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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特色運動的發展與策略
巴唐志強

地方特色運動的內涵

地方特色的型態

 黃煜(20^0)指出，因地理環境、歷史文化背

 景不同，任一城市或地區都可發展出屬於自己地方

 特自的運動。而地方特色之型態與內涵，主要包括

 歷史文化、自然景觀及發展資產與共識等。

(^一)歷史文化特色

 臺灣地區的民俗文化多數已有相當的歷史，特

 別是在各地方上的慶典活動。例如:臺南的鹽水蜂

 炮、宜蘭的頭城搶孤、高雄內門的宋江

 陣等，這些早期地方的信仰活動流

 傳至今，已成為地方運動推廣的重

 點，不僅將既有的民俗體育文化發揚光

 大，也帶動了週邊觀光旅遊產業的綜合效益。

(二)自然景觀特色

近年來許多的體育活動都選在風光明媚的地點

 舉辦。例如:萬人泳渡日月潭、花東縱谷單車行、

 及澎湖風帆體驗等，都是利用地區性天然資源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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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戶

 特色運動的主題活動。另外，國內近年來的路跑、

 自行車、水域、及健走等活動日益興盛，形成一股

 風潮，若再搭配自身的天然資源，將更能打造出地

 方特色運勸的藍圖。

(三)運動資產與共識

 過去臺灣地區運動的發展，除了透過政府的資

 源捐注之外，許多基層運動的推廣都由訓練站一手

 扶持。例如:論及手球運動的推廣，大甲地區就功

不可沒:而嘉義農校的棒球隊在國內棒球運動發展

 過程中亦占有一席之地。諸如此類的地方運動歷史，

 不但打造了今日臺灣體壇的成就，亦形成珍貴的國

 家歷史資奎，更可傳承為地方獨有的運動文化。

地方特色運動之意涵

 地方特色運動係以一鄉鎮一特色運動，或一忖

 一傳統休閒運動的概念為主，地方特色運動的「地

 方」是以鄉、鎮、市為基礎，每個鄉鎮結合當地傳

 統特色，所發展出的特色運動需具有歷史性、文化

 性、獨特性、或唯一性等特質(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20^^^。例如:雲林西螺七崁、臺南古都龍舟、大

 甲五十三庄傳統武藝活動等。另外，新竹的風、澎

 湖的水、金馬地區的戰地風情、及花東地區原住民

 的文化等，都是發展地方特色運動的重要指標。

吏案執行項目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1l^ It動的打造運動島

 計畫，四項子計畫之一運動樂活島推廣專案，執行

 項目包括水域、單車、基層扎根運動等，每一縣市

 70萬-120萬經費預估，其中地方特色運動執行內

^一)每縣市每年至少辦^^場具地方特色的大

 型活動，特色得延續辦理(雖不限單一但

 應有主軸)。

(二)活動宣導與行銷:透過媒體網路等通路行

 銷，達到保存及發揚地方特色運動。

各縣市地方特色運動執行概況

 地方特色運動之執行重點，在於活絡地方體育

 運動發展，以及發掘與延續各地具特色與文化色彩

 的運動項目。經由專案的執行與推動，已深入全臺

 各地方、各角落，達到遍地開花的榮景。^^0年各

 縣市推動具代表性的地方特色運動，如表^所示:

 綜觀^^0年度各縣市所推動的地方特色運動，

 內容包羅萬象，總參與人數約有37萬2仟餘人。

 多數縣市依其地方特性推展的運動項目，都能與各

 縣市擁有之民俗文化及地理資源結合，不但增加了

 各縣市運動參與及觀賞人口，也創造了各地方運動

 觀光的產值與經濟效益。

執行現況綜合醉析

 ̂00年地方特色運動，雖有資源的捐注與創發

 多元的運動項目，讓各縣市特有的體育活動能持續

 發展與受到保障，然在整體的推動與執行細節上，

 仍有諸多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本文擬從整體推動

 面與地區經濟發展的角度，檢視與剖析地方特色運

 動發展所面臨的困境。

部分活劫欠缺地方特色及刮新特質

 無論就一鄉鎮一特色運動，或一村一傳統休閒

 運動的推廣，都有助於體育活動的振興與熱絡，更

 能帶動地方運動風氣與運動社團的『盛。然而，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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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渡日月潭已成帛每年南股縣重要的觀光活到

(固片提供'口政院體育委員會)

 於夜間空行的玉南市國際龍舟錦標茹．吸引更多的人

 潮到拐帛徒手加柚。^固片提俱: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表]各縣市辦理地方特色運動一覽表

縣市辦理活動

基隆市建國百年國際帆船邀請賽

新北市金城桐花盃全國路跑賽

臺北市富邦臺北馬拉松

 wE匾^焊系
 ̂舞龍、舞獅運動)

新竹縣百家樂河濱公園健走

新竹市風也要瘋-風帆活動

 苗栗縣「苗栗膀龍」系列活動

臺中市大甲五十三庄傳統武藝

南投縣星星舅國際萬人泳渡嘉年

相關活動內容

 參與對象除臺灣民眾外．也包括了日本、香港及紐西

 蘭等喜好帆船運動人士。

 屬全國性活動，吸引外縣市人口參與，為新北市帶來

 許多運動觀光效益。

 首度舉辦臺北馬拉松城市論壇，賽事全程直播，在亞

 沙^^各國電視臺播放。

 包括踩街活動，除安排參與各項表演活動外，也配合

 建國百年活動辦理。

 共邀集^00百戶家庭(每戶3人以上^參與健走，另

 辦理民俗技藝等活動。

 體驗同舟共濟的精神以及印證古人所言:搶佔上風、

 見風轉舵等意境。

 包括祥龍點睛、舞龍競技、民俗踩街、傍龍之夜及化

 龍返天等活動。

 包括鑼鼓陣、弄虎、八大武術系統陣頭、獨輪車獅陣

 及傳統武藝陣頭踩街等。

 包括來自全球五大沙1^^^2國泳客，及身障泳士等，創

 下歷來之 。

 。與人數

^,200

35,6^8

120,000

8,100

7,^00

^5,000

^^,400

^^,000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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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辦理活動相關活動內容參與人數

 ̂1^。創意舞獅(兒童嘉年華將龍獅運動納入學校本位課程，使學童瞭解傳統舞獅
彰化縣4.785
 "^暖場活動)文化之特色。'

 雲林縣西螺七崁武術嘉年華於各地舉行武術研習、評鑑、表演及競賽等活動。53,000

 地方特色運動總成果展辦理地方特色運動總成果展演比賽，參與對象從幼童

 演比賽到銀髮族。

 ̂00小時不打烊慢速壘以^^0小時不打烊對抗賽為主體，使之成為嘉義市地

 球對抗賽方特色體育活動。

3,556

10,000

 一^配合府城健康安全年，一系列龍舟競賽，吸引數以萬
南市南市龍舟錦標賽3.698

口二夕佳
 暈晏月士示計中外民眾參觀。^泊

 ̂^brT^i祐"

 一口球歡樂E起來親子研，一．-．、，．

白
 局雄市羽營諜參與民眾增進親子關係，進而養成規律運動習慣。8，400

 ̂^^        ^^n^l^I^^^7 ^^hnn^^H^r^^        ^=l ^^^^一

 ．^包括原住民射曰』、劍玉種子教師推廣、民俗墊陣及森

 ，、切^ 屏東縣地方特色運動總冥巴樂活等57t曰:舌動。^^,000

 一地方特色運動全縣綜合包括歌仔戲、泰雅傳統歌舞、扯鈴、布馬陣薪傳、獨
宜縣7.000

 仕、^ L4^^J ^ml^=^=^ ^^q^uOlu^^41^^^l lllLJ -
 闌州表演活動輪車、舞獅及國術等。，

 一太平洋壘球運動樂活專透過壘球運動，增加花蓮縣運動人口參與率，養成規
一縣6.000

白貝 丫匕連^案律性運動羽慣。，

 ．邀請^0個國家、20個巨型熱氣球，以及40位國外空
一東縣^^1^球一年一6.200

 ̂"夕，^
 量伽，，-氣;'崩幸域專家參血。，

 ̂±n^n         +57 ^ l^ln    .     R^^^^I^^lEE^    .     ovlv ^一、

 ̂141    」^^，^ ^L^J^^U :^ L^^^^^^^^uJl^^lu，^^^ ^^^
 金門縣地方特色運動總彙包括舞獅、鼓吹、搖干船、腰鼓陣、跳鼓陣及雕鼓陣495

 寺。

 透過活動的參與，讓學生瞭解民俗技藝的特色與傳承

 連江埔、日豆^"之重要。朝縣舞龍體驗營465

 利用天然景觀結合運動觀光套裝旅遊行程，為澎湖帶

^1^哇
 ;壹:;馬、口^^"來龐大渾動觀光產值。，""胡縣全民帆船教學體驗^乙00

 ̂#」來源^m^完體育委員會全民運動處:材肩^^|^，^秀端。20^^^

 ationa^ Spo竹^^^a^^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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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社會制度隨著現代社會之變遷而改變，傳統地方

 特色文化若未妥善保存而損毀散失，民俗體育活動

 流於形式的空泛展演，很快即將失去舞臺。另外，

 文化創意無法完全帶來生活的需要，惟透過行銷與

 創新才能提升文化。地方特色運動具有實際體驗的

 特質，若積極規劃與統整，不僅能為運動觀光產業

 加分，也能為地方特色活動的維繫，開闢更多元的

 方向。

缺乏長期發展願景及行銷策略

 檢視各地區的特色運動，縱使有各種歷史文化

 或自然景觀資源加持，但無細心保存或加以發掘，

 終究是璞玉一塊。基此，主管單位應仔細評估自身

 區域的優勢資源，以作為與體育活動媒合的重要元

 素，並建立長期發展之願景。例如，許多的自行車

 或路跑活動的路線規劃，都圍繞在城市的風景名勝

 地區，這些都是運動與城市資源結合的 佳媒介。

 換言之，體育活動或運動賽事的宣導，必須強調這

 些元素或媒介，並透過整合的行銷策略，才得以建

 立自有品牌永續經營。

改善運動環境提升地方競爭力

 盯衡國內運動環境，對於地方特色運動的發展

 逐漸重視，因各種體育活動及運動的參與，皆需要

 合適的環境讓其滋長。但若各地方運動參與的環境，

 軟硬體設施不足，專業能力未與時俱進，都將形成

 推動地方特色運動的阻力，亦不利於提升地方競爭

 力與持色文化的倡導。例如，"湖積極營造一個合

 宜風帆體驗的環境，讓地方的特色運動有其生存與

 發展的空間，並結合當地觀光休閒產業發展成套裝

 旅遊行程，不但有助於澎湖在地運動人口的倍增，

 更顯著提昇週邊的效益。

強化整體性規刮促進碇域結盟

目前部分的地方特色運動已發展成國際性頗具

 知名度的體育活動，例如萬人泳渡日月潭、富邦臺

 北馬拉松等。依循全民運動政策的發展，逐漸從由

 上而下走向由下而上，如何建立自主資源、自我能

 力，日顯重要。若以地區經濟發展的角度探討，政

 府仍是各項活動促成的主要驅動力量，因此整體性

 政策規劃的行動方案，除政府協助的基礎建設外，

 亦可從區域結盟的方向來思考^于躍門，20^^)   D

 例如，整體區域資源如何做有效的配置、區域人力

 如何進行建構、外部資金如何適切地引入，以及如

 何在發展中保有傳統文化與生態環境。對於這些層

 面的問題，可嘗試區域性的整合、創新與規劃。

地方特色運動發展之策略

 Etzkow^位故K^ofsten( 200^)曾提出以知識為

 基礎的區域發展模式( O mode^ of know^edge^

 based 「eg^onOl deve^opmen^) >認為區域可發

 展出由下而上的創新政策( lnnovat^on po^^cy ) ?

 藉由企業、政府及學術機構形成三方螺旋(f「ip^e

 hellx )作用，培育出集合式企業( Co^^ect^ve

 ent^epreneursh^p )，發展區域經濟(于躍門，

 2011^。針對地方特色運動之特質與願景，本文嘗

 試以上述區域性的創新與規劃，提出未來發展策略

 目標，冀望在既有的基礎上，對專案的推動有所助

 益。地方特色運動發展策略架構，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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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目標--:

確認地方佔有借勢的特色運動

 依據黃煜(2011) f^方特色的型態，影響地方

 特色運動優勢發展有三大因素:文化特色、地理位

 置、運動資產與共識等。由文化特色可以發展出屬

 於地方的特殊產品，由地理位置可以發展出運動休

 閒活動的環境，兩者的結合，則可形成體驗地方運

 動及休閒旅遊的產業。文化特色或地理位置，可謂

 決定了地方特色運動的選項。運動資產與共識，則

 是選擇發展方向的 後決定因素。因此，確認地方

 佔有優勢的活動，以差異化或焦點策略作為選擇的

 依據，凝聚地方的共識，各地方特色運動的發展優

 勢，才會更趨明顯。

策略目標二:

建置地方特色運動社曹資源網絡

 于曜P^ (2011)指出，凡影響地方發展決策或

 被地方發展決策影響到的人，所建立的人際關係網

 絡，即是地方的社會資源網絡，社會資本具有網絡

 擴散效應，是推動地方運動 為有利的一項發展資

 本。地方特色運動的發展，若缺乏民間反產業界經

 費贊助，各項活動經費多需依賴中央補助，倘經費

 匱乏或未到位，將大大影響活動辦理的意願與品質。

 因此，就長遠的發展，除仰賴政府單位經費補助外，

 亦應廣納杜會資源、連結企業機構、在地居民、志

 工組織、以及學校團體等，形成地方社會資源的網

 絡，才能讓地方特色運動自主性的永續發展。

策略目標三:

建構地方特色運動能且與能力

 辦理各項活動主要之資源即人力資源，尤其是

 在推動各種運動項目時，人力資源之運用，往往是

 活動成敗因素之一。地方發展特色運動的同時，可

 藉由培育在地的體育志工參與協助，有效地降低活

 動辦理的業務負擔，亦能提升儲備能量，為地方特

 色運動注入更多新血與活力。因此，地方特色運動

 若要追求長期發展，資金的重要性尚不若人才的培

 育，尤其在經營與管理的層次上，吸取及學習外部

 的知識與技能，提升自己的能量與能力，才有「向

 下紮根，往上結果」的可能。

策略目標四:

維護地方民俗體育與傳統文丫匕

 隨者社會進步與資訊發達，人民的生活水準普

 遍提高，相對於地方傳統民俗與特有文化，也面臨

 現代化的衝擊。例如，年輕一代疏於與民俗體育接

 觸、對傳統文化價值觀每況愈下等，都是影響地方

 特色運動或民俗體育發展的潛在危機。面對全球化

 趨勢及主流運動項目的壓縮，民俗體育與傳統文化

 反倒是地方經濟發展的利基，因為兩者都;

 產品差異性與獨有性的重要來源。

 因此，從維護地方民俗體

宇與傳統文化作起

結合現代管理戶卜可純策略
策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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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揮創意及創新傳統文化，不只能為傳統體育活動賦

 予新的生命，也能在地方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達到

 維護傳統、精緻文化以及創造商機的三贏局面。

策略目標五:

地方特色運動與自然環境共存共生

 環境及氣候的變遷、自然界的反撲，不只是

 舉世關心的議題，也是全球各國皆須面對的挑戰。

 而追求永續經營，與大自然共存共生，不但是地區

 性經濟發展的目標，也是世人共同的體認。因此，

地方特色運動的發展不應只是與環境結合的抽象概

 念，而是須具體落實在實際的生活端與體育活動之

 中"例如，諸多的體育活動都選擇在優美的風景勝

 地，無論是親近雄偉的群山，或是躍入清澈的溪湖、

 壯闊的海洋，甚至馴翔在蔚藍的天空等，自然環境

 都提供了無盡享用的資源。因此，唯有善用各樣資

 源與自然環境共存共生，才能讓體育活動蓬勃發展

 而生生不息。

結語

本文主要針對^^0年打造運動島計畫地方特色

 運動的推廣，從「在地文化特色」及「地區經濟發

 展概念」的角度進行討論。為此，本文蒐集了全臺

 各縣市主要發展的地方特色運動，並對整體執行成

 果進行檢視與評析。從推動的過程中，主要發現地

 方特色運動可作為地區性經濟發展的基礎，惟須考

 量具發展優勢及創新的活動特質、建立長期發展願

 景及行銷策略、改善運動環境提升地方競爭力，以

 及強化整體行動方案以促進區域結盟等。

 透過對地方特色運動特質的瞭解，本文也提出

 若千重構地方特色運動發展的策略目標，具體作法

 包括:確認地方優勢活動、廣納社會網絡資源、儲

 備人力資源能量、維護固有傳統文化，以及與自然

 環境的共存共生。地方特色運動的發展，其實不僅

 是地方體育運動團體的重要工作，也是地方政府施

 政的重要一環，特別是地方傳統知識及經濟發展為

 整體地方特色運動發展策略的關鍵，地方應以文化

 資產、自然生態等面向的獨特價值理念，打造屬於

 地方的共同主體性，以此價值理念作為地方特色運

 動永續發展的基本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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