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家射擊訓練基地公西靶場。（圖片提供／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文／許瑞蓁

壹、 前言

健康的國民是國家最重要的資產，擁有強健的

體魄更是個人、家庭幸福的保證，而運動是提升國

民健康與體能最好的方式。以體育運動發展而言，

運動設施是其發展基礎，擁有完善的運動設施可提

升民眾從事運動的意願，進而帶動競技、全民運動

的發展，因此，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體育署）

為提升國人健康體適能狀況，多年來從軟、硬體方

面共同切入，並提出「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項

下運動設施的政策目標為「營造優質友善運動環

境」，以因應國際級大型運動賽會與符合全民從事

休閒運動場所為兩大主軸，同時兼顧競技與休閒運

動的環節，以都市開發與更新舊有運動場館為起

點，建設符合全民期待之標準化運動場所（教育部

體育署，2017）。

國民體育法是我國體育運動發展的根本大法，

自民國18年公布實施迄今，期間因應時代的轉變

及順應國際潮流，共歷經10次修正，本次修法幅

度為歷次之最，涵蓋層面深且廣，並力求各體育運

動推動的面向可朝向全方位制度化的方向發展，同

時可保障人民接近使用運動設施及參與體育活動的

基本人權，本次修正案將原有22條條文增加至46

條，並經立法院106年8月31日三讀通過，總統同年

9月20日公布施行，其中訂定「公共運動設施設置

公共運動設施設置及管理辦法之
研訂及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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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蘆洲國民運動中心體適能中心。（圖片提供／新北市政府體育處）

▲ 新北市三重國民運動中心射箭場。（圖片提供／新北市政府體育處）

及管理辦法」（以下稱本辦法）係源於立委提案應

修改原第五條「各級政府為推行國民體育、應普設

公共運動設施；其業務受主管體育行政機關之指導

及考核。」為第四十四條規定：「各級政府為推行

國民體育、應普設公共運動設施，並提供適性適齡

器材；其業務受各該主管機關之指導及考核；其設

置條件、設施規範、安全措施與人員規範、設備檢

修、考核、獎勵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因此，為確立各級政府對公共

運動設施之規劃、籌設及管理有更為明確之規範，

體育署自106年4月起即著手研擬相關草案內容。

貳、現行運動設施面臨問題與法令檢討

一、現行運動設施面臨之問題

（一）部分公共運動設施面臨營運不善之情況：

我國部分公共運動設施，因量體規模龐

大、營運成本過高，而有使用率不佳、

效益無法充分發揮之情況，如何在公共

運動設施規劃興建初期，訂定正確的目

標與方向，以確保場館未來營運成功，

便顯得非常重要。

（二）部分公共運動設施未符合無障礙使用需

求，且設施安全條件尚待改進：部分公

共運動設施由於興設年代較早，興設之

際並未考量及重視無障礙設施之規劃及

設置，然而隨著我國高齡化社會的到來，

老年人口大幅增加，以及世界衛生組織

WHO之友善健康城市目標，運動設施必

須重視並落實各族群平等參與運動的權

利，且確保設施環境安全無虞，讓民眾

在無障礙且安全的環境下享受運動的樂

趣。

（三）多數公共運動設施未具體落實平日之保

養維護：我國公共運動設施興設完成後，

往往面臨設施營運維護之人力及經費不

足問題，導致部分設施缺乏平日之保養

維護，造成設施年久失修、品質低劣、

功能不彰，使用期限未到即不堪使用，

甚至危害使用者安全等情況。

二、現行法令檢討

（一）遵循現行中央主管機關發布施行之營建、

土地開發使用、採購方式等法規命令及

規範辦理運動設施興、整建：公立運動

場館設施之設置因屬公共設施範疇，因

此往常主要遵循各該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發布施行之「建築法」、「建

築技術規則」、「都市計畫法」、「非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水土保持

法」、「政府採購法」、「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法」等，涉及營建、土地開

發使用、採購方式等現行法規命令及規

範，據以辦理運動設施興、整建事宜。

（二）體育署自訂補助作業要點、營運管理督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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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計畫、運動設施規範及分級分類參

考手冊等作業及管理規範：

1. 為協助地方政府完善建運動設施環境，提

供民眾優質友善之運動環境，並保障各族

群平等運動權利，體育署依據「中央對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經費補助辦法」第9

條規定，訂有「教育部體育署補助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興（整）建運動設施作業

要點」，據以審核及核定補助地方政府辦

理運動設施興（整）建計畫。

2. 為提升公立運動場館設施使用效益，善盡

監督職責，體育署擬定「教育部體育署補

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興整建運動設施完成

後營運管理督訪考核計畫」，於每年度擇

量辦理公立運動場館設施營運管理督訪事

宜，並將建議事項提供各地方政府參考改

進。

3. 為使我國各運動場館設施之設置及規劃能

有所依循，體育署委託國立體育大學彙編

「運動設施規範及分級分類參考手冊」，

共收錄39項單項運動設施場地資訊及訂定

各場地分級分類參考標準，並於106年12

月公告於體育署網站，供各界下載參考。 

前開現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訂法規、體

育署自訂之作業要點、營運管理督訪考核計畫、運

動設施規範及分級分類參考手冊等，

主要是針對現有公共設施之通則性規

範及參考標準，以及針對補助地方政

府辦理運動設施興整建計畫之作業

及管理規範，惟對於公共運動設施之

安全措施與人員規範、設備檢修、考

核、獎勵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均未訂

定相關規範，以及有法律位階不足問

題，因此，針對前開公共運動設施所

面臨之問題，實有訂定相關設置及管

理規範之必要性，以彌補現行法令規範之不足。

參、法規研訂歷程與條文內涵

一、法規研訂歷程

本辦法制定期間，體育署自106年4月起即召

開3次學者專家諮詢會議研擬草案內容，並函請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就草案內容提供意見，嗣後依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法務部及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等3個單位所提意見進行草案修正，同時

針對未來本辦法發布施行後之主要執行單位召開

地方政府說明會，於說明會中就草案內容逐條進

行討論及意見交換，並納入草案內容研修。

體育署於106年10月25日辦理草案預告事

宜，預告60日至12月25日止，辦理草案預告期

間，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於106年11

月27日函送相關修訂意見，為求周妥，體育署於

106年12月21日召開第4次研商會議，邀集法制

委員、該聯盟、中央機關及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等單位，就該聯盟所提修訂意見較有異議之

內容進行討論，並依討論結果辦理草案修訂，嗣

後提報教育部法規會、部務會報審議通過後，於

107年5月21日發布施行。

二、條文內涵

本辦法係依據國民體育法第44條規定授權訂

▲ 新北市淡水國民運動中心游泳池。（圖片提供／新北市政府體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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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條文內容已通盤檢討應制定之範圍，包括公

共運動設施設置條件、設施規範、安全措施與人

員規範、設備檢修、考核、獎勵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等，共訂定13條條文。

本辦法第1條為授權法源，第2條為本法條用

詞定義，第3條則規範各級政府在公共運動設施設

置前，應先辦理可行性評估，以確保符合興設目

的及具可行性，第4條規範公共運動設施之設置，

應符合建築相關法規、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相關

法規、性別平等原則及各國際單項運動協（總）

會公告之各級運動賽事場地規格等相關規範及其

設計原則，並參考中央主管機關制定之運動設施

規範及分級分類參考手冊進行規劃及配置，就相

關場地資訊標示於明顯處，提供民眾理解使用；

屬室外簡易運動場地者，得免標示部分資訊。

本辦法第5條明定公共運動設施應考量設置

目的及使用情形，提供適性適齡、考量無障礙及

合格且可正常使用之運動器材設備，以及其他操

作運動器材設備之安全措施、出品標準等規定，

未經檢驗合格之運動器材設備，不得提供使用，

確保運動器材設備之安全性，第6條明定管理單位

為預防及因應傷害事故應採行之安全措施，包括

於明顯處標示緊急聯絡機制、設置急救醫療用品

及消防器材、定期演練緊急應變計畫及投保公共

意外責任保險等，第7條規範公共運動設施應依種

類、特性及規模評估設置管理人員，並應有專業

資格人員操作公共運動設施之專業設備，管理人

員應定期參加教育訓練課程，提升管理知能，教

育訓練之課程內容及時數由各級政府定之。

本辦法第8條至第12條主要規範各級政府及管

理單位在營運階段之制度、管理機制等之作業要

求，以及對績優人員應予以獎勵，另考量現行部

分公共運動設施對於本辦法第4條至第8條規定辦

理事項，尚須透過相關行政程序及預算編列等，

才可進行相關增設及調整，並由各級政府及管

理單位視各該公共運動設施依本辦法規定應改

善事項之需求，據以編列相關預算於一年內進

行改善，因非屬立即性可改善事項，故就第9條

及第10條考核作業於第13條訂定過渡條款，其

餘條文則自發布日施行。

肆、結語

本辦法之公布施行，是臺灣運動設施政策推動

上的重要里程碑，而針對公立運動場館所面臨的各

項問題，本辦法主要採取透過設施興、整建前之預

防措施介入，輔以設施完工營運後的強化管理兩策

略雙軌並進，以確保公共運動設施改善及興設後得

以符合標準化規範及民眾運動需求，藉此提供民眾

更安全、便利及舒適的運動空間，期待未來可透過

本辦法真正落實「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項下運動

設施的政策目標「營造優質友善運動環境」，實現

「健康國民、卓越競技、活力臺灣」的願景，並達

成為臺灣民眾創造愉快運動經驗、培育健康卓越人

才之使命，厚實國家之體育運動大業。  

作者許瑞蓁為教育部體育署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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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國民運動中心外觀。（圖片提供／宜蘭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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