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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亞洲選定地方的男子足球世界排名 ( 1 )  

 

 1999 2009  2019  
排名
變化  

日本  第 57 名  第 43 名  第 28 名   29 

伊朗  第 49 名  第 64 名  第 33 名   16 

南韓  第 51 名  第 52 名  第 40 名   11 

澳洲  第 89 名  第 21 名  第 42 名   47 

卡塔爾  第 107 名  第 86 名  第 55 名   52 

香港  第 122 名  第 143 名  第 141 名   19 
 

註：  ( 1 )  年底排名。  

 
圖 2 ―  2019 年香港公共足球場的短缺情況  
 

足球場
類型  

2019 年
足球場
數目 ( 1 )  規劃標準  

所需  
足球場
數目 ( 2 )  

衍生
短缺  

5 人  74 1:30 000 250 (176) 

7 人  207 1:30 000 250 (43) 

11 人  54 1:100 000 75 (21) 

總數  335 -  575 (240) 
 

註：  ( 1 )  可供每隊 5 人或 7 人比賽的足球場，列為 7 人
足球場。  

 ( 2 )  有關數據是根據《準則》按本港截至 2 0 1 9 年底的
人口 (即 7 5 0 萬人 )計算。  

 
圖 3 ―  香港的職業足球員數目 ( 1 )  

 
註：  ( 1 )  球季由每年 7 月起至翌年 6 月止。  

重點  
 
 迄至 1970 年代，香港曾被譽為 "遠東
足球王國 "，但其後光輝不再。根據
近期的世界足球排名，香港男子

足球隊於 2019 年底僅排名 141 位，
較 1999 年的 122 位下跌 19 位 (圖 1)。
香港的排名遠遠落後於崛起中的亞洲

足球強國，例如日本、伊朗、南韓、

澳洲和卡塔爾。上述地方的世界排名

在短短 20 年間躍升 11-52 位，並於
2019 年底全皆躋身全球 55 強之列。  

 
 有意見認為，球場短缺是本地足球
發展停滯不前的主因之一。 2019 年，
由政府提供的本地足球場只有

335 個，當中絕大部分為小型場地
(圖 2)。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準則》 ")及目前人口計算，本港
現時足球場的短缺數量多達 240 個，
相當於現有足球場數目的 72%。
足球場的嚴重短缺，亦助長了違法的

場地炒賣活動，令真正用家更難租用

有關場地。  
 
 職業足球員數目萎縮，亦是限制本地
足球發展的另一個主因。根據香港

足球總會 ("足總 ")的資料，以合約聘用
的職業足球員人數在 10 年間大跌
44%至 2018 年的僅 250 人。同期職業
足球員在每 100 萬人口中的比例，亦
由 65 人減半至 33 人 (圖 3)。具天份的
本地年青足球員，普遍對投身職業

足球持保留態度，大體由於： (a)足球
員職業生涯短暫； (b)薪酬偏低且
不穩定；及 (c)相對其他職業，足球員
的社會地位似乎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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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足總的足球發展計劃參加者人數 ( 1 )  

 

 
 

註：  ( 1 )  6 月 3 0 日完結的財政年度。  
 
圖 5 ―  2015-2018 年間足總的每年收入

來源 ( 1 )  
 

   
 
 
 
 

註：  ( 1 )  6 月 3 0 日完結的財政年度。  
 
圖 6 ―  本地足球聯賽平均入場人次 ( 1 )  

 
 

註：  ( 1 )  球季由每年 7 月起至翌年 6 月止。  
 ( 2 )  數據截至 2 0 1 9 年 1 0 月 3 1 日。  

重點  
 
 此外，精英培訓不足亦是另一障礙。
儘管在 2010-2019 年間，參與足總 3 項
主要足球發展計劃的總人數上升接近

1 倍至 45 800 人，但當中約三分之二屬
初階或短期性質，主要為學校或暑期

計劃 (圖 4)。再者，超過一半 (53%)
學員是以五人足球形式接受訓練。

有見及此，足總正籌備在新一輪截至

2025 年的 5 年策略計劃內，集中資源
於各主要年齡組別中，各挑選 120 位
精英球員培訓，以提升精英足球水平。  

 
 足總財政方面，它的每年收入由 2015 年
的 1 億 200 萬港元，下跌 8%至 2018 年
的 9,340 萬港元 (圖 5)。值得注意的是，
足總日漸倚賴外來資金。2015-2018 年間，
來自政府及香港賽馬會的資助於

收入中的比例，由 39%上升至 63%。
與此相反，其自營收入 (如門票收益及
商業贊助 )的比例則由 2015 年的 53%
減半至 2018 年的 27%。有鑒足總的
商業持續能力偏低，審計署在 2020 年
4 月發表的審計報告中，敦促足總 "加強
措施以提供 "更多自營收入。  

 
 香港雖有大量球迷經電視觀看海外
球賽，但當中只有極少數會親身入場

觀賞本地賽事。過去 6 個賽季，香港
超級聯賽每場賽事的平均入場人次

累跌 19%，至 2019 年僅 866 人 (圖 6)。
這不但遠低於足總早前預計可在

2019 年吸引 2 500 名觀眾的場均目標，
同時亦削弱它在本地賽事獲取商業贊助

和廣播收入的吸引力，導致足總的自營

收入減少。  
 
數據來源： Hong Kong Football Association、Audit Commission、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Housing Authority及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的最新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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