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5 年施政報告政策簡報會 

2015 年 2 月 6 日 

 

民政事務局局長發言全文 

 

主席，各位議員： 

 

 行政長官於上月發表了施政報告，有關民政事務局

工作政策範疇的事項，我們已向委員會提交了文件。今天

我希望聽取議員的意見。對於文件已介紹的內容，我不再

重複，只扼要講幾點： 

 

青年發展 

 

2. 特區政府重視青年工作。《施政報告》在多處地方都

談到青年。例如第 3 段就談到豐富產業內容，做到百業興

旺，讓青年人學以致用；在第 102 段談到解決土地問題，

講到會舉行包括青年學生等的多方討論會。民政事務局會

與各部門配合，一同做好青年工作。 

 

3. 在青年發展政策方面，民政事務局會繼續與青年事

務委員會和其他持份者合作，提倡多元卓越文化，鼓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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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全面發展。我們會在 2015-16 年度進一步增撥資源，

為青年人提供更多機會參與內地的交流和實習活動，預計

本年度受惠於交流和實習計劃的青少年將增至一萬九千多

名。我們亦會繼續在「國際青年交流計劃」下舉辦更多海

外交流活動，讓青年人擴闊視野。 

 

4.  本年度，我們會進一步推動青年義務工作，提供更

多機會於不同地區服務和助人，藉此培養正面的價值觀。

「香港青年服務團」計劃將恒常化，組織青年人到較偏遠

地方進行義務工作。我們又將會聯同三個本地義務工作組

織與聯合國志願人員組織合作，推出「香港聯合國青年義

工計劃」，讓本地大學生到聯合國轄下機構，參與為期約六

個月的義務工作。我們會在暑期開展「粵港青年志願服務

合作計劃」，安排兩地的大專生一同到鄉鎮去作志願服務。 

 

5.  施政報告中宣佈設立 3 億元「青年發展基金」，資助

現有計劃未能涵蓋的創新青年發展活動，包括透過資金配

對形式與非政府的組織合作，支持青年人創業。我們正就

基金的具體運作安排諮詢青年事務委員會，稍後會向財務

委員會申請撥款，並公佈基金的申請細節。  

 

6. 我們會繼續推動青年宿舍計劃。各個項目正按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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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推進，兩個最早公佈、分別位於上環和大埔的項目已經

完成前期顧問研究，現正進行各項包括規劃、土地和撥款

申請的程序。其餘兩個位於旺角及佐敦的項目，負責的非

政府機構正準備進行前期顧問研究。我們會繼續和有興趣

參與計劃的非政府機構聯絡，協助推出更多新項目。早前，

李兆基博士表示會捐出一幅位於元朗馬田壆的土地予保良

局用作發展青年宿舍。我們十分歡迎，並正協助保良局與

有關部門商討具體細節。 

 

體育發展 

 

7. 我們會繼續推動香港體育發展。啟德體育園區將提

供先進的多用途體育場館，為本港舉辦國際大型體育賽事

提供更優質的場地，亦可緩解公共體育設施的不足。政府

正積極推展啟德體育園區的規劃和前期工作，今天會議稍

後一個議程將會討論啟德體育園區的進展。 

 

8. 我們一直致力普及體文化，提供康樂體育設施和活

動給市民參與。為鼓勵恆常運動，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

署 )會分別於今年四月及八月舉辦「第五屆港運會」及「全

民運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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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政府已接納體育委員會的建議，向香港足球總會提

供有時限的撥款以繼續推動本地足球的發展。康文署亦會

繼續透過「體育資助計劃」，向各體育總會提供資助進行體

育活動，包括訓練班、青苗體育培訓計劃、地區體育隊培

訓計劃、青少年隊培訓，及預備和參與海外比賽等等。  

 

10. 我們在 2012-13 學年試行為期三年的「學校體育計

劃推廣主任先導計劃」，派出退役運動員到學校推廣體育，

深受歡迎，所以我們將繼續開展這計劃，令更多學生受惠。 

 

11. 我們十分關注殘疾人體育發展。我們決定委託顧

問，專門研究如何更有效推廣殘疾人士參與體育活動和加

強支援殘疾運動員。 

 

12. 重新發展後的香港體育學院為本港精英運動員提供

廣泛的支援，包括達到國際水準的訓練設施和運動科學及

運動醫學支援。我們會協助體院繼續與教育機構加強合

作，為運動員提供更靈活適切的支援，讓他們能夠在體育

與教育方面同時發展。由 2015 年開始，合資格的全職精英

運動員在退役時，可按體院新推出的嘉許計劃，獲發放獎

金，以協助他們開創另一番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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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以協助體育界舉辦更多國際體育盛事為目標的「M」

品牌制度已成立了 10 年，商業機構對贊助大型體育活動日

見積極。2015 年，我們會透過一項「M」品牌體育活動獎，

嘉許體育總會及賽事贊助商為香港引入大型國際體育賽事

所作出的貢獻。  

 

文化藝術 

 

14.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西九管理局）正繼續積極推動

西九文化區計劃的發展。管理局已經完成戲曲中心的地基

工程，並剛於去年 12 月批出上蓋工程。M+地基工程亦於去

年 8 月動工。小型藝術展館、公園(包括黑盒劇場和户外舞

台)，以及演藝劇場的設計工作亦已展開。我們會分階段向

立法會申請撥款建造西九的綜合地庫及基建設施，以支援

整個西九計劃的發展。同時，管理局將繼續與不同團體合

作，舉辦不同種類的文化藝術活動和加強文化軟件的建

設，推動文化藝術多元化發展。 

 

15. 政府近年為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局)提供了額外

資源，開拓藝術空間，支持青年藝術家和新晉藝團從事藝

術創作。黄竹坑一座大廈已為 27 名本地視覺藝術家及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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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以優惠租金提供藝術工作室，當中超過一半的工作

室獲新進藝術家租金資助。另外我們正支持大埔區議會與

藝發局合作，籌劃改建一所空置校舍為藝術發展中心，亦

正研究在香港仔一幅用地的未來發展中，預留部分面積作

推動藝術發展。  

 

16.  自 2011 年推出藝能發展資助計劃以來，已批出了由

中小藝團提出的 31 項「項目計劃資助」及 17 項「躍進資

助」的申請，總資助上限達 1 億 1 千 1 百萬元。同時，藝

發局亦透過我們自 2014-15 年度起增撥了資源加強對中小

藝團的資助。我們亦會繼續為九個主要演藝團體提供資助。 

 

17.  去年公布了首份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我們

將會於康文署轄下設立一個專責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辦事

處，在確認、立檔、研究、保存、推廣和傳承非物質文化

遺產方面工作。我們會在清單中選出具有較高文化價值及

急需保存的項目作更深入研究，編製首份香港非物質文化

遺產代表作名錄，作為在分配資源和採取保護措施時訂立

緩急先後次序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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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行政 

 

18. 政府於去年 4 月至今年 8 月在深水埗和元朗兩區推

行先導計劃，透過給予由民政事務專員擔任主席的地區管

理委員會所需的決策權，處理部分涉及公共地方的管理和

環境衞生等問題，並由區議會就工作優次提供意見。先導

計劃有助累積經驗，進一步落實「地區問題地區解決，地

區機遇地區掌握」的理念。 

 

19. 先導計劃推行至今 9 個多月，取得了實際成效，受

到社區歡迎。我們已在去年十二月向委員匯報先導計劃的

進度，並會於今年 8 月計劃完結後，進行全面檢討，計劃

在下一屆區議會任期（即 2016 年至 2019 年）將計劃推展

到全港 18 區。我們會繼續撥款予深水埗和元朗兩區進行計

劃，亦會提供資源予其餘 16 區進行籌備工作。  

 

20. 政府會在未來 5 年（即由 2015-16 年度至 2019-20

年度），每年向「社區參與計劃」額外撥款 2,080 萬元，

進一步加強支援區議會在地區上推廣藝術文化活動。  

 

21. 政府已完成下一屆區議會議員酬金安排的檢討。今

天稍後一個議程將會進一步交待有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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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席，我歡迎議員就民政事務局的工作計劃提出意

見。謝謝! 

 

 

民政事務局 

二零一五年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