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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開發國家 10 大危險因子中，「不運動」高

居第 6 位，推展全民運動已蔚為世界風潮；我國亦

致力強化整備運動環境之軟硬體設施，同時倡導全

民養成運動習慣，期能擴增運動人口，提升國民體

能。本文主要說明運動重要性、我國運動環境概況

和國人運動參與情形，以及政府相關施政措施。 
 

一、運動重要性 

隨科技進步、所得提高，物美價廉的現代化設

備日益普及，人類在享受便利舒適的生活環境之

際，逐漸轉變為坐式生活型態，導致運動不足現

象。而缺乏運動、飲食不當等不良生活習慣，往往

導致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不但降低生活

品質，甚至危及生命。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估計， 2000 年已開發國家 10 大危險因子中，

因不運動而導致死亡人數高居第 6 名，其中男性除

吸煙及飲酒致死人數之排名遠高於女性外，因不運

動致死人數仍居其 10 大危險因子第 7 位。因此 WHO

於 2002 年第 55 屆世界衛生大會決議，敦促會員國

重視全民運動，希望將運動習慣推廣至每個人的生

活中。我國亦自 2002 年起積極推展運動人口倍增計

畫，倡導全民運動，以期提升國民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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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HO. 

二、運動環境概況 

提倡民眾運動風氣，落實運動融入生活，提升

國民生命品質，為我國的重要體育政策。為達人人

想運動，處處能運動目標，政府致力提供充裕優質

的運動處所，並倡導招募運動志工參與，以期提升

民眾休閒運動環境素質。 
 

（一）闢建運動場館 

2007 年底各類運動場館計 6 萬 3,560 座，較 2001

年底增 0.9％，其中學校運動場館 2 萬 5,580 座（占

40.2％）最高，餘依序為私人場館 9,947 座（15.6％）、

民營事業所屬營利性場館 8,604 座（13.5％）、社區

運動場館 6,759 座（10.6％），合占近 8 成。與 2001

年底比較，各類場館數量均有成長，以縣市立運動

場館增加 7.8％，增幅最大，且其規模相對較大，提

供服務人數亦較多；鄉鎮市區運動場館增 5.6％次

之；社區簡易運動場所增 1.9％再次之；政府除致力

闢建運動處所外，同時督促民間運動場館提升衛生

安全及經營管理，以保障國人之運動權益。 
 

運動場館數量 

單位：座、％ 

 2001 年底 2007 年底 變動率 

總計 63,001 63,560 0.9 

學校運動場館 25,540  25,580  0.2 

私人場館① 9,937  9,947  0.1 

民營事業所屬營利性場館 8,502  8,604  1.2 

社區運動場館 6,633  6,759  1.9 

民營事業所屬非營利性場館 3,904  3,918  0.4 

公營事業所屬場館 3,566  3,575  0.3 

鄉鎮市區運動場館 1,979  2,090  5.6 

縣市立運動場館 841  907   7.8 

其他 2,099  2,180  3.9 
資料來源：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附  註：①私人場館係指由個人而非企業擁有之運動場館。 

 

（二）補助興整建運動設施 

為提供國人優質運動環境，政府補助添置、更

新運動設施及進行週邊綠化。1998- 2007 年總計補助

興整建運動設施 1,828 件，除民眾慣常使用的體育

 

運動概況 

2000 年已開發國家 10 大危險因子兩性死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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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游泳池、運動公園外，尚包括自行車道 114

處，主要係依據綠色矽島建設藍圖，自 2002 年起推

動全國自行車道系統計畫，以自行車道串聯各區

域，建構區域內新興綠色休閒運動旅遊網絡，迄今

完成自行車道長度總計 600 公里。 
 

政府補助興整建運動設施 

單位：座、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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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12 5 5 6 313 201 - 0 542 

1999 11 4 5 6 246 79 - 0 351 

2000 20 15 17 6 133 55 - 0 246 

2001 13 4 0 2 0 0 - 25 44 

2002 30 12 4 2 37 1 13 9 108 

2003 14 22 4 5 23 1 16 14 99 

2004 26 19 1 5 6 4 21 4 86 

2005 14 13 6 4 11 2 15 8 73 

2006 27 6 1 9 33 1 9 17 103 

2007 13 35 12 19 48 1 40 8 176 
1998- 
2007 180 135 55 64 850 345 114 85 1,828 

資料來源：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附  註：其他包括靶場及各縣市運動休閒推廣中心等。 
 

（三）培育運動志工 

在運動場館設施的量與質提升下，場館服務及

運動指導人力需求亦隨之擴增。鑒於先進國家之運

動志工制度盛行，為整合國內社會資源，鼓勵熱心

人士支援推動全民運動，包括協助提供民眾體育知

能諮詢以及推廣休閒運動等，政府積極輔導運動休

閒中心廣為招募運動志工，加以民間團體也大力推

展，運動志工人數呈增加趨勢。 
 

運動志工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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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此外，政府於 2006 年推動學校運動志工樂服計

畫，募集並培訓大專運動志工，第 1 階段先以大專

以上體育相關科系為主，協助輔導中小學運動性社

團及課後照顧；第 2 階段則擴及一般院校。2007 年

止總計培訓 16 所大專院校、987 名運動志工，提供

學校運動服務，增進運動學習品質。 

 

三、運動參與情形 

政府積極布建完善運動環境 ，國內愈來愈多人

參與運動，以下分別說明國人運動人口比率、運動

時間及從事運動種類，同時探討不運動者之原因。 
 

（一）運動人口比率及時間 

2007 年 18 歲以上人口有運動者占 77.6％，較

2005 年增 4.4 個百分點，其中男性 79.8％，高於女

性之 75.3％，與 2005 年比較，男、女性分別增加 5.2

及 3.6 個百分點；按年齡別分析，18-29 歲為 76.1％，

30-39 歲降至 73.5％，其後漸次回升，50-59 歲達 78.6

％最高，60 歲以上復降至 74.8％，顯示工作年齡層

之運動比率相對較低，而 60 歲以上人口受體力衰減

及健康狀況影響，運動比率亦隨之降低。有運動者

平均每週運動時間為 146.8 分鐘，亦較 2005 年增 3.8

％，也同樣呈現男多於女，以及 30-39 歲之運動時

間相對較少的現象。 
 

國人運動概況 

單位：％、分鐘 

 運動人口比率 平均每週運動時間 

 2005 年 2007 年 2005 年 2007 年 
總計 73.2 77.6 141.5 146.8 
性別     

男性 74.6 79.8 161.5 175.4 
女性 71.7 75.3 121.7 119.0 

年齡別     
18-29 歲 75.3 76.1 114.0 114.8 
30-39 歲 68.0 73.5 92.3 92.2 
40-49 歲 72.3 76.8 132.6 123.7 
50-59 歲 75.5 78.6 182.7 182.7 
60 歲以上 75.4 74.8 205.5 194.6 

資料來源：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資料來源：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名詞解釋：  

◎運動人口：係指 1 年內有參與運動之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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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動種類 

2007 年有運動國人最常從事的運動種類以戶

外活動（占 73.5％）最高，餘依序為球類運動（31.3

％）、伸展運動（14.2％）、水上運動（9.6％）及

養身運動（4.9％）等，其中女性從事伸展運動的比

率 21.4％，高於男性的 7.4％，而男性愛好球類運動

比率 42.8％，則遠超過女性的 18.9％。 
 

2007 年兩性運動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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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按運動項目分析，以散步（占 32.0％）最多；

其次是慢跑（24.4％）、籃球（20.0％）、爬山（19.1

％）、騎腳踏車（11.5％）。與 2006 年比較，變動

較明顯項目為爬山減少 5.9 個百分點，而打籃球及

騎腳踏車則分別增加 4.9 及 2.0 個百分點。 
 

國人最常從事的運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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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三）運動頻度 

進一步觀察 2007 年國人運動頻度，除從不運動

占 22.4％外，規律運動占 20.2％、偶爾運動占 35.7

％、低度運動占 17.3％與極少運動占 4.3％；能保持

規律運動習慣之人數仍有限。 
 
 

2007 年國人運動頻度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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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資料來源：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名詞解釋：  

◎運動頻度：觀察國人 1 年內參與運動情形，除從不運動者外；

另針對有運動民眾，如果運動狀況是(1)每週運動 3 次以上(2)

每次 30分鐘以上(3)運動時會流汗也會喘(60歲以上民眾會流汗

也納入計算)，以上 3 項皆符合者屬於規律運動，符合 2 項者

屬於偶爾運動，只符合 1 項者屬於低度運動，3 項皆不符合屬

於極少運動。 

 

分析不運動者之主要原因，以沒有時間（占 50.1

％）最多，餘依序為工作太累（17.7％）、懶得運

動（17.1％）、健康狀況不能運動（8.9％）及沒有

興趣（6.6％）。若能倡導企業帶動職場運動風氣，

增設簡易運動設施，除可增進員工身體健康，亦有

助於提升工作效率及生產力；另由於我國已邁入高

齡化社會，然而銀髮族透過適度運動可強化體能、

保持健康，其生理功能之生理年齡不必然隨實際歲

數增加，政府推動銀髮族運動養生計畫，積極推廣

指導老年人適度運動，以增強其運動參與意願。此

外，由於國人懶得運動及沒有興趣者合占逾 2 成 4，

養成民眾規律運動的習慣仍有努力的空間，也為重

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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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未參與運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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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運動對兒童及青少年的體適能有益，且部分心

血管疾病等慢性病係根植於青少年時期，加以學齡

階段的運動習慣通常會延續至成年階段，間接影響

成年人之健康狀況。依教育部統計，2006 年學生在

體育課外從事規律運動者占 39.5％，其中國小 52.9

％、國中 37.5％、高中職 25.4％、大專院校 20.9％，

隨年齡增加，規律動運動比率減少。 

為避免天候不良降低學生運動意願，同時為培

養其終身運動習慣及善用少子女化多出的閒置教

室，政府補助高中職以下學校設置樂活運動站，積

極拓展校園室內運動空間、建構多元運動設施，以

吸引不愛運動、體適能較差或無規律運動習慣學子

參與；此外，在課外時間並開放供社區民眾親子使

用，俾使資源共享，以達全民運動目標，進一步提

升國民體能與生活品質。 
 

2006 年各級學校學生規律運動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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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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