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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官網 2021/10/14 新聞稿：世界衛生組織(WHO)近日召開視訊會議商討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影響，並釋出宣傳簡報《公平競爭：齊心打造堅韌

體能活動體制》(Fair Play: Building a strong physical activity system for more 

active people)，緊急呼籲各國公衛、運動、教育及運輸部門決策者升級，秉持兼容

原則打造計畫、服務及更安全的環境，促進各社群從事體能活動。目前全球有許多人

缺乏安全場所從事健走、跑步與自由車等活動；此外，現有運動場所亦無法滿足老年

及身障人士的需求。該簡報凸顯各國當前面臨的重要挑戰與契機，包括如何建立更公

平的體能活動及運動體制，並呼籲所有夥伴加強合作，更支持各國付諸行動推展各式

體能活動，照顧各年齡層與不同運動程度的人口。簡報不但指出全球人口若能積極運

動，每年約可避免多達 5 百萬人死亡，亦提出三大行動提升運動參與：（一）強化跨

部門合作以串連所有人實踐有效計畫、服務，並創造安全環境；（二）強化治理架構

與規範，確保環境安全無虞，可為兼容計畫、體能活動及運動所用；（三）拓展、深

化及革新財務機制以打造永續堅實系統，有助各年齡層及運動程度之人口從事體能

活動及運動。  

國際運動資訊 

 

1. WHO 重視安全運動 呼籲各界通力合作守護人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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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ho.int/news/item/14-10-2021-who-calls-for-better-and-fairer-opportunities-for-physical-activity-to-improve-mental-and-physical-health


 

IAEH 官網 2021/10/6 新聞稿：夏季奧運單項運動總會聯合會(Association of 

Summer Olympic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s, ASOIF)今釋出《賽事影響力通用評估

指標》(Common Indicators for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Events)，首次以數據點

建立標準化機制，供利害關係人有效衡量運動賽事價值。該報告由 ASOIF 商業諮詢

小組(Commercial Advisory Group)監督完成，清楚整合可用數據以確保不同賽事的

數據蒐集與回報項目一致，協助業界向投資方與決策者展現賽事真實價值。該報告為

活動籌備專才提供實用工具，包括定義 30 項「投入績效指標」(input KPIs)、50 項

「產出績效指標」(output KPIs)與 10 項「成果」(outcome)，適用於整個賽事生命

週期，權利持有人與賽事夥伴將可依據賽事目標蒐集所需數據。此外，各項指標與指

引均符合聯合國(UN)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國際最佳實務與跨政府工作，有助推展

其他國際倡議計畫，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之國際賽事與地方發展建議事項》

(OECD Recommendation on Global Events and Local Development)，呼籲「各

機構制定嚴謹標準，以利比較不同地域的不同賽事，確實監督公共支出及各層面影

響」。倘若越多組織採納通用指標，各組織越能借鑑過去經驗，讓數據蒐集更具成本

效益，也為投資夥伴提高賽事投資報酬、改善回報效率。ASOIF 與國際活動主辦單

位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ent Hosts, IAEH)今年 5 月簽署合作備忘錄

(MoU)，為賽事主辦單位及國際權利持有人確立通用指標，大力支持雙方成員採用報

告指標。ASOIF 與 IAEH 下一步將合作爭取第三方組織支持，提升工具實用性以進一

步支援賽事影響力評估。  

 

2. ASOIF 釋出賽事影響力通用指標 促進標準化衡量運動賽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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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venthosts.org/2021/10/common-indicators-for-measuring-the-impact-of-events/


 

OCA 官網 2021/10/10 新聞稿：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Olympic Council of Asia, 

OCA)昨於科威特總部與韓國的國際運動策略基金會(International Sport Strategy 

Foundation, ISF)及享譽盛名的韓國國民大學(Kookmin University)簽署合作備忘錄

(MoU)，將共同設立亞洲奧林匹克學院(Asian Olympic Academy)，藉由亞洲奧林匹

克活動促進區域內相關教育。此外，ISF 將在 11 月 1 日於首爾舉辦 2021 國際運動

職涯研討會(International Sport Career Conference 2021)，齊集體壇領袖共商「從

後疫情時代視角看國際運動前景」(With Covid-19,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Sport)，

Husain Al-Musallam 總幹事(Director General)亦代表 OCA 獻上誠摯祝福，期許研

討會圓滿成功。Al-Musallam 表示，「我相信運動能凝聚世界各地的人，實踐和諧、

友善與和平的國際社會。亞洲在內等世界各國作為奧林匹克活動 (Olympic 

Movement)的一份子，將積極行動確保所有人都能學習從事運動且樂在其中。ISF 素

來致力提升運動價值，不愧為全韓國的國際運動中心，更顯該研討會別具意義。我相

信韓國辦研討會對該國體壇影響至關重要，不但可培植體育人才、拓展學習版圖，更

有利明日之星帶動亞洲以外的國際體育發展。」  

 

3. OCA 聯手韓國 ISF 及國民大學 共同擘劃亞洲奧林匹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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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casia.org/news/2400-oca-signs-mou-for-asian-olympic-academy-in-korea.html


 

IOC 官網 2021/10/10 新聞稿：去年 COVID-19 導致 2020 東京奧運(Tokyo 

2020)延期一年，各國菁英選手身心狀態遭遇重大挑戰；今夏 Tokyo 2020 盛大登場，

美國體操天后 Simone Biles 女士以心理健康為由退賽引發國際社會一片譁然，運動

場內外的心理健康議題遂攫取大眾關注。國際奧會(IOC)素以運動員心理健康為首要

任務，盼藉 10 月 10 日世界心理健康日(World Mental Health Day)呼籲世人重視身

心議題，付諸行動力挺選手。IOC 數位教育平臺「運動員 365」(Athlete365)本月將

主打心理健康專文、訪談與交流，期能提升相關知能，減少運動員心理健康污名化現

象，呼應 Biles 所言：「不 OK 也 OK。」教育平臺及官方社群帳號均可瀏覽相關內容。

10 月專題擬以現行資源為主軸，為選手提供日常的心理健康管理策略，並聚焦求助

的時機與方法；另外，平臺設有教育內容供教練及隊職員辨別選手的心理病徵，即時

了解其身心狀況並給予適當支援。本專題將成為平臺常設內容，供選手、教練及隊職

員隨時取用；而 Tokyo 2020 從奧運選手村發起的 #MentallyFit 活動頁面 也彙整

大量心理健康資源與專家意見，有需要的選手及團隊可立即參閱。  

 

4. 「不 OK 也 OK」IOC 世界心理健康日倡選手身心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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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lympics.com/athlete365/mentally-fit/
https://olympics.com/ioc/news/supporting-athletes-mental-health-on-and-off-the-field-of-play


 

sportanddev.org 網站 2021/10/11 報導：2020 東京奧運(Tokyo 2020)組委會

為發揮賽事影響力，擬定各項永續計畫，期能創造有形及無形遺產，「以利推動城市

遺產更上層樓，豐富在地居民未來數年的生活」。可惜 COVID-19 攪局，主辦方執行

計畫期間遭遇重重阻礙，難以按部就班推動遺產發展。不過，談到賽事遺產就必須先

了解，每個人對遺產的定義各有不同。2010 溫哥華冬季奧運暨帕運組委會

(Vancouver Organising Committee for the 2010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John Furlong 前主席兼執行長受邀參與 2017 年「共築美夢首爾論

壇」(Dream Together Seoul Forum)表示，「聽到大家在談遺產很有意思，我想在場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詮釋；然而無論如何定義或描繪，所有人都認同遺產成果至關重

要。」言下之意是每一屆奧運會的遺產成果均應以特定願景、目標及在地民情作為評

估判準，改變歷來的評估方法勢在必行。以東奧「打造遺產——超越 2020」(Building 

the Legacy - Beyond 2020)計畫為例，主辦方期許透過教育內容培養未來世代的奧

運暨帕運精神，「種種激勵人心的回憶將為每個孩子留下無可替代的心靈及物質遺產，

一點一滴滋養他們對未來的想像。」 

  

 

5. 賽事遺產評估極需革新 瞄準在地與全人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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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portanddev.org/en/article/news/defining-and-measuring-social-legacies-sport-events


 

2025-2028 年奧運循環期間，GAISF 旗下會員的旗艦賽事，目前還有高達 91%

尚未開始申辦。這些賽事包括全球最盛大的賽事，例如 2025 和 2027 世界田徑錦標

賽、2027 國際籃球總會（FIBA）男子籃球世界盃，另外板球和橄欖球的男子世界盃

亦將於 2027 年舉行。2026 年大英國協運動會和 2025 年冬季和夏季世大運的主辦

城市，皆預計於 2021 年選出。 

每年尚未決定主辦城市的賽事數量→2025 年：79 項賽事；2026 年：87 項賽

事；2027 年：95 項賽事；2028 年：66 項賽事。 

尚未決定主辦地點的精選重要賽事 

運動 賽事名稱 

田徑 2025-2027 世界田徑錦標賽  

籃球 2027 男子世界盃籃球賽 

板球 2027 板球世界盃  

自由車 2025-2028 世界自由車公路錦標賽 

冰上曲棍球 2026 女子冰球錦標賽  

綜合性賽會 2025 & 2027 大英國協運動會 

綜合性賽會 2025 & 2027 世界大學冬季運動會 

綜合性賽會 2025 & 2027 世界大學運動會 

聯合式橄欖球 2027 世界盃橄欖球賽(男子)  

排球 2026 世界男子排球錦標賽 

 

 

 

 

6. 2025-2028 年的賽事主辦-主辦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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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級疫情警戒及邊境管制下，舉辦國際賽事或會議防疫應變計畫審查標準，針

對外國參加活動者的防疫配合事項有以下的審查內容： 

 各參加國需指派至少 1 名專責人員，擔任防疫事項窗口及負責與我國人員接洽。 

 國際總會及外國活動參加者均已充分瞭解我國最新防疫政策及相關措施，包括

14+7 居家檢疫方案。 

 確診者應立即接受隔離治療，並配合地方政府及指揮中心疫情調查，依接觸者匡

列結果，執行居家隔離、自主健康管理或自我健康監測等管制措施。主承辦單位

屆時應依疫調及接觸者匡列結果，決定全部或部分活動停辦。 

 已明訂確診費用支付對象，並排定返國作業。 

夯運動 in Taiwan 報報 

防疫小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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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9 日起至 11 月 1 日指揮中心調整戴口罩規定 

 

體育署防疫原則說明 Part 5 

https://www.cdc.gov.tw/Uploads/Files/c4667b82-efe5-495b-9433-c8670219e077.png


 

臺灣運動創新加速器團隊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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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VEL 集結全球約 2 萬名創作者及 300 萬名使用者的多媒體運動

平臺，藉由賦予創作者上架的作品所有權，提供創作者、出版方使

用者雙向互利的運動多媒體平臺。 

VAVEL 

VAVEL-串聯全球創作者及使用者的運動媒體平臺 

Javier Robles 

CEO 

javier@vavel.com 



 

 

 

  

行政作業 FAQ 

國際體育交流 
相關規定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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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辦單位應何時完成經費核撥及核銷結案 

A：所有經費補助案，依規定應於當年度 12 月 15 日前完成核銷結案。 

 依補助辦法申請補助者，年度工作計畫經核定後，調整工作計畫送署辦理撥付第 1 期款；

第 1 期款執行率達 80%，即應送本署辦理核結並請撥第 2 期款。計畫執行完畢後，將全

年度所有活動的成果報告、收支結算表和原始支出憑證，於當年度 12 月 15 日前送達本

署核辦。 

 依基金要點申請補助者，補助案經核定後，檢附領據送署辦理撥付二分之一經費；並應

於活動結束後 2 個月內，將收支結算表、原始支出憑證及成果報告，送署辦理核銷結案。

如為賽事經費核銷，除檢具收支結算表及原始支出憑證，應檢附成果報告表、成果報告

書、3 分鐘精華影片、授權使用影音、文字、圖像同意聲明書、因應國際賽事觀眾爭議事

件處理作業檢核表、受補助單位辦理國際賽經費核銷檢核表、觀光局資料庫登錄證明或

其他經指定應附文件。 

 依基金要點申請補助，補助金額 200 萬元以上者，應再檢附會計師簽證，併經費核結資

料提報。會計師應了解本署補助計畫之相關規定及核結規範，就補助計畫收支款項確實

查核。 

Q11：主（承）辦單位應何時完成經費核撥及核銷結

案？ 



 

教育部體育署 10 月 12 日於臺中舉辦「2021 夯運動 in Taiwan 交流分享會」，

採實體與線上同步舉行，呈現臺灣品牌運動賽事多元面向。 

此次交流分享會的重頭戲之一的臺灣品牌賽事 DEMO，邀請到「臺灣品牌國際

賽網路人氣票選」前 10 名之賽事單位，包括萬金石馬拉松、臺北羽球公開賽、臺灣

米倉田中馬拉松、臺灣南投國際男子曲棍球邀請賽、U12 世界盃少棒錦標賽、諸羅

山杯國際軟式少年棒球邀請賽、日月潭萬人泳渡嘉年華、臺北馬拉松、國際慢城鳳林

盃軟式網球錦標賽等賽事，依序上台進行簡報 DEMO 分享。 

各賽事單位在分享過程中毫不藏私，以淺顯易懂的方式，分享賽事在行銷力、收

視力、參與力、經濟力等四個面向的特色及內容，另外也有提到面對新冠疫情所遭遇

到的困難，以及展望明年，若是疫情狀況許可的話，必定會繼續舉辦受國人喜愛的國

際運動賽事。透過 DEMO 分享，不僅促進彼此間的互動交流，同時也讓與會來賓們

都聽得津津有味、收穫良多。 

最後，由優化體育計畫主持人林廷芳董事長頒發感謝狀給參與「臺灣品牌國際賽

網路人氣票選」的 35 場賽事，而體育署林哲宏副署長頒發 10 場人氣賽事豐富的獎

項，讓表揚活動圓滿結束。 

 

 

 

 

 

 

  

【臺灣品牌賽事 DEMO】網路人氣賽事 X 品牌開講 
2021 夯運動 in Taiwan 交流分享會 

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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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優化體育計畫主持人林廷芳董

事長與參與「臺灣品牌國際賽網路人

氣票選」的35場賽事單位代表於2021

夯運動 in Taiwan 交流分享會進行合

影留念。） 

（圖：教育部體育署林哲宏副署長與

參與「臺灣品牌國際賽網路人氣票選」

的 10 場人氣賽事代表於 2021 夯運動

in Taiwan 交流分享會進行合影留念。） 

https://www.facebook.com/huntSportsinTaiwan/


 

 

 

 

 

 

 

 

 

 

 

 

 

 

 

 

 

 

 

 

 

 

 

 

 

 

 

• 報名方式： 

即日起所有課程皆改為線上授課 

請點擊報名連結 https://reurl.cc/Kr4X5g 或掃描右方 QR Code  

• 聯絡窗口： 

 電話：02-2366-0812 

    王先生，分機 266，E-mail: hank_wang@nasme.org.tw 

    魏小姐，分機 264，E-mail: zora_wei@nasm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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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研習課程 
課程預告 

https://reurl.cc/Kr4X5g


 

 

 
體育詞彙 

跨部門合作（夥伴）關係 partnerships across sectors 

運動場內外；賽場上跟賽場下 on and off the field of play 

退賽 step back from competition 

隊職員 entourage members 

遺產成果 legacy outcomes 

體育常用片語/例句 

• 賽事影響力評估 sporting event impact evaluation 

ASOIF 與 IAEH 下一步將合作爭取第三方組織支持，提升工具實用性以進一步支

援賽事影響力評估。 

ASOIF and IAEH will collaborate to obtain additional support from third-

party organisations to enhance the tools available for sporting event 

impact evaluation. 

 

夯運動雙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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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持續關注「夯運動 in Taiwan」粉絲專頁 

最多元、最即時的國際運動賽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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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國際及兩岸體育交流活動計畫等
相關申請規定、程序與注意事項 

請參閱「國際及兩岸體育交流工作手冊」 

 

報名品牌研習課程強化行政知能、

建構品牌概念 

請參閱報名表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