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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二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全港社區體質調查」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全港社區體質調查」的推展模

式及進展。

背景

2. 健康生活模式 (包括適量及定期運動 )可有效提高體質，

而良好的體質有助市民發揮潛能和提升生活質素。政府於 2005-

06 年及 2011-12 年，在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轄下社區體質測試計

劃諮詢委員會的督導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分別進行

了兩次的全港性「社區體質測試計劃」，並分析所收集的市民

體能狀況數據 (特別是個人體能及體質等的相關度 )。其中於

2011-12 年的測試報告顯示大部分市民的體能活動不足夠，而男

性的體質測試表現仍普遍比女性為佳；報告亦就不同年齡適合

參與的運動項目作出了建議。

3. 為了解市民的最新體質狀況及訂立基準數據，民政事務

局於 2018 年提出再次進行全港體質調查，計劃透過定期標準化

的全港體適能檢測，協助訂定體育普及化的措施。有關建議被

納入《行政長官 2018 年施政報告》後，全港體質調查的籌備工

作於 2019 年展開，而體質調查數據的收集及相關工作將於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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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至 2022 年 1 月期間進行，是次調查希望達到下列目標：  

 
(a) 讓參與計劃的市民了解自己大致的體質狀況；  

(b) 繼續建立香港市民體質數據資料庫，將數據與 2011-12

年收集所得的數據作比較，從而掌握香港市民在過去

十年在體質上的變化狀況；  

(c) 找出香港市民的運動模式與體質的關係；及  

(d) 確定須優先改善的範疇，以提升市民的整體體質。  

 

全港體質調查  

 

4. 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於 2019 年 10 月的會議上通過成立

諮詢委員會 (諮委會 )，為體質調查的籌備、推行細節、宣傳推

廣策略、社區參與，以及監督受聘的專業承辦機構在收集數據

及提交報告等各方面提供意見。諮委會於 2019 年 11 月正式成

立，成員包括 2 名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的代表（分別出任諮委

會的召集人及副召集人）、3 名相關範疇的專業機構代表（包括

香港運動醫學及科學研究中心、香港賽馬會運動醫學及健康科

學中心和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以及衞生署、教育局、民政

事務局和康文署的政府代表。為了更廣泛吸納學術界人士就推

行有關體質調查的意見，諮委會於第二次及第三次會議邀請了

多位學術界專業人士出席以提供意見。學者與委員在會議上曾

就調查方法作出深入探討及提出意見，諮委會及後亦按序落實

研究方案及擬定招標項目、推展策略及宣傳計劃等工作範疇。

康文署在諮委會的督導下，繼續負責有關推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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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模式  

 

5. 諮委會參考過去兩次的體測計劃的經驗及現時的社會情

況，決定調查中的兩部份 (即問卷調查及體能測試部份 )應安排

同時進行。是次調查會以公司 /機構作為邀請參與單位，隨機抽

取 8 500 名年齡介乎 7 至 79 歲的香港居民，收集相關數據以進

行分析。調查以政府統計處於 2017 年 9 月 8 日發布的「2020 年

按年齡劃分的推算年中人口」的資料，在剔除 0 至 6 歲嬰幼兒

及 80 歲或以上人口後，以比例配置法，按本港人口比例計算在

調查中各年齡群組所需要的抽樣數目。有關抽樣的範圍如下 - 

 

(a) 7 至 16 歲：由教育局的「香港學生體適能調查」剛收集

所得的數據提供。  

(b) 17 至 79 歲 : 

(i) 在職人士：利用由統計處提供的經濟群組框架，以

抽樣方式接觸相關公司以進行邀請及調查；  

(ii) 非在職人士 (包括大學生、料理家務者、退休人士

及失業或待業人士 )：透過大學或社會福利署及香

港社會服務聯會轄下機構，進行抽樣邀請及調查。  

 

6. 由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疫情發展，整體籌備工作受到不

同程度影響。康文署根據諮委會建議的推展模式及工作類別展

開公開招標程序，並已在 2021 年 3 月委聘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香港體適能總會及龍行公司分別為顧問、數據收集和資訊科技

及支援等範疇提供服務。各相關承辦機構已按工作時間表於

2021 年 5 月順利舉行了四場的試驗測試，由香港中文大學、嶺

南大學及香港伸展運動學會邀約 80 名不同年齡的會員，參加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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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體育館及康文署荃灣體育館舉行的測試，試

驗項目包括網上登記系統、問卷調查內容，體質測試項目及測

試流程等。相關承辦機構於 6 月已就有關試驗測試完成報告，

並在檢視後改善測試流程及相關體檢項目 (見附件一 )，為全面

於 2021 年 7 月至 2022 年 1 月期間舉行的數據收集工作作好準

備。整理及分析收集所得的體質調查數據，預計於 2022 年上

半年內進行及完成，工作時間表撮要載於附件二。  

 
 
宣傳策略  
 
7. 為讓目標調查對象更深入了解調查的推行細節，並呼籲

及鼓勵有關公司和機構積極參與，我們會推行以下的一系列宣

傳活動：  

(a) 6 月 30 日於荃灣體育館舉行了開展及約章簽署儀式，為

本調查正式拉開序幕。民政事務局局長、社區體育委員

會主席與不同界別的代表共同簽署約章，支持體質調查

的開展，支持約章的機構名單載於附件三。在開展禮上

亦介紹了體質調查計劃的內容及體質測試的項目 ; 

(b) 於 2021 年 7 月推出體質調查計劃的專題網頁，獲邀請參

加體質調查的人士可透過專題網頁進行登記測試。網頁

內容亦包括調查的詳情、體質測試內容介紹、運動健康

的參考資料等，讓參與的公司 /機構及市民適時獲得最新

調查相關的資訊。  

(c) 向受邀請的公司 /機構派發資料訊息套裝，包括介紹測試

的宣傳光碟、海報、單張及已簽署約章副本等。已印製

的海報及小冊子亦會於參與的公司 /機構 /專上學院張貼

及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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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宣傳短片會安排於康文署場地及專題網頁內播放，期望

獲邀請的市民積極參與。  

 

體質調查結果   

 

8. 體質調查結果報告預計在 2022 年第四季完成，並會透過

以下渠道向市民公布 - 

 

(a) 舉行記者招待會及發放新聞稿 ;  

(b) 編印調查計劃報告及摘要單張 ; 

(c) 上載調查計劃報告至專題網頁 ; 及  

(d) 在報章刊登特約專輯介紹調查計劃結果。  

 

徵詢意見  

 

9. 請委員察悉本文內容，並歡迎就「全港社區體質調查」

的內容及推展發表意見。  

 

 

民政事務局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二零二一年七月  

 



附件一  

 

「全港社區體質調查」  

調查詳細內容  

 

對象  

 

調查對象為 8 500名年齡介乎 7至 79歲的香港市民，依年齡

分成 6 個組別  (7-11 歲、12-16 歲、17-19 歲、20-39 歲、40-59

歲及 60-79歲 )，並根據統計處的人口推算資料，在剔除 0至

6歲及 80歲或以上人口後，按本港人口比例以比例配置法計

算在調查中各年齡群組所需要的抽樣數目。  

 

抽樣方法  

 

根據統計處提供的經濟群組框架，以及社福機構的資料分別

為在職及非在職人士，按比例以隨機抽樣方式邀請各類型公

司 /機構參與。獲邀公司 /機構的員工 /會員可經所屬公司 /機構

自行於網上預約系統進行登記和預約以參與調查；或可選擇

在獲邀公司 /機構提供的適當地點進行調查。調查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為填寫問卷，第二部分為進行體適能測試。基於不

同年齡組別的體質及特性，不同年齡群組的參與者將會進行

不同的體質測試項目。  

 

17–59 歲年齡群組參加者進行的體質測試項目  

 

項目  測試項目  

1.  靜態血壓 /心率  

2.  身高  

3.  體重  

4.  生物電子抗阻分析  

5.  腰圍  

6.  三分鐘台階測試   (運動後即時心率 ) 

7.  坐前伸  



8.  手握力  

9.  一分鐘仰臥起坐  

10.  平板支撐  

11.  縱跳  

12.  單腳站立 (閉眼 ) 

 

60–79 歲年齡群組參加者進行的體質測試項目  

 

項目  測試項目  

1.  靜態血壓 /心率  

2.  身高  

3.  體重  

4.  生物電子抗阻分析  

5.  腰圍  

6.  兩分鐘踏步測試  

7.  椅上坐前伸  

8.  抓背  

9.  手握力  

10.  肱二頭肌屈舉  

11.  坐椅站立  

12.  八英尺繞物  

13.  單腳站立 (開眼 ) 

 

體質測試項目的執行方式   

靜態血壓 /心率  

受試者需除去身上大件的衣物，坐著把手臂微曲放於桌上，測

試員會使用手臂式電子血壓計量度靜態血壓及心率。  

身高  

測試員會使用度高尺為受試者量度身高。受試者需除鞋及除去

身上大件衣物，只穿襪子踏上度高尺進行量度。  



體重及生物電子抗阻分析   

測試員會先在生物電子抗阻分析儀內輸入受試者的身高及年

齡。受試者需除去鞋、襪及身上大件的衣物，踏上分析儀四點

感應器，同時雙手握起手把，保持身體平穩。等待顯示屏上顯

示的數值穩定後，測試員會列印量度紀錄。  

(如受試者體內裝有電子儀器或鋼鐵裝置，不宜進行這項測量。) 

腰圍  

受試者除去身上大件的衣物，捲起腰間衣服，自然站立，兩肩

放鬆，雙手垂下在身旁，測試員會量度受試者的腰圍。  

(男測試員只會為男受試者進行度量，女測試員只會為女受試者

進行度量 ) 

三分鐘台階測試   

受試者會在食指上帶上血含氧儀跟著節拍重複上落踏板三分

鐘。完成後，測試員會立刻記錄從血含氧儀取得的運動後即時

心率，以及於  5 秒內用人手開始量度連續 1 分鐘的運動後復

回脈搏。  

兩分鐘踏步測試   

受試者進行熱身運動後面向牆站立。當聽到測試員發令「開始」

後，受試者左右腳輪流提膝至牆上標記的高度，每次左右膝達

到標記高度算一次，任何一膝未達標記高度，該次則不計算。

重複以上動作兩分鐘，測試員會記錄提膝踏步的次數。  

 

坐前伸   

受試者脫去鞋子，直膝坐在墊上，腳掌貼在坐地前伸木箱底

板，雙足距離約為肩膊闊度，然後雙手伸直前伸，雙手拇指可

互扣，而手掌放於箱面上，以指尖慢慢地向前移動，移至最遠

的位置維持 1 秒。整個動作要流暢，不能有任何抽動或躍動動

作。重覆以上測試三次，測試員會記錄最佳成績。  

椅上坐前伸  

受試者坐在椅子邊沿，一腳屈曲腳踩地，足跟放在地上，足踝



成九十度屈曲。另一腳向前伸直。伸直雙手，手掌重疊，配合

呼氣緩緩彎腰向前，中指盡可能延伸至觸及腳尖，於最遠延伸

位置停留兩秒。重複以上測試兩次，測試員會記錄最佳成績。 

抓背  

受試者提起一手向下搔背，另一手從腰間向上搔背。兩手在背

後時，手指盡量靠近相觸。測試員會量度兩手中指之間的距

離。重複以上測試兩次，測試員會記錄最佳成績。  

手握力  

受試者站立並調較手握位置。單手持握力計，垂下於大腿旁，

顯示屏幕面向外。在無其他身體及手部動作下，直臂盡全力緊

握手柄  2 秒。左、右手輪流交替測試三次，每次之間可休息  30 

秒。測試員會記錄每次成績，左右手各取最佳成績，然後相加。 

肱二頭肌屈舉  

受試者靠慣用手一邊坐在椅上，以慣用手持啞鈴，手臂垂直於

地面，手心向內側。聽到測試員發令「開始」後，開始屈臂提

起啞鈴，並同時旋轉前臂至手心向上，恢復至垂直位置，在 30

秒內重複最多次屈臂。  

一分鐘仰臥起坐   

受試者曲膝在墊上仰臥，測試員會緊按受試者腳掌並固定在地

上，使膝部屈曲成 90 至 120 度。受試者雙臂在胸前交疊，手

掌放在雙肩上，下頷貼於胸前。聽到測試員發令「開始」後，

受試者上身離地向前捲曲，至手肘觸及大腿後，再回復原來躺

臥姿態，背部再次觸及軟墊，受試者要在一分鐘內不停重複以

上動作。  

平板支撐   

受試者身體俯臥，保持雙腳合攏，與頭及頸部成一直線向地下

望。聽到測試員發令「開始」後進行平板支撐。進行時手肘關

節需放在肩關節的正下方，令手臂肌肉不會過分用力。當頭、

頸和腳部不能成直線，測試便會終止。測試員會記錄維持動作

的時間。  



坐椅站立   

受試者坐在椅子中央，雙手交叉胸前，腳平踏地上。當聽到測

試員發令「開始」後，便在不用手輔助下站起至完全直立，然

後再坐下。在 30 秒內重複最多次以上動作。  

縱跳   

受試者雙腳踏在地上，雙足自然分開，呈直立姿勢。一手向上

伸直，並緊貼在垂直跳量尺上，測試員記錄手指尖在量尺上的

位置。然後，受試者屈膝蹲腿，雙臂盡力後擺，向前上方快速

擺臂，雙腿同時發力，盡力地垂直向上跳起。在垂直跳量尺上，

用手拍在能力所及的最高位置。重複跳起動作兩次。  

八英尺繞物   

雪糕桶放置於椅子正面 8 尺處。受試者坐在椅上，背直，手放

大腿上，雙腳平放地面。當聽到測試員發令「開始」後，立刻

站起繞雪糕筒走，然後坐回原位。重複以上測試兩次，測試員

會記錄最佳成績。  

單腳站立 (閉眼 )  

受試者閉眼，雙手垂直於身旁。一隻腳向上提，另一隻腳保持

單腳站立。受試者閉上眼後，測試員會立即按秒錶計時。當受

試者的支撑腳移動或抬起的腳着地時，測試便會終止。重複以

上測試兩次，測試員會記錄最佳成績。  

單腳站立 (開眼 )  

受試者開眼，雙手垂直於身旁，手掌放在雙肩上。一隻腳向上

提，另一隻腳保持單腳站立。此時，測試員會立即按秒錶計時。

當受試者的支撑腳移動或抬起的腳着地時，測試便會終止。重

覆以上測試兩次，測試員會記錄最佳成績。  

 



附件二  

「全港社區體質調查」  

推展時間表  

 

日期  工作內容  備註  

2019年 10月  成立諮詢委員會 (諮委會 )  

2019年 11月  

至 2020年 4月  

諮委會訂定體質調查的具

體目標，及落實測試指標、

項目、對象、抽樣方法及計

劃運作等工作細節。  

 

2020年 4月  

至 12月  

諮委會訂定調查內容及細

節，公開招標委聘專業機構

推行相關範疇，包括顧問服

務、數據收集服務，以及資

訊科技支援服務等。  

中文大學於 2020年

11 月開始提供顧問

服務。  

2021年 1月  

至 4月  

獲委聘的承辦商就根據諮

委會訂定的調查內容及細

節，已設計及制訂其範疇的

內容及細節，並經諮委會審

核及通過後展開其相關跟

進工作。  

資訊科技及支援服

務合約亦已於 2021

年 2 月由龍行公司

承辦。  

體質調查的數據收

集 服 務 合 約 已 於

2021 年 3 月由體適

能總會承辦，   

2021年 5月  系統測試及工作人員訓練  

進行前導測試  

整理及分析測試數據及檢

討運作安排  

 

2021年 6月  舉行開展及約章簽署儀式   

2021年 7月  

至 2022年 1月  

展開體質調查數據收集及

相關工作  

 

2022年 2月  

至 7月  

整理及分析體質調查數據   

2022年 8月  編寫調查報告   

2022年 9月  諮委會審批調查結果及報

告  

 

2022年 10月  公佈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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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全港社區體質調查」  

支持約章的機構名單  
（排名不分先後）  

 

 

行業  機構名稱  

製造業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建造業  
建造業議會  

香港建造商會  

進口、批發及零售業  香港中華總商會  

公共行政、教育、  

人類醫療保健及社工活動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香港護士協會  

香港醫學會  

運輸、倉庫、郵政及  

速遞服務業  
香港貨運物流業協會  

住宿及膳食服務業  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  

金融及保險業  香港銀行公會  

地產、專業及商用服務業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雜項社會及個人服務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其他  
香港工會聯合會  

香港政府華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