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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體育署於 105 年首度規劃參與 APEC「人力資源發展工作小組試行推動計

畫」，配合 2016 APEC年會主題「優質成長與人力發展」，於 9月 1日在臺辦理「2016 

APEC 青年運動選手教育及職涯規劃高階政策對話」會議，以青年運動選手職涯

規劃為主題，邀請來自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

越南、泰國、新加坡、俄羅斯、智利、祕魯及我國等 14 個 APEC 會員體 25 位體

育行政主管與資深學者與會，共同見證 APEC 首次辦理的運動專題會議及「APEC

運動政策網絡(APEC Sports Policy Network, ASPN)」的啓動。 

本年「APEC運動政策網絡(ASPN)」配合「體育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於 5

月 13日(星期六)與越南國家體育總局在越南河內共同舉行「APEC 教育及創業：

青年、女性與運動員」會議(Linking Education and Start-up: Youth, Women, 

and Athletes)，邀請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新加坡及越南等 APEC會員體中

央體育行政官員、及來自馬來西亞、澳洲、美國、泰國及我國等資深體育學者專

家、運動員及青年創業家齊聚河內，以女性運動員教育及青年創業為主題，進行

政策對話及最佳範例分享。 

為參與本次於越南河內舉行的 APEC 工作會議，本署由國際及兩岸運動組許

組長秀玲及陳科員怡旬出席，會議由本署委託單位台灣經濟研究院籌備辦理。本

報告內容述及本次辦理會議目的、過程及成果重點記要，並針對此次參與會議所

見提出心得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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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教育部體育署於 105 年啟動「APEC 運動政策網絡(APEC Sports Policy 

Network, ASPN)」，計畫於今年辦理 2 場專家會議，並邀請國際專家學者，針對

當前體育相關議題，撰寫文稿並發布 3 期 APEC 體育電子報，期於亞太地區推動

相關議題的討論，第 1期電子報已於 4月 21日發送，與 APEC會員及國內外專家

學者進行分享。 

為配合我國於今年推出的亞洲首部女性運動促進白皮書，關注女性於運動方

面的議題，又我國在青年創業上的表現為世界標竿之一，且近年本署為積極輔導

運動員創業推廣多項政策及措施，以促進運動產業發展及整體經濟成長，並兼顧

人力資源發展；同時，本署推動「體育新南向政策」計畫，其中一項策略主軸即

拓展體育領導人交流管道，並經納入教育部「新南向政策－人才培育」之「人員

交流管道」項下執行，爰本署規劃召開「APEC 教育及創業：青年、女性與運動

員」會議，邀請東南亞經濟體之政府官員、運動組織代表參與，透過 105年「APEC

高階政策對話會議」所建立體育政策網絡平臺，持續體育政策蒐集及交流，進行

資源共享。 

 

貳、 過程 

 

一、APEC會議背景說明：  

   「亞太經濟合作」（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成立於 1989

年，為亞太區域最重要的經貿合作論壇，共有 21 個經濟體（Member Economies），

會員體包含美國、加拿大、 新加坡、 澳洲、 紐西蘭、 香港、中國、俄羅斯、

越南、韓國、日本、我國、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墨西哥、祕魯、汶

萊、巴布亞紐幾內亞、及智利，主要以各國政府單位代表為參與主體，下轄 13

個工作小組。 

    我國以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名義於 1991年成為 APEC的一員。其中，

本部係由國際及兩岸教育司（以下簡稱國際司）擔任窗口參與「人力資源發展工

作小組（HRDWG）」之「教育發展分組（EDNET）」，HRDWG 及 EDNET 會議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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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召開 1 次，教育部長會議則每 4 年召開 1 次。本部係以自費方式推動 APEC 相

關計畫，近年多由技職司所轄科技大學提案，包括銘傳大學（技職教育）及屏科

大（青年永續水資源教育）等。 

  鑒於本署就各項國際體育資訊需求日增，雖可透過駐外代表處及中華奧會

協助蒐集，惟外館業務本即繁重，且中華奧會資訊來源僅限非營利組織，以目前

既有管道，尚不足全盤瞭解各國體育政策實況，故藉由參與 APEC 會議機會，與

21 個政府組織會員體，藉由彼此資訊交流互惠，建立對話窗口，蒐集政策資訊。 

  105 年本署首次於 APEC「人力資源發展工作小組(HRDWG)」提案，邀請會

員體成員來臺進行「APEC 高階政策對話會議」及最佳範例分享，並於 105 年 5

月 11 日獲祕魯召開之 HRDWG 討論通過。「APEC 高階政策對話會議」於同年 9

月 1 日在臺北舉行，共有來自 14 個 APEC 會員體 25 位體育行政主管與資深學者

與會。各會員體代表除了藉此平臺分享各國最佳範例與相關政策外，亦透過

「APEC 體育政策網絡(APEC Sports Policy Network, ASPN)」討論未來網絡運作的

機制，並完成體育政策概要及網絡通訊錄。本年度延續 105 年度計畫效益，並配

合本署「體育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向「人力資源發展工作小組(HRDWG)」

提案於本年越南河內主辦 HRDWG 會議期間辦理周邊會議，邀請 APEC 經濟體主

管教育、體育事務人員、國際專家學者及運動員與會，獲菲律賓及越南等經濟體

支持，於本年 2 月提案通過。 

 

二、行程表 

  日期 行程摘要 

5月 11日(四) 搭乘華航 CI791班機於上午 10時 35分抵達越南河內 

5月 12日(五) 拜會臺北駐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 

會議場地布置 

5月 13日(六) 辦理「APEC 教育及創業：青年、女性與運動員」會議 

5月 14日(日) 搭乘上午 11時 35分華航 CI792班機返回臺北 

 

三、會議各會員體參與名單： 

   本次會議共計邀請來自澳洲、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及

我國等 8 國 14 位中央體育行政官員、資深體育學者專家、運動員及青年創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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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參與，名單如下： 

編號 經濟體 姓名 職稱/服務單位 

1 馬來西亞 Dr. Mehander Singh 教育部體育司司長 

2 馬來西亞 Ms. Sharon Wee 馬來西亞全球體育勇士公司主任 

3 菲律賓 Atty. Carlo Abarquez 體育委員會執行長 

4 越南 Dr. Ha Viet Dang 國家體育總局國訓中心主任 

5 泰國 
Mr. Nitikorn 

Rochanavibhata 

體育總局運動組織與 

運動競技發展處處長 

6 泰國 Mr. Surapon Chamroon 體育總局運動推廣部專員 

7 泰國 
Dr. Rungchai 

Chaunchaiyakul 
泰國瑪希敦大學副教授 

8 新加坡 Ms. Peggy Tng 新加坡國立青年體育學院副處長 

9 澳洲 Mr. Sean Wroe 澳洲櫻花投顧公司主任 

10 美國 Mr. Volker Heistermann 美國玉山創投公司總經理 

11 我國 許秀玲 體育署國際及兩岸運動組組長 

12 我國 何振生 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處處長 

13 我國 何凱成 球學執行長 

14 我國 徐正賢 網球希望工程創辦人 

 

  四、辦理「APEC 教育及創業：青年、女性與運動員」會議 

     今年配合「體育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本署與越南國家體育總局(Vietnam 

Sports Administration)共同辦理「APEC 教育及創業：青年、女性與運動員」

會議，當日由我駐越南代表處石大使瑞琦與越南體育總局(Vietnam Sports 

Administration)副局長黎式黃燕（Le Thi Hoang Yen）率當地運動員及媒體共

同出席，而我駐越南代表處李明參事及教育組同仁、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楊筱

雲參議及陳嘉琦科長亦全程與會。 

   石大使瑞琦於致詞時首先對越南體育總局表達感謝之意，並表示女性領導

力已經普遍受到重視，女性投入職場的程度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經濟的發

展，本次會議的主軸相當有意義。同時，石大使亦強調是日會議是 APEC體育

政策網絡(ASPN)成立以來辦理的第二場活動，為海外辦理的第一場會議，更

是首次與其他國家合作辦理，期待藉由 ASPN網絡開創未來更多經濟體間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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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另外，越南體育總局副局長黎式黃燕亦於致詞時，感謝本署發動本次會

議倡議與該局合作辦理，並表示今日有多位越南女性運動員亦共同出席，顯

示對於本次議題的重視。 

   本次會議分為「女性運動員教育與創業政策對話」、「APEC 青年創業最佳

範例分享」「APEC 體育政策網絡(APEC Sports Policy Network, ASPN)工作會議」

三個場次(如附件 2)，由本署國際組許組長就本署業務進行簡報後正式開始。

同時，為宣傳我即將於 8 月舉行的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於會前、會中

及會後播放世大運相關行銷短片，邀請與會者屆時共襄盛舉。有關會議各場

次相關討論內容摘述如下： 

（一）「女性運動員教育與創業政策對話」： 

   會議第一場次由馬來西亞教育部體育司司長 Dr. Mehander Singh、菲律

賓體育委員會執行長 Atty. Carlo Abarquez、泰國體育總局運動組織與運動競

技發展處處長 Mr. Nitikorn Rochanavibhata、新加坡國立青年體育學院副處長

Ms. Peggy Tng、越南國家體育總局國訓中心主任 Dr. Ha Viet Dang 及本署許

組長等 6 個 APEC 經濟體體育官方代表參與，就各國體育官方組織架構進

行簡單介紹，並就會議主題進行意見交換。 

   總的來說，運動員職涯規劃為目前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新加坡、

越南及我國最首要及關注的議題，各經濟體簡述其運動員在受傷或退休後

的職涯所面臨的困境，泰國、越南、菲律賓及我國等有相關的輔導措施幫

助現役及退役的運動員；在青年創業方面，除我國外，馬來西亞亦特別提

到設有 MaGIC 計畫，鼓勵青年創業；最後在女性議題方面，此次參與會議

的東南亞各國女性的競技實力普遍較強，女性運動員在綜合性賽會中的貢

獻不亞於男運動員，對此越南及菲律賓代表表示，女性運動員在兩國間的

挑戰更加嚴峻，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則提倡平等的男女待遇，並無特別針對

女性參與運動或是女性運動員教育議題上擬訂相關政策或計畫，而我國今

年推出首部女性運動白皮書，應為此次參與經濟體中之先驅，或許可供參

與之經濟體借鏡與參考。各經濟體代表發言重點如下： 

  新加坡：新加坡文化、社區及青年部(The Ministry of Culture, Community 

and Youth, MCCY)自 2008 年 11 月成立以來，一直積極參與藝術、遺產、體

育、社區和青年部門的工作。文化、社區及青年部共有 5 個法定委員會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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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單位，負責文化、社區及青年部之業務。其 5 個法定委員會分別為新加

坡伊斯蘭教委員會(the Islamic Religious Council of Singapore)、國家藝術委員

會(National Arts Council)、國家遺產委員會(National Heritage Council)、人民協

會 (People’s Association)及新加坡體育機構(Sport Singapore)。新加坡體育機

構則下轄 6 個單位，分別為「財務管理組」、「組織策略發展組」、「行銷發

展組」、「行政組」、「體育設備組」及「新加坡體育學院」。而新加坡體育學

院（Singapore Sports Institute, SSI）為國家訓練中心，提供選手不論是未來職

涯規劃、運動項目訓練、運動科學及醫療之相關服務，本次會議即邀請新

加坡體育學院「運動員服務與發展中心」副主任 Ms. Peggy Tng 擔任講者。 

  Ms. Peggy Tng 表示新加坡體育學院為推動運動員生涯規劃相關事務，

每年均於亞洲地區辦理運動員服務有關活動，2016 年於新加坡辦理之「IASF

國際運動員服務論壇」即邀請我前跆拳道國手陳怡安出席會議，分享其創

業及轉換生涯跑道的過程，今年 11 月底預計於泰國清邁辦理「亞洲運動員

生涯研討會(Athlete Life Asia)」。另外新加坡國立青年體育學院(National 

Youth Sport Institute, NYSI)於 2016 年成立，提供 1,400 名運動員訓練場所，

並與其他教育機構合作，提供運動員在學科教育上的彈性，而 Ms. Peggy Tng

也表示，新加坡並無針對女性運動發展制定相關政策，但注重運動員的平

等性，從學生運動員開始就會提倡平等的觀念。 

  泰國：泰國體育事務由泰國旅遊及體育部(Ministry of Tourism and Sports 

of Thailand)負責，該部轄下涵蓋「部長辦公室」、「體育學院」、「旅遊及體育

長務秘書辦公室」、「旅遊處」、「泰國旅遊資訊官方網站辦公室」及「泰國

體育總局」(Sports Authority of Thailand, SAT)等 6 個機構。而本次代表泰國

出席會議的 Mr. Nitikorn Rochanavibhata，即服務於泰國體育總局之運動組織

與運動競技發展處，主要業務為透過訓練及醫療等方式去強化及增加不同

項目選手的競技實力，以促進選手可以有更好的競賽成績表現。 

   Mr. Rochanavibhata 指出，泰國政府提供各級運動選手獎學金，並於選

手受傷時提供相關醫療照顧，針對菁英運動選手提供就業機會。2006 年泰

國體育總局推行「體育英雄計畫(Sports Hero Project)」，期從基層選手開始培

養成為國家代表隊選手，並表示一直以來，泰國學生運動員所面臨的困境

在於無法同時接受訓練及學校教育，為此，泰國政府近年已開始與教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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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簽訂備忘錄，安排運動員在訓練營附近的學校接受教育，以解決就學上

的問題。 

  越南：此次與本署共同辦理會議之越南體育總局為越南體育文化體育

及觀光部(Ministry of Culture, Sports and Tourism, MCST)轄下組織。2007 年，

越南政府組織改造，原國家體育委員會與旅遊署、人口與家庭委員會、及

文化與資訊部合併，成為文化體育及觀光部，掌管文化、體育及觀光事務。

越南體育總局為具有全國範圍內各種體育活動管理權，並直接舉辦及指導

各項國家性體育運動，下設「全民體育司」、「優質成績體育司」、「計畫財

政司」、「國際關係司」、「組織培訓司」等 5 個部門、2 所體育大學、2 間國

家體育訓練中心(分別設於河內及胡志明市)及 1 所體育科學院。本次參與場

次一之越南代表為胡志明市國家訓中心的主任 Dr. Dang，同時為越南奧會委

員。 

   Dr. Dang 於會上表示，越南有針對 12 歲至 18 歲學生運動員提供免費就

讀體育學校的政策，但沒有針對 18 歲以上的運動員制定相關政策，現今運

動員所面臨的困境即受傷退役或退休後，無相關輔導規劃就業的機制，同

時 Dr. Dang 亦點出越南的女性運動員在家庭及訓練中所面臨的挑戰更加艱

鉅，有關運動員職涯的部分，雖目前設有相關鼓勵創業的政策，但仍需要

相關政策來輔導女性運動員於訓練中及退役後的發展。 

  菲律賓：菲律賓體育委員會（Philippine Sports Commission）為 1990 年

創立，負責執行菲律賓全國性體育政策、推廣全民體育及提升菲律賓競技

實力，而部分與教育推廣有關之體育業務由原菲律賓教育文化體育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and Sports）主掌，自 2011 年基礎教育治理法

案(The Governance of Basic Education Act)通過後，相關體育事務併入體育委

員會業務，教育與體育運動分由兩個機關掌理，整併後體育委員會為菲律

賓最高中央體育部門，與我國前體委會時代較為類似，負責政策擬定及全

國性體育事務推動。 

  本次代表體育委員與會的代理執行長 Carlo E. Abarquez 於會上表示，菲

律賓沒有設立體育校院，其背後的原因之一是希望鼓勵青年運動選手在發

展運動專長的同時，也維持一定學業成績。因此，許多菲律賓的國立大學

針對學業成績良好的運動員，設有學雜費減免的措施，期盼運動與課業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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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並進的做法，有助青年選手退役後的職涯發展，菲律賓官方亦有特定預

算執行選手職涯規劃工作。另外，他也提到女性運動員的職涯轉換，往往

較男性更為困難，因為女性常常背負著照料家庭的壓力，有鑑於此，菲律

賓體育委員會將持續推動職涯規劃之講座及課程，引導選手提前思考及規

劃退役生活。 

   馬來西亞：本次代表馬來西亞出席的 Dr. Mehander Singh，為馬來西亞

教育部下設的體育司司長，該組主要任務為推動學校體育教育，針對體育

教育和健康、學校動態活動及課外活動的計劃、管理、監督和評估、及學

校的體育發展計劃，監督體育設施，基礎設施和設備等。而卓越體育與全

民體育的部分，包含國際性及全國性體育競賽等體育事務，主要由青年與

體育部（Ministry of Youth and Sports）下設之體育委員會（National Sports 

Council）負責。 

   Dr. Mehander Singh 表示，馬來西亞體育發展並不特別強調任一性別，

而是提倡平等的男女待遇，並更注重於底層運動員之培養，推行「一個學

生，一個運動」政策，訂定每個 11 歲以下的兒童都應該參與至少一種運動。

針對青年創業的部分，馬來西亞全球創新及創造力中心(Malaysian Global 

Innovation & Creativity Center, MaGIC)提供年輕運動員白手起家的機會，目前

已協助逾 7 千名青年創業家創業，作為政府向運動員及私營部門學習的最

佳範例。   

   我國：許組長於會上表示，我國參與奧運會的成績獲得金牌者 80%為

女性運動員，在舉重、跆拳道及羽球方面皆有傑出的競技表現，為鼓勵更

多女性參與運動，今年我國首度推出女性運動白皮書，以「健康女性」、「友

善環境」、及「運動培力」為三大願景，以提高女性規律運動人口、營造包

容支持的運動文化氛圍及提升女性運動參與地位及價值等，讓更多女性朋

友養成規律運動習慣，增進健康與活力，藉以提昇各層級女性參與運動機

會和資源整合為出發點，提出未來擘劃臺灣女性參與運動的發展方向。 

   另許組長亦指出，根據 2017 年全球創業精神暨發展指數(Global 

Entrepreneurship Index)評比，我國在亞太地區僅次於澳洲，在亞洲名列第一，

民眾與創業家具有高成長及高影響力的創業精神，目前教育部也設有大專

畢業生創業服務(U-Start)計畫，鼓勵大專畢業生參與創業，並針對評選具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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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潛力之新創公司提供創業補助款，並協助營運；而本署亦開辦運動服務

業相關輔導措施，如「我是運動創業家」等計畫，希望藉由創業育成、資

金挹注及經營輔導等面向鼓勵民眾創新創業。 

  

 2、「APEC 青年創業最佳範例分享」： 

     本場次特邀請長年投入 APEC 事務-美國玉山創投公司總經理 Volker 

Heistermann 擔任主持人，與 5 位經濟體的運動員及青年創業家一同參與，

特別的是馬來西亞全球體育勇士公司(Sports Warrior Global)創辦人 Sharon 

Wee 及澳洲櫻花投顧公司主任 Sean Wroe 分別由我中華奧會及大專體總推

薦參與，以退役運動員身分暢談其身分轉換的心路歷程及創業過程。 

      Sharon Wee 擔任馬來西亞壁球國家代表隊選手將近 20 年，退役後創辦

全球體育勇士公司，提供運動員職涯的發展與訓練，並於創業過程中學習

企業經營；而來自澳洲的 Sean Wroe 為澳洲田徑國家代表隊選手，參加過

2008 年北京奧運、2 屆世錦賽、2 屆大英國協運動會及 3 屆世大運，於 2009

年世錦賽 1,600 公尺接力項目拿下銅牌、2010 年大英國協運動會奪得金牌。

2013 年 Sean 加入日本服飾零售業 UNIQLO 團隊，將 UNIQLO 正式引入澳洲；

泰國瑪希敦大學副教授 Dr. Rungchai Chaunchaiyakul 於會中則是介紹泰國近

年青年創業的情形與所面臨的挑戰，以及相關運動方面的新創產業。 

      除此之外，來自臺灣的球學(Choxue)創辦人何凱成及網球希望工程

(Hope Tennis Program)創辦人徐正賢亦代表我國於會中分享其創業過程及成

果。 

      徐正賢為蓬勃運動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曾是一名網球選手，14

歲時曾獲得兩次青少年網球排名賽冠軍，後因家庭因素放棄運動，轉而成

為一名工程師。2007 年創立「蓬勃運動事業」，辦理 Hope Tennis 網球希望

工程，希望藉由企業化、系統化，讓更多人有機會接觸網球運動，進而吸

引更多企業、專業人士投入，產生產業聚落，並因此而培養出更多網球運

動明星，並帶動整體運動產業發展。 

   歷時將近 10 年的努力，蓬勃目前經營範疇涵蓋網球場館經營、網球

賽事舉辦、網球技術訓練、運動經紀、運動品牌商品代理與經銷。網球學

院於 2013 年成立，由外籍教練領軍，至今超過 20 國 120 人次國際選手來臺

http://talkto.tw/talk/23
http://talkto.tw/talk/23
http://talkto.tw/talk/23
http://talkto.tw/talk/23
http://talkto.tw/talk/23
http://talkto.tw/talk/23
http://talkto.tw/talk/23
http://talkto.tw/talk/23
http://talkto.tw/talk/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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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其中包括越南、菲律賓等網球協會亦安排國家代表隊選手前來受訓。

2016 年，為更積極推動臺灣運動產業，與一群於運動產業領域有志之士共

同發起「台灣運動產業協會」，從產業發展著手，打造一個跨公司、跨領域

的平台，為臺灣運動產業發聲，也為臺灣運動產業尋求提升的機會。 

      球學創辦人何凱成在美國求學的過程中接觸美式足球隊，在高中及就

讀哈佛大學時皆加入校隊，體認到運動不僅有益身心茁壯，也有助團體紀

律、人際關係及領導統御能力的養成。此外，美國教育體系對運動選手學

業表現的嚴格要求，也成為學生追求學業成績的動機與動力，因此畢業後

秉持著「運動應該成為教育體系的一環」的信念回到亞洲創業。成立「球

學」背後的思維，即將美國學業及運動並重的教育體系引進亞洲，目標創

造亞洲未來體育基礎，將運動與教育體系合而為一。 

  「球學」團隊目前致力於教導學生規劃賽程、參與比賽及進行賽事直播

等工作，高中籃球聯賽過去為因應電視台的轉播需求，球隊教練必須讓球

員在賽事前會接受密集的訓練，球員自然無暇顧及課業，又因為要集中在

同一場地比賽，造成外地球員在生計、學業上的負擔，然而如今能透過網

路直播，讓賽事安排更有彈性，降低球隊訓練的時間和頻率，此外，球學

也將直播帶來的曝光、版權利益回饋給球隊，讓球隊能有資源去提升軟硬

體資源，使球員能有更好的表現，進而讓家長、學校更支持，重視球隊的

發展，落實「讓運動更簡單」的核心概念，循序建構所謂的「未來體育基

礎」，打造運動與教育一體的環境，營造培育未來領袖的最好場域。 

 

 3、「APEC 體育政策網絡(APEC Sports Policy Network, ASPN)工作會議」： 

  該場次由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何振生處長先就我今年首度發行

之體育電子報、ASPN 相關活動、我將於 10 月在臺舉辦的「2017 國際婦女

與運動研討會」及後續 APEC 體育政策網絡電子報內容規畫進行簡要說明，

並向與會者邀稿及邀請或請與會者推薦相關人士參與本年 10月在臺舉行的

會議。 

 本年度第 1期電子報於 4月 20日發行，第 2期及第 3期預計於 7月底

及 10月底發行，新加坡體育學院副主任 Peggy Tng 及馬來西亞全球體育勇

士公司主任 Sharon Wee 於會上表示，願意就青年教育與創業及提升女性運

http://talkto.tw/talk/23
http://talkto.tw/talk/23
http://talkto.tw/talk/23
http://talkto.tw/talk/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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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參與等議題提供相關稿件，供第 2 期及第 3 期電子報文稿使用，與各會

員體分享。另有關我將於 10 月在臺舉辦的「2017 國際婦女與運動研討會」，

與會人士建議可融入女性大使「Woman Ambassador」的概念，透過女性運

動員本身成功的經驗，宣傳及推廣如何透過運動提升領導力，並使更多人

參與運動。 

  有關未來 ASPN 活動，與會者皆表示討論主題仍應持續聚焦於運動員

職涯規劃，並達成共識每年計畫舉辦 2 場會議，可搭配大型綜合性體育賽

事活動期間一併舉行，亦可由各經濟體間合作辦理。與會者亦建議未來

ASPN 的運作，或工作小組會議可適時運用「世界咖啡館」（World Café）的

方法，擺脫傳統會議研討會單向傳播的限制，讓所有參與者都能雙向溝通，

每一個參與者不僅是演講者，更是聆聽者，分享共同知識，找到新的行動

契機。 

        

參、心得及建議 

一、本次 ASPN 會議引起 APEC 經濟體廣泛注意 

    本次 ASPN 首次與越南體育總局在河內合作辦理會議，係本次越南河

內 APEC第 2 次資深官員會議期間，唯一獲越南當局納入大會公報由我國主

辦的會議，受到主辦國相當大的重視，越南體育總局副局長黎式黃燕更是

全程與會，會後活動並獲得多家越南主要媒體報導，包含財政報、消息報、

民生報、人民軍隊報及 Cafef vn 等(如附件 3)。 

    除各經濟體代表參與十分踴躍，亦吸引其他經濟體關注，如 2018 年

APEC 主辦國巴布亞紐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的 APEC 會議籌委會代表亦

到場參與，並於會中表示本次會議議題深具意義，將考慮於明年籌辦 APEC

「人力資源發展部長會議」或是「觀光部長會議」期間一併舉辦運動議題

的高階政策對話會議，延續本次會議的基礎，尋求明年與我國合作的機會，

請我國提供相關專業協助，以喚起各經濟體對於青年、婦女及運動員的關

注，及對其人力資源發展的重視。 

二、ASPN秘書處宜制度化並尋求各種合作管道 

        本次 ASPN 工作會議的召開，亦凝聚成員們對於 ASPN 平臺的認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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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未來 ASPN 活動及運作機制也提出相關建議。目前 ASPN 秘書處窗口設於

本署 APEC 計畫委託單位-台灣經濟研究院，負責聯繫及規劃辦理 ASPN 各

項活動，如會議籌辦及體育電子報的發行，未來宜建立秘書處的架構及制

度，如設立秘書長(無給職)並下設如學者專家、運動產業界及政策諮詢等相

關工作小組，成員由各經濟體產官學代表組成，以利 ASPN 長遠運作，掌握

國際脈動並深化交流成果。 

     而各經濟體代表參與 ASPN 秘書處相關職位及工作小組，亦可藉此尋

求多交流合作機會，如新加坡體育學院表示今年將於 11 月 18 日至 20 日於

泰國清邁辦理「亞洲運動員生涯研討會(Athlete Life Asia)」，屆時擬邀請 ASPN

成員或我官方人員共同出席，就運動員生涯規畫及最佳範例等議題進行討

論與分享，ASPN 亦可藉此建立更多交流及合作管道，吸引亞太地區更多產

官學者加入運作，擴大 ASPN 的成員與效益。 

 三、搭配未來亞太地區重大賽事舉辦 ASPN 相關活動 

    鑒於近年許多亞太地區已承辦過各項大型體育賽事，自今年 2017 臺北

世大運至東京 2020 奧運，亦有幾個重要的大型綜合型賽事即將登場，本次

ASPN 亦有共識，未來活動可搭配各項大型綜合賽事舉辦，有利於運動相關

議題的討論與參賽國的關注。而明年適逢 2018 印尼雅加達亞運，可於賽事

前或賽事舉辦期間於當地辦理 ASPN 相關活動，邀請新南向國家體育行政部

門人員與會，持續拓展與我官方交流平臺，收集相關體育政策訊息，進一

步增進亞太地區對於體育議題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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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附件 1 活動照片 

 

 

 

 

拜會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及教育組 

會議與會者報告及入座 

 

  

越南當地媒體出席報導會議 駐越南代表處石大使瑞琦蒞臨致詞 

 

  

越南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 Ms. Yen 

出席並致詞 

貴賓、講者及出席之越南當地運動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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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APEC會議行銷宣傳 2017臺北世大運 

 

許組長秀玲簡介本署業務 

  

會議場次一 

「女性運動員教育與創業政策對話」 

 

會議場次一綜合問答 

  

場次一綜合問答 2 場次一綜合問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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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一各經濟體官方與會代表合影 

 

越南體育總局副局長與當地運動員合影 

 

  

場次二「APEC 青年創業最佳範例分享」

主持人 Mr. Volker Heistermann 

 

場次二與談人士綜合討論情形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楊參議筱雲 

與講者交換意見 

會議圓滿落幕與會人士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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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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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越南媒體相關報導 

報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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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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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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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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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