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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11年第 4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年 12月 7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貳、地點：文心 6-1會議室 

參、主席：吳主任委員皇昇 

出席人員：(如附出席表)                 紀錄：林怡秀 

肆、主席致詞：(略) 

伍、本府運動局專題報告「打造運動城市」（略）                                                                           

陸、各委員建議事項: 

余委員致力： 

一、成為運動城市除了拔尖獲獎及亮點建設之外，應思考全民運動

風氣之成果如何評估、衡量，以及與五都的比較，需以數據化

來呈現相關成果。 

二、市 政 非 單 一 領 域 ， 打 造 運 動 城 市 需 結 合 跨 域 治 理

（cross-domain governance）的思維，才能解決多元且複雜

的問題。 

三、運動體育達成永續發展目標 SDGs 可思考結合節能減碳及綠能

概念，以臺北市南港高中為例，在校園操場建置飛輪發電健身

車，學生自己用電自己發，並於夜間開放社區居民使用，將電

能儲存到蓄電池，既健身又可綠色發電。建議市府善用人類理

性自利的天性來達成公共目標（the public use of private 

interest），並思考以跨域治理的思維來達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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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今少子化影響，閒置校舍日益增加，依據「臺中市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空餘校舍活化實施要點」第四點規定空餘校舍活化

可作為運動空間使用，如社區運動場、樂活運動站、身心障礙

者運動中心等，建議盤點、評估相關閒置空間，以整合資源並

精進多元利用之目的。 

 

俞委員振華： 

一、推廣全民運動除了蓋場館外，應思考核心的目標為何？是在推

廣不同類型的單項運動，或是增加常態性運動人口？建議重點

著重於增加常態運動人口，針對沒有運動習慣的人口，研議相

關誘因、機制，培養運動習慣。 

二、推動全民運動需先了解民眾的需求為何？建議深入的調查分

析人口結構，以數據佐證，找出民眾的需求，特別應針對中、

老年人的運動習慣養成。 

三、市府競技運動人才養成的重點應該放在青少年運動員，而非成

年人，建議從國中時期開始培訓人才，強化運動醫療及運動科

學，才能更有機會發光發熱。 

四、有關城市運動行銷，目前是否已有一定的績效？建議運動結合

其他產業及觀光，如職棒比賽推廣至中部地區其他縣市，吸引

更多人參與，進而帶動相關觀光效益。 

五、建議運動與醫療的結合，特別是針對中老年人，在各個運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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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可增加基礎醫療保健功能，從運動層面提供醫療處方，減少

就醫。例如針對 50 歲以上肌少症，規劃其運動頻率，並透過

APP來提醒達到運動目標。 

 

林委員建元： 

一、簡報資料顯示，運動局在過去四年的施政有豐盛的成果，主席

吳主委對運動未來政策方向也有清楚的指示，值得參考。 

二、運動場館的建設耗費鉅資，維護成本亦高，尤其是室內型場館

的電費。然而多目標使用也容易有社會爭議，以臺北大巨蛋為

例，其用途雖劃為體育設施，但多辦理音樂會、演唱會引發爭

議，因此，臺中巨蛋規劃為運動產業園區，並將節能減碳融入

場館管理乃必要方向。 

三、所謂培養運動風氣，其實就是提高市民的參與程度與頻率，建

議場館的績效指標不只是花多少錢蓋幾個場館，也應評估場館

的稼動率及民眾的參與率、使用率。 

四、運動產業發展條例提供企業捐款或培養支援、推行運動活動的

減稅獎勵，市府可善用此規定鼓勵民間參與。 

五、運動局業務亟需其他局處合作，如都市發展局、建設局、文化

局、觀光旅遊局與衛生局等單位，發揮跨域合作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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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委員秋政：    

一、運動投資逐步完備之時，運動推廣績效的檢視也會日趨嚴格，

未來除了投入面的施政數據，將會面臨產出面、結果面、影響

面的成績考驗，應思考對於風險與挑戰將如何因應，並預作準

備。 

二、近年臺中運動風氣盛行，建議盤點一定期間內運動場館設施的

使用需求，並思考提升經營實務，如規劃離峰時段的使用、少

子化校園閒置空間的開放等。 

三、各級學校運動設施與專業人力之整合運用是否已有規劃？如

何排除困難？ 

四、針對運動弱勢人口如何有效協助其發展？特別是弱勢陪伴機

構已經大幅運用運動作為陪伴策略，成為弱勢人口轉變的推動

力。 

五、建議各類場館設施的開放時間與標的使用人口的需求應有一

定程度的吻合，應盤點人力運用及相關問題，進一步處理與解

決。 

六、各類場館使用人口的運動統計，應該事先規劃，例如以市民

卡、悠遊卡感應入場，將獲得大量的運動使用數據，可進行精

準分析，規劃不同人口設計不同的運動，並針對不同標的人口

加以推廣。 

七、建議盤點運動產業，如馬拉松、自行車比賽、輕艇競速等，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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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推動運動產業、觀光、行銷，更可研議跨局處辦理「運動產

業嘉年華」，促進城市經營行銷。 

    

   劉委員立偉： 

一、臺中市的綠園道是城市特色之一，綠園道貫穿不少住宅區，成

為線性公園的公共設施，建設局的臺中之心整建綠園道自行車

環境及優質的人行環境，也是居民日常運動場域，應視為全民

運動場域之一環。 

二、目前的國民運動中心有「國民暨兒童運動中心」、「國民運動中

心」、「兒童運動中心」、「全民運動場」等，這些名稱各異，其

提供的運動設施是否有差異？另未來少子化及人口減少趨

勢，但運動館舍林立，包括私有的 Gym、學校的體育館、公有

運動中心等，是否有相關供需之研究，以避免空間閒置成為蚊

子館。 

三、各運動中心是否有其特色（各自的獨特性）？另兒童運動中心

的規劃為何？室內外環境對兒童運動是否有差異，請再說明其

設置的功能與提供的服務，並加以宣導。 

四、漢神洲際娛樂商城緊鄰臺中洲際棒球園區，未來營運以及週

末、賽事期間，對周邊的交通衝擊宜謹慎因應。另新光三越與

大遠百的殷鑑不遠，目前 74 快速道路上下班經常塞車，未來

交通問題宜及早因應，亦需考量臺中巨蛋體育館完工啟用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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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衝擊更大，避免內部問題外部化的交通影響。 

五、目前臺中中正公園、中山堂、市府川堂經常有學生練習街舞，

請問臺中市是否有規劃酷運動的街舞練習與表演場所？ 

 

柒、主席裁示： 

一、行銷是永續的根本，非曇花一現，亦影響政策的優劣良敗，請

運動局辦理相關運動賽事、活動、建設能積極行銷，增加市民

的光榮感及認同度。 

二、對於運動城市的形象及與其他城市的比較，在量與質的部分應

有整體性的分析，從統計數據了解運動場館的營運及運動人口

的效度，以協助運動局在政策執行上更有依據。 

三、運動發電除可儲能、節能減碳，亦兼具健康功能，值得運動局

研議推廣實驗性之計畫。 

四、競技賽事與觀光之結合非常重要，建議運動局與觀光旅遊局跨

局處協商，配合賽期規劃套裝行程及相關行銷。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  會(中午 12時 0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