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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臺灣海岸線長達1,700公里，島內河川無數，

為海島型國家，重視水域活動之安全是最為必要，

正如中華民國體育白皮書所言（行政院體育委員

會，1999）；「目前我國陸上水域不多而海域卻

相當遼闊，但都缺乏規劃且限制甚多⋯⋯」由此可

見，我國海域運動的發展仍面臨許多層面的問題。

水域安全更是政府不斷在提倡的政策之一，有學者

指出臺灣應配合建立一套海洋與海岸永續管理的法

政制度，並強化「人文法政」之研究，增進產、

官、學、民間橫向聯繫，為海洋環境的開發和保護

提供更合理的體制配套措施。這些軟體的研發，與

硬體的設施一樣重要（牟鐘福，2003）。為善用臺

灣豐沛的海洋資源，國家發展委員會針對南部沿海

鄉鎮作為優先示範，推動六級化藍色經濟，以活絡

地方經濟，避免中小型城鎮邊緣化，促進城鄉均衡

發展。「藍色經濟整合發展構想─以東港、大鵬灣

及小琉球為示範（草案）」，從自然環境、觀光遊

憩、城鄉發展、產業及交通等面向，提出6大發展

策略與33項行動計畫（國家發展委員會，2015）。

近年來，國人們重視假日休閒娛樂，更因為週休二

日之緣故，安排戶外休憩活動日益漸增。正如位於

屏東的墾丁國家公園與大鵬灣國家風景區，此兩處

皆為國家觀光重要資源，以發展海洋運動為要點，

特別是大鵬灣國家風景區已推動海洋運動與水域遊

憩活動。其管理處為保障民眾之安全，避免或降低

發生意外事件及消費糾紛之機率，計畫推動對業

者之妥善管理機制，故與本校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PUST）休閒運動健康系及體育室

合作，對其水域活動之管理進行評估，透過研究訂

定安全與管理注意之條例。此次本團隊有機會配合

教育部體育署推動新南向政策，進一步觀察海洋產

業之發展，赴澳洲水域休閒活動之熱門觀光區域黃

金海岸，以發展海洋運動為特色的塔斯馬尼亞和墨

爾本—維多利亞大學（Victoria University, VU）

的運動科學學院進行體驗、參訪與學者間之雙向

交流。根據「澳洲海洋政策（Australia Oceans 

Policy）」報告顯示，預估2020年時海洋相關產業

產值將達500億至850億之譜（陳陽益，2003），

藉此數據得知澳洲為發展海洋產業國家之一，其完

善的政策與計畫以及民間與政府間互相合作，皆促

使澳洲成為海洋相關產業產值相當高的國家，本團

隊從中學習其發展、推廣方法與政策，將澳洲視為

我國之效仿對象與榜樣。同時也參觀了澳洲網球公

開賽之場館，探討運動賽會觀光之推廣與發展的成

功要素。

貳、澳洲水域活動發展

以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在水域教育發展經驗，配

文／陳科嘉 、巫昌陽 、郭癸賓、廖俊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參訪澳洲水域
運動發展實務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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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學校體育交流實施計畫中的新南向國家澳洲海洋

運動與水域遊憩交流計畫，透過學習與交流與體驗

澳洲當地發展之相關活動，對於未來臺灣發展水域

及相關課程將有極大的助益。對國人而言，海洋運

動仍屬新興項目。雖然近年來潛水、水上摩托車等

水域休閒運動項目逐漸盛行，但各項管理措施與相

關辦法尚未完備，經營者及指導者對於專業的知能

缺乏依循準則可規範，以致經常出現意外事件與糾

紛。雖然臺灣四面環海，但對於海洋的認知與從事

水域活動的安全與風險管理觀念也有所不足，經常

錯估自我能力或水域周遭環境，因而導致意外事故

的發生（許振明，2012）。

澳洲政府對於水域安全策略（Aust ra l ian 

Water Safety Strategy, AWSS）針對24歲以下學

生兒童及65歲以上之成人，擬定相關水域安全策

略，尤其是游泳及水域安全教育的宣導，包括：

基本游泳及親水、自救、漂浮及救人等技巧，每

一位兒童及65歲以上之成人都應具備基本游泳及

水域安全技巧及知識（Australian Water Safety 

Council, 2016）。更有訂定澳洲國家水域安全教育

標準之架構（National Water Safety Education 

Competency Framework），其包括幼兒及學

齡前兒童、初級學校（小學）、中等學校（國高

中）等三個階段，並設定各階段應達到之標準（表

1）。即便在此完善的策略下，澳洲仍推出AWSS 

2016∼2020，其一策略即為降低高危險地區之溺水

死亡人數（表2），在近幾年政策裡，澳洲仍持續

將目標擺在高危險地區，進行降低溺水之政策，包

含內陸水道及沿海地區，更訂定目標在2020年時，

能夠降低50%之溺水率。沿海地區像是海灘及港口

周遭自2002年起已降低38%之溺水率，同期間內陸

水道包含溪流、河川、湖泊、河堤、潟湖，也降低

37%之溺水率（Australian Water Safety Council, 

2016），與臺灣相較之下，更顯得澳洲對於海上休

憩運動之重視與完善規劃，即便已大幅度降低高危

險地區之溺水率，每年更不斷朝目標邁進，並為達

成訂定之政策，不斷的求新與進步。為更能深入了

解此澳洲水域運動發展，所以此行特別著重於澳洲

表 1  澳洲國家水域安全教育標準之架構

學校階段 內容架構 最低應達之目標 目標達成率

幼兒及

學齡前孩童

呼吸、安全上下岸、漂浮與撥

水、動作與划手、自救與水面下

技巧、水域安全及家長教育。

參與該學程 100%

初級學校

（小學）

國家游泳與水域安全架構之個人

水上活動自救部分。

第四階段之游泳與救生：水安全和學習生存仰

泳之重要性。
100%

第五階段之游泳與救生：延長仰泳技巧，同時

之間了解水中安全要點之理解。
75%

第六階段之游泳與救生：完成有挑戰性的游泳

潛水及50公尺自由式。
50%

中等學校

（國高中）

國家游泳與水域安全架構之救生

部分，基本急救及心肺復甦訓

練。

相當於RLSSA陸基之水上救援能力、復甦。 100%

獲得RLSSA Bronze Star：安全水上救援生存
之技能與知識。

75%

獲得RLSSA/SLSA Bronze Medallion：安全水
上救援之知識、判斷、技能與體能之水平。

50%

資料來源：Australian Water Safety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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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運動及水域周邊安全與行銷之賣點，期望能夠

探討各營運之作法，以提供我國水域運動發展之參

考。

參、實地勘察之澳洲水域運動發展

澳洲黃金海岸、塔斯馬尼亞及墨爾本─維多利

亞大學，交流之過程了解澳洲在推動水域運動安全

政策或活動時，會由一個專責之國家組織負責相關

業務，如：澳洲水上安全協會（Australian Water 

Safety Council, AWSC），擬定及推動水域安全

政策及課程（劉兆達、許玫琇，2015），而臺灣方

面似無完整的組織擬定水域安全教育政策及計畫發

展與推動，藉由此次的參訪交流，爾後更能使其做

為水域安全計畫之參考與建議。本團隊將實地勘察

澳洲水域運動發展分為兩大主

軸：動態水域安全、學校交流

與賽會參觀。

一、動態水域安全：本團隊首

要抵達黃金海岸，為澳洲

第六城和國際著名水域運

動的重要都市；集結了海

洋生態、各式各樣水上遊

憩活動，是海上運動與觀

光產業連結密切的發展之

地。由於已發展多年，在許多的建設規劃都非

常完善，例如：海岸線所規劃的岸邊親水區

域，沿海岸線設置固定救生觀察塔，並依序在

塔的外觀上以顯著的黃色與編號，以利發生意

外時標定位置的通報，每個救生觀察塔前方配

備四輪驅動沙灘車與水上摩托車協助救生員能

快速至水上救援。其救生臺配備為固定背板、

三角錐、雙筒望遠鏡、遮陽傘、鏟子、旗子固

定桿、大聲公擴音器、氧氣袋、急救箱。此次

也參與體驗了當地廣受歡迎的水上活動─海上

噴射快艇，體驗開始前，執行的業者先對所有

體驗者進行教育訓練，包含填寫安全與身體注

意事項的確認書、影片宣導說明、教練說明與

表 2  2004∼ 2015年高危險地區之溺水死亡人數

資料來源：Australian Water Safety Council

編號之黃色救生高臺與四輪驅動沙灘車。（圖片提供／巫昌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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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檢查等，體驗開始登船後，負責駕駛船隻

的教練，再次說明危險性與過程中應注意與配

合的事項與動作，由此可見，過程中目的在於

讓體驗者可以深入了解體驗活動時，會有的風

險及應該知道的安全注意事項與規定。同時我

們也參觀水上摩托車體驗與水上鋼鐵人體驗設

施，當地業者皆依循政府機關所頒布的相關法

規，提供體驗者應有的教育訓練與宣導，應配

置的安全人員與設備。我們所獲得的資訊將提

供大鵬灣水域活動規劃與發展之參考。就實際

情形與研究發現，主要為澳洲兩大救生組織致

力於水域安全教育及救生，澳洲昆士蘭省的皇

家救生協會及海浪救生協會，而政府機關則為

輔助角色。此次實際參訪並了解其水域相關發

展，澳洲不愧享有國際水域救生指標國之譽，

在其救生團體組織、救生服務、相關設施與配

備、全民共識及推廣、國

際關係及檢定考試都相當

有規劃性。由此可見，澳

洲至小培養民眾海洋之認

知，更能推動海上遊憩娛

樂之需求，向澳洲看齊加

強水域活動行銷之推廣，

並結合各項觀光休閒競賽

與活動，吸引國人及觀光

客前來參加，以增加大眾

體驗海上活動觀光之機

會，提升參與相關水域之

水上活動，惟有提升國人

對海洋之瞭解與認知，使

得水上休閒運動逐漸發

展。同時間，政府應配合

調整或新增條例或政策保

護其遊客之安全，確保娛

樂之餘能夠降低或避免意外事件發生。

另外，至墨爾本附近的波特西碼頭水域進

行浮潛與獨木舟之體驗，當地業者規模如臺灣

恆春南灣附近業者一般，但對體驗活動的進行

有一定的標準作業流程，其程序為課程說明、

健康與游泳能力聲明、保險、換裝與浮潛課程

示範練習，同時也將限制要像告訴體驗者，如

體驗過程不得單獨行動、不得觸摸海中生物等

等，也與業者交流澳洲政府對業者的規定，體

驗教練須持由政府所認證之證照，且需定期再

教育；每位教練所帶領的體驗團人數不得超過

10人。 

二、學校交流與賽會參觀：墨爾本維多利亞大學校

園遍佈於整個墨爾本市中心與西部，計有4個

校區，此次參訪的運動科學學院位於墨爾本西

部的校區，其在體育與運動科學專業的世界排

噴射快艇體驗（左圖）與參觀水上鋼鐵人（右圖）。（圖片提供／郭癸賓、陳科嘉）

水域觀光活動—帆船與渡輪。（圖片提供／郭癸賓、陳科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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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在第12位，主要以運動科學研究、體育教

育、運動訓練與休閒遊憩等專業領域，該學院

的場館設施除了教學外，也提供給墨爾本居民

使用與開設許多專業課程給學生、教職員與社

區居民來參加。而在科學研究方面也進行對

外的產學合作，提供澳洲或其他國家產業需要

協助研究、分析與檢測的服務，讓科學研究可

以獲得實踐與產業的支持。同時也計畫與維多

利亞大學運動科學學院建立未來持續合作之關

係，將與其運動科學學院簽署合作意向書，期

許增進兩校在運動與休閒健康領域的師生與學

者間的雙向交流，透過兩國間的共同探討與研

究，更能讓師生們擁有新視野與機會，激發出

不同之想法並為我國水域發展做進一步的推動

與貢獻。因適逢一年一度的澳洲網球公開賽，

一行的專家學者也赴舉辦澳洲網球公開賽的墨

爾本網球運動中心參訪，親自體驗一個成功賽

會所為運動觀光帶來的效益。我們從參與體驗

過程和觀察，深深的了解，一個成功的運動賽

會活動，可以為地方帶來來自四面八方的愛好

者人潮，二週賽會

期間對墨爾本地區

的相關產業帶來了

錢潮。因此，運動賽

會與觀光結合，跨領

域之合作，提供產業

的有效推廣與推動產

業的永續發展。建立

一項賽會品牌，讓運

動與觀光結合推動國

際化的賽會觀光，創

造就業機會，振興經

濟，提升國家形象，

帶動其他產業發展

（邱思慈、李承翰，

2006）。除此之外，

更發現其場館周邊有

西式划船基地與渡

輪，交通方面則有車

站，由此可知運動產

業與觀光是極其相輔

相成，如此藉由公開

賽進而提升觀光產業

發展及海上休閒運動

是相當成功的案例。

波特西碼頭水域觀光浮潛—尋找澳洲海龍。（圖片提供／郭癸賓、陳科嘉）

生物力學實驗室之參觀。（圖片提供／郭癸賓、陳科嘉）

維多利亞大學與本團隊之學者間交流。（圖片提供／郭癸賓、陳科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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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此次新南向政策赴澳洲參訪水域運動，並探討

發展海洋運動產業之可行性，提供國內主管機關與

水域遊憩運動業者合作規劃與擬訂政策條例，提供

給自嬰幼兒至老人階層均有不同之規劃與政策，面

面俱到的讓各年齡層之人民體驗海洋資源與水域活

動所帶來的喜悅。在其救生團體組織、救生服務、

相關設施與配備、全民共識及推廣、國際關係及檢

定考試都相當有規畫性，澳洲不愧享有國際水域救

生指標國之譽。倘若我國政府配合調整或新增條例

或政策保護其遊客之安全，並提升國人對海洋之瞭

解與認知，更能推動水上休閒運動逐漸發展，確保

娛樂之餘能夠降低或避免意外事件發生。臺灣與澳

洲皆有著豐富海洋資源與產業，其澳洲發展之完善

的體制與架構，確實是值得我們學習與仿效的。  

作者陳科嘉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體育室助理教授、

巫昌陽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休閒運動健康系教授、

郭癸賓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體育室教授、廖俊強為

中國文化大學技擊運動暨國術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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