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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推動香港體育發展

目的

本文件概述政府推動香港體育發展的各項措施和最

新情況。

背景

2. 政府一直支持香港體育發展，致力推動體育普及

化、精英化和盛事化。民政事務局成立的體育委員會及其轄

下三個事務委員會，即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精英體育事務

委員會和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包含不同界別人士，他

們就體育政策和相關措施提供意見。民政事務局及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康文署）亦與體育界保持密切溝通，包括中國香

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港協暨奧委會）、香港體育

學院（體院）、各個體育總會和相關體育團體、教練和運動

員，以了解體育界對香港體育發展的意見。

3. 為推動體育發展，政府自 2017 年至今已撥出 600 億

元的新資源，包括 319 億元發展啟德體育園項目、200 億元

在 18 區興建多個康體設施，以及約 80 億元支持精英運動和

社區體育發展 1。此外，政府在支持體育發展方面的經常性

開支亦不斷增加，2019-20 年度的預算開支為 58 億元 2，較

2018-19 年度的 50 億元增加約 16%。

1 有關項目包括向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注資 60 億元、向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體

育部分）注資 10 億元、撥款 5 億元推行體育盛事配對資助計劃、向香港運動

員基金注資 2 .5 億元、撥款 1 .3 億元推行隊際項目五年發展計劃、撥款 1 億元

推行地區體育活動資助計劃、向體育總會增撥約 1 億元和投放約 1 億元發展殘

疾體育項目。

2 有關數字包括民政事務局（總目 53）和康文署（總目 95）的開支，以及透過

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的主要基金及其成分基金（包括藝

術及體育發展基金（體育部分）和香港運動員基金）提供的資助。用於普及化、

精英化和盛事化的開支分別為約 48.2 億元、約 7.7 億元和約 2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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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普及化  
 
4. 我們致力推動全民運動，在社區建立熱愛體育的文

化。目前，政府投放於體育發展的經常開支中，大部份用於

推廣普及體育，2018-19 年度的相關開支近 43 億元，佔體育

發展整體開支約 86%。  
 
5. 社區體育涵蓋眾多社群，例如學生、長者和殘疾人

士。不同的政策局及部門，包括民政事務局、教育局、康文

署和衞生署，積極與各個相關團體合作，包括港協暨奧委

會、體育總會，以及地區體育會和學校，為市民提供多元化

的社區體育活動，鼓勵不同階層、年齡、能力和興趣的人士

恆常參與體育活動，協助他們培養健康生活模式，提升整體

生活質素。  
 

(a) 康文署的社區體育活動  
 
6. 康文署每年在全港十八區舉辦多元化康樂體育活

動，供不同服務對象參加，以鼓勵市民養成恆常做運動的習

慣。這些活動包括體育訓練課程、比賽和康樂活動，每年舉

辦的全民運動日，以及每兩年一度的全港運動會、工商機構

運動會和先進運動會等。在過去三年，康文署合共舉辦超過  
11 萬項社區康樂體育活動，參與人次達 740 萬。2019-20 年
度，康文署將舉辦約 38 300 項活動，供約 278 萬人次參加。  
 
7. 康文署亦會繼續提供切合特定對象組別人士需要的

活動，包括為殘疾人士而設的活動、親子活動、以青少年為

對象的活動及為平日較少運動的人士提供體能要求較低的

活動等。  
 
(b)  體育資助計劃  
 
8. 康文署透過體育資助計劃為合資格的體育總會提供

資助，以推廣及發展相關的體育項目，包括參與國際體育賽

事和代表隊訓練、舉辦學校體育推廣計劃、訓練計劃、社區

體育會計劃和本地比賽、培訓工作人員和出席國際體育會

議。2018-19 年度，康文署透過體育資助計劃向 60 個體育總

會提供的資助總額超過 3 億元，詳情見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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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康文署正檢討體育資助計劃，以制訂措施進一步優

化計劃的整體機制以及加強體育總會的管治。檢討工作預計

於 2019 年底完成，我們會適時向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匯

報檢討結果。   
 
(c)  地區體育活動資助計劃  
 
10. 地區體育會遍布 18 區，透過其區內網絡，一直在推

動地區體育發展發揮重要作用。為了加強地區體育推廣和鼓

勵更多市民參與地區體育活動，2018-19 年的《財政預算案》

宣佈撥款 1 億元，開展為期五年的地區體育活動資助計劃，

向全港 21 個地區體育會提供額外資源以舉辦更多體育活

動。這項撥款已於今年 1 月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財委會）

批准，我們將於今年第 2 季公布計劃詳情。  
 
(d) 推廣學校體育  
 
11. 我們致力推廣學校體育，鼓勵學童從小建立活躍及

健康的生活方式。自 2001 年起，康文署推行學校體育推廣

計劃，讓全港中、小學及特殊學校的學生可在學校日常運作

下參與多元化的體育活動，以培養學生對體育的興趣、鼓勵

他們持續參與體育活動、提高體育水平，及發掘有運動潛質

的學生接受更高水平的訓練。2018/19 學年，全港已有九成

學校參與有關計劃，參與的學生人次超過 63 萬，涵蓋的體

育項目載於附件 B。  
 
12. 民政事務局的退役運動員轉型計劃現時資助 36 間中

學聘用退役運動員，於學校擔任學校體育計劃推廣主任，協

助學校推廣體育和提升學校運動水平。  
 

13. 自 2013/14 學年起，民政事務局與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學體會）合作推出學生運動員資助計劃，讓有經濟需要的

學生可以充分發展體育潛質，實踐體育方面的目標。該計劃

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購置個人體育裝備和服裝的開支，以

及參與學體會體育項目的訓練、比賽及交通費用。現時有 630
間學校參與該計劃，推出至今累計受惠學生人次超過 7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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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推動足球發展  

14. 民政事務局支持本地足球的發展，資助香港足球總

會（足總）照顧不同年齡組別的足球發展需要，培育具天分

的本地足球員，以及提升本港足球運動的水平。我們於

2011-12 年度至 2013-14 年度每年預留 2,000 萬元供足總落實

鳳凰計劃，以及於 2015-16 至 2019-20 年度每年預留 2,500
萬元供足總落實五年策略計劃，加強足總在行政和技術方面

推動香港足球發展的能力。我們於 2018 年完成足總五年策

略計劃的中期檢討 3，並於 7 月向民政事務委員會匯報結果

和建議。檢討結果顯示足總在多個範疇的表現均有改善，包

括管治及架構發展、草根和青少年足球、女子足球、足球課

程、教練發展和裁判員發展，但在個別事項上仍需改善，而

足總正針對這些事項擬訂以下改善措施：

仍需改善的事項 足總的改善措施

1. 港隊表現 • 利用新落成的足球訓練中心提升港隊的訓練

• 與球會合作加強注意球員的體適能和比賽狀態

• 加強發掘具潛質的球員

• 優化青年球員的訓練，更密切監察香港青年隊

的表現

2. 香港超級聯賽 • 加強教育球會有關球會牌照的規定

• 與康文署合作加強比賽日的氣氛

• 繼續投放資源防止操控球賽

3. 與持份者的溝通

和聯繫
• 制定銷售及傳訊計劃

• 加強與球會和球員的溝通

• 更有效地利用社交媒體

4. 依賴公帑資助 • 研究開發具商業價值的活動、商品等，以增加

其商業收入

• 繼續積極吸引企業贊助和其他形式的支持

3 足球專責小組成員與秘書處除了檢視足總提交的報告，亦透過以下途徑向相關

持份者收集意見：

(a) 與足總董事局成員、足總受資助職員及球會代表等進行面談；

(b) 成立四個分別由教練、球員、球迷、媒體及評論員組成的聚焦小組以

了解他們對足總表現和香港足球發展狀況的看法；及

(c) 向足球界人士包括各級教練、球證、行政人員和球員發出問卷，收集

他們對五年計劃策略涵蓋之事宜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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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們將於今年下半年展開足總五年策略計劃的最終

檢討，以及研究足總的未來發展計劃和相關資助要求，並將

適時向民政事務委員會匯報。  
 
(f) 推動隊際運動發展  
 
16. 民政事務局自 2018 年 1 月推行隊際運動五年發展計

劃，涵蓋  2018 年亞洲運動會（亞運會）和 2017 年亞洲冬季

運動會的 8 項 5 人或以上的隊際運動項目，即棒球、籃球、

手球、曲棍球、冰球、壘球、排球和水球，向  8 個相關體育

總會提供額外資助，為香港隊制訂和推行培訓計劃，亦為超

過  200 名港隊成員提供每月直接財政資助。此計劃的目標是

協助隊際運動項目循序漸進地提升成績，以及增加日後晉身

精英體育項目的機會。  
 
17. 我們已於亞運會後與體育總會、教練和運動員會面

以檢討計劃的進度。他們都認為該計劃對他們備戰和參加亞

運會有很大幫助，並提議加強體適能、運動科學、運動醫學

等方面的訓練和支援。我們已因應這些建議優化該計劃，增

加向相關體育總會提供的資助金額，以期繼續推動隊際運動

的發展。  
 
(g) 推廣殘疾人士體育  
 
18. 推動殘疾人士參與體育運動是體育發展的其中一個

主要目標。在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8 年 11 月 26 日的會議上，

我們已向委員匯報各項支援殘疾運動員及推廣殘疾人士參

與體育活動措施的進展。有關措施及工作計劃是根據「香港

殘疾人士體育發展顧問研究」報告及公開諮詢所得意見而訂

定的。其後，我們已於 2019 年 2 月完成首階段的康體外展

服務計劃，為 3 間工場／中心約 50 名智障人士及職員提供

滾球訓練課程，反應良好。我們將在 2019-20 年度把外展服

務伸展至工場或中心的肢體傷殘、視障及聽障人士。此外，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的改組工作正積極

進行中，以期於 2020 年前將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成立為獨立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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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全港性社區體質調查  
 
19. 身體健康狀況與體能活動量和體適能水平關係密

切。市民的體適能狀況亦可反映其運動參與程度，是評估體

育普及化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標。為了持續監測市民的體質狀

況和識別非傳染病健康問題的高危組群，我們將於今年內開

展一項全港縱貫性社區體質調查，以建立市民體質數據資料

庫。這有助制定推廣體育普及化的長遠目標和方向，以及透

過跨局跨部門（包括教育局、食物及衛生局和衛生署等）的

協作及早介入預防疾病、促進健康生活或其他處理措施。   
 
20. 我們現正就調查的細節（包括測試項目、調查對象

和抽樣方式）徵詢相關政策局、部門及其他相關團體的意

見，並參考康文署於 2011 年進行「社區體質測試計劃」時

所取得的經驗，擬訂詳細的調查方案。  
 
體育精英化  
 
(a) 全面支援服務  
 
21. 政府大力支持香港的精英體育發展。體院作為協助

政府執行精英體育培訓系統的機構，在精英培訓方面提供兩

個層面的支援：  
 

(i) 精英運動員   
精英運動員可按他們的成績水平獲體院提供直接財

政資助。他們亦會獲得體院提供的其他支援服務，

例如運動科學及醫學、體適能、住宿、膳食、教育

及事業與個人雙向發展支援。現時體院有約 1 300 名

精英運動員，當中約 500 名是全職運動員；及  
 

(ii) 精英體育項目   
體院向「精英體育資助制度」合資格的精英體育項

目提供支援。現時體院有 20 個 A 級體育項目和 13
個 B 級體育項目，有關體育項目載於附件 C。  

 
22. 在長期及全面的支援服務下，香港運動員的表現近

年持續提升，在不同項目均有傑出成績。香港隊在 2018 亞

運會奪得 8 金 18 銀 20 銅共 46 面獎牌的歷史佳績。我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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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球、單車、乒乓球、滑浪風帆、桌球、劍擊、空手道和

壁球項目中皆有運動員躋身世界前十位。另外，青少年運動

員亦在桌球、劍擊和武術項目的世界錦標賽中贏取獎牌。  
 
23. 政府亦全力支持殘疾運動員。我們於 2017 年 12 月

推行殘疾運動項目的全職運動員制度及精英資助制度先導

計劃，並以 2018 亞洲殘疾人運動會（亞殘運）為試點。在

該先導計劃支援下，香港的殘疾運動員在 2018 亞洲殘疾人

運動會（亞殘運）奪得 11 金 16 銀 21 銅共 48 面獎牌的歷史

佳績。  
 
24. 我們已向相關體育總會、教練和運動員了解他們對

該先導計劃的意見，並經體育委員會通過，於 2019-20 年度

起為精英殘疾體育推行優化的全職運動員制度和「精英體育

資助制度」。現時體院有 6 個 A 級殘疾體育項目和 2 個 B 級

殘疾體育項目，有關體育項目載於附件 D；以及約 60 名精英

殘疾運動員，當中 30 名是全職運動員。  
 
25. 於 2011 年設立的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為體院提供

穩定的財政資助。政府已於 2019 年 1 月獲財委會批准向該

基金額外注資 60 億元，為精英體育發展提供更強支援。  
 
26. 政府會繼續支持精英體育發展，協助運動員在 2020
東京奧運會和未來其他國際大型運動會中爭取佳績，包括加

強對運動員在訓練、運動科學和運動醫學等多方面的支援，

以及積極研究提升體院的設施。   
 
(b) 雙軌發展支援  
 
27. 我們重視精英運動員的全人發展，積極為他們在教

育與運動訓練的雙軌發展提供支援。體院一直運用政府的撥

款，推行運動員發展支援計劃，為現役運動員提供教育支

援，包括教育諮詢、學術輔導、𥙷𥙷習支援和教育資助。體院

已與九間本地大學 4簽訂合作備忘錄，為就讀大學的全職運

動員提供更具彈性的學習安排，包括延長修讀年期，體院並

可提名全職運動員申請入讀這些大學的課程。體院亦已與 27

                                              
4 九間本地大學包括香港教育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嶺南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和香港恒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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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本地中學合作，為學生運動員提供高度彈性的中學課程，

其中四間中學更透過夥伴學校計劃為全職學生運動員提供

整合而靈活的中學課程。  
 
28. 我們自 1996 年透過香港運動員基金資助合資格的運

動員修讀證書、文憑和學士學位課程，推出至今已有 245 名

運動員受惠。政府在 2019-20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公布，

會向香港運動員基金注資 2.5 億元，加強支援運動員體學雙

軌發展。  
 
(c) 退役支援  
 
29. 我們一直向體院、港協暨奧委會、學校和體育機構

提供資源，支援退役運動員進修及轉型。  
 
30. 港協暨奧委會運用政府的撥款，透過「香港運動員

就業及教育計劃」支援退役運動員，為他們提供諮詢服務、

獎學金、職業訓練、語文課程和就業安排。體院一直運用政

府的撥款，推行運動員發展支援計劃，為現役運動員提供就

業支援，包括生活技能／職業培訓計劃和教練工作體驗計

劃。  
 

31. 我們自 2016 年推出退役運動員轉型計劃，資助合資

格的學校和體育總會聘用退役運動員，讓他們於退出訓練和

賽事的生涯後可開展更長遠的事業，同時發掘和培育具潛質

的體育人才。現時有超過 50 名退役運動員參與計劃。  
 

32. 體院自 2015 年起透過香港運動員基金的精英運動員

優秀表現嘉許計劃，在合資格的全職運動員退出體育訓練和

賽事後，向他們發放一筆過的現金獎勵，推出至今已有 27
位退役運動員受惠。合資格的退役運動員亦可獲香港運動員

基金資助進修。政府向香港運動員基金注資 2.5 億元，亦會

增加全職運動員退役時可獲得的現金獎勵。我們稍後會向民

政事務委員會匯報有關詳情。  
 
體育盛事化   
 
33. 民政事務局致力推動香港成為國際體育盛事之都，

大型體育事務委員會於 2004 年  11 月設立「M」品牌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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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支持體育總會可持續在香港舉辦大型國際體育賽事。這不

但可讓本地運動員有機會在主場作賽，更讓公眾得以觀賞高

水平賽事，有助促進熱愛體育的文化。近年，這些體育盛事

的數目和規模均不斷增加，參與人數亦大幅提升。2018 年和

2019 年的「M」品牌活動載於附件 E。  
 
34. 為了扶植現有「M」品牌活動和吸引更多新的大型國

際體育賽事在本港舉行，政府於 2018-19 年度的《財政預算

案》中宣布撥款 5 億元以推行體育盛事配對資助計劃，加強

「M」品牌計劃下的配對撥款，鼓勵商界和私人提高贊助款

額，支持體育總會舉辦更多及更高水平的大型體育活動。優

化計劃包括增加每個項目的配對撥款至 1 千萬元；擴闊資助

範疇，讓體育總會可舉辦有世界頂級選手參加並且可以吸引

大量觀眾的表演或邀請賽；以及增加使用活動盈餘的彈性，

藉以鼓勵體育總會更積極尋求商業贊助。  
 

35. 此外，為進一步提升本地的體育文化和推廣有關賽

事，政府會繼續鼓勵主辦機構及其贊助機構向學校、社福機

構、少數族裔及弱勢社群派發門票及安排導賞團，讓他們有

機會觀賞這些賽事。在 2018 年至 2019 年 5 月期間，主辦

機構及商界透過「M」品牌計劃贊助的門票超過 8 000 張。  
 
體育設施  
 
36. 隨着人口增長和參與體育的市民人數日益增加，以

及社會體育文化越漸成熟，政府正陸續增加不同類型的體育

設施，以及促進不同團體開放體育設施，從而鼓勵和便利市

民多做運動和推動體育進一步發展。  
 
(a) 啟德體育園  
 
37. 財委會於 2017 年 6 月下旬通過體育園約 319 億元建

造工程的撥款申請。政府在 2017 年年底邀請通過資格預審

的機構遞交標書，於 2018 年下半年完成評審標書並於同年

12 月批出合約。啟德體育園的設計、興建及營運合約已於

2019 年 2 月展開，並於 2019 年 4 月進行動土儀式和開始打

樁工程。體育園預計於 2023 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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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體育及康樂設施五年計劃  
 
38. 2017 年 1 月的《施政報告》宣佈開展體育及康樂設

施五年計劃（五年計劃），以期在 2022 年前展開 26 個項目，

涉及 200 億元，以增加和改善地區康體設施，五年計劃的項

目載於附件 F。其中已有 10 個項目獲財委會批准撥款申請，

共涉及約 46 億元，有關的施工前期工序／工程已展開。至

於臨華街遊樂場及其鄰近範圍改善工程以及擴建九龍城區

海心公園，政府計劃於本財政年度內爭取財務委員會批准相

關的撥款申請。五年計劃下已獲財委會批准撥款的項目表列

如下：   
 

項目名稱  預計完工年份  
北區第 47 及 48 區休憩用地   2020 
香港兒童醫院旁的海濱長廊   2020 
大埔第 6 區休憩用地   2020 
重建元朗大球場－施工前期工序   施工前期工序：2021 
啟德大道公園   2021 
新蒲崗四美街休憩用地  2021 
海濱道公園及其鄰近範圍改善工程  2021 
改建黃大仙摩士公園游泳池，以提供暖

水泳池   
2022 

天水圍第 107 區游泳池場館及休憩用地   2022 
啟德車站廣場   2022 
 
(c) 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計劃  
 
39. 為增加體育設施的供應，並同時提升學校體育風

氣，民政事務局與教育局於 2017/18 學年合作推出開放學校

設施推動體育發展計劃，透過為參與的學校提供額外津貼，

鼓勵他們在課餘時間進一步開放學校設施予體育團體舉辦

體育活動。2018/19 學年，有 31 間學校向 25 個體育團體開

放其校內設施，以供舉辦約 180 項代表隊訓練、青苗訓練及

地區體育活動，有近 3 300 人次受惠。現時已有 130 多間學

校表示願意開放學校設施予體育團體，我們希望在下個學年

有更多體育團體利用該項計劃舉辦更多體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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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發展  
 
40. 政府將繼續不遺餘力推動香港體育發展，落實普及

化、精英化和盛事化三項體育發展政策目標。啟德體育園將

為香港體育發展注入新動力，我們會密切監察有關工程的進

度。我們亦會繼續耹聽體育界和市民對體育發展的意見，優

化現有措施和推出合適的新措施，以加強社會的體育文化和

提升體育水平。  
 
 
 
民政事務局  
二零一九年五月  
 
  



 
12 

 

附件 A 
 

2018-19 年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透過體育資助計劃  
向體育總會提供的資助金額  

 
 體育總會  資助金額  ($) 

1.  香港射箭總會  2,725,931 
2.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有限公司  6,840,377 
3.  香港羽毛球總會有限公司  17,349,870 
4.  香港棒球總會有限公司  5,597,288 
5.  香港籃球總會有限公司  12,511,320 
6.  香港桌球總會有限公司  3,066,087 
7.  中國香港健美總會  1,489,380 
8.  香港拳擊總會有限公司  1,624,980 
9.  香港獨木舟總會有限公司  4,158,397 
10.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有限公司  2,400,233 
11.  香港板球  3,854,014 
12.  中國香港單車總會有限公司  10,913,114 
13.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有限公司  4,220,137 
14.  中國香港龍舟總會  2,805,087 
15.  香港馬術總會  2,951,635 
16.  香港劍擊總會  6,252,834 
17.  香港足球總會有限公司  19,851,834 
18.  中國香港門球總會有限公司  2,193,111 
19.  香港高爾夫球總會有限公司  2,324,240 
20.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  5,311,277 
21.  中國香港手球總會有限公司  7,335,567 
22.  香港曲棍球總會  3,214,760 
23.  香港冰球協會有限公司  2,380,494 
24.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4,005,057 
25.  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  2,027,305 
26.  香港小型賽車會有限公司  1,127,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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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總會  資助金額  ($) 
27.  香港劍道協會有限公司  1,438,787 
28.  中國香港合球總會有限公司  1,518,190 
29.  香港草地滾球總會  3,273,718 
30.  香港拯溺總會  5,416,013 
31.  中國香港攀山及攀登總會有限公司  4,042,329 
32.  香港泰拳理事有限公司  1,602,894 
33.  香港投球總會有限公司  1,869,674 
34.  香港定向總會有限公司  3,624,737 
35.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有限公司  3,371,999 
36.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7,366,532 
37.  香港欖球總會  5,551,070 
38.  香港帆船運動總會  1,645,503 
39.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7,607,450 
40.  香港射擊聯合總會  3,432,093 
41.  香港足毽總會有限公司  1,670,457 
42.  香港滑冰聯盟有限公司  1,674,543 
43.  香港壘球總會  2,688,918 
44.  香港聾人體育總會有限公司  1,770,755 
45.  香港智障人士體育協會  9,359,994 

46.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
協會  8,274,390 

47.  香港壁球總會  13,901,769 
48.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10,508,751 
49.  香港乒乓總會有限公司  16,350,871 
50.  香港跆拳道協會有限公司  2,887,992 
51.  香港網球總會有限公司  12,459,099 
52.  香港保齡球總會有限公司  2,937,474 
53.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有限公司  3,780,728 
54.  香港潛水總會有限公司  1,286,238 
55.  中國香港大專體育協會有限公司  1,157,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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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總會  資助金額  ($) 
56.  香港排球總會有限公司  11,862,516 
57.  香港滑水總會有限公司  1,169,600 
58.  香港舉重健力總會有限公司  1,383,332 
59.  香港滑浪風帆會  7,910,869 
60.  香港武術聯會有限公司  4,275,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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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2018/19 學年學校體育推廣計劃涵蓋的體育項目   
 
1.  射箭  26. 合球  
2.  田徑  27. 草地滾球  
3.  羽毛球  28. 拯溺  
4.  棒球  29. 攀山及攀登  
5.  籃球   • 運動攀登  
6.  桌球   • 山藝  
7.  健美  30. 泰拳  
8.  拳擊  31. 投球  
9.  獨木舟  32. 野外定向  
10.  板球  33. 滾軸運動  
11.  單車  34. 賽艇  
 • 單車   • 賽艇  
 • 小輪車   • RowKids 賽艇  
 • 場地單車  35. 欖球  
12.  體育舞蹈  36. 帆船  
13.  龍舟  37. 足毽  
14.  舞龍及舞獅  38. 壘球  
15.  劍擊  39. 壁球  
16.  足球  40. 乒乓球  
17.  門球  41. 跆拳道  
18.  高爾夫球  42. 網球  
19.  體操  43. 保齡球  
 • 健美體操、競技體操  44. 三項鐵人  
 • 藝術體操  45. 排球  
20.  手球   • 排球  
 • 手球   • 沙灘排球  
 • 沙灘手球  46. 舉重及健力   
21.  曲棍球  47. 滑浪風帆  
22.  柔道  48. 武術  
23.  空手道    
24.  小型賽車    
25.  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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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精英體育項目  
 

A*級體育項目  
   

1. 羽毛球    
2. 單車    
3. 乒乓球    
4. 滑浪風帆    
    
A 級體育項目  
   

1. 田徑  11. 壁球  
2. 桌球  12. 游泳  
3. 馬術  13. 網球  
4. 劍擊  14. 保齡球  
5. 體操  15. 三項鐵人  
6. 空手道  16. 武術  
7. 賽艇    
8. 七人欖球    
9. 帆船    
10. 溜冰    
    
B 級體育項目  
   

1. 橋牌  11. 滾軸運動  
2. 體育舞蹈  12. 足毽  
3. 龍舟  13. 跆拳道  
4. 高爾夫球    
5. 柔道    
6. 小型賽車    
7. 草地滾球    
8. 拯溺    
9. 攀山    
10. 野外定向    
    

 
  



 
17 

 

附件 D 
 

精英殘疾體育項目  
 

A 級殘疾體育項目  
   

1. 羽毛球（殘障）    
2. 硬地滾球（殘障）    
3. 乒乓球（殘障）    
4. 乒乓球（智障）    
5. 游泳（智障）    
6. 輪椅劍擊（殘障）    
    
B 級殘疾體育項目  
   

1. 草地滾球（殘障）    
2. 保齡球（殘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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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2018 年和 2019 年的「M」品牌活動  
 

2018 年的「M」品牌活動  
 

1. 渣打香港馬拉松 2018 
2. 環球帆船賽－香港賽事分站 2017-18 
3. 浪琴表香港馬術大師賽 2018 
4. 國泰航空／滙豐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 2018 
5. 中國人壽（海外）FIVB 世界女排聯賽 2018－香港  
6. 2018 建行 (亞洲 )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  
7. 保誠香港網球公開賽 2018 
8. 新世界維港泳 2018 
9. YONEX-SUNRISE2018 香港公開羽毛球錦標賽˙匯豐世

界羽聯世界巡迴賽超級 500 
10. 2018 光大新鴻基香港壁球公開賽  
11. Honma 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 2018 
12. 2018 金銀業貿易場˙萬鑾國際世界男子保齡球錦標賽  
 
2019 年的「M」品牌活動  
 
1. 2018/2019 香港世界盃場地單車賽  
2. 渣打香港馬拉松 2019 
3. 浪琴表香港馬術大師賽 2019 
4. 國泰航空／滙豐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 2019 
5. FIVB 世界女排聯賽香港 2019 
6. 菁英航運 2019 國際乒聯世界巡迴賽－恒生香港公開賽  
7. 2019 建行 (亞洲 )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  
8. 傑志對曼城足球表演賽－賽馬會傑志中心盃（待定）  
9. 保誠香港網球公開賽 2019（待定）  
10. 新世界維港泳 2019（待定）  
11. 2019 世界海岸賽艇錦標賽（待定）  
12. YONEX-SUNRISE 2019 香港公開羽毛球錦標賽˙匯豐

世界羽聯世界巡迴賽超級 500（待定）  
13. 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 2019（待定）  
14. 2019/2020 世界盃場地單車賽（待定）  
15. 2019 光大新鴻基香港壁球公開賽（待定）   



19 

附件 F 

體育及康樂設施五年計劃（五年計劃）

26 個在五年計劃下展開的項目  

已獲立法會批准撥款的項目  

1. 啟德大道公園

2. 改善觀塘海濱道公園及其鄰近範圍

3. 新蒲崗四美街休憩用地 (第一期 )
4. 大埔第 6 區休憩用地

5. 北區第 47 及 48 區休憩用地

6. 改建黃大仙摩士公園游泳池，以提供暖水泳池

7. 重建元朗大球場 [施工前期工序 ]
8. 啟德車站廣場

9. 天水圍第 107 區游泳池場館及休憩用地

10. 香港兒童醫院旁的海濱長廊

規劃中項目  

11. 擴建九龍城區海心公園

12. 改善觀塘臨華街遊樂場及其鄰近範圍

13. 改建南區包玉剛游泳池，以提供暖水泳池

14. 大角咀海輝道休憩用地

15. 紅磡海濱休憩用地

16. 屯門第 6 區休憩用地

17. 重建九龍仔游泳池，以提供暖水泳池

18. 屯門第 16 區運動場及休憩用地

19. 葵涌公園

20. 大角咀海帆道休憩用地

21. 屯門第 27 區休憩用地

22. 將軍澳第 66 及 68 區市鎮公園

23. 重建元朗東頭工業區遊樂場

24. 馬鞍山第 103 區體育館

25. 大埔第 33 區足球暨欖球場

26. 屯門第 17 區休憩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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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個展開技術可行性研究的項目  
 
1. 大埔第 31 區下坑村遊樂場  
2. 改善荃灣海濱公園及荃灣公園  
3. 中西區東邊街北的海濱長廊  
4. 重建香港仔運動場  
5. 重建香港大球場  
6. 愛秩序灣體育館及休憩用地  
7. 西貢體育館及市鎮廣場  
8. 錦田八鄉體育館  
9. 荔枝角體育館  
10. 大埔第 6 區體育館  
11. 元朗第 12 區體育館  
12. 東涌第 39 區體育館  
13. 白石體育園  
14. 宋皇臺公園  
15. 將軍澳第 77 區水上活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