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運動 

為實現「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之「健康國民、卓越競技、活力

臺灣」願景，透過「國民體育法」、「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等相關法

規的修訂，完備法制基礎；另持續輔導健全體育團體組織效能，積極

強化全國各級運動選手培訓體系，完善運動選手職涯發展與輔導，促

進運動產業發展，推動運動普及化與國際化。相關工作重點如下： 

【全民體育】 

完善運動環境與設施 

自 105 年起推動「運動 i 臺灣」計畫以來，依運動現況調查結果

顯示，112 年我國規律運動人口達 35%，較 105 年增加 2%，換算人

口數約增加 40 萬人。 

我國運動風氣逐漸蓬勃，部分應歸因自 2010 年起推動改善國民

運動環境及打造運動島計畫，該計畫興設 30 座國民運動中心，並辦

理運動場地興整建、簡易運動場地維護整修及社區簡易棒、壘球場之

興整建總計 475 案。 

國民運動中心設有體適能中心、韻律教室、室內溫水游泳池、綜

合球場、羽球場及桌球場等室內核心設施，除臺北市率先完成佈建全

市 12 區各 1 座運動中心外，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興建全國 30 座國民運

動中心，已全數完工啟用；另新北市、桃園市、高雄市及臺中市亦陸

續自辦興建國民運動中心，提供民眾更完善的運動空間。 

透過「前瞻基礎建設-城鄉建設-營造休閒運動環境計畫」，補助

地方政府建構便利各族群平等運動之優質休閒運動環境，以及健全職

業運動發展環境，截至 112 年 12 月止已核定補助 326 案，計 320 案

完工；另辦理「前瞻基礎建設-城鄉建設-充實全民運動環境計畫」，

補助改善既有運動場館設施、興建全民運動館、設置職業運動園區及

整修全國綜合性運動賽會場館，截至 112 年 12 月止已核定補助 194

項個案計畫，計 148 案完工。 

建置自行車道路網 

我國向來是自行車出口王國，也是全球尖端、高科技自行車的主

要供應國，透過公共投資及民間企業贊助，致力推廣休閒及自行車比

賽，並持續建置環島自行車道路網後，讓自行車騎士穿越都市鄉村，



 

 

上山下海，也讓我國得到「自行車騎士天堂」的美稱，進一步促進觀

光發展。全球主要導遊出版商「孤獨星球（Lonely Planet）」即評選

我國為全球值得造訪的 10 個國家之一，並建議「騎自行車是最好的

造訪方式」。 

自 90 年至 111 年推動自行車道路網之串連，輔導各直轄市、縣

（市）間優質自行車道之建置達 5,363 公里。截至 111 年底止，全國

自行車道總長度已達 9,354 公里。此外，與交通部以跨部合作方式，

於 104 年底完成「自行車道環島 1 號線」，合計 1,023 公里。期望提

供民眾更舒適與便利的自行車騎乘環境，並推廣自行車運動遊憩深度

旅遊。 

【學校體育】 

為培育學校優秀運動人才，並為國家競技體育之發展奠定基礎，

除舉辦各項學生運動聯賽，逐級遴選優秀運動人才外，另強化體育班

系所院校及充實學校專任運動教練及運動防護員之配置。此外，配合

「國民體育法」第 15 條，訂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立辦法」，

並實施學校專任運動教練編制。 

目前除持續促進體育教學正常化、活絡校園體育活動競賽、倡導

校園水域運動風氣、提升學生游泳及自救能力、提倡動態的生活型

態，並推動每週在校運動 150 分鐘之「SH150」方案、大跑步計畫、

促進優質學生棒球運動方案、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方案、體適能精

進計畫、足球六年計畫、學校體育傳炬獎、推動適應體育計畫、學校

設置樂活運動站計畫及推動山野教育實施計畫，使每位學生都能快樂

動起來，以培養學生運動習慣，提升學生體適能。 

【運動產業】 

跨部會合作推動「台灣運動 x 科技行動計畫（2022-2026 年）」，

截至 112 年 12 月底止，補助國立體育大學等 3 校規劃 35 門跨域課程、

建置 10 處跨域教學場域及補助縣市政府打造運動科技 20 個示範案

例，進而增進科技和運動鏈結，協助運動產業多元發展及永續經營。

另為延續動滋券推動成效及培養青年族群自主參與運動及欣賞賽事

消費習慣，透過參與運動紓解課業壓力及強化人際關係，爰規劃每年



 

 

常態性發放 16 歲至 22 歲國民每人 500 元青春動滋券，以形成正向運

動消費循環，帶動產業發產。112 年度領券人數 70 萬 5,950 人，交易

比數 54 萬 5,061 筆，交易金額 2 億 5,033 萬 7,514 元。 

【全國運動比賽】 

112 年全國運動會於 10 月 21 日於大臺南會展中心由總統宣布大

會開始後，正式揭開序幕，在臺南市全體市民的熱情付出及大會工作

同仁精心策劃、各縣市政府及各全國性單項運動協會的配合與協助

下，計有來自全國 22 縣市、10,386 人（含選手 7,292 及職員 3,094）

角逐水上運動等 35 動種類計 399 項金牌，至 10 月 26 日閉幕止，共

締造了 11 項 27 人次破全國紀錄，31 項 78 人次破大會紀錄、3 項 5

人次平大會紀錄的佳績、12 項 58 人次創大會紀錄；績優單位獎以臺

北市 96 金 79 銀 71 銅獲第一名，新北市 60 金 56 銀 76 銅次之，臺中

市則以 56 金 52 銀 54 銅居第三名。 

90 至 112 全國運動會大會參賽人次（數）統計表 

年（底）別 
職員人次 選手人次 

合計 
男 女 小計 男 女 小計 

90 1610 373 1983 3926 2462 6388 8371 

92 2075 423 2498 3843 2456 6299 8797 

94 2124 453 2577 4132 2458 6590 9167 

96 2154 550 2704 4189 2677 6866 9570 

98 2133 571 2704 4073 2650 6723 9427 

100 1934 556 2490 3790 2469 6259 8749 

102 1890 541 2431 3737 2399 6136 8567 

104 1827 567 2394 3667 2496 6163 8557 

106 1973 576 2549 3857 2772 6629 9178 

108 2163 714 2877 4235 3089 7324 10201 

110 2239 832 3071 4309 3187 7496 10567 

112 2210 884 3094 4153 3139 7292 10386 

 

 



 

 

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每 2 年舉辦 1 次，112 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

會於 3 月 24 日至 27 日在臺北市舉辦，計辦理 17 種競賽種類，全國

21 個縣市政府組隊參賽，總計選手、隊職員 8,447 人參與。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每年舉辦 1 次，112 年賽事於新竹縣舉辦，

計辦理 21 個競賽種類 1 萬 2,115 人參加，總計有 41 項 95 人次破大

會紀錄，2 項 5 人次破全國紀錄。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每年舉辦 1 次，112 年 5 月 6 日至 10 日於

中原大學舉行，辦理 20 個競賽種類 1 萬 39 人參加，總計 30 個項 36

人次破大會紀錄，10 個項 11 人次破全國紀錄。 

【海外爭光】 

奧林匹克運動會 

第 32 屆 2020 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於 2021 年 7 月在日本東京舉

行，共有 33 種運動競賽種類 339 個競技項目，我國取得 18 種運動、

68 席參賽資格，並獲 2 金 4 銀 6 銅 12 面獎牌成績，在 206 個國家、

地區及組織中排名第 34 名，創下我國參加歷屆奧運之最佳成績。 

世界運動會 

第 11 屆世界運動會於 2022 年 7 月 7 日至 17 日於美國伯明罕舉

行，合計 34 種正式競賽種類，我國遴派選手 74 人及教練 23 人參加

15 種運動種類，共獲 1 金 6 銀 6 銅的成績。 

世界大學運動會 

第 31 屆夏季世界大學運動會於 2023 年 7 月在中國大陸成都舉

行，共計舉辦 18 種競賽運動。我國共派出 210 名選手參加田徑等 16

種運動，共獲得 10 金 17 銀 19 銅，所有參賽團隊（地區）中，排名

第 8，為境外世大運參賽最佳成績。 

亞洲運動會 

第 18 屆亞洲運動會於 2018 年 8 月 18 日至 9 月 2 日假印尼雅加

達及巨港舉行，舉辦 40 種正式種類及 2 種示範項目之運動競賽，我

國代表隊有教練與隊職員 148 名及選手 584 名，報名參加 36 種正式

種類及 2 種示範項目之競賽，參賽項目及人數皆為歷屆代表團之最。

我國代表團總計獲得 17 金 19 銀 31 銅，獎牌總數 67 面，為我國參加



 

 

歷屆賽會以來次佳之成績，於 45 個參賽國中，金牌排名數第 7 名、

獎牌總排名數第 9 名。 

第 19 屆亞洲運動會原定 2022 年舉辦，因 COVID-19 國際疫情影

響，延期至 2023 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8 日在中國大陸杭州市舉行，

計舉辦 40 種運動種類之競賽。本屆亞運我國遴派 520 位選手參加 33

種運動種類之競賽，我國代表團總計獲得 19 金 20 銀 28 銅，獎牌總

數 67 面，於 45 個參賽國中，金牌數排名第 6 名、獎牌總數排名第 7

名。本屆不但超越上屆 2018 年雅加達-巨港亞運成績，亦追平我國參

加歷屆亞運以來，單屆金牌數最多的紀錄。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第 3 屆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於 2018 年 10 月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

利斯舉行，共舉辦 32 種競賽，我國取得 19 種運動種類、59 名選手

參賽資格，獲得 1 金 3 銀 2 銅（含國際混合團體制），計 6 面獎牌。 

帕拉林匹克運動會 

第 16 屆帕拉林匹克運動會於 2021 年 8 月在日本東京舉行，我國

計有 10 名選手參加桌球等 6 種運動競賽，本屆參賽成績為 1 銅、第

4 名 2 項、第 5 名 4 項、第 6 名 1 項，獲前 6 名之成績總計 8 項，較

上屆提升 60%(上屆 5 項)，在 162 個參賽國家及地區中排名第 78 名。 

達福林匹克運動會 

第 24屆達福林匹克運動會於 2022年 5月在巴西南卡西亞斯舉行

(保齡球競賽延至同年 10 月在馬來西亞吉隆坡舉行)。我國代表團隊計

有 15 名教練及 51 名選手參加田徑等 9 種運動競賽，計獲得 3 金 13

銀 14 銅，在 73 個參賽國中排名第 15 名。 

亞洲帕拉運動會 

第 4 屆亞洲帕拉運動會於 2023 年 10 月 22 日至 28 日在中國杭州

市舉行。我代表團奪得 4 金 4 銀 12 銅佳績，獎牌排名為例屆次佳，

奪牌選手計 30 人次，其中 25 歲以下選手計 19 人次，並有 5 人次年

紀為 17 歲以下，本屆參賽除中生代選手奮戰精神得以傳承外，也看

見了臺灣帕運競賽的未來希望。 

爭取大型國際體育交流活動在臺舉辦 

    112 年國際賽事陸續在臺舉辦 91 場國際賽事，包括「2023 行銷

台灣-國際自由車環台公路大賽」、「2023 新北市萬金石國際馬拉松」、



 

 

「2023 台北羽球公開賽」、「2023 年臺北第 12 屆 IKF 世界合球錦標

賽」、「2023 年第 20 屆亞洲棒球錦標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