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前言

運動選手第一線的努力，讓世界看見臺灣；臺灣體育政策日趨完善，也成為

支持選手、凝聚臺灣最堅強的後盾。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體育署） 透過「學

校體育」和「運動設施」打下臺灣體育軟、硬體無限堅實的基礎，支持著「全民

運動」、「競技運動」和「運動產業」。讓每個運動項目在臺灣都有自發群眾參

與，運動成為生活的一部分，讓我們得以堂堂邁向「國際體育」，進軍世界！落

實「健康國民、卓越競技、活力臺灣」的三大目標。

1973年教育部體育司（以下簡稱體育司）成立，負責全國體育策劃與推行； 

1997年行政院體委會（以下簡稱體委會） 成立，趙麗雲主委推出強化國民體質與

提高競技實力雙主軸，並採用硬體設備、軟體資源、人才培養及宣導開發等四個

策略，規劃推動「雙主軸四輪帶動」的國家體育政策。公共政策除了使命願景及

主軸外，還必須落實精進政策主軸基礎工作，以期實現組織的使命願景。臺灣是

自由、民主、法治國家，政府單位的整體運作必然與組織和相關法令以及預算資

源密切關聯（如圖1）。

2013年，體委會及體育司

整併為體育署，負責統籌全國體

育事務，包括體育與運動政策、

制度及相關法規之規劃與研修、

運動產業及運動彩券之規劃及督

導、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以下簡

稱國訓中心）之輔導及監督，以

及學校體育、全民運動、競技運

動、國際及兩岸運動交流、運動

設施等業務之規劃與執行。體育

署在2013年6月彙集各方意見，

臺灣體育運動政策發展之
回顧與前瞻
文／高俊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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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政策的基礎構面圖（圖片提供／教育部體育署）



提出「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為強化體

育署在跨部會行政溝通協調，行政院於 

2016 年成立行政院體育發展委員會 （以下

簡稱體發會），主要任務包含體育行政優

化、鼓勵企業投資、國際賽事接軌、體育

向下扎根及選手職涯照顧，以期在五大策

略下，全力推動落實「健康國民、卓越競

技、活力臺灣」的目標。

本文就我國體育運動中央政府之組

織、法令與預算資源、體育運動政策白皮

書之願景目標及體育行政基礎工作的變遷

概要說明。

貳、組織、法令與預算資源

一、體育機關之沿革

體育司於1973年10月成立，在

1971年中美斷交及1979年臺灣退出

聯合國的時空背景下，透過體育讓臺

灣跟國際重新接軌交流，成為體育司

掌理學校體育、競技運動和全民體育

之外的重要任務。而家喻戶曉的威廉

瓊斯盃 （William Jones Cup）即是

在時任國際籃球總會秘書長的威廉．

瓊斯博士支持下，於1977年開始在臺

灣舉辦。1997年體委會成立運作，然

而，2013年1月中央政府組織再造，將

體委會及體育司整併成體育署；2015

年1月國訓中心法人成立，行政院為了

強化體育推動在跨部會的溝通協調，

2016年7月成立體發會。

二、相關重要法令沿革

在相關法令的訂定及修正方面，

運動彩券發行條例（以下簡稱運彩條

例）於2010年公布施行，而現行的運

動彩券亦在同年從公益彩券中獨立發

行，對體育運動資源具有相當大的效

1973.10.31

2012.3.1 2015.1.1 2017.11.292010.1.1 2016.11.16 2017.9.20

2016.7.122013.1.1

2015.1.1

1997.7.16

圖2  體育機關及相關法令推動沿革（圖片提供／教育部體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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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隨後2012年運動產業發展條例（以下簡稱運產條例）公布施行，2015年

1月1日國訓中心在相關法令通過後，同步完成法人的設置。在整體的運作過

程中，行政院為讓相關法令符合社會環境的發展，進而採取適當的修正。首

先，2016年運彩條例修正施行後，接著2017年進行國體法的修正，本次國體

法的修正範圍甚廣，除了增列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及特定體育團體的法令修

正外，對於體育班、縣/市地方體育發展亦有相當大的影響。最近的一項法令

增修則是2017年的運產條例，提供個人捐贈的平臺專戶，亦可享有100%的租

稅優惠。我國中央體育機關及相關法令推動沿革，彙整如圖2所示。

2017年兩項重要法令的修正，主要受到2017年臺北世大運優異成績的

影響，凝聚朝野的共識。而法令的修正也讓法治國家的行政單位在公務執行

時，擁有更大的空間、更多的法源，以創造更具有價值的業務。

三、歷年員額核定情形

在體委會時代，最早編列員額數為117人，自2000年起平均員額數約115

人，在體育司及體委會整併為體育署後，員額調整到124人左右（如圖3）。

四、歷年預算編列及體育推手獎贊助情形

在體委會時代，年度預算（含公務預算、基金預算及特別預算）編列最

高為118億，主要為舉辦2009年世界運動會及2009臺北聽障奧運兩項國際綜

合賽事，因此中央也挹注地方政府更多的資源。體育署成立後，預算的編列

逐年成長，2019年編列131.95億元，2020年將持續成長到134億元。

理想上，體育可運用的經費，除了政府的預算，還有透過市場機制獲得

來自產業投資、民間的贊助，將對體育運動帶來更大的效益。體育推手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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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委會時代所成立的獎項，以表揚、鼓

勵民間企業及個人對體育運動的捐贈，

2019年獲頒推手獎企業團體贊助的總

金額達到39億元（如圖4）。

值得一提的是高中籃球聯賽

（HBL）自2014年起，賽事轉播費用已

由原先政府編列預算轉為民間電視公司

透過市場競標機制支付權利金。未來相

關賽事具市場價值者，也將朝此方式推

動與執行。實務上顯示，如果政府能夠

有效提升體育預算效益，也會帶動企業

和民間為體育投入資源。

參、 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的願景目標
與執行成效

體育署2013年1月成立以來，便積極廣

徵各界意見，研擬我國首部體育運動政策

白皮書，並於同年6月公布實施，以健康國

民、卓越競技和活力臺灣作為三大願景目

標，並包含學校體育、全民運動、競技運

動、國際及兩岸運動、運動產業及運動設施

等六類業務具體施政作為和績效指標。本

文對於三大願景目標，嘗試以下列關鍵績

效指標加以量化描述： 

1. 健康國民—規律運動及不運動人口比

例。

2. 卓越競技—國際正式比賽獎牌數及金

牌數。

3.活力臺灣—主觀幸福感、運動服務業

總產值、國人年平均運動消費金額、    

擔任國際組織職務席次，以及臺灣舉

辦之國際賽事。

一、健康國民

（一）規律運動及不運動人口比例

規律運動人口比例是國際上常見

的國民健康指標之一，而相關的

年度調查自2004年開始。早期為

了鼓勵各縣、市規律運動人口比

例持續上升，更將各縣、市的規

律運動人口績效進行排序，並公

告。從「陽光健身計畫」、「運歷年預算編列及體育推手獎贊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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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臺北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  $ 33.35 億元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  $ 63.43 億元 
體育推手獎自 2009 年起開始舉辦

圖4  歷年體育機關預算編列及體育推手獎贊助總額（圖片提
供／教育部體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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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人口倍增計畫」、「打造運動島」到目前「運動 i 臺灣」等計畫長期

推動，均強調由下而上、社區化及生活化之理念，持續並針對不同族群

發展適合的運動方案，並從年度調查結果做必要的調整、加強改善。

（如圖5）

規律運動人口從2004年的13.1%，持續成長至2018年的33.5%，呈現穩

定成長的趨勢。另一方面，不運動人口比例雖自2005年起逐年下降，在

2007年以前甚至高於規律運動人口比例，但仍必須採取更有效方案，持

續改善。

（二）各年齡層規律運動人口的提升情形

根據年度調查結果顯示，各年齡層規律運動人口（13∼70歲）的變化也

反映出不同政策的意涵。世界上許多已開發的國家，規律運動人口最低

的年齡層皆為35∼59歲的上班族，儘管各國政府投入許多資源與經費，

規律運動人口的提升仍相當有限，因此，體育署自2017年起推動「運動

企業聘用運動指導員及認證」計畫，獲得許多正面迴響；此外，臺灣早

期年長者在退休後通常過著輕鬆悠閒的生活，鮮少從事體育運動，近年

來因規律運動觀念的推廣及政策的推動，60歲以上退休族群的規律運動

人口大幅提升；而在學生方面則與課後運動150分鐘（SH150）的政策

有關，亦有明顯的提升（如圖6）。

（三）各年齡層不運動人口的降低情形

在不運動人口的改善方面，比較2007及2018年的調查結果，18歲以上

各年齡層不運動人口均出現下降情形，其中，29∼50歲上班族不運動人

口的降低情形相對較低（如圖7），為有效提升此年齡層的規律運動人
健康國民 -規律運動及不運動人口比例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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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規律運動人口及不運動人口比例趨勢圖（圖片提供／教育部體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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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體育署自2016年起推動「運動

企業認證」，讓公司不再只是工作

場所，也融入運動元素，這也成為

許多年輕人在生涯規劃與職場選擇

上重要的考量項目之一。

二、卓越競技—國際正式比賽獎牌數

體委會2000年設立國光體育獎章

獎勵辦法，以獎勵我國選手在國

際舞臺上的優異表現。根據國光

獎章獎牌數的統計顯示，總獎牌

數自2004年起隨著國際賽事的舉

辦年度而呈現波動情形，但長期

而言是成長的。近年我國好手的

優異表現，在2017年共獲得213

面獎牌，為歷年之最，2018年亦

有191面獎牌的亮眼成績（如圖

8）。

金牌是競技運動曝光率最高

的，金牌數佔總獎牌數的比例越

高，在國際舞臺上將更受矚目。

我國在2017年共獲得90面金牌，

為歷年來最高，主要是2017年臺

北世大運的優異成績，2018年金

牌數雖下降至77面，但我國選手

在2018年雅加達亞運的優異表

現，仍創下歷年來獎牌數最高的

紀錄。預計2019年，國際總獎牌

數或金牌數將再超越歷年最佳成

績。整體而言，總獎牌數較金牌

數的明顯波動情形，主要受到奧

運、亞運及世大運等國際賽事舉

辦年的影響，相信隨著我國選手

在國際賽會的優異表現，總獎牌

數的曲線將更加平穩。

三、 活力臺灣

（一）主觀幸福感 

行政院主計總處根據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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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國民 - 各年齡層規律運動人口的提升情形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60.0%
65.0%
70.0%

13-17 18-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50-54 55-59 60-64 65-69 70-

2007 年 2018 年

(歲)健康國民 -各年齡層不運動人口的降低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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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各年齡層規律運動人口比例提升情形（圖片提供／教育部體育署）

圖7  各年齡層不運動人口降低情形（圖片提供／教育部體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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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指數，公布國民幸福指數統計，2016年我國為6.96分，於39個國家

中排名第16；另國民幸福指數統計之主觀幸福感為6.4，排名第22（如

圖9）（行政院主計總處，2019）。

（二）運動服務業總產值及國人年平均運動消費金額

體育署的年度運動消費支出調查中，運動產業的範圍主要包含運動製造

業、運動營造業及運動服務業。調查發現，運動服務業的總產值逐年

上升，從2012年的1,200億元，到2016年上升到1,417億元，另外，國

人年平均運動消費金額，2013年每人平均為5,666元，2018年則增加到

7,334元（如圖10）。

隨著全國各縣、市國民運動中心的興建及運動健身產業的快速發展，民

眾到健身房付費運動的比例也明顯提升，個人在運動上的消費金額也持

續成長，且成長速度似乎比運動服務業整體產值更快，顯示國人越來越

肯定運動對健康的效益。

（三）擔任國際體育組織重要職務席次及臺灣舉辦之國際賽事

在國際運動組織中，無論是擔任技術性職務、行政主管職務或委員，一

個國家所佔的人數或席次越多，在國際體壇的影響力也越大。截至2019

年8月底，我國擔任國

際運動組織職務者共計

195個席次；而在舉辦

國際賽事方面，舉辦的

國際賽事場次越多，臺

灣在國際上的曝光率也

就越高，去年共計舉辦

130場，2019年預計舉

辦136場（如圖11）。

四、近年重大計畫

卓越競技、活力

臺灣和健康國民三大目

標，彼此密切關聯。實

務發展經驗顯示，當

我國選手在國際賽會獎

牌和金牌數越多，一方

面會立即帶動國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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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主觀幸福感（圖片提供／教育部體育署）

圖10  運動服務業總產值及國人年平均運動消費金額持續上升情形
（圖片提供／教育部體育署）



會凝聚力、國際能見度和國人對體育

運動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國際運動

組織擔任職務的人數也會隨之成長，

進而提升我國在國際體壇的影響力。

在臺灣舉辦的國際賽事也會成長，回

饋帶動學校體育、全民運動和運動產

業。也因此，為配合國家建設永續發

展，並提供國人多元且安全的休閒運

動環境，陳前總統提出「全國自行車

道系統計畫」，開始逐步建構全臺各

地的自行車道；馬前總統則推動國民

運動中心及各縣、市休閒運動設施的

興建，以提升歸律運動人口，並支持

爭取舉辦2017臺北世大運；蔡總統針

對如何落實輔導照顧優秀運動選手、

提升國家運動訓練園區功能，以及營

造優質休閒運動環境，以上五大計畫

均經行政院核定，分別說明如後。

（一）自行車道整體路網串連建設計畫

為提升國民運動休閒風氣及習慣

的養成，體委會自2002年起至

2011年止，編列約50億元辦理

自行車道規劃與興設，共計完成

2,272公里自行車道之建置；為

回應國人自行車運動風氣普及，

賡續自行車道路網之完整性，體

育署自2013年至2018年，編列經

費約12億元，辦理全臺自行車道

之優質化串聯，提供國人安全、

舒適及多元的自行車騎乘環境。

（二）改善國民運動環境計畫

為滿足民眾多元需求，體委會研

提改善國民運動環境計畫，計畫

期程為2010至2017年，編列預算

110.79億元，於全國各地興設運

動公園、棒壘球場及30座國民運

動中心等各類運動休閒設施，營

造優質的全民運動環境，培養國

人維持良好的規律運動習慣。

（三）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場館興

整建計畫

為提高臺灣在國際體壇能見度與活力台灣-國際組織職務人次及臺灣舉辦之國際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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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我國擔任國際運動組織重要職務席次及在臺舉辦之國際賽事場次（圖片提供／教育部體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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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爭取舉辦2017臺北世大運，為完善競賽場館，體育署自2013年

至2017年，編列34.48億元，補助辦理賽會之縣市政府及14所公、私立大

學，興整建符合國際標準之競賽場地。 

（四）優秀運動選手輔導方案

為加強我國菁英選手的全人教育培訓，健全選手退役後的職涯發展與輔

導，行政院於2018年核定「優秀運動選手輔導方案」10年計畫，經費編

列共65億元。特針對優秀運動選手提供生涯輔導措施，包含就學輔導、

就業扶植及獎勵措施等三大輔導項目。

（五）國家運動園區整體興設與人才培育計畫

為打造國家級運動訓練中心與訓練基地，並健全整體組織運作及優化體

育建設，行政院於2009年核定「國家運動園區整體興設與人才培育計

畫」，第一期計畫執行期程為2009∼2015年，總經費共計57.52億元，

主要成效包含國訓中心及公西靶場建置符合國際化標準之國家級運動訓

練場館，並規劃於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臺東體中）整建宿

舍、餐廳及相關培訓場所，以提供奧亞運選手培訓，備戰2017臺北世大

運。第二期計畫於2016年核定，計畫期程為2016∼2019年，執行經費共

計35.41億元，主要成效為國訓中心宿舍及餐廳興建，並優化既有建物及

補照，以備戰2020東京奧運。第三期計畫期程為2020∼2024年，核定經

費63.62億元，預計執行內容包括培育運動人才，以及興建國訓中心游泳

館及網球場、優化各項運動設施及海軍士校營區16公頃遷建等，使國家

運動園區硬體設備更為完善，提升選手備戰2024巴黎奧運的效益。

（六）前瞻計畫

為整建符合國際標準競賽場地，並提供國人優質的運動休閒環境，行政

院於2017年核定「營造休閒運動環境計畫」，計畫期程為2017年9月至

2021年8月，計畫經費共計100億元。體育署以「營造優質休閒運動環

境」為發展願景，主要計畫目標包含營造優質友善運動場館設施、營造

友善自行車道及改善水域運動環境，執行內容如下：

1. 營造優質友善運動場館設施 

興整建符合國際標準之足球場及附屬練習場地、改善職棒及區域棒壘球

場地，以及改善國內綜合性運動會場地，並優化銀髮族、身心障礙者及

女性的運動環境，於國民運動中心設置運動器材設備或輔具，並改善既

有場館無障礙設施，讓特殊運動族群皆能享受友善的運動環境。

2. 營造友善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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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自行車道更優質化，針對既

有自行車道增設、延長及改善，

預計完成400公里；另結合地方名

勝景點及運動園區，補助地方政

府建置具特色主題之自行車道。

3. 改善水域運動環境 

為培育我國水域運動優秀人才，

並爭取國際水域運動賽事在臺舉

辦，將優化既有水域運動場域，

成為標準的競技與訓練場地。

肆、體育行政的基礎工作

一、 基礎資源

無論是體育司、體委會或體育

署，都有其因應時代背景的政策主軸、

使命願景及基礎工作。中央體育主管機

關基礎的工作內容為協助各縣、市政府

建置運動環境，包含符合國際標準的運

動建築設施，協助學校體育和競技運動

員發展所需的器材裝備與競賽場地，並

和地方政府合作舉辦全國性或國際運動

賽會，以及協助選手訓練參與國際運動

賽會，並鼓勵民眾規律參與運動。

二、 進階深化

然而，上述基礎工作會隨著國際

環境、國人需求或法規鬆綁等因素而調

整改變，以提升運動對國民健康或運動

員表現的成效。近年來，體委會或體育

署積極導入的內容有教練指導、運動科

學、防護醫學及大數據 AI 等。教練指

導除學校體育班專任運動教練及偏鄉教

練的聘用外，也推動企業聘用運動教

練，帶動企業員工運動的風潮。而為

了提升選手的運動表現及降低運動傷

害的發生，在運動訓練中導入運動科

學與防護醫學更是不容忽視的一環。

此外，體育署全民運動組正進行一項

大數據的先導計畫，透過時下流行的

穿戴式裝置，以了解國人身體活動的

量與質。為鼓勵學生參與體育活動養

成終生運動習慣，並發掘優秀體育人

才，體育署補助各級學校體育教學、

訓練、修（整）建運動場地及設備運

動、舉辦或參與體育競賽及學術交流

等，2018年起也加強補助偏鄉、離島

及原鄉地區。

在活動或運動賽會方面，導入

的內容則包含運動行銷、媒體轉播及

兩性平權，例如2015年起成立 MOE 

Sports 網路平臺，2019年全中運、全

大運及全運會，共有 6 所大學的教授

帶領學生團隊進行賽事網路直播，由

體育署直接補助大學，讓國人透過網

路就能觀賞全國性體育賽事，讓更多

運動員表現被社會大眾看見，進而提

升運動賽會對國家社會的凝聚力與活

力。為落實兩性平權，體育署自103年

起積極推動校園與各級運動賽會，兩

性運動平權及性騷擾防治。

三、跨域合作

體委會和體育署更進階的業務則

是跨域合作，包括 2010 年與財政部合

作發行「運動彩券」、2016年與外交

部合作在 APEC 倡議成立「體育政策

網絡 （APEC Sports Policy Network, 

ASPN） 」、2018 年與經濟部合作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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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HYPE國際創新網絡專業計畫」、2018年與國健署共同設立「運動指導

員關懷點」，推動銀髮族運動健康計畫、2019年與營建署及林務局共同舉辦

「戶外教育與山林解禁」等，體育署自 2018 年底開始規劃推動「臺灣品牌

國際賽事」，將在臺灣舉辦的運動賽事冠上臺灣或城市名稱，打造具有臺灣

城市特色的國際賽事行銷臺灣，並透過與縣市政府、觀光局合作，達到提升

城市魅力、活絡地方經濟的成效，這些跨域合作促進臺灣的體育運動更多元

化、生活化、國際化。

伍、結語

臺灣體育運動政策自1973年教育部體育司成立，負責統籌規劃推動。1997年

行政院體委會成立運作，至2013年體育司和體委會合併為教育部體育署，更進一

步統籌體育與運動政策及相關法規之規劃與研修、運動產業及運動彩券之規劃及

督導、國訓中心之輔導與監督等業務。近年隨著基礎工作量的增加及質的改變，

政策主軸也由過去的全民及競技雙主軸，新增運動產業，鐵三角的政策主軸儼然

成形，輔以學校、設施、全民、競技、產業及國際等六類基礎工作（6S）同步發

展，讓國家體育運動政策更趨完善，持續提升健康國民、卓越競技、活力臺灣的

三大目標，如圖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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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臺灣體育運動政策發展（圖片提供／教育部體育署）



體育政策的落實，讓臺灣民眾樂於運

動，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更支持選手勇敢

挑戰自我，積極參與國際競賽，展現世界

級的競技水準，提高我國在國際體壇的能

見度與影響力。體育運動，讓更多人看見

臺灣的實力，展望2020東京奧運，讓我們

同心協力，邁向勝利！  

作者高俊雄為國立體育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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