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亞應以民為本體育為主申亞應以民為本體育為主申亞應以民為本體育為主申亞應以民為本體育為主 

 星島日報 | 2010-12-19  |    A14| 港聞| 周日來論 |馬逢國馬逢國馬逢國馬逢國 

 正當全世界的重要城市，都因應世界盃和奧運會的主辦權爭得不可開交的時候，香港卻仍然為申辦亞運會爭論不休，實在令人唏噓！ 

 申辦重要國際體育或文化盛事，在文明進步的社會中，已經超越了簡單的承辦能力和經濟效益的考量，這裏面包含了展現城市魅力，強化城市管理和營運能力，對城市競爭力的提升，可起重要促進作用。 

 從二○○○年初次申辦時，民間意見比較支持，但準備工夫和經驗略嫌不足，未竟全功。這次捲土重來，卻遭遇陰溝險翻船，這當中究竟出了甚麼問題，發生了甚麼變化，很值得深思。 

 平情而論，回歸之後，特區的體育運動有所發展，剛過去的亞運會，香港運動員取得佳績，當中有運動員的艱苦拼搏，也看到政府工作的成效。 

 決心推動體育發展 

 回顧二○○一年北京申奧成功，《生命在於運動》體育政策檢討在○二年出台，及後○八年協辦奧運馬術比賽，以及○九年主辦東亞運，檢閱了我們的主辦能力，這本來都應該可為申辦亞運，打造更堅實的基礎。筆者認為民意的逆轉，主要體現在政府的表現和市民的期望，出現巨大落差，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 

 新政策和幾項盛事的舉辦，只讓市民感覺到自己是旁觀者，而不是受惠者。舉辦期間，比較眼於活動的順利舉行，忽略了借機提升市民對體育的投入和參與。 

 原來四百五十億元的預算帶來的震撼效果，超越了市民可負擔的心理界，而把建設基礎體育設施與舉辦亞運掛，更引發對政府發展體育誠意之質疑。其後調低預算的簡單舉措，更換來處事兒戲、減價促銷的指責。 

 在充分利用國際盛事提升城市競爭力和凝聚力的作用，既欠缺認知，也對能否達致效果欠缺信心。 

 行政長官說得好，我們社會在房屋、教育、醫療等領域投入大量資源，在未來十多年投入數百億元在體育，不是大數目，關鍵是政府能否說服市民，申亞是香港體育發展的契機，體育是主，申辦為次，市民能真正受惠。 

 要做到這點，政府須展現出對體育承擔的誠意，兌現曾經作出的承諾，對普及運動作更多支援。筆者作為立法會議員時，支持申辦○九年東亞運，強調不論申辦成功與否，政府也要決心推動體育發展。 

 



其實政府回應訴求，不需要壓縮預算，而應將可節省的預算，投放於體育的發展，進一步改善運動設施，增加體育運動員的投入、說明投資是真正以民為本。 

 推動申亞，政府也可引入其他政策局參與，帶動不同政策發展。例如以環保為主題，帶動環保建設，舉辦一個最具環保的亞運。又例如與食物及生局合作，推動運動的好處等等。 

 政府亦可考慮與鄰近城市合作，如深圳為準備來年的大學生運動會，興建了二十二個新場館，加強城市間的協作，應可減少市民對工程浪費的擔憂。今天反對申辦的市民雖是較多，但民意也不是鐵板一塊，政府的調查顯示，支持反對者距離拉近，新論壇新論壇新論壇新論壇的民調亦發現，如果政府考慮與深圳澳門共用場館，進一步節約開支，申亞是有機會得到多數人支持。所以，民意會變，但如何變，在於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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