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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全民運動 (Autumn 04/18) 

從全民體育看精英體育 

 

魏開義先生 

體適能社區期刊主編 

 

隨着多個大型體育盛事，包括六月份在俄羅斯舉行的世界盃

足球賽，和八月份剛在印尼閉幕的亞洲運動會，均掀起了不

少看官們的熱潮，也喚起政府各有關部門的關注，其中尤以

香港代表隊在亞運凱旋歸來，帶返 8 金共 46 面獎牌，除再

次證明香港運動員不是垃圾，載譽歸來的運動員和總會固然

欣喜若狂，但在歡呼聲的背後，也帶來傳媒和市民大眾不少

反思，除了代表隊選拔的風波，香港政府在體育政策上提出

的「普及化」、「盛事化」和「精英化」三大方針，其中在普

及化及精英化能否均衡發展，也是值得商榷的課題。 

 

 

 

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 

這是一個直接判定本土各項體育運動及總會盛衰的因素，該

基金從最初 2011 年的 70 億元
1
，增加至今天 130 億元確是

一項龐大的數字。據鍾伯光教授
2
(前體院院長及現任 Fit 總

主席)所言：「目前香港體育學院所推行的精英運動資助制度，

仍沿用着 20 多年前的模式，以獎牌導向和論功行賞的原則

來注資在一些精英項目和總會上。現制度只有 A 級以上的精

英項目，方可獲得體院安排的專屬場地，專職教練及護理團

隊，和參與海外訓練及比賽的資助。況且體院每年用在人力

資源及行政人員上的經費，亦所耗不菲，能夠真正投放在運

動員中的不多。」 

 

某程度上能夠成為精英項目的總會固然可喜，但也給帶來不

少壓力，有時候為求護級，成績獎牌往往便成指標，也被迫

促使其精英運動員過度參賽，以獲得足夠分數，如此生態對

精英運動員培訓並不健康。相對地那些發展中的非精英項目 

，只得靠着康文署的體育資助計劃得以存在。在相形見絀的

資助下，運動員甚難有高水平和長足的發展，不少具潛質的

運動員很多時都是以個別積蓄參與國際賽事和自理傷患等。

要能出人頭地那便要看個別的背景(家庭狀況)，和克服困難

的決心。在現實生活中，具潛質運動員能夠排除萬難，仍能

夠勇敢往直前的不多。鍾教授建議：「政府應改善舊有制度，

除了精英項目，更應對個別具潛質年青運動員多點關注，直

接資助那些出眾的運動員遠赴海外的機會，以利他們接受海

外訓練及繼續升學，和參與國際賽事的機會。」 

 

 

「大體育」與「小體育」的視野 

今年六月筆者曾出席了由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港協)舉辦的亞洲區全民運動的會議(ASAA Congress)，席間

邀來不少各地專家論述當地推動全民運動的狀況及心得。除

了運動競賽項目，其中不少有提及以健康體適能為主﹝簡單

如健步行、緩跑步、健身公園設計﹞等「非競賽活動」

(Non-Competitive Activities)。言談間卻引申了另一話題，就

是如何更有效地推展「全民運動」？ 

 

意識上大家都認同非競賽活動的價值，但在形態上卻有點含

糊不清的感覺，很多時候的健體運動不一定由比賽形式來帶

動，是以部份國家政府也是把兩者(競賽與非競賽)分屬不同

機構運作。 

 

當看到精英運動員凱旋歸來，為本地贏得獎牌固然是一份喜

悅，但要知道越是高水平的競技運動，越需要更高的要求（包

括體能、技術、資助等…）。坦白言之，獎牌的榮耀往往是

令人矚目的焦點，這是非一般人能夠做到的精英體育，是一

小撮運動員才能夠參與的體育競賽(小體育)，大眾除了在觀

賞上獲得喜悅與鼓舞，實體上的得益卻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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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年輕的時候曾任職中學體育教師，當年常以比賽的形式

教授體育課，在優勝劣敗的情況下，不難發覺失敗的人比優

秀的人佔大部份，尤以一些體弱和過胖的學童。太多挫敗的

經驗容易令人放棄，或是從此厭惡體育，但事實上這群體育

成績不佳的人，日後更應得到體育的照顧，這就是我後來為

何投身體適能教育，當年與李本利先生等人創立 Fit 總的原

因。雖然在大眾眼中它並不能帶來城中榮耀，但它卻是最多

人能夠獲益的體育，也就是最大的體育(大體育)。況且，健

康體適能教育是一概「競技運動」發展的基礎，當健康人口

比例愈大，能夠挑選出來的精英人才便會愈多；這就是日本

多年來體育發展的模式。其實要全面推動全民運動難度不大 

，它無需龐大的競賽和訓練資金，只需要給大眾策劃良好的

環境，有更深度地建造吸引市民做運動的設施，鼓勵多元化

體育俱樂部，便是成功的主要因素。 

 

 

 

傳媒盛事化 

談到本地對體育推廣的盛事化，卻是另一番的滋味。誠言，

香港近年確實多了不少的體育盛事，如渣打馬拉松、渡海泳、

國際七人攬球賽…都是街知巷聞的事。可是每當提及電視轉

播大型賽事節目，很多時候都是令人掃興，或習慣地不感興

趣。問題在於政府對本地電視台的發牌制度及經營管理，始

終不及外地的開通政策。簡言之，今年的亞運比賽直播不論

在內地或台灣都是垂手可得的節目，這些僅四年才一度的盛

事，只有收費才能分享的作風，真的說不上什麼與民同樂，

敢問何「盛」之有？下屆奧運正在期待中，未知到時能否有

所改善？ 

體育運動的本質 

由來已久「體育」
3
是身體活動的教育，是透過「大肌肉活

動」方式的教育，包括各項以體力活動(Physical Activities)

為本的「運動競技」。今屆亞運卻得悉「橋牌」和「電競」

也開始列入競賽項目和試辦項目，本人對這些新興項目深感

混沌，並對香港此舉派出代表隊參賽有所保留。尤其現今商

界動輒以「奧運」招徠，如奧林匹克數學大賽，什麼林匹克

xx 比賽等命名的賽事愈來愈多，此等並無「大肌肉活動」本

質的賽事，基本上是沒有條件列入運動比賽的行列。現在連

「電競」也上場了，筆者不難看到日後也許「麻雀」也來申

請。稍有基本概念的人們，可會覺得奇怪嗎？於此，還望有

關當局和港協，日後在訂定參賽項目上能多加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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