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於會上提交 文件 ESC 3-2005 
附錄 

精英體育事務委員會廣州訪問團報告 
 

日期﹕   2005 年 1 月 14 日(星期五) 

目的﹕  認識精英體育的培訓及設施，並提供交流機會 

訪問機構﹕  廣東奧林匹克體育中心及廣東體育運動技術學院  

 
 
訪問團名單﹕ 
 
精英體育事務委員會 
 
1. 許晉奎先生 (主席) 
2. 傅浩堅教授 (副主席) 
3. 艾博斐教授 (成員)  
4. 陳智才先生 (成員) 
5. 張偉良先生 (成員)  
6. 何劍暉女士 (成員) 
7. 郭家明先生 (成員) 
8. 劉偉成教授 (成員) 
9. 陸觀豪先生 (成員) 
10. 沈金康先生 (成員) 
11. 錢恩培先生 (成員) 
12. 史秉士教授 (成員) 
13. 周韻琴女士 (秘書) 
 
 
政府官員 
 
民政事務局 
14. 冼柏榮先生 
15. 何業泉先生 
16. 陳健華先生 
17. 陳綺敏女士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 
18. 鄭光宇先生 
 1



 2

行程 
 

 

08:00 紅磡火車站直通火車等候處集合 

 

 

08:25 乘搭直通車 T826 至廣州東站 

 

 

10:07  抵達廣州東站，由廣東省體育對外交流中心接待 

 

  

10:30  由東站出發前往廣東奧林匹克體育中心 

 

 

11:00  抵達廣東奧體中心參觀 

 

 

12:00  參觀結束 

 

 

12:30 廣東省體育局宴請於二沙島半島明珠酒家 

 

 

14:30 – 17: 00  參觀二沙島廣東省體育運動技術學院 

 參觀設施及運動員訓練   

 座談及交流 

 

 

17:15  離開二沙島往廣州東站 

 

 

18:20  乘搭直通車 T823 至紅磡火車站 

 
 

20:07  返抵紅磡火車站 

 



I.  參觀廣東奧林匹克體育中心 

 
參觀由廣東奧林匹克體育中心 (奧體中心) 辦公室主任蔣小輝先生帶

領。奧體中心位處廣州市天河區東圃，是廣東省政府為承辦 2001 年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九屆運動會而興建。主建築物奧林匹克體育場在

1998 年底動工，2001 年 8 月完竣，總投資 12 億元人民幣。場館可容

納 80,800 人，並且將用作 2010 廣州亞運會主場館。 

  

     

爭辦 2010 亞運會的宣傳海報 

 

委員會成員在奧體中心體育場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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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體中心設有一個標準足球場 (105 米長、68 米闊)、400 米環型跑道、

大型銀幕顯示器、貴賓包廂、供不同場合使用的廳房、傳媒中心以及

一所三星級酒店。據蔣主任表示，為主辦 2010 年亞運會，場館在未

來數年將進行大規模的翻修工程，以便迎接該項亞洲最大型的綜合運

動會。現時體育場亦開放予一些重要賽事，例如去年國家足球隊對西

班牙皇家馬德里足球隊的比賽等。眾成員對中心的設施均讚不絕口，

並期望它在 2010 年主辦亞運成功。 

 
 

 

貴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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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體中心體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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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訪問廣東省體育運動技術學院 

 
參觀完奧體中心後，廣東省體育局在二沙島一酒樓內設宴招待訪問

團。午膳後，再聯袂前往隔鄰的廣東省體育運動技術學院(學院)參觀

及訪問，並與負責官員進行深入討論及交流。 

 

 

1. 歷史及組織 

 

廣東省體育運動技術學院座落在廣州市二沙島西端，佔地面積 22 萬

平方米，是廣東最大的體育訓練基地，也是國家最早建立的競技體育

人才集訓基地。1954 年當時的國家體委為備戰第 16 屆墨爾本奧運

會，投資興建二沙體育訓練基地，作為中國體育代表隊的集訓基地。

其後成為廣東省主要的體育訓練基地，1972 年改名為廣東省體工隊，

1993 年正式命名為廣東省體育運動技術學院。 
 
 

院長、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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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的 18 個項目及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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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擁有 60 多個標準室內、外訓練比賽場館，現時共有 18 個項目在

這裡進行訓練，包括女子足球隊、體操、技巧體操、彈網、羽毛球、

網球、水球、籃球、排球、劍擊、武術、跳水、乒乓球、舉重、田徑、

游泳、韻律泳及棋牌；另外，亦在惠東擁有一個訓練基地。學院由一

名黨委書記及院長領導，下設 7 個工作部門 (見上圖)。 

 

學院主要任務是培養具有高水平競技的體育人才。目前共有 800 多名

運動員在學院接受培訓，負責訓練的包括國家級教練員 20 多人，高

級教練員 30 多人及其他層次教練員 100 多人，另外再加上管理人員

100 多人，整個學院編制約為 1050 人。跟香港的制度不同，運動員亦

屬於學院內的編制，按月支取薪酬。 

 

作為廣東省主要高水平運動培訓基地，學院的目標是贏取全運會及奧

運會獎牌。 

 

 

 

全力做好冬訓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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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源分配 

廣東省人民政府每年分配予省體育局發展體育運動的總經費約為 4

億元人民幣，當中 1 億元撥交學院，作為培訓轄下 18 個項目的費用。 

 

學院的支出以兩類為主，分別為 18 個項目的「人頭費」及「專項經

費」。 「人頭費」是以每一個項目的運動員數目來計算。院長甘焯雄

以賽艇為例，(甘院長本人來自賽艇項目)，他說假如要參加全數賽艇

的項目，共需要 56 名運動員，作為管理層，他便需要首先計算可用

的資源有多少，然後與賽艇教練磋商旗下賽艇內每一個項目的強弱、

後備梯隊力量等考慮，最後定出賽艇隊人數，然後再按這個數目支取

經費。整個學院約一半開支即 5 千萬元為「人頭費」，當中包括運動

員的每月工資。 

 
至於運動員的工資，每一名成為學院正式編制的運動員，均可享受這

項待遇，數目與他的運動水平掛鉤。一般來說，一名新加入學院的運

動員，每月可支取約人民幣 2000 元。據甘院長表示，這個數目較現

時全國每一所體育運動技術學院為佳，亦高於一名廣州市普通工人的

每月平均收入。 

 

至於「專項經費」，甘院長表示每年這方面開支約為 1 千 5 百萬元，

主要用於科研和本地及海外訓練；而每一個項目的支出亦不同，視乎

它所承擔的全運會獎牌責任，包括所需的運動員數目、訓練要求以至

儀器、裝備等開支。 
 

 
與學院負責人進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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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挑選運動員及項目 
 

廣東省政府對於全運會所屬 29 個項目均投入培訓資源，只不過地方

關係而將各個項目分佈在 5 個不同基地，其中以學院規模最龐大，共

有 18 個項目，其餘項目如自行車、射擊、射箭、帆板等，則分佈在

其他基地。整個廣東省現時運動員編制約為 1,560 人。 

 

至於運動員的來源，現時全省 21 個地區總共有 96 所業餘體校，大約

有 2 萬 6 千人在當中接受訓練，每天訓練 3 小時，這些業餘體校將它

們最優秀的運動員向學院輸送。至於這些體校的經費，則由它們所屬

地區政府負責。在學院內表現傑出的運動員，便有機會加入國家隊，

代表中國參加國際比賽。現時學院的國家隊運動員數目亦有很多，例

如體操有 13 人、劍擊 17 人、跳水 6 人等。 

 

不過，近年在國內足球及籃球相繼興起球會制(國內稱俱樂部)，而學

院因為是政府機構，不能自己組隊參加球會賽事，因此現時他們改與

球會合作，提供科研及輸送後備梯隊力量等支援，將以往從地區到學

院到國家隊的傳統輸送模式也改變過來。 
   

 
  與學院管理層人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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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運動員的教學及就業支援 

 

以往，運動員從比賽生涯退下來，便可得到政府安排工作。不過，近

來市場經濟興起，特別是在廣東，往往很難為所有退役運動員編配工

作。據甘院長表示，一度累積有 200 名退役運動員無法獲學院編配工

作。去年，省政府下了命令，須要為所有奧運會、全運會等金牌得主

在退役後安排工作。不過，其他運動員出路則需依賴學院的人事部安

排，例如最近公安局需要找一些體能好的加入工作，於是便由學院人

事部協調。其他機構亦會透過同樣安排，協助運動員退役後編配出路。 

 

學院亦十分著重提高運動員的文化水平，透過與廣州市各大高等院校

聯合辦學，現時有 40 多名運動員接受大專教育，並且採用彈性學分

制度，使文化學習與專業訓練交叉進行，部份院校更派出教師到學院

上課。此外，學院根據運動員的年齡和文化結構，亦設有小學、中學、

大專等教育層次，探索出運動隊伍文化教育的新途徑。 
 
 
5. 總結 
 
主席總結時表示，精英體育事務委員會十分多謝廣東省體育局及體育

運動技術學院熱情接待。今次交流目的，除了了解學院作爲廣東省競

技體育訓練基地，如何培育出高水平運動員外，亦希望借助對方豐富

經驗，強化香港的精英體育發展。主席更希望透過這次活動，加強與

廣東省及有關單位的溝通及聯繫，爲日後雙方合作奠下更穩固基礎。 

  

 
主席向學院黨委書記招少鳴先生（左）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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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參觀設施 

 

 
  跳水是學院其中一個強項。 

 

 
跳水隊的明日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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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年輕韻律泳選手正在練習中 

 

 
參觀羽毛球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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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重訓練場館 

 

 
成員對賽道的結構十分有興趣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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