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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發展社區體育活動的規劃策略  
 

 
目的  
 
 本文件載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發展社區體育活動的規劃策
略。  
 
 
康文署社區體育活動的目標  
 
2. 由於新體育行政架構的成立及體育委員會快將成立，康文署除為市民

提供多元化的康體活動以推廣普及體育外，亦會負起撥款的責任，為體育

總會提供一站式的資助服務。與此同時，康文署亦會加強協助社區推廣和

發展體育運動。康文署社區體育活動的規劃目標如下：  
 
推廣體育運動  
 

i .  為香港市民的生活增添姿采；  
i i .  在社會培育熱愛體育的文化；  
i ii .  讓市民認識勤做運動的效益；  
iv.  為市民提供更多參與體育活動的機會；  
v.  提高本港體育運動的水平；  
vi.  加強社會的凝聚力；  

 
發展體育運動  
 

vii.  提高學生體育活動的質素；以及  
viii .  加強對體育總會的支援，協助其在香港發展體育運動。  

 
 
康文署活動的規劃策略  
 
3.  康文署會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康體服務，以達致推廣和發展體育運動

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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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體育運動  
 
社區康體活動  
 
4. 為培育熱愛體育的文化、讓市民認識勤做運動的效益，以及方便市民

參加康體活動，康文署透過轄下的地區辦事處舉辦多元化的社區康體活

動，例如體育訓練課程、健體計劃及初級程度的體育比賽，藉以推廣普及

體育。在 2004/05 年度，康文署會舉辦約 28 000 項康體活動，供 165 萬人 (包
括殘疾人士和長者 )參加，預算費用約為 8,000 萬元。為加強社會的凝聚力，
部分活動會與個別地區的地區體育會合辦。  
 
5.  康文署亦會與其他政府部門和機構建立伙伴關係，合力推行運動計

劃，以加強推廣社區活動和收到更大成效。康文署與衛生署合辦的「普及

健體計劃」即為一例。這項計劃旨在向各階層的市民傳遞「普及健體」的

信息，鼓勵他們勤做運動。在這項計劃之下會舉辦一連串包括健體訓練、

遠足及健行計劃等多種活動，以滿足社會不同階層人士的需要。透過舉辦

各項社區康體活動，預計會有更多市民定期參與體育活動。  
 
社區體育會計劃  
 
6.  為鼓勵市民持續參與運動，在社區發展體育和提升運動水平，康文署

與體育總會攜手合辦社區體育會計劃。社區體育會是以公眾體育場地為主

要基地並附屬於各體育總會的體育會，當中大部分均擁有 50 至 100 名會
員。這些體育會為推動社區體育發展提供穩固的基礎及所需凝聚力，同時

也是培育義工、教練、運動員和其他運動專業人員的地方。因此，我們有

充分理由支持在香港成立一個廣大的社區體育會網絡。康文署的策略，是

協助體育總會在各區成立更多的社區體育會。社區體育會可獲得資助，為

青少年舉辦中級程度體育訓練。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止，已有 176 個附
屬於 25 個體育總會之下的社區體育會參加這項計劃。在 2003/04 年度，約
有 660 項體育活動獲得資助，參加人數超過 16 000 人。  
 
7.  發展社區體育會必須注意的是，這類體育會不應只求迎合希望參賽或

追求卓越水準的人士。相反，這類社區體育會的價值，在於能夠吸引不同

年齡和技術水平的市民參與，包括有志參加邀請賽和比賽、純為興趣而參

與體育運動、或喜歡在輕鬆友善的氣氛下做運動的人士。正如其他國家的

情況一樣，社區體育會可讓會員定期進行社交活動，培養區內居民對體育

的興趣，從而有助建立全民熱愛體育運動的文化。  
 
8.  為加強社區體育會舉辦社區體育活動的能力，以及鼓勵市民參與體育

義務工作，康文署與義務工作發展局合辦一系列管理發展課程，供體育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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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和社區體育會會員參加，以提升他們的管理能力。  
 
9.  在推行此一策略後，我們的目標是希望社區體育會的數目於 2006/07
年度增至約 300 個。我們並預計同期獲資助活動的數目由每年 660 項增至
1 000 項，而參加的會員人數則由 18 500 名增至約 30 000 名。在 2004/05
年度，康文署會動用 500 萬元推行社區體育會計劃。  
 
為市民舉辦體育比賽  
 
10.  為吸引市民積極參與運動，以及滿足不同年齡組別人士的需要，康文
署舉辦先進運動會和分齡體育比賽，分別供 35 歲或以上人士和一般市民參
加。分齡體育比賽按參加者的年齡分為青少年組、成人組和先進組。上述

兩項活動的主要目的，是讓參加者有機會與年齡相若的人士作賽，以引發

和維持他們對體育的興趣。  
 
11.  在 2003/04 年度，先進運動會和分齡體育比賽分別吸引了約 2 200 和
16 500 名參加者。先進運動會設有羽毛球、乒乓球、網球、太極和草地滾
球項目；而分齡體育比賽則只有羽毛球、乒乓球和網球項目。康文署會在

2004/05 年度繼續舉辦這兩項活動，預算費用為 260 萬元。  
 
工商機構運動會  
 
12.  為了讓在職人士有更多機會參與運動，以及增加他們對所屬機構的歸
屬感，康文署特舉辦工商機構運動會，並設有九個比賽項目 (即羽毛球、籃
球、長跑、田徑、桌球、乒乓球、排球、七人小型足球和十一人足球 )。在
2003/04 年度，工商機構運動會吸引了來自 210 間公司的 9 000 名員工參加。
鑑於工商界對這項活動反應熱烈，康文署已預留約 100 萬元作舉辦 2004/05
年度工商機構運動會之用，藉以維持在職人士對體育運動的興趣。  
 
地區體育隊  
 
13.  為引起市民對體育活動的興趣和加強全港 18 區居民對當區的歸屬
感，康文署在 2000 年起，推行地區體育隊訓練計劃，包括乒乓球、羽毛球、
籃球及足球這四項運動；同時亦為訓練計劃的參加者籌辦各類訓練和比

賽。在 2003/04 年度，已為約 4 000 名參加者籌劃了超過 400 項活動。在考
慮到社區建設的長遠效益後，康文署預留了 150 萬元供在 2004/05 年度舉辦
本計劃，並與全港 18 區的區議會合辦區際體育比賽。透過本計劃，預期將
可為更多熱衷體育活動的人士提供培訓，亦可發掘更多具潛質的運動員，

轉介他們往有關的體育總會接受進一步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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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體育運動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14.  為改善學生體育活動的質素和鼓勵他們持續參與體育活動，康文署與
30 個體育總會攜手合辦學校體育推廣計劃。為了迎合各學校的需要，該計
劃透過下述五項附屬計劃提供專為學生而設的活動：  
 

(a) 運動教育計劃  
 這項計劃可讓學生接觸新的體育項目和學習與運動有關的營養和

安全等課題；並為學校舉辦與體育有關的講座、座談會、展覽及

參觀大型體育設施等活動。  
 

(b) 簡易運動計劃  
 向小學學生介紹各種簡易的運動，幫助他們掌握基本技巧和培養

他們對各類運動的興趣。  
 
(c) 運動領袖計劃  
 邀請學校提名高中學生參與有關籌辦體育活動、技巧指導及裁判

工作的訓練課程；並為受訓者提供機會，讓他們義務協助學校推

行體育活動。  
 

(d) 外展教練計劃  
 這項計劃向學生介紹有系統的體育訓練，以提高學生對體育的興

趣，並鼓勵他們持續參與體育活動。體育總會會派出教練到學校

為校方培訓校隊。  
 
(e) 聯校專項訓練計劃  
 這項計劃旨在選拔有潛質的運動員，為其提供密集培訓，再轉介

至有關體育總會接受進一步訓練。  
 
 

15.  在 2003/04 年度，學校體育推廣計劃將會為來自 900 間學校約 36 萬名
學生舉辦逾 5 000 項活動。為應付學生的需要和令更多學校受惠，康文署會
在 2004/05 年度會推出更多新猷，舉辦更多的學校體育推廣活動，以擴大計
劃的服務範圍。我們特定的目標是：在 2006/07 年度，受惠學校的數目由目
前的 900 間增至 1 100間；受惠學生增至 55 萬名；而每年的活動則增至 9 000
個。為推行學校體育推廣計劃，康文署已為 2004/05 年度預留 1 300 萬元撥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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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苗體育培訓計劃  
 
16.  為選拔體育人才，康文署與體育總會合辦青苗體育培訓計劃，項目包
括乒乓球、足球、羽毛球、游泳和籃球。計劃的內容包括甄選日、訓練班、

訓練營、比賽、獎勵計劃、交流示範日及體育明星示範表演。在 2003/04
年度，將會舉辦約 750 項活動，供 2 萬名青少年參加。這項計劃自 1998 年
開始以來，已有 825 名有潛質的青年運動員獲轉介至有關體育總會，接受
進一步的培訓。在 2004/05 年度，康文署會擴大這項計劃，增加更多體育項
目，目標是到 2006/07 年度時，體育項目由現時的 5 個增至 25 個；而同期
每年舉辦的活動則增至 2 250 個；參加者則由現時的 2 萬人增至 7 萬人。我
們相信這項計劃有助發掘更多體育人才。為推行青苗體育培訓計劃，康文

署已為 2004/05 年度預留 480 萬元撥款。  
 
 
對人手的影響  
 
17.  一直以來，康文署都是透過地區辦事處和總部的體育活動組提供社區
康樂及體育活動。由於財政緊絀，康文署難以取得更多人力資源強化體育

活動組的人手。為能積極協助社區體育的發展和應付前段所述各項工作所

帶來的工作量，康文署會重新安排工作的次序，再行調配地區和其他康樂

活動的人力資源，以加強總部體育活動組的人手，以確保部門能提供足夠

支援，推動香港社區體育的發展。  
 
 
對財政的影響  
 
18.  在 2004/05 年度，康文署已預留約 1 億元，供推行各項社區康樂及體
育活動。  
 
 
諮詢意見  
 
19.  請各委員就本文件內有關康文署舉辦社區體育活動的規劃策略給予意
見。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04 年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