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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政府的體育開支  
 

 
 
 
圖 2 ―  參加體育活動的市民人數  
 
 
 
 
 
 
 
 
 
 
 
 
圖 3 ―  2010 年市民最常參與的運動  

 

重點  

 
 香港體育政策具有三大目標，
分別為推動社區體育、發展精

英體育，以及提升香港作為體

育盛事之都的地位。過去

5 年，政府用於體育發展的開
支累增 37%至 2015-2016 年度
的 42 億 5,000 萬港元。當中的
88%用於社區體育、 11%用於精
英體育，餘下 1%則用於舉辦大
型體育活動 (圖  1)。  

 
 社區體育方面，政府開支於過
去 10 年累增 60%，而同期政府
舉辦的社區體育活動的參加人

數，亦因而增加 52%至 2015 年
的 254 萬人。根據衞生署統
計，每星期做劇烈運動 (例如
緩步跑、游泳、踢足球及跳健

康舞 )達 10 分鐘或以上的成人
在相關人口總數的比例，亦由

2005 年的 33%上升至 2014 年
的 40%(圖  2 )。  

 
 根據政府統計處最近於 2010 年
進行的調查，香港參與體育活

動的人士中，最常選擇的運動

為 "緩步跑及跑步 "，佔參與體
育活動總數的 20%。其次是健
步行 (15%)、羽毛球 (9%)、游泳
(8%)及遠足 (8%)(圖  3)。  

  

28億5,000萬元 

37億3,800萬元 4億5,600萬元 

2億2,300萬元 

5,200萬元 

3,100萬元 

2015-2016

2014-2015

2013-2014

2012-2013

2011-2012

社區體育  精英體育  大型體育活動  

港元 

28億5,000萬元 

37億3,800萬元 

緩步跑 
及跑步 

20% 

健步行 
及散步 

15% 

羽毛球 
9% 游泳 

8% 
遠足及行山 

8% 

徒手健體及

伸展運動 
7% 

籃球 
5% 

其他 
28% 

 168萬 

 254萬 

33% 

40% 
(2014) 

 1

 2

 3

 4

2005 2007 2009 2011 2013 2014 201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所舉辦的體育活動的參加人數  

參與劇烈運動的18-64歲人口所佔的比例  

參加人數(百萬) 



 

2 

 
圖 4 ―  精英運動員數目  
 

  
註：  (* )  前香港康體發展局的數字。  
 
圖 5 ―  在對上三屆亞洲運動會的獎牌數目  
 
 
 
 
 
 
 
 
 
 
圖 6 ―  大型體育活動的觀眾人數  

  
註：  (*)  由於不是所有大型體育活動都有提供觀眾

來源地的分項數字，故 2011 年及 2015 年
的數據只包括有提供觀眾來源地的分項數

字的大型體育活動。  

重點  
 
 在精英體育方面，香港體育學院

("體院 ")於 2004 年成立，致力加強
精英運動員的培訓，以及增加精英

運動員的數量。精英運動員因而由

2005 年的 310 人增至 2015 年的
780 人 (圖  4)。體院開支亦從
2005 年的 1 億 6,000 萬港元增至
2015 年的 4 億 6,300 萬港元，
增幅達 189%。2011 至 2015 年
期間，體院開支顯著增加

1 億 9,300 萬港元，主要是因為
當局於 2011 年設立精英運動員
發展基金。  

 
 隨着培訓資源增多，本地精英運動
員亦在大型體育競賽中取得較佳成

績。以亞洲運動會為例，香港運動

員在 2014 年合共贏取 42 面獎牌，
較 2006 年增加 45%(圖  5)。在
45 個參與地方的排名榜中，香港的
整體排名亦由 2006 年的第 15 位，
上升至 2014 年的第 13 位。  

 
 大型體育活動方面，政府於

2004 年推行 "M"品牌制度，支援多
項國際體育活動 (例如香港馬拉松及
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 )，藉以推廣
香港的形象。2015 年，11 項
"M"品牌大型體育盛事吸引了至少
133 800 名海外觀眾，較 2011 年的
人數增加 76%(圖 6)。  

 
 
 
 
數據來源： Home Affairs Bureau、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Department of Health、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ong Kong Sports Institute、Olympic Council of Asia及
Sports Federation & Olympic Committee of Hong Kong, China的最新
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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