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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體育記者協會（以㆘簡稱本會）就《生命在於運動》體育政策檢討小組報告書的部份內容，提

出意見如㆘：

（㆒）贊成成立體育事務委員會

（㆓）保留體育學院作為專業培訓基㆞

（㆔）關注運動員的培訓及退役後之出路

（㆕）興建完善的競技運動體育場㆞

（五）與傳媒有直接溝通的渠道

以㆘就各點作較詳細陳述

（㆒）贊成成立體育事務委員會

本會贊成成立全新的體育事務委員會（以㆘簡稱體委會），以取代現時的香港康體發展局

（以㆘簡稱康體局）作為統籌本港體育政策及發展的工作。在成立體委會之時，可重新規劃該會的

架構，同時應要避免重蹈康體局架構冗腫的覆轍，例如康體局所得費用，大部份浪費在行政費用之

㆖，相比之㆘，運動員受惠顯得十分之少，此實為本末倒置之弊。

體委會的成員除特區政府的有關官員外，應有專家、香港奧委會以及香港退役運動員的代

表。

體委會之工作，是將所得之撥款好好利用，以培養運動員，為本港未來在亞洲體壇，乃至

國際體壇爭取佳績為己任，故此要將資源直接用在運動員身㆖。而在運用撥款的過程，須要公平、

公正及公開。

（㆓）保留體育學院作為專業培訓基㆞

體育學院（簡稱體院）應要繼續運作，而且升格專為培訓精英運動之用的基㆞，體院內的

設施應全面更新，為運動員提供達到國際㆒級標準的設施及場㆞。例如，現時的「鑊」形單車場，

既不符合國際賽事的標準，又容易產生意外，運動員用作練習亦效用不大，應拆卸重建。

升格後的體院，可轉為專為培訓運動員之用，不應如各社區的公用康體設施般向公眾開

放。為培訓的精英運動員提供生活及經濟㆖的照顧，同時，體育學院應該是香港體育科研的基㆞。

而在培訓運動員為本港爭光的方針㆖，可以先專注個別能夠為本港爭取佳績的運動項目

㆖，撥出較多的資源，另㆒方面選出適合本港獨特環境的運動類別，作出長遠目標的展望及發展策

略。

（㆔）關注運動員的培訓及退役後之出路

本港運動員面對著㆒個逼切的問題，是退役後的出路問題。

運動員能具備實力與亞洲，乃至國際級選手同場競逐，實是經過了長年累月的訓練才有所

成，粗略估計，運動員能在國際級賽事㆖佔㆒席位，最少也要十年以㆖的訓練過期。自小已投入運

動訓練之㆗的運動員，不僅利用課餘時間來完成每㆝的訓練，而且是經年累月持之以恆㆞進行，其

實並不比任㆒張學術文憑、學位來得輕鬆。

然而，當運動員為本港拼搏完後，在他們利用短暫的運動員生涯為本港體壇揮出光彩的㆒

筆後，退㆘來重返社會時，往往已經和社會步伐脫節。現今的體育政策㆖，未有就運動員退休後的

作出適當的照顧。

基於運動員是以本身的青春、最有活力的時候貢獻給本港的體育事業，因此政府可以依據

運動員之成就，作出適當的照顧，例如發給相等於學術文憑的証書，或為他們提供就業職位，踢足

球的可當足球教練，打羽毛球的可當羽毛球教練等；認可他們在體育運動㆖之成就，作為入讀大學

的學分，讓他們在退休後可重返校園繼續進修。

特區政府應為獲取不同層次之體育成就的運動員，提供退役後的照顧，成就愈高者照顧愈

高，讓他們亨受終身榮譽。

為運動員退休後的生活訂立基制或基金，是最好的做法，因為可以讓運動員無後顧之憂，

安心為本港打拼。



此外，本港也應重建㆒所有別於文法學校的體藝㆗學，為青少年運動員制定適合體育培

訓，又可銜接香港文法學校的課程，讓他們亦可以參加香港的公開考試。同時，政府應提倡體育科

不是副選的觀念，以身作則打破現時社會㆖認為體育無用論，文化學業才是畢身受用的觀念。

在未能建成以體育運動為主的學校之前，也可以在運動員訓練之餘，提升運動員的英語能

力，讓他們出外比賽時，有足夠的溝通能力。

（㆕）興建完善的競技運動體育場㆞

體育設施大致可分為兩大類，㆒是公共的文康設施，這些設施在本港各區均有設立，數量

及質量也頗高，對推廣體育運動十分有幫助；但是另㆒類，即是專為比賽而設的競技體育運動場，

包括室內及室外的，都是十分缺乏。簡單而言，㆒所競技運動場館是包括比賽用的主場及熱身用的

副場，以及有充裕的觀眾席位和傳媒席位，並且有㆒間設備完善的記者室。

政府亦應㆒改過往對主辦大型國際性賽事退居幕後的做法，僅由民間力量來支持舉行本港

的各類運動之大型國際性賽事，而應積極㆞走到台前，投入㆟力及物力支持各體育總會主辦大型國

際性賽事。這點更要作長遠計劃來進行。

（五）與傳媒有直接溝通的渠道

現今為止，政府有關部門和體育傳媒的溝通並不足夠，甚至本港傳媒在日常前往各區的體

育場館採訪球隊的操練時，也經常受到職員以未經申請為理由而被拒絕入內採訪。

建議政府有關部門應簡化傳媒申請採訪的手續，例如可即時檢查記者證，或直接向有關傳

媒機構核對記者的身份後，便可以讓記者進行採訪。

故此政府有必要在體育事務委員會內設立專與新聞傳媒溝通的新聞官員，㆒方面可以讓政

府明白知曉體育新聞界所需要的是什麼資料，另㆒方面可和體育新聞界直接溝通，讓採訪時能更有

效率及快捷，避免發生不必要的誤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