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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廣城抑趕距之建動設施規劃政茉

 文．葉丁鵬、周宇輝

 賣、我國現階段運動設施之現況與發展營運，已成為目前政府推廣體育發展重要的理念之

 方向一，除可減輕政府日漸沉重的財政負擔外，亦可透

 健康的國民是國家最大的資產，國民體能是國過民閒機構之專業企業管理能力，提升運動設施之

 家競爭力的基石，我國國民之平均體能狀態遠低於"營運效益，並帶動運動產業之發展，對全民運動的

 歐美先進國家，與鄰近東亞各國相較亦有待提升，推蘆早有正面的意義。
 為此，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於99年提出「改善國民運以臺北市為例，臺北市之運動和休閒空間的質

 動環境與打造運動島計畫」，擬採「硬體(改善國與量均嚴重不足，無法力便市民就近運動以培養良

 民運動環境)」與「軟體(打造運動島)」兩力面好的撞動習慣，且校園運動設施開放供居民使用之

 同時切入，共同打造臺灣成為一座健康活力的運動政策，，受開放時間不長、無法完全滿足市民不同的

 島，並將提供高品質及平價的運動環境列為施政綱使用時段需求、課後設施無人管理，及學校與居民

 木，以「樂在運動，活得健康」做為推展全民運動使用管理權責劃分不清等現實狀況之影響，效果有

 之理念，積極推展全民運動。限。有鑒於此，臺北市政府逐於民國91年起，率先

 我國早期之運動設施規劃已無法滿足現今民眾推動於臺北市12個行政區中各設置一座運動中心，

 之運動需求，且整建、改善之速度不及現今休閒運以方便各區市民利用閒暇就近進行休閒運動、杜區

 動的多元化發展，造成目前運動設施數量不夠、空交流、終生學習、藝文活動，進而提升市民健康體

 間不足或品質不良之狀況，進而阻礙全民運動之發適能，打造健康城市政策、養成市民終生運動習

 展。為改善前述之問題，並符合民眾各項多元的運慣，希冀透過運動中心之積極營運，以落實「處處

 動需求，運動設施之規劃與建設須儘可能地考量地可運動」、「人人喜愛運動」、「時時皆可運動」

 方特色、民眾運動休閒需求及永續發展等因素，此之目標，進而提升市民生活品質，打造洋溢青春、

 外，有別於以往運動設施之興建與營運大多仰賴公充滿活力的「國際化健康優質城市^    (臺北市體育

 部門的概念，鼓勵民間積極參與運動設施之建設與白皮書，2002)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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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臺北市12座運動中心皆已全數廠用並委外運動、休閒及活動之場所，亦可協助發展地方特色

 營運，臺北市政府每年除可由委外營運廠商處收取運動，或支援當地地區性運動賽會活動。國民運動

 約300至900餘萬元不等之權利金外，每座運動中心中心除基木之設施管理與服務外，其硬體建置內容

 每年可服務之人次高達70萬至100萬人次不等，由以較受民眾喜愛、使用率較高的設施為主，故國民

 此可見運動中心在擴大運動人口及養成民眾規律運運動中心中之基木設施須包含國人較喜好、需求量

 動習慣之功效上，作用斐然。較大、且營利性較高之室內溫水游泳池、體適能中

 為整合上述之目標與問題，並吸納臺北市運動心、韻律教室、羽球場、桌球場等核心設施，以契

 中必之推展經驗，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逐於「改善國合民眾運動需求，並達成「市場良性營運目的」。

 民運動環境計畫」中之硬體設施發展策略中，採雙此外，「國民運動中心」亦須同時兼其「公共政策

 軌發展之策略分頭進行，在人口較集中之都會區，目的」，故將綜合球場亦納入成為核心設施，以利

 與設「國民運動中心」，並在全國各地進行「改善留設一大跨度空閒，於公益時段辦理杜區體育推廣

 國民運動設施」，以改善國民運動環境、兼顧各地活動及相關賽會，不但可避免或降低公益時段對羽

 力區域之均衡發展、保障國民運動權益、養成國人球場營利性之擠壓，亦可於羽球場供不應求時，將

 規律運動、強化國人健康體能狀況，並振與發展運綜合球場機動調整為羽球場，或將場地對外租借成

 動休閒產業。為不受天候影響的室內籃球場，或支援杜區其他活

 動需要供作其他用途使用。前述六大必要之核心

 運動設施的最適規模(空間大小)及設施等級，須依

據各與建國民運動中心所在基地實際之市場供需狀

 況、民眾運動風氣、民眾付費意願、基地周邊之競

 爭場館種類與數量，及整體造價經費多寡，綜合考

 量後加以訂定。

 此外，為了提高民眾使用意願，發展地力運動

 特色，各縣市政府可視區域特性與需求，規劃建置

 其他能契合並推廣當地風俗民情的特色運動空間，

 ▲運動中，b在提升運動人口及養成民眾規律運動習慣上，成並視當地未來辦理地區性運動賽會之情況需要、基
 效斐然。(攝影/林嘉欣)地與經費條件，酌量將辦理賽會所需之設施需求，

 貳、國民運動中心之定義、目傭與規劃列入國民運動中心之硬體規劃中，以達成「符合國

 原則民生活型態」、「符合國際潮流」、「以民眾休閒

 「國民運動中心」乃指建置於人口密集之都為主體」、仁融入在地特色與運動文化」、「契合

 會區、並以室內運動為主的設施，可作為民眾日常體育政策發展需求」、「培養運動設施營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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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支援辦理運動賽會」等七大目標。通便利、人口密集之區位，故國民運動中心所在區

 根據上述規劃之目標概念，將國民運動中心域及其服務圈(即服務半徑地理範圍內)之人口數

 定義為「在地民眾日常運動休閒之便利場所」，供是該國民運動中心是否具有良性營運之初步評估指

 民眾就近運動、舉辦社區體育推廣活動、支援或辦標。國民運動中心之服務圈可分為「核心服務圈」

 理地方體育賽事，因此，其屬性為「公益性公共設及「衍伸服務圈(涵蓋核心服務圈)」，兩者所代

 施」，以提供民眾公共服務為其設置基礎，故運動表之意涵不同。

 中心除提供運動、休閒、藝文娛樂、杜區交流之場經常來使用國民運動中心之主要客群係分布於

 所功用外，更扮演積極促進民眾從事生涯運動、生核心服務圈內，故核心服務圈內之總人口數及其運

 涯學習與充實文化生活的社會教育功能。綜合上述動消費能力是國民運動中心是否損益平衡的關鍵因

 之論述，國民運動中心之規劃原則如下所示:素，依據體委會在98年所做民調之結果，運動中

 (-)木計畫人口密集地區優先與設。心周邊步^Tl5分鐘距離範圍內是最多民眾可接受

 (二)運動中心設施以綜合性全民健身為主(溫水游之範圍，故若以民眾步^^-^5分鐘、以平均步行速

 泳池、體適能中心、韻律教室、羽球場、桌球度1．^^^/s做計算，國民運動中心之核心服務圈半

 場及綜合球場等六項必要設施應優先規劃)，徑為口公里，核心服務圈面積範圍約為3km2 ( 300

 以發展政策性運動重點項目為輔。公項)，在這範圍中的民眾是國民運動中心之主要

 (三)因地制宜、整體考量，規劃符合當地需求之特消費客群。以「核心服務圈範圍」為基準，將「臺

 色運動設施。北市運動中心營運之財務狀況」與臺北市各行政

 (四)建築空閒朝多元化、多功能及當地民眾需求度區「人口密度(人/km2)  J交又分析，結果呈現若

 高之運動種類規劃。「核心服務圈之人口數」大於10^000人時，則該運

 (五)現有使用率低之空間及場館，若其座落區位之動中心良性營運之機率較大，惟各縣市國民運動中

 交通便利性及人口稠密度夠，亦可採整(修)心核心服務圈中人口之運動頻率、習慣及消費能力

 建轉型，並非一定要以新建方式辦理，公園或與臺北市民之特性不同，無法僅依據臺北市之經驗

 校園之一隅適合興建者亦同(少子化後學校整類推到各縣市，因此各縣市之可行性評估仍須進行

 併所空出之校園空閒亦可規劃為運動中心)。在地的市場供需調查，冉依據在地調查結果推估是

 (六)設施應考慮適合各年齡層及弱勢族群(行動不否其有良性營運之機率。

 便者、婦女或老年人等)使用。「衍伸服務圈」則代表國民運動中心服務所

 能擴及到的最遠區域範圍(即最大服務範圍)，

 一石、國長運動中心基地遴選重點以民眾可接受之車程距離推算衍伸服務圈，根據

 一、國民運動中心服務圈之人D數體委會98年所作之民調顯示，大部分的民眾願意

 國民運動中心要能良性營運，一定要座落於交花費16^30分鐘車程時閒到達運動中心參與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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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國內都會區平均行車速度4Okm/hr及車程15分鐘動中心推動成功之關鍵因素可綜整為「民間參與之

 推算，國民運動中心之衍伸服務圈涵蓋面積約為可行性」、「施政之優先性」及「各縣市政府計畫

 30,000公填(半徑lOkm)，即以運動中心為圓心，執行能力」等三大主軸(如下圖所示)，簡述如後。

 其周邊30,000公填範圍內的人口數，係屬於該運動

 中心的潛在顧客，凡衍伸服務圈內人口數達15萬人

 者，皆可列為與設國民運動中心之候選城市。

 二、服務圈現有設施之互補整台

 國民運動中心之基地遴選，應以上述民眾日常

 生活服務圈為規劃基礎，經實際在地市場調查釐清

 服務圈及其市場供需狀況，強化國民運動中心與鄰

 近設施之角色功能互補效用，釐清基地鄰近之運動

 設施配置密度與使用情形，並就服務圈域內文化、

 教育、藝文及休閒等多功能設施數量及需求功能併

 予考量，以強化國民運動中心與鄰近設施之角色功

 能互補效用，增強區域整合之功效，進而擴大民間

 資金投入之效益，提升民間參與之意願及營運可行

 性。雖營利及盈餘並非國民運動中心營運管理之首

 要目標，但國民運動中心仍須以其委外誘因、至少

 能自給自足作為其營運管理之基礎，故國民運動中

 心之選址評估、規劃量體及建置內容，應融入市場

 營收與營運成木考量，有鑑於此，規劃時應盡可能

 找尋契合地力市場需求之設施項目與規模，以利增一、民間參與之可行性

 大服務人次、提升獲益機會，並透過節能省碳之設運動設施與建發展策略須與「運動市場現有供

 計手法來降低未來之營運成木，以提高民問業者參需與未來發展趨勢」緊密結合，力能在設施能創造

 與經營之意願。．盈餘、有利可圖之條件下，吸引民間專業人才及資

 源投入，共同開發公共運動設施，故推動國民運動

 肆、國民運動申仙推動成ID之關鍵因素中心時，首重「民間參與之可行性」，須確保國民

 為使國民運動中心發揮最大的效益，並達成前運動中心之設施能確實切合市場之需求，再依據相

 述七大目標，國民運動中心推動時須嚴格控管下列關規定辦理先期規劃與促參可行性評估，確實衡量

 因素，以利國民運動中心能順利推動成功，國民運並做好「計畫興建基地之交通便利性」、「計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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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基地之區位條件好壞」、「設施所在市場之胃納品質」列入後續追蹤及施工查核之重點項目，以確

 量(市場需求量大^^^」、「市場中競爭場館之狀保執行結果能吻合預期目標。

 況」、「民間參與運動設施營運(投資)之意願」
 *松"""私心匕卜卜咕八心吋~昨冉*~"

 及「民閒參與初步可行性評估(合財務效益)」等伍、因應城鄉差距之運動設施規劃原則

 評估工作，方能確保其委外營運招商成功。我國現行公立運動場地設施6萬餘座中，以新

 二、施政之優先牲北市佔近26%為最多，其次為臺北市佔18%，而澎

 公共福祉及國家發展往往是政府施政及擬定政湖縣、連江縣及金門縣等離島地區，因受地理環境

 策時所須關注之焦點，國民運動中心亦須扮演「兼限制，基礎公共設施普遍較差，僅佔0．5%以下，由

 顧公共福祉」與「推動國家發展」之任務，故在規上述分析可知城鄉差距懸殊，且人口密度較低的偏

 劃國民運動中心時，須兼顧「國家全民運動與競技遠地區，往往因民眾之運動消費能力較低而呈現運

 運動發展政策」、「縣市重點推廣或地方特色運動動設施無法創造營收、營運與維護經費常有不足之

 項目」、「設立公益時段以確保弱勢族群之運動平現象，若僅以損益平衡之財務觀點衡量是否要與建

 等權」及「支援國內或國際運動賽會政策」等施政運動設施，將造成強者恆強弱者恆弱、城鄉發展嚴

 優先性，並考量與地方運動組織及社團充分合作，重失衡之不公平現象，有違全民皆應享有參與

 以利推動全民運動。運動的權利，亦無法落實偏遠地區民眾的「運

 三、各縣市政府計畫執行能力動人權」。

 由於國民運動中心係中央補助、地力執行之模雖運動設施之規劃與建設須儘可能地考量市場

 式，各縣市政府是國民運動中心設計、與建、委外需求及永續發展等因素，但對於無法引發民間業者

 之主辦機關，為確保國民運動中心之成功，須有賴參與設施委外營運興趣、無法達到設立國民運動中

 於各縣市政府之投入，且國民運動中心之推廣涉及心條件之區域，基於均衡資源分配之政策目標，體

 眾多之專業領域，須賴縣市政府各局處相互整合，委會也會將其需求納入「改善國民運動設施」中，

 方能畢其功於一役，故各縣市政府須成立跨局處專期使每一位國民都能享受到運動所帶來的好處，以

 案小組，以綜整協調並進行規劃力向、執行品質與提供完善運動休閒環境，引導民眾從事良好運動休

 進度期程之管控，加強委外營運可行性評估之作業閒習慣，促使民眾擁有強健體魄，導正杜會風氣，

 品質，以確保後續招商之成功。並兼顧各地方區域之均衡發展。

 除前述「機關資源之投入程度(跨局處行政體基於上述理念，體委會將在兼顧運動設施城鄉

 系與財力之投入)」外，「設施用地取得與土地徵均衡之原則下，於全國各地興設運動公園、辦理簡

 收之難易程度」及「各縣市運動中心推展計畫之合易運動設施與整建、辦理運動場地之維護整修，以

 理性」亦應列入推動衡量之指標，並將「各縣市運逐步改善城鄉差距的現象。對於離島及偏遠山區之

 動中心設計之合理性」、「各縣市運動中心施工之特殊狀況，體委會也會將當地冬季風大濕冷之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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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饞撬讓鬢，饞舊襪竄縷孝虎輒璽輻、

 狀況列入考量，評估補助設置適合當地需求之運動讓國民運動中心能良性營運，除參考國內外運動中

 設施的可行性，讓偏遠地區民眾樂於走出來運動，心之委外營運管理方式外，政府也將於國民運動中

 以享受快樂運動、兼顧運動平等權，並提高運動設心未來委外營運之招商規範中，明確規定未來國民

 施使用率。對於我國民眾熱烈喜好之棒球運動，體運動中心之營運承攬廠商須配置經木會授證合格之

 委會亦將振與棒球專案中社區簡易棒壘球場之與、「運動傷害防護員」、「國民體能指導員」，以及

 整建，納入「改善國民運動設施」範圍中。此外，運動設施營運管理專業人員，以利提供民眾一高品

 基於臺灣四面環海之地理特色與優勢，為契合我國質之軟硬體運動環境，進而透過運動設施之平台，

 發展水域活動及海洋運動之政策，並提升國人游泳發展並活絡運動產業。

 知能及水上求生能力，體委會亦擬訂「泳起來」相運動設施是體育運動發展的基礎，設施不足

 關配套措施。研擬透過評估杜區冷水游泳池增設加或使用不便皆會影響民眾從事運動的意願，進而阻

 溫系統之可行性，以逐年提高全國溫水游泳池的比礙全民運動之發展。為有效推動並改善國民運動設

 率，改善杜區冷水泳池之硬體狀況、增加該游泳池施，除在人口密集之都會區興設國民運動中心、於

 之營運天數，並提高游泳池之承載量與使用率，除全國各地(特別是人口密集度較低的非都會區)推動

 了可提升杜區居民之游泳人口與技巧外，並可以資「改善國民運動設施」外，體委會將逐步建立各類

 源共享之概念，協助支援無游泳學校作為游泳運動休閒設施規劃設計原則、審定標準規格、審查

 教學之用，將游泳自救技巧從小紮根於國人基機制與規範，提升運動休閒設施工程品質及水準，

 木能力中。並引進民間資源參與運動設施之興建與營運，以活

 化運動設施，提高使用效率，以期將臺灣打造成活

 睦、結論力健康、幸福快樂之運動島。(作者葉丁鵬為行政
 一 一 ^ ^ 一 " - - - - -

 為保障民眾於國民運動中心之活動安全、落院體育委員會運動設施處處長、周宇輝為國立體育

 實國民體育法規相關規定、增進民眾運動效能，並大學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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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民眾熱愛棒球運動，因此體委會亦將社區申棒壘球場興(整)建納入「改善國民運動設施」範圍中。(攝影/吳心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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