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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關注香港各項事務，除了對經濟、環境等方面提出意見

外，同時支持香港的體育發展。自 2010 年開始至今，本中心經常於報紙公開撰

文，並接受傳媒訪問，針對香港各項體育事務發展發表意見，在發表意見的同時提

出相關建議及發展策略，議題包括興建啟德體育城、舉辦大型體育盛事、香港本地

足球發展及精英運動員發展政策等。撰文及訪問報導的內容分別如下： 

 

 興建啟德體育城 

 香港舉辦大型體育盛事 

 香港本地足球發展 

 精英運動員發展政策 

 

各項內容詳細如下： 

 

1. 興建啟德體育城 

本中心關注啟德體育城的發展，並於本年 10 月多次於報紙撰文提出其選址的重

要性及社會出現爭議問題的解決方式等，向政府爭取盡快落實一個大型體育場

館，以供香港運動員以至市民得以享用，最終，政府相關官員於 10 月底再一次

確認會興建啟德體育的大型體育館及其他多用途體育設施，本中心的訴求得到
政府正面回應。以下為本中心對此議題的建議及文章、訪問報導刊登的資料： 

 

建議重點 

 選址對大型體育場館很重要，因為場館位置直接影響其用途及使用率。 

 發展體育與提供更多住房不但不是互相排斥，而且應是相輔相成。例如

增加啟德發展居住區的地積比率，容許住宅樓宇有更高高度，甚至探討

優化建築設計，善用綠化地段融合體育城內等以提供更多居住空間。 

 要有利香港體育發展，香港應興建更多體育場館，而啟德體育城中的體

育場館將可以立即應付香港市民對體育設施的需求。 

 體育發展是香港社會長遠發展的重要部分。 

 

文章及訪問報導 

 

標題 報章 刊登版面位置 日期 

啟德規劃宜平衡  

單一發展易失衡 

成報 B08，海納百川，持評續論 26/10/2012 

啟德為大型體育場館最

佳選址 

星島日報 A14，每日雜誌，來論 24/10/2012 

增建運動場館體育發展

極為重要 

星島日報 A17，每日雜誌，來論 17/10/2012 

政府政策宜平衡各方面

的發展 

星島日報 A16，每日雜誌，來論 06/10/2012 

政府主流意見踢走啟德

體育城 (訪問報導) 

星島日報 A2，要聞 18/10/2012 

《優化啟德發展隨筆》 星島日報 A18，每日雜誌 27/08/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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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舉辦大型體育盛事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除了要在四大支柱產業上繼續發展外，文化藝術及體育

康樂的發展同樣重要。舉辦國際大型體育盛事能使香港發展更多元化，改善市

民大眾及外國社會對香港為金錢主導，只着重經濟金融發展的觀感。但香港若

要舉辦國際大型體育盛事，卻還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以下為本中心對此議題

的建議重點及文章、訪問報導刊登的資料： 

 

建議重點 

 香港必須於 10 年內建更多硬件設施，以應付場地，運動醫療，運輸系

統。 

 香港當前應當舉辦或協辦個別項目的國際賽事，或以聯合舉辦大型綜合

運動會為目標，以證明香港政府對發展體育的決心。 

 可將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翻新成國際級游泳館，以舉辦大型游泳比賽，

在比賽後亦方便市民使用。 

 建立體育發展基金有助培訓運動員，讓香港與國際接軌。 

 在舉辦大型體育盛事期間，可以將新聞中心設於灣仔會議展覽中心其中

一個展館。 

 在舉辦大型體育盛事期間，建議發展商興建選手村單位，港府只要在招

標時增加條款細則，規定中標的發展商於體育盛事結束後，把選手村單

位出售予特定類別的人士，如有意置某但入息上限剛剛超出申請居屋的

人士，使選手村變成上車盤。 

 亦可於選手村招標條款內規定以租賃形式推出以年輕人為對象的租住房

屋計劃，向他們提供低於市值租金的租賃單位。 

 

文章、訪問報導 

 

標題 報章 刊登版面位置 日期 

從大運會看香港體育發展 星島日報 A16，每日雜誌，來論 20/08/2011 

廣州亞運點滴的啟示 成報 A11，成中講台 03/12/2010 

延長申亞諮詢 助港正面發展 成報 A11，成中講台 04/10/2010 

數據上支持申辦亞運 成報 A11，成中講台 30/09/2010 

香港申辦亞運知多啲 成報 A12，成中講台   27/09/2010 

重塑港形象申亞實為不二之選 星島日報 A15，港聞   26/09/2010 

主辦亞運帶來的效益  星島日報 A17，周日來論  02/05/2010 

港宜爭辦 2023 亞運  星島日報 A18，每日雜誌，來論   14/04/2010 

亞運會，香港準備好（下）  成報 A11，成中講台 09/02/2010 

亞運會，香港準備好（上） 成報 A10，成中講台 04/02/2010 

陳育德與民論申亞  

稱有助爭體育資源 (訪問報導) 

文匯報 A12，香港新聞  

 

26/10/2010 

 

其他工作 

本中心執行總監朱兆麟曾於 2010 年 10 月及 11 月協助民政事務局就香港申辦亞

運會舉辦地區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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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足球發展 

香港足球曾處於亞洲領導地位，但近年的發展已大不如七、八十年代般輝煌，

甚至每況愈下，以至流失了大量球迷。然而，在 09 年東亞運動會中，香港隊勇

奪冠軍，讓足球再次成為城中熱話。如要使香港足球得以再持續發展，延續以

往的輝煌，帶動香港的體育風氣，政府必須制定政策，以振興香港足球發展。

以下為本中心對此議題的建議重點及文章、訪問報導刊登的資料： 

 

建議重點 

 政府可考慮選用第四代人造草地球場，以提升香港足球場的規格。 

 政府可參考學校村的做法，讓三至四個球會共同管有一個足球場，不但

能提高設施的使用率亦可以促進球隊間的交流。 

 香港可以組織一支代表隊參加中超球賽，透過參與大型聯賽以提升球員

間的技術及默契，為國際足球賽事作好準備。 

 政府可以贊助私人機構推廣足球活動，專注發展青少年足球展項目，藉

以推動足球在青少年層面普及化，令更多有潛質的青少年能接受訓練。 

 政府應引入專業教練及教練課程以提高本地足球教練質素。 

 政府可撥出資金作為足球發展基金，交由獨立顧問管理，用以投資香港

市場。利息可作為運動員在比賽中的奬金，亦可用作培訓之用。 

 政府可鼓勵兩間免費電視台開設運動頻道，主要播放各場本地足球賽

事。 

 商業化可以達致雙贏。對球會而言，商業化其中一個好處是得到贊助商

的資助。有了更多的資源，球會便能集中於爭取成績。 

 除硬件外，發展軟件配套如球隊中的醫療隊伍亦同樣重要。 

 

文章及訪問報導 

 

標題 報章 版刊登面位置 日期 

香港足球 ———  

有青訓才有發展  

成報 A09，成中講台   06/04/2010 

發展足球  

硬件軟件需要配合 

成報 A13，成中講台 31/03/2010 

振興香港足球建議

（下）  

成報 A11，成中講台   18/03/2010 

振興香港足球建議

（上） 

成報 A08，成中講台 17/03/2010 

碧咸傷腳軟硬件配合

恰當 

星島日報 A14，每日雜誌，來論  04/02/2010 

團體促有線開放世盃

播映權 (訪問報導) 

頭條日報 P20，港聞  

 

22/0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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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精英運動員發展政策 

2011 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政府預留了 70 億元放在有利香港體育發展的精英運動

員發展基金。有了充裕的金錢用以購入設施及器材，同時招攬更多世界級的教

練，將有助香港精英運動員更全面發展，為衝向世界作準備。以下為本中心對

此議題的建議重點及文章刊登的資料： 

 

建議重點 

 香港精英體育的發展方向應有三個：人才培訓、配套設施、整體政策。 

 香港需要擴展現有的精英運動項目，讓更多有潛質的運動員得到發展。 

 政府可以成立體育運動基金，邀請獨立顧問作投資，投資所得的利益。

基金可用於場館翻新工程或興建，亦可用作奬金，奬勵在不同運動項目

表現出色的運動員。 

 政府宜應繼續推廣以往成功舉辦的大型國際賽事，如國際七人欖球賽，

在推動本地體育之餘，同時建立並深化此香港品牌體育盛事。 

 要鼓勵青年人參與成為職業運動員，推動香港的精英體育發展，政府需

要為精英運動員解決學習就業的問題。 

 要推動體育運動，必須要將體育普及化，並與香港的鄰近地區共同合作

發展。 

 

文章 

 

標題 報章 刊登版面位置 日期 

倫奧後的本地體壇發展 成報 D08，海納百川  21/08/2012 

倫敦奧運的啟示 （下） 星島日報 A14，每日雜誌，來論  27/07/2012 

倫敦奧運的啟示（上） 星島日報 A18，每日雜誌，來論  25/07/2012 

港隊奪牌的背後 星島日報 A14，每日雜誌，來論  08/07/2012 

精英運動員發展需軟硬

件並重 

星島日報 A14，港聞，周日來論   27/11/2011 

體藝文化在兩岸四地的

重要性 

成報 A14，成中講台 26/05/2011 

加入本地屬會元素  

開拓香港運動潛力 

成報 A10，成中講台  20/04/2011 

後財案時代香港運動員

得到的支援 

成報 A11，成中講台  03/04/2011 

70 億體育基金應如何使

用及監管 

成報 A14，成中講台 18/03/2011 

由申亞談到香港體育發

展基金 

成報 A11，成中講台 17/02/2011 

全城躍動  

支持八八全民運動  

成報 A15，成中講台 06/0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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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爭取興建啟德體育城 

 

本中心全力支持興建啟德體育城，以下為本中心的報章撰文及訪問報導。 

 

文章 

2011 年 08 月 27 日 星島日報 優化啟德發展隨筆 

 
 

2012 年 10 月 06 日 星島日報 政策宜平衡各方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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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0 月 17 日 星島日報 增建運動場館對體育發展極為重要 

 
 

 

2012 年 10 月 24 日 星島日報 啟德為大型體育場館最佳選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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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0 月 26 日 成報 啟德規劃宜平衡 單一發展易失衡 

 



 

 

9 
 

Develop in Unity and Sustain Prosperity 

訪問報導 

 

2012 年 10 月 18 日 星島日報 政府主流意見踢走啟德體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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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政府於 2012 年 10 月 26 日宣佈會落實興建啟德體育城，本中心的訴求受政府

正面回應。 

 

2012 年 10 月 26 日 無綫新聞 政府重申將會興建啟德體育城 

 
 

 

2012 年 10 月 27 日 成報 林鄭按原計劃建體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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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摘錄其他報章撰文 

 

文章 

 

2011 年 2 月 17 日 成報 由申亞談到香港體育發展基金 

 
 

2011 年 3 月 18 日 成報 70 億體育基金應如何使用及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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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4 月 20 日 成報 加入本地屬會元素開拓香港運動潛力 

 
 

2011 年 05 月 26 日 成報 體藝文化在兩岸四地的重要性 

 



 

 

13 
 

Develop in Unity and Sustain Prosperity 

2011 年 8 月 20 日 星島日報 從大運會看香港體育發展 

 
 

2011 年 11 月 27 日 星島日報 精英運動員發展需軟硬件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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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7 月 24 日 成報 倫敦奧運的啟示上 

 
 

 

2012 年 7 月 25 日 成報 倫敦奧運的啟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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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8 月 7 日 星島日報 港隊奪牌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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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報導 

 

2011 年 10 月 11 日 太陽報 熱血教練轉戰金融一樣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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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地址：香港灣仔港灣道 26 號華潤大廈 2608 室  

電話：(852) 3678 8817  傳真：(852) 3005 4326  電郵：info@hksd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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