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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奪得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大賽 2016 年的主辦權，因而有議員同事促請政府為

賽事提供出入境簽證協助、財政支援等。這些工作都涉及資源，筆者相信很多市

民都認同要推動這些大型國際活動，不過，當我們要求政府舉辦類似的活動時，

政府應該以甚麼原則來考慮是否支持活動及資源的投入程度呢？筆者認為，當局

應藉著是次賽事為契機，整合一套用於籌辦各類型國際賽事及活動的政策。 

 

筆者之所以有感而發，是因為從以下三個例子，看到當局往往在沒有政策的情況

下，讓機會輕輕流走。幾年前，筆者曾參與主辦全國中學生作文大賽的總決賽，

得到政府的支持可謂少得可憐。另外，香港曾多次被邀請作為亞太影展的主辦單

位，不過因為活動經費、來賓出入境要有特別通道、要有額外的警力及保安安排

等等，如果沒有政府的支持，影展根本不可能在香港舉辦；反之，在澳門政府的

支持下，影展近年已轉往澳門舉辦。而明年舉辦的首屆世界電能車方程式比賽，

本來選定香港為第三站的比賽城市，可惜最終因為賽道太窄未達要求、相關配套

和人手支援不夠完備，而被國際汽車聯會放棄，改由巴西的里約熱內盧代替。 

 

事實上，舉辦全國性，甚至國際性的活動，不但能提升香港的國際形象，帶旺旅

遊業等相關產業，創造可觀的經濟效益。當局應認清這些正面作用，並建立一套

更清晰的機制及明確的準則，去評估不同的活動對香港的價值和級數，以其有更

客觀的標準，去釐訂舉辦相關活動的接待規格、由那個層級的政府官員及部門去

協辦、應該獲得多少財政及人力資源等等的問題，避免厚此薄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