基本要求，嘉

賓接待服務包括在籌備階段向六名理事會人員提供往返香港的交通住宿(每年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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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五晚) ；此外在比賽期間，亦要接待來自各國家或地區奧林匹克委員會的三名代

表，以及大約 1,380 位亞奧理事會大家庭成員(包括國家或地區奧委會成員及亞洲聯

會)、亞奧理事會職員、評審及裁判、及醫藥及藥檢人員。開支亦包括申辦費用，其

國際價格為約 390 萬至 780 萬元 (基準預測的 19%)。 

這項開支預算並不包括在與亞奧理事會簽定主辦城市合約後一個月內必須繳交的一百

萬美元可退款保證金。保證金會在亞運會結帳及主辦城市向亞奧理事會提交最後報告

後退還。 

3.2.13 殘疾人亞運會 

舉辦殘疾人亞運會的開支預估為亞運會的 10%，即是 2.74 億至 3.38 億元。 

3.2.14 應急費用 

運作的應急費用預估為 3.01 億至 3.72 億元，假設佔總營運開支的 10%。 

這項開支並不包括調配公務員的相關開支，例如從政府部門借調的公務員、動員的警

力、及其他公共安全部隊的開支等等。 

3.2.15 總結 – 運作開支 

總運作開支的預估為 33 億至 41 億元。有關項目明細簡列於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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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運作開支分項表列 

運作開支(百萬港幣) 低預測 中（基準）預測 高預測 

人力資源 615 684 752 

資訊科技 264 304 344 

選手村和膳食服務 299 327 356 

財務和行政 101 110 120 
交通 74 98 122 

體育賽事場地  190 211 233 
廣播 513 570 627 

典禮 133 148 163 
商業 135 151 166 

保安 94 105 115 
志願人員 37 41 45 
與申辦有關的開支#  280 309 338 
殘疾人亞運會 274 306 338 
應急費用 301 336 372 
小計 3,312 3,700 4,089 

註:  # 這項開支預算並不包括要在與亞奧理事會簽定主辦城市合約後，一個月內必須繳交的一百萬美

元可退款保證金。保證金可在亞運會結帳後退款。而根據亞奧理事會最近提供的主辦城市合約及

醫療藥檢指引，主辦城市需要接待共 1,380 位亞奧理事會大家庭成員(包括國家或地區奧委會成

員及亞洲聯會)、亞奧理事會職員、評審及裁判、與醫療及藥檢人員；此項支出的現時價格約為

8,000 萬元。因此，此開支預算比 2010 年 10 月 8 日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ref. LC Paper No. 
CB(2)2370/09-10(01)) 之數字高出 8,000 萬元。 

3.3 資本開支  

根據政府的資料，資本開支包括： 

 擴建及提升三個已規劃的室內體育館之開支之現時價格：85 億元 

 經擴建及提升後的體育館額外的運作及保養經常開支：每年 1,560 萬 

 臨時改裝現有比賽場地的開支之現時價格：20 億元 

此外，政府亦提議提前興建一些體育館項目，以配合於 2023 年舉辦亞運會的時限。

即使不舉辦亞運會，這些項目亦早已確立興建/重建；有關工程成本按現時價格估計

約為 301.7 億元。 

3.4 預計收入  

亞運會可能帶來的收入並不容易估計及充滿變數。在預估申辦亞運可能帶來的收入時，

顧問已參考香港申辦 2006 年亞運會的申請書以及 2009 年東亞運動會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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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淨門票收益 

淨門票收益預計為 0.69 億至 0.92 億元。 

門票收益是根據建議比賽場地的座位及未能提供座位的數量、每項運動的受歡迎程度

及比賽場數、優惠票的比例、以及票價而假設。一般體育項目的預留座位數目假設為

20%，而較受歡迎的體育項目則為 30%。最受歡迎項目的售票率假設為 85%、一般

普及的為 60%、而不太普及的則為 40%；典禮的售票率假設為 95%。優惠票的數量

假設為最低價門票的 20%，而票價是最低門票面額的 50%。較不普及的運動賽事平

均票價為 30 至 50 元、一般普及的運動賽事為 50 至 100 元、最受歡迎的運動賽事則

為 75 至 175 元。典禮的票價定為 100 至 250 元。票價的假設已參考了香港觀眾的購

買力、2009 年東亞運動會以及其他大型比賽的經驗。 

根據亞奧理事會的要求，門票收益的 25%需上繳理事會。 

3.4.2 淨贊助收益 

淨贊助收益預估為 5.62 億至 6.87 億元。 

主要的贊助收入是來自贊助夥伴(65%)、官方供應商 (10%)以及本地贊助商 (25%)。

假設市場推廣公司會收取總贊助收入的 30% 作為佣金，而餘下的收入有 33%將根據

規定，繳交亞奧理事會。 

3.4.3 淨商品銷售收益 

淨商品銷售收益預估為 0.37 億至 0.46 億元。 

假設亞運的紀念品與商品如玩具、衣服、文具、紀念杯及襟章等物品的淨利，為總銷

售收入的 10%，而淨利的 33% 將根據規定，繳交亞奧理事會。 

3.4.4 其他收益 

 其他收益預估為 0.24 億至 0.30 億元。 

此項收入包括銷售紀念郵票和錢幣。顧問已參考 2009 年東亞運動會的經驗以及其他

大型活動的紀念品銷售情況。 

3.4.5 電視播映權收益 

根據主辦城市合約，電視播映權收入將全數規亞奧理事會所有，故主辦城市不會保存

播映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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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總結 – 預計收入 

總收入預估為 7 億至 9 億元。分項明細列於下表 2： 

表 2 預計淨收入表列 

淨收入(百萬港元) 低預測 中（基準）預測 高預測 

淨門票收益 69 85 92 

淨贊助收益 562 624 687 

淨商品銷售收益 37 42 46 
電視播映權收益 0 0 0 
其他收益 24 27 30 

小計 692 778 855 

 

3.5 總結  – 財務評估  

表 3 及圖 1 總結了假如香港舉辦 2023 年亞運的預計直接開支與收入。高預測方案假

設了低開支但高收入，而低預測方案則假設了高開支但低收入。在高預測的方案下，

財務赤字為 129 億，在低預測方案下赤字則為 138 億。 

表 3 預估的財務盈餘或赤字總結 

預測方案 預估的財務盈餘或赤字總結 

(十億元港幣) 

高預測 -$12.9 

中(基準)預測  -$13.3  

低預測 -$13.8 

註 :  另每年有一項 1,560 萬的經常性開支用作管理及維修已擴建及提升的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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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舉辦 2023 年亞運會在三種方案下的預估財務盈餘或赤字 

 
註 :  另每年有一項 1,560 萬的經常性開支用作管理及維修已擴建及提升的體育館 

舉辦亞運、奧運或英聯邦運動會的成本，尤其是資本開支，往往遠超過收入(表 4) 。

故此，關鍵問題是避免建造所謂的大白象，即是過份大型但活動過後卻又極少使用的

的基礎建設。比賽場地及比賽本身的傳承效應須經詳細規劃，以取得最佳的實際效益

以及無形效益。 

表 4 個別大型運動賽事的資本開支與收入 

  
1998 年亞運 2002 年亞運 2000 年奧運 

2002 年 

英聯邦運動會 

主辦城市 曼谷 釜山 悉尼 曼徹斯特 

收入(百萬港幣) 513 1,600 14,400 1,700 

資本開支(百萬港幣) 3,600 30,000 30,400 8,500 
附註:資本開支以運作開支倍數顯示 7x 19x 2x 5x 

註:  立法會估算: 為方便比較，所有外地貨幣均以 2003 年的匯率轉化為港幣 

資料 :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2006 年 12 月 8 日舉行的會議，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主

辦 2009 年第五屆亞運東亞運動會 (立法會 CB(2)525/06-07(03)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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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濟影響評估 

4.1 評估方法  

經濟影響是指因香港舉辦亞運而產生的額外效益，而此等效益在沒有舉辦亞運的情況

下並不會產生。經濟效益通常較為廣泛，亦難以界定及量化。這份報告中所量化的經

濟效益為經濟增值(以經濟總產值減去中間消費值) 及因亞運而產生的工作機會，來量

度經濟效益。其他不可量化的無形效益則會在下一章節另外討論。 

各行業的直接經濟影響(在籌備亞運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增值效益及工作機會)與間接經

濟影響 (因舉辦亞運所帶動的直接經濟活動而產生的中間消費)均以相應行業的經濟乘

數估算。圖 2 顯示評估香港經濟效益的方法。 

圖 2  亞運經濟效益評估方法  

 

4.2 效益  

訪港遊客的消費會產生經濟效益，而消費的多寡則受逗留日數而定。另外，與亞運有

關的收入亦能產生經濟效益。但顧問只有估算贊助收入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因為主辦

機構的其他收入並不穩定，波幅可以很大。門票收入只是把觀眾的支出轉移至主辦機

構來填補籌辦的開支，故不視為對香港經濟額外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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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訪港遊客消費 

不同類型的訪港遊客(運動員、官方代表、嘉賓、記者與廣播人員，以及本地觀眾)

有不同的消費水平、逗留日數及人均消費。顧問亦有估算遊客在跨境交通工具上的

支出。 

4.2.2 逗留日數 

運動員與官方代表的逗留日數假設為 12 日、嘉賓為 4 日、記者 10 日、廣播人員 16

日、來自境外的觀眾則為 7 日。這些訪港旅客均是特別為亞運會而來、或額外的旅客。 

人均消費 

人均消費取自 2009 年的訪港旅客統計資料。假設來自亞洲各地的過夜旅客的每日人

均消費為 1,898 元; 而來自亞洲以外地區的過夜旅客則為 1,537 元; 即日來回的旅客消

費為 200 至 1,200 元; 運動員與官方代表為 1,363 元; 至於嘉賓、記者與廣播人員則

是 1,898 元。本地觀眾的每日平均消費假設為 200 元，但只有 30%是因亞運會而產

生的額外消費。餘下的 70% 則是不論是否舉辦亞運會都會產生的消費，所以不可當

作「額外」的效益。 

訪港旅客的機票支出假設為 6,000 至 10,000 元，與旅遊旺季的價格相若；水路及陸

路交通來回票價則為 200 元。香港本地的交通運輸公司的市場佔有率假設為 45%5

直接與間接經濟增值影響 

 

不同類型旅客在消費及跨境交通的總支出估算為 9.09 億至 13.88 億元。 

旅客消費的直接與間接經濟增值乘數假設為 0.564;個人消費乘數為 0.606; 航空交通

開支乘數為 0.647; 跨境水路及陸路交通的乘數則為 0.828。 

由旅客消費產生的直接及間接的經濟增值，經乘數計算後的現值為 3.20 億至 4.93 億

元。貼現率為 4%。 

4.2.3 贊助收益 

贊助活動可以帶動一定的商業活動，例如廣告及市場推廣。此研究報告假設這些新增

的商業活動為總贊助收益的 20%。能保留在香港的的贊助收益估計為 1.12 億至 1.37

億元。 

                                                   
5
 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香港旅遊業統計>>，香港本地的航空公司於 2007-2009 期問所承載的旅客數目佔總航空旅客的

50.5%至 52.0%，或佔不包括中國內地航點航空旅客數量的 35.2%至 34.5%。而乘搭飛機來港觀看亞運的旅客的百分

比則假設界乎兩者之間，因為來往內地及香港間的陸路交通會因高速公路及鐵路工程的竣工而更加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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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經濟乘數為 0.87，新增贊助活動帶來的直接與間接經濟增值估計為 0.98 億至

1.20 億元。按 4%貼現率計算，現值估計為 0.59 億至 0.72 億元。 

 

表 5 總結了主要經濟效益的現值。 

表 5 主要經濟效益的現值 

(百萬港幣) 低預測 中（基準）預測 高預測 

訪港旅客消費 320 418 493 
贊助收益 (保留在香港) 59 65 72 
效益小計 379 484 565 

 

4.3 開支  

4.3.1 運作開支 

上文的財務評估已預計所需運作開支的現時價格為 33.12 億至 40.89 億元。 

4.3.2 資本開支 

根據上文第 3.3 項財務評估，資本開支包括擴建及提升比賽場館以現時價格計共 85

億元，臨時改建的現時價格共 20 億，另每年 1,560 萬的經常性開支用作管理及維修

已擴建及提升的體育館。無論香港舉辦亞運會與否，其他長遠興建/重建體育館項目

的資本開支按現時價格估計約為 301.7 億元。 

4.3.3 地價 

政府若屬意選址興建選手村，選址的土地的成本亦應考慮。這項成本會在特區政府決

定選手村的發展模式後再作估算。 

4.4 新增工作機會  

訪港旅客消費所帶來額外的經濟影響可產生新的工作機會，並可利用就業乘數預估，

但必謹慎處理。建造、提升與臨時改建等工程會需要一定的勞動力。主辦機構的承辦

商亦會聘用保安及司機，但這些職位並不一定是新增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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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因訪港旅客消費而產生的工作機會 

直接與間接的就業乘數的假設分別為旅客消費 1.93; 個人消費 1.33; 航空交通開支

1.13，而水路及陸路交通 2.47。 

使用就業乘數計算之後，估計訪港旅客消費產生的直接與間接工作機會為 1,600 至

2,300 個。但這些工作機會主要來自亞運會期間所帶動的旅遊業活動。 

4.4.2 場地工程所需的勞動力 

場地提升與臨時改建工程所需的直接工作機會可利用就業乘數估算。根據建造業的經

濟增值及所需勞動力所得出的比例，得出乘數為 0.8。而經濟增值與總生產的比例假

設為 0.615。 

因此，場地提升及臨時改建工程所需的人數分別估計為平均每年 2,260 及 1,560 。 

4.4.3 其他所需勞動力 

亞運會期間亦會僱用多人支援。預計主辦機構會在高峰期聘用 615 人。另需 3,000

名保安、990 名司機、800 位資訊科技與通訊人員，以及 700 名膳食服務人員。 

5 其他不能量化的影響 

有些與申辦工作有關的潛在效益並未在財政及經濟模型中反映。顧問已考慮

過海外一些有關長遠價值規劃及效益的例子，並已參考了當中適用的做法。

顧問曾審視的個案包括 2000 年悉尼奧運會、2006 年墨爾本英聯邦運動會、

2007 年里約熱內盧泛美運動會、2012 年倫敦奧運會和 2014 年巴西世界盃。

有關效益可包括提升香港形象以至促進社會團結，詳情載於下文。  

5.1 加強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品牌形象 

在宏觀層面而言，申辦成功並順利舉辦 2023 年亞運會可提升香港在亞洲以

至全世界的國際知名度。借鑒曾經舉辦體育盛事的北京、溫哥華和東京等大

都會的經驗，舉辦亞運會亦可提高香港的地位。 

亞運會亦能提醒海外遊客香港的旅遊價值，從而刺激訪港旅客數目。再者，

隨著新場地落成，加上現有場地經提升及改建至符合國際賽事的水平，香港

將更有條件吸引及主辦其他大型盛事，有助實現“亞洲國際都會”的願景，

甚至成為“盛事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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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促進社會團結及積極態度 

如香港主辦亞運會，本地運動員將佔主場之利，令勝算增加，對支持者及社

會均可帶來正面的連鎖反應。 

大型活動需要各界人士及團體積極投入；透過義務工作動員整個社會來舉辦

國際盛事可加強香港人的歸屬感。參照 2009 年東亞運的經驗，體育是拉近

不同社群的理想媒介。主辦亞運會亦可達到這個目的 6

5.3 市民更積極參與體育運動，改善健康及體能－提升香港的“生活質素”  

。  

為舉辦亞運會，香港將興建新的場地及設施，並會提升一些現有場地的規格。

香港可利用這些新建及／或經改善的設施和場地舉辦更多大型體育賽事；但

更重要的是，可以為有意參與體育活動的香港市民及遊客提供更多場地，協

助他們改善健康及體能。迎接亞運會期間，一般會舉辦有關亞運會及其比賽

項目的宣傳及教育活動，這些活動有助市民認識參與體育活動的好處。海外

研究顯示，市民更積極參與體育運動可帶來以下效益：  

• 減低患病的風險及增強參加者的體格； 

• 促進心理／精神健康及加強成就感； 

• 改善工作及學習效率；以及 

• 減少入院次數，繼而減低醫療開支的負擔。 

5.4 發展本地體育設施及體育市場 

籌備大型運動會通常可帶動精英運動員培訓設施、教練計劃，以及成立體育

學院或學校等方面的投資。 

主辦亞運會將引起社會對體育及體育精神的興趣，並帶動體育相關產業 (例如

專業器材及教練、運動科學及運動醫學 )的需求，因而創造更多體育界別的就

業機會。 

                                                   
6
近年，有關主辦大型活動(例如世界盃、奧運會等)對社會團結及福祉的影響越來越受重視。這個課題與其他更深遠的

討論息息相關，包括衡量社會福祉及“發展”的方式，以及純粹以人均本地生產總值來衡量社會發展步伐的限制。 
歐洲備有過去 40 年來人民福祉及快樂程度的詳細追蹤數據。有關方面分析一些主要足球賽事(歐洲盃賽及世界盃)後發

現，在賽事剛結束時，自稱快樂的人數明顯增加。總括而言，這種正面效果似乎在發達社會(即人均本地生產總值超過

約 135,000 港元)更為顯著。由此可以推論，在未能滿足人民基本需要的低收入社會，投資基建設施及服務，對人民的

福祉有更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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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提升活動管理技巧及主辦大型活動的能力 

政府(以及香港企業)藉主辦 2009 東亞運而汲取盛事管理經驗。同樣地，舉辦

亞運會所積累的技巧及經驗，將有助日後吸引及舉辦其他規模相若的大型盛

事。 

6 總結 

2023 年亞運會可望為香港帶來 6.92 億元至 8.55 億元的收益，而比賽相關

的營運開支則預計為 33.12 億元至 40.89 億元。提升已規劃設施及臨時改裝

工程的資本開支的現時價格預計為 105 億元，隨後每年需動用 1,560 萬元以

營運及保養這些設施。無論香港舉辦亞運會與否，其他長遠興建/重建體育館項目

的資本開支按現時價格估計約為 301.7 億元。 

額外的遊客消費及相關商業活動為本港帶來的經濟效益貼現值預計為 3.79 億

元至 5.65 億元。 

預計遊客消費將直接及間接創造 1,600 至 2,300 個職位，而提升己規劃新場

地的規格及現有設施的臨時改裝工程分別有 2,260 及 1,560 個職位參與。我

們需要聘請約 3,000 名保安員、990 名司機、800 名資訊科技及通訊人員，

以及 700 名餐飲業人士。另外，籌備機構將於高峰期聘用 615 人。 

觀照其他城市的經驗，舉辦亞運會將會帶來多項不能量化的效益；如果香港

能夠把亞運會辦得有聲有色，效益將更爲顯著。有關效益包括提升香港的形

象、促進社會團結、造福社會，以及鼓勵市民參與及認識體育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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