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前言

我國自 1996 年高雄市申

辦「世界大學運動會（以下簡

稱世大運）」以來，歷經了 16

年的努力與等待，秉持著永不

放棄的精神及挑戰，終於在

2011 年第五次申辦時成功勝

出，此後便積極投入相關籌辦

工作，歷經 3 年的努力，時序

已邁入籌備中期的階段。2014

年國際大學運動總會（FISU）

來臺訪視，對於各方面籌辦工作進度深表滿

意與肯定，也深信在 2 年後的臺北世大運將

會是一個成功的賽會。

藉由主辦國際大型運動賽會為國家帶來

廣泛效益，並推動社會全方位發展，樹立成

功典範，對城市而言，這不僅傳遞城市的品

牌意象，也帶來觀光人口成長、打開國際知

名度、啟動城市公共建設的機轉，更提升交

通整頓及規劃之品質，這些都將塑造出一個

新的城市景觀和形象，同時也使城市邁向新

的里程碑，展現不同新面貌。以下就對於世

大運的籌備過程、面臨的挑戰及產生的效益，

做簡要的分享。

貳、世大運概述

世界大學運動會（Universiade）簡稱世

大運，由國際大學運動總會（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Sports Federation, FISU）主辦，屬

於服務型賽會，是提供給全球大學生運動員

參加並做為運動交流平臺，由於參賽選手的

年齡正值運動生涯巔峰期，算是水準頗高之

運動賽會，被稱為大學生的奧運會，其中有

48% 奧運獎牌得主，同時也曾在世大運中奪

牌（GUOC，2010），大多數國家均藉由參加

世大運作為國家未來精英選手養成的重要階

段。世大運自 1959 年於義大利舉行首屆比

賽，每隔兩年舉行一次，目前世界大學運動

會分成夏季世大運及冬季世大運，透過賽會

世界大學運動會面面觀

文 / 洪嘉文、張勝傑

▲ 臺北市長柯文哲於光州世大運閉幕式上以英文向各國代表團致意。（圖／

臺北市政府提供）

27   季刊    第 183 期

本期專題



發揚卓越體育精神，培養認同感與榮譽感。

王昶、苗春迎（2001）認為面對奧運，

就是面對 4000 億美元奧運產值、百萬奧運遊

客、200 多個國家 40 億電視觀眾的關注，以

及 1000 億人次奧運網站點擊率的無限商機。

2008 年北京奧運及 2012 年倫敦奧運經濟收

益方面，除了門票、電視轉播權利金、企業

贊助金之外，更帶來環保、城市改造、房地

產、運動產品、觀光等效益。因此，雖然是

大學生的奧運會，但是在賽會層級和屬性上，

與奧林匹克運動會仍然有顯著差異，於服務

對象、選手知名度及媒體曝光程度等影響，

贊助商的青睞及運動商品產值則相對減少，

但相對帶來的，是另一種城市發展與國際曝

光的重要意義。

根據 2015 年國際大學運動總會（FISU）

訪視臺北世大運組委會的報告中提到，2013

年在俄羅斯喀山的夏季世大運經驗，不但是

歷年來參與選手數最高，也是歷來最成功的

世大運賽會經驗。

綜觀過去幾屆世大運辦理的狀況，在參

賽國與參賽選手數方面，2013 年喀山世大運

有 160 國以及 11,778 位隊職員數為近五屆最

高；賽會志工以近三屆的人數來看，深圳世

大運志工 2.2 萬人、喀山世大運志工 1.9 萬、

光州世大運志工 3.7 萬；場館方面，深圳將新

建場館及選手村建於學校內，因此在籌辦 4

年中花費超過 600 億臺幣，新建 22 座場館，

並且搭建 10 座臨時場館，由於深圳過去沒有

舉辦過國際綜合運動賽會的經驗，因此將場

館建設與城市發展規劃結合，藉此帶動區域

經濟。而喀山世大運是以結合賽後永續使用

為原則，斥資超過 1,400 億作為新整建場館

經費，其中包含開閉幕主場館在內的 49 座運

動場館、基礎建設和媒體中心等。光州世大

運則為大學生留下永續使用之運動設施，新

建 4 座場館，其中游泳及羽球場是為配合學

生和當地居民熱衷之運動項目，並且將場館

興建在大學附近，鼓勵學生參與運動。

臺北市於 2009 年成功舉辦聽障奧運之

後，各項運動場館均日趨完善，為了爭取更

多大型國際賽會舉辦資格及配合我國體育發

展趨勢，興建符合國際標準的網球中心與籃

球館，以建構運動場館整體藍圖。臺北市現

有運動場館數有限，無法涵蓋各項比賽時所

▲  2015 光州世大運開幕式。（圖／李小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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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之場館，考量區域整合概念，採取跨域合

作方式，借用其他縣市場館，如桃園縣陸軍

專科學校游泳館、新竹市清華大學體育館

等，透過世大運的籌辦，促進臺灣北部 6 縣

市共同合作，達成資源共享，提升各項產業

競爭力。

參、賽會舉辦與城市改造

賽會的舉辦往往與城市的發展有著正向

的助益，透過國際大型運動賽會的舉辦，成

功推動城市新意象的案例甚多，最著名的例

子便是西班牙巴塞隆納 1992 年開創的「巴塞

隆納模式」，打破中世紀強人統治下的老舊

城市，先從城市公共空間進行整建，讓一塊

原本充滿灰暗氛圍的區域，成為適合居住的

地方，透過舉辦奧運會動員所有資源，將原

本早已荒廢的世博場地，重新整理為比賽場

地，並且將都市發展推到東北角的海岸，充

分規劃奧運選手村賽後的住宅需求，搭配完

善的公共設施，加上這塊東北角新興地區面

海的輕鬆氛圍，這座城市的地中海特色被完

整凸顯，也因此發展成為重要觀光地。

此外，2012 年倫敦奧運也是藉由運動賽

會的舉辦，再造東倫敦史特拉特福（Stratford）

新風貌。原本還滿是塗鴉的廢棄工廠、汽車、

冰箱、嚴重被化學品污染的土地與窮得難以

翻身的外國移民，百年來都被稱為「臭史特

拉特福」的城市廢墟，透過奧運舉辦規模與

資源挹注，進行東倫敦的都市更新。

而申辦 2020 年奧運成功的日本東京，在

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也啟動大型城市改造，

修建東海道新幹線、羽田機場國際化以及完

善高速公路網等，大舉興建國家基礎設施，

透過申奧成功，再度開創東京新的旅遊資源、

提高城市魅力則是東京這座缺乏歷史性城市

當前努力的方向。

與日本東京同樣屬於一線城市的臺北市，

在爭辦主辦權時便在財務評估及現有場館設

施的評比上，大勝巴西；臺北市的基礎設施

及城市運作能力等方面，也受到肯定。然而，

雖然不像倫敦有重新開發老舊城區的必要性，

仍然需要在原有的基礎上，力求突破現狀，

達到精益求精更高品質的自我期許。以 1992

年巴塞隆納藉奧運翻轉城市面貌，成為世界

▲ 南部大學國際水上中心全景，本次光州世大運作為跳水及游泳的決賽場地，在 2019 年將成為 FINA 世界游泳錦標賽

的比賽場地。 （圖／世大運組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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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旅遊景點為例，在奧運舉辦前，全年遊客

人數為 380 萬人，至 2000 年奧運舉辦後，

增加到 778 萬人，為遊客成長率最高的歐洲

城市；Lenskyj（2002）認為人民財富增加是

所有舉辦大型運動賽會非常顯著的現象，以

2008 年北京奧運為例，北京市民的 GDP 從

2000 年至 2006 年間，成長 12.8%，全中國

也成長 9.9%。

肆、面對的挑戰

不論賽會在一線城市或二、三線城市舉

辦，場館硬體設施是辦理大型賽會最為重要

的一項工作，也是所有競賽項目能否順利舉

辦的主要關鍵，我國在申辦時以多數場館為

現有場館的條件，取得較多的評選分數，無

須再承受建造新場館的壓力，這是現今申辦

國際大型賽會的趨勢。然而，現有場館的整

修建工程，對於我國場館的現況而言，將是

本階段一重大的挑戰。臺北世大運目前規劃

場館共計 79 處，其中多數是位於各公私立學

校作為一般教學使用，並非為舉辦賽會而建

設，因此在於須符合FISU基本規範的條件下，

整建符合國際大型賽會所需求的場館是一大

挑戰，包含觀眾席、賽會附屬空間、符合轉

播需求之燈光及動線規劃等。然而，改建後

的營管規劃與設施設備的整合，亦需要有完

善的資產管理，才能藉由賽事的舉辦，進而

提升硬體設施品質及營運管理能力。

選手村的興建與營運管理則是另一項艱

鉅任務。在賽事開始前 7 天至賽會結束後 2

天的營運期，人數的高峰期將高達 1 萬多人，

包含各國代表團的住宿、各種服務需求、衛

安管理、資訊及餐飲等。此外，選手村第一

次以獨立運作方式設置，各國選手均住宿在

選手村，由於文化、語言及習俗等的差異，

選手村將宛如一個小型聯合國社會，所以在

各項營運管理與村內各項事務的推動外，必

須具備完善的管理及協調機制，方能完成此

項重要任務。

至於在交通方面，多達 79 處場館與選手

村的交通接駁運輸作業實為艱鉅，包含貴賓、

裁判、隊職員、志工、營運人員及觀眾等，

開閉幕典禮的交通計畫，在位於市中心的主

場館，屆時有 4 萬人以上的疏散及原本周邊

▲ 配合我國體育發展趨勢而新建的籃球場，以建構運動場館整體藍圖，在 5 月的 FISU 例行訪視中，由臺北市政府體育

局副局長劉家增率隊，陪同運動助理 Melanie Stallecker 進行場勘。（圖／世大運組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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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流量與人潮，要在短時間內達到疏散標

準，亦為艱鉅的挑戰。

勇敢面對挑戰及任務的達成，是現階段

努力的目標方向，能將計畫工作一一的完成

與實踐，方能解決各項嚴峻問題以提升經驗

的累積，作為成功舉辦世大運之基石。

伍、世大運的效益

世大運的舉辦，雖未能如同奧運帶來的

廣大商機，但能藉由賽會各項資源的投入，

提升臺北市運動場館硬體建設及彰顯籌辦國

際賽會的軟實力。彙整歸納以下五項效益目

標 :

一、提升運動人口 : 辦理賽會宣傳活動，增加

不同種類之運動人口，改善民眾的運動

觀念，提升運動風氣，建立健康永續發

展的未來。

二、 提升競技運動競爭力 : 藉由選手培

訓與照護計畫，挖掘優質潛力選

手，訂定長期永續的競技人才養成

目標，提升競技運動實力與國際競

爭力。

三、 提高運動產業產值 : 透過賽會各項

軟硬體建置及市場開發規劃，帶動

產業發展。

四、 優化運動設施質量 : 新整建場館設

施及設備，規劃符合舉辦國際賽會

標準場館規格，並且朝向綠建築、

太陽能等環保方向規劃，提升場館

質量與永續經營之理念。

五、型塑臺北運動文化 : 透過賽會知識管理的

建置及傳承，開閉幕藝文展演及相關活

動規劃，呈現精采賽事，並擴大市民參

與，打造臺北運動新樣貌。

陸、結語

距離世大運正式比賽所剩不到 800 天，

明年將展開各項的測試賽，以確保及驗證各

項比賽場地及設備的整備成果。面對接踵而

來的挑戰，現階段的籌備工作尤為重要，不

只在於硬體的興建，軟體運作層面的規劃與

整合，也是賽會成敗的主要因素。然而，賽

會風險管理的重要性，也呈現於即將展開的

▲ 光州世大運閉幕式的接旗表演，臺北市立大學學生盡情用身體舞

出奔放的節奏，著實呈現臺北市年輕、多元、創意的面貌。（圖

／臺北市立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鄭璟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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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州世大運上，韓國 MERS 疫情的擴大與蔓

延，對於聚集式的大型賽會，會是一項巨大

的威脅，均將直接或間接影響到賽會的舉辦、

各代表團的參與意願、賽會的醫療防疫措施、

環境的衛生及安全是否完善等，無一不受到

影響。國際大學運動總會亦密切注意疫情狀

況，並謹慎處理相關的環節，在適當的時間

給予最後的決定。對於此事件的發生，也給

予我們在籌備階段的一個重要警訊，應加強

賽會可能發生的潛在風險及威脅，作出最完

善的配套措施及應變機制，在可控的因素範

圍內應加強時程及作業的控管，對於不可抗

拒的天災及意外事件，應建置風險預警功能

及後續處理的標準作業程序，擬定相關的備

案作業，降低所有風險。

世大運的舉辦，不僅是我國體育運動歷

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亦為政府行政效能、都

市再造、文化素養提升及運動產業拓展等國

家形象的總體呈現，升格躍進的重要契機，

而這些作為及面對需要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協

力與合作，才能完成這項重要且深具意義的

任務。一起努力吧！世大運將因有您的參與

而成功，而您的參與，亦將因世大運的成功，

帶來無比的驕傲。（本文作者洪嘉文為臺北

市體育局局長；張勝傑為 2017 臺北世大運執

行委員會綜合行政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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