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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自從成功舉辦 2009 年臺北聽障奧運、2009 年高雄世界運動會及 2017

世界大學運動會後，更再接再厲爭取舉辦多個國際性運動賽會，並期待透過大

型國際性運動賽事帶動城市及和經濟發展，此外，國內年度辦理六大運動賽會

(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及各單項運動協會辦理之全國性賽

事，均顯示出對於大型運動場館之迫切需求。因此，本次特前往考察 2020 東京

奧運的主要競賽場地，並以我國重點競技運動相關場館，其目的在於透過觀摩

這些國際級的運動場館，為國內興(整)建大型運動場館提供參考，並藉由參訪

瞭解體育運動先進國家對於興(整)建及營運管理大型運動場館設施的做法，做

為嗣後我國於興(整)建符合國際競賽標準場館之參據及未來舉辦國際賽事的基

礎。 

本次考察 2020 東京奧運競賽場館有以下三點發現:一、交通便利性為興建

大型運動場館的重要評估考量參據；二、為滿足各類族群民眾使用及賽事辦理

需求，宜於規劃設計時即應將運動友善附屬設施納入規劃考量；三、採用OT、

ROT或BOT等民間專業組織或機關參與委外經營的方式，可有效提升運動場館營

運及管理效能。另因本次係由各場館委外經營廠商接待及說明，渠等人員對於

場館規劃設計、材料材質等硬體建設相關資訊較不瞭解，建議嗣後可洽詢場館

規劃及興(整)建之執行單位(例如東京都廳或橫濱市政府人員)，俾便獲得更進

一步的運動場館規劃及興(整)建資料，作為國內未來興(整)建大型體育運動場

館之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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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目的 

    依據 1978 年公布的「體育與運動國際憲章」，其開宗明義於第 1 條即揭櫫

體育運動是人類與生具有的基本人權；而隨著時代演變，因應各種休閒運動盛

行及健身與運動風氣日益興盛的帶動下，民眾參與運動的意願提高，也帶動全

民運動習慣的普及，因此，連帶促使運動場館規劃、興建、經營管理、滿意度

與現況分析開始受到各界重視。此外，由於舉辦國際大型運動賽被認為是目前

運動活動中最具經濟帶動效益的活動，特別是為具指標性或大型的運動賽會興

建的運動場館設施，除了將成為後續該國與賽會主辦城市發展的重要策略與機

會外，也是各國爭相舉辦的目標。 

    運動場館設施的良莠，攸關國內全民運動推廣、競技運動發展及國際體育

參與等重大體育運動政策之執行，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更直指出，打造優質的

運動場館與設施環境，為當前教育部推動國家體育運動政策的核心目標(教育部

體育署，2017)，因此，藉由特別申請本次 112 年出國計畫，考察 2020 東京奧

林匹克運動會(下稱東京奧運)主要競賽場館，包含國立競技場(東京奧運主場

館)、橫濱國際綜合競技場(Nissan Stadium，足球競賽場地)、武藏野之森綜合

體育場館(現代五項、羽球)及Canoe Slalom Center(輕艇激流比賽)，希望藉由

考察參訪國際競賽等級的運動場館，提供未來國內興(整建)大型運動場館之參

酌，同時也奠下我國未來爭辦國際大型運動賽事的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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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過程 

一、考察日期：112 年 10 月 17 日至 21 日。 

二、出國地點：日本東京。 

三、考察行程： 

    本次考查囿於時間的限制，僅擇定 2020東京奧運部分競賽場館進行

考察，場館分布於東京都及神奈川縣，多採用搭乘大眾交通系統前往各場

館。此外，要特別感謝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教育組黃冠群組長及曹美

娟主事於行程前協助聯繫各相關場館相關人員，謹此一併致謝。考察日期

及行程概要如表一。 

 

表一:2020東京奧運場館設施考察行程表 

 

日期 行程概要 

10月 17日 
搭乘虎航飛機飛往日本成田機場後，下榻於東京日暮里

Almont Hotel Nippori 

10月 18日 考察國立競技場(Japan National Stadium) 

10月 19日 考察橫濱日產體育場(Nissan Stadium) 

10月 20日 
考察武藏野之森綜合體育廣場、Canoe Slalom 

Centre(輕艇激流中心) 

10月 21日 日本成田機場返回臺灣 

 

   奧林匹克運動會(Olympic Games, 下稱奧運)是目前國際最高等級的

綜合性運動賽會，由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簡稱 I.O.C.)主辦，每 4年舉行一次。日本東京在 1964年曾

經辦理過奧運，是亞洲第一個舉辦奧運的國家及城市。2020 年再次取得

奧運主辦城市權，可惜因適逢COVID-19 肆虐全球，實際舉辦日期為 2021

年 7 月 23 日至 8 月 8 日，並採取閉門比賽方式(亦即不開放觀眾進場觀

賽)。雖然因為疫情關係採取閉門比賽，惟所有競賽場地的規格仍需符應

國際各單項運動總會的規定，本次考察的場館包含國立競技場(東京奧運

主場地)、橫濱體育場(足球競賽)、武藏野之森綜合體育場館(羽球及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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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項擊劍)及輕艇激流中心(輕艇激流)等，都是我國發展之重點競技運

動，可借鏡做為未來興建場館之重要參酌。以下謹就每日參訪的場館說明

參訪狀況： 

(一)考察國立競技場(Japan National Stadium) 

1. 考察日期：112年 10月 18日(星期三)上午 

2. 接待人員：國立競技場企劃課 主任山下大介 

    國立競技場是東京都心最大的綜合型體育場地，為一棟地下 2

層、地上 5 層樓之建築物，也是 2020 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及 2020

年夏季帕拉林匹克運動會的主場館。場館所有權屬東京都廳，目前由

Japan Sport Council(日本體育振興中心)管理，據表示，規劃於 3年

後採委外管理方式委託私人企業辦理。為使民眾更瞭解本場館，目前

可接受民眾預約導覽(付費)並有專人解說。 

    國立競技場由國立霞丘陸上競技場拆除改建而來，於 2016 年 12

月 11 日動工，2019 年 11 月 30 日完工啟用。該體育場是東京都心最

大的綜合型體育場地。據了解，該競技場設計計畫原本由伊拉克裔英

國知名的女性建築師札哈·哈蒂的團隊獲選，但因其工程造價高達日

幣 3 千億元，是原先設定預算 1,300 億日圓的 2 倍以上，考量經費太

龐大，且設計材料費高昂、日圓貶值及人事費用等因素，預算修正空

間，經遴選改由日本知名建築師隈研吾團隊拿下設計案。最後定案的

場館預算修正為 2,520億日圓，是目前奧運史上最貴的場館。 

 
圖 1 國立競技場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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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座場館最引人注意的是該場館兼具博物館文物收集的功能，場館內在

一樓停車場四周牆壁，有參賽選手簽名牆(sign wall)，場內也有展示足球隊

球員的球衣，及 2020東京奧運的聖火火炬，儼然是一座小型的體育文物展示

館。場館的建築以木質為主，充分融入日本的文化特色。由於地上建築物高

達 5 層樓，為因應維修的需求，採取纜車方式取代一般建築物使用堆高機的

方式，算是非常具有智慧的巧思。       

    本場館約可容納 6 萬名觀眾，觀眾席採 3 層樓規劃，其中無障礙

觀眾席位於觀眾席 2、3 樓，每層樓大約 500 席。據表示，2020 東京

奧運採取閉門比賽，為避免偌大場館卻沒有觀眾加油的狀況，因而影

響選手成績表現，觀眾席椅子的顏色有別於其他場館的單一色系，從

接近天空的白色，越往草坪和跑道方向，濃色調越多，漸漸變成黃綠

色、灰色、深綠和咖啡，因此造成視覺上的錯覺，不會讓人感到空蕩

蕩場館的寂寞感，這也是本場館在設計上的巧思。 

 

圖 2 2020 年東京奧運選手簽名牆 圖 3 2020 東京奧運聖火火炬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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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館維護方面，本場館定期請專業公司維護草皮、音響、天花板

等設備。有關草皮部分，場館田徑場中央種植天然草，足球及橄欖球

比賽皆舉辦於天然草皮上，視活動或賽事需求會於田徑跑道鋪設人工

草。因日照是養護天然草一個重要因素，故將南東側觀眾席的屋頂部

分設計成透明，可兼具遮雨及日照用途。除此之外，地面下有設計管

圖 4 國立競技場空場觀眾席 

圖 5 無障礙觀眾席及陪伴席視野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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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可因應氣溫以冷水或溫水維持草地溫度，全場有 50個以上的灑水及

排水孔，且草地有設計傾斜角度，防止田徑場的水倒流進草區。 

 

    場館營運管理方面，本場館年度總開放大約 300 天，場地視情況

隨時保養。如需使用場館，使用方皆須至官網預約，且無免費租借亦

無規劃公益時段。如有舉辦比賽，場館將於賽前 2 小時開放。場館除

辦理賽事外，較常由地方政府及學校租借場地辦理運動會，或舉辦時

裝周、車展等活動。為避免前述活動設備進場傷害草地，大型機具通

常僅能進入鋪設防護墊的田徑場範圍。 

    因本場館可施放煙火，為避免干擾附近居民，類似活動事前會於

附近的布告欄告知居民，且本場館有專門管理音響的部門，針對噪音

溢出有相關控管機制，故附近居民對本場館舉辦活動並無太多抱怨。 

    交通方面，本場館鄰近都營大江戸線「國立競技場」站、JR「千

駄ヶ谷」站、「信濃町」站，在交通方面非常便利，提供民眾到本場

館參觀及觀看比賽的可及性及便利性。場館有 8個出入口，且 2、3樓

有直達 1 樓的階梯，可分流疏散散場人潮，附近車站也可配合快速運

輸離場民眾。 

圖 6 南東側觀眾席(照片右上角)為兼具遮雨及日照功能設計成透明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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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便一提，於參訪國立競技場時，巧遇我國U15 女壘代表隊也來

參訪，原來是她們到東京參加U15 世界盃女壘賽，並趁比賽空檔，由

東京都觀光部安排到國立競技場進行參訪，顯見本場館除作為運動競

賽及演唱會的場地外，當地政府也朝以奧運主場館的名義來推動運動

觀光行程，此企劃亦可作為我國推動運動產業之參考。 

(二)考察橫濱日產體育場(Nissan Stadium) 

1. 考察日期：112年 10月 19日(星期四)上午 

2. 接待人員：總經理甲斐啟太、管理課長秋田浩平 

    橫濱日產體育場是本次考察場館中唯一不在東京都轄內的場館。

該場館位於日本神奈川縣橫濱市，是日本境內容納人數最多的多用途

圖 7 與日本足球協會合作的展覽 

圖 8 日產體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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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場，1998 年 3 月落成啟用，迄今已 25 年，共設有 73,237 座位。

該球場是 2002 年世界盃足球賽決賽舉行場地，也是 2020 東京奧運足

球場地。目前則為日本職業足球甲級聯賽（J League）隊伍橫濱水手

的主場。 

    場館為橫濱市政府所有，委託橫濱市運動協會管理。因為係由日

產(NISSAN)購買為期 5 年的掛名權，因此該場館的名稱為NISSAN 

STADIUM。契約期間，修繕經費逾日幣 300萬元以上者由橫濱市政府負

責，否則由受委託單位負責。 

 

    本場館位於新橫濱公園內，基地位置鄰近鶴見川，為因應每年鶴

見川固定氾濫及雨季洪水調節，本場館將 1-2 樓設計成停車場提供洪

水調節空間，下雨時不開放使用，同時將主要出入口、運動設施及會

議室規劃在 3樓以上，避免洪水影響場館設施。 

    本場館受委託單位為體育專業團體，熟稔場館之管理及維護業

務。該場館為標準專業的足球場地，由於使用天然草皮，草皮養護的

工作相對重要。受委託單位表示，之前曾經使用天然及人工混合的草

皮，但養護不易，因此後來改採天然草皮，天然草皮要特別重視排

水，也會依據季節的不同選擇植栽不同品種的草。除此之外本場館草

圖 9 日產體育場 VIP 賓客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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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為利排水，土層以石頭和土壤堆疊架高設計出排水層，但非地面草

皮會導致草皮溫度維持困難，故本場館冬天會導入溫水系統，夏天則

導入冷水系統，以維持草皮溫度。另因為該場館是日本辦理演唱會的

主要場館之一，遇有大型機具進入場內時，一定會鋪上保護墊，但是

時間不超過 60小時，以維護草皮。 

 

     本場館觀眾席高達 7 萬人，設有出入口共約 50 個，可有效分流

滿場時的散場觀眾，在 1-1.5 小時內完成散場。但辦理大型賽事或活

動時，因為會湧入大批觀眾，周邊主要車站JR小机站會因此癱瘓，往

往造成場館周邊居民抗議。受委託單位表示，他們對於附近的居民並

未提供「睦鄰措施」（例如致贈免費入場票券），但是在活動前會邀請

圖 10 日產體育場草皮系統剖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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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的里長進行會議對談，偶爾也會邀請附近居民免費入場看比賽，

以降低民怨。 

    與國立競技場一樣，本場館內興建選手休息室，也有貴賓休息

室，以備舉辦國際賽事時，接待各國元首或重要貴賓。除此之外，場

館各附屬設施引導標示明確，無障礙設施如無障礙觀眾席及廁所亦皆

設置完善。 

圖 11 貴賓室觀賽視野 

圖 12 貴賓休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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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察武藏野之森綜合體育廣場 

1. 考察日期：112年 10月 20日上午 

2. 接待人員：館長神野美和、副館長若月昌央、管理主任市丸千乃 

    武藏野之森綜合體育廣場是位於日本東京都調布市的室內體育場

館。為 2020 年東京奧運羽球和現代五項擊劍項目比賽場地，及 2020

年夏季帕拉林匹克運動會輪椅籃球比賽，此外，該場館也將作為 2025

聽障奧運會場地，除主場地外，還包括供公眾使用的一座游泳池、一

座健身房、一個綜合場地和兩座健身工作室，自 2017 年 11 月啟用迄

今。與國際競技場及橫濱日產體育館一樣，本場館也是委外經營管

理，而場館的所有人是東京都廳。場館雖位於東京都比較偏遠區域

  

圖 13 各設施指引明確 

圖 13 各設施指引明確 

圖 14 無障礙廁所標誌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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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布市區)，但因距離京王線飛田給車站步行約 5 分鐘、西武多摩川

縣多摩站走路約 20分鐘的路程，交通十分便利。 

 

    武藏野之森綜合體育廣場包含主場館、副場館及游泳池各 1 座，

主場館共 5層樓(地上 4層樓、地下 1層樓)，可容納約 10,000人以上

的觀眾席(含固定席 6018席及活動觀眾席)。副場館(武道場)是一座地

上 3 層、地下一層，可容納約 340 名觀眾的場館。游泳池水道長約 50

公尺、寬約 20公尺、水深約 3公尺，可容納 185席觀眾席。此外，本

場館除了舉辦賽事、演唱會等大型活動之外，也設有供民眾使用的健

身中心並配有教練，且場館定期提供運動課程讓民眾參與。收費方面

僅提供身心障礙者優惠，高齡者則須購買全票。 

圖 15 主場館四樓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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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 2020年帕拉林匹克運動會，場館本身即設置完善的無障礙設

施，主場館無障礙觀眾席約 134 席，較特別的是觀眾席有一區是專門

設計給配戴助聽器的觀眾，另設有具玻璃圍欄的智能障礙者專門席

(係本次考察中唯一有針對智能障礙者設計相應設施之場館)。除此之

外，本場館為帕奧選手設有無障礙更衣室，採用拉門且門寬都有考量

到輪椅的寬度。 

 

圖 16 主場館場地 

圖 17 副場館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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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場館設計深具巧思，主場館可視不同賽事調節燈光，燈光設備

可下降再增減燈數，另觀眾席部分，觀眾腳邊設有空調，在舉辦羽球

比賽時總空調關閉的情況下，將開啟觀眾席空調，可在符合賽事需求

下同時兼具觀賽舒適度。副場館游泳池雖非屬國際標準池，但具可調

式池地板能視用途調整水池深度，晚上閉館後會將池地板升至最高以

維持水溫，並配合地暖設備使場館可整年開放。 

圖 18 無障礙觀眾席及陪伴席(上圖) 
圖 19 智能障礙者專門觀眾席(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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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觀眾席腳邊空調 

圖 21 副場館游泳池可升降池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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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察Canoe Slalom Centre(輕艇激流中心) 

1. 考察日期：112年 10月 20日下午 

2. 接待人員：執行長萩野征博 

    輕艇激流中心位於日本東京都江戶川區臨海町，是日本第一座人

工輕艇激流，位置鄰近葛西臨海公園，此處也是 2020年東京奧運輕艇

激流比賽場地，且有經日本競艇聯盟認證。 

 

    本場館為東京都廳所有，委託協榮株式會社經營管理，於 2017年

10月興建、2019年 5月完工，除辦理比賽外，也提供團隊移地訓練及

一般民眾挑戰輕艇激流。本次參訪期間，適逢我國輕艇選手到該場地

進行培訓及參賽，因此在現場與國家代表隊教練不期而遇。 

    該場地設有健身房，民眾及選手皆可使用，且選手除 5 人以上包

場外，個別選手仍需付費使用，無配有教練亦禁止私人教練課程。 

圖 22 獨木舟激流中心訓練區域 

圖 23 健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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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技池長約 200公尺、寬 10公尺，平均水深約 1.5公尺，靠幫浦

抽水及類似浮筒的塑膠材質物控制激流的強度，整個場館建築物包含

重量訓練室、艇庫、更衣室、救護室，會議室等設施。其中驅動水流

的幫浦是由日本製造的，執行長特別提到本場館 4 座幫浦係由專門公

司特別製造，且因各場館幫浦的用途不同，須依據實際用法及場館大

小去特製，所以並無所謂的「標準型幫浦」。 

  

圖 24 設施介紹圖 

圖 25 4座幫浦(每次使用僅開啟其中 3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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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道的水源是自來水，為顧及水質衛生，每天都會投入藥劑消

毒。本場館除每年 1-3 月固定暫停對外開放以保養檢修外，幾乎全年

開放，開放使用的對象不限定輕艇選手，且有提供課程供民眾體驗。

初次使用者不論是選手或一般民眾，皆需先經測試通過後始得下水。  

    競技池的激流道是利用池底的藍色磚塊製造流速及障礙，並搭配

懸空障礙物組成不同訓練模式，池底藍色磚塊的擺放位置至今仍維持

2020 東京奧運比賽時的設計，且池底有軌道可固定磚塊避免遭水流沖

走。 

 

    場館每日會定時改變懸空障礙物的位置來變換訓練模式，且皆是

以繩索調整障礙物，並無使用任何的電力或其他動力。除此之外，本

場館水道部分設有自動爬升的輸送道，可讓選手連船帶人一起爬升至

上層水池。 

 

    所有水道於水流啟動時一定會配置 3 人以上(含)的救生員，但如

果是團體包場使用，場館方則不負責提供救生員，亦不會針對使用者

進行能力測驗，使用者的安全皆須由包場方負責。 

 

圖 26 使用中的幫浦 

圖 27 利用藍色磚塊製造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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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館每日會定時改變懸空障礙物的位置來變換訓練模式，且皆是

以繩索調整障礙物，並無使用任何的電力或其他動力。除此之外，本

場館水道部分設有自動爬升的輸送道，可讓選手連船帶人一起爬升至

上層水池。 

 

圖 28 塑膠材質的藍色磚塊使用年限長 

圖 29 以調節繩索及障礙物位置變換訓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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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水道於水流啟動時一定會配置 3 人以上(含)的救生員，但如

果是團體包場使用，場館方則不負責提供救生員，亦不會針對使用者

進行能力測驗，使用者的安全皆須由包場方負責。 

本場地位於葛西臨海公園旁，除了供選手及民眾使用水道外，經

過綠化的場地亦是當地民眾休閒的好去處。至於為何選擇本地點作為

人工輕艇激流中心，以及在選擇用地上是否有特別考量？執行長表

示，當初因此地是空地，純粹是基於辦理 2020東京奧運需求，才會選

在這個空地上興建輕艇激流中心。 

  

圖 30 自動爬升的輸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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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 

    本次參訪考察 2020 東京奧運會部分場館，見識到辦理國際賽事場館的規

格，也深刻感受到場館永續營運管理之不易。我國除成功舉辦 2017 世界大學運

動會外，邇來國人時有提出申請舉辦國際綜合性運動會，例如爭取辦理亞洲運

動會之倡議；然而，舉辦運動會的基本條件是具備各該運動種類的標準場地及

場館興建後之永續發展。茲就本次利用短暫 5 天的時間考察 4 個 2020 年東京奧

運競賽場館的心得及建議如下，提供相關單位未來於興(整)建運動場館之參

考： 

一、心得 

(一)交通便利性應納入規劃興建運動場館的重要評估考量 

    王慶堂(2002)認為，運動場館具有以下功能：(1)提供民眾

休閒運動場所；(2)提供運動指導；(3)提供運動競技場地；(4)運

動選手培訓；(5)辦理全民運動活動場地；(6)辦理競技運動活動

場地；(7)提供民眾運動觀賞；(8)發展健康體適能活動等(引自李

明聰，2009)，運動場館興建後，無論是滿足民眾運動需求或提供

辦理競賽場地，便利的交通網絡才更能提高場館的使用率。綜觀

本次參考考察的國立競技場、橫濱體育場、武藏野之森綜合體育

廣場及輕艇激流中心，大多興建於交通便利的地點以方便民眾使

用。依據國內學者康正男、葉公鼎、陳成業的研究指出，運動場

館開放營運後要顧及因場館舉辦活動所衍生可能影響附近居民作

息或生活品質的相關議題，例如，宣導民眾儘可能不要駕駛自用

車前來，應可減少車潮議題(康正男、葉公鼎、陳成業，2017)；

本次考察參訪的運動場館多數位於地鐵車站的附近，想必也是基

於交通便利以吸引民眾前往使用的考量。 

(二)採用OT、ROT或BOT等民間參與並委外經營可提升運動場館營運及

管理效能   

    本次參訪考察的國立競技場、橫濱體育場、武藏野之森綜合

體育廣場及輕艇激流中心，其共通點是：這些場館的所有權都是

公部門(東京都廳或橫濱市政府)，但是全部採委外經營管理，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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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契約的時間都是 5 年為限。考量政府資源有限，且運動場館

設施之營運及管理具有高度專業性，倘能採用OT、ROT或BOT等民

間參與並委外經營，引進民間豐沛資源及人力，將可有效提升運

動場館營運及管理效能，達成政府、民間企業及民眾三贏。然

而，日本在委外經營管理契約因受限當地法規，只能訂定 5 年的

契約，因時間短，恐無法吸引民間企業投資，這是國內執行運動

場館委外經營策略必須考量的因素。 

(三)運動場館規劃設計時即應考量友善附屬設施 

    本次參訪考察之場館無論新（整）建，除獨木舟激流中心屬

訓練場館外，其餘 3 座觀賞競技型場館皆有考量到性別、無障礙

等特需族群友善設施之設置，且相關附屬設施之數量及品質大致

上可滿足使用者的需求，場館內的指引也非常明確。其中較特別

的是武藏野之森綜合體育廣場的主場館，該場館除了一般的無障

礙觀眾席外，有特別針對聽覺障礙及智能障礙的觀眾設計特定觀

眾席，例如：配戴助聽器的觀眾在特定觀眾席可接收到比較清楚

的聲音，以及為智能障礙者觀眾席規劃透明圍欄增加安全性。對

運動場館來說，具備友善的附屬設施及明確的指引可大幅提升民

眾觀賽的感受，並使特需族群使用者不必瞻前顧後能安心享受賽

事，因此我國各運動設施在興（整）建規劃設計時即應依照相關

規範考量特需族群使用者需求，避免開放使用後發現有缺失但無

法修正的窘境。 

二、建議 

(一)針對使用者需求規劃更全面的友善運動環境 

為滿足國民運動需求及提供符合賽事標準的運動場館，體育署已

透過相關預算及政策資源全力支持我國公共運動設施興(整)建計畫，

其中 106 年至 112 年主要執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營造

休閒運動環境計畫」及「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充實全民運

動環境計畫」，辦理既有場館改善、整建風雨球場、興(整)建全民運動

館及賽會場館等項目，而未來 113 至 116 年將接續執行「優化全民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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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與賽會環境計畫」，建構優質運動競賽場地及打造安全友善運動環

境。     

前開計畫重心除運動設施本身，體育署亦持續將身心障礙友善設

施(如無障礙廁所、坡道、通道、標誌、觀眾席、淋浴間、更衣室、置

物架、停車格、照護床、入水升降椅等)納入興(整)建重點，審查計畫

時如申請計畫無提出無障礙設施改善項目，會主動增加無障礙環境改

善經費並請主辦單位納入申請計畫範疇，使各地公共運動場館無障礙

設施不僅符合法規，也更貼近使用者需求。 

惟不論是休閒型場館或觀賞競技型場館，在無障礙友善設計上尚

有持續進步的空間，爰建議未來受理各縣市政府申請案件時，可分享

本次參訪考察觀察到各場館的優點，作為優化計畫內容之參考。以觀

眾席為例，我國目前較無針對輪椅使用者以外之需求者規劃觀眾席，

建議可參照武藏野之森綜合體育廣場主場館為聽覺障礙者及心智障礙

者的觀眾席設計，將各障別使用者的需求一併納入運動場館的規劃；

或是可於運動場館更衣室規劃充足迴轉空間之更衣室或淋浴間，並以

拉門或按鈕式開關門取代傳統門，減少大型輪椅因門寬不足而無法使

用設施的困境等等。如此不僅能讓運動場館更加人性化，更是保障多

元使用者運動或觀賽的權利。 

(二)運動場館營運管理相關事宜應於興(整)建設計時納入總體規劃 

不論是場館選址之交通考量，亦或是場館後續營運管理，皆應於

申請計畫規劃初期即納入可行性評估，尤其對大型賽會場館而言，場

館興(整)建完成後的營運管理更是長久經營的重點，因此例如場館鄰

近交通便利與否、附近居民是否有不滿情緒、未來是否採取委外管理

減輕政府部門行政負擔等事項，建議場館興(整)建的主辦政府部門應

審慎考慮後再行規畫後續申請計畫。有關前開重要評估事項，體育署

與審查委員於受理各縣市政府申請計畫時，會視個案規劃情形適時提

供相關意見供主辦單位參考，希望每個計畫都能確實提升我國運動環

境的質與量，避免場館興(整)建完成後成為蚊子館或是引起民怨。 

(三)未來出國計畫建議可接洽運動場館設計或工程相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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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參訪考察因為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教育組協助聯繫，各

參訪場館均有指派專人接待說明，獲益匪淺。可惜，因為場館均已委

外經營管理，委外經營管理人員對於運動場館設計及材質等資訊並不

熟悉，所以對於我們想進一步了解有關選址、設計或材質選擇等問

題，並無法提供資料，甚為可惜。建議嗣後類似的參訪考察行程，如

果能接洽到運動場館設計團隊或施工營造團隊，相信定能有更豐碩的

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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