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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圓桌論壇議題四之運動產業，請到四位

引言人，包括：國立台北大學蔡瓊姿副教授

針對兩岸帆船運動產業說明發展趨勢、國立

屏東教育大學涂瑞洪教授以運動器材產業說

明台灣目前產業現況與未來發展策略、國立

體育大學周宇輝講師介紹目前台北市運動中

心營運公益與營利邏輯初探與針對人力資源

等未來發展趨勢，最後由長庚復健科醫師林

瀛洲主任針對運動醫療主題，說明目前運動

醫療產業之現況與發展策略。

運動產業之現況與問題分析

引言人分別針對兩岸帆船運動暨產業

發展趨勢、運動器材產業、台北市運動中

心、運動（復健）醫療產業發展四項子議題，

進行討論如下：

一、兩岸帆船運動暨產業發展趨勢

大陸帆船產業從 1989 年秦皇島水上基

地建成之後迅速發展，1983 年開始，即在

山東、上海、福建等地發展帆船 OP、雷迪

爾、激光、對抗賽帆板 T293 等奧運帆船專

業運動。大連、廣東、浙江等地，也發展許

多各地區代表性之遊艇會與遊艇俱樂部。遊

艇是提供私人航行、競賽或其他非商業性

質目的的載具，並利用遊艇駛帆、航行或競

賽，以英國為例，遊艇產值可到台幣約 155

億，據我國經建會統計，台灣為遊艇製造全

球排名第七名，但與大陸相比，帆船運動發

展卻停滯不前。故引言人提出台灣無明確法

規、風氣不彰、設施不足等問題，並依據問

題提出解決策略與未來展望如下：

（一） 老舊廢棄漁港改造以改善設施不足問

題：將漁港轉型為觀光休閒漁港為每

個國家都會面對到的問題。

（二） 帆船運動設定為學生必修課程以達海

洋國家展望：鼓勵漁村附近學校利用

現有港池設施讓自家小孩學習帆船，

或是設立帆船遊艇課程，製造教育就

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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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展生產製造、銷售及二手船買賣作

業流程等相關專業知識技能：含遊艇

港、維修、證照、保險融資、法律與

海事救援等帆船遊艇專業人員。

（四） 相關政策法令之修訂：改善與修訂船

舶法與遊艇專章，將法令與實際執行

之間之落差平衡，以達推動帆船遊艇

業之執行。

二、運動器材產業

全球運動器材市場規模約 1,500 億美

元，2010 年台灣運動休閒產品（包含各種球

拍、野外休閒與運動用品、高爾夫球具、水

上及潛水用品、健身器材等）出口值約為 14

億 5,000 萬美金，較上一年度提昇 28.15%；

進口值也提升 27.70%，故運動用品製造業即

為台灣重要產業之一。然而電子資訊化產品

日新月異，為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產品之一，

政府組織再造也將國科會升格為「科技部」，

凸顯出未來政府施政將著重於科技產業。

台灣雖有運動用品製造王國之稱，但

運動器材產業須面對大陸崛起之問題，如何

提高優勢產品的設計、研發能力以及結合科

技、電子及個人化之運動器材為未來發展之

議題與趨勢。故引言人提出冀以整合學術界

研究能量，並鼓勵相關系所開設製造及研發

為主之實習課程、結合科學、醫學、電子資

訊等領域研發特定族群專屬之運動器材及政

府挹注扶持為未來發展運動器材產業之策略

與展望。

三、運動中心之展望與建議

未來教育部體育署（前行政院體委會）

計畫於都會區興建 50 座國民運動中心，待

國民運動中心完工啟用後，預估屆時所有政

府興建的運動中心每年共可創造 331.7 萬使

用人次，其中可觀的運動需求及產值，可帶

動我國運動產業之發展。國民運動中心又以

台北市民運動中心營運邏輯為基礎，台北市

民運動中心營運分營利與公益兩者同時進

行，其中商業活動、體育活動、運動營隊為

市民中心營利運作之內容；支援學校教學、

公益課程、地方運動賽會、運動社團，體育

獎學金與公益時段為市民中心公益策略，此

兩大構面為台北市民運動中心營運策略，也

為未來國民運動中心營運作為基礎概念。

引言人進一步指出運動中心未來發展趨

勢，包含運動健身與健康醫療之結合、由純

運動逐漸走向全人健康、銀髮族市場、身心

障礙運動平等、以及國民運動中心完工之運

動風潮。故所需之專業人才將為未來發展運

動中心之關鍵問題。故建議政府盡速完備各

類相關專業人才培訓及職能認證基準機制，

並於國科會「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中列

固定財源；其次則統合政府各部門如內政部

社會局、衛生署、相關單位與公益彩券基金

來源投入特殊族群之休閒運動推廣；最後建

議政府媒合民間企業將資源投入地方體育運

動之發展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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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法與遊艇專章，將法令與實際執行

之間之落差平衡，以達推動帆船遊艇

業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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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運動（復健）醫療產業

台灣之運動醫療產業仍屬於待開發階

段，包含慢性病患者之運動處方、運動傷害

復健（運動治療）、特殊族群的運動介入等

皆屬於待開發狀態。但從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第 1 條可了解，為促進運動產業發展，營

造良好經營環境，積極提升競爭力與國際接

軌，並為國人建構優質運動休閒環境；而第

4 條運動事業及體育團體之範疇，將運動保

健業也納入。體委會綜合計畫處的「補助運

動消費支出」計畫，試辦有意疾病恢復或健

康促進之運動環境及課程，此一創新運動消

費模式，可鼓勵民眾養成規律運動習慣，增

加運動專業人才就業，也扶植運動健身產業

結合醫療單位建立異業合作商業模式。

雖然運動與健康意識抬頭，但大部分民

眾對運動仍有所遲疑，引言人提出原因包括：

沒有時間、沒有正確的運動知識、缺乏專人

指導及缺乏適宜的運動場所等。如何提供適

當誘因來發展運動醫療產業，使民眾願意消

費、廠商願意投資、政府願意補助是該產業

發展之關鍵與趨勢。

結論與建議

綜合四位引言人與主持人國立體育大學

高俊雄校長，依據兩岸帆船運動產業發展趨

勢、運動器材產業、運動中心、運動醫療產

業四項子議題之現況分析、發展問題與發展

策略，與現場會眾集思廣益與綜合討論，並

蒐集與會會員意見，提出七項具體建議，希

望能就「運動產業」未來發展做建言，以為

擘劃未來政策之參考。具體建議如下：

（一） 因時因地制宜，鼓勵漁村附近學校利用

現有的港池設施讓自家小孩學習帆船。

（二） 結合運動科學、醫學、電子資訊、運

動健康休閒……等相關領域，針對老

年及女性特定族群研發或改良專屬運

動器材產品。

（三） 仿效國科會及經濟部對於運動產業研

發的挹注及扶持，建請體育署在補助

運動發展基金上可增設運動競技、運

動休閒、健身器材研究開發補助項目。

（四） 建議盡速依照職業訓練法之規範，完

備各類相關之專業人才培訓及職能認

證機制。

（五） 建議建立資訊互通平台及專責窗口，

主動媒合民間企業將資源投入運動產

業的發展。

（六） 透過相關學（協）會舉辦研討會、講

座推廣相關知識。並舉辦工作坊培育

相關人才。

（七） 落實運動產業發展條例，提供良好環

境提高企業投資意願。於運動產業發

展條例中，明定獎勵補助運動醫療產

業相關的施行細則，並與國民健康局

及健保局相關的法令及資源結合來扶

植運動醫療產業。

（備註： 此篇文章內容為綜合 2012 體育運動學術團體聯合年會

暨學術研討會圓桌論壇手冊與引言人投影片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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