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審核 2024-25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CSTB349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1402) 

總目：  (9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分目：  () 

綱領：  (1) 康樂及體育

管制人員：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劉明光 ) 

局長：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  

問題：  

就體育館、網球場和運動場的使用率，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1. 預計 2024年體育館 (主場 )和網球場平均使用率下跌的原因；

2. 過去 3年及 2024年預算中，按繁忙時間及非繁忙時間提供體育館 (主場 )的

平均使用率；

3. 過去 3年及 2024年預算中，運動場的平均使用率均為 99%，當中使用緩跑

徑人士所佔的比例；

4. 過去 3年及 2024年預算中， 25個運動場的緩步跑人數統計數字；

5. 過去 3年及 2024年預算中，25個運動場的主要功能每月租用次數、時數、

內容、參與人數，以及佔整體運動場的平均使用率的比例；

6. 目前運動場的平均使用率是按實際使用時數和可供使用總時數計算，並

未能反映使用人數，就此，政府有否計劃檢討相關計算方式，如分開考慮

運動場主要功能和緩步跑跑徑計算，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7. 會否加入「智慧跑道」互動智能大屏、AI數據採集器及戶外運動物聯網

平台等，透過建設「智慧跑道」向市民免費提供多樣化的運動服務功能？

如有，詳情如時間表、相關開支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提問人：容海恩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4) 

答覆：  

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會參考現有設施的使用率、體育設施的供應

情況、其預期趨勢、以及推廣體育的政策目標，從而釐定各項主要體育設

施的「計劃平均使用率」。體育館 (主場 )的「實際平均使用率」過往四年 (2020

年至 2023年 )一直維持在 85%至 94%之間，而網球場的實際平均使用率則維

持在 75%至 82%之間。



在 2019年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由於有多個體育館用作不同防疫用途而令

設施供應緊張，市民對戶外體育設施的需求有所增加，令 2022年體育館主

場及網球場的「實際平均使用率」分別提升至 94%及 79%。隨著社會於 2023

年初全面復常，體育館 (主場 )的「實際平均使用率」已回落至 91%，而網球

場的「實際平均使用率」則仍然維持在 79%。  

過去 3年，康文署將體育館 (主場 )的「計劃平均使用率」定為 85%；而網球

場的「計劃平均使用率」則由 2021年的 66%上調至 2022及 2023年的 70%。在

2024年，康文署將繼續把體育館 (主場 )和網球場的「計劃平均使用率」分別

維持在 85%和 70%。  

2. 2021至 2023年期間，康文署轄下體育館 (主場 )按繁忙時間及非繁忙時間

列出的平均使用率載於附件一。康文署並未就 2024年的「計劃平均使用率」

進行分項估算。

3. 2021至 2023年期間，康文署轄下運動場開放用作緩步跑活動所佔的比例

載於附件二。康文署並未就 2024年的「計劃平均使用率」進行分項估算。

4. 康文署過往一直以運動場的使用率衡量運動場設施的使用情況。為了便

利管理運動場的人手調配、資源分配及日常管理，康文署自 2022年 9月開始

備存緩步跑人數的統計數字。由 2022年 9月至 2023年期間的緩步跑人數統計

數字載於附件三。康文署並未就 2024年的「計劃平均使用率」進行分項估

算。

5. 現時，康文署只備存團體預訂運動場的使用率。由於團體可租用運動場

進行田徑活動或其他體育活動 (例如足球、欖球及射箭等 )，甚至舉辦非指定

用途的活動 (例如嘉年華及表演活動 )，康文署未能提供運動場用作主要功

能的分項使用數據。

6. 現時，康文署在計算運動場的平均使用率時，除包括用作舉辦運動會及

訓練活動的時數外，亦包括撥作緩步跑活動的時數。康文署已分別統計運

動場團體的使用率及用於緩步跑活動的使用率，以計算運動場的總平均使

用率。

7. 康文署一直對應用資訊科技提升服務持積極及開放的態度，並正在體育

館試行提供智能自助體檢機和戶外智能健身器材等設施。康文署會持續評

估其成效和檢討，以考慮日後調撥資源，在其他設施推行智能化。



答覆編號CSTB349附件一  

2021-2023年體育館（主場）繁忙及非繁忙時間的使用率  

年份 繁忙時間 1 

的使用率  

非繁忙時間 2 

的使用率  

平均使用率  

2021 98% 90% 94% 

2022 98% 90% 94% 

2023 96% 84% 91% 

1  繁忙時間：星期一至五下午 6 時或之後、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任何時段。
2  非繁忙時間：星期一至五下午 6時之前 (公眾假期除外 )。  



答覆編號CSTB349附件二  

2021-2023年運動場開放用作緩步跑活動所佔的比例  

備註：當運動場並非以專用方式租用時 (例如學校並沒有租用整個運動場舉辦運動會 )，

其跑道才開放予公眾作緩步跑之用。在疫情期間，團體及學校均曾暫停或減少舉辦田

徑比賽及運動會，以致運動場跑道開放予公眾作緩步跑之用的比例較高。隨著社會於

2023年初全面復常，團體及學校陸續復辦田徑比賽及運動會，運動場跑道開放予公眾

作緩步跑之用的比例亦相應下調。  

年份  整體平均使用率 緩步跑平均使用率  

2021 99% 93% 

2022 99% 89% 

2023 99% 83% 



答覆編號CSTB349附件三  

2022年 9月至 12月運動場緩步跑人數統計數字

1  灣仔運動場不設公眾緩步跑時段。  
2  西貢鄧肇堅運動場於 2022年 9至 11月暫停開放，以便進行重建工程。
3  元朗大球場於 2022年 8月 15日起暫停開放，以便進行重建工程。  

運動場  地區  緩步跑人數  

1. 小西灣運動場  東區  72 162 

2. 灣仔運動場 1 灣仔  - 

3. 銅鑼灣運動場  灣仔  1 604 

4. 香港仔運動場  南區  18 965 

5. 深水埗運動場  深水埗  70 649 

6. 斧山道運動場  黃大仙  126 113 

7. 九龍灣運動場  觀塘  88 828 

8. 九龍仔運動場  九龍城  28 560 

9. 巴富街運動場  九龍城  26 733 

10. 長洲運動場  離島  6 540 

11. 西貢鄧肇堅運動場 2 西貢  4 255 

12. 將軍澳運動場  西貢  87 360 

13. 馬鞍山運動場  沙田  62 107 

14. 沙田運動場  沙田  124 771 

15. 大埔運動場  大埔  56 054 

16. 城門谷運動場  荃灣  21 830 

17. 葵涌運動場  葵青  168 660 

18. 青衣運動場  葵青  64 667 

19. 和宜合道運動場  葵青  39 002 

20. 天水圍運動場  元朗  150 420 

21. 元朗大球場 3 元朗  - 

22. 兆麟運動場 屯門  27 689 

23. 屯門鄧肇堅運動場  屯門  95 706 

24. 粉嶺遊樂場  北區  15 564 

25. 北區運動場  北區  70 973 



2023年運動場緩步跑人數統計數字

1  灣仔運動場不設公眾緩步跑時段。  
2  沙田運動場於 2023年 10月 3日起暫停開放，以便進行重建工程。
3  元朗大球場於 2022年 8月 15日起暫停開放，以便進行重建工程。

– 完  –

運動場  地區  緩步跑人數  

1. 小西灣運動場  東區  168 617 

2. 灣仔運動場 1 灣仔  - 

3. 銅鑼灣運動場  灣仔  5 293 

4. 香港仔運動場  南區  67 626 

5. 深水埗運動場  深水埗  205 380 

6. 斧山道運動場  黃大仙  381 627 

7. 九龍灣運動場  觀塘  249 823 

8. 九龍仔運動場  九龍城  137 000 

9. 巴富街運動場  九龍城  82 773 

10. 長洲運動場  離島  17 880 

11. 西貢鄧肇堅運動場  西貢  75 238 

12. 將軍澳運動場  西貢  133 819 

13. 馬鞍山運動場  沙田  100 874 

14. 沙田運動場 2 沙田  74 308 

15. 大埔運動場  大埔  183 712 

16. 城門谷運動場  荃灣  72 235 

17. 葵涌運動場  葵青  294 910 

18. 青衣運動場  葵青  170 198 

19. 和宜合道運動場  葵青  130 329 

20. 天水圍運動場  元朗  337 973 

21. 元朗大球場 3 元朗  - 

22. 兆麟運動場 屯門  78 540 

23. 屯門鄧肇堅運動場  屯門  143 596 

24. 粉嶺遊樂場  北區  54 493 

25. 北區運動場  北區  167 4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