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審核 2020-21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HAB107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1383) 
 

 

總目：  (9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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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事務局局長  

問題：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一直負責管理全港公眾泳池，請告知本委員會：  
1.  以18區分區，請詳細列明過去 3年各公眾泳池入場人數；  
2.  請列明在過去1年及未來 1年維持泳池水質安全或改善水質具體工作；  
3.  以18區分區，列明過去 1年泳池欠缺救生員情況及相關補救措施。  
  

 

提問人：鄭泳舜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26) 

答覆：  

  
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管理全港共 44個公眾游泳池。過去 3年各
公眾游泳池的總入場人數資料，請參閱附件一。  

 
2.  康文署轄下所有公眾游泳池均設有完善的過濾和消毒系統。泳池池水於
泳池開放期間會不停循環、過濾和消毒。為確保池水衞生符合標準，康

文署除了在泳池開放期間每小時抽取池水檢驗剩餘氯含量及酸鹼度

外，亦委託認可化驗所每周檢測轄下泳池的水質，以確保符合相關標

準。為保持游泳池的過濾及消毒系統運作良好，相關工程部門一直協助

康文署為各泳池進行妥善的維修保養，包括於周年維修期間全面檢測濾

水機房過濾系統，並會適時安排更換相關設備或零件。此外，本署一直

透過不同渠道宣傳及呼籲游泳人士必須注意個人衞生，包括印製「游泳

人士手冊」、海報、橫額、部門網頁、泳池廣播及電視宣傳片等，提醒

泳客切勿污染池水、暢泳前應先淋浴及先使用洗手間等。  
 
在今年泳季，康文署會進一步加強宣傳，將會推出全新製作的電視宣傳

短片及電台宣傳聲帶，加強宣傳教育泳客應在下水前使用洗手間，以免

弄污池水。  



 

 
3.  康文署會調配公務員救生員到各區公眾游泳池服務，另會聘請非公務員
合約季節性救生員，以增補泳季的救生員人手。公眾游泳池的公務員救

生員（包括高級救生員）和非公務員合約季節性救生員人數，按地區載

列於附件二。  
 
由於季節性救生員的工作是屬於短期性質，員工的流動性相比公務員救

生員為高，且招募的成效比長期工作更受當時的就業環境所影響。為提

升救生員人手的穩定性，在 2019-20年度，康文署開設了 80個公務員救
生員職位，以取代 80個季節性救生員職位。與此同時，康文署推行先導
計劃，招聘約 40名非公務員合約全年全職救生員，成立 1支以區域為基
礎的「特別支援隊」，可供靈活調配至區內的公眾游泳池和憲報公布的

泳灘，以應付突發的人手短缺情況，以及減輕當值救生員的工作壓力。

此外，康文署已採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在泳季期間持續進行招聘；於社

交媒體網站刊登招聘廣告；在不同地區舉行招募日；遵照與私營機構救

生員薪酬保持大致相若的原則把 2019年泳季薪酬上調；上調合資格季節
性救生員的約滿酬金以吸引過往曾受聘人士；向持有有效急救資歷的全

職季節性救生員提供每月額外薪金等。  
 
 

  



 

答覆編號HAB107附件一  
 

2017至 2019年度各公眾游泳池總入場人數  
 

 游泳池  2017 2018 2019 

中西區   

1 堅尼地城游泳池 (1 )  554 687 593 378 625 953 

2 中山紀念公園游泳池  365 021 345 177 358 695 

東區   

3 柴灣游泳池  193 536 179 684 177 893 

4 港島東游泳池  184 891 185 773 184 677 

5 小西灣游泳池  343 888 342 677 356 779 

南區   

6 包玉剛游泳池  166 259 153 009 150 235 

灣仔區   

7 摩理臣山游泳池  550 345 563 291 548 863 

8 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  634 992 621 028 589 634 

9 灣仔游泳池  163 601 141 310 153 277 

九龍城區  

10 何文田游泳池  149 521 152 043 149 149 

11 九龍仔游泳池  171 132 167 004 203 620 

12 大環山游泳池  205 251 216 053 220 228 

觀塘區   

13 佐敦谷游泳池  144 940 137 504 138 989 

14 觀塘游泳池  1 168 615 1 210 206 1 168 376 

15 藍田游泳池  381 362 368 795 408 931 

深水埗區   

16 荔枝角公園游泳池  695 669 683 179 749 019 

17 李鄭屋游泳池  204 657 202 428 182 182 

18 深水埗公園游泳池  335 905 331 448 297 132 

黃大仙區   

19 斧山道游泳池  274 672 263 513 335 583 

20 摩士公園游泳池 (2 )  329 691 312 574 - 

油尖旺區   

21 九龍公園游泳池  908 584 834 535 801 597 



 

 游泳池  2017 2018 2019 

22 大角咀游泳池  195 777 162 589 145 602 

離島區   

23 梅窩游泳池  17 964 15 810 17 911 

24 東涌游泳池  285 052 292 000 310 550 

葵青區   

25 葵盛游泳池  147 515 141 725 120 245 

26 北葵涌賽馬游泳池會  139 208 120 237 100 571 

27 青衣游泳池  263 838 261 531 244 733 

28 青衣西南游泳池 (3 )  66 300 135 265 165 289 

北區   

29 粉嶺游泳池  397 577 386 880 407 712 

30 上水游泳池  63 332 61 966 67 643 

西貢區   

31 西貢游泳池  89 628 87 428 86 897 

32 將軍澳游泳池  460 715 427 878 430 317 

沙田區   

33 顯田游泳池  441 568 456 785 494 111 

34 馬鞍山游泳池  282 821 268 830 284 480 

35 沙田賽馬會游泳池  357 918 338 935 335 662 

大埔區   

36 大埔游泳池  319 802 308 871 317 502 

荃灣區   

37 城門谷游泳池  643 610 611 270 624 790 

38 荃景圍胡忠游泳池  62 524 65 429 65 882 

屯門區   

39 賽馬會仁愛堂游泳池 (4 )  6 456 23 399 24 363 

40 屯門西北游泳池  635 656 626 633 637 542 

41 屯門游泳池  283 660 281 643 285 873 

元朗區   

42 屏山天水圍游泳池  329 095 373 103 377 410 

43 天水圍游泳池  258 526 261 106 266 436 

44 元朗游泳池  432 962 424 449 443 732 



 

 
註  

(1) 堅尼地城游泳池於 2015 年 12 月 1 日至 2017 年 2 月 6 日因進行第二期
泳池工程而暫停開放。  

(2) 摩士公園游泳池於 2019 年進行基本工程以提供暖水泳池而暫停開放。 

(3) 青衣西南游泳池於 2017 年 7 月 26 日起開放予公眾使用。  

(4) 賽馬會仁愛堂游泳池於 2017 年 7 月 19 日起關閉進行緊急維修。  



 

答覆編號HAB107附件二  
2019年公眾游泳池的救生員  

 

地區  

公務員救生員人數  
(截至 8 月 1 日的高級救生員  

和救生員 ) 

季節性救生員人數  

非旺季月份  
(截至 4 月 1 日 ) 

旺季月份  
(截至 8 月 1 日 ) 

人手編制  
( a )  

實際員額  
( b )  

空缺／過剩  
人手 ( 1 )  

(c)=(a)-(b) 

空缺佔人手  
編制比率

(c)/(a)  

基本需求  
(d) 

聘用的季節性

救生員人數  
(e) 

空缺／過剩  
人手  

(f)=(d)-(e) 

空缺佔基本  
需求比率  

(f)/(d)  

基本需求  
(g) 

聘用的季節 性

救生員人數  
 (h) 

空缺 ／過剩  
人手  

(I)=(g)-(h) 

空缺佔基本  
需求 比率  

(I)/(g)  

中西區  55 54 1 1.8% 2 2 0  0.0% 19  8  11  57.9% 

東區  52 50 2 3.8% 28 9 19  67.9% 32  20  12  37.5% 

南區  18 18 0 0.0% 23 8 15  65.2% 21  10  11  52.4% 

灣仔  55 59 -4 -7.3% 5 5 0  0.0% 14  10  4  28.6% 

九龍城  43 43 0 0.0% 37 22 15  40.5% 50  31  19  38.0% 

觀塘  62 58 4 6.5% 33 17 16  48.5% 38  37  1  2.6% 

深水埗  62 64 -2 -3.2% 24 21 3  12.5% 53  24  29  54.7% 

黃大仙  39 35 4 10.3% 0 0 0  0.0% 0  0  0  0% 

油尖旺  57 57 0 0.0% 10 10 0  0.0% 38  19  19  50.0% 

離島  31 30 1 3.2% 4 4 0  0.0% 12  10  2  16.7% 

葵青  72 66 6 8.3% 48 11 37  77.1% 59  15  44  74.6% 

北區  33 31 2 6.1% 15 15 0  0.0% 25  21  4  16.0% 

西貢  51 52 -1 -2.0% 13 7 6  46.2% 44  29  15  34.1% 

沙田  85 81 4 4.7% 29 22 7  24.1% 61  28  33  54.1% 

大埔  24 24 0 0.0% 23 23 0  0.0% 23  21  2  8.7% 



 

地區  

公務員救生員人數  
(截至 8 月 1 日的高級救生員  

和救生員 ) 

季節性救生員人數  

非旺季月份  
(截至 4 月 1 日 ) 

旺季月份  
(截至 8 月 1 日 ) 

人手編制  
( a )  

實際員額  
( b )  

空缺／過剩  
人手 ( 1 )  

(c)=(a)-(b) 

空缺佔人手  
編制比率

(c)/(a)  

基本需求  
(d) 

聘用的季節性

救生員人數  
(e) 

空缺／過剩  
人手  

(f)=(d)-(e) 

空缺佔基本  
需求比率  

(f)/(d)  

基本需求  
(g) 

聘用的季節 性

救生員人數  
 (h) 

空缺 ／過剩  
人手  

(I)=(g)-(h) 

空缺佔基本  
需求 比率  

(I)/(g)  

荃灣  43 45 -2 -4.7% 7 6 1 14.3% 27 17 10 37% 

屯門  63 57 6 9.5% 17 11 6 35.3% 45 43 2 4.4% 

元朗  55 55 0 0.0% 19 19 0 0.0% 34 32 2 5.9% 

總計  900 879 21 2.3% 337 212 125 37.1% 595 375 220 37% 

 
註  
(1) 個別地區有空缺／過剩人手，主要由於有人員轉至其他公務員職系試任，以及為應付運作需要而暫時重新調配人手。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