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民體育日之行銷推動策略探討
文 / 陳伯儀

壹、前言

為增進國民參與運動之意識，並保障其

運動權利，立法院於民國 102 年 11 月 26 日

三讀通過「國民體育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其重點乃是將國民體育日之制定入法且明定

其實施方式，其中第 3 條修正內容包括：( 一 ) 

國民體育法第 3 條第 1 項：國民體育，對我

國固有之優良體育活動，應加以倡導及推廣，

並明訂每年九月九日為國民體育日。( 二 ) 國

民體育法第 3 條第 2 項：各級政府應在國民

體育日加強全民健身宣傳。( 三 ) 國民體育法

第 3 條第 3 項：各機關、團體及企業機構應

在國民體育日規劃推動組織內員工全民健身

活動。( 四 ) 國民體育法第 3 條第 4 項：各級

政府之公共運動設施應在國民體育日免費開

放供民眾使用；並鼓勵其他各類運動設施在

國民體育日免費開放供民眾使用。

▲體育署補助興建之國民運動中心，於國民體育日當天免費開放供民眾使用，以擴增規律運動人口及提升國民體質。（圖

／王梓安提供 )

43   季刊    第 185 期

本期專題



貳、過去國民體育日之推廣				

據此，自民國 102 年國民體育日入法以

來，民國 103 年之 9 月 9 日是第一次國民體

育日活動之舉辦與落實，體育署於國民體育

日當日前後，於全臺各地結合直轄市、縣市 

( 政府 )、各縣市體育會及鄉鎮市區體育會，

舉辦全民各項體育推廣活動，並與各直轄市

或縣 ( 市 ) 政府合作，推動其所屬運動場館於

國民體育日免費開放民眾使用，且針對體育

署補助興建之國民運動中心，協調委外營運

廠商於國民體育日當天，免費開放供民眾使

用，以擴增規律運動人口及提升國民體質；

同時，透過所有與國民體育日相關之活動宣

導「樂在運動，活得健康」理念，達到人人

愛運動、處處能運動、時時可運動之願景。

此外，為向長期支持奉獻及熱心推廣我國體

育運動發展之企業團體及個人表達謝意及敬

意，亦透過國民體育日這天舉行「體育推手

獎」表揚典禮，以鼓勵體育運動贊助，增進

民間參與推動體育運動風氣，以達到鼓勵培

養國民運動習慣及推廣全民運動之目的 ( 教

育部體育署，2013)。

參、國民體育日整體行銷計畫分析

在民國 103 年，體育署首次邀請藝人陳

漢典擔任國民體育日之系列活動代言人，推

動整體的全民運動風氣並宣傳國民體育日活

動，在民國 104 年 9 月「國民體育日」系列

活動，透過知名藝人「浩角翔起」為民國 104

▲體育推手獎頒獎典禮，以鼓勵其對體育運動的贊助。（圖／李天助提供 )

▲國民體育日 Logo 及 +slogan。（圖／體育署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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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活動代言，同時首次舉辦國民體育日之

戶外大型體育表演會，並於電視臺、網路直

播等方式轉播體育表演會活動，同時，舉辦

公立運動場館免費與運動商品優惠等活動以

提升民眾運動意願。

整體而言，民國 104 年的「國民體育日」

系列活動之具體作為可以分為：活動面、設

施面、標竿面、產業面等系列活動，並透過

全臺串連規劃，藉以落實國民體育法規定條

文之意旨。而最具代表性之亮點活動為國民

體育日 - 大型戶外體育表演活動。

從效益面來分析，在民國 103 年之整體

活動參與人次為 34 萬 7,706 人次；而設施免

費開放運動場館設施數 4,459 處；整體表揚

之運動楷模與標竿為全國表揚計 1,100 項 ( 包

括個人及團體 )，同時，為使整體之運動產業

可以一同參與國民體育日之系列活動，民國

103 年共有 48 家廠商及 400 個據點參與 ( 教

育部體育署，2013)。在民國 104 年間，整體

的國民體育日推展效益更為提升，活動參與

人次提升至 51 萬 7,926 人次；而在民國 104

年之免費開放運動場館設施數也增加到 5,723

處；從標竿面來看，民國 104 年整體表揚之

運動楷模與標竿為全國表揚計 1,186 項 ( 包括

個人及團體 )；同時在民國 104 年首度邀請

網路商城共同進行之「國民體育日 e 起享好

康」網路購物節活動，共有 12 家電商平臺、

22,663 家運動休閒商品店家參與，參與業

者於活動期間業績平均成長 15%，增加營收

67,989,000 元 ( 教育部體育署，2014)。

另外，在民國 104 年首次舉辦的大型戶

外體育表演會活動，造成廣大的迴響，活動

現場吸引逾 1 萬 3,000 人到場參與，依據尼

爾森全體收視戶之收視率調查指出，本活動

直播收視率於特定族群最高達 1.5，其收視效

益高於同時段其他頻道之節目，另較高收視

族群亦符合運動城市調查中之規律運動比例

較低之女性職工族群。由於現今閱聽大眾之

收視習慣隨著行動科技之進步而改變，使用

行動裝置收視之群眾透過教育部體育署之網

路直播活動，點閱率收視人次逾 5 萬 7,000

人次，總點閱率逾 20 萬人次；本次國民體育

日之大型體育表演會也發佈了記者會與進行

公關操作，成效顯著，電視媒體、平面媒體、
▲ 104 年度國民體育日代言人―浩角翔起。（圖／體育署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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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新聞、部落客等媒

體有關體育表演會之曝

光量逾 117 次；於活動

中，也特別邀請了研究

團隊進行活動效益分析

及研究，現場針對到場

民眾發放問卷，掌握民

眾對活動之觀點，據以

進行民國 105 年之國民

體育日系列活動之分析

與參考。

民國 104 年之國民體育日推廣專案計畫同

時也透過網路與臉書粉絲頁推廣，教育部體育

署之 i 運動粉絲團於民國 104 年內人數突破 4

萬人，FB 粉絲團曝光國民體育日活動整體觸

及人次逾 100 萬人次 ( 尚不含其他表演團隊粉

絲團配合宣導之觸及數，整體行銷案廣告曝光

次數超過 400 萬次 )，各行銷效益對教育部體

育署推動全民運動之正向幫助極大。

肆、	從「創新傳佈」理論看未來國民體育

日推動方式

推動國民體育日之系列活動，無非就是

為了提升國民身體素質，養成國民規律運動

習慣，達到人人愛運動、處處能運動、時時

可運動之願景。根據民國 102 年度之運動城

市調查報告（教育部體育署，2013）指出，

以每周運動三次、每次 30 分鐘、每次運動心

跳率維持在 130 下每分鐘之 7333 定義為標

準，整體 22 縣市 13 歲以上的運動人口比例

為 31.3%，逾 642 萬人，同時較民國 99 年

之統計提升了 5.2%；到了民國 103 年度之運

動城市調查報告指出，整體 22 縣市 13 歲以

上的運動人口比例提升為 33.0%，到了民國

104 年之運動城市調查報告 ( 教育部體育署，

2014) 指出，整體 22 縣市 13 歲以上的規律

運動人口比例提升為 33.4%。從整體的規律

運動人口比例來看，比例是向上提升，然而

卻無法看出是否與國民體育日之媒體訊息之

宣傳相關；本文試圖以創新傳佈理論來檢視

國民體育日之系列活動之媒體策略與行銷推

廣之方式是否達到其效果。

傳播學者 Rogers 提出創新傳佈理論，

▲ 104 年度國民體育日正式開跑。（圖／體育署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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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新事物（包含新發明、新知識及新

觀念）在社會體系中的傳散情形。國內外創

新傳佈理論主要用在評估農業發展、家庭計

畫或是公共衛生等方面，後來逐漸將範圍延

伸至宣導預防愛滋病、癌症以及戒菸等健康

議題。但隨著科技迅速的發展，創新傳佈理

論也開始觸及科技產品方面，而應用在運

動方面的研究國內為數不多，但國外已有許

多學者針對使用在運動等議題上 ( 蔡建宏，

2005)。

Rogers（1995）認為影響新事物傳佈發展

的四個要素，包括「新事物」（Innovation）、

「 傳 播 管 道 」（Communication Channel）、

「時間」（Time）以及「社會體系」（Social 

System）。 因 此， 所 謂 的 創 新 傳 佈 是 指：

「一項新事物透過特定管道，經過一段時

間， 傳 播 至 社 會 體 系 成 員 當 中 的 過 程 」

（Rogers,1995）。國民體育日在民國 102 年

入法後，於民國 103 年起為第一年開始行銷

並舉辦國民體育日活動，至今也才舉辦過兩屆

國民體育日系列活動，就創新傳佈理論之概

念來看，國民體育日之節慶概念可算是新觀

念的推廣，同時，就新事物（I innovation）

特性而言，人們在考慮是否接受或採用新事

▲鼓勵民眾從事規律運動是推動國民體育日之目的。（圖／石斛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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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時，會衡量其是否具備「相對優勢性」、「相

容性」、「複雜性」、「可試驗性」以及「可

觀察性」等五項特性。相對優勢是指創新比

被其取代的現有觀念或技術優越多少的程度，

複雜性指對新事物的可理解程度，可試驗性

指新事物在採用之前被驗證及試用的機會，

至於可觀察性則指在試用之後是否明顯感受

到帶來的利益。因此，一項新事物若能讓接

受者獲利愈多，與過去經

驗愈趨一致，愈容易使用

而且愈能被試用觀察，被

接納的可能性就愈大，當

國民體育日的各項誘因大

幅提升，特別是在民國

104 年的系列活動中提出

了「三免費一優惠」的活

動，讓一般民眾認為接納

國民體育日活動是容易且

有獲利的。

就 傳 播 管 道（Communication Channel）

來看，Rogers 認為，大眾傳播管道具有告知

功能，因此過去兩年之行銷推廣訊息多採用

大眾傳播之通路宣導，同時，人際傳播則具

有說服作用，在採用決策上扮演關鍵角色，

因此在代言人的選擇以及人與人之間之互相

影響說服，將是未來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

在傳佈時間方面，一般而言，在創新傳佈的

▲讓民眾了解運動之益處進而養成運動習慣，可提升民眾健康體能。（圖／石斛

提供 )

 圖 1  創新採用者之類別。資料來源：Rogers, 1995。  圖 2  創新採用者 S 型累計曲線圖。資料來源：Roger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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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當中，採用者

的數目會隨時間演

進成鐘型「常態分

配 」（ 如 圖 1），

依據個人採用時間

先 後，Rogers 同 時

歸納出「創新者」、

「早期採用者」、

「早期跟進者」、

「晚期採用者」及

「落後群」等五種

類型；同時，依照

新事物採納速率快

慢，傳佈過程將呈

現 S 形曲線（如圖

2），亦即在傳佈初

期採納人數較少，

但隨著時間拉長將會有更多人採用，一般來

說，當採用者佔全體人口比例為 10％至 25％

的時候，S 型曲線開始快速上揚，這 10％到

25％之間的人口被稱為「關鍵多數 / 臨界大眾

（critical mass）」（Rogers, 1995）。在新事

物傳布過程中，「臨界大眾」（critical mass）

是一個重要指標，唯有在採用人數突破臨界大

眾之後，新事物才得以快速趨勢在社會中散

佈，直至趨於普及。

由於民國 104 年針對國民體育日的媒體

行銷策略的力道加重，通路加廣，訊息加深，

因此在民國 104 年的運動城市調查中特別加

入了國民體育日知曉度調查，透過市話調查

結果顯示，在民國 104 年整體而言有 17.1%

的民眾知道此系列活動，在尚未開始的民國

104 年國民體育日媒體行銷訊息之前，僅靠過

去民國 103 年的宣導印象，僅有 12.1% 的民

眾在2015/8/24 以前知曉國民體育日的活動，

而在調查日 2015 年 8 月 25 日及以後的知曉

度則為 25.3%。因為 2015 年 8 月 25 日為民

▲透過國民體育日之活動，宣導「樂在運動、活得健康」之理念。（圖／石斛

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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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104 年之國民體育日整體行銷電視廣告、

廣播訊息及大型戶外媒體露出之推出日，在

整個的媒體行銷訊息推出後，民眾對於國民

體育日系列活動之知曉度上升了 13.2%。從

圖 1 可看出，至民國 104 年底，全國民眾對

於國民體育日這個「新事物 / 新觀念」之系列

活動的知曉度與接受度，已達到臨界大眾的

比例了，根據學理，表示國民體育日之推廣

與宣傳，已經超過關鍵多數民眾知曉，未來

可以快速的趨勢在社會中散佈，正式進入圖 2

的陡升期。

伍、結語

綜上所述，無論從學理，或是從實際的

統計數字上來看，從民國 103 年起至民國

104 年底，所有針對國民體育日系列活動所

作之媒體行銷策略，都是有效且幫助國民體

育日之印象深植一般民眾心中；當進入到民

國 105 年這個新的一年，面對國民體育日在

一般民眾的心中已進入陡升期之際，全新的

行銷推廣策略也將必須推出。因此，在民國

105 年之國民體育日代言人的選擇上，建議選

擇知名度高，且豐富具備運動意涵之代言人，

如：知名運動明星、熱愛運動且運動形象明

顯之知名演藝人員，透過該代言人之明顯運

動形象所傳遞之訊息，將使閱聽大眾快速的

將傳播訊息，連結到國民體育日意涵之知曉

與喚醒，並加深印象，所傳遞之訊息內容，

也可加入創意與衝突之意象，以凸顯國民體

育日之意涵，並以多元之傳播通路針對未能

接觸到之運動族群，如：職工、婦女、以及

特定族群，以提升其運動意願，這也將為媒

體行銷團隊帶來新的挑戰與契機。( 本文作者

為臺北市立大學運動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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