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體育署 

105年「運動i臺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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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度運動可促進腦內啡、多巴胺及血清素的生
成，有助於抵抗壓力，並使大腦保持最佳狀態
；運動提升健康，減低疾病、死亡機率 

健康的國民將是國家最大資產，國民體能是國家競
爭力之基石，為提升國家競爭力，保障國民運動權
利，推展體育運動已是先進國家相互學習觀摩之政
策重點 

197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第20次會議
擬定「國際體育運動憲章」，提出「運動與體育是基
本人權」之主張，而2011年國際奧會世界全民運動大
會提出之《呼籲全民運動行動》北京宣言也指出，參
與體育活動不僅能促進各年齡階段人群的身體健康，
還能帶來社會效益並提高人們的幸福感 

聯合國運動促進與和平發展辦公室認可運動對個人乃
至社會整體有下列益處：個人發展、健康促進、疾病
預防、促進性別平等、社會融合、累績社會資本預防
衝突、建立和平、經濟發展、促進溝通與社會動員 

個人助益 國家競爭力 國際趨勢 提升推動層次 

全民運動推展之重要性 
 

個人 

社會發展 

國家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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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運動島計畫將於104年完成階段性任務退場，教育
部體育署透過檢討及策進後，進而擬定下一期中程計
畫總體策略，以在打造運動島計畫打下之穩固基礎上，
持續引領國人運動風氣。 

統計至
103年止 

打造運
動島計
畫專案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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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作業 

策進作業 

政策溝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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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參與政策決策管道缺乏 

基層運動組織發展課題尚待解決 

分層訪視輔導作業應再落實 

地方特色發展與資源整合尚顯不足 

1. 
 
2. 
 
3. 
 
4. 
 
5. 
 
6. 
 

政策執行通路及資源有待整合 

運動健身依附因素角度切入：除環境外(硬體及活動等)，強化個人依附因素 

應強化結合民間、通路及全國性體育運動團體資源 

從統一制式格式到地方結合資源及特色：競爭型計畫 

毛治國院長：納入群眾外包；契合民眾需求 

協助解決經費、行政管理能力、自有場地缺乏課題 

針對組織(活動)籌備、建置、運作、成效階段進行輔導與協助，落實中央、
地方分層輔導機制 

民眾規律運動習慣主、客觀動機有待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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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運動人口自98年後持
續維持8成以上。 

二、103年我國規律運動人
口比率成長至33%。 

三、日常生活場域中，可見
國民運動風氣持續提升。 

 
 

一、35-44歲規律運動人口
比率未達2成。 

二、女性規律運動人口比
率雖相較於98年19.6%
成長8.6%，惟尚低於
男性規律運動人口。 



美國 英國 德國 澳洲 日本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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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專業人力 
針對指導、管理、行政、志工等進行培訓，並開設相關課程，鼓勵社區 
及醫護人員等投入體育運動 

•環境與組織 
結合場地(學校、社區、公園) ，鼓勵學校、運動社團與企業各組織間的 
結合，使場地設施使用最大化 

•活動推廣 
針對指定族群(青少年、身障者、原住民、婦女、高齡者、親子)發展多 
元性推廣活動，並提供運動指南 

•運動知能傳播 
透過合適媒宣管道，辦理各族群運動意識及運動知識傳播等宣傳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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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期程：自民國105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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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參與 
通路結合 
專案串聯 

輔導機制 
行銷包裝 
研究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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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國際推動趨勢由「活動推廣」、「運動知能傳
播」、「運動專業人力」及「環境與組織」等面向

穩固我國下一期全民運動推展之框架及核心 



開放政府政策制訂相關資訊，匯集民眾意見，
並統整納入整體或年度計畫中。 
由上到下調整為由下到上參與模式 

專案執行項目執行時需相互結合，相輔相成

，積極辦理轉介措施，俾達計畫效益。 

由單一效益調整為加乘效益模式 

結合既有通路(包括官方、民間)，深入接觸

目標族群，達資源共享、跨域加值之效。 

由號召參與調整為出擊通路 

各專案及行政作為，

應納入推動策
略之精神，聚焦

推動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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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輔導團隊結合產業間服務品質管理「秘

密客」行動，由中央政府、縣市擔任協調與

指導者，落實分層輔導機制。 

由中央全權負責調整為分層輔導機制 

滾動調整四大專案計畫執行方式，藉以滿足

民眾需求，並使政策符合國內全民運動發展

現況。 

透過研究資訊，準確掌握目標族群之需求 

加強行銷包裝的推動，使計畫執行更加順利

且更有顯著成效。 

強化多元通路及新媒體之行銷策略 

使本署作為各執
行單位之最佳
後盾，增強計畫推

動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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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特色運動 
國民體育日多元體育活動 
競爭型年度計畫 

運動文
化扎根 

運動知
識擴增 

運動種
子傳遞 

運動城
市推展 

基層運動風氣推展 

運動社團結合社區可運動空間 

運動熱區 

運動資訊平台 
體適能檢測 
運動現況調查 
提升運動參與途徑 

全民運動推展人才進修與培訓 

結合各大專校院或全國性體育運   

   動組織開辦運動人才培育課程 

巡迴運動指導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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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字：延續性業務重點 
紅字：創新性業務推展 



(一)達成一縣(市)一大型特色活動或一國民體育日特色運動 

       的推展目標。 

(二)全民運動推展人才進修培訓人次數達2.5萬人次。 

(三)運動資訊平台、線上課程、實務手冊電子檔查閱人次達 

       10萬人次以上。 

(四)各縣市設立專業運動輔導團，巡迴推動地區全民運動。 

(五)各縣市體育活動與通路結合數達鄉鎮市區數65%。 

(六)六年提升婦女、職工規律運動人口數達百分之2%。 

(七)輔導地方全民運動推展機制制度化，提升地方政府政策 

       推展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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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至110年全民運動推展中程計畫預期成效 



一、推動期程 

二、經費核給模式 

三、行政作業 

四、執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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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計
畫完稿 

申辦 
期限 

計畫辦
理期程 

經費核
結期限 

聯席 
會議 

104/11/30 

105/1/22 

105/3/1
~11/30 

105/12/16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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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核給模式變更： 

104年： 

   依不同專案內容分為「補助款」及「分攤款」 

105年： 

   統一以「補助款」方式核給，並針對縣市財力級 

   次分列不同自籌經費比例 

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補助辦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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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作業： 
訪視機制： 

  (1)體育署聘任委員：縣市政府為主，活動為輔 
 (2)縣市政府聘任委員：活動為主 
推動小組制度調整： 

  請各縣市政府辦理計畫相關規劃、討論或諮詢會  
 議，並由縣市政府依會議主題邀集相關單位及縣 
 市訪視委員召開。 
輔導作業挹注： 

  依各縣市配合推動計畫情形，提供所需輔導作業 
 經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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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作業： 
行政作業減量： 

 運動地圖、概算變更作業 
撥款流程： 

  除延續本署對縣市預先一次性撥款外， 

  建議縣市政府針對受補助經費較高之單位撥付經費原則如下： 

  (1)年度總補助經費分2期撥付，第1期款(總補助經費50%)於核   

     定經費後，由受補助單位掣據請領(得要求提供相關文件)。 

  (2)第2期款撥付原則如下：俟第1期款執行達80%以上，並完成 

     相關核結作業後掣據撥付第2期款。 

  (3)各縣市得依上開原則規劃或協議更優撥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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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項目： 

延續性業務： 

  為能延續打造運動島計畫推動成效，部分業務將 

  延續於新計畫中執行，惟其辦理方式及策略將依 

  「運動i臺灣計畫」精神酌修。 

創新性業務： 

  競爭型計畫、巡迴運動指導團及運動熱區等 
 



 
 
 
 
 
 

延續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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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項目： 

單一性活動 

全民參與、通路結合、專案串聯 

輔導機制、行銷包裝、研究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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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