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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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績效】 

棒球 

棒球向來是最受國人關注的運動種類，歷年國際競賽成績優異，

堪稱臺灣之光，其中 1984 年洛杉磯奧運及 1992 年巴賽隆納奧運分別

奪得銅牌與銀牌，成績斐然。我國各級棒球近年之參賽成績如下： 

一、少棒參加國際賽 

2018年至 2019年連 2年獲得美國小馬聯盟 PONY野馬級世

界冠軍、2019 年獲得 U12 世界少棒錦標賽冠軍。 

二、青少棒參加國際賽 

2013 年至 2018 年連續 6 年勇奪 LLB 世界次青少棒冠軍，

完成 6 連霸。2018 年至 2019 年連 2 年獲得美國小馬聯盟 PONY

小馬級世界冠軍、2019 年獲得 U15 亞洲青少棒錦標賽亞軍。 

三、青棒參加國際賽 

2018 年至 2019 年連 2 年獲得美國小馬聯盟 PONY 帕馬級世

界冠軍、2019 年獲得 U18 世界青棒錦標賽冠軍。 

四、成棒參加國際賽 

2013 年參加世界棒球經典賽以優異的表現晉級前 8 強，創

下我國於經典賽最佳成績，2014 年獲得國際棒球總會主辦第 1

屆 U21 世界棒球錦標賽冠軍，2015 年獲得第 28 屆世大運冠軍，

2017 年獲亞洲錦標賽亞軍，2018 年獲印尼亞運季軍，2019 年更

是奪得睽違 18 年的亞洲錦標賽冠軍，並於世界棒球 12 強賽獲得

第五名，創下我國於 12 強賽最佳成績。 

 



 

 

五、國內職業棒球發展 

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於 1989 年成立，創始球隊為兄弟象、

統一獅、三商虎及味全龍等 4 支球隊，並在 1997 年擴增至 7 支

球隊，為球隊數最多的時期，而後在 2003 年時與台灣職業棒球

大聯盟合併。樂天集團於 2019 年球季後宣布接手 Lamigo 桃猿

隊，並改名為樂天桃猿隊；另職棒元年創始球隊味全龍隊亦於

2019 年宣布重返職棒，於 2020 年自二軍起步，2021 年於一軍正

式出賽。2021 年起由中信兄弟、統一 7-ELEVEn 獅隊、富邦悍

將、樂天桃猿及味全龍等 5 支球隊組成。 

六、旅外優秀棒球選手 

我國目前多名選手參加美國及日本職棒，近年曾站上美國職

棒大聯盟的旅美現役選手，包含林子偉、胡智為、張育成、曾仁

和及黃暐傑等；另曾站上日本職棒一軍的旅日現役選手，包含陳

偉殷、陽岱鋼、宋家豪、吳念庭、張奕及王柏融等。 

七、我國棒球專案計畫 

振興棒球運動總計畫已初步建構我國棒球運動發展優質環

境，2014 年至 2020 年持續推動深耕基層棒球扎根工作培訓計畫

及強化社會甲組棒球隊組訓實施計畫，除培育更多國際賽的優秀

球員外，更希望建構棒球產業的永續發展及優質棒球發展環境。 

籃球 

我國 1993 年首次成立中華職業籃球聯盟，但於 2000 年解散。

2003 年成立超級男子籃球聯賽，計 7 支球隊與賽，2012 年至 2015 年

（第 12 季）聯賽，璞園建築勇奪冠軍，完成 4 連霸；2016 年（第 13

季）聯賽則由臺啤拿下冠軍；2017 年（第 14 季）聯賽則由達欣拿下

冠軍；2018 年（第 15 季）聯賽則由璞園建築拿下冠軍；2019 年（第

16 季）聯賽則由富邦勇士拿下冠軍；2020 年（第 17 季）聯賽由臺灣

啤酒拿下冠軍。 

2020 年超級女子籃球聯賽計有 4 支球隊與賽，國泰人壽在 12 個

球季中拿下第 11 座后冠，而在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聯賽由國

泰人壽蟬聯冠軍。 



 

 

為增強我國於國際競技舞臺上之競爭實力，於 2013 年網羅優秀

國外球員歸化中華民國國籍，並入選中華男子籃球國家代表隊，於

2013 年亞洲男子籃球錦標賽，擊敗多支亞洲勁旅，重返亞洲 4 強之

列；更於同年 10 月東亞運中，一舉奪得金牌，復於 2014 年亞洲盃男

子籃球錦標賽獲得第 2 名，並於 2018 年亞洲運動會晉級四強；至於

女籃則於 2017 年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勇奪銅牌，2018 年亞洲運動會

晉級四強，顯示我國籃球運動競技實力更具國際競爭力，而未來目標

更多國際賽事，期望能再創佳績。 

網球 

謝淑薇 2013 年於溫布頓網球錦標賽中，與彭帥搭配奪下女子雙

打冠軍，為第 1 名獲得大滿貫賽事冠軍的臺灣選手。同年與彭帥搭

擋，又取得 WTA 年終總決賽女子雙打冠軍，為亞洲選手首次在 WTA

年終賽獲得冠軍。2014 年 5 月 12 日，謝淑薇正式登上雙打排名第

1 的后座，為臺灣第 1 名世界女子雙打第 1 的選手，其單打最高排名

第 23，也是臺灣選手最高紀錄。2014 年 6 月 8 日，謝淑薇和彭帥再

贏得法國網球公開賽女雙冠軍，為首位獲得法網公開賽女雙冠軍的臺

灣選手。 

2014 年溫布頓網球賽混雙決賽，詹皓晴與白俄羅斯老將墨尼

（Max Mirnyi）搭檔混合雙打，首次晉級大滿貫決賽就拿下亞軍，成

為臺灣第 1 名打進溫網混雙決賽的選手。 

我國選手曾俊欣參與歐洲少年網球賽「Les Petits As」，於 2015 年

1 月 31 日及 2 月 1 日榮獲男子雙打亞軍及男子單打冠軍，創下 33 年

來首位亞洲少年球員封王的新紀錄。曾俊欣於 2015 年 12 月參加美國

艾迪海爾國際青少年網球錦標賽，獲 14 歲組男子單打冠軍。 

2016 年 10 月，盧彥勳於總獎金 12 萬 5,000 美元的寧波挑戰賽單

打決賽中，擊敗日本選手守屋宏紀（Hiroki Moriya）完成衛冕，也收

下個人第 25 座挑戰賽冠軍獎盃。 

盧彥勳成為網壇獲得最多挑戰賽冠軍者，因此被稱為「挑戰賽之

王」，2017 年的世界排名 71 名，盧彥勳已連續 10 年年終排名在百名

內。 

許育修於 2017 年成果豐碩，刷新個人戰績，成為我國首位同年

包辦 3 座大滿貫青少年組雙打冠軍的選手（澳網、溫網、美網），獲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D%AD%E5%B8%85
http://zh.wikipedia.org/wiki/WTA%E5%B9%B4%E7%BB%88%E6%80%BB%E5%86%B3%E8%B5%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WTA%E5%96%AE%E6%89%93%E8%88%87%E9%9B%99%E6%89%93%E4%B8%96%E7%95%8C%E7%AC%AC%E4%B8%80%E5%88%97%E8%A1%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WTA%E5%96%AE%E6%89%93%E8%88%87%E9%9B%99%E6%89%93%E4%B8%96%E7%95%8C%E7%AC%AC%E4%B8%80%E5%88%97%E8%A1%A8


 

 

選為 2017 年體育運動精英獎年度最佳新秀運動員。 

詹皓晴於 2017 年溫布網球公開賽摘銀，拿下首座大滿貫女雙亞

軍，後搭檔紐西蘭選手維納斯（Michael Venus）於美國網球公開賽混

雙再次收穫亞軍，生涯累計 3 座大滿貫亞軍。 

2017 年詹詠然與前世界女子單、雙打第一瑞士名將辛吉絲

（Martina Hingis）搭檔，接連拿下勝利，除於 2017 年美國網球公開

賽奪得個人首座大滿貫女子雙打冠軍外，並於同年 10 月 30 日站上世

界女子雙打第一。另國際網球總會（ITF）同年 12 月公布年度世界冠

軍獎項，詹詠然與辛吉絲榮膺 2017 年度女子雙打世界冠軍組合，我

國選手首度獲此殊榮。 

2018 年曾俊欣於 6 月獲法網公開賽青少年組男單冠軍，7 月再拿

下溫布頓網球公開賽青少年組男單冠軍，並闖進美網公開賽 4 強，ITF

於同年 12 月選其為 2018 年度青少男世界冠軍。 

2019 年美國網球公開賽詹皓晴與美國搭檔維納斯（Michael 

Venus）獲混合雙打亞軍，於 2019 年溫布頓網球公開賽謝淑薇與捷克

好手史崔可娃（Barbora Strycova）搭檔奪得女子雙打冠軍。此外，詹

詠然與克羅埃西亞選手伊凡·多迪格（Ivan Dodig）搭檔，亦奪得大滿

貫混合雙打冠軍，創下臺將大滿貫賽雙冠軍紀錄，另聯邦盃女子網球

團體錦標賽獲亞洲二級冠軍，重返亞大區一級。 

2020 年澳洲網球公開賽，謝淑薇與捷克搭檔史崔可娃（Barbora 

Strycova）獲女子雙打亞軍。 

跆拳道 

中華隊勇奪 2004 年跆拳道奧運金牌後，於國際比賽屢獲奬牌。

2013 年於墨西哥舉行之世界跆拳道錦標賽，中華代表隊莊佳佳獲女

子 67 公斤級以下銀牌，許家霖獲男子 54 公斤級以下銀牌，魏辰洋獲

男子 63 公斤級以下銅牌；同年世界跆拳道大獎賽，中華代表隊選手

魏辰洋獲男子 58 公斤級金牌，莊佳佳獲女子 67 公斤級銀牌。 

2014 年世界跆拳道中國蘇州大獎賽，中華代表隊莊佳佳獲女子

67 公斤級金牌、曾櫟騁獲女子 57 公斤級銅牌；同年世界跆拳道哈薩

克大獎賽，中華代表隊魏辰洋獲男子 58 公斤級金牌、陳彥羽獲女子

67 公斤級銅牌。 

2015 年世界跆拳道錦標賽，我國代表隊莊佳佳獲女子 67 公斤級



 

 

金牌，黃韻文獲女子 53 公斤級銀牌、林婉婷獲女子 46 公斤級銅牌；

同年土耳其跆拳道大獎賽，黃韻文獲女子 53 公斤級銀牌，英國曼徹

斯特跆拳道大獎賽，莊佳佳獲女子 67 公斤級銅牌。 

2016 年奧運，莊佳佳取得女子 67 公斤級參賽資格，黃懷萱取得

女子 49 公斤級參賽資格，劉威廷取得男子 80 公斤以下級參賽資格。 

2017 年世界跆拳道錦標賽，我國代表隊黃鈺仁獲男子 68 公斤級

銀牌。2018 年亞運獲得 1 金 3 銅（對打項目 1 金 1 銅、品勢項目 2

銅）。 

桌球 

桌球運動長期以來是我國於國際賽會倚重之重要奪牌運動種

類，我國桌球代表隊自 2012 年參加倫敦奧運會由莊智淵選手闖進男

子單打 4 強決賽，開啟邁向冠軍之路，進而於 2013 年參加世界桌球

經典賽，由陳建安選手於第 2 單打力克中國大陸後，接續參加 2013

年世界桌球錦標賽，男子雙打莊智淵及陳建安兩名選手一路過關斬

將，並力克中國大陸，為我國贏得史上第 1 座冠軍獎盃；另於 2014

年參加桌球世界錦標賽獲得第 3 名；2015 年光州世大運男子雙打江

宏傑及黃聖盛獲得衛冕冠軍；2016 年里約奧運鄭怡靜併列第 5 名成

績；廖振珽獲得 2016 年國際桌總年終總決賽 21 歲組冠軍，2017 女

子世界盃鄭怡靜獲得第 3 名，2017 世界個人桌球錦標賽鄭怡靜及陳

建安獲得混雙銀牌；參加 2018 年雅加達亞運獲得男子團體銅牌（莊

智淵、陳建安、廖振珽、林昀儒、李佳陞），林昀儒參加馬來西亞舉

辦的 2019 年 T2 鑽石聯賽，一舉擊敗前世界球王、2016 里約奧運男

單金牌中國選手馬龍，並於冠軍戰遭逢中國選手樊振東，以 4：1 摘

下冠軍。 

羽球 

在民間企業及政府長期培育選手之下，我國羽球的國際競技實力

逐漸提升。戴資穎為接續鄭韶婕選手後的傑出女子單打選手，至 2014

年 1 月世界排名第 7，2012 年挺進 Yonex 全英國羽公開球錦標賽最後

4 強，創我國選手參加該賽以來最佳成績，並於 2013 年世界羽聯超

級系列年終賽獲得銀牌佳績，2014 年獲香港羽球超級賽及世界羽聯

超級系列賽總決賽冠軍，2016 年香港公開賽獲得冠軍，並登上世界

羽聯女子后座，2016 年杜拜超級系列賽總決賽榮獲冠軍，於參加 2017



 

 

年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獲得女子單打、女子雙打、混和雙打及團體賽

5 面金牌。 

我國男子羽球選手也不遑多讓，男子雙打選手李勝木及蔡佳欣至

2015 年 1 月世界排名第 4；另男子單打選手周天成至 2015 年 1 月世

界排名第 7，於 2014年法國超級系列賽獲得冠軍，並自 2012年至 2014

年參加德國公開賽連續 3 屆獲得冠軍。另歷年培育優秀青少年選手有

成，於 2015 年參加世界青年羽球錦標賽由呂家弘選手獲得男子單打

冠軍；盧敬堯選手獲得 2015 年世大運男單銀牌，李洋、李哲輝獲得

2016 年澳門公開賽雙打冠軍，王子維獲得 2016 年荷蘭公開賽單打冠

軍，李洋、李哲輝獲得雙打冠軍，王子維更於 2017 年臺北世界大學

運動會摘下男子單打金牌；2018 年雅加達雅亞運戴資穎獲得女子單

打金牌、周天成獲得男子單打銀牌、男子團體銅牌及李洋、李哲輝獲

得男子雙打銅牌，至 2019 年年終，我國羽球單、雙打選手世界排名

前 10 名者，計有男子單打周天成排名第 2 名、女子單打戴資穎排名

第 2 名及男子雙打李洋、王齊麟排名第 7 名，極有機會挑戰 2020 東

京奧運獎牌。 

舉重 

自 1984 年蔡溫義在洛杉磯奧運為我國奪下男子組舉重銅牌以

來，從此獲獎不斷，且成績持續攀新高；除 2000 年雪梨奧運獲得 1

銀 1 銅佳績外，2008 年北京奧運因對手未通過藥檢，經國際奧會正

式公告分別由我國陳葦綾遞補女子 48 公斤級金牌、盧映錡遞補 63 公

斤級銀牌；另 2012 年倫敦奧運因對手藥檢未過關，亦經國際舉重總

會公告由許淑淨遞補女子 53 公斤級金牌，許淑淨又於 2016 年里約奧

運，為我國奪下女子 53 公斤級金牌，成為我國第 1 名在夏季奧運連

獲 2 金的選手；此外，許淑淨及 63 公斤級林子琦參加 2014 年第 17

屆仁川亞運更分別獲得金牌並打破世界紀錄、女子 58 公斤級郭婞淳

除於 2016 年里約奧運獲得女子 58 公斤銅牌後，參加 2017 年臺北世

界大學運動會也獲得金牌並打破世界紀錄，復於 2019 年舉重亞洲及

世界錦標賽，分別獲得女子 59 公斤級總和金牌，並打破世界紀錄；

自 2000 年雪梨奧運至 2016 年里約奧運止，總計我國女子舉重選手共

奪下 3 金 2 銀 2 銅，將我國舉重競技水準推向世界頂尖。 

 



 

 

撞球 

世界花式撞球協會在 2017 年將我國 4 名男子撞球好手列名全球

前 10 強：張榮麟為第 1 強─在 2017 世界花式撞球大師賽獲得季軍、

在 2017 世界 9 球中國公開賽獲亞軍、2017 CBSA 9 球公開賽柳州站

贏得冠軍、2017 日本公開賽獲冠軍、第 5 屆阿什哈巴德亞洲室內暨

武藝運動會男子 9 號球金牌；柯秉逸為第 3 強─在 2017 花式撞球世

界盃（雙打賽）獲得第 3 名、2017 CBSA 9 球公開賽彭州站贏得冠軍、

2017 馬西亞黃金 9 號球邀請錦標賽第 2 名、2017 弗羅茲瓦夫世界運

動會男子 9 號球第 4 名、第 5 屆阿什哈巴德亞洲室內暨武藝運動會男

子 9 號球個人賽及雙打賽銀牌、2017 CBSA 9 球公開賽洪澤站獲得季

軍；柯秉中為第 7 強─在 2017 世界 9 球中國公開賽獲第 5 名、2017 

CBSA 9 球公開賽彭州站獲得第 3 名；鄭喻軒為第 8 強─2017世界 9

球中國公開賽獲季軍、2017 CBSA 9 球公開賽柳州站獲得第 3 名、第

5 屆阿什哈巴德亞洲室內暨武藝運動會男子 9 號球雙打賽銀牌、2017

全日本錦標賽男子第 5 名、2017 CBSA 9 球公開賽洪澤站贏得冠軍。 

另我國亦有 3 名女子撞球好手進入世界撞球協會的女子 10 強：

周婕妤為第 3 強─在 2017 弗羅茲瓦夫世界運動會女子 9 號球第 5 名、

第 5 屆阿什哈巴德亞洲室內暨武藝運動會女子 10 號球個人賽銅牌、

韓國 Guri 國際撞球錦標賽女子第 3 名、2017 世界女子花式撞球錦標

賽獲第 4 名；魏子茜為第 6 強─在 2017 CBSA 9 球公開賽柳州站獲得

第 3 名、第 5 屆阿什哈巴德亞洲室內暨武藝運動會女子 10 號球個人

賽銅牌、2017 CBSA 9 球公開賽連雲港站第 2 名、韓國 Guri 國際撞球

錦標賽女子第 2 名；陳佳樺為第 10 強─在 2017 CBSA 9 球公開賽柳

州站獲得第 5 名、韓國 Guri 國際撞球錦標賽女子第 5 名、2017 世界

青少年花式撞球錦標賽獲第 4 名。 

2020 世界花式撞球協會所核准的官方積分排名，我國青年好手

柯秉中排名世界第一，同時於臺灣舉辦之台塑盃亞洲錦標賽勇奪冠軍

頭銜。張榮麟則於 2019 世界九號球錦標賽，奪得亞軍職業生涯衝向

高峰。勇闖美國之選手鄭喻軒，繼 2015 年成為臺灣首位贏得美國公

開賽冠軍的選手後，再度於 2019 年美國 9 號球公開賽摘下世界球員

錦標賽桂冠。女子撞球好手呂翊瑄，不僅在 2019 年台塑盃亞洲青少

年撞球錦標賽奪下冠軍，同時於歐洲賽普勒斯拿下 2019 世界青少年



 

 

女子組錦標賽冠軍。師出同門之學姊陳佳樺亦在正式踏入職業賽之首

場賽事（2019 日本東京撞球公開賽）奪下冠軍。 

拔河 

2014 年世界盃室內拔河錦標賽，我國組隊參加男子組、女子組

及混合組賽事，榮獲 5 金 4 銀 1 銅佳績；2014 年亞洲拔河錦標賽，

我國組隊參加男子組、女子組及混合組賽事，榮獲 5 金；2014 年世

界室外拔河錦標賽，我國參加女子組賽事，榮獲 1 金 1 銅佳績；2015

年亞洲拔河錦標賽，我國組隊參加混合組賽事，榮獲金牌，更於 2017

年波蘭世界運動會室內女子拔河賽榮獲 540 公斤級冠軍；2019 年世

界盃室外拔河錦標賽，我國組隊參加青年女子組、青少年混合組、青

少年女子組、青少年男子組及青年男子組，榮獲 1 金 3 銀 1 銅佳績；

2020 年世界盃室內拔河錦標賽，我國組隊參加 U23 女子 500 公斤組、

U23 男子 600 公斤組、女子 500 公斤組、女子 540 公斤組、男子 560

公斤組及混合 580 公斤組，榮獲 5 金 1 銀佳績。 



 

 

【海外爭光】 

奧林匹克運動會 

第 31 屆里約奧林匹克運動會於 2016 年 8 月在巴西里約舉行，共

有 28 種運動競賽種類 306 個競技項目，我國取得 18 種運動、59 席

參賽資格，並獲 1 金 2 銅 3 面獎牌成績，在 207 個國家、地區及組織

中排名第 50 名（2012 年倫敦奧運排名第 63 名；2008 年北京奧運排

名第 80 名）。 

世界運動會 

    第 10 屆世界運動會於 2017 年 7 月於波蘭弗羅茲瓦夫舉行，合計

27 種正式競賽種類及 4 種邀請競賽種類，我國代表團遴派選手 67 人

及教練 22 人參加 14 種運動種類，共獲 1 金 4 銀 3 銅的成績，在 112

個出賽國家中排名第 28 名，其中中華女子拔河隊連續 4 屆衛冕金牌。 

世界大學運動會 

第 29 屆夏季世界大學運動會於 2017 年 8 月在我國臺北市舉行，

共計舉辦 22 種競賽運動。我國共派出 371 名選手參加田徑等 22 種運

動，共獲得 26 金 34 銀 30 銅，所有參賽團隊（地區）中，排名第 3，

國家排名及獎牌數均為歷屆最佳。 

第 30 屆夏季世界大學運動會於 2019 年 7 月在義大利拿坡里舉

行，共計舉辦 18 種競賽運動。我國共派出 131 名選手參加田徑等 13

種運動，共獲得 9 金 13 銀 10 銅，所有參賽團隊（地區）中，排名第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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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舉辦 40 種正式種類及 2 種示範項目之運動競賽，

我國代表隊計有教練與隊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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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亞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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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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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屆帕拉林匹克運動會於 2016 年 9 月在巴西里約舉行，我國

計有 13 名選手參加健力等 6 種運動競賽，計獲得 1 銀 1 銅，在 160

個參賽國中排名第 68。 

達福林匹克運動會 

第 23 屆達福林匹克運動會於 2017 年 7 月在土耳其薩姆松舉行，

共舉辦 20 種競賽種類。我國代表團隊計有 21 名教練及 61 名選手參

加田徑等 12 種運動競賽，計獲得 4 金 5 銀 8 銅，在 97 個參賽國中排

名第 12。 

亞洲帕拉運動會 

第 3 屆亞洲帕拉運動會於 2018 年 10 月在印尼雅加達舉行，共舉

辦 18 種競賽種類。我國代表團包括選手、教練、隊職員共計 143 人，

其中 89 名選手參加田徑等 11 種運動競賽，計獲得 2 金 9 銀 14 銅，

在 43 個參賽國家及地區中排名第 17。 

亞太聽障運動會 

第 8 屆亞太聽障運動會於 2015 年 10 月在桃園舉行，共舉辦 12

種競賽種類。我國 74 名選手參加田徑等 9 種運動競賽，計獲得 27 金

17 銀 21 銅，在 22 個參賽國家及地區中排名第 1（第 9 屆亞太聽障運

動會原訂於香港舉辦，因故取消辦理）。 

世界沙灘運動會 

第 1屆卡達世界沙灘運動會於 2019年 10月 12日至 16日於卡達

杜哈舉行，共舉辦 13 種競賽種類。我國代表團包括選手、教練、隊

職員共計 16 人，由於參賽資格取得困難，我國共取得 3 種運動種類、

5 名選手參賽資格，共獲得 1 面銀牌。 

亞洲沙灘運動會 

第 5 屆峴港亞洲沙灘運動會於 2016 年 9 月 24 日起至 10 月 3 日

止，於越南峴港舉行，共舉辦 14 種競賽。我國代表團包括選手、教

練、隊職員共計 83 人，計參加 10 種運動競賽，總計獲得 2 金 4 銀

10 銅之佳績，於參賽國中金牌數排名第 18 名，總獎排數則排名第 11。 



 

 

【比賽及場地】 

全國運動比賽 

108 年全國運動會於 10 月 19 日至 24 日於桃園市舉行，計有來

自全國 22 個直轄市、縣（市）、1 萬 0,201（含選手 7,324 及職員 2,877）

人次展開為期 6 天的競技，以角逐水上運動等 34 運動種類計 402 項

金牌，至 10 月 24 日閉幕止，共締造了 12 項 19 人次破全國紀錄、1

項 2 人次平全國紀錄，32 項 86 人次破大會紀錄、1 項 1 人次平大會

紀錄的佳績；績優單位獎以臺北市 84 金 68 銀 77 銅獲第 1 名，新北

市 59 金 58 銀 61 銅次之，臺中市則以 55 金 54 銀 44 銅居第 3 名。 

88 至 108 全國運動會大會參賽人次統計表 

年（底）別 
職員人次 選手人次 

合計 
男 女 小計 男 女 小計 

88 2094 407 2501 4091 2611 6702 9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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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運動會與全國運動會交錯舉辦，109 年全民運動會於 10 月

17 日至 22 日於花蓮縣舉行，共計舉辦 13 種第一類競賽及 6 種第二

類競賽，參與隊職員及選手計 1 萬 1,607 人，共計有蹼泳、水上救生、

競速滑輪溜冰及健力等 4 個競賽種類，逾 140 人次選手破大會或全國

紀錄。臺中市共奪得金銀銅計 154 面獎牌，並以總積分 184.5 分榮獲

總統獎。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每 2 年舉辦 1 次，競賽性活動以帕拉林

匹克運動會（Paralympic Games）、達福林匹克運動會（Deaflympic 



 

 

Games）及亞洲帕拉運動會（Asian ParaGames）舉辦之競賽種類及項

目為限。109 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於 11 月 27 日至 30 日舉辦，

計 21 個地方政府組隊參賽，隊職員逾 3,500 人參與，計有 86 項 106

人次破全國紀錄、99 項 126 人次破大會紀錄。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每年舉辦 1 次，競賽項目以奧運、亞運、青

奧為設定目標，109 年由屏東縣政府主辦，共舉辦 18 個競賽。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每年舉辦 1 次，競賽項目以奧運、亞運及世

大運運動項目為限，109 年由國立高雄大學承辦，共舉辦 18 個競賽。 

積極輔導辦理國際賽事 

    2020 年因受全球疫情及邊境管制影響，輔導辦理 14 場次國際賽

事，並鼓勵協會在兼顧防疫無慮前提下，辦理國際行銷，主動向國際

宣傳我國推展運動情形與防疫成果。另為提升國際賽事專業知能，辦

理 62 場次專題研習，共計 2,203 人次參與，以及輔導臺北市及新北

市政府成功取得「2025 世界壯年運動會」主辦權，並輔導臺灣同志

運動發展協會，籌辦「2021 亞洲同志運動會」及申辦「2026 世界同

志運動會」，提高我國國際能見度。 

觀賽場地 

許多國人熱衷觀看精彩運動賽事，其中又以棒球最受青睞，臺北

市天母棒球場為迎合全民瘋棒球的熱潮，自 2002 年起即為國內職業

棒球賽比賽場地，也是 2001 年及 2007 年世界盃棒球賽的比賽場地。 

臺北小巨蛋位處臺北市中心，可容納 1 萬 5,000 名觀眾，提供舉

辦如 NBA 臺北賽等各類型體育活動；緊臨臺北田徑場，看臺區有 2

萬個座位，主場地是 1 座 400 公尺國際標準田徑場，內包 1 個足球場，

暖身場是 1 座 300 公尺田徑場。 

高雄國家體育場係為 2009 年世界運動會所建造，是我國目前最

大的體育場，最多可容納 5 萬 5,000 名觀眾，內有國際田徑總會一級

認證標準的 400 公尺跑道，亦可以舉辦足球賽，是全球第 1 座具有

1MPW（百萬瓦）太陽能發電容量的開放式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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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我國規律運動人口達 33.0%。另全國運動人口比率

82.8%，較 105 年增加 0.5%，換算人口數約增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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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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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09 年，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興建全國

30 座國民運動中心，已有 29 座國民運動中心完工啟用；另新北市、

桃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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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營造休閒運動環境計

畫」，本計畫係補助地方政府建構便利各族群平等運動之優質休閒運

動環境及健全職業運動發展環境為工作重點，逐年改善各類型室內外

運動場地、運動場館設施、自行車道及水域運動環境，截至 109 年

12 月止已核定補助 327 項個案計畫，計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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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10 多年來，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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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至 100 年建構完成全長共 1,200 公里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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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星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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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至 108 年已再興、整建自行車道達 2,219 公里，強化了

尚未串連之自行車道路網，並推動北、中、南、東部等地區直轄市、

縣（市）間優質自行車道串連。另自 104 年起為統計自行車道建置成



 

 

果，整合交通部、教育部及內政部等相關部會補助自行車道建置長

度，截至 108 年底止，全國自行車道總長度已達 7,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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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自行車道結合地人文特色，透過連結周邊產業，

規劃多元主題遊程，以提供民眾更舒適與便利的騎乘環境，並推廣自

行車運動遊憩深度旅遊。 

為善用新發展出之自行車環境，我國近年開始主辦國際賽事。

1978 年國際自由車環臺公路大賽首開我國主辦國際大賽之先河，後

併入國際自由車總會（UCI）的亞洲巡迴賽，2012 年升格為 UCI2.1

級賽事，2017 年賡續辦理，來自世界各國 20 支隊伍共計 200 名好手

同臺競技，5 站賽事推廣地方特色，帶動國內外觀光人潮，行銷臺灣

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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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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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落實體育教學正常化、發展創新適性體育課程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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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學校體育績優團體及個人

表揚活動、推動適應體育計畫、寒暑假體育育樂營、學校設置樂活運

動站計畫及推動山野教育實施計畫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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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小學生每週必須上 2 小時體育課，最受學生歡迎的運動項目

有棒球、籃球、羽球、桌球及自行車等。自 1980 年代開始舉辦各類

校際運動聯賽訓練國家隊運動員，其中因為超過 9 成的學校有籃球

場，並且喜歡打籃球的學生遠多於其他球類，爰籃球賽為校際運動聯

賽的先河，賡續亦發展棒球、排球、足球及女子壘球等聯賽。 



 

 

我國現有 54 所大專校院開設體育相關科系，並設有國立體育大

學及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2 所體育大學，培養特定運動教練及選

手，開設運動科學及運動管理相關課程。 

運動產業 

依據「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研擬「運動產業發展政策綱領」，

以「打造幸福經濟、體現運動價值」為願景，研擬「精進運動產業政

策法規，中央與地方齊力發展產業基礎環境」、「建置運動產業雲端

資料庫，提供智慧化產業服務」、「輔導產業創新研發，建構完善產

業生態系」、「整合行銷產業亮點，型塑品牌國際擴散」、「發展人

才專業職能，培育及媒合運產專業人才」、「型塑全民運動社會文化，

建立臺灣多元運動品牌」等 6 大推動方向。另依「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之運動產業範疇，建立跨部會協調工作小組，協調及處理跨部會事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