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背景分析

隨著國人閒暇時間增加以及休閒運動有

益身體健康的意識提升，從事規律運動人口逐

年攀升。根據教育部體育署 102 年所進行之

運動城市調查，國人運動人口比例，自 2009

年 80.5% 逐年成長至 2014 年的 82.4%；此時

期規律運動比例則自 24.4% 逐年攀升至 33% 

( 教育部體育署，民 102)。休閒運動風氣鼎

盛之下，健身運動俱樂部的林立、運動中心

的紛紛建置、戶外休閒運動種類及項目日趨

多元、全民運動競賽與活動絡繹不絕，以及

大型國際賽會積極爭辦等因素，促使國內休

閒運動產業更加活絡；而國內休閒運動

相關證照以水域運動管理人才、體適能

指導員及救生員為大宗 ( 許瓊云、簡燕

青，民 100)。胡俊傑 ( 民 100) 指出國

內海洋運動相關證照的需求日亟，但無

統一之專責單位進行培訓，或發證認證

管理機制失衡，造成推展之阻礙。教育

部自 2008 年開始推動體適能指導員培

訓與考證計畫 ( 莊淑王如、鄭豐譯，民

101)，在民間健身中心對體適能指導員 

(fitness instructor) 需求大量提升，且考

證具多元的選擇管道，然囿於檢定標

準、證照效期不ㄧ，形成選用人才與服

務品質的阻礙。本文檢視政府施政進度

與民間實行情形，提出中介發展參考策

略，期使休閒運動證照制度日趨專業。

貳、政府施政進度

臺灣公部門所核發之專業證照種

臺灣休閒運動指導員證照制度之探討

▲游泳教練是學習游泳不可或缺的靈魂人物。( 圖／林嘉欣提供）

文 / 李建興、詹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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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眾多，依證照效益度可概分為登記制、執

照制、公證制三類 ( 簡燕青，民 102) 。首先

登記制 (registration) 為政府要求欲從事某種

職業者必須向主管機關登記取得證照，始得

執業之。其次執照制 (licensure) 為政府要求

從事該職業者，通過嚴格檢測合格，具執業

排他性之。其三公證制 ( certification) 為通過

資格考覈，不排除其他未獲認證者從事之。

政府所推行之休閒運動指導員，其法源如水

上救生員授證辦法、潛水人員授證辦法、運

動傷害防護員授證辦法、登山響導員授證辦

法、國民體能指導員授證辦法、休閒運動指

導員授證辦法等，屬於把關與排他效力較低

之公證制，不及 1983 年頒佈之職業訓練法、

1985 年公佈之「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

法」。休閒運動相關證照係屬「技能檢定」

而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影響所及，

2009 年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抽查 37 家

游泳池所聘救生員證照，發現檢證與專業技

能之亂象叢生，無法保障泳客生命安全。例

如，各授證團體自定檢定標準及合格標準，

授證單位未統一，更無一定國家標準提供檢

定及格判定，又證照效期長短不ㄧ，證照逾

期失效及更新等問題。

儘管透過國家的專技認證考試制度行

之，較具公正性、專業性及統一性。惟此機

制需先向立法院提出立法案由，而後進行審

理及討論等立法程序後，才可能建立。法案

未通過前，仍應有效提供市場環境對於專業

人力的迫切需求，另謀對策，順利推展國內

休閒運動產業。

叁、民間施行情形

在國內休閒運動風氣日盛，民眾運動的

需求提高，健身運動俱樂部林立，國民運動

中心由臺北市至全國紛紛建置、戶外休閒運

動種類及項目不斷增加等，皆促使國內休閒

運動產業專業人才的需求更加急劇。我國運

動休閒服務業相關證照種類琳瑯滿目，多由

民間協會或組織各自發證。因非由統一單位

發證，導致證照公信力受到質疑，考證者辛

苦耗費時間、金錢、精力所考取的證照常無

法有效證明自己的專業能力，企業雇主亦無

從判斷證照所代表的專業程度，實有必要檢

▲救生員班訓練。( 圖／巫昌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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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評估，進而建立一套完善的專業證照制

度。國內民間並沒有特定的組織為休閒證照

進行統一的專業認證與審核，協會各自發放

證照的結果，使諸多證照缺乏足夠的公信力，

導致效力與效益的支持較弱，考取證照人員

的助益單薄，是亟需被重視與改進的關鍵之

處。

參倣美國的經驗，其具公信力之公園與

遊憩專業人員 (Certified Park and Recreation 

Professional, CPRP) 證照，即透過專責組織美

國國家遊憩與公園協會 (National Recreation 

and Park Association, NRPA) 提供公信力。美

國於 1981 年將 CPRP 列為國家證照之一，突

顯 CPRP 具有的專業程度、影響力及公信力，

提升全國休閒證照制度的專業地位 ( 梁明樂、

楊峰州，民 102)。 國內可針對證照制度進行

統一策略規劃、評量與發證，脫離證照濫發、

缺乏公信力之窘境。

肆、中介發展策略

國內休閒運動證照制度處於政府行政與

立法進程未如預期、民間市場混亂之兩難情

境，仍應構思解套策略，保障消費者權益。

在立法尚未提案通過前，先行透過學校的養

成與認證機制不失為一良方。 國內大專院校

因政策失衡，設有超過 70 所休閒運動管理相

關學系所 ( 高俊雄，民 98)，豐沛的專業師資

人力可妥為轉化運用。林巧怡 ( 民 100) 在臺

灣運動經紀人才培養模式研究中，建議於大

專院校開設相關課程，建立產學合作機制。

胡俊傑 ( 民 100) 於創新營運模式開創海洋運

動產業永續就業機會的研究中認為澎湖地區

的海洋運動產業相關資源整合，可借重國立

澎湖大學之創新育成中心，協助培育優秀的

運動指導、經營管理、未來職場之人才。

因此，透過專業大學中介平臺的完善規

劃，與民間認證單位合作，藉由學校人資的

▲運動指導員教導學員正確運動方法。( 圖／方亦非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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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專業公正的把關、產學合作機制的建

立、區域特色的掌握、專業課程的開設、訪

評機制的規劃執行、產業創新的開發等，媒

合顧客端的市場、授證單位與考證者的民間、

政策擘劃與建制的政府，逐步健全市場證照

的專業性與協助政府推行法制化，不失為可

行的策略。

伍、結語

 休閒運動產業相關專業證照制度之推

動，政府長期朝法制方向作業，惟陷入利害

關係人交互作用的僵局，進展有限而呈現緩

不濟急；民間休閒運動相關證照制度推動活

力充沛，卻因授證過程較乏品質把關，市場

呈現良莠不齊的紛亂局面。無論學習歐美的

自由市場認證，或者由政府直接立法，對於

專業認證的措施皆面臨若干瓶頸。人才的供

給與專業需求失衡、缺乏完善整合機制，如

何建立專業的認證機制已迫在眉梢。國內大

專院校具有豐沛的休閒運動專業知識與人力

資源，善用此平臺，更可創造莘莘學子未來

學用相符的就業機會，形成政府、民間、學

校長遠發展之多贏的共榮局勢，有利我國運

動休閒證照專業化的長遠發展。( 本文作者李

建興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競技學系教授；

詹俊成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助理教

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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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教練的帶領讓運動更安全。( 圖／ Peter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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