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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白象」亞運非必要  長遠體育政策需制定 
 
       對香港申辦 2023 年亞運會意見書 
 

上屆香港東亞運及今屆廣州亞運，香港運動員成績的確優異，鼓舞了政府申辦亞運的決

心。而參與大型運動會，是每一個運動員的理想，在自己的國家或城市比賽及登上頒獎台夢

寐以求之事，香港運動員當然期望可以在本港登上頒獎台，為港爭光，然而申辦亞運這個體

育的盛事，並非純然舉辦一個大型活動，更涉及政府運用資源是否其所、政府對體育運動的

長遠政策及發展，還有如何普及香港體育運動文化？ 
 
已為國際城市 何須錦上添花 

近年內地各大城市都辦了不少大型體育盛事，從而提升國家或城市的形象，如北京辦奧

運，廣州辦亞運及澳門辦東亞運，他們均從舉辦運動會過程中，從而達到城市改造、美化市

容等目的。 
不過香港本身已是一個國際城市，根本不用辦運動會而提升形象，辦運動會只是錦上添

花之舉。另外，並非每個國家透過舉辦運動會都能提供國際形象及地位，如泰國的曼谷舉辦

過 4 次的亞運會，至今曼谷仍然是亞洲二線的城市。 
 
避免亞運大白象  設施提升使用率 
 香港社區運動設施的使用率十分高，然而大型的體育場館則不高。現時最大兩個體育場

館，香港大球場及香港紅磡體育館用作體育運動的使用率都偏低，政府大場球一年只得

30-40 個賽事日，紅磡體育館使用率表面上高達九成多，但大部份均只是歌星演唱會租用。 
花上過百億興建主場館，與及數十億興建兩個運動場館，加上擴建及改建部分場館的體

館設施，日後保養維修的費用又何？這些場館的規模是否需要認真研究呢？無論舉辦亞運與

否，場館日後落成使用率均受關注，政府卻沒有具體政策推動如何更善用這些體育設施呢? 
 
運動黃金時間短  退役生活需保障 
 香港是一個以金融、商業主導的城市，以體育運動作為事業發展，成功者可以寥寥可

數，令不少人打消以全職運動員作為年少的志向。 
 運動員身涯短暫，不少運動員黃金時間只得十年八年，在這段時間，作為政府資助全職

甲級的運動員，06/07 年時更只得 17500 元，現時只得 25000 元，乙級運動員得 14000 元，丙

級運動員更只得 10000 元。倘若運動員因成績欠理想，又或因傷患而提早退役，不但面對即

時生活問題，退役後除了當教練外，還可當甚麼呢？ 
 
 

立法會 CB(2)566/10-11(01)號文件 

LC Paper No. CB(2)566/10-11(01) 



 街坊工友服務處 葵青區議員黃潤達辦事處(葵涌邨)
Neighbourhood and Worker’s Service Centre．Distrit Council Member Wong Yun-tat’s Office 
地址：葵涌邨曉葵樓地下 31 號  Address：Unit 31, G/F., Hiu Kwai Hse., Kwai Chung Est., Kwai Chung, N.T. 

電話：2257 0961  傳真：3583 0087 綱址：www.nwsc.org.hk 電郵：kwaichung@nwsc.org.hk

 
香港的精英運動員附上一生的努力和前途，回報只是一個政府文書主任的報酬，試問又

幾多年青人願意立志成為運動員？投放資源資助精英運動員，讓他們在為港爭光同時不必為

生活而擔憂，退役後政府可以提供完善及有穩定的工作機會亦是十分重要，如確保運動員日

後修讀教院或大學教育學位，安排精英運動員在康文署可擔任駐場教練及成為體育教師等。 
 
體育文化未成風  學校僱主齊推動 
 政府推動體育文化政策只是隔靴搔癢，只是宣傳運動的重要性不足夠，需要從制度及文

化上層面作改變，首先是中、小學的課程中，一星期只得一至兩節的體育課，若遇上天雨日

子更會取消，學校根本只視體育課為可有可無的課堂。 
若要提升體育文化，可以效法國內每早全校一同做體操運動十五至廿分鐘，以及將體育

課堂增加至每星期均有 3 天有一節體育課，學校亦可以資助每名學童學習其中一項專項體育

活動。 
僱主方面，大型企業可否在公司內提供一些地方，讓僱員可參與簡單體適能運動，讓僱

員每日都有 20-30 分鐘時間可以參與運動，不但能改善僱員健康之餘，更能提高工作效率。 
 
基層工時超長  運動談何容易？ 
 運動對於個人健康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然而香港的工作時間長已是不爭之事實，今

年七月一個機構委託港大民意調查中心所做的調查顯示，本港僱員平均每週工時為 48.7 小

時，較國際勞工組織所建議的高出 22%。不少基層打工仔，如保安員、清潔工，每天 12 小

時工作，一周做足六日，每星期 72 小時的工作時間已令他們身心俱疲，他們連同家人相處

的時間也不足，更何況每天花半小時至一小時間去做運動？本人建議政府儘快立法制定標準

工時，每日工作 8 小時，令基層的員工可以有更多空間參與體育運動。 

  
 
總結 
 雖然香港絕對是有能力，亦有財力去承擔舉辦亞運的費用。不過，本人認為現時並非適

合申辦亞運的時候，與其花錢興建「大白象」運動場館，政府不如多投放資源並制定長遠的

體育政策，包括精英運動員職業化、事業化；在教育改革中提升體育運動的地位；立法制定

標準工時，推動市民參與體育運動等，待運動員的水平及體育文化提升後，申辦亞運會、甚

至更大型的體育盛事才能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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