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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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行政 

 

2. 由 2014 年 4 月開始，政府在深水埗和元朗兩區推

行「地區行政先導計劃」。我們已於去年 8 月計劃完結後

進行檢討，並普遍認為計劃的成效理想和正面，有助解決

不少「老」、「大」、「難」問題，深受地區歡迎和支持。

因此，施政報提出將計劃於今屆區議會推展至全港 18 區，

並定名為「地區主導行動計劃」，以凸顯地區的重要主導

角色。各區的民政事務專員將會諮詢區議會的意見，然後

才擬定當區須優先處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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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深水埗推行了兩項先導計劃，包括加強支援露宿

者及「三無大廈」。在加強支援露宿者方面，計劃以關愛

出發，共進行超過 90 次外展探訪，深入跟進了 78 宗露宿

者個案，並協助 65 名區內露宿者脫離露宿行列，其中 26

人已連續 6 個月沒有回到街上露宿，亦協助了 29 名露宿者

覓得短期或長期工作。此外，計劃亦進行了 7 次清潔露宿

者聚集點 1的行動，並清理逾 30 噸垃圾。  

 

4. 在加強支援「三無大廈」方面，計劃為 103 幢區內

目標「三無大廈」2提供 159 次大廈公用部份的清潔服務，

清理約 9 噸垃圾，探訪了 352 戶居民，超過八成受訪居民

認為先導計劃有助改善樓宇環境衞生。計劃為 40 條鄰近

「三無大廈」的目標後巷提供 113 次清洗服務，清理了約

11 噸垃圾。此外，計劃亦協助成立 13 個業主立案法團，

另招募了 148 位居民聯絡大使。  

 

5. 在元朗推行三項計劃包括處理店舖違例擴展、清理

違例停泊單車、及加強滅蚊 /剪草。在處理店舖違例擴展事

宜 (如清理地台、非法構築物等 )方面，地政總署及屋宇署

                                                
1 露宿者聚集點主要為昌新里行人天橋、南昌街 14 號對出位置、近港鐵南昌站 C 出口

的行人隧道，以及桂林街行人隧道。  
2
主要為較老舊(如 25 年以上)及租值較低(大廈內單位應課差餉租值少於 12 萬元)的樓

宇，亦包括由區議員提名的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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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 個行動地點共 6 條街道採取多次跨部門大型行動，共

處理了 209 間違例店舖，店舖其後大多自行清拆非法地台

或構築物。自行清拆的店舖的比例逐步上升，由開始時約

46%，上升至「先導計劃」後期的 69%。屋宇署已開展檢

控程序，其中已有店舖的業主被法庭定罪及罰款。  

 
6. 在處理清理違例停泊單車方面，計劃採取了 63 次

跨部門聯合行動，清理超過 47 個行動地點，檢取了超過

1,800 架違泊單車。計劃首 12 個月內對比 2013 年整年每

月平均單車檢取量增加了約 18%。運輸署接納了 9 個由區

議員建議的地點興建單車停泊位，總共增加 203 個泊位。  

 
7. 在加強滅蚊／剪草工作方面，計劃包括 68 個由區

議員提出的行動地點，並配合食環署和衞生署打擊登革熱

和日本腦炎的防蚊工作。鑑於深水埗及元朗先導計劃的成

功經驗，我們了解目前 18 區正討論有關「地區行政先導計

劃」的內容主要包括環境衞生、店鋪阻街、蚊患、違泊單

車、「三無大廈」和露宿者等地區問題。  

 

體育發展 

 

8. 我們會繼續貫徹落實體育政策的三個政策目標，即

為不同年齡、能力的人士推廣運動的樂趣和好處，為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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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提供多方面的支援，及使香港成為國際體育盛事之

都。 

 

9. 施政報告提出由民政局負責體育政策的副秘書長

擔任「體育專員」，負責協調和聯繫相關政策局、部門及體

育團體，以加強推動和加快落實各項體育政策和措施。有

關任命可以凸顯政府對推動體育發展的決心，亦讓「體育

專員」的角色和職能更清晰。有關任命已於本月一日生效。 

 

10. 自 2011-12 學年設立的「學校體育計劃推廣主任」，

除了協助退役運動員轉型，亦能在學校深化體育普及化，

該項計劃深受退役運動員及學校歡迎。為了優化對退役運

動員的支援，我們將制定退役運動員就業計劃支援平台，

資助及鼓勵學校及體育總會聘用退役運動員，為他們的職

涯規劃及日後發展打好基礎，同時協助學校和體育總會推

廣體育和培養人才。這項措施可吸引更多有潛質的青少年

投入體育活動及成為全職運動員，同時推動運動普及化和

精英化。  

 

11. 我們會繼續與區議會及各體育總會合作，推出更多

體育活動，以配合不同年齡及體能人士的需要，以推廣社

區體育。我們會繼續推行「學生運動員資助先導計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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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較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提供更多機會參與學校的體育活

動。在「鳳凰計劃」的基礎上，我們繼續投放資源協助香

港足球總會推行五年策略計劃，以支持足球的長遠發展。  

 

12. 香港運動員在過去一年多項國際體壇盛事中鋒芒

畢露，成績裴然。他們的努力和成就，絶對值得讚許。我

們將繼續支持香港體育學院的策略發展，使之成為世界級

的精英運動培訓機構，為精英運動員提供培訓及各方面的

支援，為參與 2016 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及殘疾人奧林匹克運

動會，及其他大型國際體育賽事作準備。 

 

13. 體院 2015 年開始推出的嘉許計劃，令合資格的全

職精英運動員在退役時獲發一次過的獎金，對協助他們退

役後在體育或其他行業發展有很大幫助。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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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繼續與本地體育團體合作，為香港引入更

多大型國際體育盛事。 

 

15. 啟德體育園區項目是政府近數十年在體育基建方

面最重大的投資，既可為舉辦國際大型體育賽事提供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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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場地，亦可為市民提供公共體育設施。我們正進行啟德

體育園區的詳細籌劃，目標是在明年完成相關工作。 

 

文化藝術 

 

16. 在文化藝術方面，今年我們計劃推出「藝術發展配

對資助試驗計劃」（試驗計劃），為藝術團體及機構所籌募

的捐款和贊助提供配對資助，以擴濶和增加他們的財政來

源。我們亦希望可透過試驗計劃向私人機構推廣捐款支持

助文化藝術界發展的風氣，為藝術界的持續發展開拓更大

空間。我們已為推行此試驗計劃預留一筆 3 億元的撥款，

並會聯同香港藝術發展局 (藝發局 )推動私人機構支持藝團

的籌款活動，並支援及提升藝團在籌募捐款和贊助方面的

能力。 

 

17.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轄下博物館旨在帶給市

民精彩的藝術、歷史和科學體驗。作為「欣賞香港」運動

其中一項亮點活動，我們今年一月免費開放博物館一個

月。期間參與的博物館整體參觀人數明顯上升，由於反應

良好，我們將會落實免費開放康文署指定博物館的常設展

覽，進一步拓展觀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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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為進一步提昇公共圖書館的服務，康文署計劃以試

驗形式在港島、九龍及新界各設一台自助圖書館服務機，

在人流較多但遠離現有圖書館的地點提供24小時借閱、歸

還、繳款及領取預約圖書館資料等服務。  

 

19. 在推廣樂齡閱讀方面，康文署會在 2016 年年底起，

分階段提升圖書館的閱讀環境和配套設備、增強配合長者

閱讀需要的館藏，以及為他們舉辦不同類型的圖書館活動

及工作坊，讓長者們可以在舒適的環境下使用公共圖書館

設施，享受多采多姿的文化生活。  

 

20. 我們會繼續為藝術界提供多方面的支援，為本地藝

團的發展營造更有利的條件。首先，我們在過去幾年一直

為藝發局提供額外資源發展藝術空間，至今首個 ADC 藝

術空間計劃 (位於香港仔的創協坊 (Genesis))已推行一年

多；同時我們正規劃另外兩個分別位於黃竹坑及大埔的藝

術空間。我們會繼續尋求機會開拓新的項目，提供更多空

間支援藝術家和藝團從事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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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隨着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於去年設立，我們會繼

續透過研究、保存、推廣和傳承活動，積極保護非物質文

化遺產，和推動市民共同參與。我們除計劃在荃灣三棟屋

博物館設立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中心，亦會在香港非物質

文化遺產清單中選出具有較高文化價值及急須保存的項

目，編製香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22.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管理局）正積極推動西九文化

區（西九）計劃的發展。西九的多項設施正逐步成形，繼

苗圃公園於去年 7 月向公眾開放後，小型藝術展館將於今

年年中落成。戲曲中心的工程正全速進行，並預計於 2018

年開幕。M+的主上蓋工程亦已於去年 10 月展開，預計於

2019 年開幕。我們會分階段向立法會申請撥款為西九興建

工務工程和綜合地庫，以支援整個西九計劃的發展。同時，

管理局會繼續與不同團體合作，舉辦和協辦各類文化藝術

活動和加強文化軟件的建設，推動文化藝術多元化發展。 

 

青年發展 

 

23. 我們一直提倡多元卓越文化及推廣多元出路，鼓勵

青年人培養積極的人生觀和正面的社會意識，既關心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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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家的發展，也具備國際視野；既重視個人權利，也承

擔對社會的義務。在過去數年，政府持續增撥資源推廣青

年發展，在不同層面為青年提供支援，例如交流、就業、

生涯規劃等。 

 

24. 民政事務局現時已舉辦和資助多個青年交流計

劃，包括與青年事務委員會合辦的「國際青年交流計劃」

及「暑期交流計劃」，讓香港青年人擴闊視野，與海外青少

年交流經驗。我們將探討把這些計劃拓展至更多「一帶一

路」國家的可行性。我們亦會調撥資源，支持民間組織主

辦與「一帶一路」有關的交流和其他活動。  

 

25. 就推展青年宿舍計劃方面，我們一直積極協助各非

政府機構與有關部門商討，解決各項目所面對的技術問

題。其中香港青年協會位於大埔、保良局位於元朗及東華

三院位於上環的項目進展較快，全部已完成可行性研究，

並正進行各項程序，例如土地契約修訂和提交城市規劃申

請等。我們已就保良局項目的前期工程諮詢立法會民政事

務委員會，下一步會提交予工務小組委員會考慮。在此我

呼籲各位議員在工務小組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的會議中，

多多支持青年宿舍計劃，讓青年人可以盡早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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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我們亦會繼續向 11 個青少年制服團體提供經常性

資助，以支持各個團體在青年發展方面的工作，包括推廣

正面的價值觀、加強訓練青少年的領導才能、鼓勵他們參

與義務和社區工作、擴闊他們的國際視野，以及加深青少

年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認識等，為青少年提供一個多元的平

台，讓他們發展潛能。  

 

27. 此外，民政事務局一直與公民教育委員會緊密合

作，加強推廣「尊重與包容」的價值觀，鼓勵社會各界 (特

別是青年人 )學習從別人的角度出發和尊重不同的意見，以

締造一個更融和的社會。另一方面，維護法治精神也是委

員會重點推廣的其中一項核心公民價值。委員會將繼續透

過資助計劃或與不同團體合作，舉辦各項公民教育活動。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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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