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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導向 Policy Orientation

文／教育部體育署

公
共政策（以下簡稱政策）是政府機關為了落

實國家社會願景健全發展或解決大眾問題而

啟動政策機制，選擇議題、研議策略與行動方案。

實務上，政府機關會依議題預測未來情境，研擬政

策、設定目標、策略規劃、選擇具體方案、推動執

行、展現亮點；並透過監測與評估機制，據以決

定要持續執行、滾動修正或終止。政策具有幾項特

點：公共導向、解決問題或追求理想，利害關係人

多元，規劃、決策與推動過程時間較長，執行所需

要的財物和人力資源較多。因此，要了解政策，除

了目標內容之外，也必須對政策推動與演進過程、

執行策略與具體方案、合作夥伴以及政策執行成果

（outcomes）與中長程影響（effects）等進行探

討，並客觀分析政策推動的成本效益，持續監測與

評估（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M&E）。 

本期以「各國體育運動政策演進及政策影響

之評估」為主題，一方面回顧檢視我國體育運動政

策相關的重要議題，包括：中央體育行政組織、全

民運動、競技運動、國際及兩岸體育、學校體育、

運動設施及運動產業等政策之發展脈絡、成效與影

響；一方面介紹探討美國、英國、日本、中國大

陸、韓國、德國、瑞士等國家，以及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歐洲委員會、聯合國和世界衛生組織等跨政

府組織倡議推動的體育運動政策發展概況。受邀撰

稿作者均為長期參與體育運動政策研議與倡議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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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除了政策評估分析方法以及跨政府組織倡議推

動的體育運動政策之外，並從不同視角進行探討，

例如：擁護政策的觀點、探討政策運作的合理性、

提高公共政策的有效性等，文章內容宏觀，論述精

闢，十分具有參考價值。

回顧我國體育運動政策規劃推動歷程，1973

年教育部體育司（以下簡稱體育司）成立，負責全

國體育策劃與推行；1997年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成

立，1999年發布《中華民國體育白皮書》，總目標

為「活潑的城鄉、強勁的競技、健康的國民」，具

體描述國家體育政策的推動策略，以強化國民體質

與提高競技實力為雙主軸，採取硬體設備、軟體資

源、人才培養及宣導開發等四大面向，全面健全體

育運動發展。2013年1月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

體育署）成立，負責統籌全國體育事務，包括體育

與運動政策、制度及相關法規之規劃與研修、運動

產業及運動彩券之規劃及督導、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以下簡稱國訓中心）之輔導及監督，以及學校體

育、全民運動、競技運動、國際及兩岸運動交流、

運動設施等業務之規劃與執行。2013年6月彙集各

方意見後，提出《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並依總

統、院長及部長指示，滾動修正，並將執行狀況定

期更新在網站公告。2016 年行政院成立行政院體育

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體發會）以推動蔡總統提出

體育行政優化、鼓勵企業投資、國際賽事接軌、體

育向下扎根及選手職涯照顧等五大策略，強化體育

署在跨部會行政溝通協調，全力落實「健康國民、

卓越競技、活力臺灣」的目標。2019年體育署舉

辦體育運動政策亮點論壇，一分面彙整評估白皮書

執行成果與影響，一方面與政策利害關係人進行公

開對話與討論，以利於掌握政策目標和執行策略；

會後並將論壇結果彙集成冊以專刊公開出版。適逢

教育部體育署正研擬2024年版《體育運動政策白皮

書》，尚望本期內容能為我國體育運動政策發展提

供多面向思維與討論，承先啟後，再創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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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體育運動政策評估（sportpolicyevaluation）

的目的是提供體育運動政策執行的資訊和結果

證據，以作為現行政策管理、持續、修正或終結

之參考，增進政策執行之效率和效能，亦可作為

未來制訂體育運動政策的基礎。隨著時代的演

進，政策評估理論和實務產生本質上的轉變，從

測量和評估投入和產出的成本效益分析（cost-

benefitanalysis），演變為必須解釋為何某項特定

政策干預（policyintervention）可以帶來預期的

效益和改變（Leeuw&Vaessen, 2009）。學者指

出傳統以封閉性實驗的思維進行政策評估的方法已

不合時宜，不論是變革理論（theoryofchange）

或是批判現實主義（criticalrealism）皆強調政策

評估除了須重視客觀的量性或質性證據之外，更應

考量社會背景條件的獨特性，深入瞭解政策在什麼

樣的社會機制運作結構下，造成了哪些直接結果和

中長期影響，進而建構這些因素彼此間的因果關係

（Pawson, 2006; Pawson & Tilley, 1997, 2004）。

體育運動政策評估研究雖然於1990年代因循

證政策（evidence-basedpolicy）的興起而快速

成長，卻也引發學者們對體育運動政策評估品質的

關注，並提出不同的見解和看法（Pielke & Harris, 

2021; Henry & Ko, 2014; Coalter, 2017; Henry, 

體育運動政策評估之方法
文／柯伶玫

2016; Weed, 2014）。有鑒於臺灣政府近年來持

續增加對體育運動經費的挹注，體育運動政策評

估的重要性也進而更加受到的重視。因此，本文

主要介紹三個不同的體育政策評估方法，分別是

後設評估法（meta-evaluation）、額外性影響

評估法（estimationofadditionality）和邏輯模型

（logicmodel），以供學術界和實務界於未來執行

政策評估之參考。

貳、體育運動政策評估方法

一、後設評估法（meta-evaluation）

  後設評估法主要是重新綜合分析多篇同樣主

題的獨立政策評估研究，提出比任何單篇

政策評估結果 客觀且公正的結論，以避免

政策評估者可能的偏見，並就如何設計更適

切、有用和具成本效益的政策評估研究提供

具體建議。Chen, Henry與Ko（2014）認

為一個嚴謹的後設評估法必須從兩個層面進

行（圖1），其中一個層面是針對多篇相關

但各自獨立的政策評估研究結果進行統合

（evaluationsynthesis），另一個層面是針對

多篇政策評估研究的評估方法和過程進行評估

（evaluationofeval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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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運動政策評估之方法

  而統合分析法又包含量性（meta-analysis）

和質性（meta-synthesis）兩種方法。量性方

法是利用統計技術，結合多篇相關的個別研究

結果和數據進行綜合分析。質性方法則是透過

綜合關於特定主題個別研究的有效性證據或結

論，有系統地詮釋並發展出新的思維和見解。

然而，如果政策評估只聚焦於結果，而未將評

估的過程納入考量，將無法理解體育運動政策

干預的完整樣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無

法達到政策評估的真正目的。因此，後設評估

法的另一個層面便是針對政策評估的方法和過

程進行評估，著重於瞭解政策評估是如何進行

資料搜集和分析？政策評估研究所做的結論是

否適當？結論的論述和解釋是否合理？

  整體而言，後設分析法除了具體回應以證據為

基礎的循證政策要求外，也可彌補個別研究僅

聚焦於少數研究問題上的局限性，提供一個可

同時兼顧研究深度和廣度的政策評估方法。但

是，後設分析法也可能犧牲或剝奪個別研究的

意義，以及忽略了建構或解釋資料的脈絡因

素，更可能因為質性研究者所抱持的知識論和

方法論不同，而導致進行質性綜合分析的困

難，並降低其意義（吳璧如，2017）。

二、 額外性影響評估法（estimationofadditionality）

  影響評估通常用來檢視政策所造成短期或長期的改

變，但是此種改變必須是在排除其他干擾因素下所

產生的淨影響（netimpact）（Chen, 2018）。

換句話說，為了確認政策干預所產生的影響是源自

於政策本身，必須控制外部可能造成影響的因素，

以及分析所謂的額外性（additionality）。國外研

究已提出額外性影響評估的計算公式，並強調額外

性的評估可協助確保政策目標的實際達成狀況，並

且避免誤導政策干預的價值（Henry, 2016）。

  然而，評估額外性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必須事

前考量任何可能影響政策成果的因素。以國民運動

中心女性運動推動政策評估為例，當我們要進行額

外性影響評估時，必須瞭解如果沒有這項政策，政

府是否會有其他替代的政策可以提升女性運動參與

率？以及如果沒有這項政策，女性運動參與率又會

提升多少？如此一來才能比較執行這項政策前後女

性運動參與率的差異，進而評估出這項政策干預在

本來就會發生的情況之外，額外提升了多少女性運

動參與率。由此可知，政策評估者必須對政策措施

有很好的理解、判斷和知識，以及具備足夠的資訊

才能執行額外性影響評估。

圖1  後設評估法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Meta-evaluation
（後設評估法） 

Meta-analysis
 （量性統合分析法） 

Meta-synthesis 
（質性統合分析法） 

Evaluation Synthesis 
（著重於結果評估） 

Evaluation of EvaIuation 
（著重於過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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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和彼此間的關係。首先，政策擬定

前必須瞭解目前臺灣女性參與運動的現況其趨

勢變化（包含女性運動人口、阻礙女性運動的

因素等）、瞭解待解決的問題有哪些？以及造

成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是什麼（例如國民運動

中心女性運動比例低、女性不習慣和男性一起

在場館內運動）？其次，才能決定想要解決什

麼樣的問題？以及希望達成什麼樣的改變（例

如增加女性進入國民運動中心的人次）？接著

必須瞭解可以使用什麼樣的方法才能解決我們

想解決的問題或達到我們想要的改變（例如設

備開設女性專屬運動課程、設立女性運動專

區）？執行這些方法必須投入哪些資源（例如

經費、教練和器材）？最後，為瞭解計畫執行

狀況以及確保預期的短期結果和中長期影響可

三、 邏輯模型（logicmodel）

  邏輯模型一般可區分為描述性邏輯模型

（descriptivelogicmodel）和分析性邏輯模

型（analyticlogicmodel）。描述性邏輯模

型側重於按時間順序簡單地呈現和描述上述關

鍵要素的線性關係。相較之下，分析性邏輯模

型則著重於政策內容和政策預期效益之間的因

果關係，不只說明哪些資源的投入可以促成哪

些預期變化，更著重於解釋這些改變為什麼會

發生，以及這些改變的發生是為了解決什麼樣

的問題，因此被認為更適用於政策評估的執行

（Chen, Henry, & Ko, 2014）。

  圖2以國民運動中心女性運動推動政策為例，

說明分析性邏輯模型六大要素（Context/

Inputs/Throughputs/Outputs/Outcomes/

圖2分析性邏輯模型案例說明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Context: 
台彎女性參與

運動的現況

Inputs: 
需投入的資源

（包含經費／人力／

場館設備等）

Activities: 
開設女性專屬運動

課程、設立女性

運動專區

Outputs: 
女性參與課程人

數、女性進入運

動場館人次 

Outcomes: 
改變女性

運動行為

Impacts: 
增加女性

規律運動人口 

Vision:
願景

分析性遜輯棋型思考重點： 

1. Where are we now？瞭解臺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現況 

2. Where do we want to get to？瞭解想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以及希
望造成什麼樣的改變？ 

3. How can we get there?瞭解要怎麼做才能達到我們想要的改變？ 

4. How wilI we know when we get there？瞭解要在什麼時候？用什麼
樣的方式評估政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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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順利達成，我們必須確定在計畫執行的哪幾

個時間點，用什麼樣的指標進行衡量（例如女

性參與課程人數、女性進入運動場館人次、女

性運動意願、女性規律運動人口比例等）？

  雖然邏輯模型明確地描述了從政策背景、計畫

內容和結果、再到政策影響的邏輯流程，但是

在實際應用上也不免有所限制和挑戰。例如邏

輯模式可能過於僵化，限制了政策執行過程中

的彈性，導致政策評估者只關注邏輯模式所列

出的相關資訊，因而忽略了不在預期中的影響

（Weiss, 1997）。除此之外，不同政策利益關

係人可能因其所考量的利益和目標不同，而有

不同的思考邏輯，因此，採用單一邏輯模型可

能會否定其他觀點的可能性。

參、結論

近年來在民主政治體系下的公共政策逐步邁向

以循證為基礎的制定過程。循證政策制定的過程必

須藉由適切的政策評估方法，取得可靠且可信的資

料進行分析，提出嚴謹客觀的政策論述，才能作為

政策制定時可供參考的有利證據。隨著臺灣政府逐

年增加體育運動政策預算，強化體育運動政策評估

除了可展現民主監督的機制外，更可藉由政策評估

提供之相關證據，清楚說明體育運動政策實際達成

狀況，公開接受社會各界的檢視，符合人民對於政

府良善治理的要求和期待，更將有助於整體體育運

動之發展。

作者柯伶玫為南臺科技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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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跨政府組織（ I n t e r g o v e r n m e n t a l 

Organization, IGO）主要是由主權獨立國家政

府組成，為了重建世界秩序維持和平或推動世界

經濟及永續發展，依各國政府代表共同簽屬的

協議或合約而成立的國際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O），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歐洲委員

會（Council of Europe, COE），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聯合國

（United Nations, UN），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亞太經濟合作會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等（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2022）。

而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以下簡稱國際奧會），國

際田徑總會，國際體操總會，國際游泳總會，國際

足球總會等等，則是為了推廣全球體育運動發展，

由來自各國人士或者團體代表籌組，並選擇某一國

家依其法律登記成立為法人（legal person）的國

際非政府組織（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GO）。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自

1896年在雅典舉辦以來，運動成為國際交流的一

環並帶動田徑、體操、游泳、籃球、網球、羽球、

跨政府組織倡議推動之
體育運動政策
文／高俊雄、鄭嘉綺

足球等運動推動者以非政府組織成立運作，並逐漸

成為歐洲與北美社會重要的一環。國際奧會為了在

全球五大洲推動奧林匹克運動會正常規律舉辦，竭

盡所能和國際運動組織合作，確保運動組織治理與

行政管理穩健（Chapplet, 2016 ）。在此同時，

為了確保個人參與體育運動權益與運動誠正信實

（integrity）的核心價值， 進而提升體育運動對於

社會發展創造多元正向的效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和歐洲委員會自1970年代起邀集各國體育部長及高

階官員，推動提升體育運動政策；聯合國則選擇透

過體育運動推動落實千禧年發展目標（MDGs）以

及永續發展目標（SDGs），與國際奧會等國際運動

組織密切合作建立夥伴關係；世界衛生組織為了有

效解決人類因為身體活動不足引起的非傳染疾病全

球漫延的問題，則提出全球身體活動行動計畫。本

文針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歐洲委員會、世界衛生

組織以及聯合國等跨政府組織倡議推動之體育運動

政策以及與國際奧會之間的互動加以整理與討論。

貳、跨政府組織體育運動政策之簡介

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8年制定並公布「國際

體育運動憲章（ International Chart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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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政府組織倡議推動之
體育運動政策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開啟了

跨政府組織倡議推動體育運動政策的先河，以

確保個人參與體育運動的權益以及提升體育運

動創造社會發展多元價值；2005年通過「國際

反運動禁藥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gainst Doping in Sport）」超過170個國家

政府簽署，積極呼應歐洲委員會1989年通過的

反禁藥公約（Anti-Doping Convention），

2 0 0 3年哥本哈根宣言（C o n p e n h a g e n 

Dec la rat ion）以及世界反運動禁藥機構 

（WADA）2003年制定的世界反禁藥規範 

（World Anti-Doping Code），強化各國政

府與運動組織共同打擊禁藥，維護運動誠正信

實的核心價值與發展基礎，並定期舉辦簽署國

會議（Conference of Party, COP）研議反

運動禁藥政策與作業規範，並監測評估各國

執行成效（UNESCO IOS Evaluation Office, 

2017）。 

  201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國際體育部長

及高階官員會議，發表「柏林宣言（Ber l in 

Declaration）」，強調體育運動是人類基本

權利，政府及學校體育和運動組織應持續增加

投資，提供安全友善運動環境，培訓專業教師

和教練，規劃執行體育運動教學及活動。基於

體育運動全面的發展情勢，2015年發布「體

育，身體活動及運動國際憲章（International 

Convent ion on Phys ical  Educat ion,  

Physical Activity and Sport）」，籲請各會員

國政府、學校、運動組織、企業等共同推動落

實。考量學校體育教學品質對於培育現代公民

身體素養（physical literacy）的關鍵角色，

並參考2013年全球學校體育調查報告建議，

201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優質學校體

育政策指引（Qua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Guidelines for Decision Makers, QPE）」，引

導會員國政府將體育納入教育政策，並發掘最佳

實務案例，透過跨政府體系及媒體持續在全球推

廣落實（UNESCO, 2021）。

二、歐洲委員會

  歐洲委員會是最早倡議推動反運動禁藥和運動良

善治理政策議題的跨政府組織。基於食用興奮劑 

（Doping）嚴重威脅運動倫理以及對運動員健

康，1967年部長會議決定制定國際法律，希望能

有效將興奮劑從運動中根除。1989年通過「反運

動禁藥公約（Anti-Doping Convention）」，

進而促成國際奧會1999年邀集所有打擊運動禁藥

的組織機構召開第一屆世界運動禁藥會議在瑞士

洛桑舉行。基於與會代表共識正式提出「運動禁

藥洛桑宣言Lausanne Declaration on Doping 

in Sport」，進而成立反運動禁藥獨立國際組織

「世界反運動禁藥機構（World Anti-Doping 

Agency, WADA）」（World Conference on 

Doping in Sport, 1999）並開始適用於2000雪梨

奧運會。

  為了建立運動組織民主與公開透明的治理機制，

歐洲委員會部長會議2005年通過「運動良善治

理準則（Principles of Good Governance 

in Sport）」；2014年通過「保護預警吹哨者 

（Protection of Whistleblowers）」以鼓勵並

保護運動組織成員採取預警行動以預防或減少

運動貪腐事件發生；2018年通過「提升運動良

善治理（Promotion of Good Governance 

in Sport）」要求會員國政府透過法治與行政措

施推動落實。在歐盟，丹麥以及歐洲委員會共

同資助下，2018年Geeraert邀請各國研究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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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是在2030年降低15%身體活動不足的

青少年及成人，透過規律身體活動，邁向更健康

的世界。

四、聯合國 

  聯合國大會1993年通過兩項決議：1.「1994

年為國際運動與奧林匹克理想年（1994  as 

the International Year of Sport and the 

Olympic Ideal）」； 2.「遵守奧林匹克休戰協

議（Observance of the Olympic Truce）」。

聯合國大會會長及秘書長從1994 年冬季奧運會

開始，都發表莊嚴演說，籲請在奧運會期間遵守

停戰協議；從2006年開始接續舉辦的帕拉林匹

克運動會，比照辦理。聯合國大會2000年通過

「千禧年發展目標（MDGs）」，2003年通過

「運動是提升教育、健康、發展與和平的策略

（Sport as a means to promote education, 

health, development and peace）」並宣布

2005年為國際體育運動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Sport and PE, IYSPE）；2009年通過「授予國

際奧會成為聯合國永久觀察員身分（Permanent 

Observer Status）」；2013年決議 「2014

年起每年 4月 6日為國際運動發展與和平日 

（International Day of Sport Development 

and Peace, IDSDP）」；2020年大會通過：「運

動是永續發展的推手（Sport as an enabler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體育運動成為

落實聯合國推動落實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重

要推手。 

參、跨政府組織與國家政府以及國際奧會之

互動

一、跨政府組織與國家政府 

  綜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歐洲委員會、世界衛生

組織以及聯合國等跨政府組織，透過法治或政策

於良善治理57項原則以及309指標，研訂國家

運動總會治理評估者手冊（National Sports 

Governance Observer tool, NSGO），

選定歐盟及夥伴國家，針對足球、田徑、

體操、網球以及手球運動總會治理進行評估

（Geeraert, 2018）。2021年增加足球、田

徑、體操、網球以及手球運動總會進行評估，

公布結果並歡迎個國家運動總會自行運用評估

工具（Adam, 2021）。

三、 世界衛生組織

  有鑑於非傳染疾病嚴重威脅人類生命健康

全球漫延趨勢，2013年世界衛生組織大會 

（WHA）通過支持預防與控制非傳染疾病全球

行動計畫。世界衛生組織參考全球身體活動不

足趨勢報告（Guthold et al., 2018），全球4

分之1成年人和3分之2青少年（11~17歲）都

未達到世界衛生組織建議身體活動質量，因而

造成不健康，醫療照護成本升高以及生產力下

降等；反觀規律運動普及國家，不僅國民活潑

健康也帶動更活耀的社會，進而減少使用石化

產品，節能減碳，飲食更健康，社會更融合，

性別更平等，教育更落實，也直接有助於落實

2030永續發展目標（SDGs）。因此，世界衛

生組織2018年提出「全球身體活動行動計畫

（Globle action plan on physical activity 

2018~2030）」，以確保所有人在日常生活中

都可以前往安全有勁的環境並且有多元的機會

從事身體活動，包括：走路、騎自行車、運

動，以及需要積極行動的休閒遊憩，例如：跳

舞、瑜珈、太極等⋯⋯這些都可以在工作場所

或居家附近進行。如果一個人能夠規律地持續

進行足夠時間和強度， 所有形式的身體活動

都助益促進健康以期提升個人或社區健康，並

對各國家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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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所屬國家會員（member state）政府，支

持或遵守全球體育運動發展。例如：「反運動禁

藥國際公約」、「運動良善治理準則」、「哥本

哈根宣言」、「柏林宣言」、「體育、身體活

動及運動國際憲章」、「身體活動全球行動計

畫」、「遵守奧林匹克休戰和平協議」、「國

際運動與奧林匹克理想年」、「國際體育運動

年」、「國際運動發展與和平日」、「運動是永

續發展推手」等等。不論是基於「為了維護體

育運動核心價值並永續發展（for sport）」或者

「透過體育運動落實人類健康、教育、兩性平

等、社會融合發展、和平及永續發展（through 

sport）」的政策論述，都是呼籲並要求會員國

家政府遵守公約、準則、憲章、大會決議或宣

言，以維護體育運動核心價值並提升其對國家社

會及國際發展的貢獻。

二、跨政府組織與國際奧會

  國際奧會1894年基於奧林匹克主義（Olympism

成立以來，領導全球國家奧會（N a t i o n a l 

Olympic Committee, NOC）和國際運動總

會（International Sport Federation, IF），

國家運動協會（National Sport Federation, 

N F）共同推動奧林匹克運動（O l y m p i c 

movement），例如：定期舉辦奧林匹克運

動會，推廣奧林匹克教育及全民運動，要求國

家奧會及國際運動組織遵守良善治理及倫理原

則，確保運動員權利與義務。國際奧會2004

年起響應聯合國千禧年發展計畫（MDGs），

加入跨政府組織夥伴體系，領導奧林匹克體系

成員，加上國際運動總會，國家奧會以及奧林

匹克運動的影響力，積極致力於人道救援，

建立和平，教育性別平等，環境保育以及對

抗愛滋病（HIV/AIDS）漫延，成效卓著。國

際奧會2009年獲得聯合國大會通過成為聯合

國永久觀察員，2014年起積極推動奧林匹克

行動2020（Olympic Agenda 2020），一

方面致力於奧林匹克運動體系進行改造與精

進，一方面則以具體行動落實聯合國2015年

起規劃推動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2021

年持續推動奧林匹克行動2020+5（Olympic 

圖1  跨政府組織與國家政府以及全球運動組織與國家運動組織的結構關係（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

全球運動組織（IOC, WADA, IFs）
國家運動組織（NOC, N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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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2020+5），國際奧會持續密切連結教

育、健康、性別平等、環境永續、國際發展、

和平與合作夥伴等指標，並承諾落實巴黎協

議，2030年前減碳50%，啟動奧林匹克森林計

畫（Olympic Forest）達成每年20萬噸以上碳

中和。奧運會及相關活動也都要落實遵守永續

原則，2020年起發表永續報告（Sustainability 

Repor t）監測評估各項永續方案執行情形

（IOC, 2021）。

  聯合國等跨政府組織與國際奧會和世界運動組

織及國家奧會等組織，基於推動奧林匹克運動

在學校體育、全民運動、國內競賽與國際賽會

之永續發展，以及推動落實聯合國千禧年目標

（MDGs）與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共同任

務，而建立法定或夥伴關係；跨政府組織並以

公約、準則、憲章、會議決議、宣言等法定形

式，引導並要求會員國家政府遵守落實。跨政

府組織，國家政府，全球運動組織以及國家運

動組織等，四類組織之間的結構關係彙整如圖1

所示。

肆、結語：國際發展趨勢

當21世紀永續發展目標（SDGs）在全球全面

推動之際，國際體育運動也成為重要的焦點舞台與

推動力量，對於全球議題和國家社會國際化的影響

日益明顯，國際奧會和全球運動組織也更加強良

善治理機制以維持其全球體系順利運作與影響力 

（Forster, 2006）。跨政府組織和國際奧會及國際

運動組織之間建立夥伴關係的案例從2005國際體育

運動年起日益增加，聯合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歐洲委員會以及世界衛生組織等跨政府組織和國際

奧會及世界反運動禁藥機構，持續透過大會決議宣

示態度立場，發表宣言（Declaration）、制定國

際公約（Convention）、準則（Principle）、規

範（Code）、國際憲章（Charter）以及政策指

引（Guidelines）或全球發展計畫，以規範並引導

各國政府及國家運動組織遵守。國際奧會則積極提

升國際運動賽會的吸引力和曝光度，以利於各國家

運動組織，代表團成員及政府官員參加國際運動賽

會的能見度。Gillion（2011）從地緣政治的觀點

分析解讀，國際運動賽會成功舉辦，促使全球運動

組織與國家運動組織，以及跨政府組織與各國政府

之間的互動更趨向正面與密切。對於個別國家政府

而言，要積極持續參與國際體育運動舞台，就必須

了解並遵守跨政府組織和全球運動組織體系的治理

機制與行政運作體系，在政策上強化國際體育運動

事務組織與人才培育體系，並且持續研議國家奧會 

（NOC）及全國運動組織（NF）在國內相關法律

規範所獲得的授權及應遵循的責任和義務，落實良

善治理與倫理準則，方足以建立體育運動完整穩定

的基礎，有效接軌全球運動組織體系。尚望本文彙

整之內容與討論有助於我國體育運動永續發展之參

考。

作者高俊雄為國立體育大學體育推廣學系教授、鄭嘉

綺為國立體育大學國際體育事務碩士學位學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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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中央政府體育行政組織歷經多次變遷，

由發展脈絡來看，綜合各項資料分析，自國祚成

立時的軍政時期（1911~1927）並未設置體育行

政組織，此時「體育政策」依附在教育當局的

政令法規（吳文忠，1981），掌管「體育業

務」的只有社教司（教育部中國教育年鑑編纂

委員會，1971），1927年大學院（如今之教育

部）雖設立「體育指導委員會」，然而不久因故

廢置，其影響自是乏善可陳。其後的訓政時

期（1928~1948）由教育部設立了「體育

委員會」，1929年教育部公布「國民體育

法」，令國民政府「訓練總監部」會同教育部

實施，然而並未實施。1932年教育部設立「體育委

員會」，專門負責設計、指導、督促全國體育之發

展，為全國體育設計與諮詢之最高機構，也是建立

體育行政機構的發端（教育部中國教育年鑑編纂委

員會，1981）。從國家設立初始，很長的過去一直

附屬在教育部之下，或設或廢不定，直到1973年教

育部組織法納入了體育司，正式體育行政組織才成

立；1997年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成立，成為部會層級

二級獨立機關，而後政府組織改造，將「行政院體

育委員會」又併入教育部，體育主管機關又回到附

屬教育部組織之下。政府遷臺後中央體育行政組織

之變遷及影響殊值探究。

劉照金等（2014）探討我國中央體育行政組

織與政策角色之變遷過程（1911~2013年），其

臺灣體育行政組織變遷與影響
文／何卓飛

結論認為我國中央體育行政組織與政策角色之變

遷，主要為適應其所處的制度環境，採取調整體

育行政組織核心與邊陲、組織功能、組織典範及

政策工具等方式符應國家政策與社會需求，此乃

促成體育行政組織變遷之主因。而組織的重要性

在於它是影響政策執行之主要因素，組織產生變

遷當然政策作為也隨之受影響而改變，組織無論

從個體面向（Sabatier & Mazmanian, 1989）

及總體面向（Benson & Weitzel, 1985）均會影

響政策之執行。

由於政府遷臺前中央體育行政組織定位不明，

國家多處於外患與內亂與社會不安定狀態，中央政

府政令也常無法通達於地方。本文所探討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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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體育行政組織變遷與影響 以中央體育行政組織為對象，並以政府遷臺後之組

織變遷為主。其他地方性質、學校性質、民間性質

之體育組織，則因任務較多屬接受政府委辦，或僅

接受行使中央政府政策或公權力，或業務量較小，

且非統籌全國性業務，故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本文以歷史分析、文獻探討方式，探究我國體育行

政組織適時變遷之重要性與進行變革的過程，及執

行變革結果的影響與檢討，並了解未來變遷的發展

與趨勢。

貳、中央體育行政組織之變遷

各國政府涉入體育的主要動機極為多元，劉照

金、鄭志富（2003）提到，掌控國民運動與休閒活

動、展現政府對國民休閒與健康福祉之關注、作為

社會整合的象徵、提升國家戰備之基礎、提升國家

聲望及刺激經濟發展等六種動機。Scott, Spencer 

and Danyel（2020）則綜合Sage & Eitzen

（1993）, Chalip（2006）觀點指出，國家主要涉

入體育的動機則為，以傳播某些理想、培養民族主

義、提高生活品質和促進更好的健康等。這些不同

之政府涉入體育之動機，加上各國法律制度、經濟

發展、體育發展、傳統文化、國際體育思潮之影響

與制約，形成各國特有的體育行政組織型態與變遷

（趙麗雲，2003）。

1949年中央政府遷臺，成立「教育部國民體

育委員會」，再之後教育部正式設置「體育司」

（1972~1997），至 1998年設置「行政院體育委員

會」，以及2013年配合政府組織再造併入教育部體

育署。茲就各時期之體育組織變遷樣態與內涵分述

如下：

一、行政組織停滯與恢復期－國民體育委員會時期

（1949~1972）

  1949年政府遷臺後，時值兩岸對峙情勢緊張，

政府當時以「反共抗俄，光復大陸」為國家優

先目標。1949~1953年在經費缺乏下體育行政

幾乎停頓（吳文忠，1981），1954年恢復設

置「教育部國民體育委員會」，惟該組織僅屬

設計和領導角色，業務執行尚有賴其他單位配

合，1958年國民體育委員會被裁撤，1961年又

恢復其各項業務，直至1973年教育部體育司成

立，體育工作得以重新正常發展（教育部中國

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1974）。

二、正式專責行政組織設置期－體育司時期

（1973~1997）

  1973年10月31日教育部修正組織法，在教育部

之下增設體育司主管全國體育行政事務（謝文

全，1989），此乃中華民國首次成立「司級」

之中央體育行政主管單位，體育政策與業務終

有統一策劃、領導、推行之機構（教育部中國

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1974）。1979年為因應

實際體育行政業務需要，調整為學校體育、社

會體育與國際體育三科（吳文忠，1981）。

三、學校與社會體育行政組織分隷期－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時期（1998~2012）

  由於產業經濟發展、社會文化之變遷、國民休

閒生活之需求、國際體育之思潮影響，使得民

眾、社會、國家對體育與運動之角色功能需

求更加多元，而教育部體育司業務無法因應

國民需求、產業發展、國際競爭，行政院乃於

1997年核定成立部會級之組織－「行政院體

育委員會」，並於同年12月底經立法院三讀

通過組織條例，取得全國最高體育主管機關之

法定地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1999；徐元

民，2001），其下分設綜合計畫處、全民運動

處、競技運動處、國際體育處、運動設施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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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業務設置體育署，掌理全國體育與運動政

策、制度之綜合規劃、執行與督導及相關法規

之研修等事務，其組織共分綜合規劃組、學校

體育組、全民運動組、競技運動組、國際及兩

岸運動組、運動設施組、國家體育場管理處、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行政法人。其政策角色為統

籌國家體育事務之主管機關（教育部體育署，

2013年1月12日），將過去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及過去學校體育由體育司所掌管之業務納入教

育部體育署，學校體育整合進入體育主管業

務，成為中華民國體育發展之另一種新局（劉

照金，2013）。

參、體育行政組織變遷後之影響

組織之變遷，設立何種型態之組織，會影響

到政府體育政策所要達成之動機與目的，以及組

織之效能與效益。不過政府介入或支持運動有時

也會像商業贊助一樣，讓運動付出代價，例如政

府的政治傾向有時會成為壓迫或剝削體育的來源

五處，惟學校體育業務仍由教育部體育司負責

掌理，使中華民國體育行政組織架構形成雙頭

馬車制。王永成（2003）提出了我國體委會時

期體育組織推展計劃和執行業務時的六項負面

缺失，分別為：（一）組織運作模式，未能透

過權力分享創新組織文化；（二）組織職掌分

工欠當，影響成員參與之意願，並呈現本位主

義、推諉避事的負面效應；（三）組織專業層

次不明，運動專業人力配置不足；（四）組織

運作模式僵化；（五）組織效能評鑑失真，缺

乏專業運動機構評鑑；（六）組織規劃策略不

佳，未能走向開放系統。

四、專責組織事權統一時期－教育部體育署時期

（2013以後迄今）

  2009年總統元旦文告中宣示：為打造一個「精

實、彈性、效能的政府，以大幅提升國家競爭

力」（總統府，2012年12月25日），於2011

年1月正式啟動行政院及所屬機關組織再造工

程，同年7月行政院核定了教育部組織架構（行

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12年12

月25日），通過將原來直屬行政院二級

機關的「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和教育部

業務單位的體育司整併為三級機關「教

育部體育署」，也將原來定位不明的左

營運動訓練中心改制為「行政法人教育

部國家運動訓練中心」。2013年1月1日

教育部體育署正式掛牌成立，也正式開

啟了組織變革後續實質工程。其後「行

政法人教育部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也於

2015年元月1日正式設置。《教育部體

育署組織法》敘明教育部為辦理全國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圖片來源／本刊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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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lihan, 1997）。茲就各時期產生之影響有如

下述：

一、國民體育委員會停頓再恢復時期（1949~1972）

體育制度已逐漸建構

  此時期中央政府體育行政組織，從停頓到恢

復，又被裁撤，再到1961年恢復「國民體育委

員會」各項業務及活動， 直到1968年行政院核

定「發展全民體育，培養優秀運動人才方案」

（教育部中國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1974），

體育行政工作得以重新正常發展。此期在中央

或地方、民間或軍隊，其體育行政組織、人

力、預算制度在混沌中逐漸建構。對我國體育

之影響性主要是：

（一） 第五次全國教育會議仍延續之前的

「文武合一」為此時期教育政策，未

有創舉。

（二） 體育運動政策囿限於一般性全民體育活

動，競技運動也僅關注於較優秀運動人

才的培養，無系統性培養計畫，國際競

技只有曇花式的表現。

（三） 無明定政策指標，未見整體體育政策，

即令在全民運動、學校體育，仍較關注

以國防體育為意識的主軸上。

二、體育司時期（1973~1997）有系統落實國家體

育政策

  1973~1997年間因為在教育部增設體育司，

成為中央推動體育政策的正式業務組織，因此

各項體育法規、組織、制度日益建全，民間體

育團體一元化行政領導制度亦建立，國家中央

體育行政組織已趨健全（徐元民，2001）。

此期推動主要的體育政策包括：全民體育推

廣工作、體育運動環境改善、學校體育設備充

實、競技運動選訓與獎勵制度推動等，可說

是中華民國體育發展之「革新期」（蔡禎雄，

1992）。其影響特性如下：

（一）是無論在學校體育、社會體育、國際體

育及體育學術方面，開始有系統的提出

計畫、督導，以落實國家體育政策。

（二）以改善整體運動環境、發展學校體育設備

與正常教學、促成民間體育團體一元化、

建構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訂頒中正與國

光體育獎章等作為政策工具，以中央專

責組織政策來發展體育已見初步成效。

（三）職業運動開始萌芽，職棒聯盟組織運作

帶動全民瘋棒球之契機，也帶動我國棒

球水準之提升，運動產業開始萌芽起步。

三、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時期（1998~2012）競技與

全民體育雙軸發展

  1998~2012年間所成立的行政院體育委員

會，可統籌國家體育事務的一級單位。因政

策目標、組織架構移轉，其組織架構與運作

方式均為全新，有必要以新的典範因應全新

政策環境；而提出「雙主軸四輪帶動」的施

政計畫，體育政策目標已由全民運動與競技

運動雙主軸目標，轉而更多元之政策目標發

展，也正式提出《中華民國體育白皮書》，

其具體之影響如下：

（一） 透過改善運動環境、典章制度、人才培

育、運動科學、運動產業等政策工具在

培訓與參賽方面進行大幅度的改革，結

果在1998年泰國曼谷亞運一舉創造19金

17銀41銅，及示範賽1金1銀的歷屆亞運

最佳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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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育政策目標更提升為國家經濟與產

業的一環，運動彩券政策方案的提出

堪稱代表之作，為國家體育運動經費

預算新闢了財源。

（三）除競技體育外，從「學校體育教學發展

中程計畫」、「發展民俗體育中程計

畫」、辦理2009世界運動會、聽障奧

運會等計畫案中即可看出，我國體育

計畫已廣泛拓展至全民體育、社會體

育及國際體育。

（四）自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設立後，因原先最

高體育行政組織體育司仍持續運作，

負責學校體育相關業務，由於學校體

育範圍甚廣，在業務執行上，體委會

與體育司也常有權責不清與矛盾的情

形產生，導致我國各體育組織出現互

相爭諉的組織文化：「為避免讓步讓

成慣例而被邊緣化，只要與自身權責

領域有關，非得爭權到底不可」（王

永成，2003）。

四、教育部體育署時期（2013以後迄今）漸進邁

向體育大國

  2013年後，政府組織再造，新的教育部體育

署成立，提出「體育政策白皮書」以「健康

國民、卓越競技、活力臺灣」為願景，為臺

灣培育出健康卓越人才並創造愉快的運動經

驗為使命，從學校體育、全民運動、競技運

動、國際及兩岸體育、運動產業及運動設施

等六大主軸執行業務，以強化國民體能、運

動競技、運動環境、國際體育、體育設施資

源、運動產業與運動彩券、體育運動文化內

涵、運動禁藥、運動科學等。此時期除了改

革雙頭馬車領導之窘境外，對我國之體育運動

發展產生全面性影響： 

（一） 整體運動設施、場館，各地運動中心、競

賽場館等硬體之建設與經營逐步整建啟

用，執行「前瞻基礎建設–城鄉建設–營造

休閒運動環境計畫」優化各運動場地。

（二） 各項體育典章制度、法規、計畫、活動等

軟體之完整規劃、建制與改革。以「強

化參加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連貫培訓體

系」、「建構單項運動潛力選手接班梯

隊」、「提升運動科學支援體系」、「健

全單項協會運作機制」及「打造優質競技

訓練環境」為目標，且積極推動「浪潮計

畫」、「千里馬計畫」及「伯樂計畫」、

「奧運黃金計畫」等培育競技運動選手及

教練（體育署，2019）。

（三） 全國各類體育專業人員培育及志工人才之

培養與授證，體育專業人才大量培育。

（四） 競技與全民運動觀念、技術與科學之宣導

與研發。整合國家體育資源，鼓勵民間參

與體育建設辦理各項運動聯賽，活絡運動

產業。

（五） 辦理重大國際體育賽事，加強參與國際體

育組織與兩岸運動交流，使得我國具備辦

理國際賽會能力，也在2016年成功辦理

了世界大學運動會。

總括地說，此階段因運動彩券的營收大量挹注

了體育預算，運動 i臺灣計畫與廣設各縣市運動中心

促進全民運動風氣全面提升，千里馬計畫、伯樂計

畫、浪潮計畫和黃金計畫使得競技運動水準快速提

升，我國選手在 2020東京奧運取得 2金 4銀 6銅之

佳績，國際體壇表現優異，政府與民間合作成立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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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法人運動禁藥組織運作，運動科學中心籌備的成

立等，各項運動企業聯賽與職業運動的推展，體育

運動產業蓬勃發展。

肆、我國體育行政組織變遷的未來趨勢

「一成不變的組織，無法度過時代的考驗，唯

有轉「變」為贏，組織才有成功利基，取得致勝關

鍵。」（詹中原等，2007）這是變革管理–組織的

成功密碼一書封面的一段經典語句，充分揭示了組

織變遷（organizational change）的重要性。

自1980年代以迄今日，各國政府對於傳統政府

組織規模、架構，以及運作等，朝向生產力、市場

化、服務導向、分權化、政策導向、與課責等內容

改造。屬於公部門的體育行政組織過去靜態化的組

織結構無法因應目前快速變化的環境，因此我國在

這一波的政府組織變遷裡，組織的結構必須動態調

整，必須找到適當的組織結構設計模式，使組織更

有效地運作，以達成行政績效。組織變革有其預定

達成之目標和效益一般而言，體育行政組織變遷的

目的是為達成我國體育運動施政發展願景，以健全

的組織架構與運作來提高組織績效，讓組織有高的

效率和效能，提升其競爭力（曾慧青，2008）。

因此組改後的體育行政組織，如何由中央帶動

地方，並影響其他民間體育組織，甚為重要。綜整

檢討過去的經驗，參酌整體環境變化，其未來變遷

發展趨勢如下：

一、體育行政組織結構設計趨向整合與彈性化

  傳統靜態的體育行政組織架構趨向動態化的組

織設計型態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因應組織型態

的轉變，中央政府體育行政組織就必須考量多

方面的需求以取得平衡，俾於面對快速變化的

環境能及時調整，目前體育行政組織設計有三

種趨勢，第一是正式的組織「分化」同時要加

強組織的「整合」機制，也就是會以團隊運作

的方式整合不同專長的人，或以資訊科技與技

術有系統地蒐集與整合相關資訊，以協助決策

者做最佳之決策，有效地解決問題；第二是要

平衡傳統嚴謹監控「集權化」的管理與充分授

權讓員工承擔責任的「分權化」，也就是強調

員工自主的同時，運用管理資訊系統及績效與

目標管理代替監控制度；第三是關注作業分工

與「標準化」，也同時給予「彈性」，以面對

環境變局時仍能兼顧效率與效能穩健運作。

二、體育行政虛擬組織（又稱網路組織）將自然成形

  虛擬組織（virtual organization）又稱網路

組織（network organization），是組織間

透過合作而產生競爭優勢的關係網路。由於政

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在絢麗的煙火表
演中精彩落幕（圖片來源／FISU官網）



 |     

國
民
體
育
季
刊212

期   |     

20

本期專題  Focus Topics

府組織再造所追求市場化、分權化與精簡化

的內容，使得中央公部門的體育行政組織在

業務革新上，僅保留一些核心業務（吳定，

2000）。凡屬於非核心之業務依據業務活動性

質或特性的不同採招標外包（outsourcing）

或透過其他組織如地方政府、民間體育團體、

非營利事業單位、學校等外部組織建立合作關

係，來完成任務、目標與創新價值。中央政府

體育行政組織為求創新服務，就必須藉由科技

網路發展打破體制內垂直階層系統形成群組溝

通網絡，並與外部組織形成有機式結構、緊密

分工合作關係的供應鏈系統（supply chain 

system），這也就是體育行政的網路組織。

三、體育行政組織溝通結構將趨向於「無疆界組織」

  就組織的結構設計來說，有效能的體育行政組

織必須竭力消除各種存在於組織內的邊界，或

是存在於組織與外在環境之間的邊界。因為這

些邊界，常常嚴重阻礙了有效的溝通協調。組

織內垂直的邊界就是存在於組織各個層級，

上下層級之間所造成的隔閡；功能單位之間

會有所謂的本位主義及所謂的水平邊界，造

成部門間的隔閡；而分屬於不同組織體的體

育行政組織與外部的地方政府或民間體育團

體組織間的邊界本來就很明顯。因此，中央

體育行政組織變革領導者如何把組織內上下

層級之間、各業務單位之間，以及跨組織之

間的疆界消除，形成所謂的「無疆界組織」

（boundaryless organization）也稱之為技術

型組織（technology-based organization）

或簡稱為 T型組織，在做法上可以組成跨單位、

跨組織團隊方式來強化聯繫與溝通促成一體以

化解隔閡，將使組織業務推動更具效率與效能。

伍、結語

綜觀我國各不同時期中央體育行政組織之變

遷，主要是因內憂外患、領導者觀念認知、政治經

濟與社會環境背景、民眾之期許與關注狀況、組織

環境整備之成熟度、所處國際環境趨勢等而有不同

之組織型態與變革。但是組織變遷之影響，也會有

不同的直接結果和間接效益，其一是遭遇變遷失敗

的苦果，讓組織陷於內部人員的不穩定、作業程序

與工作環境的混亂，外部各方的責難和多方面的困

境，以及政策執行績效之不彰。另一是組織變遷成

功，使得組織達成變遷中所要達成的目的和效益，

也就是要轉「變」為贏，讓組織變得更有活力、競

爭力，組織產生了正向的影響力和結果。如同一般

的組織變遷，體育行政組織之變遷，都會一直持續

的上演。政府所應掌握的是定期檢討中央體育行政

組織是否仍符應現實國內外的變遷，是否能展現體

育發展所擬達成之目的與績效，適時的檢驗、稽核

或評鑑體育運動組織以最適變遷趨勢之策略作為組

織再變遷之基礎。

作者何卓飛為佛光大學講座教授兼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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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軟實力是指在國際關係

中，一個國家所具有經濟及

軍事外的第三面實力，主要

是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

及民意等方面的影響力（吳

家恆、方祖芳譯，2006），

而競技運動就是國家軟實力

的展現方式。源於以和平方

式取代古雅典時期城邦間流

血戰爭而發展的古代奧運，

歷經近三千年的文明轉換與

成功演進，吸引全球目光的

現代奧運綜合賽會相繼登場，成為各國高舉和平精

神的軟實力競爭（吳俊宏譯，2004）。夏季奧運會

已經發展為超過200個國家和地區參加的最大綜合

型賽會。贏得金牌的代表隊可以升上所屬的旗歌，

且頒獎時隨著無遠弗屆媒體的力量，傳播至全世界

各個角落，金牌運動員與世人分享得獎時的榮耀。

因此，奧運奪金對於該國家國際體壇地位提升與國

際能見度皆有所助益，奧運獎牌榜成為各國綜合國

力排名的重要指標之一。

臺灣奧運首度奪金之競技運動
政策演進與內涵
文／李建興、彭臺臨

臺灣選手張星賢代表日本隊及我國奧會代表團

選手劉長春初次於1932年洛杉磯奧運田徑一百公尺

項目登場以來，我方奧會歷經72年的漫長努力，終

於在2004年8月26日雅典奧運開花結果，中華隊一

日斬獲兩金（馬鈺龍，2004）。這個「中華臺北

日」打破之前的「零金魔咒」，由跆拳道選手陳詩

欣與朱木炎陸續贏得金牌，除此之外射箭項目亦摘

銀獲銅。奪牌時刻除當時服務於奧運村的我國工作

人員欣喜若狂之外，舉國也都為中華隊能展現競技

雅典奧運會開幕式中華隊進場（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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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力而歡騰振奮良久。本研究考

量篇幅，時程限縮國民政府來臺

後於1956年初次參加奧運至2004

年雅典奧運首度奪金。

我國1997年設立體育專責中

央部會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劉照

金、張俊一、邱金松，2014），

於此過程筆者之一長年高度參與

國家競技運動核心的決策制訂工

作，有感於此屆奧運中華隊全球

排名31名，比我國歷屆居次的

2020東京奧運的34名更勝一籌

（IOC, 2021），背後運籌帷幄國家整體政策發展

脈絡實值深究整理。為此，本文研究目的試圖回顧

臺灣競技運動政策發展的奠基，說明奧運首度奪金

政策的內涵，解析奧運奪金政策的思維與作法。研

究資料的來源，則是結合實務經驗與相關政策文件

與研究成果，經歸納彙整為文，期能做為日後臺灣

競技運動更上層樓的政策發展參考。

貳、奪金政策的奠基

一、捍衛中華民國國際參賽資格（1956-1980）

  國民政府撤退來臺初期的時局尚未平靖，尚乏

專責之中央體育運動行政部門，遑論競技運動

政策的長遠規劃。然而，「亞洲鐵人」楊傳廣

在1956年墨爾本奧運會參加田徑十項獲得第8

名，此後成績持續進步還陸續進步，1963年打

破世界十項紀錄並引發規則的修訂（張政玄，

2018）。1960年羅馬奧運會楊傳廣赴美訓練有

成，與美國訓練的隊友強生在十項全能於激烈

競賽中取得銀牌（中華臺北奧會，1991），英

雄相爭畫面列為奧運百年的經典。楊傳廣奧運

場上身穿中華民國的隊服，頒獎時我國國旗冉

冉飄揚，受到全球運動愛好者的關注，競技運

動的國際魅力也讓我國主政者印象深刻。

  1964東京奧運時中共國勢日益穩固，推行鼓吹

一個中國政策，相較之下我方國際地位鬆動，

原本的中國代表隊身分逐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取代。我方迫於情勢配合國際奧會要求，以

「臺灣」名義進場。1968墨西哥奧運紀政贏得

80公尺低欄銅牌，也以「臺灣」名義參賽（汪

清澄主編，1969）。這期間競技運動政策以衛

護中華民國運動員參賽資格為主，國際化的競

技人才培訓績效以民間人士和美國大學支持為

要。例如，楊傳廣和紀政受建築師關頌聲支持

赴美就讀美國大學，楊傳廣和強生是美國大學

田徑代表隊隊友，紀政則是受瑞爾教練青睞邀

請隻身赴美國訓練有成。

  保衛中華民國會籍，成為我方此階段參與國

際賽事最重要政策的主軸。1 9 7 2年慕尼黑

2004年雅典奧運跆拳道朱木炎和陳詩欣贏得兩面金牌，破了中華隊72年的「零金魔咒」。
（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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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水）、射擊、射箭、柔道、體操、舉重、拳

擊、棒球、桌球、跆拳道（示範項目）、自由

車、女子籃球共13個項目實施重點培訓（丁

桀，2021）。教育部體育司制訂奧運培訓計

劃，全國體育運動總會和各單項協會執行選才與

培訓，中華奧會負責組團參賽。時任教育部長李

煥更指示教育部體育司加強運動人才培育和生涯

輔導。

  但是1988漢城（首爾）奧運的成績令人失望，

所有正式項目表現不佳，未能獲得任何獎牌，僅

有示範項目跆拳道取得2金3銅。當時立法委員

紀政為此在立法院質詢，明確指出政府部門建

構的制度缺乏完整性，且體育經費明顯不足與

選才訓練素質不佳。為此，教育部體育司1989

年提出《國家體育建設中程計畫》（洪建智，

2001），成為我國競技運動首次的較完整政策

規劃。

  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除初次列為正式項目的棒

球贏得銀牌與列為表演賽的跆拳道有3金2銅成

績，其他列為重點項目都未能拿到獎牌。1996

年亞特蘭大奧運除大陸入籍的女子桌球運動員陳

靜為我贏得一面銀牌，整體培訓效果仍無起色。

檢視此階段競技運動政策執行的成效未盡人意。

朝野對於競技國際表現不振難免失望，競技運動

政策的運動選手選、訓、賽、輔的陳 的問題檢

討浮出檯面，體育行政改革的聲浪再度響起。在

時任總統李登輝總統指示下，1997年成立部會

層級的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此外，儘管跆拳道表

演賽不列入奧運正式成績，奪牌之舉有效激發國

人學習跆拳道熱情，基層學校代表隊、社團和民

間道館日益蓬勃發展，為跆拳道往後在雪梨和雅

典奧運奪牌打下厚實基礎。

奧運在當時國際奧會主席布倫達治（Avery 

Brundage）友臺的支持下，我國以「中華民

國」名義參加（劉進枰、蔡禎雄，1995）。

政府認識到體育運動的重要性及其對外交的價

值，乃於1973年成立教育部體育司，開始實施

中央體育政策的擘劃（林國棟，1997）。1976

年蒙特婁奧運因對岸發揮影響力及我方政府高

層不允，臺灣代表團傷心退出此屆奧運。影響

所及，我國的國際奧會活動資格節節敗退，我

國奧會於1979年不接受國際奧會「一個中國」

為前提的名古屋決議離開國際奧會，致使1980

年莫斯科奧運已被國際奧會除名而喪失參加資

格。這一時期，臺灣較缺乏具體競技運動政策

願景、策略和目標，不過隨著教育部成立體育

司，體育有專責的中央行政單位，開始著手競

技運動政策的規劃與探索。

二、重返奧運的競技運動成長（1981~1996）

  1981年3月23日，我方面對國際現實，與國際奧

會於洛桑簽屬更改會旗、會歌、會名之協議，

開始以Chinese Taipei名義重返國際奧會與世

界體壇（徐亨，2000）。1984洛杉機奧運兩岸

同場競技的新局，在共產集團抵制較少參賽國

的情況下，此屆比賽成績依然差強人意，僅蔡

溫義選手在舉重60公斤量級獲得銅牌，棒球項

目在表演賽獲得銅牌，激起渴望得牌的政府高

層對競技運動的重視。

  行政院相當注重競技運動在國際賽會的表現，

希望創造更多奧運獎牌，1983年具函教育部協

助全國體育運動總會組成立1988奧運專案小

組，同年公布《我國準備一九八八年奧運會優

秀選手培訓計畫綱要》，選定田徑、游泳（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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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奪金政策的內涵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成立，其內部業務下設職

司綜合、競技、全民、國際、設施等五個處，與負

責學校體育的教育部體育司相互支援，且發揮委員

會組織之特色功能，積極廣納彙集各界體育運動改

革建言，於1999年發布第一本體育白皮書，期程

至2010年，主軸為「活潑的城鄉、強勁的競技、

健康的國民」，其中關於我國競技運動政策部分，

明確定調為「強勁的競技」，建立「選、訓、賽、

輔、獎」策略，奠定競技運動政策的基礎（行政院

體育委員會，1999）。中央政策據此提出我國參加

2000雪梨奧運會運動選手培訓實施計畫綱要，以

「培訓從寬、參賽從嚴、補助分級、重點強化」原

則進行（立法院，1999）。政策執行是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運動競技處主政，培訓工作由全國體育運動

總會執行，參賽則由中華奧會負責。2000年雪梨年

奧運我國體育白皮書的競技運動政策成效顯現，獲

得1銀4銅成績是歷屆最佳成績，此外開放吸引世界

最好人才的入籍也見到成效，舉重銀牌黎鋒英和桌

球銅牌都是大陸所培育人才，但仍有「奧運零金」

的遺憾。

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在國內爆發舉重運動員

使用禁藥的爭議風波，其後中華代表團抵達雪梨奧

運會場又有舉重男子選手被查獲藥檢未過事件。為

此，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廣受社會多方責難與承受巨

大壓力，可惜未能追究負責國家隊選才和訓練管理

的全國體育運動總會與舉重協會應負的執行責任，

2004年中華男丶女射箭團體雅典奧運皆奪牌（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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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即使

有政策規劃，但奧運的培訓的落實管理時若政府無

法展現公權力，對實際選拔與訓練的運動團體組織

的治理成效不彰，發生禁藥醜聞而貽笑國際，有損

國家顏面。筆者之一時任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主任秘

書乙職，深入瞭解使用禁藥問題，發現在舉重界早

已儼然眾所皆知，探究問題成因在國光獎章的獎金

的利益誘人及為臺灣爭光的奪牌壓力，運動道德倫

理隱而不顯，沒有人願意挺身而出指出此舉有違奧

運公平競爭的精神。直到雪梨奧運的禁藥檢查未

過，才將問題浮現檯面。奧運此行結束後，面對各

界的檢討聲浪，政府修訂《國民體育法》條文，於

中華奧會與中央主管機關的合作辦理事務增列實施

及執行國際運動賽會禁藥管制規範。

此外，2000年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主委許義雄

將政府長年委由全國體育運動總會管理的左營訓練

中心收回自行管理，聘請在美國受過完整運動科學

訓練理論與實務的林德嘉教授擔任該中心主任，建

立臺灣國家級訓練中心更完整的樣貌。臺灣早期國

家運動員的徵召培訓過程，遇到單項協會與教練擁

兵自重的情況屢見不鮮，經此政策改變，國家運動

員的培訓改由國家中央行政機關主導，培訓制度可

有更嚴明管理紀律，此舉希望可就此革除一些陳

舊弊。

肆、奪金政策的思維與做法

一、本質的策略思維

  2002年釜山亞運是中華隊雅典奧運的前哨站，

儘管中華隊輸多贏少，但在競技運動政策的逐

步規劃落實中，看到雅典奧運的金牌希望，例

如18歲的袁叔琪在射箭項目擊敗雪梨奧運金牌

運動員，在此屆亞運奪金。有鑑於若干我國有

天分而認真的選手國際賽常有「差一點」就贏的

缺乏臨門一腳之憾，檢討之後做的政策思維與做

法的改變。回顧2004年雅典奧運奪金政策制訂

的策略，大致採取F.O.C.U.S.的思維模式（彭臺

臨，2004），分述如下：

（一） F：Find your talent（找到你的天賦）

 依國人的天賦，選擇較適合奪金項目。例

如使用器具類的射擊、射箭、棒壘球；又

如，體重分量分級的跆拳道、舉重；再

如，著重技巧項目的體操、桌球與羽球。

（二） O：Observer your role model（觀察你

的模範角色）

 標竿學習奧運金牌國家的訓練方式，透過

出國訪查觀摩，並請進奧運金牌教練來臺

指導，學習如何培養金牌運動員的竅門。

（三） C：Challenge yourself（挑戰自己）

 設定雅典奧運設定金牌3面的挑戰目標，

鼓勵選手懷抱理想性，成為更好的自己，

追求自我的不斷突破。

（四） U：Utilize your resource（充分使用資

源）

 整合國內與國際資源，以團隊作戰方式，

結合不同領域的運動生理、心理、營養、

力學、醫療與防護專業人士，組成菁英工

作團，以充沛的資源支持運動教練和選

手，幫助成功奪金。

（五） S：Strive to make differences（盡全力

求進步）

  國際奪牌就必須具有與眾不同的差異化能力與競

爭力，實力的累積並非一蹴可幾，需要日積月累

的傾盡所能，方能克盡全功。不斷傳達勇敢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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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理念，在思想上透過溝

通不斷傳播，達成奪金目標

是在每天的進步的一點點。

例如在射箭水準上，設定破

世界紀錄的目標。

  策略本質是思考（吳思華，

2003），而思考的本質則是

成功信念，以此化為政策的

系統規劃。為避免讓選手飽

受挫折和傷感，政府主導的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可以提供

充沛的訓練資源，聘請世界

級金牌教練到場指導，更有

利於競技成績的有效提升。

二、具體的實務做法

  中華代表隊在2004年雅典奧運創下金牌榮耀，

將成功信念的轉化為具體行的措施。依據實務

經驗，其具體作法歸納如下：

（一）追求極致訓練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為了幫國內競技運動

發展癥結問題把脈，於我國組隊參加雅

典奧運之前，以中華民國體操協會的名

義經費補助，特別邀請五面體操奧運金

牌的傳奇娜蒂亞．柯曼尼絲和她贏得奧

運兩面金牌的先生巴特柯納二人連袂來

訪。利用他們夫妻在臺灣指導選手與教

練為提升體操水準之際，筆者之一直接

當面請益：「臺灣體操如何可以有奧運

金牌的實力嗎？」柯納先生回應：「很

有機會，只差一點點！」細究之下才瞭

解，他之所以能一再贏得奧運金牌的策

略，在於追求訓練與比賽皆以創下「完

美十分」為目標。經由實際觀察他們夫

妻的訓練方式與評估後，臺灣男子體操

雖具實力，但培育過程選擇追求極致精

神，則有尚待努力之處。

（二）建立等級團隊

 跆拳道雖於奧運示範賽屢獲金牌，但在

雪梨卻僅是獲得銅牌。為協助取得雅典

奧運的我國世界錦標賽金牌名將兵團

突破奧運零金魔咒，建立優質團隊成為

首要策略。特別是教練團設置總教練制

度，遴選具有國際賽成功經驗又具有企

業管理實務的選劉慶文領軍，除了執行

教練有本土教練之外，還與韓國的三屆

跆拳道世錦賽金牌李東玩與伊朗全球專

業體能訓練著稱瑞札等國際知名教練合

作，以國際專業整合的教練團分工合作

奧運金牌教練李啟式（圖片提供／相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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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才能於雅典奧運榮獲2金1銅，當屆

表現全世界參賽成績最佳的國家（馬鈺

龍，2004）。

（三）禮聘金牌教練

 射箭項目我國具有深厚的底層發展基

礎，但在重要國際賽卻常鎩羽而歸。有

鑑於澳洲的競技運動有突破性成長，往

日積弱不振的射箭運動也能在雪梨奧運

奪牌，特別到澳洲深入瞭解射箭的訓練

情形。原來是該國延聘當時握有九面奧

運金牌的韓籍教練李啟式，使得實力大

幅提升。此等級的國際教練每月薪資行

情至少一萬美元，與當時國內的國家級

教練的待遇相差很大，礙於當時規定無

法聘任。雅典奧運前，政府與射箭協會

特別邀請李啟式教練抵達左營國訓中心

指導射箭隊培訓隊選手。發現他對於提

高射箭穩定性的動作特性了然於胸，我

國選手各自問題癥結的診斷相當清楚，

且具有宗教情操的開闊心胸，不但令我

國選手與教練佩服，也是國際射箭總會

舉辦教練講習的首席名師。為了往後能

成功禮聘奧運金牌教練，筆者之一在行

政院體育委員會運動競技處長任內決定

修改法令，使得奧運金牌教練的待遇得

以國際行情為基準支薪。

（四）提高優渥報酬

 運動員的生涯輔導需有完善的法規配到

與資源，做為提高選手專心競技突破的

誘因。我國政府決策具體做法立法鼓勵

大學晉用奧運獎牌得主：奧運金牌可聘

副教授、銀牌可聘助理教授、銅牌可聘

講師。再者修改國光獎金辦法，採納知

名經濟學者馬凱教授等人建議，將金牌

的獎金提高到1,200萬，銀銅牌獎金維

持原金額，以激勵運動員爭取金牌的決

心。明定輔導奧運獲前三名運動員的生

涯發展及財務規劃保障，得一次領取

外，亦可終身按月領取。終身按月領取 

金額：金牌每月7萬5千元、銀牌3萬8千

元、第三名2萬5千元。政策上對於雅典

奧運前三名運動員也盡力輔導媒合到設

置體育專業科系的國立大學擔任教職，

使其退役後仍能夠發揮所長指導後進。

例如雅典奧運會後，朱木炎在國立體育

大學任教，陳詩欣至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現稱臺北市立大學）服務。

伍、結語

競技運動，尤其是讓臺灣可在世界發光的賽

事，我國政府就必須全力投入資源和經費支持。

「體力就是國力」的說法，已不能表現出國家的競

爭力。今日奧運是國家「軟實力」的競爭。當我國

運動員贏得金牌時，站在頒獎臺上，國旗歌響起，

中華奧會會旗升起，全世界都會看到臺灣。競技運

動是運動政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角色，政府為不負

社會大眾的民心期望，奧運爭金的培訓與參賽應視

同作戰，設定不可妥協的目標，透過有效的資源整

合，傾盡全力幫助有運動天賦的選手可以成功奪得

金牌。

臺灣競技運動發展的過程，隨著中共政權的

崛起，我方國際運動活動空間受到限縮，在保障我

方奧運運動員參賽的共識下，逐步摸索具有奪牌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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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力的不同時期運動競技政策，終於在2004雅典奧

運一舉奪得雙金。奪金背後的培訓政策，除了強化

成功信念的F.O.C.U.S的思維模式，具體措施則挑選

具有天分的選手，使之和世界一流的教練、一流的

運動設施、運動科學團隊相互搭配，才有奪金的可

能。此外，訓練頂級運動選手除了企業的奧援外，

政府的政策規劃更應主動扮演積極的角色，提供足

夠的資源，善盡合理的分配，發揮分工與合作，做

好獎勵報酬與生涯輔導，甚至對於偏遠地區的民眾

和社會弱勢族群也能政府資源協助，才能展現完整

的國際運動競技實力。

作者李建興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競技學系教

授、彭臺臨為中華民國大師運動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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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全民運動的推展，自1997年7月16日教育

部體育署（以下簡稱體育署）前身行政院體育委員

會成立後，陸續推動「陽光健身計畫」、「運動

人口倍增計畫」及2010~2015年「打造運動島計

畫」，補助地方政府舉辦多元的體育運動，為我國

全民運動推展建立了穩固的基礎。2016年體育署

賡續擬訂2016~2021年「運動 i 臺灣」全民運動推

展中程計畫，希望持續透過各種政策之實施，引領

民眾透過樂活的方式，結合在地文化生活，自發性

參與運動，享受運動帶來的樂趣，鼓勵沒有運動習

慣的人從事運動，沒有規律運動習慣的人提升運動

頻率，養成規律運動習慣（教育部，2013）。依

據2021年運動現況調查顯示，我國運動人口比例

達到80.2%，規律運動人口提升至 33.9%，規律運

臺灣全民運動政策之演進與影響
文／陳雲蓮、陳衣帆

動人口穩定成長；銀髮族運動比例高於整體平均，

每週運動次數也高於年輕族群；企業職工規律運動

比例雖未達整體平均，但已見逐年提升；選擇室內

運動人口比例大幅成長；民眾參與運動項目也逐漸

多元化。

貳、收穫運動 i臺灣  啟動 2.0

有鑑於地方政府不同的人口結構與地方特性，

由中央規劃的執行專案，雖然讓各縣市民眾有均等

的運動參與選擇，但長期執行結果，也讓地方政府

僅止於執行中央規劃的專案活動，又或中央規劃的

專案活動未能完全適用於各縣市，致無法落實地方

不同的需求，也失去發展地方特色的機會。參據地

方制度法之規定，地方體育事務屬地方自治事項，

2021年運動 i臺灣計畫期末聯席會全體大合照（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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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署經檢討分析全民運動發展現況，並因應社會

環境發展需求，在 2021年底「 運動 i臺灣計畫」

結束之際，進一步擬定 2022~2027年全民運動中程

計畫「運動 i臺灣 2.0計畫」，持續推展國民運動

風氣，提升國民健康體能，該計畫之執行方式不同

以往由中央規劃地方執行，改由中央輔導地方規劃

執行，由體育署參據各縣市人口數以及往年執行「運

動 i臺灣計畫」的績效，核定補助各縣市辦理經費，

地方政府可以視地方運動發展現況、地理環境特性、

人口結構、族群等，發揮地方特色，自行主導規劃

符合地方需求的推動方案，並加入競爭型計畫之元

素，進而發展出地方特色，地方政府除須通盤考量

規劃全面、多元、符合全縣市民眾參與的活動專案

外，在規劃活動專案的同時，針對行銷宣導、資源

整合一併規劃辦理，可以提升推展效益，計畫內容

並納入強化基層運動組織、提升運動專業人力量能、

優化運動友善服務，也隨著社會環境變遷，國人健

康意識提升，將運動與健康促進的整合予以納入（體

育署，2021）。

參、「運動 i 臺灣2.0計畫」 執行面向及發
展策略

一、在體育活動推展方面

（一）活絡基層運動組織，提升運動人口

1. 輔導村里民辦公室成立自發性運動社

團，辦理常態性運動課程或舉辦運動講

座，給予自發性運動社團運動認證，使

其正常運作發揮功能。

2. 輔導鄉鎮市區體育會結合該鄉鎮市區

村里自發性運動社團，辦理該鄉鎮市

區層級運動聯賽或成果發表會供民眾

參與。

3. 輔導縣市體育會結合該鄉鎮市區村里

自發性運動社團，依據其活動辦理成

果，辦理縣市層級運動聯賽或成果發表

會供民眾參與。

（二）加強縣市輔導，發揮推動成效

          輔導協助地方政府推動辦理相關規劃、諮

臺南運動 i臺灣女性有氧運動（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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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專業人力強化方面

（一）擴增國民體適能指導員量能

 推動校園合作接軌，善用大專校院軟硬體

資源，合作辦理國民體適能指導員授證強

化課程，進行校園檢定授證；增設多媒體

影音教材教學，規劃學科線上模擬考題，

提供實作模擬環境練習，增加術科操作能

力，提升應考實力；增加檢定辦理次數及

離島東部場次，降低交通不便影響報考意

願，擴增國民體適能指導員量能。

（二）強化國民體適能職能

 廣納運動相關專業人力參加國民體適能 

檢定授證，加強個人化指導知能，增加證

照展延的便利性，提升國民體適能指導員

職（質）能。

（三）形塑國民體適能指導員社會價值

 檢視修正國民體適能指導員資格檢定辦法

內容以符市場需求，透過政策擴增國民體

適能指導員之市場需求，整合資源擴大國

民體適能指導員服務領域，建立國民體適

詢會議，協助執行各專案規劃、申請、推

動及檢討事宜，因應地方政府人力不足，

補助聘用專案助理協助本計畫之推動。

（三）規劃縣市體育活動，擴大運動參與途徑

1. 依據地方需求，整合及分配資源，規劃

舉辦豐富多元全民體育活動，吸引民眾

參與，養成運動習慣。

2. 結合工商發展局處等，規劃適合各類

職工之運動，使各類職工有參與運動

機會。

3. 組成縣市巡迴運動指導團，結合通路進

行運動指導及講座，有效擴展運動推廣

範圍，讓民眾吸收健康正確的運動知識

與技能。

（四）擴大體適能檢測，建構國民體適能常模

 體適能檢測將逐漸以科技方式實施，透過

運動促進課程介入，搜集課程實施前後之

檢測資料，由國民體適能指導員向民眾分

析檢測結果，建議選擇適合的運動課程參

與。透過長期普及的國民體適能檢測資料

統計分析，建構合適的國民體適能常模，

提供民眾比對，定期檢視體適能狀態，

作為國人參與運動之參考。

（五）辦理運動認證，提升參與意願

 逐年規劃辦理各層級運動認證，透過認

證機制，促進組織活化及組織間的交流

觀摩與學習，透過交流提高民眾參與運

動之動機。初期推動村里運動認證，達

到一定比例後，逐步推動鄉鎮市區運動

認證，進而推動運動城市認證，透過認

證機制，建構整合全民運動之展現平

台，提升參與意願。
屏東女性體適能運動（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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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指導員品牌塑造形象，形塑社會價值之

認可。

三、在特色運動發展方面

（一） 舉辦亮點活動，發展運動觀光，創造周邊

產值

 地方政府藉由在地特色打造新主題，善用

地方環境特色，結合周邊產業，舉辦具品

牌特色及品牌價值的大型亮點運動賽事或

帶狀活動，吸引國內外民眾參與，發展運

動觀光，創造周邊產值。

（二） 整合資源，推動多元發展的地方特色運動

 地方政府發揮自有地方景觀、節慶特色，

整合在地文化、觀光等資源，規劃週、

月、季等帶狀活動，或以主題運動連結，

舉辦跨縣市體育活動，建立多元地方特色

運動。

（三） 提升地方政府經營規劃能力與推動積極性

　 協助地方政府培育在地運動專業人力，提

高經營規劃能力及積極性，依據不同的地

域資源，規劃不同的發展特色，提出具創

造力的推動方案。

四、在友善服務優化方面

（一）推動融合式運動參與，強化運動機會均等

 透過對各類族群人口比例進行調查，依據

調查結果輔導補助地方政府均衡發展各類

族群運動參與機會。

（二） 提升運動機會取得的便利性

 結合體育署現有「體育雲–全民運動資訊

系統」，發展各類運動參與及體適能活動

線上推播及回饋機制，提供使用者即時運

動參與表現評比及建議，並開立運動處

方，就近提供運動諮詢窗口，以進行

個別指導。

（三）形塑便利運動生活圈，推廣在地運動

概念

 開放學校運動場地供民眾運動，加強

公園、人行道、社區廣場等之夜間照

明，讓民眾可以就地從事運動，讓運

動融入生活。

五、在運動與健康促進方面

（一）結合長照政策，提升銀髮、身心障礙

族群體能

 結合衛生福利部長照政策，提供檢定

合格國民體適能指導員，於日照中

心、長照據點，進行銀髮及身心障礙

族群之體適能指導訓練，防止銀髮及

身心障礙族群體能持續弱化。

（二）透過個人化運動處方，改善亞健康族

群健康警訊

           依衛生福利部研擬各類亞健康族群所

需運動指導專業知能，提升國民體適

能指導員適用能力，進行亞健康族群

個人化運動指導，及時改善健康警

訊，遠離疾病。

（三）整合串接運動健康資訊，發揮數據分

析功能

 整合串接各部會運動健康資訊，透過

資料欄位、變項整合，發揮數據分析

功能。

（四）運動健康資訊AI化，提供個別化運動

處方

 應用AI技術，提供國人更快速精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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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健身資訊，AI 技術結合科技體適能

透過物聯網及雲端科技收集運動健身大

數據，提供個別化運動處方。

伍、結論

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以及國人健康意識的提

升，運動已經從過去單純的活動參與，成為今日健

康促進的手段，政府相關部門對於國人健康促進與

維護日益重視，研究證實，透過運動可以預防疾病

發生、延緩老化、降低長者失能跌倒的風險，因此，

整合政府資源，提供個人化運動指導，讓民眾遠離

疾病、延緩老化、提高生活品質，是政府責無旁貸

積極努力的方向。目前各部會建置有各種不同屬性

的巨量資料庫及分析技術，透過跨部會合作將國民

體適能檢測納入調查，並透過資料欄位、變項整合，

串接運動健康資訊，發揮數據分析功能，提供個別

化運動處方，以提升運動健身效率。在藉由運動促

進健康提高生活品質上，運動專業人力扮演著極重

要的角色，體育署已加速國民體適能指導員檢定授

證，提升專業人力量能，目前以提供衛生福利部日

照中心、長照據點需求，指導銀髮族及身心障礙族

群體適能訓練，防止體適能持續弱化，未來將進行

跨部會合作，提供專業人力指導銀髮、身心障礙族

群健康俱樂部體適能訓練，提升健康體適能，並研

議亞健康族群透過運動健身之整合性服務及轉介，

使其獲得改善甚至恢復健康，「運動 i 臺灣2.0計畫」

開啟了運動與健康促進的整合，透過跨部會整合機

制，長期逐步落實執行，全民運動「健康、樂活」

的目標將指日可待。

作者陳雲蓮為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2022年運動 i臺灣 2.0計畫中央輔導委員；陳衣帆

為教育部體育署助理研究員

參考文獻

教育部（2013）。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臺北市：
教育部。

體育署（2021）。中華民國110年運動現況調查結
案報告書。臺北市：體育署。

體育署（ 2 0 2 1）。運動 i臺灣 2 . 0計畫。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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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女性肌力運動課程（圖片提供／作者） 彰化縣運動 i臺灣X魅力四射動起來（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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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基於體育是國力的展現，國家體育運動的革新

與發展至關重要，因此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體

育署）於2013年成立後，即結合國內外體育運動學

者專家及實際從事體育運動工作者的智慧與經驗，

完成撰擬並公布「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依「健

康國民、卓越競技、活力臺灣」三大願景，擬定包

含「學校體育」、「全民體育」、「競技運動」、

「國際及兩岸運動」、「運動產業」及、「企業資

源與體育運動」等六項主軸，依主軸研擬策略、方

案逐步落實。後又因應總統政見與行政院體育運動

發展委員會討論之議題，於2017年進行白皮書之

修訂。有關白皮書短、中程目標執行過程與亮點績

效，本刊於2019年出版之專題，張少熙教授等已就

「學校體育–運動扎根、活力校園」為題詳盡撰述，

因此本文接續以修訂版之2017~2023行動方案為主

要架構，以2020~2023之長程目標為主要範疇進行

撰述。

學校體育之發展係競技與全民運動發展之基

石，修訂版之白皮書有關學校體育包含「健全體育

行政法規與輔導系統、辦理體育專業人力培育與進

修制度、完善體育教學配套措施與發展、兼顧體育

活動與運動團隊之質與量、加強優秀運動人才培育

機制、實施適應體育與輔導機制」六大行動發展策

略及措施，值此新體育政策白皮書規劃撰寫之際，

盤點過往、前瞻未來，更顯其必要性。

貳、政策執行過程

2017年版體育白皮書在推動現況及成效分析，

臺灣學校體育政策之演進與影響
文／林靜萍、王漢忠 

進行問題探討後，維持原六大發展策略，惟在行動

方案上，有些維持、有些依據分析探討結果調整或

新增總統體育政見，以更符合政策發展需求，其中

落實總統體育政見策略方案中與學校體育相關的是

策略4「體育向下扎根」，包含4.1「從學校體育著

手強化國民體能」（研議體育教學配套措施，推動

外展體育課程，增加學生身體活動量，辦理經常

性體育活動，增加運動社團參與率，活絡學校體育

活動，增進與新南向政策國家交流）。以及策略5

「選手職涯照顧」，包含5.1建構完善「選、訓、

賽、輔、獎」制度，菁英培訓從根扎起（建立選、

訓、賽、輔一貫化培訓制度）；5.2「建立國家級

體育專業人才養成制度，普及運動指導員」（提升

專任運動教練聘任員額比率及專業知能與輔導機

制）。其核心指標包括以下三項：

一、 完備各項體育法規並落實體育教師與教練之培

育及管理制度。

二、 建構精緻多元整合體育課程與營造體育教學友

善環境。

三、 發展適性體育、提升學生身體活動量與養成終

身運動習慣。

在此核心指標下分短、中、長程目標執行，逐

步落實政策。

參、政策亮點與績效

依據109年及110年體育政策白皮書政策執行成

果表及相關資料整理分析，六大發展策略下的政策

執行績效及其亮點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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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完善體育行政法規與組織，完成3項法規命令4

項行政規則

（一）增修各項體育法規：增修大專運動會舉

辦準則，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

理、資格審定、輔導及管理等 3種辦法，

以及補助體育班、獎勵聘任專任運動教

練及推動體育運動發展經費等行政規則。

（二） 建立體育發展輔導系統：109年補助學校

充實體育器材及運動場地計396校。110

年辦理學校體育設施興建評選及輔導工

作，輔導196所學校辦理勘查、規劃設計

及工程施作作業。亦完成建置「學校體

育設施工程進度監控網」，有效追蹤學

校執行進度。

（三） 訂定各級學校動選手管理輔導訪視機

制：有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輔導

訪視：109及110年辦理部屬學校體育班

自我評鑑書面審查分別為40校、42校，

實地輔導訪視1校、10校，另進行體育班

績效優良評選訪視計12校及59校。110

完成辦理新、舊制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追

蹤輔導訪視作業計32校。

綜合上述，可發現為使政策執行有法源依據，

各項法規命令逐步新增或修改，以符合社會變動及

實際現況需求。而體育器材及運動場地設備亦逐年

充實，體育班之輔導訪視機制亦漸臻落實。

二、建立體育專業人力培育與進修制度，全國各級

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人數達1,004人

（一） 完善國小體育教師進修制度

 辦理體育教學模組種子教師培訓及認

證；至109年度已完成培訓22個縣市180

名健體輔導團輔導員作為種子教師，於該縣

市內推廣辦理體育教學模組。依110年出版

之《學校體育統計年報》各縣市國小擔任

體育課程教師具體育專長教師者占比已達

62.83%。

（二）提升專任運動教練聘任員額比率及專業知能

與輔導機制

 「專任運動教練」法制化後至110年聘用運

動教練為正式編制的專業人員計1,004名，

包括20縣市聘任908名，國立及私立高級中

等學校聘用64名，大專院校聘用32名。此

外為鼓勵各級學校落實聘任專任運動教練制

度，依「教育部體育署獎勵各級學校聘任專

任運動教練實施要點」，110學年度計核定

補助364校，共446名專任運動教練獎勵金

申請案。

 此外每年辦理在職及新進專任運動教練研習

課程及輔導訪視，落實績效輔導，提升行政

運作機能。110年並修訂完成專任運動教練

訪視指標，且錄製9門專任運動教練線上課

程計24小時。

（三）整合區域學校體育研習系統與建構進修平台

1. 109及110年皆補助22個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整合公私立游泳池、救生員、師資、交

通等資源，以使學校實施正式課程游泳教

學，提升學生游泳與自救課程實施率。

2.110年輔導19個地方政府就游泳池、救生

員、師資或交通等方面進行整合泳池等資

源實施游泳與自救能力教學，並補助63所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游泳與

自救能力教學。

3. 山野教育：完成山野教育師資培訓與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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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設計等教師增能研習活動（109

年20場617人，110年10場631人次）；補

助輔導辦理山野教育推廣計畫（109年

198所學校，110年230所學校）；完成全

國大專校院登山社團戶外領導人才研

習計畫。

（四）強化體育初任教師輔導機制

 109年辦理7場次「教學實驗增能工作

坊」，計616名教師參加；110年辦理9

場線上增能研習，國小至高中現職教師

1,067人次參與，並落實體育教師輔導機

制，邁向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體育教學

之理念。

綜合上述可見，經由模組認證機制小學專長體

育教師比例已逾60%，應能有效提升國小體育教學

效能；落實總統之優秀選手職涯輔導政策，專任運

動教練聘任員額大幅提升，此外亦制定獎勵制度及

增能研習等培力作為，達到積極照顧功能。而整合

區域學校研習系統與建構進修平台及對初任教師的

輔導機制，對游泳與自救能力、山野教育及初任教

師增能皆持續達成績效。

三、優化體育課程與教學品質，大幅降低溺水死亡率

（一）發展體育教學配套措施

1. 體育教學模組教材研發：截至110年度

開發球類教學模組、動作教育模組、舞

蹈教學模組、田徑遊戲教學模組及評

量模組等20項教材。

2. 體育教學模組影片拍攝：截至109年度

共拍攝動作教育模組、舞蹈教學模組、

球類教學模組及田徑教學模組共計19

部影片。

3. 體育教學模組種子教師培訓：109年參與人

數約180人，110年辦理4場次線上研習計184

人次參與，1場次實體研習28人參與。109年

共計22縣市辦理50場次增能研習，約1,250

位教師參與。

4. 110年計有17位種子教師取得23張認證。

（二）推動探索體育課程

1. 戶外探索計畫109年完成活動及參與人次：

2場「實務增能工作坊」（108人）、20場巡

迴教師團活動帶領或專題演講（412人）、4

場寒暑假專業營隊（197人）、4場成年/畢業

典禮（204人）、7次旗艦中心種子師資培訓

（219人）參與、教案1冊、1場成果記者會、5

場國際認證課程（83人）、4場「野地教育實

務工作坊」（69人）、4場戶外探索安全工作坊

（149人）、4場專家諮詢會議、2場競技選手

增能工作坊（72人）、3場學齡兒童啟發工作

坊（113人）及1場國際研討會。

2. 110年度完成20場戶外探索活動、2場交流分

享觀摩會、15梯次師資增能研習、10場繩索

場域資源盤點訪視、30場次巡迴教學輔導

團、國際研討會、啟動儀式、成果發表會各1

場及戶外探索活動教學模組指引1冊。

（三）持續精進課程與教學專業知能：

1. 109年體育課程與教學QPE發展計畫辦理8

場次增能研習（704人參與）及1場「健體領

綱推動及身體素養論壇」（214人參與）。

2. 110年辦理9場次線上體育教師增能研習及1

場成果發表會，計1067人次參與，持續提升

與精進教師課程與教學專業知能。

（四）發展多元化體育教材教具

1. 自109年度起學校體育課程與教學QPE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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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教學，對優化體育課程與教學品質，發揮相當的

功能。

四、提升體育活動與運動團隊質量，執行SH150

達95.87%

（一）增加學生身體活動量：設計SH150晨

間、課間、課後及混合等4種方案，補

助縣市辦理觀摩會，製播節目分享等，

109學年度學生每週在校除體育課外體

育活動150分鐘達成率達95.87%，較

108學年度成長0.8%。

（二）辦理經常性體育活動，蓬勃運動代表隊

並完善競賽制度：1.推動辦理學生各項

運動聯賽（籃球、足球、棒球、女子壘

球及排球），110學年度學生參與人數

超過6萬人。2.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109、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各

辦理18個、22個競賽種類，分別有1萬

3,385及1萬6,714人參加。

（三）精進辦理普及化運動計畫，包括健身

操、樂樂棒球、大隊接力、大跑步及自

選項目，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

響，多數縣市政府取消辦理，仍約有60

萬名學生參與，帶動校園運動風氣。

（四）增加運動社團參與率：109年核定補助

717校 1,146隊。110年核定補助 935

校 1,576隊。

（五）活絡校園體育活動

1. 學校運動團隊雙向交流方面因受疫情

影響，109年度補助13單位赴新南向

國家或來臺進行移地訓練，參與人數

451人。

計畫，以教材工作坊、共備過程進行

教材研發，並透過教學實驗精緻化教

材，以研習方式進行推廣。至110年已

完成包含課綱之九大類（冊）教材，約

260個教學活動。

2. 體育教師模組認證計畫累計至110年

研發了20項體育教學模組教材。

（五）提升學生游泳與自救能力

1. 109年度補助22個地方政府、80所教

育部主管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

理學生游泳課程及體驗活動，補助7

個地方政府師資守望員培訓。補助72

所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游泳池救生員

經費。

2. 依據教育部校安中心之校安通報顯

示，我國溺水死亡學生數從20 08年

度64人降至2021年度16人，已逐年降

低，每10萬名學生溺水死亡率亦從

2005年1.6降至2021年的0.4502，顯示

學生防溺救溺措施成效明顯。

3. 110年推動學生游泳能力以及水域運

動（1）增進學校游泳師資知能，補助

受訓156人。（2）補助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30校游泳池整建維修經費。（3）

依據「教育部補助推動學校游泳及水

域運動實施要點」，核定補助42校辦

理，推動區域性水域體驗推廣活動。

綜合上述，體育教學模組以及QPE計畫多元

化地研發教材，再系統化地拍成影片以培訓種子教

師，供現職教師應用。探索體育課程多樣化的體驗

活動，以及政策全面性地補助各縣市游泳與自救能



 |   N
ational Sports Q

uarterly   212   |

39

2. 補助3案邀請來臺或赴新南向國家體

育運動及教學參訪交流人數達161人。

3. 運動賽事交流方面，因疫情嚴峻，109

年改變交流模式，辦理1場與新南向國

家線上交流，參與人數達110人。110年

度計補助15案，與9個國家辦理線上

研習交流及在台新南向國家學生體育

競賽等交流活動（澳洲、馬來西亞、泰

國、菲律賓、印度、新加坡、印尼、越南

及紐西蘭），受益人數計2,172人。

（六）辦理區域運動聯賽，增加學生參賽機

會，儲備各級優秀學生運動人才

 自109年6月起規劃試辦校園「區域運動

聯賽」，首波運動種類包括滑輪溜冰、

排球、橄欖球、舉重、卡巴迪、軟網、

擊劍及角力等8種，透過區域賽制的試

辦，增加學生參賽的機會，截至111年

12月止，逐步拓展至足球、棒球等，除

帶動鄰近學校間更多互動連結與技術交

流之外，亦整合體育運動資源，共同協

助學校加強基層運動人才培育，輔導有

意共同推動區域運動聯賽的大專校院或

縣市政府規劃辦理，增加學生以賽代訓

的機會，培養實戰經驗，此外，透過區

域內競賽交流方式，大幅提升校際交流

風氣，除強化基層競技實力外，並健全

運動發展體制，協助我國儲備更多各級

優秀學生運動人才。

此外，推動促進優質學生棒球運動方案方面績

效如下：1.充實學生棒球運動空間：109、110年核

定補助1校及4校新建簡易棒球場，54校及53校修整

建棒球場。2.110年專案補助花蓮縣棒球優先區計

畫449萬8,920元及臺東棒球優先區計畫480萬元。

3.建立聯賽教練登錄制度。4.109學年度補助參加

大專棒球運動聯賽代表隊組訓費及年度培訓費946

萬元。5.109年及110年分別補助各級學校棒球隊

參賽及培訓經費計1,098隊、1,122隊（國小444

隊、449隊、國中289隊、290隊、高中243隊、

260隊、大專校院122隊、123隊），補助約新臺

幣7,152萬元及7,281萬元。另110年國小三至六年

級全國樂樂棒球普及化運動（約30萬人參加）。

6.辦理中信盃黑豹旗全國高中棒球大賽，109及

110年分別有194所、192所高中學校報名參加。

綜合上述，有關提升體育活動與運動團隊質

量，在SH150多元方案、經常性體育活動、普及化

運動持續辦理，完善運動競賽制度及運動社團逐

年提高補助，新南向交流以彈性作為因應疫情，

學生身體活動參與逐步提升，區域運動聯賽增加

學生參賽交流機會，優質學生棒球運動方案亦績

效卓著。

五、 強化優秀運動人才培育機制，逐年增加核定補

助運動防護人員與建立體育班績效評估制度

（一）建立運動傷害預防與照護平台：辦理運

動防護巡迴服務，截至110年計補助臺

灣大學、輔仁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

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成功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及慈濟大學等7校，成立7

大區域輔導中心，串聯全國176所教學

醫院、醫學中心或地方診所加入，提供

特約窗口平台或快速通關看診的綠色通

道協助學生運動員就診及照護，受惠選

手人數超過8,000人。

（二）建立選、訓、賽、輔一貫化培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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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善體育班法規制度，109年訂頒「教

育部體育署獎勵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

理體育班績效優良實施計畫」，「教育

部體育署補助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辦理體育班學生學習輔導措施計畫」。

2. 建置體育班資料庫，以作為各校培訓、

課程、教學、輔導及科學選材，以及政

策制定之參據。

（三）辦理體育班輔導訪視：109年辦理部屬學

校體育班自我評鑑書面審40校、實地輔

導訪視計10校，績效優良評選訪視共計

122校；110年度完成辦理42校部屬學校

自我評鑑審查、10校自評輔導訪視，以

及59校體育班績優評選訪視作業。

（四）辦理「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辦理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體育班學生學習輔導措施計

畫」，共計補助422校（體育班總校數為

735校，達57.4%）。

綜合上述可發現，有關優秀運動人才培育，

逐年增加核定補助運動防護人員，照護選手倍增；

選、訓、賽、輔一貫化培訓制度，以及體育班的輔

導訪視、學業輔導措施，更全面地提升優秀選手培

育效能。

六、 實施適應體育與輔導機制，辦理多元化適應體

育活動

（一）強化適應體育師資

1. 109年辦理3場偏遠地區增能研習計

105名教師參與，進階教師增能研習計

6場119人次參與。舉辦12場跨校適應體

育教師專業社群相關活動。

2. 110年補助各縣市政府辦理初階教師增

能研習共26場次，並於110年起執行推展

學校適應體育深耕計畫（4年期），以整合

大專校院及各縣市特教與健體輔導團資

源，落實中央深化與地方深耕之適應體育

推動。

（二）發展適應體育教育計畫

1. 10 9年度「適應體育數位平台暨倡議計

畫」，持續建立並管理適應體育硬體資源

共享區，辦理微電影及攝影甄選，共辦6場

影展及1場攝影展。

2. 109年度訪視諮詢9所、110年訪視諮詢7所

標竿學校，聯合標竿學校適應體育教學及

身體活動觀摩工作坊（總計258人）。

3. 110年度舉辦適應體育徵文競件，擇優6件

拍成微電影，辦理微電影競賽暨巡迴影

展。補助13所大專院校執行適應體育策略

發展計畫。審查通過9個縣市「健體與特

教領域輔導團跨域增能模式計畫」，並於

111年度執行補助案計畫。

（三）增加身心障礙學生運動參與率

1. 109年持續輔導成立標竿學校，建立良好

模式制度，辦理教學工作坊，並巡迴訪視

14所學校。

2. 輔導學校擬定並落實執行身心障礙學生之

課後運動社團及運動代表隊實施計畫，提

供零拒絕的運動學習權。

3. 補助辦理全國特殊教育學校適應體育運

動會：競賽項目包括健走活動、羽球、桌

球、地板滾球、拔河及趣味競賽闖關競賽

等6項，計1,268人次參與。

（四）提升身心障礙學生體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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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9年度辦理適應體育親子運動體驗

營6場次，總計130人。

2. 推動身心障礙學生身體活動時間與運

動量之倍增計畫。

3. 統整學校與社區運動資源，規劃擴大

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多樣化的活動。

綜合上述可發現，有關適應體育計畫，透過增

能研習、倡議宣導，甄選微電影、辦理影展、運動

會、親子體驗營及補助辦理活動等多元化方式，讓

適應體育的重要性被看見，身心障礙學生的運動權

被重視，為促進身心障礙學生運動參與、提升體適

能發揮重要功能。

肆、結語

學校體育白皮書開宗明義指出：學校體育是陶

鑄學生身心健全發展的重要方法，也是提升國民體

能的基礎，更是優秀運動選手選才、育才及成才的

搖籃。學校體育以活絡校園體育增進學生活力為

願景，政策執行十年來，可見各項體育法規趨於

完備，體育教師與教練之培育及管理制度一一落

實，並建構精緻多元整合的體育課程與營造體育教

學友善環境，達成發展探索體育與適性體育、提升

學生身體活動量與養成終身運動習慣，奠定國民運

動能力與習慣基礎，許學生一個健康的未來。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期建立永續發展活力

校園，一、精進體育課程與教學，以資訊科技融

入、課程延伸課後活動，建立身體活動能力與習

慣，全面培養學生身體素養；二、建立持續專業發

展制度，培養優質體育運動人力；三、以運科介

入精準選材，科學化及健全地培養優秀運動員；

四、建立友善、平等、包容多元地體育學習環

境，培養自信健康有活力的學生。

作者林靜萍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王漢忠為前教育部體育署學校體育

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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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健康國民、卓越競技、活力臺灣」是教

育部民國1 0 2年所訂「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

（ 1 0 2 ~ 1 1 2）」的政策願景主軸（教育部，

2013）；105年初總統大選執政黨落敗，因應政

黨輪替，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體育署）爰於

106年檢討修正，於年底提出《體育運動政策白皮

書2017年修訂版》（教育部，2019），以落實蔡

總統體育政見1，其中最為媒體及運動參與者關注

國際能見度與影響力的提升
國際體育運動的交流平台與執行策略
文／張芬芬

者，有體育團體選舉制度的變革，及體育經費倍增

等。願景主軸不變，策略微調。此後新版政策白皮

書引導體育運動發展迄今。而這段期間，新冠肺炎

（Covid-19）於108年末於中國武漢首次爆發後，

於109年起大規模流行肆虐全世界已二年有餘，終

止之日尚難預測。為防範新冠疫情擴大，各國所採

國境管制及禁止或限制人們聚集的各項措施，對國

際體育運動業務的「量化」成果展現影響甚鉅（教

2022年 8月改選的國際少年運動會全體執行委員及委員合影（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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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能見度與影響力的提升
國際體育運動的交流平台與執行策略

育部，2022）。故本文擬試以「質化」的觀察為

主，探討近年國際體育運動的主要政策執行演變。

貳、最高目標—國際能見度與影響力

民國86年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體育署前身，以

下簡稱體委會）成立，從教育部體育司升格為部會

層級，依法統籌、辦理國家體育事務2（行政院，

1997）。首任主任委員趙麗雲女士於88年推出中華

民國第一部體育政策白皮書－《中華民國體育白皮

書》，總目標為「活潑的城鄉、強勁的競技、健康

的國民」，「雙主軸四輪帶動」具體描述國家體育

政策的推動策略，在以強化國民體質與提高競技實

力為雙主軸，採取硬體設備、軟體資源、人才培養

及宣導開發等四大面向的基礎作為，全面健全體育

運動發展的架構，來共同實踐上述總目標。

不可否認地，二十餘年前提升中央體育運動的

主管機關為部會層級，對體育運動的推展確有劃時

代的重要指標意義；不僅揭櫫國家重視體育發展的

大政方針，亦使中央主管機關得以有效地利用政策

及法規工具，無論在爭取國家經費預算，鼓勵國人

從事規律運動，提升運動員及相關從業的地位，硬

體運動設施的科技化、在重大國際賽事獲取佳績，

乃至創造運動的商機，進而吸引民間資金的投資，

具有登高一呼四方百諾的地位，促成了體育運動環

境的正向循環。

102年教育部體育署成立，承繼前體委會的基

礎，儘管降為教育部所屬的三級行政機關，角色功

能未變，反而因體育署在銷售運動彩券可觀的盈餘

收入挹注3，及為履行蔡總統於任期內倍增體育經費

的競選承諾下，經費充裕，體育署所展現對體育大

業的雄圖謀略，毫不遜色。

一、國際體育運動業務的引擎－爭取與主辦國際綜

合性賽事

      在當前「健康國民、卓越競技、活力臺灣」體

育運動願景主軸下，目前主政的國際及兩岸運

動組的角色究竟為何？無疑地，較似前述「四

輪帶動」中的「軟體資源、人才培養及宣導開

發」，以及「活力臺灣」的推手之一，通常扮

演著默默行事又不可或缺的螺絲釘的角色。查

1. 蔡總統的體育政見有三，略為：成立任務編組的「行政院體育發展委員會」推動全民運動化、運動產業化、運動國際化；政府媒合企
業贊助體育，鼓勵企業冠名與投資，目標為八年後體育經費倍增；推動制定體育團體法等。（請參見：維基百科所錄「2016年中華民
國總統選舉政見」）

2. 參見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組織條例（已廢止）第一條及教育部體育署組織法第一條。
3. 參見教育部全球資訊網，關於運動彩券盈餘之公告表。以民國111年為例，同年一至六月，累計可分配盈餘達2,707,621,506元。 

註

民國 88年第一次全國體育會議閉幕式，中坐者為趙前主委麗雲。
（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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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還成為民眾崇拜的英雄，在在具體例示何

謂「國際能見度」；賽事既激發出民心士氣，

也宣洩人們日常積累的鬱悶，頂級運動賽事的

價值，不可計量，「運動快樂氛圍模式」對社

會國家的貢獻厥功至偉。

二、基本功難敵政治因素

      眾所周知，大型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如東亞

運、亞運、世大運、世運、奧運等，從國內

（中央與地方政府）決定爭取主辦機會，到賽

會正式登場（即使無法如願獲取主辦權），動

輒長達數年（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2017），

期間人力、物力的付出，難以估計，「台上一

分鐘台下十年功」是國際體育運動業務的最

佳寫照。筆者親身經歷的成功案例，有2009

年的世運會，早在2003年初即在時任體委會

主委的林德福先生指示下開

始籌謀，雖說世運會是個相

對冷門的賽會，也未必申辦

就能辦，仍有來自世運會總

部的訊息，例如有無競爭對

手，須加釐清4，勝出的機會

如何，須加評估，以及是否

有無法預期的中國政治介入

等，都須時時保持警覺，直

至2004年6月世運會與高雄正

式簽約，乃至2009年賽事開

始，長達六年有餘。

考教育部108~111四個年度的施政計畫，只在

108及109二年度施政目標及策略中明列「積極

輔導辦理國際賽事、強化辦理國際賽事能力」

（教育部，2022），正用以說明「爭取」、

「輔導」、「辦理」國際重大賽事或會議，絕

對佔據國際體育運動業務的舞台焦點，是鎂光

燈之所在，也如汽車引擎般地導出長年培育的

國際事務人才，及平日從各種單向國際賽事中

所積累的賽事管理人才。

     2017年在臺北舉辦的世界大學運動會及2009年

在高雄舉辦的世界運動會，民眾儘管未知其爭

取過程中的阻礙，也不察籌辦過程中的艱辛，

但透過有節奏的媒體宣傳，仍受各方期待。無

論親臨現場觀戰或透過媒體的轉播，各國運動

愛好者皆沉浸在頂尖運動員的精湛技能，街頭

巷尾熱烈討論賽事的快樂氛圍，也或者有些運

4. 為了蒐集較多度的訊息，時任前體委會國際處處長的本人及科長許秀玲，於2003年曾親赴荷蘭拜訪時任世運會秘書長的Cohen 先
生，釐清訊息真偽做出判斷。

5. 詳參「國際事務接班人養成計畫執行辦法暨申請作業程序規定」，主辦單位：教育部體育署，承辦單位：中華奧會。 

註

2004年世界運動會主席（右三）及秘書長（右二）與體委會陳前主委全壽會見（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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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敗的案例，則有爭辦2011年世大運，早在

2004年國內即啟動各項準備，2005年更由時任

體委會主委的陳全壽先生率隊向世大運具投票

權的執行委員們遊說拉票。過去數十年，臺灣

爭辦大型國際綜合性賽會的次數不勝枚舉，可

謂屢敗屢戰。實證經驗顯示，中國的態度仍是

關鍵所在，只要中國不反對，我國贏得主辦權

的機會相對提高。前述2005年的遊說過程中，

即有執行委員直言中國大使館已來拜訪過，暗

示支持我國是會有壓力的。

      在區域型的國際綜合性賽事方面，臺中市原定

在2019年主辦第1屆東亞青年運動會，該案在

2014年10月由東亞運動總會、臺中市及中華

臺北奧林匹克委員會三方簽訂，可惜在2018年

間，我國民間人士發起「2020東京奧運正名公

投」活動，致東亞運動會於2018年7月24日召

開臨時理事會議，以絕對多數通過，「公然挑

戰奧會模式，對2019東亞運動會產生了巨大的

政治風險」為由，取消我國的主辦權（中華奧

林匹克委員會，2018）。我國失去一個展現辦

理國際賽事能力的機會。

  整體而言，我國還在迎向更強大的國際體育運

動引擎－奧運、亞運、東亞運等頂級國際綜合

性賽會前（聯合報，2022），國內民眾對於

「奧會模式」的態度分歧，固然是民主社會的

常態，但在關鍵時刻需要主政者智慧引導，化

分歧於無形，方能成就我國在國際體壇的能見

度與影響力。

參、執行策略精益求精

國際體育運動的推展，以「組織」運作創造

活動，藉「人」的決策及籌辦成就賽事或會議。歷

年來國際體育運動業務，大體不外以下施政項目：

「積極參與國際體育活動」、「爭取主辦國際運動

賽會及會議」、「輔導籌辦國際頂級運動賽會」、

「輔導協會出席重要國際會議及賽事」、「協助國

人爭取擔任國際運動組織職務」、「輔導邀請國際

體育運動組織重要人士來台或講授交流國際體壇知

識經驗」、「培育國際體育運動人才」、及「秉

持對等尊嚴原則，建立和諧互惠的兩岸體育交流」

等。人力的質與量，無疑是強健的國際體育運動發

展的根基，擬針對以下執行計畫及方法予以探討：

一、 「國際事務接班人養成計畫」

      在國際組織佔有一席職位，尤其是具有決策權

的職位，是鑑別是否對該組織具有影響力的指

標之一；據體育署 2021年報顯示，我國籍人

士擔任國際運動組織職務者，有 211席，2017

年報則記載有 166人，有相當程度斬獲。欣見

110年 8月 31日教育部核定了「國際事務接班

人養成計畫」5，計畫目標明確，目的在鞏固或

增加我國在運動組織內的席次。執行重點在：

接班人須經遴選程序產生、接班人應有良好的

英語能力及對所屬運動項目之相當涉略、有參

與意願等。透過接班人的養成，渠參與國際體

育事務必須是態度與行動積極，俾增加國際能

見度。

      本計畫對人選的資格有所規定，也提供一定經

費補助，對於所謂「接班人」的質與量的提升，

有所期待，但迄今只執行一年多，由於事涉國

際組織之改選時間等因素，成效如何，不易評

估。依筆者淺見，「接班人」概念，涉「既得

職位者」之個人觀感、利益、或服務的機會，

乃至個人長期與國際組織關係的連結，易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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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之危機感，民間運動團體倘未積極參與配

合，尚難苛責。故若能轉向擴大培養對象及目

標職務，亦即已具有國際職務者在該國際組織

中的影響力、人脈關係，及易於取得內部訊息

的優勢，是我們該多加利用的面向，以橫向或

網狀式的職位規劃去建構對該組織的影響力，

亦是可思考的方向。例如先有人取得教練職位，

再擇人選橫向爭取行政職務等，以逐漸增加對

該國際組織的參與層面。111年 8月在國際少

年運動會（ICG）改選時，除筆者繼任執行委

員（聯合新聞網，2022）外，另再推薦人選參

選委員職務，即是在上述概念下形成，尚期各

方指教。

二、 建立多元的體育運動交流平台

      傳統上國際間的體育運動交流以民間體育運動

組織管道進行為主，多年來體育署委託中華奧

會、大專體總、及高中體總等國際窗口辦理國

際及兩岸體育事務，基礎穩固卓然有成（教育

部，2019），限於篇幅不再贅述。102年出刊

的《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對當前國際體育運

動發展不足處有深刻見解，並明列「建構國際

體育運動交流平台」為發展策略之一（教育

部，2013）。試舉近年體育署的新嘗試如下：

（一） HYPE運動創新基金會（HYPE Sports 

Innovation）

 科技運用是近年在各領域無可避免的發

展嘗試，體育運動亦然。2018年起，

體育署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加速器中

心（ IAPS）合作，辦理HYPE Global 

Virtual Accelerator Taiwan臺灣運動創

新加速器，此為亞洲第一個運動科技創

新加速器計畫（教育部，2019）。計畫

推展迄今，即將滿四年，已累積遍及全

球46國312個團隊參與遴選，培訓了75個

以上運動創新團隊，經由參與各種國內

外相關創新會議及活動，募得超過新台

幣5億元資金。

     本運動加速器計畫每年辦理2期專案培

訓，每期3~4個月，期末辦理Demo 

Day活動，連結國內外運動領域業師及

專業投資人等，協助運動創新團隊進行

商業簡報課程，期望創造與全球運動產

業組織交流的機會（教育部體育署，

2022）。

（二） 國際賽事活動主辦單位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ents）及APEC體育政

策網絡（APEC Sport Policy Network）

 本二案皆係以官方的身分參與並推動

平台合作，別具意義。 2 0 1 7年世大

運的成功經驗，促使主管機關及體育

界更重視賽事籌辦品質，應與時俱進

不斷精進，爰在同年11月以「Sports 

Administration, Minitry of Education 

of Taiwan」官方名義，加入國際賽事

活動主辦單位協會，期望藉此平台與會

員政府或民間組織相互借鏡交換經驗，

2018年4月邀請來自芬蘭、奧地利、日

本等會員組織代表，來臺與我六都及觀

光單位代表參加交流座談分享經驗。體

育署也曾於2016年以APEC為舞台，配

合2016APEC年會主題「優質成長與人

力發展」，以青年運動選手教育及職涯

規劃為議題，進行「APEC高階政策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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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啟動「APEC體育政策網絡」，

2017年進而設秘書處於臺北，成為此議題

的領導核心，企圖心展現無遺。

     2017~2019年間在亞洲越南、日本等國

辦理各國運動政策及趨勢研討會，主導議

題，相當活躍；2020年疫情爆發後，改以

線上圓桌會議，討論因應疫情的各項政策

作為，至2022年8月共辦理9場。今年更與

前開臺灣運動創新加速器計畫合作，多元

交流。顯見體育署善於利用政府資源及工

具的靈活度，介面更加寬廣。

（三） 臺灣品牌國際賽研習營

     每年在臺灣舉辦的國際賽事約在百場左

右，因疫情的關係場次遽降，109年原

核定99場次，僅完成14場次（立法院，

2021），110年預定辦理48場次，僅如

期辦理8場次（立法院，2022）。體育

署爰於2021年推出「臺灣品牌國際賽

研習營」，活化面臨停滯的國際賽事，

先與日本運動觀光聯盟（Japan Sport 

Tourism Alliance），簽署合作備忘錄，

建立合作平台，加強品牌行銷概念以永

續經營，固定於每周三下午線上開課，

迄今已累計90位金牌講師授課，參與學

員逾2萬人次；2022年更加入亞洲運動

管理學會（Asia Association for Sport 

Management ）及臺灣運動創新加速

器，簽署四方合作備忘錄，更進一步結

合創新科技、品牌行銷以永續發展國際

運動賽事。（教育部體育署，2022）

綜上，國際運動交流的平台已跨過體育領域，

結合商業的、科技的及學術的理念，成效如何固然

有待檢驗，體育運動的價值透過他領域繼續詮釋，

擴大資源投注，應予正面看待。惟終究跨領域計畫

2005年陳前主委全壽率隊前往位於布魯塞爾的 FISU總部，與秘書長（中）合影。（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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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仍以服務體育運動界為宗旨，交流雙方的認

知差距是否存在，也可能需加了解。

肆、結論

《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2017年修訂版》推出迄

今，兩個大環境的因素對國際體育運動的推動關係

至鉅：一是兩岸關係急速降溫，一是新冠肺炎肆虐

全球。111年7月28日兩岸奧會依原定計畫以視訊

方式辦理「兩岸運動品牌賽事研討會」（聯合報，

2022），中華奧會榮譽副主席謂：「現在兩岸情勢

嚴峻、加上疫情，要辦這樣的研討會很不容易⋯⋯

希望在跟對岸交流時，呈現我們的優勢跟經驗，但

也看看別人的優勢與經驗」。道盡此刻兩岸交流的

困境。屋漏偏逢連夜雨，近兩年美中關係巨變，為

兩岸關係增添的變數勝於一切。體育運動主管機關

無能處理最上層的國際關係，卻可利用低潮期重新

審視交流計畫，努力吸取對手的體育養分，壯大體

育實力。

交流平台的創新及人才培育，所需經費不多，

值得主管機關以投資學中投資組合（portfolio）的

角度從事，失敗者有之，成功者亦有之，多方嘗試

以廣邀有志於國際體育事務的各方人士，授予全方

位的國際事務知能，俾長期儲備人才充實人才庫，

為下一個國際性綜合賽事做好準備。

作者張芬芬為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國際體育處處

長，現職總統府秘書及國際少年運動會執行委員

參考文獻

教育部（102）。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臺北市：
教育部。

教育部體育署（102）。國民體育季刊，42（4）
（頁86~113） 

教育部體育署（108）。國民體育專刊。臺北市：
教育部體育署。

教育部體育署（2022）。教育部體育署2021年報
（頁102、104）。臺北市：教育部體育署。

教育部「年度施政計畫」。取自：https://depart.
moe.edu.tw/ED2100/News.aspx?n=B3299
2AF2BCEC98B&sms=8E6F0C08E17D8910

奧林匹克憲章（2017）。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2018）。107年7月24日新
聞稿。

聯合報（2022）。北市爭2038亞運主辦初步規畫
曝光斥資700億蓋場館。取自：https://udn.
com/news/story/7005/6506367

聯合新聞網（2022）。體育署與雙北攜手合作ICG
職務再下一城。取自：https://udn.com/
news/story/7005/6534652

中天快點 TV社群（2022）。  國際奧會認可組
織 I C G我方再突破！繼執委之後再增委
員一席。取自：https://gotv.ctitv.com.
tw/2022/08/2217065.htm

教育部體育署。每週國際運動周報專欄，https://
www.sa.gov.tw/PageContent?n=2086、
體育署電子報，https://www.sa.gov.tw/
PageContent?n=2332。

立法院（2021）。第10屆第3會期教育部業務概況
報告，110年5月7日發布。

立法院（2022）。第10屆第5會期教育部業務概況
報告，111年3月15發布。

聯合新聞網（ 2 0 2 2）。罕見半官方交流  兩
岸奧會合辦研討會， 1 1 1年 7月 2 9日報
導，取自：h t t p s : / / u d n . c o m / n e w s /
story/7331/6496372。



 |   N
ational Sports Q

uarterly   212   |

49

壹、前言

 近年來行政院為提升我國運動競技水準及滿足

民眾運動需求，特別增加體育相關經費，教育部也

能依體育署所提之計畫全力協助，諸多建置計畫也

都能順利推動。本文列舉與運動設施相關之重要計

畫作說明，分別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半戶外球場

與光電球場建置計畫、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操場

及周邊設施整建計畫、營造優質友善運動場 設施計

畫、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充實全民運動

環境計畫，就其實施成果做概要說明，在僅經過不

到6年之期程，即獲致前所未有之成果，實乃全民

之福。

貳、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以下簡稱國訓中心）於

民國104年1月1日正式改制為行政法人，肩負培育

優秀運動選手，提升國家競技運動實力及成績，為

提供完善的競技運動培訓環境及建構人才培育機

制，以作為選手最堅實的後盾，行政院自98年核

定「國家運動園區整體興設與人才培育計畫」，分

期分區逐步完善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基礎設施（教育

部，2019）。目前已完成之重要設施計有：一、

宿舍部分，可提供508位選手、147位教練及外籍

教練進駐，選手雙人房254間（其中10間可作為無

障礙房間使用；二、餐廳部分，符合食品安全管理

系統HACCP的認證，一樓共有242席、二樓共有

228席；三、室內訓練區：已完成綜合集訓館（球

臺灣運動設施之政策
文／劉田修、劉昆祐

類館及技擊館），計容納14種符合國際標準的運動

訓練場地及重量訓練室，其中技擊館內包含武術、

空手道、擊劍、拳擊、跆拳道、柔道、角力等標準

設施；球類館內包含體操、手球、羽球、籃球、排

球、舉重、桌球等標準設施；四、戶外設施中，射

箭場、棒球場、壘球場也正整建中，此外室內游泳

館、網球館也進行細部設計中，最後一個大型自由

車比賽館也進行規劃中。以上工程全部完成後，國

訓中心相關設施將達國際級水準，對選手之訓練將

會相得益彰。

參、半戶外球場與光電球場建置計畫

據教育部107年統計資料分析，當前各縣市國

臺南市金城國中光電球場（圖片提供／劉田修）



 |     

國
民
體
育
季
刊212

期   |     

50

本期專題  Focus Topics

中小無半戶外球場（舊稱風雨球場）共計2,665校，

占總體調查校數比率為80.49%，其中校內完全無室

內運動空間（無活動中心、體育館、半戶外球場）

之學校約1,211所，約占總校數的33.68%，面對日

漸嚴重的氣候問題，缺乏室內體育教學球場的學

校，必須面臨體育課程無法正常上課或學生無法於

課餘時間運動等狀況。教育部（2019）因此補助全

國中、小學普建半戶外球場之建置，及推動光電球

場之建置計畫。 

一、半戶外球場計畫

  108年以行政院特別統籌分配稅款為經費來

源，通過國民中小學設置半戶外球場計畫，

共計全臺21縣市核定206所學校設置半戶外球

場，共計專案經費20億元。扣除計畫期間3所

學校因土地產權、地質等因素撤案外，經歷兩

年的規劃、興建，共計203校完工啟用，達到

降低無半戶外球場之學校比率目標。

  半戶外球場分別為臺北市8校、基隆市8校、新

北市11校、桃園市16校、新竹市6校、新竹縣6

校、苗栗縣9校、臺中市16校、彰化縣14校、

南投縣10校、雲林縣9校、嘉義市4校、嘉義縣

14校、臺南市16校、高雄市15校、屏東縣18

校、宜蘭縣8校、花蓮縣5校、臺東縣5校、澎

湖縣2校、金門縣3校，合計203校。

二、光電風雨球場計畫

  由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體育署）擬定、行

政院通過「擴大推動學校設置太陽能光電風雨

球場計畫」（教育部，2020），藉由政府、民

間合作，興建太陽能光電風雨球場，解決學校

室內運動空間不足問題並達到推動綠能減碳之

目的。

    截止 111年 6月設置進度，總計簽約設置光電

運動場學校 366校，其中 102校完工，完工設

置量 49.44MW，另興建中 79校，設計規劃中

185校。現階段已提供 8萬多名師生遮陽避雨的

運動空間，其發電度數約可供 1萬 7千戶家庭

年用電。

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操場及周邊設

施整建計畫

有鑑於學校運動設施之老舊，教育部特向行

政院申請特別預算整建學校運動設施，依據行政院

恆春國小半戶外球場（圖片提供／劉田修） 臺南市南興國小半戶外球場（圖片提供／劉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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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6月15日院臺教字第1100175887號函頒「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操場及周邊設施整建計畫」辦

理。預計計畫總經費補助各縣市 61億 6,450萬元，

及補助國立學校 3億 5,990萬。經現勘後核定 21

縣市共 809校；於 111年 2月底核定經費共 742校，

預計 111年 6月 30日前完成工程發包，並於 111

年 12月底完成場地整建。

國立學校核定共 53校；預計 111年 8月 31日

前完成工程發包，並於 112年 7月底完成場地整建。

經核定之學校為臺北市 17校、新北市 74校、

基隆市 9校、桃園市 38校、新竹市 7校、新竹縣

21校、苗栗縣 30校、臺中市 67校、彰化縣 60校、

南投縣 37校、雲林縣 46校、嘉義市 3校、嘉義縣

33校、臺南市 86校、高雄市 98校、屏東縣 48校、

宜蘭縣 13校、花蓮縣 19校、臺東縣 24校、澎湖

縣 11校、金門縣 1校，以上合計 742校。國立學

校及各縣市學校新增整建校數，目前仍逐漸增加中。

（資料來源：體育署學校組）

伍、營造優質友善運動場 設施計畫

體育署（2021）為改善各級政府新整建運動場

館，由設施組辦理自106年至109年間，共核定補助

244項工程，共74餘億元。超過1億元之項目計有：新

竹市立棒球場新建工程6.13億、連江縣樂活多功能體

育館興建計畫4.1億、107年苗栗全民運動會場地整建

計畫1億、楠梓文中足球場新建計畫2.38億、桃園市

桃園市立綜合體育館屋頂薄膜結構整修計畫2億、臺

中市國際壘球運動園區興建工程1.2億、楊梅體育園區

興建計畫4.3億、新竹市立香山綜合休閒運動館新建工

程1.4億、基隆市立田徑場主建築拆除重建（含邊坡整

治）及周邊運動服務設施改善工程1億。
枋寮高中光電球場（圖片提供／枋寮高中）

新北市柑園國小跑道（圖片提供／柑園國小）

高雄市嘉興國小跑道（圖片提供／嘉興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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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本計畫鑒於先前國民運動中心全國已完成51

座，市場規模減少（運動館不要求建置游泳池），

本期每座至多補助縣市政府每座2億元，共核定20

座運動館，詳如表1。

柒、結語

由以上之資料可知，政府近年來對體育設施之

改善，可說是全面性之挹注經費與輔導，無論是全

民健身設施、國家選手訓練環境、學校運動設施，

乃至於可承辦國際賽之場館設施建築，幾乎是全面

性之增建或是改建，所有學生、優秀選手，或是全

體國民應該可感受到政府之用心與美意。目前國訓

中心設施已達國際水準，各地方政府也能提供優質

及全天候之全民運動環境，各級學校體育教學或訓

練環境亦有大幅度之改善。至於若是要爭取舉辦國

際大型賽會，應及早建構重要的運動設施。由於奧

運、亞運、世大運等綜合賽事，乃以單一城市為主

提出申辦書。建議政府可以分成北、中、南三大都

會區，盤點尚缺何種場館？然後有計畫地逐一建

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新建工程（一、

二期工程）計畫7億、屏東縣立體育館整修工程1.7

億、宜蘭縣足球運動發展中心－宜蘭運動公園複合

式運動場整修計畫1.6億、屏東縣立溜冰場新建暨周

邊運動設施改善工程3.3億、花蓮縣109年全民運動

會場館整建計畫1億、新北市110年全國運動會修繕

場館計畫1億、桃園市龍潭體育園區興建計畫1.45億

元。前項工程對於地方運動設施之改善效果卓著，

無論新建或是整建工程均深受民眾之喜愛。

陸、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充實

全民運動環境計畫

體育署（2022）為充實全民運動環境，由運

動設施組持續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

設－充實全民運動環境計畫」，本項計畫截至111

年8月31日止，共核定各級政府經費共63.4億元，

其中改善場館及風雨球場共約29.6億、全民運動館

共約26.3億、園區及賽會整建7.5億元，對全民運動

設施之改善助益良多。其中有關全民最關切之運動

臺南市國際少棒球場（圖片提供／劉昆祐）

臺中市國際壘球場（圖片提供／劉昆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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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例如若以亞運為目標，則三區均缺5.5萬席之體

育場、水上運動中心、250公尺室內自由車館及多

座1萬席規模之體育館，這些場館均非短期內可完

成，宜中央與地方政府密切合作，期能早日完成。

作者劉田修為台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名譽理事長，

劉昆祐為樹德科技大學副教授

參考文獻

體育署設施組（民111）。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

建設–充實全民運動環境計畫。（尚無完成報

告書），未出版。

體育署學校組（民110）。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

操場及周邊設施整建計畫。（尚無完成報告

書），未出版。

教育部（民108）。國家運動園區整體興設與人才

培育計畫。臺北市：教育部體育署發行，108

年5月。

教育部（民109）。107-108 年度擴大推動學校設

置太陽能光電風雨球場計畫。教育部體育署發

行，107年7月。

教育部（民108）。國民中小學設置半戶外球場計

畫。教育部發行，108年9月。

表1  全民運動館核定建置計畫

編號 縣市別 鄉鎮市區 計畫名稱 核定補助金額

1 臺北市 士林區 克強公園游泳池改建全民運動館工程 184,380,000

2 新北市 蘆洲區 新北湧蓮寺全民運動館新建工程 200,000,000

3 桃園市 中壢區 桃園市龍岡全民運動館興建計畫 156,250,000

4 新竹縣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全民運動館興建工程 100,000,000

5 苗栗縣 苗栗市 苗栗市全民運動館興建計畫 100,000,000

6 臺中市 烏日區 臺中市烏日區全民運動館興建計畫 100,000,000

7 彰化縣 和美鎮 彰化縣立和美全民運動館興建工程 100,000,000

8 雲林縣 虎尾鎮 雲林縣虎尾全民運動館新建工程 100,000,000

9 嘉義縣 水上鄉 嘉義縣水上鄉全民運動館新建工程計畫 100,000,000

10 嘉義市 西區 嘉義市西區全民運動場館興建計畫 200,000,000

11 臺南市 安南區 臺南市安南區全民運動館新建工程 100,000,000

12 臺南市 新營區 臺南市新營區全民運動館興建工程 100,000,000

13 高雄市 楠梓區 高雄市楠梓區全民運動館興建計畫 200,000,000

14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雄市三民區全民運動館興建計畫 200,000,000

15 高雄市 小港區 高雄市小港區全民運動館興建計畫 200,000,000

16 宜蘭縣 羅東鎮 宜蘭縣羅東全民運動館新建工程 100,000,000

17 花蓮縣 花蓮市 花蓮縣全民運動館計畫 100,000,000

18 臺東縣 臺東市 臺東縣全民運動館興建計畫 100,000,000

19 連江縣 東引鄉 連江縣東引鄉多功能健康運動場館興建工程 85,200,000

20 金門縣 金沙鎮 金門縣金東全民運動館興建工程 100,000,000

總金額計 2,625,830,000
資料來源：體育署設施組

臺中市國際壘球場（圖片提供／劉昆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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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84年洛杉磯奧運的創新商業模式及

民國79年中華職棒開打對於全球及國內運動商業化

的具體實現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前者匯集了民間企

業的資源重新塑造奧運五環的商業價值，而後者則

對於國內運動推廣進入職業化模式。當時的行政院

體育委員會（以下簡稱體委會）也在進入21世紀

前提出第一次的體育白皮書，「全民競技、花開並

蒂」可說是政策的兩大主軸，但當時就納入運動產

業議題，組織改造後的體育署也提出政策白皮書，

並把運動產業列為三大主軸之一，事實上，產業發

展必須搭配整體政治經濟的發展、民間資源的投入

及考量產業的特性，因此，本文也試著說明20年產

業發展演變、運動產業特性及重要產業政策內涵並

試著提出未來發展建議。

貳、產業演變現況

運動產業在民國70年代指的是運動用品器材生

產的製造業為主，這主要是與國內經濟產業出口導

向有密切相關，在國內經濟起飛之後，國內的運動

內需才開始出現，從上個世紀末期陸續出現的健身

俱樂部到後來職業棒球運動的成立都可是運動產業

化的具體指標，體委會在2001年進行首次運動產業

產值調查，顯示運動產業的產值約為806億元（中

華徵信所，2002）。另外，數年後也進行全國的運

動休閒服務產值推估，粗估為新台幣600億元（周

嫦娥，2005）。學者洪煌佳（2013）則是利用貫

21世紀臺灣運動產業政策的演變
文／黃煜

時性分析「家庭收支調查」中「休閒、文化及教育

消費」的消費支出中的分類細項衡量指標進行民國

79年至99年的產業發展狀況，並指出國內運動產

業發展呈現倒U字形的發展，在94年以前都是呈現

成長，之後數年出現停滯，到民國87年發行運動彩

券、88年辦理高雄世界運動會及臺北聽障奧運會才

又出現回溫的情況。

行政部門持續針對產業發展現況作出調查，透

過這些調查可了解產業現況，包括運動產業規模、

運動消費支出以及運動參與人口等，同時，也定期

公告運動彩券的發行情況。

首先，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體育署）的運

動消費支出調查顯示民國110年臺灣地區民眾花在

運動相關的支出約為1,335.8億元，支出範疇包括參

與性運動消費支出、觀賞性運動消費支出、運動彩

券、電競銷費、運動裝備消費等表列五大面向。而

在105年統計為1,227億元（台灣趨勢研究股份有限

公司，2022）。近年各面向的支出金額、所佔比例

及消長情況如圖1。

門票銷售是運動職業化的重要象徵

（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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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運動產業發展調查提出幾個重要的產

業發展指標，包括生產總額、生產毛額、產業總收

入、廠商家數及就業人數等，依照107年的結果顯

示當年的稱產毛額為4,788億元、生產毛額2,242億

元、產業總收入9,643 億元、廠商家數為24833及

就業人口約為17萬人等，各項指標皆較民國95年的

統計數據有大幅成長，表1列出近年產業重要指標

的變化（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2020）。再

者，運動人口調查對於運動推廣成效是重要參考依

據，依據民國110運動及規律運動人口的比例分別

約為80.2%及33.7%，超過七成的民眾參與運動的

理由是為了健康，參與運動的前三名分別是健走／

圖1  103至110年間國內民眾消費支出總額演變 （單位:百萬元）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運動彩券充實運動發展經費（圖片提供／作者）

表1   95年至107年國內運動產業規模演變一覽表

95年 101年 104年 107年

生產總額（百萬元） 321,564 377,502 435,787 478,826

生產毛額（百萬元） 142,340 164,711 199,091 224,204 

總收入（百萬元） 725,005 818,894 863,437 964,308

廠商家數 20,065 22,090 23,298 24,833

就業人數 128,588 135,434 154,246 173,913

資料來源：全國數據來自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資料庫：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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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獨佔市場結構

  主要成員是指各種國際運動組織（如綜合性運

動組織、單項運動總會等），基於這些組織都

是非營利性組織，並非營利性企業，因此採用

「類獨佔」，這些組織在運動產業掌握關鍵的

地位，在各自的運動種類扮演龍頭角色，從比

賽規則制定、器材設備規格及運動場館空間規

範等都是總會制定，而對應國際總會的國內組

織就是單項協會，協會就如同容是直銷體系的

下線，為俾利業務推動與減少摩擦，各國家與

走路／散步（55.4%）、跑步（18%）、在家運動

（12.5%），圖2列出近年規律運動人口的比例的變

化（世新大學，2022）。 

運動彩券從民國97年首度發行，當年銷售為

50餘億元，到了103年就超過200億元，107年突破

400億元之後，在110年更高達460億元，在111年

可能受惠於世界盃足球賽的加持，有機會挑戰500

億元（教育部體育署，2021；張家嘯，2022）。不

僅充實體育運動發展經費，更可擴大體育運動人才

就業市場，圖3說明彩券發行金額及盈餘狀況。前

述基礎調查對於產業結構與發展脈絡的了解及產業

發展策略制定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參、產業結構特性

運動產業的驅動力來自三大核心市場，包括

運動組織（如各種運動總會）、職業運動組織（如

團隊型聯盟及個人型運動組織等）及運動健身業者

（如健身俱樂部、球類運動設施與運動行銷公司

等），值得一提的是，三種不同的領域都處在不同

的市場結構，包括類獨佔結構、寡佔結構及完全性

競爭等，不同的市場結構對應的營運策略也有所差

異，接下來步分析這些產業結構特性：
 職棒球員卡是一直是代表性文創商品（圖片提供／作者）

圖2  國內運動參與及規律運動人口一覽表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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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也都只設置單一窗口，簡言之，其他外部

單位不易參與這個封閉的體系，可以說是一個

獨佔的市場結構。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總會堪

稱是擴大產業版圖的推手，包括不斷的擴大參

與人口與爭取企業贊助，同時，也廣邀城市申

辦他們的授權賽事以及媒體轉播，商業化的經

營與有效率的治理成為這些國際運動組織的生

存關鍵，而國內協會卻因為諸多主客觀因素，

都仍多仰賴政府的資源挹注，政府部門督導協

會業務的思維仍以競技導向為主，重點依舊放

在精英運動員的培訓及爭取國際賽事的成績

等。也就是說，因此，目前協會運作氛圍其實

是所謂的社會福利制度，其功能及思維與成熟

的商業化運作還有一段距離。

二、寡佔市場結構

  運動先進國家的職業運動聯盟，如團隊型的職

業運動組織等，都是屬於寡占結構，這種結

構有幾個特性，包括球團數量有限、加入門檻

高、球團間是既競爭又合作等，職業運動產業

營運最需要的資源就是優秀運動員及大型運動

設施，針對國內情況，職業運動員的養成泰半

由四級學校運動代表隊負責，而職業運動球團

需要的硬體資源大多是由中央及地方買單或是

透過行政手段（如促參法）進行場館興整建。

綜整上述，就國內職業運動發展所需要的資源

而言，如競技人才培訓及運動場館興整建，從

中央到地方政府幾乎是一手包辦。

三、完全競爭市場結構

  屬於此市場結構的組織包括運動健身俱樂部、

各類型運動設施經營業者（如游泳池、網球場、

高爾夫球場等），而運動行銷公司與公關公司

也承辦許多運動性質活動賽事，包括路跑、健

走或是單車活動，市場結構的特性是進入門檻

低、廠商數量多且競爭激烈，基於企業競爭度

高，容易出現「紅海市場」，通常是初期進入

市場者獲利機會高，為避免出現惡性競爭造成

消費者權益損失，保護消費者就成為政府重要

工作。基於企業數量眾多且規模不大，相較於

前兩者市場結構之企業或組織，這個市場結構

的個別企業對於政府影響力及掌握商品價格力

圖3  歷年國內運動彩卷銷售金額及分配盈餘一覽表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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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有就是所謂的「買方市場」，在這種市場

結構下，合併或購併是常見的策略，當然，結

合同業力量找出產業代言人作為與政府對話的

基礎或許可以擴大掌控市場的能力，例如，台

灣游泳池事業協會的成立就是以泳池業者為主

體成立的組織作為產業推動的代言團體。

肆、本世紀之重要產業政策

依照本文前言所提，產業政策可說是本世紀的

產物，綜觀20餘年來，最受到矚目的莫過於民國97

年的運動彩券發行及101年的運動產業發展條例實

施，前者的重要性從其發行金額、擴大就業市場及

運動發展基金的充實都有具體的貢獻，特別是運動

發展基金從國際賽事的籌辦、全民運動的推廣以及

運動設施的興建等持續提供實質的財務支援，而後

者則是提供具體的行政法令，讓行政部門得以「依

法行政」協助運動產業的組織成員。近年產業發展

條例第26條的內容調整成為行政及立法部門討論的

焦點，該條文重點是贊助（或捐贈）運動的稅賦優

惠，期望提升企贊助運動的意願，這種比較屬於健

保福利式的意涵，相較於運動先進國家企業贊助運

動仍以擴大市佔或是增進商品銷售仍有不小差異，

這個條款的通過也是來自立法部門的積極要求，也

凸顯我國運動產業的推動仍是朝向政府補貼的作

為。而產業基礎調查工作比較如同「下水道」工

程，需要累積時間才能有其成效，但從產業規模到

消費支出的報告對於產業發展內涵及樣貌提供具體

的資料，對於產業發展策略制定必有助益。值得一

提的是，產業輔導的工具也是近年常態性工作，如

近年的場館設施興建規範制定及賽事籌辦規範、辦

理各項研習及經驗分享、賽事籌辦專業知識傳承與

擴大座談其實都有助於產業知識及經驗的擴大與累

積以及產業專業人才養成。

綜觀過去政府振興產業發展的手段包括租稅優

惠、金融措施及行政輔導等，也必須依據產業發展

目標、特性及發展階段等提出合宜產業政策，一般

而言，產業發展重在投資與輔導，前者指的是硬體

興建及資金投入，後者則是各種專業知識及經驗的

協助，以國內現況，各種運動設施，從學校跑道、

縣市運動中心及大型運動設施都是政府出資，同樣

地，許多國際賽事、綜合型賽事及全民活動也都是

受政府補助，大政府的補助思維比較接近社會主義

型態，此種雨露均沾的作法固然可以確保資源的平

均分配，但較不力利於創新，或可能出現「與民爭

利」的窘境，當然，這與國內的政治生態有密切相

關，這也使得政策美意打了折扣。

伍、結語

近年運動的多元價值受到肯定，加上運動產

業國際化的影響，運動產業概念日漸普及，整體架

構與內容日益成型，惟樣貌與運動先進國家有些差

距，同時，政府在上個世紀末期也將產業政策列為

政策一環， 歷經十餘年後努力，政策面的行政法令

職棒雜誌是當時職棒重要宣傳管道（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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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定及彩券發行績效可說是重大亮點，而不少基礎

研究也提供必要的產業資訊，若要永續發展仍須朝

下列三方面進行：

一、考量產業特性

  前述提及產業的上游（或是核心）屬於類獨佔

或是寡占結構，運作體系較為封閉，且不少成

員可能都是非營利性組織，因此，要追求商業

化運作需要更長的學習，在另外一段完全競爭

市場的組織體必須面臨高強度的競爭，這些成

員多半與國內中小企業的營運環境類似，如何

提升企業的營運體質是永續經營的關鍵。

二、投資取代補助

  早期運動的推廣不外乎是政府編列預算興建運

動設施或是辦理大型賽事，在產業推動過程逐

步引進民間資源參與場館營運或是辦理運動賽

會，關鍵在於如何針對具潛力產業加速民間資

源投資，特別是主流運動賽事或是設施，對於

具政策目的主體或待開發則是提供不同型態的

補貼或是輔導機制。

三、產業成員體質調整

  俗諺「政府資源有限、民間力量無窮」，運動

產業發展與民間運動組織密不可分，運動組織

運作思維也必須與時俱進，善用政府行政及外

部社會資源，且試著理解產業發展概念並與國

際組織體系統接軌強化自身組織運作體系，一

方面追求非營利性組織的公共政策目標，另一

面方則是擴大組織營運績效，產業核心成員的

體質影響整體產業的健全。

  運動產業的永續發展仰賴民間組織與政府攜手

合作，特別是運動本身具有的公共利益及多元

產業結構，產業政策制定皆必須納入前述這些

因素。

作者黃煜為國立清華大學運動科學系教授兼運動

事業及政策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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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日本在2000年以制定了體育振興基本計畫，首

次作為體育總體規劃，2012年制定了第1期體育基本

計畫，2017年制定了第2期體育基本計畫（以下簡

稱第2期計畫）（體育廳，2017），2022年制定了第

3期體育基本計畫（以下簡稱第3期計畫）（體育廳，

2022）。

體育廳在制定第3期計畫時，在驗證第2期計

畫成果的基礎上，仔細研究了政策課題制定了該計

畫。因此，本文概述第2期計畫的成果驗證，並對第

3期計畫的特徵進行論述。

貳、第2期計畫的成果驗證 

一、第2期計畫的基本方針和政策、措施

關於「體育的價值，第2期計畫從（一）用體育

改變「人生」；（二）用體育改變「社會」；

（三）用體育連接「世界」；（四）用體育創造

「未來」；這四個觀點尋求國民的理解。基本方

針是擴大「體育運動參與人口」，通過與其他領

域的合作，致力於實現「一億總體育社會註」。

文／日比野 幹生、趙倩穎

在此基礎上，第2期計畫的政策目標一是：「從

體育運動的參加、觀看體育運動、支持體育運

動來擴大參與運動的人口，並為此充實人才的

培養和運動場所」；政策目標二是：「通過體

育運動實現充滿活力和羈絆的社會」；政策目

標三是：「提高國際競技能力，強有力的可持

續性人才培養和環境整頓」；政策目標四是：

提出了「推進公平的體育運動，提高體育的價

值」等4項政策目標，並為實現這些政策目標，

提出了19項措施目標和139項具體措施（其中

11項相同）。　　

另外，為了能夠在事後對第2期計畫的成果進行

適當的驗證，明示具體措施的實施主體和採取

措施的內容的同時，盡可能設定成果指標，特

別是採用數值的成果指標的數量從第1期的8個

增加到了20個。

第2期計畫的最大特徵是，由於創立了體育廳，

不僅包含了以往文部科學省推進的措施，也包

含了和其他省廳（厚生勞動省、國土交通省、

農林水產省、環境省、外務省、經濟產業省

日本體育總體規劃：
第2期體育基本計畫的成果驗證
與第3期體育基本計畫的特徵

日本人口為1億2千多萬，一億總體育社會是希望實現日本全國民都參與到體育當中。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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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合作的措施。這是因為，體育廳的作用

被定位為統一推進分散在各部門的體育行政

的指揮塔。例如，以前厚生勞動省推進的身

心障礙人士體育振興、經濟產業省推進的體

育成長產業化等這些，被定位為第2期計畫的

重點措施。

二、第2期計畫的政策目標達成情況和課題

在體育廳的體育審議會上，在制定第3期計畫

時，為了驗證第2期計畫的成果討論了政策目

標的達成情況和課題。

首先，政策目標一，為了擴大參與運動的人

口，推進從青年期到老年期的適應不同人生

階段的體育活動，致力於培養指導員等人

才，充實運動設施等場所的措施。結果成

人每週參加體育活動1次的體育活動實施率

（政策目標：65%左右），每週參加體育活

動3次以上（政策目標：30%左右），身心障

礙人士每週參加體育活動1次（政策目標：

圖1 成人規律運動人口比例的推移（資料來源：體育廳，2022）

40%），每週參加體育活動3次以上（政策目

標：20%），在一定的時期與計畫相比都有所上

升。但是報告顯示，除了成人每週參加3次以上

體育活動的比例以外，其他指標均未達到第2期

計畫設定的目標值（如圖1）。

為此，為了繼續達成目標，有必要整頓國民體

育運動的環境，營造氛圍。特別是要推進「針

對雖然進行了體育活動但是實施頻率不到每週1

次的人群」和「體育活動非實施人群」的這兩

個階層的課題。

其次，政策目標二，為了通過體育運動實現共

生社會，日本致力於建立多元主體的體育活

動實施環境。例如，身心障礙人士每週1次以

上的體育活動參與比例呈增加趨勢（2017年

20.8%→2021年31.0%），但是仍未達到40%的

目標。報告顯示，女性參與體育活動的比例低

於男性（如圖1）。為此，為了構築誰都能進行

體育運動的環境，須要繼續採取相應的措施。

註

註：日本的年度：當年4月1日∼來年的3月31日為一個年度（例如，2022年度：2022年4月1日∼2023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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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通過體育運動實現健康長壽社會，指出

雖然進行了有關體育運動促進健康效果的證

據的積累及普及等，但是還須要更進一步的

證據積累，並指出須要總結和活用這些的體

制完善的課題。

有關經濟和地區的活性化，目標運動產業到

2020年擴大到10兆日元，到2025年擴大到15

兆日元，通過促進運動場館改革、運動產業

和其他產業的融合、運動旅遊等相關措施取

得進展，受到好評（如圖2）。但是，也有因

為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的影響等，也產生了當

初設想的措施不能充分應對的情況，在各地區確

保人才以及品質的提高也有必要繼續努力，這些

也都被作為課題提出來了。

再者，政策目標三，根據2016年提出的「強化競

技力的今後支援方針」（體育廳，2016）推進國

際競技實力的提升，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金牌

數和總獎牌數都更新了歷史最高紀錄，也得到了

相應的評價（如表1）。另外，在東京帕拉林匹克

運動會上，雖然總獎牌數以1枚之差不及過去最

高，但也取得了接近的獎牌數的優秀成績（如表

2），取得了目標接近的成果得到了評價。

5.5

7.4
8.0 8.2 8.2

8.8 9.1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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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體育市場規模

（兆円）

（年）

圖2 日本體育市場規模變化（2012~2018年推算）（資料來源：體育廳，2022）

表 1  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日本獲得獎牌數（資料來源：體育廳，2022）

舉辦年 主辦城市（國家）
獲得獎牌的數量

第4名~第8名 奧運前8名
金 銀 銅 計

2021 東京（日本） 27 14 17 58 78 136

2016 里約熱內盧（巴西） 12 8 21 41 47 88

2012 倫敦（英國） 7 14 17 38 44 82

2008 北京（中國） 9 6 10 25 53 78

2004 雅典（希臘） 16 9 12 37 40 77

2000 雪梨（澳大利亞） 5 8 5 18 42 60

1964 東京（日本） 16 5 8 29 36 65

註：1964年東京奧運僅統計至第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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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後，為了不讓這些成果曇花一現，東京奧運

會後也要繼續採取有效的措施來提高日本的國

際競技能力。

最後，政策目標四，報告中指出2018年制

定了「確保運動誠正信實行動計畫」（體育

廳，2 0 1 8），並以此為基礎推進了相關措

施。例如，制定體育組織治理規則（體育廳，

2019），為體育團體提供合理的組織運作的原

則和規範，並實施體育組織的適當性審查，還

實施了和相關機關合作，這些實效性的擔保和

作法也得到了評價。

另一方面，由於體育團體的醜聞、不當指導等

問題依然存在，因此，在杜絕體育相關人員違

反規則、體罰、暴力等行為的同時，加強對體

育團體的治理。因為有這些課題存在，所以被

指出有必要要求組織營運的透明化。

關於防止使用運動禁藥的活動，為了迎接東京

奧運會和東京帕拉林匹克運動會，日本構建了

在世界上受到好評的檢查體制。

今後要做到Athletes' Anti-Doping Rights Act 

（World Anti-Doping Agency, 2020）中規

定的內容，為了保護運動員參加乾淨公平運動

的權利，有必要繼續提高檢測品質，並培養相

關人才。

參、第3期計畫的特徵

在上述驗證第2期計畫成果的基礎上，第3期計

畫在體育廳體育審議會設置了體育基本計畫部會，

從2020年4月開始進行討論，實施聽取體育團體的

意見，發表公眾意見，制定了方針。

第3期計畫分兩部分構成，第一部分指出了日

本今後的體育政策方向。要想建立一個能夠真正實

現國民「參加」、「觀看」、「支持」體育運動的

社會，強調必須具備以下三個新視角：一、「創造/

培育」；二、「聚集、共同、連接」；三、「誰都

能參與到其中」。

第二部分提出了今後應該採取的體育措施和目

標。作為今後5年的綜合性、計畫性措施，列舉了

「創造多元主體的體育機會」「在體育界推進DX」

「提高國際競技能力」等12項措施（如圖3）。

第3期計畫的特徵，可以指出以下幾點：第一

點是，在以往的基礎上進一步體現體育運動價值的

表 2  夏季帕拉林匹克運動會日本獲得獎牌數（資料來源：體育廳，2022）

舉辦年 主辦城市（國家）
獲得獎牌的數量

第4名~第8名 奧運前8名
金 銀 銅 計

2021 東京（日本） 13 15 23 51 107 158

2016 里約熱內盧（巴西） 0 10 14 24 73 97

2012 倫敦（英國） 5 5 6 16 70 86

2008 北京（中國） 5 14 8 27 79 106

2004 雅典（希臘） 17 15 20 52 72 124

2000 雪梨（澳大利亞） 13 17 11 41 67 108

1964 東京（日本） 1 5 4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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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在第3期體育基本計畫中，今後5年總括性、計劃性地致力於的12項措施。（資料來源：體育廳，2022）

為多元主體創造體育參與機會

在地區和學校充實孩子和年輕人的體育參與機

會，增強他們的體力，充實體育課，推進運動

社團活動改革，提高女性、身心障礙人士、工

作和育兒一代的體育活動實施率等。

國際競技能力的提高

確立基於中長期強化戰略的競技力提高支援系

統，構建支持地區競技力提高的體制，舉辦國

家、日本體育協會、地方公共團體為一體的國

民體育大會等。

通過體育運動增進健康

充實有助於增進健康的體育相關研究，促進調

查研究成果的利用，加強與醫療、護理、企

業、保險人的合作等。

通過體育運動創生地方、建設城市

進一步推進武道和戶外運動等運動旅遊，通過

體育運動的地方創生，加速創造全國性的城市

建設等。

改革體育團體治理，強化經營能力

展開良善治理的相關培訓，支援體育團體提供

戰略性經營人才的就業機會等。

確保運動實施者的安全、安心

針對杜絕暴力和不當指導方面對指導員進行培

訓和研修，促進關於體育安全的信息發布和安

全對策等。

在體育界推進DX

利用先進技術擴大體育實施方式，利用數位技術

創造新的商業模式等。

體育國際交流與合作

支持參與國際體育界的決策，探討促進體育產業

國際發展的平台等。

體育界的成長產業化

穩步推進運動場館建設，支持通過與其他產業的

開放式創新創造新商業模式等。

通過體育運動實現共生社會

完善身心障礙人士和女性體育的實施環境，支援

國內外體育團體的女性幹部候選人的錄用和培

養，意識啟發和信息發送等。

推進體育運動的硬體、軟體、人才

促進包括民間和大學在內的地區體育設施的有效

利用、地區體育團體等地區合作組織的活用、促

進全國性運動團體（NF）的人才培養及利用相關
計劃的制定、支持精通女性體育指導的指導者的

培養等。

確保運動誠正信實

促進在體育團體組織中推廣治理規則，增進對體

育仲裁和調解制度的理解，通過教育培訓和研究

活動開展運動禁藥防治活動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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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由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擴大，國民的日

常生活中失去了參與體育運動的機會，對健康造成

了不良影響，喪失了平時發表成果的機會和在地區

交流的機會，觀看體育運動的機會也減少了。強調

體育運動的價值，可以認為是出於對體育被視為不

需要的反省。

第二點，將東京奧運會、帕運會的成果作為體

育遺產加以繼承。第3期計畫為：一、提高國際競

技能力的可持續發展；二、繼承大型賽事的營運經

驗；三、實現共生社會並促進多元主體參與體育；

四、地方創生和城市建設；五、通過體育進行國際

交流與合作；六、關於確保運動相關人員身心安

全。以上這6個事項，作為重點措施被提出。東京

奧運會不僅投入了巨額的奧運經費，而且在新型冠

狀病毒感染擴大的情況下舉辦，輿論對是否舉辦奧

運會以及奧運會的意義等都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另

一方面，作為東京奧運會、帕運會的遺產被繼承也

是事實。認為在體育總體規劃中必須適當地定位相

關措施。

第三點是重視確保計畫的可執行性和推進循證

政策制定（Evidence Based Policy Making，以

下簡稱EBPM）。在第2期計畫中將數字目標從8個

增加到20個，雖然對每個措施的達成情況做出了貢

獻，但離綜合評價各種措施之間的關係以及從中長

期來看取得了怎樣的效果這點還沒有達到。為此，

第3期計畫運用邏輯模型來跟進計畫的進展狀況。

另外，對於作為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EBPM課題，

表示今後也將與研究機關和大學緊密合作，積極推

進體育運動相關的研究和數據收集等。這些邏輯模

型的運用和EBPM的推進，可以說是從政策科學的

角度來進行評價的舉措。

肆、結論

本文闡述了日本體育總體規劃第2期計畫的成果

驗證和第3期計畫的特徵。

日本的政策相關資料一直以來都很難得到，因

此政策研究也很難得到推進，國民也很難對此給予

關注。但是，由於資料公開的要求和DX化的進展，

在第2期計畫和第3期計畫的制定中，促進了體育廳

的信息發布。正如其效果一樣，公眾意見數也從第2

期計畫的252件增加到第3期的670件。

在制定第3期計畫時，體育廳聽取了37個相關

團體的意見。但是，在諮詢意見中，每個團體的時

間只有8分鐘；今後，重要的是增加體育團體、地方

自治團體、NPO等參與者參與政策制定，確保當事

人的利益，期待體育廳的參與型政策立案形成。

作者日比野 幹生為日本體育大學體育經營管理學部

教授、趙倩穎為日本體育大學體育經營管理學部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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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陳昱文、湯添進曾在2018年以全民運動、競技

運動及運動產業等三個面向探討兩岸體育政策，並

認為兩岸「在運動發展的走向仍有許多相似之處，

值得在政策研究上加以探討」，但此後臺灣就罕見

有關大陸體育政策的論文發表。在「嚴峻複雜的國

際形勢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風險挑戰下」，中國共產

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2022年10月順利召開，

習近平續任中共總書記，並提出《高舉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

團結奮鬥》的報告，總結中國大陸過去五年的工作

和新時代十年的偉大變革，並對包括體育政策的未

來的發展指出方向。此前，國務院辦公廳於2019年

發布《關於印發體育強國建設綱要的通知》，十三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2021年3月的四次會議通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

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2022年6月全國

文／李豪傑

人大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五次會議通過修訂《中華人

民共和國體育法》，都涉及大陸體育政策的調整。

此時應該適時對大陸體育政策進行回顧與展望。本

文將簡略回顧大陸體育政策，展望中共二十大後的

大陸體育政策發展。

貳、群眾體育願景與基本體制確定 

體育在中共建立初期與建立政權的過程中已經

發揮重要作用，也讓體育中共的治理中有一定的角

色（傅硯農，1993；馮曉麗，2012）。1949年具

有臨時憲法意義的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

綱領》明列「提倡國民體育」。1952年中華全國體

育總會成立，毛澤東題詞「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

民體質」，榮高棠進行《為國民體育運動的普及和

經常化而奮鬥》報告。1954年中共中央批轉中央人

民政府體育運動委員會黨組《關於加強人民體育運

動工作的報告》，指出：「改善人民的健康狀況，

增強人民體質，是黨的一項重要政治任務。」同

年，國家體委等單位聯合發出《關於在中等以上學

校中開展群眾性體育運動的聯合指示》，國家體委

公布「準備勞動與衛國」體育制度暫行條例、暫行

項目標準及預備級暫行條例。這些都顯示群眾體育

受到中共的重視。

政治上「向蘇聯老大哥學習」，體育作為社

會福利供給而在政府中有一席之地。但受資源不足

的現實侷限，共產主義理想的「各盡所能、各取所

需」只能變成由共產黨人執行的「計劃經濟」「按圖1  勞衛制證書與徽章。（圖片提供：作者）

中國大陸體育政策之沿革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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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分配」，並形成與非農戶口享有額外的福利與

特權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在治理結構上形成

科、教、文、衛、體五大事業與各級政府科層所形

成的條塊分割狀態。除了群眾體育不能普遍供給的

現實，中國參加1952年第15屆赫爾辛基奧運會的

曲折歷程，讓奧運會被認為是一場「特殊的政治鬥

爭和外交鬥爭」，不得不重視競技體育，進而深刻

影響了中國發展體育的結構和模式。1952年，中華

全國體育總會組建了「中央體訓班」（國家隊的前

身），其主要任務是「為國家培養優秀運動員，迅

速提高運動技術水準，爭取在國際競賽中的勝利，

為國家爭取榮譽」，形成各省區專業體工隊的基礎

（崔樂泉，1998；李煦，2021）。

1952年2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和共青團中央

聯合印發《關於選拔各項運動選手集中培養的通

知》，提出了集中培訓。通知中指出：「由於中國

過去基礎差，近年來幾次出國參加球賽，水準較

低，與今天的國家地位極不相稱⋯⋯體育工作如果

只有普及就不能適應當前的需要，必須與提高體育

技術水準相結合⋯⋯」。1956年國家體委提出：

「加速開展群眾性體育運動，在廣泛的群眾運動的

基礎上努力提高運動技術的方針。」1959年周恩

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總結過往經驗指出：

「在體育工作中，應當貫徹普及與提高相結合的方

針，廣泛開展群眾性的體育運動，逐步提高我國

的體育水準。」「普及與提高相結合」自此成為

中共體育政策的主軸（戴國清、邵長坤&包春峰，

2011）。

參、政治衝擊與轉向競技體育

1957年第1個五年計劃超額完成，國民經濟基

本恢復，大陸地區中央到地方的體育行政體系建設

基本完成，體育發展形勢大好。然而，1958年「三

圖2  中國第一個男子乒乓球世界冠軍容國團
（圖片提供：作者）

面紅旗」的冒進政策與政治鬥爭，帶來「三年困難

時期」的苦果。雖然1961年北京世乒賽在饑荒中

順利舉辦，但1963年以「新興力量運動會」對抗奧

運會，與同年的「四清運動」隱約建立出體育與資

產階級錦標主義的聯繫。1966年文化大革命停課鬧

革命，使教育系統停擺，體育系統也在1966年下半

年開始進入癱瘓。1968年下達512命令以走資派、

獨立王國為由，軍事接管體育系統。全盤否定體育

事業取得的成就，一大批體育人在文革中受迫害死

傷。1969年前後學校複課，但學校體育場地設施被

佔用或毀壞，體育老師受衝擊，體育課成了軍體課

和勞動課（傅硯農，1998）。

為打破自文革以來的與世隔絕的局面、擴大在

國際間交往的影響，毛澤東批示參加1971年在東

京舉行的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並意外促成了乒乓外

交，打破中美關係僵局。之後，周恩來在文革後首

次全國體育工作會議中，肯定了體育工作的成績，

國家體委才回歸國務院序列。競技體育從文革初幾

於湮沒消失狀態變而得以復甦，體工隊的封閉體系

更加為固化。文化大革命時期群眾體育僅為政治工

具且凸顯人治，帶有一定的強制性的脫產搞體育的

形式是一種畸形興盛。文革期間對於體育需求的矛

盾，價值觀錯亂與人才斷層，讓大陸地區體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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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專業需要長時間的重建。中共多個官方文件都對

於文革給予否定，但部分學者認為文革期間的「上

山下鄉運動」使體育向農村普及（傅硯農，1998；

孫葆麗、楊文學、潘建林&李傳華，1999）。

肆、改革開放與轉型

1978年12月鄧小平召開了中共11屆三中全會，

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1982年「國家發展體育事業，開展群眾性的體育活

動，增強人民體質。」寫入憲法，但是從70年代體

育變成外交工具，到1979年中國大陸回歸國際奧

會，體育的主要任務是「勇攀高峰，為國爭光」，

側重競技體育。已故的北京體育大學袁旦教授曾指

出：在優先發展戰略推動下，奧運戰略與全運戰略

相結合，各省市各自發展各自優勢項目，在國際比

賽取得優異成績，所以還是吃皇糧的體育系統。

1983年《關於進一步開創體育新局面的請示》的重

點就是發動社會力量辦體育，1986年國家體委《關

於體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仍未觸及體制轉變的根本

問題。

體育系統不適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病越來

越明顯，1992年召開紅山口會議，選定足球進行改

革。1993年發布《國家體委關於深化體育改革的意

見》以按照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設計新

的體育事業發展模式為要求，解決經濟基礎與現行

體制的矛盾。但兵敗漢城的陰影猶在，競技體育仍

然是主流，方法還是舉國體制。1995年起，陸續

發布《奧運爭光計畫綱要（1994~2000》、《奧運

爭光計畫綱要（2001~2010）》、《奧運爭光計

畫綱要（2011~2020）》，也凸顯競技體育的地

位。2008北京奧運會、2022北京冬奧會更是將舉

國體制、為國爭光發揮的淋漓盡致。雖然在金牌仍

然可以讓國民興奮，但對於舉國體制的爭議始終存

在。甚至在交流時，有學者認為體育是改革開放最

後的封建堡壘，也有聲音認為舉辦北京奧運會與東

京奧運會都遲滯了體育改革的進程。但整體而言，

隨著改革開放，體育已經逐步休閒化的趨勢，走向

協調發展，向體育強國、文化強國轉變（門䦨，

2005；肖謀文，2012；張慶文、楊剛&萬瑩瑩，

2013）。

伍、體育產業與變革

體育系統希望繼續維持舉國體制，所謂的體

育產業化，更多是設法讓社會資源投入體育系統。

199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國家體委改組為國家體

育總局，國家體育總局與中華全國體育總會一個機

構兩塊牌子，部分原來的司局轉變成為運動項目管

理中心等事業單位，性質發生改變，但原有的路徑

依賴不除、官員思路不開，改革步伐緩慢。2010

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加快發展體育產業的指

導意見》，突出建立社會組織辦體育，到了2014

年《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

若干意見》要求轉變政府職能、促進融合發展，再

到2019年國務院辦公廳《關於促進全民健身和體

育消費推動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要求深化

「放管服」改革，釋放發展潛能。《行政許可法》

2003年公布至今將滿20年，近期的體育改革才逐

漸把協會從事業單位剝離出來，稍微落實有限政

府、管辦分離。圖3  1984洛杉磯奧運會中國女排隊獲得金牌（圖片提供：作者）



 |   N
ational Sports Q

uarterly   212    |

69

1995年《全民健身計畫綱要》正式頒佈實施，

把推行全民健身計畫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

總體規劃，堅持大眾體育與競技體育協調發展的方

針，以普遍增強人民體質為重點，群眾體育進入新

階段。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通過，第

2條：體育工作堅持以開展全民健身活動為基礎，

實行普及與提高相結合，促進各類體育的發展。明

確了全民健身的基礎。到了2009年《全民健身條

例》作為法律發布。但是即便往前看到1990年《學

校體育工作條例》、200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

加強青少年體育增強青少年體質的意見》，從2001

年國家體育總局等11個部委聯合發布《國民體質監

測工作規定》至今所積累的數據看，也不得不面對

各年齡段國民的身體素質持續下降。雖然1993年

《社會體育指導員技術等級制度》、2001年《社會

體育指導員國家職業標準》、2005年《關於進一步

加強社會體育指導員工作的意見》都在強化社會體

育指導員制度，但因社會體育指導員的定位與具體

培訓內容缺項，一樣只能指導運動技能，難以針對

性的執行運動健康干預措施的指導。從1995年到

2008年間，中國體育推進了體育政策法制化，其後

更為強調以人為本的全面發展（蔡治東、湯際瀾 &

虞榮娟，2016）。

陸、健康中國與體育強國

計劃經濟的五年規劃模式，在改革開放之後持

續推進。2011年至2015年的「十二五」期間全面深

化改革，到了「十三五」期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建設小康社會除了脫貧之外，人口結構老齡化與疾

病譜改變都要求體育要承擔新的任務。2013年國

務院《關於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就已

經將體育健身作為健康服務的重要內容。2015年國

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快發展生活性服務業促進消費

結構升級的指導意見》除了專門提到體育服務，也

將體育健身列入健康服務，並在旅遊服務提出推動

體育運動、競賽表演、健身休閒與旅遊活動融合發

展。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健康中國2030規

劃綱要》把治療為主的模式轉向預防為主。體育除

了原有的學校體育、競技體育、群眾體育、體育產

業與體育設施等配套措施，更進一步要求全民健康

方面的貢獻。

2019年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印發體育強國建設

綱要的通知》，體育強國的戰略任務包括：一、落

實全民健身國家戰略，助力健康中國建設。二、提

升競技體育綜合實力，增強為國爭光能力。三、加

快發展體育產業，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四、促進

體育文化繁榮發展，弘揚中華體育精神。五、加強

對外和對港澳臺體育交往，服務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和「一國兩制」事業。涉及健康、競技、產業、文

化，以及外交等方面。同年，國務院辦公廳《關於

促進全民健身和體育消費推動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

的意見》提出「實施『體育＋』行動，促進融合發

展」，便有體教融合、體醫融合、體旅融合，還提

出了運動康復師進入醫院服務。同年的國務院辦公

廳《關於印發體育強國建設綱要的通知》指導思想

為，大力推動全民健身與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更好

發揮舉國體制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的重要作用，不斷

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努力將體育建設成為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標誌性事業。盧元鎮、于永慧

圖4  2021年中國體育博覽會開幕式（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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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認為「未來的社會轉型將為全民健身釋放

更多的機遇與資源，全民健身將一如既往地参與人

們生活方式的轉變和生活質量的提升，在健康中國

戰略中成 最積極、最生動、最有效，也是最受民眾

歡迎的一個要素」。

柒、展望

2021年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

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

的遠景目標包括文化強國、教育強國、人才強國、

體育強國、健康中國，但具體內文中，建設體育強

國是全面建設健康中國這一章的一節，而原來的

「體醫融合」被修改為「體衛融合」，凸現了健康

促進、預防為主，也暗示了與醫療的區隔。不過體

育也出現在《綱要》的其他章節，這些部分大多與

文化或旅遊相關。例如：第十章 促進服務業繁榮發

展；第十四章 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第二十八章 

完善城鎮化空間佈局；第四十六章 健全國家公共

服務制度體系。許多標題不涉及體育的政府文件，

以及其他部門不與體育部門聯合發布的文件中，也

有許多涉及體育的內容，例如：2022年中共中央辦

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十四五”文化發展規

劃》；2021年國務院印發《關於“十四五”旅遊業

發展規劃的通知》；2022年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印

發“十四五”國民健康規劃的通知》；2021年教育

部、發展改革委、財政部、衛生健康委、市場監管

總局等五部門發布的《關於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

學校衛生與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見》。

202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有大幅修

訂，總則增加了推動體育強國和健康中國建設的立

法目的，明確以全民健身為基礎的體育工作方針，

內容強化全民健身國家戰略、落實體教融合新要

求、促進競技體育發展、堅決反對使用興奮劑、發

揮體育組織作用、監管和促進並重。第二章從「社

會體育」改為「全民健身」；第三章從「休閒體

育」改為「青少年與學校體育」；新增第五章「反

興奮劑」；第六章「體育組織」原為「體育社會團

體」；第七章體育產業強調「促進體育與健康、文

化、旅遊、養老、科技等融合發展。」；第八章保

障條件納入了保險；新增第九章「體育仲裁」；新

增第十章「監督管理」，除了體育部門檢查計劃與

應急預案，公安、市場管理、應急管理部門也介

入。第十一章「法律責任」進一步明確了具體要求

與刑責。第十二章增加了關於主張主權的條款。新

修訂的體育法充分體現了打破條塊分割的治理，進

一步推進融合發展。

202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

《關於構建更高水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務體系的意

見》開宗明義指出：「構建更高水準的全民健身公

共服務體系，是加快體育強國建設的重要基石，是

順應人民對高品質生活期待的內在要求，是推動全

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的重要

內容。為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有關決策部署，

增強人民體質，提高全民健康水準，現就構建更

高水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務體系提出如下意見」。

這段話清晰指出全民健身不但是滿足健康促進的要

求，更是順應高品質生活的期待，有衛生保健的意

義，更有文化產業的思考。

圖5  2022年南陽市全民健身日活動（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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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習近平「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

康」「推 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指示精

神，形成「全民健身—全民健康—全面小康」的健

康邏輯鏈，系列政策法規發布，健康已經成為體育

工作的重中之重。除了健康人的健康促進，患者的

運動康復、健康促進也將成為體育人的工作。但從

政策的發展看，中國大陸體育政策與治理結構，可

能會與文化和旅遊部有更多的連接。深化改革、依

法治國與融合發展，將促使體育治理發生進一步的

變革，全民健身、競技體育、學校體育等工作，如

何與衛健委、文旅部、教育部的權責劃分會是觀察

重點。

捌、結語

習近平在二十大報告中，在2035年發展的總體

目標中提出建設完成文化強國、體育強國、健康中

國。但與「十四五」規劃不同，在「八、推進文化

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的「（四）

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部分的結尾處提到

「廣泛開展全民健身活動，加強青少年體育工作，

促進群眾體育和競技體育全面發展，加快建設體育

強國」，這樣的表述恰恰可以作為本文的結語。群

眾體育增強人民體質，競技體育體現文化自信，國

家富強要建設完成群眾體育和競技體育全面發展的

體育強國。物質滿足之外，還要豐富精神文化，實

現人的全面發展。

作者李豪傑為溫州大學體育與健康學院教授、休閒

體育系主任

參考文獻

陳昱文、湯添進（2018）。兩岸體育政策與交流。
國民體育季刊47（1） , 32-37。

傅硯農（1993）。中國共產黨在初創和大革命時期
對體育的把握。山東體育學院學報（2） ,4。

馮曉麗（2012）。建國以來群眾體育政策的變遷特點
與影響因素。體育學刊（3），41-45。

崔樂泉（1998）。當代中國體育基本指導方針的演變
與發展。體育文史（6） ,7-8。

李煦（2021）。制度優勢下的中國競技體育風雨路：
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長江日報，

2021年8月3日。

戴國清、邵長坤&包春峰（2011）。我國不同發展時期
體育政策措施對體育的影響。世紀橋（7） , 2。

傅硯農（1993）。「文革」時期競技體育狀況的階段
劃分及理由。體育文史（6） ,51-53。

孫葆麗、楊文學、潘建林&李傳華（1999）。文化
大革命時期的群眾體育。武漢體育學院學報 33
（6） ,6-8。

門闌（2005）。1949年以後中國的體育政策發展。
中國科技資訊（13） , 1。

肖謀文（2012）。從功能演繹到制度變遷：改革開
放後我國體育政策的演進。北京體育大學學報

（2） , 16-18。

張慶文、楊剛& 萬瑩瑩（2013）。當代中國體育政策
的變遷與思考。上海體育學院學報 37（6） , 4。

蔡治東、湯際瀾 & 虞榮娟（2016）。中國大眾體育
政策的歷史變遷與特徵。體育學刊 23.4：5。

盧元鎮、于永慧（2019）。我國體育改革與全民健
身：回顧、展望及應關照的社會事實。上海體育

學院學報 43（1）：1-6。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949）。《中國人民政治協
商會議共同綱領》。引自http://www.gd.gov.
cn/zwgk/gongbao/1950/1/content/
post_3351944.html

國務院辦公廳（2 0 1 0）。《關於加快發展體育
產業的指導意見》。引自http://www.gov.
cn/govweb/gongbao/content/2010/
content_1565482.htm

國務院辦公廳（2 0 1 2）。《轉發教育部等部門
關於進一步加強學校體育工作若干意見的通

知》。引自http://www.gov.cn/zhengce/
content/2012-10/29/content_5309.htm



 |     

國
民
體
育
季
刊212

期   |     

72

本期專題  Focus Topics

國務院（2014）。《關於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
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引自http://www.
gov.cn/zhengce/content/2014-10/20/
content_9152.htm

中共中央、國務院（2016）。《“健康中國2030”
規劃綱要》。引自ht tp ://www.gov.cn/
zhengce/2016-10/25/content_5124174.htm

國務院辦公廳（ 2 0 1 6）。《關於強化學校體
育促進學生身心健康全面發展的意見》。

引自h t t p : / / w w w . g o v . c n / z h e n g c e /
content/2016-05/06/content_5070778.htm

國務院辦公廳（2016）。《關於進一步擴大旅遊
文化體育健康養老教育培訓等領域消費的意

見》。引自http://www.gov.cn/zhengce/
content/2016-11/28/content_5138843.htm

國務院辦公廳（2018）。《關於加快發展體育競
賽表演產業的指導意見》。引自http://www.
gov.cn/zhengce/content/2018-12/21/
content_5350734.htm

國務院（2019）。《關於實施健康中國行動的意
見》。引自http://www.gov.cn/zhengce/
content/2019-07/15/content_5409492.htm

國務院辦公廳（ 2 0 1 9）。《關於印發體育強
國建設綱要的通知》。引自ht tp : / /www.
gov.cn/zhengce/content/2019-09/02/
content_5426485.htm

國務院辦公廳（2019）。《關於促進全民健身
和體育消費推動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意

見》。引自http://www.gov.cn/zhengce/
content/2019-09/17/content_5430555.htm

國務院辦公廳（ 2 0 2 0）。《關於加強全民健
身場地設施建設發展群眾體育的意見》。

引自h t t p : / / w w w . g o v . c n / z h e n g c e /
content/2020-10/10/content_5550053.htm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2020）。《關
於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校體育工作的意

見》和《關於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校美

育工作的意見》。引自http://www.gov.cn/
zhengce/2020-10/15/content_5551609.htm

國務院（ 2 0 2 1）。《關於印發全民健身計
畫（ 2 0 2 1— 2 0 2 5年）的通知》。引
自 h t t p : / / w w w . g o v . c n / z h e n g c e /
content/2021-08/03/content_5629218.htm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2 0 2 2）。
《“十四五”文化發展規劃》。引自http://
www.gov.cn/zhengce/2022-08/16/
content_5705612.htm

國務院（2021）。國務院《關於印發“十四五”
旅遊業發展規劃的通知》。引自http://www.
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20/
content_5669468.htm

國務院辦公廳（2 0 2 2）關於印發“十四五”
國民健康規劃的通知。引自http://www.
gov.cn/zhengce/content/2022-05/20/
content_5691424.htm

教育部、發展改革委、財政部、衛生健康委&市
場監管總局（2021）。《關於全面加強和
改進新時代學校衛生與健康教育工作的意

見》。引自http://www.gov.cn/zhengce/
zhengceku/2021-09/03/content_5635117.htm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2022）。中華人民共和國體
育法。引自http://www.npc.gov.cn/npc/
c30834/202206/ad515e98ae274e44b1cd2
c02687db07f.shtml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2021）。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引自http://www.gov.
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2 0 2 2）。
《關於構建更高水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務

體系的意見》。引自http://www.gov.cn/
zhengce/2022-03/23/content_5680908.
htm

習近平（2022）。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而團結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

表大會上的報告。引自http://www.gov.cn/
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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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88年漢城奧運的成功舉辦被視為韓國國力

的轉捩點，各項體育政策發展都與其時代背景密不

可分。韓國於1945年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後又經歷

韓戰，社會動盪，直至1960年代，時任總統朴正

熙提出「體力即國力」，並頒布《國家體育促進

法》，韓國國內的體育政策才算正式啟動。同時透

過參與和舉辦國際體育賽會對外宣揚政治正當性，

作為與北韓政治競爭之手段，當時的學校體育也主

要以培育國家代表選手為目的（文化體育觀光部，

2018）。

1980年代的韓國政府視體育運動為穩定政權和

安定民心的工具，職業棒球和職業足球

因此成立，所幸倚賴在首爾奧運成功舉

辦後所留下的龐大資產，全民運動得以

推動，2002年世界盃足球賽舉辦之後，

韓國國民運動參與和關注度更是持續升

高。2005年設立特殊體育相關部會和體

育會，及2015年頒布《生活體育振興

法》皆顯示韓國政府推動全民運動的決

心，持續策劃及推動能提升國民個人的

幸福和健康的體育政策，致力於國民全

體皆有體育參與權（文化體育觀光部，

2018）。以下將韓國體育政策發展按

韓國體育運動政策
之演進與影響
文／林蔓繻、Siyun Kim

學校體育、全民體育、競技體育、國際體育與南北

韓、運動產業及體育設施等六項分別介紹。

貳、韓國體育政策發展分類介紹 

一、學校體育

韓國學校體育開始於19世紀末第一所師範學

校—漢城師範學校，強調德智體的全人教育，

然而光復後引入美國學校教育制度，學校體育

僅以培育選手為目的。學校體育政策推動直至

1970年代，才有為設立學生選手專用的運動空

間和舉辦體育賽會，並在蒙特利爾奧運金牌選

手楊正模的要求之下，協助成立體育學院（韓

現韓國體育大學一隅（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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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體育大學前身以培育更多國家代表選手（文

化體育觀光部，2022）。

在首爾奧運和其後各項全民運動政策的影響

下，學校體育政策於2000年開始支持一般運動

社團替代校隊。2010年的「學校體育振興計

畫」便包含體育課程強化、體育社團養成、學

校體適能檢測、學校體育活動參與動機提升、

學校校隊強化，以及各項規則制定及基礎建設

等目標。2013年《學校體育振興法》上路後，

於法律基礎上定區分一般學生與學生選手，制

定相關政策，並持續以「一學生一運動」為口

號，以每位學生在學期間至少習得一項運動為

目標，持續發展學校體育、體育社團和培育學

生選手（韓國教育部，2016）。

如今韓國的學校體育是學校生活體育和競技體

育並存，行政上學校體育既包含學校與體育，

由教育部負責制定體育課程，主導其他體育相

關之學校、生涯教育和學術事務；文體部負責

制定振興學校體育的政策；地方政府的教育部

門則協助針對各項體育補助和獎學金相關工作

（韓國教育部，2022）。

二、全民運動

全民運動於韓文直譯為「生活體育」或「社

會體育」，其近代政策開展可追溯到總統朴

正熙任期間（1963~1972），以區域為中心

發展，為提升國力開展的「社會體育振興五年

計畫」。漢城奧運結束後，順勢實施「國民

生活體育振興綜合計畫」（又名「虎多利計

畫」），著重於體育設施建設、課程開發，及

指導者培育。1993年後的10年間接續推行兩

次「國民體育振興五年計畫」，持續力求提升

生活體育各項軟硬體之發展。此後參與政府國

學校羽球社團活動（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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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體育振興五年計畫及文化白皮書

（culture vision 2008~2012）中

則新增了「體育俱樂部」（sports 

club）和「休閒體育」（ leisure 

sports）的推動，目標以提高國民

運動參與率  （文化體育觀光部，

2022）。

近十年韓國政府針對各年齡層提出

相關政策，並通過公共運動設施的

擴建、運動教練的增置，讓每周一

次運動的國民上升至60%，同時關注身心障

礙、老人等弱勢群體之體育活動參與權利，試

圖透過提高體育活動普及率，提升國民整體健

康狀況和體育競技實力。目前最受韓國國民歡

迎的休閒體育活動為健走（散步）、登山和健

身（文化體育觀光部，2022）。

三、競技體育

韓國競技體育政策發展最初是為1993年的第一

次國民體育振興5年計畫，針對競技體育人才養

成、國內賽會運營、運動團體管理，及其他體

育人福利為推動目標。第二次國民體育振興5年

計畫期間，正值 2002年韓日世界盃足球賽籌備

期間，著重發展運動科學研究與提高運動行政

效率。之後則在推動競技體育設施的改善與現

代化的同時，力求改善體育生的管理制度和活

化學校體育教育。

此後的韓國政府於備戰和籌備各項大型賽會

的同時，持續投入競技體育項目發展：李明

博政府（2008~2013）為開始重視非熱門競

技項目，並開發運動醫學與資訊支援系統；朴

槿惠政府（2013~2017）持續改善國手和學

生選手的養成環境，和退役選手生涯發展教

育，並設立區域運動科學中心；而文在寅政府

（2017~2022）則更重視競技體育制度改革與

國際體育交流 （文化體育觀光部，2022）。

韓國政府持續大量撥款於競技體育發展，積極

透過競技運動宣揚國威是有目共睹。2022年於

競技體育投入之預算為6,585億韓元（約為新臺

幣148億），其中優秀選手養成預算約25億新

臺幣，其他還包含運動團體補助、全國（及少

年）運動會補助、體育人福利，和運動倫理中

心運營等項目（文化體育觀光部，2022）。大

量的預算投入於競技能力表現作為結果來看，

韓國代表隊雖於上屆東京奧運成績僅獲得20枚

獎牌低於期待，獎牌數仍居世界16位、亞洲第

三位。相較之下，臺灣於亞洲排名雖僅次於韓

國，但世界排名為34，仍略遜於韓國（聯合

報，2021）。

四、國際體育與南北韓交流

首爾奧運的成功讓韓國相信國際體育政策對國

家發展的重要性。現今韓國國際體育發展以文

體部為核心，進行政策開發、國際體育人才養

成、南北韓體育交流，和國際賽會舉辦與代表

隊補助。大韓體育會則作為非營利法人，運用

登山為韓國人喜愛體育活動之一（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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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體育基金提升體育外交能力、加強各國體

育交流合作，並與國際奧委會等國際體育組織

建立連結 （文化體育觀光部，2022）。

韓國政府和大韓體育會自1979年起，陸續和

43個國家和57個國家奧委會之間簽署MOU，

並通過「體育夥伴計劃」派遣領導人和物資

來提升國家形象，促進交流國家間友誼，來擴

大與現有體育交流協議之國家及其他低開發

國家間的交流。同時成立國際體育策略委員會

（International Sport Strategy Foundation, 

I S F）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武術中心

（UNESCO ICM）等非營利法人組織以擴大國

際體育交流版圖。

韓國致力於國際體育，並已成功舉辦過國際四

大賽事，分別為夏季與冬季奧運會、世界盃足

球賽，以及世界田徑錦標賽。其中，2018年的

平昌冬季奧運會開幕典禮上，南北韓代表隊共

持統一旗入場，試圖以共同組隊的形式，透過

體育活動促進兩韓間的和平交流，為近年韓國

備受國際關注的體育外交活動（文化體育觀光

部，2022）。

體育活動一直被寄望為促進南北韓交流與合作

的催化劑。韓戰後的首次體育交流，便是為共

同組建代表隊出征1964東京奧運的會談，此交

流傳統便延續至今。國際奧會於推動兩韓友好

關係上影響甚大，雖與兩韓皆非官方接觸，仍

促使雙方於1991年交換「南北韓和解與互不

侵犯暨交流合作協定」（Lee, Seong, & Huh, 

2019）。

南北韓體育交流合作政策目前是由文體部和統

一部負責制定與實施。政策制定上主要法律基

礎有三，分別是1990年為擴大兩韓交流頒布的

韓國職業足球K-League（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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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交流合作法》、交流項目基金運用相關

的《南北交流基金法》，以及2006年以和平

統一為目標頒布的《南北關係發展法》（Lee, 

Seong, & Huh, 2019）。

五、運動產業

韓國運動產業政策最早見於《國民體育振興

法》，由此開始對運動用品生產與民間體育設

施建設提供補助和稅務減免。隨著1982年修

法，擴大解釋運動用品生產範圍，國民體育振

興基金提供優秀製造商進行融資。後續的兩次

五年計劃（1993~2002）中，除了持續改善運

動生產及建造業相關規範，也開始關注消費者

權益和投入休閒體育產業發展。參與政府制定

的第三個國民體育五年計畫（2003~2007），

旨在通過立法具體培育振興體育產業。體育

產業被列為新興產業，通過政府層面的積極干

預，促進了體育產業的發展（文化體育觀光

部，2022）。

2007年頒布《運動產業振興法》，旨在為運動

產業奠定基礎，增強競爭力，以促進體育產業

發展，2009年以降，為實現成為體育強國的願

景，韓國政府連續推動以五年為一

期的「運動產業中長期計畫」，分

別為以提升運動產業全球競爭力為

目標的第一階段，推動休閒與體育

產業融合的第二階段，乃至今日期

許體育產業帶動整體經濟成長的第

三階段。今韓國運動產業市場規模

約為70兆韓元（約為新臺幣1.58

兆），根據2015年第一次發行的

《2014年運動產業白皮書》，韓國

運動產業規模從2009至2014年間

增長約21%，此後成長雖略趨緩，但運動相關

工作職位的逐年遞增（2017年42萬名，2018年

43萬名，2019年45萬名），顯示韓國運動產業

之穩定發展 （文化體育觀光部，2022）。

六、體育設施

韓國體育設施政策最初可見於1990年實施的

「虎多利計畫」，1993年至2007年間的3個

「國民體育振興五年計畫」提高了公眾對體育

活動的認識，並提倡以民間為主導的生活方式

體育運動。如此，保障群眾需要的體育設施便

仰賴政策的支持（文化體育觀光部，2022）。

現今韓國政府以持續建設（及改建、維修）國

民體育中心、多功能學校體育館、公共體育設

施等，及生活體育基礎強化為目標。以國民運

動中心為例，2016年至2020年個數從499增加

至661，以及近年來受銀髮族群喜愛的日式槌

球，該運動場地於五年間增設467座（文化體

育觀光部，2021）。此外，為提高民眾造訪

率，除開發「公共體育設施整合資訊系統」，

也在使用費用的減免及提高身心障礙人士的便

利性而持續努力（文化體育觀光部，2022）。

位於首爾陽川區的陽川國民運動中心（圖片提供：作者）



 |     

國
民
體
育
季
刊212

期   |     

78

本期專題  Focus Topics

參、結語

韓國體育發展由競技體育領頭，影響學校體

育的發展，利用體育活動提高國際能見度，在國

民參與和關注度提升的同時，也帶動產業發展，

同時，為因應高齡化社會的問題，韓國同樣投入

全民運動的各項軟硬體發展，提高運動參與除了

能提升整體運動實力，從長遠來看，改善國民健

康以降低人均社會醫療花費，是于國家、社會、

經濟面皆有益處。然而韓國全民運動及各項體育

政策的發展，首爾奧運後留下並持續運作的運動

基金功不可沒。

韓國運動基金占整體體育預算的80%以上。

負責管理的國民體育振興工團（KSPO）下另設有

運動政策科學院，負責為各項政策提供科學研究

和數據分析整合。臺灣雖受國際政治形勢影響，

難以如韓國一般申辦各種國際賽會，仍可透過政

策的開發與完善，從提升國民運動參與開始，逐

步提高競技表現，進而增加國民向心力。

臺灣與韓國於地理位置相近，歷史文化背景

也多有關連，選手們雖於賽場上彼此較勁，政策

研究上卻能相互借鑒，望未來雙方能創造更多交

流機會，共同提升亞洲國家體育實力。

作者林蔓繻為韓國啟明大學運動行銷系助理教
授、Siyun Kim為韓國啟明大學運動行銷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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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e: Focusing on sports exchange. Seoul: 

Korea Institute for National Unification.

東京奧運獎牌排行榜。聯合報（https://udn.com/
tokyo2020/award）。

臺灣學術交流團隊參訪漢城奧運主場地（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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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體力就是國力。這不是口號，而是描述真實

的現象。環視世界各國，凡是教育、文化、經濟、

科技等較為先進的國家，在國際競技運動場上的表

現也有較優的地位。基於這項事實，一些獨裁專制

政權的國家，為了向其他國家展現它優越的表象，

並且向國內統治者樹立權威，就會傾全力，不惜一

切代價，投注龐大的物力人力培植競技運動員代表

國家參與國際運動會。例如，中國、解體之前的蘇

聯、柏林牆尚未倒塌之前的東德就是典型的案例。

尊重民主自由陣營的國家較少投注國家龐大的人，

物力培植大量的運動員。一般民間企業團體和個體

運動員，大多基於興趣使然，自發性推展和參與各

種運動賽會。然而在國際競技運動的場合，遭受獨

簡介美國總統簽署運動法案

裁專制政權的國家傾全力培植大量職業化運動員的

威脅，一些民主自由陣營的國家也被迫動用部分政

府資源培植國際級的運動員。例如，2012年的倫敦

奧運會，英國就推行專案支援運動員的訓練，使得

在自己國內舉辦奧運的場合，有卓越的表現。

而自從現代奧運會舉辦以來，除了第一次世界

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迫使停辦1916年的第7

屆奧運會和1940年的第12屆奧運會，以及1944年

的第13屆奧運會之外，從未缺席每一屆奧運會的澳

文／林德嘉



 |     

國
民
體
育
季
刊212

期   |     

80

本期專題  Focus Topics

洲，也因為遭受東德的壓力，預見1976年在加拿大

Montreal舉行的第21屆奧運會，會有零金牌收場

（這是澳洲參加奧運會僅有的一屆未得金牌），於

是在1970年開始籌設國家級的運動訓練中心。

在民主陣營最大經濟體的美國，民間的財力

足以支援運動員參與國際競技運動的舞台，使得

美國的奧委會為全世界唯一沒有仰賴政府的財力

可以自行運作。然而國際趨勢造成的客觀條件，

最終仍然被迫必須要有政府立法機構的介入。美

國奧委會成立於1894年，並派遣14位運動員參加

1896年在雅典（Athen, Greece）舉行的第一

屆現代奧運會。之後，除了兩次世界大戰停辦3

屆奧運會，以及1980年為了反對蘇聯入侵阿富汗

（Afghanistan），抵制莫斯科（Moscow）奧運

會未派隊參加外，美國的運動員參加了每一屆的夏

季奧運會和1924年開始舉辦的冬季奧運會。而截

至2021年的東京奧運會，美國的運動員總共獲得

2,959面夏季奧運會的獎牌，其中1,173面為金牌，

冬季奧運會共獲得320面的獎牌，其中113面為金

牌。這種輝煌的成績是世界各國所望塵莫及的碩

果。（註：美國從未得獎牌的運動種類為：羽球、

桌球、手球、韻律體操和體操彈簧床）。

貳、美國奧林匹克協會成立歷程 

1894年成立的美國奧委會名稱為美國人奧林

匹克協會（American Olympic Association），

1940年改名為美國運動聯盟（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port Federation）1945年再改名為

美國奧林匹克協會（United States Olympic 

Association），並且於1950年頒布憲章，取得

公眾法（Public law）805的承認，允許捐贈者減

稅。1961年修訂憲章，並改名為美國奧林匹克與殘

障委員會（United States Olympic & Paralympic 

Committee，以下簡稱USOPC）。該委員會屬於

協調機構，運作一切與奧運會相關的競技運動和其

他國際運動賽會。然而，就在不斷更改奧委會名稱

與機構的過程，民間又產生了一個機構稱為業餘

運動工會（Amateur Athletic Union，以下簡稱

AAU），代表美國參與國際運動賽會。這一機構的

出現，自然就會有多頭馬車的困境，一旦有了爭議

卻缺乏獨具權威的仲裁機制。

於是在1978年3月10日阿拉斯加的參議員史帝

文生（Ted Stevens）提出一項法案稱為1978業餘

運動法案（Amateur Sports Act of 1978），經美

國參議院討論，在5月8日通過後，送眾議院於10月

13日修正通過後再送回參議院於10月14日同意眾

議院的修正，送進白宮由當時的總統卡特（Jimmy 

E. Cater）於11月8日簽署正式立法。眾議院遂依

1978年的法案批評並否決AAU的規範。如今，AAU

的組織尚存，以志工的身份倡導青少年的運動，尤

其以倡導青少年的籃球賽會最為著名。

參、美國奧林匹克與帕拉林克委員會運作

模式

蘇聯解體之前，為獨裁專制政權的典型代表，

在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統治下，視國際競

技運動場為戰場，傾國家的力量，不惜一切代價，

以職業化方式培育運動員，企圖展現共產體系專制

政權的優勢，先於1948年倫敦（London奧運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第一屆奧運會）派遣觀察

員考察第14屆的倫敦奧運會。之所以沒有正式派運

動員參賽，是因為評估在奪取獎牌之爭，尚無把握

超越美國。4年後的第15屆赫爾辛基（Helsinki）奧

運會，1952年蘇聯即第一次正式派運動員參加。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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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後，四十年的經歷，專制政權

的國家不僅以職業化的運動員在競

技運動場上對抗其他國家的業餘運

動員。他們更有計畫地以國家的力

量幫助運動員掩飾使用運動禁藥。

這些行為的確大大減弱了美國運動

員在奧運會場上的表現。而最為巔

峰的表現就在1988年第24屆的首爾

（Soul）奧運會。蘇聯奪得132面獎

牌，其中55面為金牌；東德獲102

面獎牌，其中37面為金牌。以美國

為首的自由民主陣營的國家和獨裁

專制陣營的國家，在冷戰時期的對

立對於運動員參加奧運會的身份，也不斷進行了一

段時間的爭論。結果國際奧委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以下簡稱IOC）終於允許

職業運動員參加奧運會的競賽。於是美國在1998

年也不得不把1978業餘運動法案修訂為奧林匹克

與業餘運動法案（Olympic and Amateur Sports 

Act）。這一法案的修訂1998年5月22日在參議

院二讀通過，經眾議院在1998年9月10日頒布，

成為聯邦法（Federal Law），並且成為USOPC

的憲章，也成為隸屬USOPC旗下所有國家級運動

委員會或協會（National Governing Body, 以

下簡稱NGB），訂定組織規程的依據。這一法案

並指定USOPC為協調機構，代表美國組織參加歷

屆的奧運會（Olympic Games）帕拉林匹克運

動會（Paralympic Games）和泛美運動會Pan 

American Games），並且運作一切與這三大運動

賽會和其他國際賽會相關的事宜。當上述三大國際

運動賽會在美國境內舉辦時USOPC就得與舉辦城市

合作負責執行任務。USOPC還要負責推展美國人的

體適能（Physical Fitness），監督檢討隸屬USOPC

旗下NGBs的運作，並且有獨特權威（monopoly 

status）對所屬的NGBs規範特定的要求。所謂隸屬

USOPC旗下的NGBs就是奧運會和泛美運動會舉辦

的所有運動種類的國家級運動委員會和協會以及帕

拉林匹克委員會。例如奧運會有田徑、游泳、競技

體操和足、籃、排球等的比賽項目，那麼屬於這些

種類的國家級運動委員會或協會就屬於USOPC旗下

的會員。除了奧運會和泛美運動會中競賽種類的國

家級運動委員會或協會為USOPC的會員之外，另有

20%的會員具備投票權（Voting Power）者為現役

或近十年內代表美國積極參與國際賽會的運動員。

隸屬USOPC旗下每一運動種類的NGB，依據

USOPC訂定的憲章也同樣要有20%的會員具投票

權為現役或近十年內代表美國積極參與國際賽會的

運動員。1978年總統所簽署經1998年修訂的法案

視USOPC以及隸屬其旗下的NGBs為聯邦法所認

可，除非特殊的狀況外，否則將是永久存在的機

位於科羅拉多州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美國奧委會總部（圖片來源：Wikipedia： 
David Shankb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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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這些機構的存在除了提倡所屬運動種類外，在

奧運會，泛美運動會及帕拉林匹克運動會期間，至

少要舉辦兩次以上全國性的層級足以選拔代表美國

參加三大運動賽會或世界錦標賽選手的運動比賽。

USOPC要鼓勵與支持從事運動醫學和運動安全措施

的研究，以及運動器具設備的設計。傳播關於訓練

技術分析相關的科技資訊，幫助解決運動員教練與

所屬運動種類的NGBs之間的爭議，USOPC和所屬

的NGBs必須設置顧問會（Advisory Council）作為

運動員與訓練員，經理、行政機構間的溝通橋梁。

USOPC為非政府，非營利，但據法人地位的

國家級社團組織。雖然不得有營利的商業行為和發

行股票，卻得以接受一般捐贈、遺產捐贈、資產轉

移，並尋求有助於USOPC任務推展的各種財源或融

資。也可以為有利於業務的運作與其他機構簽訂契

約。USOPC不得有政治活動，不得支持任何個人為

競選任職於公部門的候選人。USOPC可以修訂憲章

和法規（Constitution and Bylaws），惟擬修訂

的法條必須公諸於眾，而任何人有興趣關心法條修

訂者，應在擬修訂法條公諸於眾的60天後，提出書

面論述而修訂法條是否被接受，應在例行會議中做

決定。

奧運會、泛美運動會，和帕拉林匹克運動會舉

辦競賽的運動種類，其國家級的運動委員會或協會

為USOPC認可的社團組織（NGBs）。惟任何運動

委員會或協會，如果有兩個社團組織，則USOPC

只承認其中一個組織。想新加入隸屬USOPC的運動

委員會，必需正式書面提出申請。USOPC接受申請

後必須舉辦至少兩次公聽會。舉辦公聽會的時間、

地點，應在USOPC例行出版的主要刊物上公布。

公聽會的時間必須是公布後的至少30天，但不超60

天辦理。新的運動委員會或協會一旦被認可隸屬於

USOPC旗下的NGB時，則USOPC必須全力支持，

且在認可的61天內向國際運動聯盟推薦，認定代

表美國的身份。所有被USOPC認定的NGBs都是以

USOPC的憲章為依據，訂定其各自的憲章與法規，

運作模式大同小異，惟僅專注於單一運動種類。

USOPC依照1998年通過的奧林匹克與業餘運

動法案，必須在2001年6月的第一個工作天（註：

6月的第一個工作天，不一定為6月1日，若遇週末

或天災意外不上班日期就會延後）或之前，向總

統和眾議院提出詳細報告。之後的每四年都得提

出報告。報告的內容含四年內的一切活動，財務

的收支，鼓勵提倡婦女、殘障和弱勢族群參與運

動的情形。必要時，還要向眾議院提特殊報告。

（Special Report to Congress）。民間如果有人

對於USOPC的報告有興趣時，可以索取合理的價格

提供需要的資料。

肆、結語

美國是現今全球公認的體育運動強國與大國，

1978年總統簽署的業餘運動法案及1998年參議院通

過的奧林匹克與業餘運動聯邦法，對於美國體育運

動發展影響深遠，尚期本文能提供讀者具有參考價

值的訊息。

作者作者林德嘉為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副主任委

員、國家體育訓練中心主任及中華民國足球協會秘

書長

參考文獻

Amateur Sports Act of 1978.

OLYMPIC AND AMATEUR SPORTS ACT AMEND-
MENTS OF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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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英國自雪梨奧運後，成為了奧運獎牌榜上的

常勝軍，從2000年的奧運獎牌榜第10名，到2016

里約奧運超越中國，奧運獎牌榜上躍升為世界第

二，在2020東京奧運則維持在獎牌榜第4名。英國

的菁英運動發展表現有目共睹，然而，其運動政策

的發展，並不僅止於奪金策略，而是透過組織改革

與整合，配合菁英運動的發展，以及利用倫敦奧運

的舉辦，整合不同層級的運動發展。因此，本文旨

在透過回顧近年來英國運動政策的改革與發展脈

絡，從初期的菁英運動導向，到倫敦奧運後，以身

體活動為核心的全民運動政策，並且分析英格蘭

運動委員會最新發布的「團結運動（United the 

movement）」策略內容，理解疫情前後英國全民

運動政策的政策走向。

貳、英國運動政策發展脈絡

英國在1996亞特蘭大奧運會時僅獲得1金8銀

6銅，共15面獎牌，跌出奧運獎牌榜的前30名，並

以第36名作收（UK Sport, 2016）。因此，自1997

年開始，工黨布萊爾首相上臺後，繼承梅傑政府的

改革道路，英國政府開始與體育團體合作，提出了

專門培育體育人才的政策與手段，企圖幫助英國

重新回到過往的光彩（Goranova, 2014）。隨著

從菁英到大眾：
英國全民運動政策發展脈絡初探
文／蔣任翔

菁英運動政策與人才培育手段實施以後，英國的

運動競技成績蒸蒸日上，2008北京奧運共獲得52

面獎牌，2012倫敦奧運獲得65面獎牌，爾後，亦

沒有因為主辦奧運後的東道主效應影響，在2016

里約奧運獲得67面獎牌，在獎牌榜上躍升為世界

第二（BBC, 2016），2020東京奧運會則獲得64

面獎牌，維持獎牌榜第4名。英國之所以能夠獲得

如此多的獎牌並成為世界第二，有很大的原因和

其國家所執行的政策有關，包括「世界級表現計

畫」（World Class Performance Programme） 

並搭配「決不妥協」策略（no compromise）

（The Guardian, 2019）。然而，英國在體育

運動的改革並不僅止於菁英運動的發展，從1996

年文化媒體運動部（Department of Culture, 

Media & Sport）提出「提升比賽（Raising the 

Game）」、2000~2002年「全民運動的未來

（A Sporting Future for All）」、2002~2003年

為籌備奧運申辦申請提出的「比賽計畫（Game 

Plan）」、2003~2008年的「體育/運動/俱樂部

連結策略（PESCL）」和「贏家策略（Playing to 

Win）」，其實都是利用菁英運動或是大型賽會，

帶動基層體育運動的發展。其中，負責全民運動

推廣的英格蘭運動委員會（Sport England），

則是在追隨國家政策方向的情況下，自1997年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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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英格蘭：運動國家（England: The Sporting 

Nat ion）」、2000~2004年提出「運動場域

（Playing Fields for Sport）」、2004~2008年

的「英格蘭運動框架（The Framework for sport 

in England）」、2008~2011年「英格蘭運動策

略2008-2011（Sport England Strategy 2008-

11）」，和2012~2017年的「終身運動習慣（A 

Sporting Habit for Life）」，政策內容是以「運動

設施改善」、「建立社區運動和基層運動的連結」

為發展方向 （黃睿崧，2020；Green, 2004），如

圖1。

2 0 1 5年文化媒體運動部

推出新的國家運動政策「運

動未來（Spor t ing  Futu re : 

A New Strategy an Active 

Nation）」，延續倫敦奧運所

創造的賽會遺產（Legacy），

並確立英國未來的體育運動發

展以「運動賽會」、「運動參

與」、「良善治理」為三大發展

主軸，期望透過「運動賽會」的

影響力，來增加英國的運動參與

情形，包含選手、教練、裁判、

志工及觀眾等，一切與運動賽會

相關的人員，並將「身體活動」

的概念納入國家運動政策的發展

內容，逐漸取代「運動」的方

向，並以國民的身體活躍程度

（每週150分鐘以上的中等程度

運動時間），視為國民規律活躍

人口的指標。

作為政策執行單位，英

格蘭運動委員會在2016年推出「邁向活躍國家

（Towards an active nation）」的全民運動政

策，以「身體活動（physical activity）」做為全

民運動參與的發展指標，並強調兒童及青少年的身

體活動情形，政策共規劃七大主要政策投資目標： 

一：解決不活躍（Tackling inactivity）、二：兒

童與青年人口（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三：志工服務（Volunteering）、四：大眾市

場  （Mass markets）、五：持續的核心市場

（Sustaining the core market）、六：當地合作

圖1  英國在2012倫敦奧運後的運動政策（資料來源：黃睿崧（2020）2012倫敦奧運與英格蘭
運動政策變遷之研究）

圖2  英國Sporting Future未來運動政策的政策發展架構圖（資料來源：DCMS（2015）
Sporting Future: A New Strategy for an Activ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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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locally）、七：設施（Facilities）。而

英格蘭運動委員會透過國家樂透經費的規劃和關鍵

績效指標（KPIs）的評估，將經費投資的架構納入

全民運動發展，如圖3。

「邁向活躍國家（ T o w a r d s  a n  a c t i v e 

nation）」主要有兩大政策目標，分別為促進運

動參與及建置社區運動資源；促進運動參與的部分

針對不活躍人口（inactive people）規劃運動參

與計畫，例如「這女孩可以（This girl can）」增

加女性運動參與率，從而減少不活躍人口（Brown 

et al, 2016）；而社區運動資源的建置除了運動教

育資源的培訓外，也對於社區運動設施建置進行規

劃，例如改善全國基層的足球場地設施等（Sport 

England, 2016）。「邁向活躍國家（Towards an 

active nation）」不僅為英國建立了穩固的社區運

動發展基礎（Doidge et al, 2020），並使英國規

律活躍人口逐年提升。

參、疫情後的運動政策發展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對於國家政策、體育運動、產

業經濟、生活型態以及人民的生心理健康發展，都

產生相當大的影響（高俊雄，2020；Bowes et al, 

2020；Batty & Gale, 2021；Grix et al, 2020）。

然而，英格蘭運動委員會延續過去的政策，在

2021年提出新的全民運動政策與策略：「團結運

動（Uniting the Movement）」，並以長期執行

計畫的方式為英國的全民運動發展進行未來十年的

規劃，期望改善運動參與的不平等現象以及減少參

與運動的障礙（Sport England, 2021a），包含性

別差異問題（Gender gap）及身心障礙運動參與

（disable）等。

圖3 邁向活躍國家（Towards an active nation）的政策投資
計畫運行架構（資料來源：Sport England (2016) Towards an 
active nation）

倫敦托特納姆熱刺足球俱樂部的新球場，除進行職業賽事外，亦提

供民眾參觀。（圖片提供：作者）

托特納姆熱刺足球俱樂部的新球場，開放參觀並且提供導覽服務。

（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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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蘭運動委員會（2021a）發現運動對於國

家發展所帶來的益處，除健康的生心理有助於降低

國家的醫療成本消耗之外，活躍人口提升也增加了

運動相關產業的經濟產值，因此，英格蘭運動委員

會希冀透過國家資源的挹注，讓身體活動和運動變

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英格蘭運動委員會（Sport 

England） 為在後疫情時代下發展英國全民運動，

擬定五項政策目標：

一、復原與重塑（recover and reinvent）

二、連接社區（connecting communities）

三、兒童和青少年的正向經驗（positive experie-

nces for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四、連接健康與福祉（connecting with health 

and wellbeing）

五、活躍環境（active environment）

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地衝擊英國，其

全民運動發展著重於「復原與重塑（recover and 

reinvent）」，因此在首年的政策執行成果是以

「疫情下的運動指引」和「運動相關的紓困規劃」

為主。

一、疫情下的運動指引

英國自2020年1月出現首例新冠肺炎確診，總

計執行了三次大規模的封城政策（restrictions/

lockdown），對於英國的全民運動參與情形

確實造成重大的阻礙（伍昱玟，2022），因此

英格蘭運動委員會（Sport England）也提出

許多疫情下的運動參與促進計畫，來減緩疫情

對於運動參與造成的衝擊。

（一）加入運動（Join the Movement）：英

格蘭運動委員會透過國家樂透彩券資金

（The National Lottery funds） 的資

助，統整各運動項目的教學資源，再透

過英格蘭運動委員會的官方網頁以「數

位教學平台」的概念呈現，讓英國人民

在疫情之下，可以獲得適合的身體活動

教學指導，例如：疫情受限期間，父母

可以在英格蘭運動委員會-加入活動的

活動網頁，透過「室內運動」、「室外

運動」、「親子運動」的大分類，找到

Cosmic Kids Yoga提供的兒童瑜珈教學

圖4 團結運動（Uniting the Movement）
的政策目標與架構（資料來源：Spor t 
England（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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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另外，民眾可以將自己的自主身

體活動紀錄上傳至社交媒體，透過活動

Hashtag的設置#StayInWorkOut，讓民

眾可以藉由社交媒體的運動持續地保持

運參與的動機。

（二）這女孩可以（This girl can）：此為英格

蘭運動委員會為提高女性運動參與，並

增加女性身體活動機會，於2015年設立

至今的品牌。疫情發生後，在「又是我

（Me Again）」的廣告中拍攝女性如何

在疫情時代下，仍能進行身體活動，以

此鼓勵其他女性將身體活動融入生活中

（Sport England, 2020）。

（二）我們不敗（We are undefeatable）：

英格蘭運動委員會為幫助長期處於健康

狀況的人口進行身體活動於2019年創

立的品牌；在疫情之下，不僅提供民眾

進行身體活動的指南，更於官方網站

上標示合作夥伴，讓有需要的民眾可

以此獲得適切的幫助及支持（We are 

undefeatable, 2022）。

二、運動相關的紓困規劃

為恢復運動發展，英國政府和英格蘭運動委員

會設置經費專案（funding programme）和

紓困貸款（loan），提供相關的運動聯盟、運

動團體、俱樂部、社區運動發展協會進行營運

上的紓困經費申請。

（一）運動生存指南（ S p o r t  s u r v i v a l 

package）：英格蘭運動委員會規劃總

計6億英鎊的紓困方案，提供運動團體

及運動俱樂部申請，以維持（survival）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基層社區活動

（grassroots community activity）和

女性運動的執行經費，及國家隔離期間

解封後英國假日地方橄欖球賽事開放民眾近距離觀賽（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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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受疫情影響的營運紓困經費。

（二）重返運動經費（Return to p lay 

funds）：英格蘭運動委員會規劃總

計1,650萬英鎊的紓困經費分成三大

部分：

1 . 1 , 0 0 0萬的小型紓困方案（ s m a l l 

grants），適用於社區運動團體和俱

樂部；

2.500萬的社區資產基金（community 

asset fund），適用於社區整頓重點

運動場館設施；

3.一起活躍方案（active together 

programme）以眾籌資金（crowd-

funding）的方式，提供150萬的經

費予運動團體、俱樂部用以重新組織

解封後英國假日地方橄欖球賽事（圖片提供：作者）

相關的促進運動參與活動，及補足「加

入活動」的不足之處（Sport England, 

2021b）。

（三）解決不平等經費（Tackling inequalities 

funds）：英格蘭運動委員會在年度計

畫中透過2,000萬英鎊的經費規劃，提

供給70個社區運動發展夥伴（national 

partners in communities），提供疫情

下促進運動弱勢群體運動參與所需要的

發展基金。

（四）恢復國家休閒經費（National Leisure 

Recovery funds）：英格蘭運動委員會

於2021年四月提供1,000多個社區休閒中

心重新開業的基金，總計100萬英鎊。

三、政策推廣

在政策推動的首年，英格蘭運動委員會不僅規

劃了許多資金運用計畫，也整合許多新穎的運

動教育資源，透過五項執行策略的應用來改

變後疫情時代全民運動政策推動模式（Sport 

England, 2021b）。

（一）數位行銷社群（Digital  Market ing 

Hub）：英格蘭運動委員會與運動和

身體活動管理研究所（C h a r t e r e d  

Ins t i tu te  fo r  the Management 

of  Sport  and Phys ical  Act iv i ty , 

CIMSPA）合作，提供免費的數位行銷增

能訓練予運動團體，因應未來運動發展

趨勢的數位化創新能力需求。

（二）恢復活躍基地（Act ive Recovery 

Hub）：英格蘭運動委員會透過國家

樂透基金（ L o t t e r y）的挹注，與多

個民間組織進行合作（Youth sport 

t r u s t、U K  a c t i v e、a s s o c i a t i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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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physical education、NGBs、

active partnerships、school game 

organisers），免費提供學校運動在

疫情下持續發展所需的資源，例如：

（Studio You digital library）提供青少

年女性學員專屬的非傳統的體育課程資

源 （non-traditional PE lessons）。

（三）社區運動設施投資（Community fac-

ilities investment）：由於足球運動的高

影響力，英格蘭運動委員會期望透過對

於基層社區足球運動設施的投資，來增

加更多社區運動設施的使用率，和帶動

多元運動項目的設施發展。

團結運動是為期十年的長期計畫，在首年

執行之下，提供政策穩固的基礎，除提供相關單

位運動發展所需的紓困經費外，也致力於基層社

區的運動設施改善，並增加社區運動發展所需的

資源；而在「社區連結」的目標上，在整體的策

略網絡架構上，英國運動委員會已經將「社區

（Community）」的概念融入至每項發展目標

上，涵蓋層面從基礎的紓困經費規劃就已將社區角

色進行納入，確保社區單位能在各層級的運動組織

中獲得資源的挹注。

肆、結語

縱觀英國全民運動政策的發展軌跡與內容，

可以發現以下特性：第一，跨部會整合資源的政策

發展與執行體系，過去學者的研究指出，英國明確

的體育運動組織架構，在分工以及資源整合方面有

明確的架構，使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可以確實執行

（李炳昭、湯添進，2010）；第二、利用大型賽會

帶動整體國家發展，建立運動文化與環境；第三、

政策涉及多元的參與族群，不僅投入資源於奪牌策

略，亦使涉及各類型的參與者；第四、從運動到身

體活動的導向，使運動參與者不會將運動視為負

擔，從而以身體活動的形式以及提升健康為核心價

值；第五、政策的整合與延續性為重要的基礎，多

年期跨部會的協同合作，透過合理的績效評估，保

留優點，並且因應社會潮流與趨勢，彈性調整策略

方向。我國在近年來同樣在競技運動擁有出色的表

現，政府亦持續挹注資源於全民運動，且過去幾年

間，我國亦承辦多項國際大型賽事，因此，英國的

運動政策發展特色，特別是資源整合，以及政策延

平日早晨，泰晤士河畔許多自發性慢跑團體進行團練。（圖片提

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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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的概念，應可以作為我國運動政策制定、執行與

評估的參考。

作者蔣任翔為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副教

授兼進修教育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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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體育組織（Die 
Organisation des Sports in der Bun-
desrepublik Deutschland）

德國國家體育組織是由市級到區級到州級到聯

邦級的等級結構。體育－運動的政治責任分散在各

組織肩上（圖1）。聯邦各州主要負責學校體育。

並參與體育設施的開發與負責有運動潛力（Sport 

Talent）的青少年發展。就國家體育政策而言，聯

邦總統掌舵有關體育－運動的政策。但是在政策執

行的重要部門是聯邦內政部（Bundesministerium 

des Inneren）。根據德國憲法，該部負責競技運

動有關的事務。其中包含體育推廣、體育融資、體

育政策、聯邦體育協會的推廣、基礎設施推廣、聯

邦警察的競技運動推廣、殘疾人競技體育推廣，國

家和國際以及國際反興奮劑的主題體育政策也是該

部的責任。

在內政部的組織中又成立聯邦運動科學研究

所BISp（Bundesinstitut für Sportwissenschaft）

與其他研究單位，如應用訓練科學研究所 I A T

（Institut für Angewandte 

Trainingswissenschaft）和

運動器材研究與開發研究所

FES（Institut für Forschung 

und Entwick lung von 

Sportgeräten）。提供競

技運動訓練的重要科學研究

數據與分析，增進訓練效果

與降低運動傷害，與提供一

般人健康運動的方針。

殘疾人競技體育推廣（圖片提供：作者）

德國體育運動組織與政策
文／張嘉澤

BISp 聯邦運動科學院
IAT應用訓練科學研究所
FES運動器材研究與開發研究所

聯邦政府
Bundersregierung

德國聯邦議院體育委員會
Sportausschuss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

聯邦內政部
Bundesministerium des Inneren

州政府
Landesregierung

體育部長／文化部長
Sportminister／Kulturminister

地方政府
Gemeindeverwaltungen 圖1  德國國家體育運動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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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公立學校系統是每個德國人都會

遇到強制錄取的地方。今天在德國發現的這項運動

在組織上基於三個支柱。 除了由國家發起的公共體

育管理部門的提議外，還有來自私營部門的提議，

重點是俱樂部和協會的非營利提議（圖2）。德國體

育的第二大支柱是最重要的支柱是自願或非營利性

體育。 這種組織形式的核心是公民自願參與的運動

協會。註冊協會具有以下的組成特徵：

－自願入會

－以會員利益為導向

－民主決策結構

－志願者工作

根 據 德 國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總 會 D O S B

（Deutscher Olympischer Sportbund）的最新

統計數據（2019），目前德國有91,000家運動俱樂

部。這些是單項和多項運動協會。大多數的民眾在

這些俱樂部中只參加一項運動， 然而，有越來越多

的俱樂部向會員提供多種類型的運動和其他體育活

動。但也向感興趣的非會員提供場地與活動，現今

已有超過2,740萬人成為協會的成員。

德國運動系統的發展，在目前的環境可以說是

令人滿意的。 他可以依靠具有前瞻性的結構讓人民

明瞭，這將使盡可能多的人在未來積極和被動地參

與體育體系。積極參與體育運動在德國具有示範性

的統計價值，自1950年以來制定的「全民運動」倡

議  可謂是巨大的成功。

當今德國的體育運動以組織多元化為特徵。 體

育不僅在體操和運動俱樂部進行，也同時在社區、

教堂、消防隊、部隊、大學、公司，甚至紅十字組

織與德國救生協會（DLRG），也為公民提供了廣

泛的體育活動（圖3）。透過如此綿密且有組織的推

廣，運動的概念得以被根植在全民的生活中。

圖3  德國運動組織的型態

圖2  德國運動體系的三大支柱

體操和運動
俱樂部的運動

消防員運動

救生員運動 中小學運動

大學運動

教會社區運動

企業公司運動

養老院的運動

工商團體的運動

紅十字會的運動

健康保險公司的運動

旅遊公司的體育運動

體育用品售貨員的運動社區設施中的體育運動

德國運動系統
(Deutsches Sportsystem)

國家提供
體育－運動
的活動

非營利組織
提供體育－
運動的活動

私人提供
體育－運
動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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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運動協會與俱樂部的型態，分為政府運動

組織與專項運動組織兩個系統。如果一個德國人是

運動俱樂部的成員，他同時也是兩種系統會員。

在二戰後，所謂的「自由體育」發展出雙重組

織，其特點是要組織一項運動的體育問題，同時還

要組織全國性的問題。 因此，每個俱樂部成員首先

是一項運動的成員，即專項運動的組織，而專項運

動又是國家運動協會的成員。國家運動協會是中央

協會的成員，而中央協會又是德國奧林匹克運動總

會（DOSB）的成員。 因此，中央協會也是其各自

國際專業協會的成員（圖4）。 貳、德國運動政策和任務

德國是一個運動大國，

頂尖的運動員代表國家，與

其他世界級運動員的競爭。

他們參加奧運會、殘奧會，

贏得一枚獎牌，就是運動員

個人在運動事業上的巔峰之

作。 頂級運動的成功是透過

公平獲得的獎牌來衡量。

獎牌獲得者是所有人的

榜樣，這樣的精神，可以影

響好幾個世代，因為除了他

們在運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

成就外，還有他們的魅力和

養老院運動（圖片提供：作者） 教會社區運動（圖片提供：作者）

學校體育課程（圖片提供：作者）

運動員

運動俱樂部

德國奧林匹克運動總會
DOSB

城市／區域運動協會

國家運動協會

邦州運動專項協會

專項運動組織 區域性組織

聯邦運動專項協會

具有特殊任務的運動協會

圖4  德國體育運動組織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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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困難的精神，都可以成為人民的表率。有鑑於

此，這些最頂尖的運動員他們的培訓，就是國家政策

與和競技運動改革的重點，國家必需為他們提供了理

想的訓練條件與政策：

一、頂級運動員應該得到最好的教練的訓練與支持；

二、國家提供具備現代化科學儀器設備的培訓中心進

行訓練；

三、以國家級的支援讓運動員能夠全身心地投入運動

訓練，而不必擔憂生計問題。

在德國運動也是一項重要的經濟行為，透過運動

設施的建設和營運，以及比賽的組織，對國內生產總

值、就業和消費做出了重大貢獻。體育部門的服務產

品透過運動服、設備、會員費、門票、廣告等方式，

為主動和被動參與體育運動產生了消費者支出，帶來

龐大的經濟效益。

聯邦政府推動競技運動，是聯邦內政部的職責。

它具有參與國際運動與全國運動政策的責任。州政府

運動資金補貼，前提是運動組織不能有自有資金，才

符合聯邦利益的措施提供全部資金。因此，想要

從聯邦政府獲得公共資金的運動組織，必須首先

用自己的融資選擇，聯邦政府的財政支持只能是

補充性的。

體育政策要完善的被執行，需要國家對體育

運動的支持、負責的機構和組織間密切協調，這

種夥伴關係包括從聯合概念到具體的資助措施。

聯邦政府還通過在自己的部門，特別是在武裝部

隊、聯邦警察和海關中促進體育運動，為進一步

發展競技運動做出了重大貢獻。

運動不僅是競技表現，同時也傳遞運動的公

平、尊重、紀律、寬容和團隊精神等價值觀的展

現。在這種價值下激勵了所有人（年輕人和老年

人、殘疾人士和成人）。德國聯邦政府的體育政

策，主要是促進體育運動的多樣性，對新的發展

持開放態度並滿足當前的要求。

這種體育推廣的主要原則是遵守和維護有組

織的體育運動的自主權。任何體育政策行動都必

2022歐洲運動會：職業軍人Julian Weber 標槍金牌（圖片提
供：作者）

教會社區運動（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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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承認體育的獨立性和自治權，運動是自發性的，

管理自己的事務。

德國體育運動政策主要是國家對許多運動協

會與俱樂部的資助，以及對建設運動設施的重大財

政幫助。這樣的政策制訂，有其充分理由的，除了

全民身心健康外，對社會福祉更有很大的貢獻，特

別是對兒童和青少年的人格發展產生積極影響，並

傳達尊重、寬容和公平競爭等社會價值觀。在這方

面，積極的體育政策有效地支持了社會、青年和健

康政策。

參、德國運動基金會（Stiftung Deutscher 
Sport）

2007年3月13日，DOSB由足球世界杯IOC的

外國聯合會在法蘭克福成立了德國體育基金會。 其

目的是促進非盈利的德國體育運動。基金會的慈善

性質得到認可。迄今為止，已在支持措施上花費了 

3,564,282.54歐元。捐贈資金目前為2,827,287.11 

歐元，根據捐贈章程，不得用於項目和資助措施。

其餘2,462,089.31歐元的資金由專門用於支持措

施的捐款和收入組成，而不是作為基金會資本的

補充。

該基金會的目的是促進德國體育，特別是：

一、促進體育志願工作；

二、促進兒童和青少年運動並吸引青少年參

與體育運動；

三、促進小學以及學校和大學的體育、遊戲

和訓練，應用體育促進教育，通過體育

促進平等機會和多樣性；

四、促進運動科學和運動醫學及其設施；

五、透過運動促進人之間融合；

六、促進體育設施和體育設施的可持續和基

於需求的發展；

七、促進競技運動和與最高標準判斷興奮劑

的非法使用事宜；

2012年倫敦奧運會後，聯邦內政部啟動

了精英體育改革。其目的是讓德國在國際舞

2022歐洲運動會：職業軍人Elisabeth Seitz高低槓金牌（圖片提供：作者） 2004雅典奧運：雙人獨木舟1000m Athen-
Olympiasieger Christian Gille（左）職業為
消防員（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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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更加成功。到2 0 1 6年，在聯邦運動協會

和德國奧林匹克運動總會DOSB（Deutscher 

Olympischer Sportbund）作為總括組織、科

學、德國體育運動援助基金會、聯邦各州以及

運動員自己。隨後，聯邦和州政府首次在一項

聯合協議中規範了競技運動融資支援。該規定

自2019年1月1日起生效。據此，德國將聯邦政

府負責奧運隊OK（Olympiakader）、殘奧隊

PAK（Paralympicskader）和少年隊NK-1（ 

Nachwuchskader-1）的競技運動。聯邦各州則負

責青年隊NK2和州隊LK（Landeskader）的青年競

學校體育課程（圖片提供：作者）

教會社區運動（圖片提供：作者）

技運動。競技運動政策改革的實施仍在進行中，但

目標很明確：德國應該在未來繼續成為世界領先的

運動王國家之一。

肆、德國體育政策法令

德國的基本大法憲法已有保障了人民體育的

權力。德國憲法（第12條第1項）指出：保障人

格自由發展的權力（Schutz im Grundrecht der 

freien Entfaltung der Persönlichkeit），這也就

是運動員可組成運動團體或俱樂部，並在這團體中

（工作的從事體育工作。因此聯邦政府有權利與

責任促進體育發展和提供體育政策，並制定相關法

律，作為執行依據。

一、社會與公益法

德國政府在運動俱樂部經營與收入明確的制

定單一稅制，適用納稅優惠（§§51-68）。在

對商業企業團體對運動贊助，也進行納稅優

惠法規的制定（§14AO）。納稅優惠法第10

條b項（§10b）明確指出個人對運動俱樂部

捐獻，適用納稅優惠條列。另外在運動員的個

人收入也明訂納稅優惠法規，運動教練每年具

有3000 歐元的免稅（§3Nr. 26），此條列自

2021年開始。

二、運動與健康

德國在運動與健康方面，為了確保人民在鍛練

身體與修養為主要目的身體活動安全，也制定運動

法（SportG §1）作為保障。除了人民體育運動活

動的保障外，對活動的地點（運動場館），也制定

法規全部（運動法 §3）確保運動者的身體安全。

在運動法第20條（§20），醫療保險適用於運動與

健康預防支付。

為了保護運動員的健康與競技運動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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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運動法第4條a項（§4a）反興奮劑法（Anti-

Doping-Gesetz），明確的規定運動員必需接受

禁藥檢查。另一保障運動員的競技運動訓練，在

運動法第44條（§44）規定競技運動訓練，必需

透過組織與科學研究的執行。並制定運動員級別 

（A、B、C、D），各級訓練要求。例如：D級為

兒童階段，這個階段為運動興趣培養與協調-敏捷

訓練為主。A級則為高競技運動員階段（國際－國

家級），可以進行高負荷劑量的運動訓練。在法

規第45條（§45），由德國聯邦運動科學院BISp

（Bundesinstituts für Sportwissenschaft）制定競

技運動員健康與運動能力診斷（2~6次／年），診

斷數據分析作為訓練依據 。

伍 、結論

德國的體育運動政策是建立在：運動不僅是

一項休閒活動，更是維持身體健康的方式、負責任

的合作、創造社區活力、團隊精神、公平競爭和寬

容等價值觀上。並在各個政府部門之間形成對體育

與運動密切的聯繫與資助，再透過法律保障參與

體育運動活動與贊助者。達到政府與聯邦州政府

對運動共同的目標：我們是運動的德國（Wir sind 

Sportdeutschland）。

作者張嘉澤為國立體育大學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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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 Verordnungen des  deutschen 
Bundesrechts im Internet: https://www.
buzer.de/s1.htm?a=51-68&ag=1966。

德國運動體育法規與要求（ 2 0 2 2），參與
運動與訓練的保障規定 ，下載日期：

2022/09/12，取自：https://www.buzer.de/
g.htm?q=Sport%20Gesetze%20und%20
Vorde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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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感謝本期專刊主編邀稿，很榮幸以洛桑在地人

的身份，與各位讀者分享若干在地觀察，試圖為臺

灣參與國際運動治理提擬可行之路徑1。本文之寫

成，是在與主編溝通邀稿需求與資料可及性2之後，

以「臺灣利益」（而非瑞士或他國利益）為核心旨

趣。本文的兩個核心提問是：為什麼有這麼多單項

運動協會（International Sports Federations以下

簡稱ISF）的國際總會聚集在瑞士?臺灣能從瑞士經

驗得到什麼啟發？國民體育季刊的定位較偏實務導

向且隸屬於臺灣公部門，因此文脈的鋪陳雖以瑞士

實況為基礎，但更重要的是觀照臺灣體育行政當前

國際運動總會高度聚集在瑞士
對臺灣體育行政的啟發
文／曾健准

與未來可能的機會與挑戰。亦即，我針對第二個問

題所做的答覆與建議，是基於瑞士現場的事實。

貳、ISF之國際總會高度聚集在瑞士的原因

目前全世界主要的 ISF超過100個，其中超過

70%總會在瑞士（超過60%總會在沃州 3，超過

50%總會在洛桑）。自從現代奧運之父Pierre de 

Coubertin於1915年將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以下

簡稱IOC）總部遷至瑞士洛桑，百年來瑞士在地與

IOC、ISF的關係並非總是沒有利益衝突的4。 

綜整大多數已公開發表的文獻、資料，ISF之國

際總會高度聚集在瑞士（若進一步縮小範圍，是沃

州以及沃州首府洛桑市）的原因5，若依據時間軸，

1. 有鑒於瑞士與臺灣的國情差異（例如：瑞士公部門的制度設計、透過成熟的全民公投具體體現的瑞士國家認同），「瑞士能，為什麼
臺灣不能？」基本上是假命題，我在本文的闡述與提議，是基於我對於兩邊的瞭解。

2. 瑞士民風低調（公、私部門與第三部門皆然），保守的國際運動組織對於研究者進入組織內部進行研究大多持保守的態度，因此相
關的參考文獻極少（發表在匿名同儕審查的學術期刊更少）。因此，我除了歸納相關參考資料之總結，也在符合研究倫理的原則

下引用在地報導者的洞見（皆已匿名處理）。前述參考資料包括（但不限於）：洛桑大學瑞士公共行政學院榮譽教授Jean-Loup 
Chappelet（國際運動組織研究專攻）之法文專書La place olympique suisse（最貼近全書旨趣的中文書名翻譯是：瑞士之於現代
奧林匹克運動的定位）與其他法文著作，本文所列舉之若干事證該書也有提及，請讀者自行詳閱），以及我個人長期追蹤的若干國際

記者（例如：Jens Weinreich、David Owen等，這些記者專門跑國際運動組織這條線，在此僅列舉兩位供參）。
3. Canton de Vaud，位於瑞士國土西南，是瑞士法語區的一個州，洛桑市位於沃州。
4. IOC、ISF並非總是得到瑞士社會的正面支持，有時他們甚至考慮搬離瑞士，例如：Avery Brundage擔任IOC主席的期間。此外，沃
州議員Géraldine Savary（社會民主黨）於2006年針對IOC、ISF財務不透明提出各項立法提案，這在當時也造成瑞士社會與IOC、
ISF關係緊張。

5. 為什麼是瑞士，而不是其他國家，能夠吸引IOC、ISF落腳於此? 更深層的原因涉及瑞士作為一個國家及其公部門所能給出的條件。有
關瑞士公共行政與公共政策的完整說明，請參閱筆者譯著「公共政策分析」（巨流出版，依據洛桑大學瑞士公共行政學院榮譽教授

Peter Knoepfel等人之英、法文原著翻譯而成）。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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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上可區分為：早期Coubertin把IOC總部遷到

洛桑（Coubertin個人對於洛桑的喜愛、中立國瑞

士相較於其他歐陸國家未受戰火波及）；瑞士地

處歐陸中心的交通樞紐、瑞士較好的生活品質對

於ISF也是誘因；熟悉許多國際政要與ISF主事者的

Samaranch在擔任IOC主席的時代，許多ISF應其

邀請而將總部遷到瑞士6；IOC之於ISF真正的磁吸

效應，是在IOC自行處理電視權利轉播金之後（因

為ISF若能在實務運籌、認知策略等面向與IOC同

步，對ISF自身有利）；瑞士公部門以政策工具留

住已在本地的ISF（或吸引尚未過來的ISF），是比

較晚近的事了（例如：外交豁免、稅賦減免、辦公

室租賃補貼、為相關業內人士提供支援服務而創建

的機構（如Think Sport）。

綜觀上述，可知ISF高度聚集於瑞士的現象，

本身是政治的，且「人」的因素是關鍵。其他案例

包括：國際籃球總會（FIBA）在落腳慕尼黑50年

之後，於2002年在秘書長Patrick Baumann（瑞

士籍）斡旋之下回到沃州；當IOC發起成立世界反

運動禁藥組織（WADA）時，擔任第一任主席的

加拿大籍Dick Pound將WADA總部設在蒙特婁而

非洛桑。再者，錢也很重要，而且ISF共享的組織

文化（或者理念）是：有關國際運動治理的事務，

那是我們 ISF的事，我們不希望被任何國家（政

府）干預7。依循這樣的脈絡，本文在此對臺灣參

與國際運動治理提出若干建言。 洛桑奧林匹克博物館旁邊的捷運車站一隅，你能看見臺灣嗎？

（圖片提供：作者）

參、臺灣8參與國際運動治理的可行路徑之

提擬

臺灣過去已經培育了許多熟稔國際運動事務的

專家前輩（例如吳經國委員等），筆者期望透過本

文拋磚引玉，邀請更多關心臺灣的朋友集思廣益，

俾能提攜臺灣體育行政後進參與國際運動治理、幫

助臺灣透過國際運動治理的平台貢獻國際社會並爭

取更多國際能見度。或許，現在開始，十年、廿年

後才能看到成果。但有些事，現在不做，明天就會

後悔。

一、臺灣（與臺灣人）透過運動參與國際（或者被

國際看見）

這裡，我們先排除頂尖運動員在國際大賽為臺

灣爭光這種國族主義的敘事。我不認為臺灣

只能透過舉辦IOC轄下相關賽事讓世界看見臺

6. 大多數已公開發表的文獻或資料，並未提到這個導致現況最實際、最主要的因素。但依據筆者訪談洛桑與沃州在地官員（業務範圍包
含體育行政）、洛桑大學之同儕（體育行政專攻）、任職於IOC與ISF之體育行政業內人士，他們的見解都指向此一事實。他們大多數
已退休或即將退休，畢生奉獻於國際運動治理相關事務。筆者基於自己對於臺灣的愛，願意在此分享此一情報，也期望邀請各位讀者

反思：屬於我們臺灣人的Samaranch，是誰? 而我們，又可以期望他為台灣，做些什麼？
7. 與此同時，瑞士聯邦政府、沃州政府、洛桑市政府對於ISF傾向於愈少干預愈好。這對於ISF的善治是否只有正面效益，是值得深究的
議題（但不在本文探討的範圍）。

8. 這裡的臺灣，特別是指：a）處於當前國際局勢與地緣政治的臺灣；b）彰顯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的臺灣。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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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中國因素導致的不確定性已有諸多前例。

其實，IOC所在國瑞士對於舉辦相關賽事也不

甚積極，例如：洛桑直到2020年才舉辦冬季青

奧9；瑞士瓦萊州（沃州隔壁）在2018年公投

否決了2026年冬奧之申辦。然而，跳脫IOC轄

下相關賽事，還有很多其他國際賽事是臺灣可

以投注更多資源的（而且凸顯臺灣異於他國之

處），例如：標榜普世人權的同志運動會、讓

世界看見臺灣好山好水的自行車、獨木舟、定

向越野。此外，目前洛桑業內人士關注的是：

IOC藉由運動賽事賺取權利金的商業模式已受

到挑戰，因為其他運動影像內容產製的業者或

平台（例如ESPN），一直想要搶食電視轉播這

一塊大餅。亦即，他們想繞開IOC自己辦自己

的賽事，畢竟IOC自己沒有平台。

二、臺灣（與臺灣人）透過國際援助與運動對接

目前洛桑業內人士關注的另一件事：ISF業內人

士的新舊世代共存（新生代是專業受雇者，老

一輩大多是志工）。專業的新生代不論是來自

NGO或者私部門的背景，績效評估是他們向

所屬單位課責、個人職涯發展的重點。此外，

ISF為了組織自身的正當性、在全球的尺度增

加參與或觀賞該運動的人口，一直把Sport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 （與聯合國的永

續發展目標SDGs有關）當作是國際運動治理的

重要工作之一。不論是透過國合會或其他民間

組織，臺灣已有國際援助的管道與經驗，未來

在執行各項專案時，可以導入運動的元素：與

國際運動組織互相支援經費、人力、拉抬人氣

與話題熱度（例如：FIFA在這種草根推廣就是

出錢又出力）。這看起來是小事，但在臺灣外

交處境仍然艱難的當下，我們能放棄任何一個

機會嗎?

三、提升體育行政在中央部會的位階

與前述兩個提議直接有關的，是提升體育行

政在中央政府的位階。考量到當前臺灣所面

臨的國際局勢與地緣政治，國際運動治理場

域是少數能夠讓世界看見臺灣的舞台，這是

9. 是「青年奧運」，不是「奧運」；是冬季賽事，不是競技項目更多、在全球擁有更多觀眾的夏季賽事。註

洛桑奧林匹克博物館園區的公共藝術（圖片提供：作者） 洛桑奧林匹克博物館入口處的四面旗幟由左至右依序是：瑞士聯邦、沃州、

洛桑市、IOC。瑞士聯邦共計26州，沃州是唯一在旗幟上書寫文字的，其法
文是Liberté et Patrie，中文直譯是自由與祖國（請注意：「祖國」一詞並
非某一國所專斷，沃州人或瑞士人有自己的祖國與國家認同）。為了紀念瑞

士在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收留比利時難民，博物館前的大道法文名為 Quai de 
Belgique（中文直譯：比利時碼頭）。（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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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業內人士一直努力把國際政治因素的干

擾降到最低。既然前開事務需要心向臺灣的

外交人才一起打拼，把體育行政放在「部」

之下的層級，恐怕不是明智之舉。再者，這

些事務直接攸關臺灣人的國家認同、國家安

全，應當站在國安層級來思考體育行政在中

央政府的位階。若能一代接著一代永續培養

愛臺灣、懂外交、熟國際體育事務的人才，

如此方能貢獻民主臺灣的永續發展。當然，

除了以瑞士洛桑為主的國際運動治理場域，

其他相關的倡議（例如APEC Sports Policy 

Network）也是臺灣可以持續耕耘的，當臺

灣能以自身的海洋文化與海洋國家產生更強

的連結，臺灣才能走出大陸思維的限制，從

海洋擁抱世界。

四、臺灣（與臺灣人）參與國際運動治理

「徐亨—吳經國」這一條臺灣多年來參與國

際運動治理的路線目前暫時後繼無人。但

是，或許我們還有別的管道。法律、財經總

是兩個業內高度需求的專業，英、法語通常

要求必須是母語程度。基於前述事實，建議

臺灣體育行政比照公費留學的模式，最慢在

大學階段將有志於法律、財經專業的年輕學

子送往洛桑大學求學（而非一樣在瑞士法語

區的日內瓦10）。我把這一項放在最後，主要

是考量到：相對於前三項建議，單押在個人

層級可能會有較多的不確定因素。

後記

希望本文列舉的各項事實，能夠幫助臺灣新

生代的體育人在參與國際運動治理時，更加掌握

洛桑在地當下的思維。本文僅能略述與本特刊邀稿

需求最相關的重要環節，臺灣主管當局若欲掌握更

多細節，建議編列相關預算委由適當人選進行更完

整的研究。業界目前有幾家專攻國際運動治理的國

際顧問公司，臺灣公部門可自行評估其性價比。有

鑒於嚴謹的學術研究是制定良善政策的基礎，筆者

最後將聚焦在運動有關的學術研究。

在國際運動組織總部密集度高居全球之冠的瑞

士，從事運動研究之學術工作者，欲向瑞士科技部

Swis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SNSF）申請

研究經費，需透過各該子學門之上層學門（例如：

運動管理學、運動社會學各自在管理學、社會學提

出申請），且SNSF的申請案是送國際審查（而非只

由瑞士國內學者互審）。運動學門在SNSF的架構下

不獨立存在，主要是基於以下三個務實的考量。

第一是精簡成本：與臺灣科技部一樣，SNSF補

助之大宗是生命科學，研究經費相對受排擠的其他

領域既已區分學門（例如：社會學、管理學等），

且運動研究的學者其理論背景亦來自這些學門，自

應回到各該上層學門與其他同儕較量。第二是有助

於運動研究本身的多元正向發展：既然針對運動的

研究不被運動學門壟斷（因為在SNSF的框架下該學

門不存在），這樣的安排也鼓勵更多不同學門的學

者投身運動研究。第三是讓學術回歸學術：避免學

術研究被學術政治綁架，儘量減少審查本身受到非

學術因素之干擾11。臺灣在國際運動治理、國際級

運動賽事的表現，相較於瑞士或仍有差距，臺灣推

動運動治理的轉型正義（包含與運動有關的學術研

究），瑞士的做法應能作為我們的借鏡。

作者曾健准為瑞士洛桑大學研究員

10. 相較於日內瓦那些高度政治化的國際組織，洛桑的國際運動治理場域相對而言是臺灣比較容易切入的。
11. 若只給瑞士國內的運動學術圈審查，因為圈子相對小，可能很難避免納稅人所貢獻的科學研究經費在某一方把持的情況下淪為酬庸
工具，或者在兩造傾軋中被拿來封殺對方陣營。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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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步芳草

溫暖的推手  國裕開發

拋磚引玉 共榮臺灣體壇

國裕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是宏國關係事業其中一

支，不但地產本業經營得風生水起，另經營凱撒

飯店連鎖，多年來，在董事長林鴻道的帶領下，

以民間企業的角色，鼎力贊助各項體育賽事與運

動團隊，成為體壇與企業界的佳話。

國內體育發展的決心與實際作為，讓國裕開發成

為民間企業支持臺灣體壇的最佳典範。

黃金計畫  強力應援

是體育迷，也是企業家的國裕開發董事長林

鴻道，對體壇始終有著高度關注，在20多年前

就推動職籃，擔任中華職籃公司董事長其間讓職

籃從谷底翻身，宏國象球員更是風靡全臺。歷任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以下簡稱奧會）顧問、當

然委員與副主席的林鴻道自2014年起，連任3屆

奧會主席，每年私人捐贈與體育相關的金額超過

3,000萬，可說是臺灣體壇發展的關鍵年代，都能

見到林鴻道的身影。

文／紅藍創意 葉佳慧、資料提供／國裕開發

為鼓勵民間團體加入推廣臺灣體育運動之

陣容，教育部體育署連續十四屆舉辦「體育推手

獎」，表揚各界為發揚體育運動的用心與貢獻，

讓體壇有更健全的發展空間，嘉惠更多選手與團

體。而在今年的這份得獎名單裡，國裕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裕開發）又再次名列其

中，並奪得贊助類最高榮譽金質獎，其堅定支持

國裕開發再次榮獲體育推手贊助類金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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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任第13屆的奧會主席時，林鴻道即表

示，讓體育運動成為國人生活的一部分，一直是他

擔任奧會主席以來始終不變的方向，而讓運動員能

受到重視與照顧，更是奧會責無旁貸的責任。過去

擔任奧會主席的8年間，他致力推動黃金計畫，爭

取政府為備戰2020東京奧運，投入每年6億元訓練

經費，同時更重要的是培植8年後的奧運選手；計

畫內容除了針對具有奪牌優勢的精英選手，實施專

業個人化訓練外，包含國內外參賽與移地訓練所需

各項支援、專屬人力支援、訓練比賽器材以及全面

運科支援等，共計培訓11個運動種類，且接受計

畫的38位選手，均順利取得2020東京奧運參賽資

格，最後的比賽成績有19位選手獲得前8強，其中

12位選手奪牌，刷新奧運參賽以來的最佳成績，

也是首次寫下獎牌數達兩位數（2金、4銀、6銅）

的紀錄，證明了制度的改變與科學訓練，絕對能推

動改變，走向另一個里程碑。

企業聯賽  從頭改變

事實上，在黃金計畫推動之前，林鴻道就已

嗅到推動國內企業聯賽與運動科學的重要性。以

2020年東京奧運的男子團體射箭賽來說，上屆

冠軍韓國隊，在賽場上所展現的穩定度與心理素

質，讓現場與轉播觀眾無不嘖嘖稱奇；而贊助臺

灣射箭體育活動多年的國裕開發就點出，韓國國

內的射箭風氣極高，光是企業隊就有上千隊，

選手們歷經無數次的企業賽，培養出極高的抗壓

性與臨場經驗，反觀臺灣選手，在全國國、高中

之中，只有20多所學校有射箭隊，而選手200人

中，竟然還能培養出國際級選手，已堪稱奇蹟，

但卻因為缺乏大型賽事磨練，選手一上國際賽場

就是攸關大局之爭，心理壓力可見一斑，這是環

境所造成的結果，絕非選手技不如人。

鑑於過去的種種經驗，林鴻道致力於改變國

內體育環境。從2016年起，國裕開發以旗下凱撒

飯店集團贊助臺師大女壘隊，並推動企業聯賽的

形成，以賽代訓。此後，2021年林鴻道更將凱

撒飯店集團旗下的射箭隊與女壘隊，聯名新北市

政府，重新以新北凱撒勇士女壘隊與新北凱撒射

箭隊之名出發，不但能豐富選手培育資源、推動

運動競技產業，更能呼應隊名的屬地感，創造選

手、企業與市府三贏的局面。

推動企業聯賽，以賽代訓，培養選手臨場心理素質及經驗。 林主席在射箭企業賽現場體驗一日選手，由新北凱撒隊好手

雷千瑩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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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步芳草

運科中心  AI智慧教練

除了鼓勵身邊好友、民間企業主，共同投入

企業隊的經營之外，運動科學更是林鴻道關注的

體育焦點。2022年6月「國家運動科學籌備處」

在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掛牌成立，並分科支援運動

生理生化、運動心理諮詢、運動醫療防護、科學

體能訓練、運動營養補給以及力學情蒐資訊整合

等六大領域。林鴻道認為，體育不是運動員自己

的事，體育一定要是產、官、學三方面的投入，

因為運科研究所費不貲，以國家行政資源才能延

攬頂尖人才，才能讓產業投入，進而提升研發速

度與量能，三種力量缺一不可。

憑藉著多年來與世界各國奧委會交流的經

驗，林鴻道深知「運動科學」就是現今體育界最

重要的know how、致勝關鍵，就像在東京奧運

競技場上碾壓群雌的臺灣舉重女王郭婞淳，便是

透過智慧型槓鈴軌跡系統，協助教練修

正她的動作，並以量化參數與軌跡變

化，預防訓練造成的運動傷害；而臺灣

首面羽球雙打金牌的李洋、王齊麟，則

用影像進行戰術分析，經過體能數據比

較，再針對肌耐力、爆發力，進行有效

明確的週期訓練安排。林鴻道相信運科

中心的啟動，絕對是未來臺灣再戰國際

大型運動賽會重要的一環，須揮別土法

煉鋼的傳統，從運動科學、運動醫學乃

至於運動情蒐，借助科學的力量，才能更上一層

樓。甚至是為了保護運動員，林鴻道亦成立財團

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治基金會，為維護公平的競

賽環境、為守護運動員健康，再次出錢出力。

深耕基層  全面照顧

除了帶領自身企業，支援贊助體育制度的變

革，林鴻道更從奧會主席的身份，以全視角的位

置，全面關懷國內體育環境。2017年成立的「財

團法人體育運動發展促進基金會」（以下簡稱運

促會，現更名為宏道運動基金會），主要任務包

括協助相關單位培育國家競技教練、優秀潛力選

手，啟用國際體育運動事務人才、倡導協助規劃

推動企業聯賽、推廣體育運動科學之分析研究與

運用；並且推動運動經紀人制度，協助保障運動

員權益，再結合政府、各界與企業對優秀運動員

退休後的生涯規劃或照顧給予協助。

基金會每年舉辦鼓勵基層教練的宏願獎，沒有基層教練的付出，就沒有比賽

場上發光的選手。

推動運動科學成為選手致勝關鍵，是林主席近年來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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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臺灣社會總有「書讀不好才去練體育」的

刻板印象，造成運動員培育困難、投入困難與求職

困難的三難處境，林鴻道認為「體育即國力」不能

淪為口號，必須扎根基層、向上發展，這也是當年

運促會成立的起心動念。因此，到目前為止，林鴻

道彷彿將自己的行事曆分成兩類，週間上班，週末

上「體育班」，他週末假日的主要活動，就是探視

基層與偏鄉學校或是安排與選手們碰面聊聊，並要

求盡力達到一年二訪的規格，因為面對面才能知道

選手真正的需求，「主席常說，『溫度』最重要，

贊助不是單純捐款，而是要讓對方能感受到真誠的

關心。」長年與林鴻道共事，同時也是奧會主席助

理的黃韻錦主任如此分享。

溫暖支援  選手最強助攻

她印象深刻的一次，是走訪花蓮卓溪國小射箭

隊。這是一所全校不到五十人的迷你小校，在田楊

橋校長的教育理念之下，聘請前奧運射箭選手高浩

文接掌專任教練，並以英文口號發號施令，讓小選

手們提早適應國際賽場，因此全隊雖是混齡訓練，

但在國內的射箭比賽上，已是戰功卓越、赫赫有

名，更恢復了傳統布農族人神射手的榮光，讓親自

到校參訪的林鴻道，也深受感動。

林鴻道奧會主席的身份，一舉一動都受到矚

目，但更多的是私底下的義舉與慷慨解囊。例如，

資助齒列不整的體操選手進行牙齒矯正，讓體操小

將終於能有自信地站上舞台；或者走訪花東偏鄉與

離島馬祖，以私人名義捐款設備與器材更新⋯⋯

等，照顧選手就像是自己的子弟一般，所以許多選

手都和主席感情很好，林林總總的小內幕，林鴻道

從不對外張揚。因此，偶有來自各階層對體育界或

個人的批評，林鴻道並不放在心上，他認為只要自

己真心為體育付出，帶領各項選手在國際賽拿下好

成績，提高國人對運動員的認同，相信會使大家對

體育界改觀，「進廚房就不要怕熱」，讓人看見這

位掌舵者的恆持忍耐與穩健。

四金在望  邁向世界Top 20%

東京奧運佳績，讓國人對2024年的巴黎奧運

再度寄與厚望，林鴻道希望能帶領中華代表隊，走

向世界排名20%之列，期許奪下四金佳績。行政院

長蘇貞昌在運科中心籌備處正式掛牌典禮上，就

「盛讚」國裕開發董事長林鴻道：「一個國家多幾

個像你這樣的瘋子也不錯！」而這個瘋狂，外人看

來或許是全心投入的熱情，然而卻只有瘋狂本身，

才知道是來自長遠守望的深思熟慮與擘劃能力。

國裕開發在董事長，同時也是中華奧會主席林

鴻道的帶領之下，將會持續助臺灣體壇一臂之力，

以其有溫度、有遠見的體育藍圖，再為臺灣體壇寫

下另一篇章。

到各地訪視贊助的選手，收到大家精心製作的卡片，林主席總

是開心不已。

主席邀東京奧運各項頂尖好手一起切磋打羽球，賽後由主席和企業

好友捐款至偏鄉學校一起做公益，透過宏道基金會的支持與關懷，

讓生命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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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畫頁 Sports Pictorials

文／紅藍創意、圖片提供／李天助、林嘉欣、劉威廷、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543跑團、桃園市平鎮高中棒球隊、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楊勇緯   亞洲柔道錦標賽銅牌，塔什干世界柔道錦標賽銅牌，臺灣柔道史第一人

東京奧運柔道銀牌選手楊勇緯 8月赴哈薩克參加「亞洲柔道錦標

賽」，在男子 60公斤級賽事，陸續擊敗越南好手 Chu Duc Dat、烏茲

別克選手Mirzohid Muhammadjonov。四強賽對上南韓選手金源鎮，

開賽 35秒就讓對手取得半勝優勢，無緣冠軍戰。在銅牌戰上，楊勇緯

對上蒙古選手 Sumiyabazar Enkhtaivan，在正規 4分鐘內，雙方都無

有效攻勢，直到「黃金得分賽」1分 54秒，楊勇緯以背負落取得半勝

率先得分，奪得銅牌。

10月楊勇緯繼續赴烏茲別克參加塔什干「世界柔道錦標賽」，分

別擊敗英國選手 Samuel Hall、蒙古選手 Sumiyabazar Enkhtaivan進

入八強。八強賽與哈薩克好手 Smetov Yeldos戰至黃金得分賽，憑藉一記過肩摔取得半勝獲勝。四強賽中，

楊勇緯再次遇上了東京奧運金牌得主日本選手高藤直壽，在正規賽最後一秒，高藤直壽以內腿得半勝獲勝。

最後在銅牌戰中，楊勇緯擊敗以色列選手Wolczak Yam，首奪個人生涯的第一面世錦賽獎牌，這也是我國柔

道史上，第一個在世界錦標賽中奪得獎牌的男子選手。

周天成   世界羽球錦標賽銅牌，超級750系列日本羽球公開賽男單銀牌

羽球選手周天成8月參加在日本東京舉辦的「2022世界羽球錦標賽」，在

四強賽中，以15：21、17：21不敵世界球王丹麥名將Viktor Axelsen，奪下銅

牌，寫下個人在世錦賽上的最佳成績。9月周天成繼續轉往大阪參加「超級750

系列日本羽球公開賽」，金牌戰中，他與地主選手西本拳太爭冠，最後周天成

以19：21、23：21、17：21，取得銀牌。

決賽中西本拳太首局先發制人以7：1開局，周天成透過前後調動擾亂進

攻，雖一連化解了6個局點，卻未能再下一城，以19：21讓出首局。次局周天成

曾以6：4反超，雙方展開拉鋸，直到19：20時周天成率先化解對手賽末點，而

西本因發球失誤、殺球掛網，第二局周天成便以23：21扳回一城。決勝局周天

成雖一度追到1分之差，但對手靠防守和近身殺球，將比分差拉開，周天成挽救

2個賽末點卻徒勞無功，最終以17：21落敗，拿下銀牌。

世界球后戴資穎8月參加在日本東京舉行的「2022世界羽球錦標賽」，本屆

包括日本選手奧原希望、山口茜，西班牙選手馬琳及印度選手辛度等前4屆冠軍

皆有出賽，可謂強強爭冠。大會第二種子戴資穎，一路晉級至四強，對上東奧

冠軍中國選手陳雨菲，最終以21：15、14：21、18：21落敗，取得銅牌。

四強賽首局，戴資穎用前後吊球和刁鑽的球路直攻，搶下首勝。第二局陳

雨菲以21：14反勝。第三局戴資穎試圖以大角度吊球，卻出現連續失誤，讓陳

雨菲上半局以11：4領先。戴資穎後雖一度追趕至5分之差，但陳雨菲嚴密防

守，在20：12時取得8個賽末點，戴資穎也一路連追6分、化解6個賽末點，最

後戴資穎斜線進攻卻出界，以18：21吞敗，獲得銅牌。

戴資穎   無緣世界大賽后冠，世界羽球錦標賽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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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亞洲貓王」之稱的體操好手唐嘉鴻，9月參加參加「FIG世界

體操挑戰賽」巴黎站賽事，在地板決賽繳出14.20高分，奪下銀牌。10月

他繼續征戰土耳其「世界盃挑戰賽」麥新站，同樣在地板項目繳出14.25

分，獲得銅牌。

在巴黎站中，唐嘉鴻地板項目完成難度5.50分套路，加上執行分

8.70分，總分14.20分，以0.05分之差不敵愛爾蘭選手居於亞軍，拿下今

年國際賽首面獎牌。在麥新站賽事中，地板項目唐嘉鴻以總分14.25分，

不敵冠軍哈薩克選手及亞軍土耳其選手，獲得銅牌。

唐嘉鴻    FIG世界體操挑戰賽巴黎站地板項目銀牌，土耳其挑戰賽地板項目銅牌

林昀儒、陳思羽、廖振珽   WTT阿拉木圖挑戰賽，混雙、男雙金牌，

林昀儒男單銀牌

9月在哈薩克舉

行的「WTT阿拉木圖

挑戰賽」中，我國桌

球好手林昀儒共參加

男子單人、男子雙人及混雙組合三個項目，並與隊友陳思羽、廖振珽合作，共奪得2金1銀佳績。

林昀儒和廖振珽的男子雙人組合被列為第四種子，兩人一路挺進決賽，對上大會第二種子瑞典組合

Mattias Falck、Anton Kallberg。前兩局雖以7：11、9：11失守，但第三局以11：7得勝，第四局再以

11：5拿下，到了決勝第五局，兩人勢如破竹以11：1奪下本季合作的第一冠。林昀儒和陳思羽聯手參加

混雙項目，兩人列為雙頭號種子。在冠軍戰中，他們擊敗了中國組合徐海東與吳洋晨。前兩局以11：7、

11：13打成平手，第三局三度落後又三度追平，驚險拿下勝利。第四局以7：11棄守，直到決勝局，林昀

儒與陳思羽以6：2開局，在一路領先下，總場以3：2奪下首度攜手合作的冠軍獎盃。

在男單決賽中，林昀儒和德國好手Ruwen Filus上演7局大戰。開賽後，林昀儒率先取得3：0聽牌優

勢，第四局雙方卻陷入拉鋸戰，在6平之後，林昀儒因連續失誤，以7：11讓出。第五局雙方多次戰成平

手，對手也靠擦邊球搶下局點，以11：9獲勝。第六局林昀儒以11：5扳平戰，決勝局卻被Ruwen Filus逆

轉，最終以3：4奪得銀牌。

獲得東京奧運跆拳道銅牌的羅嘉翎及男子選手陳柏諺，8月起陸續

參加「塔林公開賽」、「巴黎大獎賽」與「波蘭公開賽」等多場國際

賽事。羅嘉翎在「塔林公開賽」的女子57公斤級率先奪金，「波蘭公

開賽」再添1金。而男子58公斤級的陳柏諺，也同樣在塔林獲得銀牌、

波蘭拿下金牌的佳績。2022年6月起，跆拳道從總分制改為回合制，每

回合分數將重新計算，以三回合中先拿下兩回合的選手獲勝。羅嘉翎

在「波蘭公開賽」被列為頭號種子，一路晉級到金牌戰，對上奧地利

選手Melanie Kindl，第一回合開賽不到30秒，羅嘉翎就連獲9分，以

12：0搶下首局；第二回合她再次以5：0連勝，踢下金牌。而擔任羅嘉

翎陪練的男子選手陳柏諺，在「波蘭公開賽」金牌戰對上義大利選手Matias Lomartire。第一回合他靠著

最後13秒的上端攻擊，打破雙方平手的僵局，最後以15：11拿下首局。第二回合在讀秒階段以上端攻擊拉

開比數，最後以13：4獲得連勝，奪得金牌。

羅嘉翎、陳柏諺   塔林公開賽1金1銀，波蘭公開賽喜奪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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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8中華青棒代表隊   U18世界盃棒球賽銀牌，林詔恩、邱鑫入選最佳陣容

羅維銘  超越自我 3100 英里挑戰賽第三名，最高齡跑者再次刷新亞洲紀錄

連續兩年參加世界距離最長的馬拉松賽事「超越自我3100英里跑挑戰

賽」的超馬好手羅維銘，9月在紐約以46天9小時1分43秒的成績，賽事中最

高齡跑者的身份，二度超越自我挑戰成功。

羅維銘於開賽首日，就跑出85英里（136.8公里）寫下單日最高紀錄，

最後繼義大利及芬蘭選手之後，賽中第三名完賽的跑者，同時也打破了去年

自己創下的48天11小時52分1秒亞洲紀錄。

本次賽事共12名世界超馬好手獲邀參賽，第二次參加的羅維銘，每天

平均需要跑完約107.5公里，才能在46天內跑完近5,000公里的賽程。比賽

時間從早上6點到午夜12點，需有超強的體力及意志力才能順利完賽。去年

捨棄跑鞋，穿著臺灣製人字拖完賽的羅維銘，成為賽事舉辦25年來首位完

賽的亞洲選手，在國際媒體報導下成為焦點，更引起跑界的一陣風潮，今年

他同樣帶著國旗衝過終點線為國爭光，接受由僑胞及家人的祝賀。

林硯楷    亞洲青少年田徑錦標賽青少男400公尺跨欄金牌，破U18全國紀錄

U18世界盃棒球賽9月在美國舉行，冠軍戰由連續挺進兩屆決賽的臺灣小將，對上上一屆銀牌得主，同時

也是地主隊的美國隊。冠軍賽中華隊派出先發投手林盛恩應戰，在二局上先靠著王念好的二壘安打，及打擊

線支援，為本場比賽率先得分。第四局時，美國隊把握保送，加上兩支安打追平了比數。第五局美國隊再敲

一支二壘安打，靠著安打以及強迫取分戰術，

讓比數超前。第七局時，美國隊靠著Bryce 

Eldridge一記三分大砲，大幅拉開得分差距，

終場中華隊以 1：5 敗北，獲得銀牌。雖無緣

二連霸，但我國選手林詔恩、邱鑫表現出色，

雙雙入選大會最佳陣容，其中林詔恩更拿下防

禦率王和最佳先發投手，邱鑫則獲選最佳左外

野手。

10月在科威特舉行的第四屆「亞洲青少年田徑錦標賽」，來自雲林斗

六高中的林硯楷，在青少男400公尺跨欄決賽，打敗卡達選手Mahamat 

Abakar Abdrahman52秒47，以52秒23奪下金牌，一舉改寫我國選手黃

庭軒在2017年跑出的52秒49 U18全國紀錄。

8月在臺中盃高男組400公尺跨欄，林硯楷跑出52.51成績，破大會紀錄

奪金，達標「亞洲青少年田徑錦標賽」被徵召。林硯楷國小時練跆拳道，國

一才接觸田徑並專攻400公尺及400公尺跨欄項目。國三曾奪得臺中盃400公

尺跨欄銀牌，高三再次於臺中盃奪冠，才有這次國際賽的機會為國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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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屆達福林匹克運動會」因疫情影響延至今年5月在巴西

舉行，其中保齡球競賽更延至10月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我國代

表隊網羅了第23屆賽會男子個人賽金牌張立孝、女子團體賽金牌林

雅琴、薛秀珍、張堯茜、黃淑敏、第22屆賽會女子盟主賽銀牌林香

孜等好手共同與會。薛秀珍在個人賽中獲得銀牌；林香孜、黃淑敏及薛秀珍在女子三人賽摘下銀牌；女子

團體賽也獲得銀牌。銅牌則有個人賽林香孜；薛秀珍與林香孜、張堯茜和黃雅婷的女子雙人賽；陳建豪、

謝盛福、林呈恩男子三人賽及男子團體賽等皆獲銅牌。而男子隊包括謝盛福、林呈恩、陳建豪及郭冠銘等

4人晉級盟主賽。女子隊則是林香孜、薛秀珍、黃淑敏、張堯茜、林雅琴與黃雅婷等6人皆全數晉級盟主

賽，最後謝盛福及林香孜在男、女盟主賽分別再奪下銀牌及銅牌，謝盛福及林香孜也在男、女個人全項分

別奪下銀牌。本屆中華隊唯一一面金牌，則由謝盛福與陳建豪在男子雙人賽擊退韓國隊奪冠。

U23青年女子500公斤級代表隊    

女力無敵，室外拔河世界公開賽、世界錦標賽奪下雙金

平鎮高中青棒代表隊   美國小馬聯盟帕馬級青棒錦標賽冠軍，打敗地

主隊完成四連霸

聽障保齡球代表隊   第24屆達福林匹克

運動會奪得1金6銀6銅，獎牌數創歷史新高

「2022年小馬聯盟棒球世界青棒錦標

賽」8月於美國德州舉行，該聯盟是美國境內

第三大的三級棒球聯盟，僅次於「世界少棒聯

盟」與「貝比魯斯聯盟」，對外並舉辦少棒、

青少棒、青棒等三級國際賽事。此次由平鎮高

中組成代表隊出賽，在決賽中力克美國拉雷

多隊，獲得錦標賽冠軍。平鎮高中棒球隊也曾於2012、2018、2019年，奪下美國小馬聯盟帕馬級世界青

棒錦標賽冠軍，因疫情相隔3年再次參賽，不負眾望順利完成四連霸。首局第一棒黃勇傳率先安打上壘，

靠著捕逸上到二壘後，李勛傑補上安打打拿回1分，接著陳佳樂安打上壘帶有1分打點，第一局便以2：0領

先。3局上陳致語選到四壞上壘保送，田子傑打擊出去，造成對方失誤攻占1、2壘，接著李勛傑打出3分打

點全壘打，最終以5：0力克地主德州拉雷多隊。中華隊先發投手黃保羅先發登板，投6局飆出8次三振，未

讓對手得到任何分數。「終結者」伍祐城在7局下半登板，也飆出3個三振，為比賽畫下完美句點。

我國拔河代表隊9月在荷蘭參加「2022室外拔河世界錦標

賽」，賽事分為公開賽與錦標賽兩種，公開賽以俱樂部形式參賽，

錦標賽則由國家隊組成。我國代表隊在公開賽中，共進帳1金、4

銀、1銅。其中U23青年女子500公斤級獲得金牌，男女混合580公

斤級、U18男子560公斤級、女子500公斤級及U23混合560公斤級

皆為銀牌，U23男子600公斤級則獲得銅牌。我國女子500公斤級代表隊，在錦標賽中以全勝之姿晉級四

強。在四強賽及決賽，皆以2：0分別完封瑞士和德國，奪得金牌，緊接著U23青年女子500公斤級也搶下

第二金。另外女子540公斤級則延續美國伯明罕「世界運動會」五連霸的氣勢，以同一班底在四強賽和決

賽，皆以2：0力克荷蘭及瑞典奪金。同樣獲得金牌的，還有U18男女混合520公斤級。另外，U18男子560

公斤級代表隊則奪得銀牌，U23男女混合560公斤級代表隊奪得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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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度學校體育傳炬獎  41個團體及個人獲獎表揚

本署於9月29日舉辦「學校體育傳

炬獎」頒獎典禮，歷經4個月評選，從

各縣市及單位推薦名單中選出41個機

關、團體與個人獲得今年學校體育傳

炬獎，團體獎項包括績優機關獎及績

優學校獎，個人獎項有教學傑出獎、

活動貢獻獎、運動教練獎，以及特別

獎項有學校體育奉獻獎及終身成就

獎。教育部潘文忠部長及體育署林騰

蛟代理署長於當日親自到場祝賀，並

表揚對基層學校體育著有貢獻的團體

單位、教師及教練們。

近兩年來，因為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讓基層的體育推動充滿考驗，感謝教育界

及體育界的夥伴一起努力因應，尤其許多教師與教練要透過線上方式創新教學，是挑戰也是契

機，讓體育教學更多元更豐富。潘文忠部長於頒獎典禮指出，所有獲獎者及單位就如同學校體

育傳炬獎項設計的火炬般，在基層肩負起點燃推廣運動的小火苗，就像聖火傳遞般，一棒接一

棒，照亮體育教育的發展前程。

■ 111年全民運動會在嘉義  各路好手在「嘉」發光

中華民國111年全民運動會，10月8日至13日於嘉義縣舉行，賽會辦理健力、拔河、輕艇水

球、水上救生、蹼泳、飛盤、合球、滑輪溜冰、滾球、原野射箭、柔術、沙灘手球、定向越野

111年度學校體育傳炬獎與終身成就獎得主合照

111年度學校體育傳炬獎41個團體及個人獲獎表揚頒獎典禮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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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3種，還有具欣賞性及趣味性的傳統體育（民俗體育、太極拳、元極舞、龍舟拔河、摔角、

國術、龍獅運動）、創意球類（慢速壘球、木球、槌球、巧固球、躲避球、地面高爾夫、五人

制足球）、劍道、沙灘角力、舞蹈運動、健美等6種，共計31種競賽陸續登場，有來自全國各

地，總計超過1萬2,000名代表隊教練、選手及隊職員來到嘉義。而我國在今年7月美國伯明罕的

世界運動會取得1金6銀6銅的成績，許多國家隊好手也參加本屆全民運動會，如獲得世界運動會

男子健力銀牌的謝宗庭、楊森，獲得女子競速溜冰1銀2銅的陳映竹，男子競速溜冰1銀1銅的郭

立陽，獲得金牌5連霸的女子拔河隊和逆轉奪銅的合球隊多名選手等，讓全民運動會展現世界級

的實力。

10月8日在嘉義縣立田徑場辦理的開幕典禮，蔡英文總統、行政院蘇貞昌院長分別以大會貴

賓及會長身份出席，以嘉義縣特有的地理、族群、人文、宗教、信仰與表演藝術，並結合最新

科技，歡迎各地代表隊來到嘉義縣。行政院蘇貞昌院長在開幕典禮致詞表示，全民運動會提升

我國競技實力，厚植運動人口，更有助提升全民參與運動意願，而蔡英文總統致詞時，感謝嘉

義縣政府承辦本屆全民運動會，並祝福全民運動會成功舉行。

本屆全民運動會，新北

市奪得金銀銅計176面獎牌；

臺中市以總積分184.6分，

再度蟬聯總統獎，臺北市榮

獲副總統獎，新北市榮獲行

政院長獎，桃園市榮獲立法

院長獎，高雄市榮獲司法院

長獎，臺南市榮獲考試院長

獎，彰化縣榮獲監察院長

獎，屏東縣榮獲大會獎。下

一屆全民運動會在113年於屏

東縣舉行。

■ 全民愛運動  全民運動館「興建ING」 全臺21座預計114年8月前完成

運動風潮席捲全臺，本署於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補助縣市政府興建21座全民運動館，預計114

年8月前完成，將提供民眾更便利、舒適及安全的運動場館。

本署自99年起至106年推動「改善國民運動環境及打造運動島計畫」，補助地方政府興建

30座國民運動中心，已全數完工啟用，其平價且專業的設施，獲得民眾熱烈迴響。有鑑於此，
本署「前瞻基礎建設－城鄉建設－充實全民運動環境計畫」，投入約30億元經費補助地方政府

興建全民運動館。參照國民運動中心委外營運成功模式，全民運動館利用「促參併行」方式，

在全民運動館完工前，完成與營運廠商簽約作業，以利接管單位能無縫接軌進駐營運，以達場

館永續經營目的。

111年全民運動會，拔河選手奮勇爭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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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運動設施方面，全民

運動館由地方政府依當地需

求進行規劃，設置符合民眾

需求的運動設施，例如近期

已進入開工階段的高雄市三

民區全民運動館，除了規劃

溫水游泳池、綜合球場、健

身中心、瑜珈教室及韻律教

室等運動設施外，也設置兒

童肌耐力室及適合樂齡群族

使用的槌球場，打造適合當

地民眾使用的特色運動館。

全民運動館目前案件進度為10件施工中、5件工程發包中、6件進行規劃設計作業，預計114

年8月前全數完工。全民運動館將依法設置無障礙及性別友善設施，打造符合規範及適合多元群

族之運動場館，期望成為讓樓上揪樓下、厝邊拉隔壁的運動第一選擇。

■ 第24屆達福林匹克運動會代表團奪3金13銀14銅  獎牌數歷屆次高

2022年第 24屆達福林匹克運動會（Deaflympics）原訂於 2021年舉辦，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延至 2022年 5月 1日至 15日在巴西南卡西亞斯舉行，保齡球競賽因受限主辦城市場館因

素，再延至 10月 20日至 30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我國共遴派 51名選手參加田徑、網球、

桌球、羽球、籃球、射擊、空手道、跆拳道及保齡球等 9種運動競賽，獲得 3金 13銀 14銅佳績，

獎牌數僅次於 2009年臺北達福林匹克運動會（33面獎牌），成果豐碩。

保齡球隊獲得 1金 6銀 6銅成績，居各代表隊之冠，不負「達福林匹克運動會獎牌庫」的

美名。田徑隊則奪得 1金 2銀 1銅，表現亮眼，尤其是就讀高三的許樂首次參加賽會就拿下女子

100公尺跨欄金牌（破大會紀錄）及女

子 100公尺銅牌（破世界聽障 U20紀

錄）2面獎牌。網球隊及射擊隊各有 3

名選手，分別獲得 4面（1金 2銀 1銅）

及 3面（1銀 2銅）獎牌，奪牌率名列

前茅。此外，桌球隊、羽球隊及空手道

隊也都有獎牌進帳，表現可圈可點。

我國自 109年起實施身心障礙運

動潛力新秀培育計畫，此次有 6名潛

力新秀入選達福林匹克運動會國家代表

隊，除許樂以外，射擊小將許明睿也是

高雄市三民區全民運動館模擬圖

我國代表團參加第24屆達福林匹克運動會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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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參賽就奪得 1面銅牌，可見此項培育計畫已具成效，未來將持續挹注選手及教練備戰所需

資源，做代表團隊最堅實的後盾。也期待選手們再接再厲，持續在世界聽障運動舞台發光發熱。

■ 積極建置足球場地  強化足球運動推展能量

足球是世界主流運動之一，隨著世界盃足球賽的熱潮，近年來足球運動已逐漸受到國人的

喜愛與關注。為使各項足球國際賽事及臺灣企業甲級足球聯賽能夠順利辦理，本署自 106年起

投入新臺幣 17億 8,500萬元，協助地方政府興整建足球場館共 48案，分別針對選手競技、培

訓及全民運動推廣等需求，持續完善我國足球運動發展所需之硬體設施。

為足球運動職業化預作準備，本署補助臺中市 5億元打造「足球運動休閒園區」，規劃設

置 1座 11人制天然草皮足球專用主競賽場、1座 11人制人工草皮練習場及 2座 5人制人工草

皮足球場，期能於 114年底完工啟用；該園區完成後搭配朝馬足球場，將可成為我國可舉辦亞
洲足球聯盟（AFC）以上等級國際賽事需求的足球運動園區，除可促進我國各級足球運動發展

及增加辦理國際足球賽事機會外，亦將成為民眾休閒運動的新亮點，帶動足球運動風氣。

近年來，國內基層足球發展日趨興盛，運動人口及球隊數量急速攀升，本署已透過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的經費，補助興整建可做為足球訓練教學及休閒運動的場地，總計核定補助 31案共

2億 9,000萬元，目前全臺已有 35處場地完工使用中。為呼應民眾急需足球場地之需求，本署

借鏡德國「FUSSBALL IST ZUKUNFT（千足計畫）」，於 111年 8月公布《五人制、八人制足球

場及共用型球場規劃設計參考手冊》，提供地方政府廣設多型態足球場，增加足球運動推廣及向

下扎根的參考。本署將持續爭取公共建設計畫預算，與地方政府協力共同完善我國足球運動發展

所需之硬體設施，健全臺灣足球運動發展環境。

高雄市楠梓文中足球場空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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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臺灣品牌國際賽研習營實體交流分享

本署於10月29日辦理「2022臺

灣品牌國際賽研習營交流分享會」，

邀請地方政府、國際合作單位、國內

外專家學者、運動創新團隊及賽事主

（承）辦單位共襄盛舉，實體及線上

逾100人與會。

今年臺灣品牌國際賽研習營聚焦

「品牌、創新、國際」三大主軸，4

至8月透過15堂線上研習課程，邀集

近60位國內外講師，每周輪番上線，

帶來全球運動賽事創新趨勢與成功辦

賽經驗，吸引逾1萬6,000人次觀看。

期盼透過系列課程活動，打開賽事主

（承）辦單位國際視野，反思並打造臺灣品牌國際賽事核心價值。

111年本署藉由與日本運動觀光聯盟（JSTA）、APEC運動政策網絡（ASPN）、亞洲運動管

理協會（AASM）及臺灣運動創新加速器（HYPE GVA Taiwan）等單位合作，共同探討國際運

動賽事、運動創新應用及品牌行銷的結合。在線上研習課程架構上，特地安排國內外賽事單位與

創新團隊互相對話，洽邀專家學者提問引導，提高談話層次，獲得學員一致好評；另舉辦夯運動

黑客松競賽活動，以「國際賽事Ⅹ創新應用」為主題，搭建學界、賽事單位及創新團隊之間的橋

樑，透過彼此交流激發創意思維，產出實際可行的執行企劃。未來將持續與各賽事主（承）辦單

位、地方政府及專家學者持續合作，持續推廣臺灣品牌國際賽事。

HYPE Zvika Popper營運長（右）與臺灣運動創新加速器計畫主持人黃經堯
（左）簽署MOU，並由體育署林副署長哲宏（中）見證。

2022臺灣品牌國際賽研習營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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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盃黑豹旗10週年，女球員首度突破百人大關

「黑豹旗」自102年舉辦迄今，已正式邁向第10屆里程碑，黑豹旗最大的特色就是「不分

級」的賽制，不論是名門校隊或非棒球傳統學校，都有機會在場上一較高下，為高中生涯留下精

彩的回憶。

第10屆「中信盃黑豹旗

全國高中棒球大賽」於10月

30日在臺北市天母棒球場舉

行開幕戰，本屆賽事共計吸

引21縣市193支球隊參賽，

選手、教練及球隊管理等人

員總人數超過4,000人，堪稱

為國內青棒最大盛事，而女

性球員也首度突破100人大

關，共有111名女黑豹球員

及7名女性教練共襄盛舉，

其中離島的臺東縣蘭嶼高中

以及臺中市文華高中，分別

各有6名女球員報名參賽，

完全展現「女力爆發」，展

現出棒球運動不受性別的限

制，越來越多女性球員勇於

挑戰、勇敢追夢，揮出人生

的全壘打，打造與眾不同的

「女棒新勢力」。

黑豹旗的舉辦及賽事轉

播，使得棒球在國內形成一

股運動熱潮，也讓全國民眾

注意到這群熱愛棒球的同學，以及為棒球付出的教練，體育署希望這股熱潮能延續，讓棒球深入

校園，走進家庭，成為全民運動，共同打造棒球國球榮景。

■ IMGA執行長來臺授旗  本署全力支持雙北籌辦2025世壯運

國際壯年運動總會（IMGA）執行長詹斯荷姆（Jens V. Holm）訪臺期間，於11月2日正式

將世界壯年運動會會旗授予「2025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組織委員會主任委員臺北市柯文哲市長

及新北市侯友宜市長，林代理署長騰蛟擔任觀禮嘉賓，見證雙北正式接手亞洲首場世界壯年運動

教育部常務次長兼本署代理署長林騰蛟（中）頒發女黑豹專屬紀念帽

教育部常務次長兼本署代理署長林騰蛟（中）出席第10屆「中信盃黑豹旗全國高
中棒球大賽」開幕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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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再次展現我國舉辦國際運動

賽會能力。

2 0 2 5年世界壯年運動會將

於114年5月中旬，在臺北市、新

北市、新竹縣（市）、桃園市及

宜蘭縣等地，展開為期14天的賽

程，預估將有110個國家、近4萬

名國內外選手及親友參與，期望

透過國際賽事在臺舉辦，有效提

升我國際能見度，並帶動城市行

銷及經濟效益等。

自雙北申辦世界壯年運動會

初期本署即提供各項行政協助，

並於取得賽會舉辦權後，持續挹注經費全力支援賽事籌辦，成為雙北最佳後盾。未來，亦將持續

協助各縣市政府及體育團體申籌辦國際性賽事，並期盼雙北運用2017臺北世大運及2016國際少年

運動會等成功的賽會籌辦經驗，再創我國國際綜合性賽會新猷。

■ 柔性輔導轉為制度管理  無動力飛行運動及其經營管理辦法公告施行

為提升無動力飛行運動（以下簡稱飛行運動）場域安全性、保障

參與者的權益，本署依據「國民體育法」訂定「無動力飛行運動及其

經營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並廢止現行「無動力飛行運動

業輔導辦法」（以下簡稱輔導辦法），未來國內飛行運動業將從柔性

輔導轉變為制度管理。

輔導辦法是依據「運動產業發展條例」於103年訂定，旨在飛行

運動業發展之初，以原則性規範並輔導其成長，然而，隨著時代的演

進以及飛行運動參與人數的增加，飛行運動制度化管理的需求性與日

俱增。

為有效管理飛行運動業，本辦法明確規範經營許可、廢止與撤

銷，安全設施、設備與措施，專業人員的設置，相關保險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另明定發生飛行運動事故時，各相關人員與單位應辦理事

項；同時訂有主管機關監督權責相關條文；此外，各縣市政府也可以在本辦法原則下，自行訂定

地方自治法規，讓飛行運動的發展與管理，可以因地制宜，符合不同地區的限制與需求。

讓民眾安全、安心參與飛行運動，是本辦法訂定的初衷與目標。期待未來透過中央機關、地

方政府及民間業者的持續溝通、合作，使更多民眾能安心參與飛行運動，也讓飛行運動的發展更

加健全與完善。

讓民眾安全安心參與無動力飛行運動，是

本署研定相關法規初衷與目標。

IMGA執行長Jens V. Holm（中）授旗予2025雙北世壯運組委會主委臺北市柯
文哲市長（左2）及新北市侯友宜市長（右2），教育部常務次長兼本署代理署
長林騰蛟（右1）出席支持賽會籌辦進入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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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度體育推手獎表揚典禮

「111年度體育推手獎表揚典禮」今年已邁入第 14屆，活動順利於 11月 10日舉辦完竣。

「體育推手獎」獎項分為「贊助類」、「推展類」及「特別類」三類，其中「贊助類」及「推展類」

又分為金、銀、銅三等級與贊助類長期贊助獎，分別以贊助金額或推展年資做為評審標準，而「特

別類」則以具有特殊具體事蹟或有重大貢獻為表揚條件。

今年度在各方踴躍參與下，共表揚 55個獲獎單位、計 91個獎項，賴副總統清德親臨頒獎，

感謝贊助及推廣體育活動之企業、團體與個人的無私奉獻，並稱許這些幕後英雄是臺灣體育運

動最重要的「推手」；教育部潘部長文忠也期待推手獎得主所創造的典範，得以傳承與擴散，

嘉惠更多體育選手及團體。

有鑒於成就一位優秀運動員，除了選手自身的堅持與熱情、教練的指導與親友的鼓勵外，

還有許多在背後擔任支持的力量，為向這群隱身在掌聲後面，無怨無悔、全心全意投入體育推

展的幕後推手致上謝意及敬意，本署本年度特別為體育推手獎打造了主題曲「點燃奇蹟」，並

邀請金曲製作人欒克勇老師操刀製作，由明星運動員中華電信女籃黃郁婷、台電女排楊孟樺、

合庫棒球林瀚、國泰女籃戴宜庭、富邦悍將申皓瑋、臺灣土銀王齊麟等人獻聲表達衷心的感謝

之意，歌曲充滿活力與熱情。

■ 「111年企業贊出來  運動好精彩」企業贊助感恩會

為感謝企業投入資源支援運動團隊與運動員，健全體育發展環境，本署委託國立體育大學

於11月10日辦理111年「企業贊出來 運動好精彩」企業贊助感恩會，邀請受贊助的運動團隊

與運動員向贊助企業表達感謝，並共同種下感恩之樹，希望能藉此拋磚引玉，吸引更多企業投

111年度體育推手獎表揚典禮，左起為教育部林騰蛟次長兼本署代理署長、教育部潘文忠部長、賴清德副總
統、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林鴻道主席及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葉政彥會長，齊按下感恩儀式啟動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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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引發更多企業共鳴，加入贊助我

國體育運動發展的行列。

活動流程除了參與感恩分享環

節之企業外，亦透過感恩會場合，讓

企業瞭解政府所提供之租稅優惠措施

（諸如:「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26條

讓企業於捐贈時享有100%費用列支，

以及第26條之2透過體育署專戶於捐贈

時享有150%費用列支等措施），積極

鼓勵企業投入體育運動發展。

■ 放眼世界共同成長  無動力飛行運動國際經驗分享座談會登場

為優化國內無動力飛行運動（以

下簡稱飛行運動）制度環境，並期與

世界接軌，本署委託國立體育大學於

11月 13日在該校辦理「111年無動

力飛行運動國際經驗分享座談會」，

邀請美國及英國飛行運動專家分享飛

行運動營運、事故通報及該國現況，

此外，還有國內辦理專業人員訓練及

經營飛行運動績效卓著的訓練機構及

業者，分享其培訓心得及飛行運動如

何與地方產業結合。

企業贊助感恩會圓滿成功，感謝企業投入資源，讓運動團隊與選手成長茁壯，共創運動產業美好願景。

感恩分享環節，台灣石虎足球隊強木在總教練（右2）率球員感謝台灣運動彩券
蔡明哲副總經理（左2），並共同種下感恩之樹。

各界飛行運動愛好者齊聚2022年無動力飛行運動國際經驗分享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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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運動是時下最夯的新興運動之一，無動力飛行運動相關法規制度，在各界努力下正逐

步建立完善規範。期望透過本次國際分享座談會的交流，不僅可以了解不同國家的觀點和發展

趨勢，以及國內優質經營者運作機制，更可以他山之石的效益，促使國內各界思考在現有的基

礎上共同營造更優質的飛行運動環境，讓飛行運動業更加蓬勃發展，有序經營。

■ 登山運動無國界  UIAA山域專家來臺分享豐富經驗

為使山域嚮導制度更趨完善，持續提升山域嚮導授證品質，本署委託國立體育大學於 11月

20日辦理「2022山域嚮導國際交流暨訓練機構成果分享會」，邀請國際山岳聯盟（International 

Climbing and Mountaineering Federation, UIAA）訓練委員會主席來臺進行專題演講，並

邀請國內績優山域嚮導訓練機構，分享其訓練與檢定經驗，吸引近百位關心山域嚮導制度的民

眾參與交流。

本次成果分享會透過 UIAA山域專

家精彩的演講，拓展我國山域界的國際

視野，也在國內訓練機構、持證專業人

員及關注山域嚮導現況的民眾交流中，

達到他山之石的功效，期盼未來在多方

持續互動交流下，研擬出符合我國需求

的山域嚮導制度，讓山域運動更健全有

序，蓬勃發展。

■ 帕拉國手攜手出擊  展望2023年杭州亞洲帕拉運動會延續佳績

本署輔導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備戰 2023年杭州亞洲帕拉運動會，提供選手、教練個別化服

務，並於 11月上旬遴派田徑、游泳、

桌球、射擊、柔道、羽球、地板滾球等

代表隊參與國際競賽。

其中「2022 VIRTUS亞洲大洋洲運

動會」參賽 9位選手在桌球 TT11級別陳

柏諺選手奪下男子單打金牌領軍下，參

賽選手全數奪牌，而帕拉單項運動最高

等級世界錦標賽中，田曉雯、林姿妤、

蘇晉賢、程銘志等選手分獲「2022世界

帕拉桌球錦標賽」女子雙打 20級別、

混和雙打 20級別及男子單打 TT5級別銅

牌，另「2022 BWF帕拉羽球世界錦標

賽」及「2022 IBSA柔道世界錦標賽」

國際山岳聯盟（UIAA）訓練委員會主席史帝夫來臺分享，吸引眾多國內山域愛好
者熱烈參與。

田曉雯（拿會旗左1）、林姿妤（拿會旗右2）、蘇晉賢（最末排左2）、程銘志
（拿會旗左2）等選手分獲「2022世界帕拉桌球錦標賽」女子雙打20級別、混和
雙打20級別及男子單打TT5級別銅牌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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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5個項目，由方振宇、蒲貴煜、蔡奕琳、

胡光秋、楊伊宸及李凱琳等 6位選手獲第 5

名佳績。

為培植身心障礙競技運動選手，本署現

已輔導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啟動杭州亞洲帕
拉運動會備戰及潛力新秀培育計畫，本次代

表隊於世界錦標賽等賽事獲得佳績，顯現計

畫推動已見成效，本署將持續提供選手後勤

支援，期許選手們再接再厲，於世界舞臺展

現辛勤訓練成果，為國人爭取榮耀，讓世界

為臺灣喝采。

「2022 VIRTUS亞洲大洋洲運動
會」參賽9位選手在桌球TT11級別
陳柏諺選手（左5）奪下男子單打
金牌領軍下，參賽選手全數奪牌。

「2022 IBSA柔道世界錦標
賽」李凱琳（右4）選手獲J2
級別48公斤量級第5名佳績。

「2022 BWF帕拉羽球世界錦標賽」由方振宇（左2）、蒲貴煜（右3）、蔡
奕琳（拿會旗者左1）、胡光秋（拿會旗者左2）、楊伊宸（拿會旗者右2）
獲第5名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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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記 KEY EVENTS

09 — September

1日

▼  召開「111年度輔導獎助提升重大國際賽事觀賞

人口作業要點」第 1次審查會議。

7日

▼  委辦理「111年企業贊助說明會」。

▼  辦理「就業金卡體育領域特殊專長修正草案諮詢

會議」。

7日、26日

▼  分別假臺中市及高雄市辦理「改善學校運動空間

及設置光電球場－知能精進與增能研習」。

12日

▼  召開「縣市政府申辦運動科技補助案審查會議」

會前會。

▼  辦理「國際體育組織在臺秘書處經驗交流分享座

談會」。

14日

▼  委託大專體總於 9月 14日至 16日辦理「2022

年國際大學體育日慶祝（IDUS）活動」。

▼  內政部營建署召開「國家運動園區整體興設與人

才培育計畫（第三期）士校營區新建游泳館及網

球場工程」規劃方案專家聯合審查會。

16日

▼  辦理「111年企業贊助說明會及運動產業發展條

例第 26條之 2計畫撰擬暨運動產業金融輔助措

施申辦工作坊」。

19日

▼  假臺北市立松山商職辦理「113年全國中等學校

運動會遴選小組第 1次委員會議暨運動場地設施

實地訪視」。

21日

▼  召開「111年度營利事業捐贈職業或業餘運動業

與重點運動賽事專戶管理會」第 3次會議。

22日

▼  召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充實全民運動環境計

畫」申請經費補助案件第 42次複審會議。

23日

▼  辦理「國際及兩岸體育交流第2場行政研習會」。

26日
▼  輔導台灣職業高爾夫協會於 9月 26日至 10月 2

日辦理「2022台灣名人賽暨第 36屆三商杯高爾

夫邀請賽」。

27日

▼  委託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辦理「臺灣運動創新加速

器第 9期說明會」。

▼  召開「111年度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

『綜合組』第 3次會議」。

▼  召開「111年度公共運動設施營運管理維護情形

考核作業」行前說明會。

28日

▼  召開「111年度補助國內基層賽事轉播及行銷宣

導」第 5次審查會議。

▼  行政院召開「中央部會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

補強辦理進度檢討第 6次會議」。

29日

▼  召開「110－111年度引進民間資源投入體育運

動發展計畫」期中報告審查會議。

▼  假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廳辦理「111年度教育

部體育署學校體育傳炬獎頒獎典禮」，江漢聲與

彭誠浩先生獲頒終身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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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記 KEY EVENTS

▼  宜蘭縣政府辦理「宜蘭縣豆腐岬帆船訓練中心

啟用典禮」。

10 — October

2日

▼  輔導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辦理「2022年行銷臺

灣－國際自由車環台公路大賽」。

▼  假臺北市WESTAR展演空間辦理「2022年第

10屆中信盃黑豹旗全國高中棒球大賽」開賽記

者會。 

3日

▼  召開「運動產業發展計畫政策推動方向研商會

議」。

▼  委託中華奧會於 3日及 20日辦理「洛桑協議暨

奧會模式規範教育訓練專題研習」。

3日∼ 4日

▼  假桃園市辦理北區「111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體育組長會議」。

4日

▼  辦理「全國運動場館資訊網」健身教練服務定

型化契約查核系統教育訓練。

5日

▼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召開「定型化契約法規有

關消費借貸及債權讓與等條款之適用疑義」研

商會議。

▼  召開臺南市新營區全民運動館新建工程基本設

計審議會議。

7日

▼  召開「111年度體育推手獎審查會議」會前會。

▼  召開「自行車領騎職能基準」執行報告書複審

會議。

▼  假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辦理「113年及 114年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遴選小組訪視」。

8日

▼  彰化縣政府辦理「彰化縣立和美全民運動館興

建工程」開工典禮。

▼  「中華民國 111年全民運動會」，10月 8日至

13日於嘉義縣舉行。10月 8日於嘉義縣立田徑

場舉行開幕典禮。

10日

▼  假新北市三重棒球場舉辦「2022年第 5屆全

國大專校院系際盃棒球爭霸賽冠軍賽暨頒獎典

禮」。

11日∼ 24日

▼  舉辦「111年度高爾夫球場營運管理線上研習

會」。

12日

▼  召開「111年度體育推手獎審查會議」。

▼  召開花蓮縣全民運動館興建計畫基本設計審查

會議。

13日

▼  召開「動滋券常態化－補助學生觀賽研商會

議」。

▼  召開「112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組織委員會

第 1次委員會議」。

▼  2022年世界棒壘球總會（WBSC）「U23世界

盃棒球錦標賽」於 10月 13日在臺北市天母棒

球場舉行開幕典禮，本署由林代理署長騰蛟蒞

會致詞並舉行開球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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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

▼  假本署 3樓大禮堂舉行「111學年度高級中等學

校學生運動聯賽」－「等一個好球」開賽記者會

（含籃球、排球、足球及女壘 4大運動種類）。

15日

▼  「2022年臺灣企業橄欖球聯賽」於國立臺灣體

育運動大學田徑場開賽。

▼  「企業 18年甲級男女排球聯賽開幕典禮」於國

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館舉行。

17日∼ 18日

▼  假高雄市辦理南區「111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體

育組長會議」。

19日

▼  召開「111年度補助國內基層賽事轉播及行銷宣

導」第 6次審查會議。

▼  召開「改善公有運動場館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及

補強」申請經費補助案件第 1次複審會議。

20日

▼  辦理「屏東縣 111年度公共運動設施營運管理維

護情形考核作業」。

▼  訂定發布「無動力飛行運動及其經營管理辦

法」。

▼  召開「111年山域嚮導訓練與檢定及複訓審議

小組會議」，審議111年度山域嚮導訓練機構認

定、認可申請及展延案。

20日∼ 30日

▼  第 24屆達福林匹克運動會保齡球競賽於馬來西

亞吉隆坡舉行，我國遴派 12名選手參賽，獲得

1金 6銀 6銅，獎牌數為歷屆最多，表現優異。

21日

▼  辦理「111年企業贊助說明會」。

▼  於屏東縣辦理「111年度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

員檢定」。

10月 24日∼ 11月 12日

▼  「2022年世界全項目溜冰錦標賽」於阿根廷布

宜諾斯艾利斯舉行。我國參加競速、花式、自由

式及曲棍球 4個項目，共獲得 15金 15銀 11銅

共 41面獎牌，大會總排名第 4佳績。

27日

▼  屏東縣政府辦理「瑪家鄉綜合球場興建風雨球場

計畫」啟用典禮。

▼  彰化縣政府辦理「彰化縣立體育場健興游泳池整

修工程」啟用典禮。

28日

▼  召開「112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組織委員會第

2次委員會議」。

29日

▼  辦理「2022臺灣品牌國際賽研習營交流分享

會」。

30日

▼  委託中華奧會於 10月 30日、11月 5日及 6日

辦理「2022國際體育事務增能工作坊」。

▼  假臺北市天母棒球場舉行「2022年中信盃第 10

屆黑豹旗全國高中棒球大賽」開幕典禮，計 193

支球隊參賽。

31日

▼  召開「105年度至 109年度我國運動產業投入產

出模型編製委辦案之 105年度我國運動衛星帳初

稿」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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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桃園市 111年度公共運動設施營運管理

維護情形考核作業」。

11 — November

2日

▼  行政院秘書長召開「白匏湖議題討論會議」。

3日

▼  輔導中華奧會於 3日至 6日辦理「2022年第

45屆奧林匹克研討會」。

4日

▼  召開「改善公有運動場館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

及補強」申請經費補助案件第 2次複審會議。

▼  廢止「無動力飛行運動業輔導辦法」。

7日

▼  召開「113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遴選小組第 3

次委員會議」。

▼  辦理「臺中市 111年度公共運動設施營運管理

維護情形考核作業」。

8日

▼  召開「111年度營利事業捐贈職業或業餘運動

業與重點運動賽事專戶管理會」第 4次會議。

▼  委託陽明交通大學辦理「臺灣運動創新加速器」

計畫，於臺灣創新基地（TTA）辦理第 9期啟動
日活動。

▼  委託中華奧會辦理「111年度體育團體高階領

導人經驗分享會」第 2場。

9日

▼  辦理「雲林縣 111年度公共運動設施營運管理

維護情形考核作業」。

▼  教育部林次長騰蛟與十大青年獲獎人王齊麟等

人會談。

10日

▼  辦理「企業贊助感恩茶會」。

▼  假台北美福大飯店舉行「111年度體育推手獎

表揚活動」。

▼  連江縣政府辦理「連江縣東引鄉多功能健康運

動場館工程」開工典禮。

11日
▼  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2022第 2屆戶外探

索國際研討會暨聯合成果發表會」。

12日

▼  高雄市政府辦理「楠梓文中足球場新建計畫」

開幕記者會。

13日

▼  為優化國內無動力飛行運動制度環境，並期與

世界接軌，於國立體育大學辦理「111年無動

力飛行運動國際經驗分享座談會」，邀請美國、

英國飛行運動專家及國內辦理專業人員訓練及

經營飛行運動績效卓著的訓練機構及業者，分

享其經驗。

14日

▼  假本署 3樓大禮堂舉行「111學年度大專棒球

運動聯賽」開賽記者會。

▼  辦理「宜蘭縣 111年度公共運動設施營運管理

維護情形考核作業」。

14、17及 28日

▼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分別考察臺中市及彰

化縣學校教育及體育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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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

▼  假茹曦酒店舉行「111學年度大專校院籃球運

動聯賽」開賽記者會。

▼  召開「前瞻基礎建設—城鄉建設—充實全民運

動環境計畫」暨「改善公有運動場館建築物耐

震能力評估及補強」執行進度落後案件專案輔

導會議。

17日

▼  假臺北市 NUZONE展演空間舉行「111學年度

HBL高中籃球甲級聯賽」開賽記者會。

19日

▼  委託中華奧會辦理「2022運動員論壇－我的未

來不是夢－談運動員的國際視野與國際組織職

務爭取經驗分享」。

▼  屏東縣政府辦理「屏東縣立國際溜冰場」啟用
典禮。

20日

▼  為使山域嚮導制度更趨完善，持續提升山域嚮

導授證品質，於國立體育大學辦理「2022山域

嚮導國際交流暨訓練機構成果分享會」，邀請

國際山岳聯盟訓練委員會主席及國內績優山域

嚮導訓練機構，分享其經驗。

21日

▼  召開「111年度營利事業捐贈職業或業餘運動

業與重點運動賽事專戶管理會第 5次會議」會

前會。

22日

▼  雲林縣政府辦理「雲林縣虎尾鎮全民運動館新

建工程」開工典禮。

▼  監察院 111年度巡察教育部重點業務。

23日

▼  召開「111年度營利事業捐贈職業或業餘運動

業與重點運動賽事專戶管理會」第 5次會議。

24日

▼  假國立體育大學舉辦「2022全國特教學校適應

體育運動會」。

▼  召開「無動力飛行運動業 111年度輔導訪視情

形會議」，邀請轄內有無動力飛行運動業之縣

市政府及本年度營業中之無動力飛行運動業者

與會，並邀請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指導，共同

檢視本年度訪視情形，以為未來精進之參據。

25日

▼  召開研商「白匏湖運動休閒生態區暨社會住宅

興建計畫」會議。

30日

▼  召開澎湖縣全民運動館興建工程基本設計審議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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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70年代以來，政策評估在研究的數量、多樣化和

複雜性方面都有相當大幅的增長。隨著公民意識的覺

醒以及數位傳播的普及，民眾有權利知道政府推動的

政策是否能被有效執行並達成預期目標。近年來臺灣

政府持續增加對體育運動經費的挹注，為了確認相關

政策執行的效益，體育運動政策評估研究也因而備受

關注和重視。因此，本文概述近期國外常見的三種體

育運動政策評估方法（後設評估法、額外性影響評估

法和邏輯模型），並分析每一種方法在實務應用上的

優缺點，期望可提供未來國內相關單位於規劃和執行

政策評估時之參考。

Since the 1970s there has been a big increase in 

policy assessment research in terms of quantity,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With the awakening 

本文針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歐洲

委 員 會（Council of Europe, COE）， 世 界 衛 生

組織（WHO）以及聯合國（UN）等跨政府組織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倡議推動之體

育運動政策以及與國際運動組織之間的互動，加以探

討整理，包括：反運動禁藥、運動良善治理與倫理、

優質學校體育、提升身體活動、奧林匹克休戰協議、

運動是永續發展的推手等等⋯⋯期能從全球的觀點了

解跨政府組織體育運動政策發展的歷程和影響。

This article explores and sorts the sports policies 

of citizen awareness and universality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the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know 
if the policies implemented by the government 
can be effectively executed and whether they 
achieve their objectives. In recent years, Taiwan's 
government has continued to inject more funding 
into sports. To ensure the benefits of the execution 
of related pol ices,  sports pol icy assessment 
research has been given more attention and 
importance. Consequently,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ree sports policy assessment methods often seen 
in Taiwan (meta assessment, additional impact 
assessment,logic model) and analysis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each method in practice. 
The aim i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when related 
domestic units carry out planning and policy 
assessment in future.

advocated and promoted by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UNESCO, Council of Europe, 
WHO and UN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international 
sports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anti-doping, sports 
good governance and ethics, excellent school 
sports, increasing physical activity, Olympic Truce 
Resolution, sports is the pushing han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aim is, from an entire world 
viewpoint,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course 
and influence of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ports policies.

體育運動政策評估之方法

Methods for Assessing Sports Policies

跨政府組織倡議推動之體育運動政策

Sports Policy Advocated and Promoted by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柯伶玫 Ling-Mei Ko

高俊雄 鄭嘉綺 Chun-Hsiung Kao, Chia-Chi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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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表現是國家軟實力的具體表徵，也是政府長年努力

的方向，我國於 2004年雅典奧運奪金成功達成國人期

待。作者皆曾服務於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及參與競技運動

政策制定，本文回顧政府遷臺後競技運動政策發展的軌

跡，說明臺灣運動競技政策分別歷經兩岸的國際運動外

交戰、奠立競技實力的基礎、建立強勁競技三個階段，

逐步累積奧運奪金實力。雅典奪金的運動競技政策之成

功關鍵在於採取 F.O.C.U.S. 的成功思維模式，並以追

求極致訓練、建立頂級團隊、禮聘金牌教練、提高優渥

報酬等具體作法，匯集群力才能有此奧運奪金表現。

T h e  O l y m p i c  p e r f o r m a n c e  i s  a  c o n c r e t e 
manifestation of a country's soft power. It is also 
the effort which Taiwan government has had 
been paying toward its long-term goal. The 2004 
Athens Olympic gold medals successfully met the 
expectations of Taiwan people. The two authors 
were in charge of the athletics policy-making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port Affairs Council, Executive 
Yuan.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Taiwan's athletics policies after the ROC 
government's relocation to Taiwan from mainland 
China. Athletics policies were constructed in three 

臺灣奧運首度奪金之競技運動政策演進與內涵

thletics Policy Evolution and Connotation for Taiwan's First Olympic Gold Medals

李建興、彭臺臨  Chien-ShingLee, Tai-Lin Peng

本文係為瞭解我國中央政府體育行政組織之變遷情形，

及其變遷後對體育運動政策所帶來之發展與影響，並

了解未來體育行政組織可能之變遷趨勢，以提供政府

對於未來體育行政組織變革之參考。本文採用歷史分

析與文獻探討的方法，探究中華民國立國 111年來，

中央體育行政組織所經歷的變遷，每次的變遷都是因

為當時的時代背景，包括政府涉入體育的動機、領導

者對體育的認知與關注、政經環境、國內外的體育運

動發展趨勢、全民的需求等。這些變遷各有其不同的

背景，也帶來對國家體育發展不同程度的影響。而未

來我國體育行政組織的變革，應關注下列的因素，俾

能朝向正向的變遷與正面的影響：一、體育行政組織

結構設計趨向整合與彈性化。二、體育行政虛擬組織

（又稱網路組織）將自然成形。三、體育行政組織溝

通結構將趨向於「無疆界組織」。

This article seeks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s in 
Taiwan's central government sports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impact 
on sports policy after change and to understand 
possible future sports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change trends to serve as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when carrying out future sports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al reform. This article 
uses 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exploration to explore the changes Taiwan's 
central sports administration organization has 
undergone over 111 years. Each change had its 
own contemporary era background including the 
motivation behind the government's involvement 
in sports, the understanding of and attention paid 
to sports by leaders,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domest ic and overseas sports 
development trends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cit izens. These changes each had their own 
background and different level of impact on 
nat ional  sports  development.  Future sports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reform in Taiwa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following factors to be able 
to achieve positive change and positive impact:1. 
sports administrat ive organizat ion structural 
design will tend towards integration and flexibility 
of 2. sports administrative virtual organization 
(Internet organization) will naturally form 3. sports 
administ rat ive organizat ion communicat ion 
structure will tend towards "borderless organization."

臺灣體育行政組織變遷與影響

Taiwan's Sports Administration Organization: Change and Influence

何卓飛 Jow-Fei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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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全民運動，歷經「陽光健身計畫」、「運動人

口倍增計畫」、「打造運動島計畫」及「運動 i愛臺灣

計畫」的推動，奠定了穩固基礎，至 2021年底，運動

人口比例達到 80.2%，規律運動人口提升至 33.9%。

體育署在「運動 i臺灣計畫」結束之際，進一步擬定

2022-2027全民運動中程計畫「運動 i臺灣 2.0計畫」，

持續推展國民運動風氣，該計畫回歸地方制度法精神，

執行方式由中央規劃地方執行，改由中央輔導地方規

劃執行，體育署參據各縣市人口數以及往年執行「運

動 i臺灣計畫」的績效，核定補助各縣市辦理經費，地

方政府可以視地方運動發展現況、地理環境特性、人

口結構、族群等，自行主導規劃符合地方需求的推動

方案，並加入競爭型計畫之元素，進而發展出地方特

色，計畫內容並納入強化基層運動組織、提升運動專

業人力量能、優化運動友善服務，也隨著社會環境變

遷，國人健康意識提升，將運動與健康促進的整合予

以納入。運動已經從過去單純的活動參與，成為今日

健康促進的手段，政府相關部門對於國人健康促進與

維護日益重視，研究證實，透過運動可以預防疾病發

生、延緩老化、降低長者失能跌倒的風險，因此，整

合政府資源，提供個人化運動指導，讓民眾遠離疾病、

延緩老化、提高生活品質，是政府責無旁貸積極努力

的方向，「運動 i臺灣 2.0計畫」開啟了運動與健康促
進的整合，透過跨部會整合機制，逐步落實執行，期

可達全民運動「健康、樂活」的目標。

Sports for All in Taiwan has gone through the 
Sunshine Fitness Program, Sports Populat ion 
Multiplication Program, Building a Sports Island 
Program and Taiwan iSports Program, laying 
down a solid foundation. At the end of 2021, the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doing sports was 
80.2% and the proportion doing regular sport up to 
33.9%. When the Taiwan iSports Program ended, 
the Sports Administration set about formulating the 

Taiwan iSports 2.0 Program 2022-2027 (Sports for All 
Medium- Term Program) step by step to continue to 
promote national sports participation.The program 
returns to the spirit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Act, with planning by central government and 
execution by local government changed to central 
government guiding planning and execution by 
local government. With reference to the population 
of each city and county and performance in 
executing the Taiwan iSports Program previously, 
subsidies are approved for cities and counties to 
handle the program. According to local sports 
development situation,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ethnic groups etc., local 
governments can autonomously plan programs that 
meet local needs, also adding competition type 
program elements to develop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e program also includes enhancing grassroots 
sports organizations, increasing the capacity of 
professional sports manpower, optimizing sports 
friendly services and also, along with changes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increase in citizens 
health awareness, also includes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health promotion. Sports has gone from 
simple sports participation of the past to a means 
for promoting health today. The government 
attaches increasing importance to promoting and 
maintaining national health. Studies show that sports 
can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disease, delay 
aging and lower the risk of old age debility and falls. 
Consequently, integrating government resources 
and providing personalized sports guidance to keep 
people well away from disease, delay aging and 
raise life quality is the government's duty. The Taiwan 
iSports 2.0 Program opened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health. Implemented step by step through an 
inter-agency integration mechanism, the aim is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s of health and "happy living."

臺灣全民運動政策之演進與影響

The Evolution and Impact of Taiwan's Sports for All Policy

陳雲蓮、陳衣帆 Yun-Lien Chen, I-Fan Chen

stage: 1. the international sport diplomacy, 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etitive strength and 3. skills 
in order to earn more gold medals. The key element 
of winning 2 Athens Olympics gold medals was 
to adopt the thinking mode of F.O.C.U.S.: finding 
the talent, observing the role model, challenging 

oneself, utilizing the resources, and striking to make 
differences. Then, the gold medals were achieved 
collectively by the pursuit of extreme train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op-level teams, the recruitment 
of gold medal coaches, and the promotion of 
favorable remu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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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於民國 106年年底提出「體育運動政策

白皮書 2017年修訂版」，以落實蔡總統體育政見，其

中最為關注者，有體育團體選舉制度的變革及體育經

費倍增等。願景主軸不變，策略微調。而這段期間新

冠肺炎肆虐全球，各國所採國境管制等的各項措施，

對國際體育運動業務的「量化」評估影響甚鉅。故本

文擬試以「質化」的觀察為主，探討近年國際體育運

動的主要政策執行演變。

國際體育運動業務以「國際能見度與影響力」為最高指

導原則：

一、國際體育運動業務的引擎－－爭取與主辦國際綜合

性賽事

教育部明列的「積極輔導辦理國際賽事、強化辦理

國際賽事能力」施政計畫，如汽車引擎般地導出長

年培育的國際事務人才，及平日從各種單向國際賽

事中所積累的賽事管理人才，是業務基礎工程。

國際能見度與影響力的提升－國際體育運動的交流平台與執行策略

Increasing Internat ional Vis ibi l i ty and Inf luence— Internat ional Sports  Exchange 
Platform and Execution Strategy

張芬芬 Fen-Fen Chang

臺灣學校體育政策之演進與影響

The Evolution and Effect of Sports Policies in Taiwan's Schools

林靜萍、王漢忠 Ching-Ping Lin, Han-Chung Wang

本文旨在分析體育白皮書2017年修訂版有關臺灣學校

體育政策近兩年之執行成效與影響，並展望未來發展。

發現：一、更完善體育行政法規與組織，完成3項法規

命令4項行政規則；二、建立體育專業人力培育與進

修制度，全國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人數達1,004

人；三、優化體育課程與教學品質，大幅降低溺水死

亡率；四、提升體育活動與運動團隊質量，執行SH150

達95.87% ；五、強化優秀運動人才培育機制，逐年增

加核定補助運動防護人員與建立體育班績效評估制度；

六、實施適應體育與輔導機制，辦理多元化適應體育活

動。展望未來，期建立永續發展活力校園，一、精進體

育課程與教學，以資訊科技融入、課程延伸課後活動，

建立身體活動能力與習慣，全面培養學生身體素養；

二、建立持續專業發展制度，培養優質體育運動人力；

三、以運科介入精準選材，科學化及健全地培養優秀運

動員；四、建立友善、平等、包容多元地體育學習環

境，培養自信健康有活力的學生。

The purpose of the paper was to analyze the 
amended ver s ion  of  the 2017  spor t s  wh i te 
paper related to Taiwan school sports policies'  
achievements and effects in the last two years, 
and future prospects. We discover that : 1) A more 
comprehensive sports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and 
organization, and completion of three regulatory 

orders and 4 administrative rules, 2) Establishing 
sports expert nurturing and training system, 1,004 
full-time coaches are hired at all school levels, 
3) Optimizing sports courses and educational 
quality, greatly reducing drowning death rate, 
4) Upgrading the quality for sports events and 
teams, the rate of executing SH150 is 95.87%. 5) 
Strengthening excellent training mechanism for 
sports talent, gradually increasing the approved 
subsidization for sports trainers and establishing 
sports evaluation system for each class.  6) 
Implementing adaptive sports and guidance 
mechanism, conducting diverse adaptive sports 
events. As for future outlook, we hope to establis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ergetic schools. 1. 
Refining sports courses and teaching, integrating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tending the 
curriculum to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establishing 
physical exercise abilities and habits, fully nurturing 
the physical fitness of students. 2) Establishing 
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ystem, and 
nurturing excellent sports talent. 3) Using sports 
science intervention to precisely select materials, 
scientifically and soundly nurturing excellent 
athletes. 4) Establishing a friendly, equal, and 
diverse sports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nurturing 
confident and energetic health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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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功難敵政治因素

過去經驗告訴我們，受限於外交實力及國際地位，

申辦成否常繫於中國是否介入等因素，而目前我

國在國際奧會的身分表徵「奧會模式」，儘管臺

灣社會反對者有之，但在關鍵時刻需要主政者智

慧引導，化分歧於無形，方能成就我國在國際體

壇的能見度與影響力。

針對近年創新的執行計畫予以探討：

一、「國際事務接班人養成計畫」

二、建立多元的體育運動交流平台

（一）HYPE運動創新基金會（HYPE Sports Innova-

tion）

（二）國際賽事活動主辦單位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ents）及 APEC體育政策

網絡（APEC Sport Policy Network）

（三）臺灣品牌國際賽研習營

近兩年美中關係巨變，為兩岸關係增添的變數勝於一

切。體育運動主管機關無能處理最上層的國際關係，

卻可利用低潮期重新審視交流計畫，努力吸取對手的

體育養分，壯大體育實力。而交流平台的創新及人才

培育，所費不多，主管機關應長期儲備人才充實人才

庫，為下一個國際性綜合賽事做好準備。

At the end of 2017, the Sports Administration issued 
the Sports Policy White Paper 2017 Revised Version. 
To implement the opinions of President Tsai, the most 
eye-catching content were reform of the sports 
group election system and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sports funding. The themes of the vision did not 
change, but strategy was slightly adjusted. In the last 
few years, COVID-19 has swept around the world 
and has had a massive effect on the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operations. 
Consequentl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changes in 
execution of the main sports policies in recent years 
from the "quantitative" observation angle.

The highest guiding principle for international sports 
operations is "international visibility and profile".

1.The engine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operations-- 

bidding for and hosting 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sports events

The "actively guide the handling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 enhance the ability to handle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s" implementation pla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drives out international 
affirms talent year by year like a car engine and 
the event management talent accumulated 
by sports associations on a daily basis; they are 
operational basic construction.

2.It is hard for basic effort to overcome political 
factors

Past experience tells us that, limited by diplomatic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position, successful bidding 
for events or not depends on whether China 
intervenes. At present, Taiwan's status in the IOC 
represents the "Olympic model"; although there 
is some opposition in Taiwan, at key times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must exercise wise guidance 
and overcome disagreement to raise Taiwan's 
profile and influence in international sports. 

The following innovative execution plans from 
recent years are discussed:

1. International affairs successor nurturing plan
2. Building a diverse sports exchange platform

(1) HYPE Sports Innovation
(2)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ents and APEC 

Sport Policy Network)
(3) Sport Event Taiwan Workshop

In the last two years, Sino-US relations have changed 
dramatically, adding numerous variables to cross-
strait relations. Sports authorities are unable to deal 
with the highest leve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ut can 
use low tide to review exchange plans, work hard 
to absorb the sports nutrients of the other side and 
increase sports power. It does not take much for 
exchange platform innovation and talent nurturing;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should build up a talent 
bank over a long period to prepare for the next 
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sports event.

近年來我國國民經濟水準逐漸升高，運動場館數量與服

務水準也受到重視。過去場館設施常因陋就簡，僅能滿

足基本需求，場館數量及設施內涵也常被檢討與批評。

近年來行政院順應民眾運動需要，增加體育相關經費，

臺灣運動設施之政策

Taiwan's Sports Facility Policy

劉田修、劉昆祐  Tien-Shiu Liu, Kun-Yu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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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世紀末運動商機的擴大帶動我國體育行政部門對

產業的重視，並於民國 88年將產業納入體育運動政

策，組織再造之後，則將運動產業列入政策白皮書且

獨立一個主題並且與全民及競技共同列為三大發展主

軸，從運動彩券發行、運動產業發展條例制定及基礎

產業研究進行等皆是具體產業政策作為，特別是彩券

盈餘充實運動發展經費有具體貢獻，從國際賽事辦理、

場館興建及競技訓練等，而產業規模研究可了解產業

樣態及發展結構且可以作為後續政策制定之依據，同

時，產業輔導工作包括了各種研習活動及專業手冊制

定，有助於知識及經驗的傳承。值得一提的是，基於

運動產業結構多元，發展政策須考量整體產業結構差

異，特別是觀賞性及參與性商品的核心市場。

At the end pf the last century, the expansion of 

sports business opportunities led Taiwan's sports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sports industry; in 1999, the industry was 

included in sports policy and, after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the sports industry was listed in the 

policy white paper as a separate subject and was 
one of the three development themes alongside 
sports for all and competitive sports. Issue of the 
Sports Lottery, formulation of the Sports Industry 
Development Act and research into basic industry 
were all concrete policy actions; in particular, 
the use of the Sports Lottery surplus has made a 
concrete contribution in terms of supplementing 
sports development funding, with respect to 
holding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s, building venues 
and competition training. Through industry scale 
research the industry's patterns and development 
structure can be understood and serve as reference 
for follow-up policy formulation; at the same time, 
industry guidance work incudes various training 
activities and formulation of professional handbooks 
to help with the passing on of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in light 
of the diverse structure of the sports industry, 
development strategy must consider differences in 
industry structure, in particular the spectator and 
participatory goods core market.

21世紀臺灣運動產業政策的演變
The Evolution of Taiwan's Sports Industry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黃煜 Yu Huang

教育部也能依體育署所提之計畫全力協助，各種建置

計畫也都能順利推動。本文列舉與運動設施相關之重

要計畫作說明，分別針對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半戶外

球場與光電球場建置計畫、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操

場及周邊設施整建計畫、營造優質友善運動場館設施

計畫、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充實全民運動

環境計畫，就其實施成果做概要說明，在僅經過不到 6

年之期程，即獲致前所未有之成果，實乃全民之福。

In recent years, as the standard of living has risen 
in Taiwan,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quantity 
and service level of sports venues. In the past, 
sports venues were crude and could only meet 
basic requirements, and the quantity and content 
of venues was also reviewed and criticized. To 
meet the sports needs of citizens, in recent years 
the Executive Yuan has increases sports funding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also been able 
to provide full assistance according to plans put 
forward by the Sports Administration, with various 
establishment plans able smoothly implemented. 
This article explains various sports facility related 
important plans, giving a summary explan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results of the National Sports 
Center, Semi-outdoor Court and Photovoltaic Court 
Establishment Plan, Renovation Plan for School 
Sports Fields and Peripheral Facilities Under High 
School Level, Plan for Building Friendly Sports Venues 
and Facilities and Forward-Looking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program-Urban-Rural Development-
Plan for  Supplementing the Nat ional  Sports 
Environment. In less than six years, unprecedented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benefiting many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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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後的體育政策深受當時的政治氣候所影響，

也受社會經濟發展的像是制約。其體育政策可分為基

本體制的奠定、政治衝擊與轉向、改革開放與轉型、

體育產業與變革、健康中國與體育強國等階段。改革

開放後，隨著有限政府、法制化以及小康社會的推進，

讓最初的體育理想逐步回歸「普及與提高相結合」的

正軌，而且以人為本，希望借助體育促進人的全面發

展。同時，將體育與健康緊密聯繫，讓體育在健康促

進、傷病康復等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通過融合發

展，體育與其他部門的權責將發生變化，全面推進體

育產業的發展。

Sports policy has been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political climate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as well as being limited by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ituation. PRC sports policy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stages of laying down the basic 

system, political impact and change of direction, 

opening and reform and change of direction, 

sports industry and reform, heathy China and 

sports great power.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along with limited government, rule by law and 

well-off society promotion, the original sports ideal 

gradually returned to the right track of "combining 

popularization and increase," with a people based, 

aiming to enter the stage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with the help of sports. At the same 

time, the close linking of sports and health has given 

sports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health promotion 

and disease and injury recovery. Through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sports and 

other departments will undergo chan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fully promoted.

中國大陸體育運動政策之沿革與影響

The Evolution and Impact of China's Sports Policies

李豪傑 Hao-Jie Lee

日本體育總體規劃即體育基本計畫，它是為了體現體育

基本法理念的重要計畫。本文首先概述第 2期體育基本

計畫的檢驗成果，並將重點著重於在此基礎上制定的第

3期體育基本計畫的特徵。 

在第 2期體育基本計畫成果的驗證中，明確了未達成目

標的政策。在第 3期體育計畫中，對於未達成目標的政

策，將繼續努力達成並提出以下新的內容：1.體育價

值的重要性、2.將東京奧運會、帕運會的成果作為體

育遺產繼承、3.確保本計畫的可執行性並強調了循證

政策制定（Evidence Based Policy Making）這一點、

這些就是第 3期體育計畫的特徵。

制定體育基本計畫的今後課題，指出政策參與者與政策

制定的關係。要求體育廳有參與型的政策立案的形成。

Japan's overall sports planning, namely the Sport 

Basic Plan, is an important plan for expressing 
the ideas of the Sport Basic Law. This article first 
summarizes the inspection results of phase 2 of the 
Plan and then focus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hase 3 that is formulated on this basis. 

Clearly, phase 2 did not achieve the policy 
objectives. Phase 3 will continue to try to achieve 
these objectives and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contents: 1. The importance of the value of sport 2. 
Tokyo Olympics and Paralympics as sports legacy 
3. Ensuring the execution feasibility of the Plan and 
stressing Evidence Based Policy Making. These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hase 3.

The future issue of Sport Basic Plan formulation points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cy participants 
and policy formulation. The Japan Sports Agency 
should form participation type proposals.

日本體育總體規劃：第2期體育基本計畫的成果驗證與第3期體育基本計
畫的特徵

Japan's Overall Sports Planning: Verification of the Results of Phase 2 of the Sport Basic 
Pla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hase 3

日比野 幹生、趙倩穎 Hibino Mikio, Zhao Qian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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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近代發展與其體育政策密不可分，韓戰後由於南

北韓關係緊張，著重競技體育來宣揚國威，學校體育

則以培育國手為主。1962年《國家體育促進法》的頒

布為韓國推動各項體育發展的重要里程碑。1980年代

執政者為穩定政權和安定民心發起職業運動，同時期

也成功利用體育活動提高國際能見度，1988年的漢城

奧運被視為韓國國力的轉捩點。舉辦奧運所留下的體

育基金，讓全民運動得以開展，學校體育政策也隨之

轉變。在 2002年世界盃足球賽的影響下，國民對體育

的參與和關注度大幅提升，全民運動的興盛更加速了

運動產業的發展。本文分別整理了韓國在學校體育、

全民體育、競技體育、國際體育與南北韓、運動產業

及體育設施等六項分類下的政策演進與影響。

South Korea's development in recent history has 
been invisible from sports policy. Due to tense 
relations following the Korean War, sport was also 
used to display national power, with school sports 

focused on producing national team athletes.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National Sports Promotion 

Act in 1962 wa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 in South Korea. In the 1980s, 

the rulers launched professional sport to stabilize their 

political power and reassure the peopl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successfully using sport to raise the 

country's international profile. The Seoul Olympics 

in 1988 is seen as a turning point in South Korea's 

national power. The sport fund left after the Olympics 

allowed sport for all to develop and school sport 

policy also changed. Affected by the 2022 World 

Cup, the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and interest in 

sport increased substantially; the popularity of sport 

nationally accelera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 

industr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evolution of policy 

and its influence relating to school sports, sports for 

all, competitive sports, international sport and North 

and South Korea, sport industry and sport facilities.

韓國體育運動政策之演進與影響

The Evolution And Impact Of South Korea's Sports Policies

林蔓繻、Siyun Kim  Man-Hsu Lin, Siyun Kim

簡介美國總統簽署運動法案

Brief Introduction of Signing of the Sports Bill by the US President

林德嘉 Der-Chia Lin

一般人公認，政治不該干涉體育與運動。但，客觀現實

顯示體育與運動都無法擺脫政治的干預。所有國際舉辦

的競技運動賽會，運動員都是以代表所屬國家的身分出

賽。這一行為已經呈現政治與運動競賽蘊含著具深層的

關聯。而這一事實正好說明了，為何即使唯一沒有取得

政府的財力支援的美國奧委會，仍然必須接受國會提案

經總統簽署的運動法案的規範。美國總統簽署的運動法

案雖然對於美國奧委會有所規範，但另一方面也提供做

為支撐美國奧委會的後盾，賦予權力運作一切與體育運

動相關的業務。不可否認美國是自由世界的領航者，在

政經的領域許多國家的政策都以美國為例，美國的憲法

更成為許多自由民主的國家制定憲法的範本。那麼，美

國總統簽署的運動法案，系經過美國參眾兩院的討論正

式通過的法案，確實值得讀者參考，謹此加以介紹。

It is widely thought that politics should not intervene 
in sport. However, objective reality shows that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cannot avoid political 
interference. In all competitive sports events held 
internationally, athletes represent their country. This 
behavior shows the deep connec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sports competition. This fact also 
explains why the US Olympic Committee (US OC,) 
without funding support from the US government, is 
subject to the regulations of the Sports Bill, proposed 
by Congress and signed by the president. Although 
the Sports Bill signed by the US president regulates 
the US OC it also provides it with support, giving it 
the right to handle all operations related to sport.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the US is the leader of the 
free world, and many countries use US policy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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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體育運動組織與政策

Germany's Sports Organizations and Policies

張嘉澤 Jia-Tzer Jang

德國是一個運動國家，擁有許多忠誠的球員和熱情的球

迷。德國的體育運動由大約 91,000個體操和運動俱樂

部組成。對於大約 2,740萬會員而言，運動不僅是一項

休閒活動，更是維持身體健康的方式、負責任的合作、

創造社區活力、團隊精神、公平競爭和寬容等價值觀。

推廣大眾運動是一項由聯邦州政府與市政府執行的國

家任務。聯邦內政部 BMI（des Bundesministeriums 

des Innern）在其部門職責範圍內，支持高競技的體

育運動。聯邦政府推動各級體育運動主要是聯邦內政部

（BMI）的職責。它取決於聯邦政府對德意志聯邦共和

國在國內外的適當全國代表與國際體育關係，以及具有

全國和特殊運動和社會政治意義的中央體育機構、運動

項目和措施的工作任務。這種體育推廣的主要原則是遵

守和維護有組織的體育運動的自主權。中央的任何體育

政策行動都必須承認體育的獨立性和自治權，運動是自

組織的，管理自己的事務。

此外，州政府對運動資金的補貼，前提是體育組織不能

擁有資金，才符合聯邦措施提供全部資金支援。因此，

想要從聯邦政府獲得公共資金的運動組織，必須先用自

己的融資選擇。聯邦政府的財政支持只能是補充性的。

最後，對體育運動的有效支持，需要國家與負責體育

運動的機構和組織之間的密切協調和夥伴關係，這包

括了概念的整合到具體的資助措施。聯邦政府還通過

各部門，特別是在國防軍人部隊、聯邦警察和海關單

英國近年來在奧運獎牌榜成績斐然，其表現植基於政

策的制訂與執行，成為許多國家政策學習的對象，然

而其運動政策並不僅止於菁英運動導向，透過組織資

源整合與長期的策略發展，延伸至全民運動以及身體

活動的推廣，本文透過分析英國運動政策發展脈絡，

分析 1996年後的策略軌跡，回顧近年來所執行的政

策、計畫與活動，以及疫情前後的實務發展方向，提

供英國運動政策制訂與執行單位之整合模式、計畫延

續與執行內容，乃至於趨勢變化。分析結果與回顧內

容可提供運動政策制定、執行與評估的參考。

In recent years, the UK has ranked high of the medal 
board at the Olympic Games, success built on 
policy formulation and execution. Many countries 

have sought to learn from the UK's policies, however, 
its sports policy is not limited to elite sports, through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integration and long-term 
strategic development, it is extended to sports for all 
and promotion of physical activity.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the UK's sports polic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trategic tracks post-1996, 
reviewing policies,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executed 
in recent years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directions before and after the pandemic, providing 
the integration model, plan continuation and 
execution contents and even trends and changes 
of the UKs' sports policy formulating and executing 
units. The results of analysis and contents of review 
can serve as reference for sports policy formulation, 
execution and assessment.

從菁英到大眾：英國全民運動政策發展脈絡初探

From Elite to Mass: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the UK's Sport or 
All Policy

蔣任翔 Ren-Shiang Jiang

reference in the area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the US Constitution, has also been the templat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in many free 
and democratic countries. The Sports Bill signed by 

the US president is a bill that has been discussed 
and passed by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Senate. It is worth using as reference and is therefore 
introduced in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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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有這麼多單項運動協會（International Sports 

Federations以下簡稱 ISF）的國際總會聚集在瑞士？

臺灣能從瑞士經驗得到什麼啟發？筆者援引瑞士在地
實例回答第一個問題的同時，重點是為臺灣參與國際

運動治理提擬可行之路徑 ，包括：透過運動參與國際、

透過國際援助與運動對接、提升體育行政在中央部會

的位階、參與國際運動治理。四個提案都需要長期耕

耘，惟前三項著重在制度面、組織面，比起第四項（偏

個人層級）或許較能降低個人（不確定）因素對臺灣

利益可能造成的負面衝擊。

Why are so many International Sports Federations 

(ISF) headquartered in Switzerland? What can 
Taiwan learn from this? While answering these 
questions, the author aims to propose a feasible 
action plan for Taiwan. It includes international 
exposure through sports,  interface between 
international aid and sports, sports administration of 
higher rank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dividual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sporting world. Long-
term investments are required, with highlights on 
the first three that are more of institu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concerns. Compared to that, 
effectiveness of Taiwan's international outreach 
might be reduced by the fourth that is more 
individual-oriented and has more uncertainty.

國際運動總會高度聚集在瑞士對臺灣體育行政的啟發
The high intensity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Federations in Switzerland: lessons for Taiwan

曾健准 Chien-Chun TZENG

位共同促進體育運動，為進一步發展高競技運動做出

了重大貢獻。在德國體育政策的推廣是由上而下全面

合作共同執行的，其目標是促進競技運動和高級競技

運動以及大眾運動發展，並透過體育法的制訂，保護

競技運動訓練與贊助者相關權利，達到政府與聯邦州

政府對運動共同的目標：我們是運動的德國（Wir sind 

Sportdeutschland）。

Germany is a sports country with numerous loyal 
football players and fans. German sport is based 
on around 91,000 gymnastics and sports clubs; to 
the roughly 27.4 million members, sport isn’t just 
a leisure activity, it is a way to stay healthy and 
to nurture the values of responsible cooperation, 
creating social vitality, team spirit, fair competition 
and tolerance.

Promoting mass sport is the task of state and city 
governments. Within its scope of responsibility, 
the federal Ministry of the Inter ior (BMI: des 
Bundesministeriums des Innern) supports highly 
competitive sports. Promoting sports at all levels is 
mainly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BMI. It depends on 
the suitable national representatives domestically 
or overseas and international sports relation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or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and the work of central sports institutions, 
sports and measures that have national and special 
sports and socio-political significance. The main 
principle of this sports promotion is respecting and 

protecting the autonomy of organized sports. 
Any central government sports policy action must 
recognize the independence and right to self-
governance of sports; sport is self-organized and 
manages its own affairs.

Also, state government subsidies for sports have the 
precondition of sports organizations cannot have 
funds to quality for full federal funding support. 
Therefore, sports organizations that want to receive 
public funding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ust 
first use financing.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an only be supplementary. 

Finally, effective support for sports requires close 
coordination and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responsible for 
sports. This ranges from concept integration to 
concrete financial assistance measures. Through 
various departments, especially the military, federal 
police and customs unit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promotes sports and mak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ghly competitive sports. 
Sports policy promotion in Germany is top down and 
joint execution with full cooperation; the objective 
i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high level competitive sports and mass sports. Also, 
through setting of the Sports Act, sports training and 
sponsor related rights are protected. The overall aim 
is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of the federal and state 
governments of: We are sports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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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約  CONTRIBUTIORS

壹、本刊宗旨

以宣導我國體育政策制度、報導國家體育

動態、介紹國際跨文化體育現況及促進國際體

育交流為宗旨。

貳、本刊內容

政策導向、各期專題、署務報導、法令規

章、新知交流、運動廣場、十步芳草、運動畫

頁、專題英文摘要、大事記等。

本刊 213期國民體育季刊「運動文化永

續發展」相關邀稿子題，臚列如次：

一、體育運動文化數位典藏計畫永續發展

二、臺灣運動文物盤點之永續發展

三、臺灣民俗運動文化傳承與發展

四、臺灣原住民運動文化之永續發展

五、體育博物館之永續發展

六、臺灣奧林匹克運動文化之永續發展

七、臺灣棒球歷史記憶的保存

八、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文化永續發展

九、美國運動賽事之永續發展

十、2020東京奧運會後文化傳承與永續發展

十一、倫敦奧林匹克公園之永續發展

十二、英國運動賽事與歐盟各國之交流
截稿日期112年1月15日

參、投稿須知

一、格式：

（一） 版面採A4直式，文稿採由左至右橫

向，並於右下方註明頁碼。

（二） 分段寫作，段首空二字，段落之間不空

行，設定為1.5倍行高，左右對齊。

（三） 中文採標楷體14號字，全形標點符號﹔

英文採Times New Roman 14號字，半

形標點符號。

（四） 參考文獻用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iation,APA）

格式。人文社會得用其他格式。

（五） 裝訂順序為首頁、中文摘要及關鍵詞、

正文、註釋、附錄、參考書目。

（六） 首頁內容包括：（1）題目；（2）姓名（含

簽名）；（3）任職機構及職稱/就讀學

校及身分；（4）E–mail；（5）聯絡電話；

（6）通訊處；（7）相關說明。

（七） 稿件請存為Word 文件檔（.doc）。

二、 內容：限於篇幅，來稿以3,000字為原則。

三、 來稿如經採用，該文著作財產權即歸屬本刊

所有。如因編輯需要，本刊有刪改權，不願刪

改者，請註明。

四、 凡曾於其他刊物發表者，一律拒絕刊登。有

抄襲者，文責自負。

五、 來稿無論錄取與否，一律不退件，請自行留存

底稿。

六、 來稿請寄：103臺北市大同區民權西路108號

8樓國民體育季刊編輯部（請附文字稿及電子

檔）或Email：wdnsq.edit@gmail.com。

七、 聯絡電話：（02）2553-6152轉56。

 傳真：（（02）2553-6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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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審查方式：來稿之審查，分為形式審查與實
質審查兩階段。

一、 第一階段形式審查：

 稿件先由執行編輯與主編委員進行形式審

查，若有不符合本刊徵（邀）稿格式，應請作

者修正後再行投稿，或交由執行編輯依照本

刊格式，協助作者編排完成後通知作者。

二、 第二階段實質審查：

（一） 通過形式審查之稿件，依性質由主編

委員與相關領域之編輯委員討論，商

請專家二位進行實質審查。

（二） 實質審查採雙向匿名方式辦理，審查

人員須填寫審稿意見表，並提出審稿

意見後交至編輯委員會審議。

（三） 二位實質審查人之意見依下列方式處

理：

處理方式
第二位評審意見

刊登 修改後
刊登

修改後
再審

第三位
評審

第
一
位
評
審
意
見

刊登 刊登 修改後
刊登

修改後
再審

第三位
評審

修改後
刊登

修改後
刊登

修改後
刊登

修改後
再審

第三位
評審

修改後
再審

修改後
再審

修改後
再審

修改後
再審 退稿

退稿 第三位
評審

第三位
評審 退稿 退稿

（四）是否刊登文件，均應將評審意見等函送

投稿人，並說明處理方式。

伍、審查結果：由編輯委員會議依審查意見，

作成綜合意見決定之。

陸、稿件修正與刊登：

一、凡經編輯委員會決議刊登之稿件，投稿者須

根據審稿意見及本刊格式要求修改，並於

規定期限內寄回修正稿件、修正說明或答

辯說明。

二、 寄回之修正稿件如未能依前開要求修改或

適當答辯者，經編輯委員會之決議，得暫緩

或撤銷刊登。

三、 獲同意刊登之稿件，經執行編輯通知後，作

者需於一星期內寄回修正稿件、著作財產

權讓與同意書，以利出版。

四、 再審稿件，應依評審意見逐項回應說明，以

利審稿委員再審。

五、 文稿付印前再送請作者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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