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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建議注資香港運動員基金

目的

政府建議向香港運動員基金（基金）注資 2 億 5 千萬元，以

優化對運動員雙軌發展的支援。本文件旨在就上述建議徵詢委員的意

見。

背景

2. 政府於 1996 年成立基金 1，提供獎學金以支援精英運動員的

雙軌發展，鼓勵他們在追求運動卓越的同時，亦繼續進修，為退役後

的事業發展奠定更好的基礎。其後基金的資助範圍涵蓋退役和青年運

動員，現時主要資助以下三個範疇：

(a) 向合資格運動員提供教育資助；

(b) 透過精英運動員優秀表現嘉許計劃（嘉許計劃）向合資格退

役運動員提供一筆過現金獎勵；及

(c) 透過青年運動員獎學金向參與大型國際賽事（例如青年奧運

會）的青年運動員提供現金獎勵。

3. 基金於過去四年提供的獎學金和獎勵數目如下：

1 香港運動員基金是根據《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條例》（第 1128 章）成立的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的子基

金。香港運動員基金在 1996-97 年獲政府注入 800 萬元和社會各界共捐贈 517.1 萬元，並在 1997-98 年

獲社會各界共捐款 7.7 萬元，香港運動員基金自此須保持的資本為 1,324.8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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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教育資助 嘉許計劃 青年運動員獎學金 

受惠人數 金額 ($) 受惠人數 金額 ($) 受惠人數 金額 ($) 
2015-16 21 2,937,080 7 2,167,200 - - 
2016-17 20 2,579,493 10 3,034,080 - - 
2017-18 14 1,884,200 3 991,200 13 87,000 
2018-19  21 3,012,760 7 1,982,400 2 34,667 

總計: 76 10,413,533 27 8,174,880 15 121,667 
 
4. 精英運動員申請基金下的教育資助和嘉許計劃的資格，是根

據該名運動員於成年級別賽事中歷來取得最好的成績，並按該成績在

既定的精英資助評核計劃準則所取得的精英評分而定。精英資助評核

計劃準則載於附件一。 
 
5. 政府於 2019-20 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向基金注資 2 億 5
千萬元，增加獎學金支援運動員體學雙軌發展，並增加全職運動員退

役時可獲得的現金獎勵。 
 

考慮 
 
6. 政府十分重視精英運動員的全面發展，致力支援運動員在運

動和學業方面雙軌發展。香港體育學院（體院）一直透過政府撥款推

行運動員發展支援計劃。在全面和長期的支援下，香港運動員的表現

近年持續提升，在不同項目均有傑出成績。香港隊在 2018 亞洲運動

會（亞運會）奪得 8 金 18 銀 20 銅共 46 面獎牌的歷史佳績。我們在

羽毛球、單車、乒乓球、滑浪風帆、桌球、劍擊、空手道和壁球項目

中皆有運動員躋身世界前十位。另外，青少年運動員亦在桌球、劍擊

和武術項目的世界錦標賽中贏取獎牌。 
 
7. 同時，體院為精英運動員提供教育支援，包括教育諮詢、學

業指導、補習服務和教育資助。體院自 2014 年起與九間本地大學 2

簽訂合作備忘錄，這些大學會為全職運動員提供靈活的教學安排，包

括延長修讀年期，亦會讓體院提名全職運動員入讀該校的課程。此

外，體院也與 27 間本地中學合作，為學生運動員提供靈活的教學課

程。其中四間本地中學更透過夥伴學校計劃為全職學生運動員提供整

合而靈活的教學課程。在各大專院校和學界的支持下，運動員有更多

進修的機會，我們建議加強基金對運動員的雙軌發展支援。我們的建

議獲體育委員會轄下精英體育事務委員會同意，詳述如下。 

                                                      
2 這九間本地大學包括香港教育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大學、香港理工大

學、嶺南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和香港恒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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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資助 
 
8. 教育是精英運動員發展的重要一環。高等教育不單能協助運

動員提升運動水平，亦能協助他們裝備自己，為退出精英運動訓練後

的事業發展奠定穩固的基礎。2018 亞運會的 107 名香港獎牌運動員

中，有超過三分之二的運動員已經取得或正在進修學士學位。基金現

時提供教育資助予每名精英評分四分或以上的合資格成年運動員 3

（不論全職或兼職）以修讀一個證書、文憑或學士學位課程 4。教育

資助的每年最高資助額為 42,100 元，最長為期六年 5。退役不超過兩

年的合資格運動員也可申請教育資助 6。由 1997 年至今，基金已向

224 名運動員提供教育資助。 
 
9. 經檢視後，我們建議從以下幾方面優化基金的教育資助：  

 
(a) 運動員資格 

我們建議將運動員申請教育資助的門檻由精英評分四分放寬至三

分，以惠及更多運動員及鼓勵年輕運動員投身專業訓練。根據

2019 年 3 月 31 日的運動員精英評分，現時教育資助的合資格運

動員有 312 名；經放寬門檻後，合資格的運動員將會增至 349
名，額外受惠的 37 名運動員都是年輕的運動員。有關的數字表

列如下： 
 

精英評分 現時體院 
成年運動員數目 

合資格運動員總數 
現時的教育資助 優化的教育資助 

6 69  
312 

349 
5 147 
4 96 
3 37 （不合資格） 

 
                                                      
3 成年運動員的定義為於成年組項目獲取成績的運動員。  
 

4 課程需由以下教育機構提供：  
(a) 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大專院校； 
(b) 專上院校； 
(c)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d) 教資會資助的大專院校持續進修部；或 
(e) 核准海外學院或大學（如本港並無相若課程）。 
 
5 如是兼讀制課程，教育資助不設資助年期限制，但可獲的最高總資助額等同於修讀全日制課程的運動

員可獲的最高總資助額（即 252,600 元）。如是為期一年以下的短期學習課程，教育資助的最高總資助

額則是一萬元。 
 
6 退役運動員在修讀全日制課程期間可向基金申請每年四萬元的生活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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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術課程的資歷  
現時我們有不少最高水平的運動員已取得或正在修讀學士學位的

資歷。為支持運動員持續進修，我們建議將教育資助所涵蓋的學

術課程範圍擴闊至碩士和博士課程等所有專上課程； 
 

(c) 學術課程的數目 
現時每名合資格的運動員，只能獲資助修讀一個課程。基金在獲

得注資後，將有充足資源資助運動員修讀多一個學術課程。鑑於

在大型賽事中能爭奪獎牌的機會與運動員全職訓練有密切關

聯 7，體院一直積極鼓勵精英運動員投入全職運動訓練。為配合

體院相關的策略，我們建議規定運動員需具備四年或以上全職訓

練的資歷，方合資格申請第二個學術課程的教育資助，以鼓勵更

多精英運動員投身全職訓練。此舉亦有助鼓勵運動員取得更高資

歷。根據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的運動員精英評分和全職訓練年

期資歷，預計有大約 150 名運動員符合資格申請第二個學術課程

的教育資助；及 
 

(d) 資助金額  
經考慮不同學術課程的學費 8，尤其一些碩士課程的較高學費，

我們建議將每個學術課程的每年最高資助額由 42,100 元提升至

70,000 元，最高總資助額亦由 252,600 元提升至 300,000 元，至

於每個學術課程的最長資助年期則維持為六年。 
 

10. 當基金注資獲通過後，作為過渡安排，我們建議在 2020-21
年度起，現正接受教育資助的運動員，在其課程的剩餘年期將可獲優

化的教育資助 ;而已獲教育資助完成一個課程的運動員，可申請資助

修讀第二個學術課程（如適用）。我們預計有 67 名現正接受教育資

助的運動員可以受惠於過渡安排。  
 
 
 
 

                                                      
7 舉例來說，我們於 2018 亞運會的 107 名獎牌運動員中，有八成是全職運動員。 
 
8 學術課程每年學費的例子：  
• 為期兩年的康樂及休閒事務管理副學士課程（教資會資助的大專院校持續進修部提供）：59,400元 
• 為期四年的學士課程（教資會資助的大專院校提供）：42,100 元 
• 為期四年的學士課程（本地私立大學提供）：50,100 元（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生提供免

入息審查資助計劃提供資助） 
• 為期兩年的兼讀制運動科學及康樂管理碩士課程（教資會資助的大專院校提供）：60,000 元 
• 為期兩年的兼讀制翻譯碩士課程（教資會資助的大專院校提供）：7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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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運動證書資助 
 
11. 市面上有很多短期運動證書課程，涵蓋眾多運動範疇，例如

教練培訓、運動科學、運動醫學、運動營養、體適能指導、體育賽事

管理和體育設施管理等。這些課程對運動員提升運動表現和退役後的

「第二事業」均有禆益。 
 
12. 我們建議在基金下引入全新的運動證書資助，支援對這些課

程有興趣的運動員獲取運動相關證書。我們建議運動員申請運動證書

資助的資格應與經優化的教育資助看齊，有關資格列於上文第 9(a)段
（即精英評分三分或以上的成年運動員）。基金將向每名合資格的現

役或退役不超過兩年的運動員提供運動證書資助，以兩個運動證書課

程 9為限，每個課程的最高資助額為兩萬元。 
 

13. 根據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的運動員精英評分，預計會有 349 名

運動員符合申請運動證書資助的資格。 
 

嘉許計劃 
 

14. 為表揚運動員的貢獻及在大型運動會和國際賽事為港爭光，

我們自 2015 年透過嘉許計劃，在合資格全職運動員退出運動訓練和

比賽時，向他們提供一次性現金獎勵。運動員申請嘉許計劃的資格，

需視乎該運動員的精英評分和全職訓練年期，而所頒發的現金獎勵是

以精英甲+級運動員每月可獲的精英訓練資助，即每月 33,040 元（甲

+級資助金額）為計算基礎。至今已有 27 名退役運動員受惠於嘉許

計劃。 
 
15. 我們建議增加嘉許計劃的現金獎勵水平，表揚運動員的成就

和加強對他們的退役支援。為鼓勵運動員力爭更好成績，我們建議對

精英評分 5 分或以上的運動員的現金獎勵水平作較大加幅，而對精英

評分 4 分的運動員的現金獎勵水平則作適量調升。具體建議表列如

下： 

                                                      
9 課程需由以下機構提供：  
(a) 獲大學教資會資助的大專院校； 
(b) 專上院校； 
(c)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d) 教資會資助的大專院校持續進修部； 
(e)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f) 香港體育學院； 
(g)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體育資助計劃下的體育總會；及 
(h) 核准本地或海外的機構、學院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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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的嘉許計劃 
全職訓練年期 8-9 年 10-11 年 12 年或以上 

精英評分 4 分 $198,240 
(6 個月甲+級資助金額) 

$264,320 
(8 個月甲+級資助金額) 

$330,400 
(10 個月甲+級資助金額) 

精英評分 5 分

或以上 
$264,320 

(8 個月甲+級資助金額) 
$330,400 

(10 個月甲+級資助金額) 
$396,480 

(12 個月甲+級資助金額) 
優化的嘉許計劃 
全職訓練年期 8-9 年 10-11 年 12 年或以上 

精英評分 4 分 $198,240 
(6 個月甲+級資助金額) 

$297,360 
(9 個月甲+級資助金額) 

$396,480 
(12 個月甲+級資助金額) 

精英評分 5 分

或以上 
$396,480 

(12 個月甲+級資助金額) 
$594,720 

(18 個月甲+級資助金額) 
$792,960 

(24 個月甲+級資助金額) 
 
16. 根據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的運動員精英評分和全職訓練年期的

資歷，預計會有 51 名運動員符合嘉許計劃的資格。 
 

 現時體院成年運動員數目 
全職訓練年期 8-9 年 10-11 年 12 年或以上 
精英評分 4 分 4 1 1 
精英評分 5 分

或以上 15 14 16 

 
基金運作 
 
17. 庫務署署長現為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 10及其下各子基金（包括香

港運動員基金）的法定受託人，負責管理有關的投資及會計工作。政府根

據上述條例規定，成立了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投資諮詢委員會，負責制定

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及其下各子基金的投資策略，並就有關投資的事宜提

出意見。現行的法定架構不會因為向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或其下各子基金

注資而有所改變。體院的精英培訓及運動員事務委員會負責建議和分配基

金撥款事宜。  
 
18. 一直以來，基金都是採取穩健及分散的策略進行投資，以在投資

回報和風險之間取得平衡。截至 2019 年 3 月，基金的結餘總額為 2,420 萬

元。基金於過去四年的收入和支出摘要如下： 
 
 

                                                      
10 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是根據《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條例》成立的法定基金，目的是就康樂、體育、文

化及社交活動提供設施，以及支持其他可達致此目的的措施。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現由庫務署署長以信

託形式持有，並由民政事務局局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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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6 2016-17 2017-18 2018-19 
（未經審核） 

收入（百萬元） (0.81) 1.64 1.46 0.92 

支出（百萬元） 3.82 4.55 2.78 3.92 

盈餘/赤字（百萬元） (4.63) (2.91) (1.32) (3.00) 
   
19. 我們預計基金每年需要約 2,451 萬元以推行上述各項的優化建

議。不過，由於體院的運動員數目有所上升，加上運動員的整體表現持續

提升，因此基金所需的金額可能會較預算為高。基金每年的支出估算如

下： 
 

項目 預算每年開支 

教育資助 11 

• 每年 180 名運動員修讀學士學位課程 42,100 元 x 180 = 758 萬元 

• 每年 70 名運動員修讀副學士學位課程 70,000 元 x 70  = 490 萬元 

• 每年 30 名運動員修讀碩士學位課程 70,000 元 x 30  = 210 萬元 

運動證書資助 12 

• 每年 100 名運動員修讀運動證書課程 20,000 元 x 100 = 200 萬元 

嘉許計劃 13 

• 每年 10 名運動員退役時符合資格 792,960 元 x 10 = 793 萬元 

總計： 2,451 萬元 
 
香港運動員就業及教育計劃向退役運動員提供的雙軌發展支援 
 
20.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港協暨奧委會）一直透過

政府撥款推行香港運動員就業及教育計劃（就業及教育計劃），支援退役

運動員的雙軌發展，提供教育獎學金計劃，有關資料見附件二。就業及教

育計劃於 2017 年獲政府撥款 900 萬元，現時的結餘總額為 1,553 萬元。由

於基金的運動員雙軌發展支援將獲優化，港協暨奧委會亦計劃檢視就業及

                                                      
11 2018 亞運會的 107 名香港獎牌運動員中，有超過三分之二的運動員已經取得或正在進修學士學位。我

們預期在優化的教育資助下，將有更多運動員投入運動與教育雙軌發展，因而估算合資格的 349 名運動

員中會有八成申請經優化的教育資助。 
 
12 運動證書資助是新的建議，我們現預算每年將有約 100 名運動員申請有關資助。 
 
13 在 2015-16 年、2016-17 年、2017-18 年和 2018-19 年獲嘉許計劃的運動員數目分別為 7 名、10 名、3
名和 7 名。我們預計每年有 10 名運動員退役時符合嘉許計劃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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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計劃和優化向退役運動員提供的雙軌發展支援措施，所需的資源也將

會隨之而上升。因此我們建議，未來經考慮就業及教育計劃的結餘，基金

可向就業及教育計劃撥款，資助其持續推行支援退役運動員雙軌發展的相

關計劃。 
 
財政影響 
 
21. 我們建議向基金注資 2 億 5 千萬元，增加獎學金支援運動員體學

雙軌發展，並增加全職運動員退役時可獲得的現金獎勵。我們會繼續監察

基金的撥款需求。 
 
徵詢意見 
 
22. 請委員就上述基金注資建議發表意見。 
 
 
 
民政事務局  
二零一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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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精英資助評核計劃準則 

 
項目 權數 準則 得分 

1 1.5 成年運動員過去 
2 年達致國際水平

的成績  
 
 

4-8 名 (> 24 人/隊) 或 
排名前 1/3 (≤ 24 人/隊) 
國際邀請賽  
地區錦標賽 (如太平洋 
運動會/東亞錦標賽)  
國際公開賽 

 

4-8 名 (> 24 人/隊) 或 
排名前 1/3 (≤ 24 人/隊) 
亞洲盃 (分站賽) 
全國錦標賽 
亞洲室內暨武術運動會 
 

4-8 名 (> 24 人/隊) 或 
排名前 1/3 (≤ 24 人/隊) 
亞洲錦標賽 
全國運動會 
世界大學生運動會/錦標賽 
亞洲盃 (總決賽) 
世界盃 (分站賽) 
 

4-8 名 (> 24 人/隊) 或 
排名前 1/3 (≤ 24 人/隊) 
亞運會 
世界盃 (總決賽) 

 

4-8 名 (> 24 人/隊) 或 
排名前 1/3 (≤ 24 人/隊) 
奧運會 
世界錦標賽 

 
 

獎牌 
(減一規定) 
奧運會 
 

   獎牌 (> 9 人/隊) 或 
排名前 1/3 (≤ 9 人/隊) 
市 / 埠際賽 
 
 

 

獎牌 (> 9 人/隊) 或 
排名前 1/3 (≤ 9 人/隊) 
國際邀請賽  
地區錦標賽 (如太平洋 
運動會/東亞錦標賽)  
國際公開賽 

 

獎牌 (> 9 人/隊) 或 
排名前 1/3 (≤ 9 人/隊) 
亞洲盃 (分站賽) 
全國錦標賽 
亞洲室內暨武術運動會 

 

獎牌 (> 9 人/隊) 或 
排名前 1/3 (≤ 9 人/隊) 
亞洲錦標賽 
全國運動會 
世界大學生運動會/錦標賽 
亞洲盃 (總決賽) 
世界盃 (分站賽) 
 

 

獎牌 
(減一規定) 
亞運會 
 
獎牌 (> 9 人/隊) 或 
排名前 1/3 (≤ 9 人/隊) 
世界盃 (總決賽) 
 

 
 

獎牌 (> 9 人/隊) 或 
排名前 1/3 (≤ 9 人/隊) 
世界錦標賽 
 

   [1] [2] [3] [4] [5] [6] 
2 1 青少年運動員過去 

2 年達致國際水平

的成績  
 
 
 
 

4-8 名 (> 24 人/隊) 或 
排名前 1/3 (≤ 24 人/隊) 
國際青少年邀請賽  
地區青少年錦標賽   
國際青少年公開賽 
 

4-8 名 (> 24 人/隊) 或 
排名前 1/3 (≤ 24 人/隊) 
亞青盃系列賽 
亞洲分齡錦標賽 
全國青少年錦標賽 
 

4-8 名 (> 24 人/隊) 或 
排名前 1/3 (≤ 24 人/隊) 
亞洲青少年錦標賽 
全國青少年運動會 
亞洲青少年盃賽 (總決賽) 
世青盃系列賽 
 

4-8 名 (> 24 人/隊) 或 
排名前 1/3 (≤ 24 人/隊) 
世界青少年盃賽 (總決賽) 
亞洲青少年運動會 

4-8 名 (> 24 人/隊) 或 
排名前 1/3 (≤ 24 人/隊) 
世界青少年錦標賽  
青少年奧運會 
 

獎牌 (> 9 人/隊) 或 
排名前 1/3 (≤ 9 人/隊) 
世界青少年錦標賽  
青少年奧運會 
 

   獎牌 (> 9 人/隊) 或 
排名前 1/3 (≤ 9 人/隊) 
市 / 埠際賽 
 
 

 

獎牌 (> 9 人/隊) 或 
排名前 1/3 (≤ 9 人/隊) 
國際青少年邀請賽  
地區青少年錦標賽   
國際青少年公開賽 

 

獎牌 (> 9 人/隊) 或 
排名前 1/3 (≤ 9 人/隊) 
亞青盃系列賽 
亞洲分齡錦標賽 
全國青少年錦標賽 
 

獎牌 (> 9 人/隊) 或 
排名前 1/3 (≤ 9 人/隊) 
亞洲青少年錦標賽 
全國青少年運動會  
亞洲青少年盃賽 (總決賽) 
世青盃系列賽 

 
 

獎牌 (> 9 人/隊) 或 
排名前 1/3 (≤ 9 人/隊) 
世界青少年盃賽 (總決賽) 
亞洲青少年運動會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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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運動精英資助評核計劃準則 
 

準則 得分 
過去 2 年達致國

際水平 的成績  
 
 
 
 

4-8名 (> 24人/隊)或  
排名前1/3 (≤ 24人/隊) 
國際邀請賽  
國際公開賽 
地區錦標賽 

4-8名(> 24人/隊)或  
排名前1/3 (≤ 24人/隊) 
亞洲盃 (分站賽)  
全國錦標賽 
特殊奧運會 

4-8名 (> 24人/隊)或 
 排名前1/3 (≤ 24人/隊) 
亞洲錦標賽 
全國殘疾人運動會 
亞洲盃 (總決賽) 
IPC世界盃 (分站賽) 
非 IPC 賽事 
世界盃總決賽 
INAS世界運動會 

 

4-8名 (> 24人/隊)或  
排名前1/3 (≤ 24人/隊) 
亞洲殘疾人運動會  
IPC世界盃 (總決賽) 
非 IPC 賽事 : 
世界錦標賽 

4-8名 (> 24人/隊)或  
排名前1/3 (≤ 24人/隊)  
殘疾人奧運會 
IPC 世界錦標賽 

 

獎牌 (減一規定) 
殘疾人奧運會 

 
 

 獎牌 (> 9人/隊) 或  
排名前1/3 (≤ 9人/隊) 
市 / 埠際賽 

 
 

獎牌 (> 9人/隊) 或 
排名前1/3 (≤ 9人/隊) 
國際邀請賽  
國際公開賽 
地區錦標賽 

獎牌 (> 9人/隊) 或 
排名前1/3 (≤ 9人/隊) 
亞洲盃 (分站賽)  
全國錦標賽 
特殊奧運會 

獎牌 (> 9人/隊) 或 
排名前1/3 (≤ 9人/隊) 
亞洲錦標賽 
全國殘疾人運動會 
亞洲盃 (總決賽) 
IPC世界盃 (分站賽) 
非 IPC 賽事 
世界盃總決賽 
INAS世界運動會 

獎牌 (> 9人/隊) 或 
排名前1/3 (≤ 9人/隊) 
亞洲殘疾人運動會  
IPC世界盃 (總決賽) 
非 IPC 賽事 : 
世界錦標賽 

 

獎牌 (> 9人/隊) 或 
排名前1/3 (≤ 9人/隊) 
IPC 世界錦標賽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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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香港運動員就業及教育計劃提供的教育獎學金計劃撮要 
 
 
教育獎學金計劃的運動員資格 
 
 計劃退役及退役後六年內的運動員； 
 獲相關體育總會推薦； 
 曾是香港隊成員並有最少四年的全職訓練；及 
 曾代表香港參與大型國際賽事，包括奧林匹克運動會和亞洲運動會，

並取得指定成績（例如前八名）。 
 
教育獎學金計劃的內容 
 
 計劃 最高資助額 
1. 職業訓練獎學金計劃 短期課程：20,000 元 

長期課程：120,000 元 
2. 專上教育獎學金計劃 短期課程：20,000 元 

長期課程：120,000 元 
3. 語文進修課程 12,000 元 
4. 大學、研究生及碩士獎學金計劃 學士課程：240,000 元 

研究生及碩士課程：150,000 元 
5. 大專補習課程 24,000 元 
6. 大學補習課程 2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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