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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Meeting of 18 August 2021 
Motion on “Formulating sports policy and  

development blueprint over the coming decade” 
 
 
Purpos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 passed at its meeting of 
18 August 2021 the motion on “Formulating sports policy and development 
blueprint over the coming decade” moved by the Hon Vincent CHENG as 
amended by the Hon MA Fung-kwok (see Annex 1).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the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SHA) responded to the motion 
at the sitting (see Annexes 2 and 3).  The Home Affairs Bureau (HAB) sets 
out the progress of the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motion in the ensuing 
paragraphs for Members’ information.   
 
Taking Forward Sports Development  
 
2. The Government fully supports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 Hong 
Kong.  With long-term and comprehensive support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Hong Kong Sports Institute (HKSI),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Hong Kong 
athletes has improved greatly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various sports.  The Hong Kong, China Delegation achieved 
the best results of one gold, two silver and three bronze medals in Hong Kong 
history at the Tokyo Olympic Games, as well as outstanding results of two 
silver and three bronze medals at the Tokyo Paralympic Games.  A number 
of athletes also broke Hong Kong records or attained personal best results at 
these two Games.  The entire community was lifted by the excellent 
performance of our athletes.  The success of Hong Kong athletes does not 
come about by chance.  In addition to their own efforts and the support of 
different sectors, the Government’s policy directives and continuous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re also indispensable. 
 
3. On the proposal related to sports professionalism and sports industry, 
the Government has announced in the 2021 Policy Address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policy objectives of supporting elite sports, maintaining Hong Kong as a 
centre for major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s and promoting sports in the 
community, we will explore ways to further promote sports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through enhance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sports secto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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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sports as an industry.  The commissioning of the Kai Tak 
Sports Park in 2023 and opportunities arising from the Greater Bay Area will 
foster mor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in sports and provide young people as 
well as retired athletes with job an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 working 
group chaired by the SHA will discuss with the business and sports sectors on 
how to further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in Hong Kong.  

 
4. On the proposal related to education and retirement support to 
athletes,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on 10 August this year that we would 
strengthen the support for elite athletes’ dual career development in sports and 
academic pursuits.  We encourage tertiary institutions to provide support for 
elite athletes, enabling them to engage in dual career development in sports 
and academic pursuits and encouraging parents to let their children with 
sporting talent join the ranks of elite athletes.  The Government also injected 
$250 million into the Hong Kong Athletes Fund in 2020 to increase 
scholarships to support athletes’ dual career development, including stepping 
up support for athletes to study bachelor’s degrees or above.  In addition, the 
HKSI has collaborated with 12 local tertiary institutions to create multiple 
pathways for athletes and provide them with more flexible learning 
arrangements.  Currently, about 170 active HKSI athletes are studying in 
tertiary institutions, and about 60 of them have benefited from the 
co-operation agreements between the HKSI and various tertiary institutions.  
More than 200 other active athletes have already completed post-secondary 
programmes.  As announced in the 2021 Policy Address, th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support for retired athletes.  This year, more than 70 
retired athletes have joined the Retired Athletes Transformation Programme 
(RATP), which was launched in 2016.  They are employed by eligible 
schools and sports organisations to assist in promoting sports and identifying 
potential sports talents.  We will allocate more resources to expand the RATP.  
The target is to double the number of retired athletes joining the RATP within 
five years to provide them with more opportunities for career transformation. 
 
5. On the proposal related to biding to host major multi-sport games, 
the Government is grateful for the trust and suppor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announcing on August 26 this year its agreement for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to host the 15th National Games (NG) in 
2025.  We will spare no effort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 relevant ministrie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 to carry out the preparatory work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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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th NG in 2025 according to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requirement of “simple, 
safe and wonderful” in conducting the event. 

 
6. On the proposal rela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policy bureau, 
the 2021 Policy Address pointed out that there is a need to re-organise the 
policy bureaux to complement the Government’s policy focuses and meet 
social expectations, and announc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all consult various 
sectors and stakeholders in the coming months to work out a detailed 
re-organisation proposal for conside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by the 
next-term Government.  Initial proposals on the re-organisation include the 
setting up of a Culture, Sports and Tourism Bureau to consolidate the culture 
portfolio and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tourism portfolio currently under the 
HAB and the Comme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respectively,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s an East-meets-West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Conclusion 
 
7. Th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make every effort to promote 
sports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its three 
policy objectives in sports development, namely to promote sports in the 
community, to support elite sports and to make Hong Kong a centre for major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s.  In addition, we will explore ways to further 
promote sports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through enhance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sports sector and development of sports as an industry.  We will also 
continue to listen to the views of the sports sector and the public on sports 
development, enhance existing measures and introduce new suitable measures 
to boost the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mmunity and raise the performance level 
of sports. 
 
 
 
Home Affairs Bureau 
9 Novem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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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Meeting of 18 August 2021 
  

Hon Vincent CHENG’s Motion as amended by Hon MA Fung-kwok 
on “Formulating sports policy and  

development blueprint over the coming decade” 
 

 
Wording of the Motion 

 
 

That the Hong Kong, China delegation has achieved unprecedented 
results in the Tokyo 2020 Olympic Games, all members of the public in 
Hong Kong are galvanized by and take pride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articipating athletes and their teams, and the community fully affirms 
the efforts of the sports community and hopes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actively support sports development in respect of policy and resources; in 
this connection, this Council urges the Government to stud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ulture, Sports and Tourism Bureau’ to coordinate 
the sports policy more effectively; on the existing basis, to formulate the 
sports policy and development blueprint over the coming decade and 
dovetail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by actively 
promoting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in areas such as sports management, 
sports science and sports medicine, so as to robustly driv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ports towards the current policy objectives of promoting 
sports in the community, supporting elite sports and developing Hong 
Kong into a centre for major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s; to conduct 
studies on the setting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sports as a new policy 
objective to explore more resources and create more job opportunities for 
the sports community; to actively strive for Hong Kong’s bid or joint bid 
with cit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o 
host major multi-sport games such as the National Games and the Asian 
Youth Games, as well as to make special continuous education 
arrangements for serving and retired athletes to foster their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care for the well-being of retired 
athletes by providing them with adequate support, thereby tak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 Hong Kong to new heights. 



 立法會：民政事務局局長就「制訂未來十年體育政策及發展藍圖」議員議
案開場發言（只有中文）
＊＊＊＊＊＊＊＊＊＊＊＊＊＊＊＊＊＊＊＊＊＊＊＊＊＊＊＊＊＊＊＊

　　以下是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今日（八月十八日）在立法會會議就鄭
泳舜議員動議的「制訂未來十年體育政策及發展藍圖」議案的開場發言：

主席：

　　我感謝鄭泳舜議員今日就「制訂未來十年體育政策及發展藍圖」提出
議案。

　　一連17日的東京奧運已在八月八日閉幕。香港運動員表現超卓，取得
一金、兩銀、三銅的歷史佳績，亦有多個項目晉身八強。中國香港代表團
全體46位運動員在每場比賽中全力以赴，令全港市民振奮。東京奧運完結
後，中國香港代表團將派出24位運動員參與即將於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五
日舉行的東京殘奧，出戰八個運動項目。早前，政府考慮到2019冠狀病毒
病疫情對香港史無前例的影響，破例斥資購入東京奧運和殘奧在香港的播
映權，讓香港市民可以為香港運動員打氣。希望全港市民會繼續支持香港
運動員出戰東京殘奧。

　　香港運動員在世界最高水平的奧運獲得歷史佳績，來之不易。除了運
動員多年來艱苦鍛鍊之外，亦有賴他們背後的教練、支援團隊和各體育總
會的悉心栽培，以及香港體育學院（體院）和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
克委員會（港協暨奧委會）多年來的努力。

　　政府一直支持香港體育發展，致力推動體育精英化、普及化和盛事
化。自二○一七年至今，政府已撥出超過600億元的新資源，推動體育發
展。政府在支持體育發展方面的經常性開支亦不斷增加，二○二一至二二
年度的預算開支為65.7億元，較四年之前、二○一七至一八年度的49.4億
元，增加了約百分之三十三。

體育精英化

　　政府一直大力支持香港的精英體育發展。體院是香港的精英體育培訓
中心。我們一直透過現時超過100億元的「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為體院提
供穩定的財政收入來源。體院為精英運動員和體育項目提供全面支援服
務，包括內地與海外交流及比賽、運動科學及醫學、體適能、住宿、膳
食、教育與事業雙軌發展，以及意外、旅遊、人壽及醫療保險。在二○二
一至二二年度，我們由基金向體院的年度撥款為7.37億元，較四年之前、
二○一七至一八年度增加了約百分之四十二。

　　在長期及全面的支援服務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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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體院有20個A級體育項目和六個A級殘疾人體育
項目，並為約1 300名運動員提供支援，當中約500名是全職運動員。

　　我們重視精英運動員的全人發展。體院一直為現役運動員提供教育支
援，包括教育諮詢、學術輔導、補習支援和教育資助。體院已與12間本地
大專院校簽訂合作備忘錄，為就讀大學的全職運動員提供更具彈性的學習
安排，包括延長修讀年期。體院亦已與29間本地中學合作，為學生運動員
提供高度彈性的中學課程，其中四間中學更透過夥伴學校計劃為全職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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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提供整合而靈活的中學課程。現時體院有約170名現役運動員在大專
院校就讀，另有超過200名現役運動員已完成專上課程。
 
　　我們在二○一九至二○年度向「香港運動員基金」注資2億5,000萬
元，落實增加獎學金支援運動員雙軌發展，包括進一步支援運動員修讀學
士學位以上的課程，以吸引運動精英和培育更多知識型運動員，並增加全
職運動員退役時可獲得的現金獎勵至最高約98萬元。現時已有88名運動員
受惠於注資「香港運動員基金」後優化支援措施。
 
　　我們又自二○一六年推出「退役運動員轉型計劃」，資助合資格的學
校和體育總會聘用退役運動員，讓他們於退出訓練和比賽後可開展更長遠
的事業，同時發掘和培育具潛質的體育人才。現時有超過70名退役運動員
參與計劃。港協暨奧委會亦運用政府的撥款，透過「香港運動員就業及教
育計劃」支援退役運動員，為他們提供諮詢服務、獎學金、職業訓練、語
文課程和就業安排。
 
　　行政長官於上星期公布多項進一步支持精英體育的措施。我們將加快
興建體院的新設施大樓，於本屆立法會休會前向財務委員會申請約9.9億元
撥款推進相關主體工程，爭取於二○二四年啓用新設施大樓。新設施大樓
淨作業面積約9 000平方米，將提供兩個多用途訓練場地、體能科學訓練中
心，以及多個運動科學和運動醫學設施。我們會於下星期就計劃諮詢立法
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政府亦將與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設立總額三億元的基金，用於運動科
研、運動醫學和添置器材，以加強精英運動員和殘疾運動員的能力和競爭
力，備戰未來大型賽事。
 
　　在支援精英運動員就學方面，政府會聯絡八大院校，要求為精英運動
員提供更具彈性的學習安排。我很高興知悉部分大專院校已經響應政府呼
籲，包括宣布推行支援全職運動員的入學計劃，以體育成就作為首要入學
遴選條件，可選讀多個學院的學士學位課程。
 
體育普及化
 
　　除了我剛才提及各項有關體育精英化的措施，政府未來亦會繼續推動
體育普及化，鼓勵市民建立恆常參與體育活動的習慣，以提升市民整體體
質及生活質素。
 
　　民政事務局（民政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教育局與及
衞生署，聯同相關的體育總會、康體組織和社區團體，一直以來在社會各
層面舉辦多元化的康體活動及全港性的大型體育活動，包括全港運動會、
全民運動日等，供不同階層、年齡、能力和興趣的市民參與。
 
　　為了鼓勵市民在疫情下多做運動，康文署特別推出「寓樂頻道」一站
式網上資源中心，讓市民可以在家收看各類運動示範短片，以及以互動形
式參與網上體育訓練課程。「寓樂頻道」自推出以來反應良好，其中「運
動教室101」系列以運動示範短片方式介紹不同類型體育項目的基礎知識，
包括由精英運動員親身介紹各種體育運動的比賽規例和特點，讓市民可安
坐家中接觸各式康體活動，增加對各體育項目的認識和提高興趣。截至二
○二一年六月底，「寓樂頻道」上載了500多條影片，總瀏覽次數接近1
100萬。
 
　　政府由二○二○至二一年度起大幅增加對體育團體的資助，包括港協
暨奧委會和60個受資助體育總會。總資助額由二○一九至二○年度每年約
三億元逐步增加至二○二三至二四年超過五億元，目的是要加強推動體育



普及發展、青少年培訓、社區參與、各級代表隊的訓練和海外交流與比
賽，並提升體育總會的機構管治。體育總會亦可利用增撥的資源改善人手
和員工待遇。港協暨奧委會也會運用增撥的資源優化及加強運動禁藥管制
計劃、增加青年運動員出外訓練和交流的計劃等。此外，為提升各體育總
會的管治水平，政府向港協暨奧委會提供一筆為期五年（由二○二○至二
一年度至二○二四至二五年度），每年500萬元的限時撥款，用於檢視各體
育總會的運作及內部監管機制。港協暨奧委會已成立專責小組負責檢討工
作，當中主要包括制訂一套管治守則，以及審視各體育總會的章程細則、
董事局的組成及選舉機制、財政報告及審計機制、運動員遴選及上訴機制
等。港協暨奧委會亦會以身作則，檢視其運作和內部監管機制，並作出適
當的改善措施。
 
　　康文署又會推行「新興體育活動資助先導計劃」，支持新興體育活動
的發展，並制定一套有別於現時「體育資助計劃」的新撥款模式，資助本
地體育機構，推廣新興體育活動，從而提供更多機會和選擇，鼓勵市民多
參與體育運動。
 
　　要做好體育普及化的工作，我們必須鼓勵我們的學生參與體育運動。
康文署、港協暨奧委會、體育總會、體院及其他慈善團體為學生提供在課
堂外接觸各種體育活動的機會。康文署統籌的「學校體育推廣計劃」在配
合學校的日常運作下進行，為學生提供由淺入深的體育訓練，舉辦體育相
關講座、展覽及入門課程等，到安排教練到學校協助成立校隊及進行體育
訓練，學生可在計劃下按照各自的體適能程度選擇合適的體育活動。計劃
多年來覆蓋大部分中、小學及特殊學校，過去三年共在校園舉辦了超過15
000項體育活動，受惠人次達140萬。我們亦樂見其他體育團體及慈善團體
進入校園，與學校合作，並歡迎相關團體繼續為學生帶來嶄新的運動體
驗。
 
　　政府鼓勵學校更重視體育發展。正如行政長官在上星期公布，民政局
會與教育局檢視如何透過學校課程和課外活動，幫助學生從小打好運動的
基礎，以及增加他們參與不同運動項目和比賽的機會，既支持運動普及發
展，亦為香港未來栽培更多精英運動員。政府亦會加大力度支持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發掘更多精英運動員的接班人。
 
　　健康生活有效提高市民的體質，而良好的體質則有助市民提升生活質
素。為了掌握市民的最新體質狀況及運動習慣，繼二○○五年及二○一一
年進行全港性的「社區體質測試計劃」後，我們已於上個月再次展開新一
輪「全港社區體質調查」。透過定期標準化的體適能測試，建立一個系統
性的市民體質數據資料庫，可以更有效協助政府了解市民的體質狀況，從
而訂定最合適、最有效的體育普及化政策。調查分為多個部分，包括基本
個人體質資料、生活習慣，運動模式以及實體體能測試。調查工作已經全
面展開，預計明年初完成。
 
體育盛事化
 
　　政府致力推動香港成為國際體育盛事之都，於二○○四年設立「M」品
牌計劃，以配對撥款（即向主辦機構提供其所籌得的商業或私人現金贊助
等額的現金撥款）和直接補助金支援本地體育總會在港舉辦大型體育活
動。財政司司長在二○一八至一九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撥款五億元推
行全新的「體育盛事配對資助計劃」，每項活動的配對撥款上限增加至
1,000萬元（在財委會二○一九年一月通過後生效）。
 
　　二○一九年下半年受社會情況影響，有五項「M」品牌活動取消或延
期；然而仍有四項「M」品牌活動在體育總會採取額外相應措施後如期順利
舉行。為減輕體育總會的財政負擔，我們決定運用現有資源（即「藝術及



體育發展基金」（體育部分））推出特別支援措施，包括（i）對受二○一
九年下半年「黑暴」影響的「M」品牌活動，我們提供特別直接補助金，上
限為200萬元（取消或延期的活動）或100萬元（已舉辦的活動）；及
（ii）在二○二○年至二○二二年上半年首次舉辦的「M」品牌活動，我們
增加直接補助金至最高600萬元，以在經濟不明朗日子減少依賴贊助，並鼓
勵更多新活動在港舉行。
 
　　在二○二○至二一年度受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所有「M」品牌活
動已取消或延期。我們運用現有資源（即「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體育
部分））為受疫情影響的「M」品牌活動提供特別直接補助金，每項活動上
限為200萬元（支援取消、延期或已舉辦的活動）。
 
　　隨着近月疫情緩和及「安全氣泡」的制定，香港已分別於今年五月及
六月成功舉辦2021 UCI國家盃場地單車賽（中國香港）及2021亞洲足協盃
分組賽J組賽事。我們預計將陸續有更多國際體育賽事在「安全氣泡」的防
疫措施下在香港舉行。
 
　　政府會繼續與港協暨奧委會及各體育總會保持緊密溝通，如相關機構
有意申辦大型體育賽事或綜合性運動會時，我們會研究其可行性，並提供
適切的協助。
 
體育設施
 
　　政府近年投放額外資源興建及改善體育設施。啟德體育園是政府近數
十年在體育基建方面最重要的投資，落成後將提供現代化和多用途的體育
和休憩設施，可舉辦更多國際級的體育盛事，支援體育全面發展，提升香
港的體育文化和運動風氣。
 
　　啟德體育園佔地約28公頃，當中主要體育設施包括：設有50 000座位
和備有可開合上蓋的主場館，可用作舉辦大型體育賽事，如國際足球和欖
球賽事等；可容納10 000名觀眾的室內體育館，適合舉辦多樣室內體育賽
事；以及設有5 000座位的公眾運動場，適合舉辦田徑活動、本地足球和欖
球賽事。體育園內亦有大幅的休憩用地，以及零售和餐飲設施。
 
　　啟德體育園工程已於二○一九年展開，現正進行項目的詳細設計及上
蓋結構工程。根據現時工程進度，體育園預計在二○二三年下半年竣工。
 
　　政府正主力推展於二○一七年《施政報告》中提出的「體育及康樂設
施五年計劃」（「五年計劃」）。「五年計劃」預留200億元展開26個項
目，以增加和改善康體設施。在26個項目中，20個已獲立法會批准撥款。
「五年計劃」亦為15個體育及康樂設施項目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我們會
檢視研究的結果，考慮未來的工程計劃。在興建新體育設施的同時，我們
亦須善用和提升現有設施。因此，二○二一至二二年度《財政預算案》宣
布預留3億1,800萬元，推行「提升足球場設施五年計劃」，涉及超過70個
場地，提供更多符合國際足協標準的足球場，以促進香港足球發展。
 
專業化及產業化發展
 
　　經過多年來的發展，香港的體育產業已漸見規模。根據統計處的統
計，體育和相關產業在二○一九年對本港的經濟貢獻約為590億元（以市價
計算），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點一，而相關的就業人數為83 000
人，佔總就業人數的百分之二點二。
 
　　而隨着啟德體育園二○二三年啓用，以及社會日益重視體育發展，政
府希望推動體育發展成一個事業、一個職業和一個產業，為運動員退役後



以至為青年人提供在場地管理、運動行政、運動科學、運動醫學、舉辦體
育盛事等方面的就業和發展機會。民政局會與商界和體育界共同探討香港
體育產業的發展及相關人力需求，稍後會向行政長官提交相關報告。
 
政府架構
 
　　民政局自一九九九年起負責制定香港的體育政策，透過精英化、普及
化和盛事化的政策綱領，推展各項措施，讓體育得以全面發展。民政局同
時負責青年發展和地區行政事務，均能夠與體育發展的工作產生積極協同
效應，讓體育可以更有效地走進社區，鼓勵更多市民參與運動，有利體育
的普及發展；而參與運動在鍛鍊身體之餘，亦有助青年人培養良好品格和
團隊精神。由民政局負責統籌體育政策，一直行之有效，因此我們認為繼
續沿用現時架構，是合適的做法。
 
結語
 
　　主席，政府一向非常重視體育發展，並會繼續推動體育普及化、精英
化及盛事化，以及研究香港體育產業的發展及相關人力需求，從而協助體
育相關專業化及產業化的發展。
 
　　多謝主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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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民政事務局局長就「制訂未來十年體育政策及發展藍圖」議員議
案總結發言（只有中文）
＊＊＊＊＊＊＊＊＊＊＊＊＊＊＊＊＊＊＊＊＊＊＊＊＊＊＊＊＊＊＊＊

　　以下是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今日（八月十八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鄭泳舜議員動議的「制訂未來十年體育政策及發展藍圖」議案的總結發
言：

主席：

　　我感謝鄭泳舜議員今日就「制訂未來十年體育政策及發展藍圖」提出
議案，亦非常感謝14位議員先後就這個議題提出了寶貴的意見。

　　體育是市民優質健康生活的重要一環，而政府一直持續投放資源，支
持香港的體育發展，亦致力推動體育普及化、精英化和盛事化。民政事務
局（民政局）負責體育政策，一直與體育界保持密切溝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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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院）、
各個體育總會和相關體育團體、教練和運動員，以了解體育界對香港體育
發展的意見，一直努力投放資源於體育發展上。

　　政府自二○一七年至今已撥出超過600億元的新資源，包括300多億元
發展啟德體育園項目；在18區興建或提升多個康體設施，牽涉約200億元；
支持精英運動和社區體育的持續發展，涉款約80億元，以及推出多個新項
目支持體育盛事、隊際體育和殘疾體育發展等。

　　我們正陸續增加不同類型的體育設施，以及促進不同團體開放體育設
施，從而鼓勵和便利市民多做運動和推動體育進一步發展。啟德體育園的
工程現已開展，預計於二○二三年完工。我們已展開「體育及康樂設施五
年計劃」，以期在二○二二年前展開26個項目，以增加和改善地區康體設
施。我們亦已經與教育局於二○一七／一八學年合作推出開放學校設施推
動體育發展計劃，透過為參與的學校提供額外津貼，鼓勵他們在課餘時間
進一步開放學校設施予體育團體舉辦體育活動。

　　在體育普及化方面，我們正在優化「體育資助計劃」，逐步增加體育
總會的年度資助額，由二○一九／二○年度約三億元，在四年間增至超過
五億元，以加強推動體育普及發展、青少年培訓、社區參與、各級代表隊
的訓練和海外交流與比賽，當中有多位議員提及，提高體育總會的機構管
治。

　　政府一向重視學校體育發展，政府不同政策局及部門（包括教育局、
民政局、康文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衞生署等）會加強協作，增加學
生參與體育活動的機會，繼續鼓勵學生從小養成恆常運動的習慣，推動普
及體育，另一方面為香港未來培育更多精英運動員。

　　特別一提，足球運動一直深受市民關注。民政局會繼續撥款支持足總
（香港足球總會）在其「展望2025策略計劃」提出的多項發展方向和措施
提供有時限撥款，特別是高水平足球的發展和青年球員的培訓、提升香港
隊的實力、改進港超聯、加大力度推廣全民足球（包括草根及青少年足
球、女子足球和五人足球），以及幾位議員也提及，改善足總的機構管治
等。此外，政府已預留3億1,800萬元推行「提升足球場設施五年計劃」，
大幅增加符合國際標準的足球場，以及加快更新人造草地，涉及康文署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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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超過70個場地。
 
　　在體育精英方面，我們將持續透過「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向體院撥
款，以推動精英運動發展，並為精英運動員提供專業訓練及全面支援。
 
　　剛才容海恩議員亦提到，我們亦很重視新興運動的發展，所以康文署
會繼續推行「新興體育活動資助先導計劃」，支持一些新興運動的發展，
並制定一套有別於現時「體育資助計劃」的模式，希望給予市民更多機
會、選擇，參與更多不同類型的體育運動。
 
　　亦要特別多謝梁美芬議員，過去我在民政局十多年，經歷了申辦亞
運、啟德體育園的發展，多謝你過去十幾年一直支持體育這方面的發展。
我同意，健康生活的確可提升市民的體質，亦帶出很多身心正面的的信
息，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一直說，體育是一個投放、一個投資，不是一
個開支，所以這方面我們必定會繼續加深這方面的研究和發展。
 
　　剛才林健鋒議員及劉國勳議員也特別提到一些高爾夫球的情況，就粉
嶺高爾夫球場，我同意的，是一個重要發展高爾夫球的的一個設施，而我
相信相關的政策局就着他們的技術性研究，當中牽涉一些關於保育、交通
及可建房屋方面，他們會一併細心去研究相關發展。
 
　　陳恒鑌議員特別提到，地區設施十分重要，我都知道，我經常收到市
民（表示）希望我們有更多設施，所以剛才我亦提到，我們就着五年計劃
預留了200億，當然我們會加快這方面的工作，將來亦希望有更多不同的設
施，讓市民能參與更多體育項目。
             
　　行政長官於上星期宣布了多項有利於香港體育持續發展的措施。我們
將加快推進體育學院新大樓計劃，以期加強體院對運動員提供的支援服
務；與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共同出資設立三億元的特別基金，以協助
運動員提升競爭力；在學校層面強化體育發展，既支持運動普及發展，亦
為香港未來培育更多精英運動員；加強支援精英運動員在運動和學業方面
雙軌發展；以及與商界和體育界共同探討香港體育產業的發展及相關人力
需求。
 
　　我們亦會在東京奧運會及殘奧會完結後，檢討精英資助制度，並會諮
詢體育委員會。
 
　　在體育盛事化方面，我們致力推動香港成為國際體育盛事之都，自二
○○四年設立「M」品牌計劃，以支持體育總會可持續在香港舉辦大型國際
體育賽事。我們已推出五億元的體育盛事配對資助計劃和優化「M」品牌計
劃，支持體育總會舉辦更多及更高水平的大型體育活動。
 
　　自去年初受疫情影響，「M」品牌活動有些受影響已取消。我們為受影
響的活動提供特別直接補助金，每項上限為200萬元，以減輕有關體育總會
的財政負擔。隨着啟德體育園區在二○二三年落成啓用，加上灣區的配套
發展，相信香港有能力可以舉辦更多高水平的國際賽事。
 
　　主席，政府將繼續不遺餘力落實普及化、精英化和盛事化三項體育發
展政策目標，並探討體育相關專業化及產業化發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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