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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健康的國民是國家的 大資產，國民體能是國

 力的具體象徵，也是形成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因素。隨

 著社會的進步，運動之價值從身體活動橫向擴展為

 「終身學習之權利」及「全人教育之必要元素」，在

 縱向部分則加深為「全民健康之碧石」及「文化傳承

 之平臺」，有鑑於此，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提出「打造

 運動島、樂活在臺灣」計畫(願景如圖一)，以「樂

 在運動、活得健康」理念，並以四大專案為推動主

 軸，分別為「運動健身激勵專案」、「運動俱樂部建

 置輔導專案」、「運動樂活島推廣專案」及「運動樂

 趣快易通專案」，全力推動全民運動以達國民健康促

 進之效(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ll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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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運動島計畫之思維

 全民運動推展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一是強化

 運動組織，一是鼓勵國人養成規律運動習慣並持之

 以恆。在營造優質全民運動環境思維下，為不同特

 質《年齡、性別、興趣、健康狀況、城鄉及社經背

 景)民眾提供多元化、生活化、專屬化的運動指導

 與服務，鼓勵「潛在性運動人口」成為「自發性運

 動人口」，「個別型運動人口」轉換為「團體型運

 動人口」，讓更多民眾養成規律運動習慣，並以國

 民運動生活需求端做政策設計之原點，發展社區生

 命活力，建立價值創新平臺，提供國民加值運動服

 務，強化國民體能全球競爭力，期望藉此建立一個

 價值創新的全民運動推動平臺，落實打造運動島之

 願景。以下提出本計畫之五大思維:

 一、落實全民運動權

 依據聯合國及國際奧林匹克憲章精神，保障各

 族群運動權益，落實推展全民運動，並提供身心障

 礙國民、原住民、銀髮族、婦女、幼兒等弱勢族群

 多元化、客製化、創新性之休閒運動。

 二、扎根家庭、學校、杜區與民間團體

 將運動融入社區居民日常生活，以及各級學校

 課程教學或學生社團活動，整合社會資源，擴大規

 模，耕根社區，兼顧保障各族群運動權益及提升國

 民體能的政策使命。

 三、跨領域整合

 隨著運動休閒對個人健康促進、提升生活品質

 及為社會創造新價值的效益越來越明顯，全民運動

 施政計畫的願景、目標與策略也逐漸朝向與交通、

 觀光旅遊、地區經濟發展相結合。例如:環臺自行

 車道、登山健行步道、運動暨休閒產業博覽會、設

 置國民運動中心、環臺運動觀光等。全民運動也間

 接建構了政府與非營利團體、企業及社會大眾之間

 的互動交流與結合平臺，共同創造新夥伴關係及新

 價值的機會。

 四、舉辦大型活動活絡交流

為了提高運動休閒參與者和其他團體或地區之

 間的交流，以及持續精進練習的動機，中央與地方

 政府經常會籌辦區域性、全國性甚至國際性活動，

 邀請縣市或區域運動團體代表參加表演或者比賽。

 例如:萬人太極拳、百萬人登山健行、泳渡日月

 潭、搶灘料羅灣、自行車成年禮等。大型活動可以

 在短時間內聚集大量人潮，吸引大眾傳播媒體進行

 採訪報導，進而提高全民運動的曝光度，同時提供

 國人參與社會健康活動之舞臺，亦有提升國人參與

 活動意願和風氣之效果。

 五、輔導訪視體系

輔導訪視的任務與角色主要是作為中央及地

 方組織密切溝通窗口，以及協調、整合、推動的橋

 級學校推廣運動，有助於提升國民體能。(圖片提供:紅藍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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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樑，來達到地方政府與社區居民能夠自發性運用資

 源，長期持續增加運動人口的目標。而透過建立資

 訊交流平臺、建構經驗知識庫、協助輔導訪視作業

 體系地方化等策略，期以建置完善輔導訪視體系。

 (一)針對全民運動施政計畫之理念、目標、策略

 與執行論述，進行座談及研討會等方式，以

 彙集、整合多元意見與建議;

 (二)掌握政策理念與目標，有效與地方政府與執

行單位溝通;

 (三)確實了解地方實際執行情形，提供必要諮詢

與指導;

(四)集思廣益研擬有效實施策略;

 (五)促進交流觀摩與互相學習、以擴大成功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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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改善中央與地方政府體育行政業務人事異動

 快，相關工作不易銜接等現象。

本計畫分頂作法

 為期四年的「打造運動島計畫」，計分四項

 專案:「運動健身激勵專案」，是透過獎勵制度實

 施體能檢測，培養全民規律運動習慣。「運動樂趣

 快易通專案」，為建置運動資訊平臺，讓民眾方便

 上網搜尋各類運動資訊，得知何處有運動活動、運

 動場所，或運動比賽消息。「運動社團建置輔導專

 案」，藉由輔導設置運動社團，增加規律運動人

 口。「運動樂活島推廣專案」則透過舉辦各種活

 動，讓不同族群、不同行業之各階層民眾都能夠共

 同參與，達到全民運動的目的(行政院體育委員

 會'20lla)   0

運動健身激勵專案

運動健身激勵專案在全國各縣市辦理國民體能

 檢測，有效建構一個有信度又兼具效度之國民體能

 常模。除此之外，實施國民體能檢測，提供全國合

格檢測員提升實務操作能力;更鼓勵全民定期接受

 國民體能檢測，掌握個人體能狀況，進而養成規律

 運動，以提升國人健康體能意識，強化國民健康體

^^^
 目。

﹄

運動樂趣快易通專案

 建置豐富運動知識資訊庫，透過整體廣宣計畫

 行銷「打造運動島」政策理念，並藉由各縣市綿密

 的廣宣網緒，快速而準確地將各項休閒運動訊息，

 傳達給所需運動愛好者，營造全民運動內容豐富

 有趣、簡單易學的形象，鼓勵全民主動參與休閒運

 動，達到「樂在運動，活得健康」之目的。

運動杜團建置輔導專案

 由於組織是資源整合的平臺，運動社團的建置

 與輔導成為重要的工作，內容包含運動大聯盟、運

 動小聯盟、運動社團等所辦理之相關活動等。其策

 略包括鼓勵成立運動俱樂部、擴增規律運動人口、

豐富國人休閒生活內涵及深植全民運動發展基礎等

 方法，並期藉此有效利用運動設施、恢復社區教育

 力量、培養健全的青少年、憎加親子與世代交流、

 創造銀髮族生活福祉、改善健康水準、減少醫療費

 用及孕育多元運動文化等目的。

運動樂活島推廣專案

 針對不同的族群，舉辦不同的體育活動，提供

 民眾更多元的運動觸角。活動地點分別選在全臺各

 縣市地方辦理，目的在結合地方特有的文化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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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運動島大型活動一農林漁牧動起來。(圖片提供:行政院骨

 透過創意的運動競賽，提倡全民運動的新生活概

 念，此類活動非常深具意義，獲得民眾高度認同，

賓施成果

 99年實施成果(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10))

(^)運動健身激勵專案

 1、辦理職工運動瘦身班、運動健身主題活動逾

 ̂^0場次。

 2、培訓國民體能檢測合格人員576位。

 3、於全國設置34個檢測站。每站至少檢測20場

 次、參與人數2，500人，並委請學者分析檢測

 4、設計製作「活力虎」激勵獎章5萬枚頒予通過

 檢測人員。

 5、設計印製國民體能檢測DM 5萬張，以及體能

 檢測宣導影片。

(二)運動樂趣快易通專案

 1、輔導25縣市政府建置運動地圖網站。

 2、完成建置打造運動島資訊平臺(已命名:臺

 j響運動)，整合全國各縣市運動資訊。

 3、完成辦理99年運動城市調查報吉。

(三)運動社團建置輔導專案

 1、輔導與強化368鄉鎮市區基層組織，計補助

 ̂^9件申請案。

 2、成立24^運動大聯盟，辦理大聯盟活動46場

 次。

 3、成立運動小聯盟達177個，辦理小聯盟活動

 568場次。

 4、成立運動社團達4265個，辦理社團團慶活動

 3，669場次。

(四)運動樂活島推廣專案

 1、辦理登山、健行、游泳、單車、龍舟活動逾

 1，^^0場次。

 2、辦理2010運動嘉年華等系列大型活動計6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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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軍警消海巡游泳競賽、銀髮婦幼輕鬆

 動、企業游泳競賽、農林漁牧動起來、學生

 游泳賽及水上救生競賽)。

 3、辦理身心障礙綜合性運動會、運動體驗營(單

 項運動比賽)、觀摩(研習)會、運動休閒適能

 場所及運動訓練站等共計^^5項(次)。

 4、與縣市政府共同合作辦理66項次提振原住民

 100年實施績效(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11b)

(一)運動健身激勵專案

 1、辦理婦女運動班、幼兒運動指導班、銀髮運

 動推導班、農林漁牧運動推廣班逾230場次。

 2、培訓國民體能檢測人員逾266k o

 3、設計印製國民體能檢^^u DM 5萬張。

 4、設計製作激勵獎章5萬枚。

(二)運動樂趣快易通專案

 1、建置打造運動島資訊平臺，整合22縣市運動

 資訊、輔導各縣市政府建置運動地圖。

 2、完成辦理^^0年運動城市調查報舌。

(三)運動社團建置輔導專案

 1、輔導與強化368鄉鎮市區基層組織，截至^^0

 年忱月底，成立24個運動大聯盟、238個運

 動小聯盟、7，759T^運動社團

 2、辦理46場次大聯盟活動、1，^^6場次小聯盟活

 動、6^894場次社團團慶活動。

(四)運動樂活島推廣專案

 1、輔導縣市政府、全國性體育運動團體辦理登

 山、健行、游泳、單車及龍舟等活動，逾

 2，000場次。

 2、辦理「^^0年單車成年禮」活動= 16歲完成

 ̂^0公里自行車騎乘，全國22縣市超過10萬

 同學參加; 18歲500公里，分為北部、中

 部、南部、東部4場次，每場有^^0至^^0位

 青年朋友參加^ 20歲環島﹁千公里﹁場，認識

 自己成長的土地，其中^^0位參加千里環臺騎

 乘的勇士參與。

 3、推動原住民運動樂活專案計畫，與22縣市政

 府合辦縣市、鄉鎮運動會、訓練營、觀摩、

研習會等279項活動;輔導各縣市政府所屬

 55個原住民鄉鎮市及原住民相關社會團體，

 辦理各項體育休閒活動計72場(項)次。

 4、輔導82個全國性、地方性運動團體及身心

 障礙者團體，辦理370項身心障礙全國性休

 閒活動、運動人才培訓、國際運動交流、運

 動研討會、健康體能活動及運動規則彙整等

 業務，提供身心障礙國民參與運動機會及管

 道。

 5、輔導具國際聯繫窗口之身心障礙體育運動團

 體，參加國際賽事及賽前培訓:中華民國殘

 障體育運動總會27項，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

 運動協會9項，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

 5項。

未來之目標

 整體效益(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11a)

 (一)提升國人參與運動人口，打造健康優質運動

 (二)活絡地方辦理體育活動風氣，帶動地方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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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整合各縣市體育休閒活動資訊，提供國人

 新運動訊息。

 (E^)藉由成立運動社團，厚植休閒運動發展基

 礎，活絡社區運動發展，促進全民參與，提

 升國人運動生活品質。

 (五)結合地方資源，發揮社區創意與特色，推展

 運動休閒，提倡運動風氣，擴增規律運動人

 口，豐富國人休閒生活內涵。

 (7L)藉由整體推廣服務方式，落實「打造運動

 島」政策理念，讓計畫主題「樂在運動，活

 得健康」深植人心，進而鼓勵全民自發性參

 與休閒運動，進而提升國人健康體能。

 (^)預計全國辦理1，000場次游泳主題活動，至

 少成立^2,000運動社團數，330個運動小聯

 盟，並強化每一縣市運動大聯盟組織運作，

 每個大聯盟每年至少辦理﹁-2項次觀摩表演

 或競賽活動。

經濟效益評估

(^)量化之經濟效益

 ﹁、增加直接消費

直接消費係指運動參與行為所直接產生

 的門票、活動、餐飲、住宿、購物或其他相

 關運動休閒商品消費等，並補助多處社區運

 動休閒設施，憎加運動休閒活動、參與人次

 及其直接消費。

 2、增加間接消費

間接消費是指經由直接消費所帶動起的

 第二輪消費，由直接消費轉化成初次收益，

 在經濟供應鏈中重新分配所產生的消費稱之。

 3、增加誘發消費

自經濟供應鏈中經由直接或間接消費獲得

 收入者，所進行再一步的消費，例如從事經營

 運動休閒設施在可支配所得增加時，在日常生

 活上所新增加的消費行為。

 4、新增短期地方性消費

 對於短期臨時地方性消費的新增部分，主

 要在於推動整體宣導方案、舉辦運動休閒活

 動、改善社區運動休閒設施等計畫，所衍生之

 各項規劃設計、雇工購料、發包施作及活動辦

 理等項目。

 5、憎加運動休閒相關就業人口

專業人力不足為各運動休閒設施普遍存在

 之現象，相關從業人口不足，也影響到運動休

 閒空間的經營成效。因應本計畫對於運動休閒

 設施的改善措施、推動整體宣導方案、運動樂

 活計畫、健康體能專案、保障各族群運動權益

 計畫，將可影響包括營運管理、行銷宣導、運

 動指導、活動辦理等工作機會，預估可提供運

 動休閒相關就業人口1，000人以上。

 6、憎加政府稅賦收入

 在完成運動休閒設施改善，並推動各項運

 動休閒活動之後，營運所帶動消費的增加，預

 期在中央政府稅收部分可增加營業稅、所得稅

 等，地方政府可增加娛樂稅、契稅等;另外受

 惠於運動休閒設施的設立，影響鄰近地區土地

 的增值，亦可增加土地增值稅或房屋稅等相關

 稅收。其次，部分運動休閒設施尚可藉由委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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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茸

 經營方式，增加政府部門委外權利金之收入。

(二^質化之經濟效益

 ̂、對公部門方面

 (1)提升地方政府之自主性與責任，憎強鄉鎮

 市區政府處理運動休閒事務之職能，並鼓

 勵地方事務由地方優先處理之文化。

 (2)藉由各運動空間的改善，普及運動休閒資

 源，落實運動休閒的發展深入民間社會。

 (3)建立各縣市之運動生活圈，有效維繫居民

 情感，凝聚地區居民共識，強化地域認

 同。

 (4)提升國民健康體能水準，有效提供學校正

 規教育以外之社會教育場所，並可與教

 學、研究等相互支援合作。

 2、對私;部門方面

 口)引入民間充沛的資金與經營能力，大幅降

 低政府龐大的管銷支出，協助落實地方運

 動休閒空間的永續經營。

 (2)建立公部門與私部門間合作模式，藉由相

 互學習與交流，提升公部門行政績效。

 (3)帶動運動休閒相關產業之發展，鼓勵民間

 開發新型態之運動休閒產業，提升運動相

 3、對社區民眾方面

口) ^供地方民眾享受在地運動休閒的直接服

 務，提升民眾參與運動休閒活動的意願與

 頻率。

(2^賦予地方民眾關心生活周遭運動休閒事務

 的責任與能力，培育出在地運動休閒團體

 或相關專業人才。

 ̂3)周遭生活品質提升，有助地方繁榮與爭取

 其他分共計畫的投資，帶動社區或地區全

 面性地發展。

結語

 全民運動在我國推展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一

 是強化體育組織，一是國人是否養成運動習慣並持

 之以恆。打造運動島計畫目的在於創造一個人人愛

 運動、處處能運動、時時可運動的願景，鼓勵所有

 民眾都能「每天運動沒煩擾，親朋好友逗陣來」，

 為自己也為家人的健康加分。計畫實施2年來，經

 常性運動人□已從450萬人增加至^^600萬人，參與民

 眾也廣及婦女、身心障擬、老人、青少年、職工之

 運動、傳統民俗體育、原住民、水域活動推廣及綜

 合性等各項休閒運動，大步朝向臺灣運動島的目標

^^准 遇進。

未來之全民運動政策應加強民眾參與運動意識

 及組織創新活力，希望培養國人「自發．自主」規

 律運動觀念，並整合社會資源，擴大規模，扎根社

 區，建立可長可久之運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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