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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考察大陸體育運動發展政策暨文化蒐整、保存及發展」係為教育部體育署委託

中華奧林匹克委員會辦理交流計畫之一，其為推動我國運動員生涯照護政策、職能基準相關

制度等政策，並為瞭解體育文物典藏發展成功案例與做法，希藉由本次交流活動，吸取中國

大陸選手職涯照護系統與體育文物典藏模範與經驗，以保障我國運動員職涯發展與體育文

物的永續價值。 

本次透過中華奧林匹克委員會協助與安排，前往中國體育產業集團、光豬圈健身公司、

北京奧會組委會辦公園區、凱迪拉克中心(五顆松體育館)、北京眾輝國際體育管理有限公

司、國家職業資格培訓鑑定實驗基地、天津體育博物館、薩馬蘭奇博物館、團泊體育中心、

大港奧林匹克博物館及天津奧林體育中心等，並與相關人員進行交流，瞭解當地職業訓練

與文物保存的基地，與當地場域工作團隊經驗分享，以達到雙方實質交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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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為推動我國運動員生涯照護政策、職能基準相關制度等政策，並為瞭

解體育文物典藏發展成功案例與做法。此行規劃「兩岸運動發展政策及運

動員職業規劃研討會」，並參觀中國天津的國家職業資格培訓鑑定實驗基

地，以及參訪天津博物館、薩馬蘭奇博物館及大港奧林匹克博物館等，除

進行兩岸運動政策發展交流，並透過參訪天津體育博物館及奧林匹克博物

館，見到中國大陸對體育文物的保存與重視。 

本次特別透過中華奧林匹克委員會的協助與安排，前往中國大陸北京

及天津等地，並與在地專業人員進行交流，瞭解當地運動政策發展方向及

進階的經驗分享，不同屬性的博物館規劃與其文物的展設，以達到雙方實

質之運動發展交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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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行程與人員 

(一)行程 

 

日    期 參    訪 行    程 

9月23日 

（星期一） 
搭機前往北京 

9月24日 

（星期二） 

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代表接機 

參訪中國體育產業集團 

參訪光豬圈健身公司 

參加兩岸運動發展政策及運動員職業規劃研討會 

9月25日 

（星期三） 

參訪北京冬奧會組委會辦公室 

凱迪拉克中心(五顆松體育館) 

北京冬奧會場地 

9月26日 

（星期四） 

參訪北京世界園藝博覽會 

參訪北下關街道卓逸跆拳道館 

參訪北京眾輝國際體育管理有限公司 

9月27日 

（星期五） 

參訪天津博物館 

參訪薩馬蘭奇紀念館 

參訪團泊體育中心 

9月28日 

（星期六） 

參觀大港奧林匹克博物館 

參訪天津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9月29日 

（星期日） 

參觀國家職業資格培訓鑑定實驗基地 

搭機返回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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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員名單 

 

編號 職稱 姓名 現職 

1 團長 蔡賜爵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副主席 

2 副團長 魏香明 中國文化大學教授 

3 顧問 劉姿君 教育部體育署綜合規劃組組長 

4 團員 康正男 國立臺灣大學教授 

5 團員 陳耀宏 國立臺南大學教授 

6 團員 周宇輝 國立體育大學副教授 

7 團員 王凱立 國立體育大學副教授 

8 團員 尤欽弘 臺北市海洋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9 團員 廖慧棱 聯網國際資訊經理 

10 團員 黃鈺雯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經理 

11 團員 曾良芳 教育部體育署綜合規劃組科員 

12 團員 呂映諄 教育部體育署綜合規劃組科員 

13 秘書 曾文宗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組長 

14 秘書 施懃慎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專案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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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過程 

一、中體產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交流座談會 

(一)我國參訪團在中華台北奧林匹克委員會蔡賜爵副主席帶領下前往中體產業集團公司

辦公室進行｢中體產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交流座談會｣，與中體產業集團的經營領導

們進行交流。 

(二)簡報中介紹中體產業集團號稱「中國體育產業的國家隊」，擔負帶動中國體育產業

的領頭羊角色。中體的營運項目非常多元，包括綜合性運動市場開發服務（例如冬

奧會申辦與商品化開發）、體育經紀（與國家代表隊或明星運動員合作）、精品賽

事營運（例如路跑賽、自行車賽等）、體育空間內容與營運（近年以「體育小鎮」

為品牌，規劃開發營運中體運動城；此外也有體育公園、體育場館的規劃開發營

運）、體育教育培訓（例如健身教練培訓）、體育科技與信息化服務（著重在數字

化、智能化的發展）、體育彩票（例如彩票系統開發、玩法設計等）、標準化服務

與認證檢測（例如場館檢測、體育服務認證）與體育產業投資（和政府與其他民間

事業，合組體育產業投資控股公司）。 

(三)本團副團長魏香明教授詢問有關人力培訓及職能發展與認證的問題，中體集團表示

現階段人力訓練的大宗還是在健身教練的訓練，因為市場缺口相當大，所以非常需

要這些專業人力的投入。此外，關於青少年教育的人才也是需求很大，因為大陸體

育發展相當快，除職業職能培訓方面外，針對場地管理開發、教材教案設計人才、

運動商業人才，都相當稀缺。在智能體育方面，中體強調過去幾年已經辦理幾場智

能運動大賽；這方面業務也是未來發展的重點，中體也會積極扮演平台角色。 

二、參訪光豬圈健身公司 

(一)光豬圈健身於2015年11月創立智能健身房全國連鎖品牌，以「身材雕刻工場」智能

健身房經營為核心，逐步搭建一套智能化健身房體系。光豬圈以『應用程式 + 軟

體即服務 + 物聯網硬件』互聯智能體系，建構一套新型健身房運營體系，協助健

身俱樂部降低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及營造新的健身場景以增強會員黏性。 

(二)由本次參訪了解，將智能科技導入運動產業的新型運營模式，透過APP管理店面及

相關服務項目，落實降低營運管理人力成本，透過使用者運動大數據分析，讓運動

更加科學化，透過數據分析進而提供個人客製化教練課程，同時也透過APP管理培

訓健身房教練，透過社群服務增加會員黏性。 



8  

三、參加兩岸運動發展政策及運動員職業規劃研討會 

(一)研討會在中國奧委會副秘書長暨財務部部長劉扶民及中國奧委會副秘書長吳堅的主

持下，由中國大陸學者專家以｢體育產業人才培養的現狀及未來趨勢｣、｢體育產業

發展研究中心重點研究工作介紹｣、｢運動員發展保障｣、｢社會體育指導員國家職業

標準｣，及｢體育產業政策｣等五大主題進行大陸現行推動情況報告。中國奧會劉扶

民副秘書長致詞時提到中國大陸的體育產業雖然發展起步較臺灣慢，但是他們的市

場大，經濟規模及產值高，進步的速度快，故兩岸還是有許多地方可相互學習。 

(二)北京師範大學體育教育學院副院長王兆紅於｢體育產業人才培養的現狀及未來發展

趨勢｣講座中，提到中國大陸2014年到2017年的體育產業規模及其所佔GDP的比重，

及中國大陸體育產業發展的人才供需情形，說明中國大陸現行的｢綜合性大學、體

育專業高校，及體育類的職業學校｣等三大學校教育管道，及｢民間及商業團體自行

培訓管道｣所培育出的體育職業教育人力培養現況，並提出｢人才供需矛盾突出，複

合性人才尤為緊缺｣、｢合作機制尚不成熟，教育模式相對單一｣、｢培養方案有待改

進，培養執量仍須提升｣、｢現有政策相對宏觀，可操作性有待提高 ｣等四大問題， 

並提出｢制定體育產業人才專項規劃｣、｢實現產業兼任財共享｣、｢完成新型課程體

系建構｣、｢人才培養和市場需求一體化｣、｢職業教育人才培養重要渠道｣等五大體

育產業人才培養之未來趨勢。 

(三)清華大學體育產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麗於｢體育產業發展研究中心重點研究工

作介紹｣講座中，介紹清大體育產業發展研究中心所辦理過的｢國際體育產業高層論

壇｣、提及他們為冰雪產業所辦理過的｢古代冰雪文化展｣，也設製｢冰雪及冬奧推廣

的在線課程｣。該中心亦協助中國大陸制定了｢2018中國體育公益白皮書｣、｢2018中

國青少年體育賽事白皮書｣，及｢中國廣場舞產業白皮書｣。 

(四)人力中心副主任王軍於｢社會體育指導員國家職業標準｣講座中，提到中國大陸於

2004年6月成立｢職業技能檢定指導中心｣，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職業教

育法｣及｢全民健身條例｣作為發展依據下，於2006年開展首批職業技能鑑定工作，

並介紹其｢國家體育總局職能鑑定組織實施體系｣、｢技術標準制定體系 ｣，與｢職能

標準開發體系｣。王副主任亦提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中也明確建置四

個職能基準：包括了社會體育指導員、游泳救生員、體育場館管理員(係由｢南京體

育學院｣協助製定基準)、以及體育經紀人等。王副主任更進一步也分享｢中國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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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以及｢中國籃球協會｣在運動項目協會之人才及職能發展方面早已運行。 

(五)中國奧會人事部副部長鄔紅麗於｢運動員發展保障｣講座中提到，為了照顧運動員的

轉職， 中國大陸對運動員進行了經費保障（成立運動員保障專項資金及就業創業

扶持基金）、 基礎保障（含：社會保險、運動員聘用管理、運動員收入分配及賽

事獎勵）、組織保障（含：職業指導顧問、職業指導師團隊）、行業保障（含：關

懷基金、醫療照顧、傷殘補助、困難補助、教育資助、互助保險）及發展保障（含

職業輔導、就業服務、創業扶持）等，希望能達成｢傷病救治有保險｣、｢職業有規

劃｣、｢就學有途徑｣、｢就業有服務｣、｢創業有扶持｣等5大目標。 

(六)中國奧會財務部楊春雷先生於｢體育產業政策｣講座中，針對中國大陸的體育產業政

策進行說明，並提到其所建設的體育產業平台包含｢體育產業訊息平台｣、｢支援交

易平台｣、｢金融支持平台｣、｢展覽展示平台｣，及｢產業融合發展平台｣等。中國大

陸亦正著手成立幾個示範點（含：運動休閒特色小鎮、體育產業基地建設、公共體

育場館改造功能改革機制，及體育產業聯繫點等4大內容）， 並提到以｢規範賽事

活動安保｣、｢加大體育場館開放力度｣、｢加強知識財產權保護｣、｢推動公共資源開

放｣，及｢完善土地利用政策｣等5大突破目標。 

四、參訪北京冬奧會組委會辦公室 

此行亦規劃了建築物再生的案例參訪，首先是參觀座落於首都鋼鐵園區的北京冬季

奧運會組委會，起初首都鋼鐵園區為了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首鋼率先移址，再隨著

冬季奧運組委會入駐，首鋼工業園進行了再一次改造。將密集供料區的轉運站、料倉、

筒倉和泵站等十個工業遺存，改造為集辦公、會議、展示和配套休閒於一體的綜合園區。

雖然走在園區內時僅是簡單地參觀幾座筒倉，仍可以感受到厚重的歷史感，這也是首都

鋼鐵希望以「忠實的保留」和「謹慎的加建」將工業遺存變成嶄新的辦公園區，賦予老

舊的建構築物第二次生命。 

五、參訪凱迪拉克中心（原五棵松文化體育中心） 

(一)接著前往凱迪拉克中心參訪，以瞭解該區域在北京奧運過後，各場館的經營權及營

運狀況。原名為五棵松文化體育中心，於2017年11月正式冠名汽車品牌凱迪拉克，

是一所集文化體育、文化藝術、文化創意、文化娛樂、文化教育一體的娛樂體驗中

心，目前由華熙國際投資集團公司進行園區及場館營運。該公司在現場也分享了該

中心的營運模式，五棵松場館群並不僅靠觀眾門票來實現盈利，反而以贊助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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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來源，取得營收平衡。 

(二) 華熙國際（北京）五棵松體育場館運營管理公司陳富鵬總監表示，目前場館透過靈

活的功能設計，能快速轉換內裝以符合不同需求來使用，如球賽、演唱會等，也增

加了場地租借率；因此凱迪拉克中心每年度周末活動租借滿檔，但營收僅依靠場租

及門票仍是不夠的，主要還是需要靠活動及賽事帶來人潮，在園區內其他場館進行

消費，以持續穩定發展營運工作。 

六、參觀北京冬奧會場地 

(一)北京冬奧場地設於延慶，位於北京西北，距市中心70公里，是北京的西北門戶，氣

候獨特，冬冷夏涼，素有北京「夏都」之稱，在規劃成為2020北京冬奧比賽場地時，

同時考量比賽場地的運用及賽後觀光用途，觀光用途也考量各種消費能力或是各種

洗好的族群，例如在滑雪道上同步規劃比賽場地、練習場地、遊客用場地，住宿部

分選手村的建設規劃也包含賽後成為一般旅客住宿，也建設高級住宿區及規劃民宿

區。可以想像該區域在完成冬奧比賽後，可立即變身為大型滑雪園區，招來各種身

分的國內外旅客。另外延慶區與外部的連結，公路及鐵路併進，延慶區內部的連結

則是公路與纜車併行。延慶區在建設期間設有展示區，透過模型展示與大螢幕聲光

介紹及小型與民眾互動的遊樂器材，在建設期間可以達到充分給有興趣的民眾知道

進度，並對之充滿期待。 

(二)該區域是首都生態涵養發展區，生態屏障和重要水源保護地，充分建設運用於觀光

建設時，對於原區域的生態環境也會同時帶來不可磨滅的傷害；該區域居民有10萬

人，全面建設時間，該區域有部分建築物會被拆遷，大部分生活機能受影響達數年，

原居民的安置與補償在參訪中不得而知。 

七、參訪北下關卓逸跆拳道館 

卓逸跆拳道館負責人侯琨長期關注奧運動態並且收集奧運相關資料，尤其是跆拳道

方面的物品，他的妻子是奧運跆拳道項目金牌得主，夫妻兩人共同經營這個道館兼展覽

館，並透過收藏的文物進行奧林匹克教育，設計出富有教育意涵的環境，在教授跆拳道

技術的同時也教育學童傳遞奧運精神。 

八、拜會眾輝國際體育管理有限公司 

(一)眾輝國際體育管理有限公司主要以運動經紀為營運核心，以及體育營銷、賽事營運、

青少年培養及體育培訓等；運動經紀項目，先後代理50餘位運動員，包含姚明、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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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等知名運動員；體育營銷則促成企業贊助聯賽，如中國人壽贊助CBA聯賽；賽事

運營部分；體育培訓部分，由體育總局人力資源開發中心選定北京上海廣州，並由

眾輝國際負責華北區，首次進行體育經紀人培訓課程。 

(二) 眾輝和國家體育總局於體育經紀人培訓在分工上，眾輝主要是辦理培訓課程及培訓

後的認證考試，但須再由國家體育總局進行認證，惟此證不作為職業資格的必要條

件。其經紀人培訓範圍，分為一般的經紀人與賽事的經紀人，眾輝的訓練課程僅針

對一般經紀人進行培訓，透過培養體育經紀人，後續能協助運動員各方面的發展，

包含代言、理財、公益進而從政等事業規劃；賽事經紀人的認證仍由各個協會分別

透過考試來辦理。 

九、參觀天津博物館 

(一)天津體育博物館記錄天津體育的發展過程以及重要人物，等於記載了中國近代體育

發展的軌跡，它的前身是民園體育場，後來體育場改為休閒觀光用途，並成立專門

的體育博物館，以紀念這段歷史。 

(二)博物館共有三個展廳包含天津與中國近代體育，第二個展廳展示了中國參與奧林匹

克運動的圖像，其中張伯苓、王正廷、董守義以雕像來紀念他們對體育的貢獻。另

外無數中國參與運動的紀錄，不論是公報文件或是圖像照片皆依照年代逐一記載，

第三個展廳呈現除了競技運動以外的體育活動，例如武術、民俗活動等，雖然在競

技運動史上比較少受到關注，但他們仍然是先人活動的事蹟，這個展廳將這些俗民

文化加以詳實報導。 

十、參觀薩馬蘭奇紀念館 

(一)胡安‧安東尼奧‧薩馬蘭奇‧托雷略（1920年7月17日─2010年4月21日），生於西

班牙巴塞隆納，西班牙體育官員，從1980年至2001年擔任第7任國際奧林匹克委員

會主席。 

(二)薩馬蘭奇紀念館由國際奧委會執行成員吳經國先生創辦，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得到薩

馬蘭奇家族授權和國際奧委會批准及紀念薩馬蘭奇先生、傳播奧林匹克精神的場館。 

(三)薩馬蘭奇紀念館的建築呈現兩個圓形交合效果，一是以8的形狀紀念2008北京奧運

會，二是以S形狀代表薩馬蘭奇的名字“Samaranch” 的第一個字母，三是該形狀

象徵著無限發展與永恆之意。展區分為14個單元，展示薩馬蘭奇一生珍藏的16000

餘件珍貴藏品，包含各種書籍、郵票、紀念品、繪畫及與他相關的信件、照片、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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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用品，以及極其珍貴的與奧委會相關的文獻等。 

十一、參訪團泊體育中心 

(一)天津團泊體育中心棒球場： 

棒球場有兩塊標準比賽場地，全部為人工草皮，比賽場地長100米，寬100米，該館

曾於2013年辦理過第六屆東亞運動會之棒球比賽。比賽主場館設置活動看臺1000座

席。運動員休息區、裁判員休息區、貴賓區等附屬功能設施將根據賽事需要臨時搭

建。 

(二)天津團泊體育中心射箭場： 

射箭場總建築面積為7630平方米，室外場地占地面積為5000平方米，可以同時進行

室內和戶外比賽。場館的功能區主要包括醫務室、裁判辦公室、仲裁辦公室、競委

會辦公室、競賽編排室、計分計時室、電視轉播間、運動員檢錄休息室、媒體工作

間等。 

(三)天津團泊體育中心室內田徑館 

室內田徑館由天津建築設計院設計，為兼具市內田徑訓練及辦理正式室內田徑競賽

功能之綜合性場舘，曾辦理過2018年京津冀青少年室內田徑錦標賽暨天津市參加全

國二青會選拔賽。該場舘之室內200公尺田徑場跑道為固定式設計，彎道區因離心

力之考量，遂於兩端採用逐步抬高式之固定式曲面跑道設計，故該場舘僅為室內田

徑專用館，而無法做多功能使用。 

(四)天津團泊體育中心室內排球場 

室內排球場共設有五面排球場，僅為訓練場地，故無設置大型觀眾席，並於場邊設

置球員休息椅（具有收納功能），並設置排球發球機及排球拋球準度練習之訓練器

材。 

十二、參訪天津大港奧林匹克博物館 

(一)天津大港奧林匹克博物館為開放型結構，主題建築分為上下兩層。是國際奧林匹克

博物館聯盟成員之一，也是經國際奧委會批准的中國第二家奧林匹克專題博物館。 

(二)該博物館旨在薪傳奧林匹克文化、弘揚奧林匹克精神，由國際奧委會委員、國際奧

委會文化暨奧林匹克傳承委員會主席吳經國先生多年籌劃、創建並親任館長。希望

透過奧林匹克歷史及珍品文物的展示，讓大眾了解到更多的奧林匹克知識，宣傳並

弘揚『更快、更高、更強』的奧林匹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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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參訪天津奧林匹克體育中心體育場 

(一)天津奧林匹克體育中心體育場，簡稱天津奧體中心體育場，因其水滴形狀的造型而

俗稱水滴體育場，為2008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之足球預賽所新建的場館，具賣場、

展館、會議廳、健身房等輔助設施，集休閒、娛樂、健身、購物等功能於一體。 

(二)由於該場地的觀眾席採全罩式設計，夏天不通風，造成草皮養護的難度很高。為提

升該體育場的天然草草皮品質，該場舘去年引進英國SIS超級草坪系統重新翻新草

皮，鋪設天然草及人造草混搭工法，使得場地即便是承辦非體育賽事，草皮遭到踐

踏，也可很快地復原。 

十四、國家職業資格培訓鑑定實驗基地 

(一)國家職業資格培訓鑑定實驗基地是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在天津建立的綜合性

職業標準開發機構。主要負責國家新職業標準研發和推廣任務，開展培訓鑑定實驗

項目和課題研究，同時進行新職業教材和課程設計，建立新職業考核標準、考試題

庫。 

(二)國家職業資格培訓鑑定實驗基地主要結合市場及政府發展方向，培訓項目之制定過

程均由國家職業資格培訓鑑定實驗基地新職業標準委員會專家審定，根據用人單位

或社會需求填寫「新職業課程」進行申報立項評審後，進而進行框架設定，並從

2013年起按照天津市政府之要求開發新職業培訓包之研發工作，提供高技能人才，

相關專業在校生及有意願就業的群體提供不同級別的新職業培訓。 

(三)新職業需求的界定方面，主要係為政策或政府之需要，譬如運動損傷防護師即為根

據天津市體育局所提出之需求而設立的新職業培訓包；該實驗基地即將與北京冬季

奧運組委會商談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所需人才，並進行開發研究；此外新職業需

求亦因應市場需求，特別的部分在於市場需求方面必須要達到5,000-10,000的行業

人口才能進入新職業的需求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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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此行承蒙北京及天津體育局接待及充分協助配合，期間參訪多處運動相關產業單位

及訓練基地，也參觀多處博物館。近距離接觸中國大陸產官學界關於體育政策、體育產

業及體育文物保留，除了以交流會形式對談之外，也實地參訪發展良好的體育產業相關

單位，從官方的政策方向、學界的配合研擬、產業界的發展運用，系統的了解大陸體育

蓬勃發展狀態。對中國大陸體育運動整體發展有更深入認識，此次交流訪問提出以下心

得及建議。 

一、心得 

(一)高度配合的產官學體系，有效落實各項體育政策的推動： 

從參訪各民間公司並與其交流對談，充分地討論並分享兩岸的運動發展狀況，不論

是佔25%官股的中體公司或是眾輝國際體育管理公司、北下關(卓逸跆拳道)，都是高度

配合政策指導，官產界互動密切，官方的政策方向，引進民間的資金投入達到互利的

效果，官方的政策可得到推行，產業界與官方的互動良好得到一般民眾的信任，有助

於人才的進入與公司營運的發展。 

(二)大數據與互聯網的應用，蒐集資料後充分反饋於業務發展： 

大陸互聯網的高度發展，人民已經習慣一般交易採線上轉帳，對於各項個人資訊的

蒐集似乎也習以為常，產業界的光豬圈健身，除了自身的體育器材設計及與之搭配的

電子系統建設外，營運模式是靠大數據的蒐集及互聯網的運用，有效掌握客戶的行為

模式，及時推出相應性的各式活動，能夠在客戶還不了解自己的需求時，吸引客戶的

消費及增加客戶黏性。在國家職業資格培訓鑑定實驗基地(同時為中國天津人力資源開

發服務中心暨國家職業展示中心)，也有大量數據的蒐集，從民眾在準備要進入職場時

開始建立個人檔案，持續追蹤直到下崗為止，推測可以掌握當地各式人才的數量，同

時進行新職業教材和課程設計，建立新職業考核標準、考試題庫，由此可知中國大陸

目前尚無建立並發展｢體育行政人才的職能基準。且該單位為產業需求培育人才，了解

產業界對於人才的需求面向，掌握就職市場的各式人才數量，中間透過短缺人才的培

訓，可協助雙方市場的調配，達到雙贏的效果。 

(三)官方投資產業，業界受益後回饋，達到善性循環效果： 

中國大陸產官界的互動相當密切，促成良好的互動效果，不論是直接的資金投入，



15  

例如中體產業有25%官股，或是經費的補助，例如北下關卓逸跆拳道，都達成業界受益

回饋的效果，中體產業協助體育造鎮的計畫，協助適合體育發展的小鎮徹底改造，在

當地形成完整的體育產業圈，扶持當地經濟外，也配合官方貢獻體育人才；北下關卓

逸跆拳道得到政府經費補助與支持，讓人民對其營運有信心願意參與，公司得到良好

發展後，亦配合官方提供退役體育運動選手加入學習的機會，參與的退役體育運動選

手可以在卓逸跆拳道發展，也可以在學習到體育界的企業經營方式後自行創業。至此

官方的投資產生加倍的效應，達成善性循環的效果。 

(四)官方力推體育政策發展，各項體育產業人才缺口大： 

從官方的訪談綜合得知中國大陸體育運動政策方向已從競技名次的追求轉變為人民

有感的政策，競技比賽名次上的追求只在一時國際能見度，但對整體人民是無感的，

而推廣體育不只可以促進人民身體健康增加國力，也可以促進消費發展經濟，因此官

方對於體育的發展不只是支持而是扶植，因為中國大陸體育產業還是處於剛發展的階

段，從人口統計而言各項體育產業人才缺口大，因此其業界的發展市場面向均是內銷

為主，但還是供不應求，或可成為我方運動產業的發展對象。 

(五)公共關係與行銷從源頭開始，向下紮根： 

大陸對於舉辦活動的公共關係及行銷規劃從源頭就開始，冬奧會組委會辦公室及比

賽場地都規劃了展示點，提供民眾參與了解，經過長時間的公共關係與行銷，正式舉

辦活動時可促進民眾積極參與小學、幼兒園的校外教學活動，從小培養興趣。 

(六)體育文物館藏豐富、主題導覽充實暨在地經營： 

從本次天津體育文物參訪的行程中可以見到對岸對於體育文物的保存與重視，不論

記錄自身歷史脈絡的天津體育博物館，或是對於國際奧林匹克運動精神宣揚的大港奧

林匹克博物館，以及專門紀念已故奧會主席的薩馬蘭奇紀念館，就天津這一座城市設

有三座體育運動展覽館，值得為臺灣的借鏡與學習。 

二、建議 

(一) 研議國營事業投入職業運動以外之運動產業： 

經由與中體產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研討與交流，該公司的營運類似中國大陸運動

產業的國營事業，而我國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七條，鼓勵地方政府與國營事業投入職

業運動，就是期望引入政府資源創建具有公共性的產品或服務的例子。我國未來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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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發展及法規修訂時，可以研議是否延伸至其他運動產業領域，或是限縮政府介入運

動產業的範疇。 

(二)協助退役運動選手未來職涯發展： 

北下關卓逸跆拳道館融合了奧運元素，豐富了單項運動的內涵，使得跆拳道運動的

發展更具文化底蘊，更經由負責人侯琨先生的導覽與介紹，方知道負責人除了秉持著

對體育的熱情而將單一種類的運動轉化成商業經營，還能提供運動員退役後的就業管

道，讓運動員能夠發揮所長。未來中央及地方政府應也能提供補助予民間企業公司，

讓民間企業共同扮演協助推廣運動的角色，或是提供結合地方產業開放運動員實習機

會，作為退役選手將來就業的準備，這部分相當值得臺灣學習。 

(三) 制定｢體育行政人才｣及｢運動中心營運經理｣職能基準： 

目前中國大陸僅對運動場館的｢第一線作業人員｣進行技術能力之職能規範，尚未對

於須具備行政管理能力、資源統籌能力、市場化能力、行銷推廣能力等之運動場館中

階經理人進行職能規範，可預見｢運動中心營運經理職能基準｣及｢體育行政人才職能基

準｣都將是中國大陸未來需討論及制立的，臺灣未來制定出｢體育行政人才｣及｢運動中

心營運經理｣之職能基準，將可成為對岸參考交流並學習的標的。 

(四)運動場館朝向專業專項管理： 

在參訪天津奧林匹克體育中心體育場時，透過場地管理人員的介紹得知該場地的草

皮是委由專門的公司入駐於場內進行專業的照護，該場地安裝了地下加熱系統、地下

通風系統並改善其排水系統，同時使用錨固草坪系統，其強排水功能亦有效地降低天

然草皮的損傷率，以上的草皮維護保養工作皆是出自於一間專業專門的「塞絲體育」

公司單位進行管理。雖然臺灣相關科系有設立草皮管理學，但在於實務上的操作放眼

國內的戶外運動場館，似乎鮮少見到有這樣的公司直接進駐餘場館內並進行專業的維

管，此一作法確實值得我國學習與看齊。 

(五) 強化運動產業的公共關係與行銷，置入於民眾生活日常： 

加強民眾對運動產業的熟悉度，應從計畫初期即進行公共關係與行銷，設計與民眾

互動的環節，納入小學、幼兒園校外教學場地的選項；以臺北市校外教學為例，每年

校外教學的地點幾乎都是天文館、中山堂、動物園、兒童樂園等，又因為參訪需求量

大，場所有限，幾乎是匆匆一瞥，若是運動產業的相關活動能及早提供小學幼兒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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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從小培養興趣也培養未來客群，例如運動產業博覽會規劃初期或已有初步的主

題展示廳，邀約小學、幼兒園進行校外教學，以引發興趣，日後正式展覽可吸引家庭

客群進入。舉辦活動或展覽，增加互動式設計與網美牆規劃。此外，國內戶外活動或

室內展覽，除了少數明星人物或商品，最受民眾歡迎及逗留的多是互動式設計及網美

牆規劃，目前國內對於電子聲光效果的互動式設計已臻普遍，但各面向還是有加強及

細緻化空間，若能增設更細緻、有趣的網美牆規劃，應能增加來客率。 

(六)加速我國體育運動歷史、軼事記載及文物典藏： 

我國體育史應可追溯於光復後，對於過去參與奧運重要事務人員的口述歷史，宜早

規劃，讓可分享過去歷史的參與者記憶猶新時還能及時分享過去的歲月，透過經驗描

述，保留事件原貌，以免錯過精彩的故事。此外，相關體育文物可透過官方的力量及

早蒐集，並以系統化及數位化典藏，加以保存並展示，避免現實的物件，因為時間的

流逝而可能逐漸劣化、損壞，甚至消失。讓原本零散的史料導向可整理化、可讀化、

可應用化的過程雖然相當耗費時間精力，但它不僅能夠為史料建立起嚴謹的基礎資訊，

也能是便利未來研究與再利用的重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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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附錄(參訪照片) 

  

中體產業集團公司外觀 與中體產業集團公司成員交流研討 

  

光豬圈健身公司簡報 與光豬圈公司代表合影 

  

兩岸運動發展政策及運動員職業規劃研討會前合影 兩岸運動發展政策及運動員職業規劃研討會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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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奧會組委會辦公大樓 北京冬奧會組委會代表致詞 

  

凱迪拉克中心(五顆松體育館)外觀 凱迪拉克中心場館內場景 

  

北京冬奧場地介紹陳列館 北京冬奧場地介紹陳列館內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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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逸跆拳道館負責人介紹 負責人個人奧運文物收藏 

  

與眾輝體育代表交流會議 與眾輝體育代表合影留念 

 

 

天津博物館 天津博物館館內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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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瑪蘭奇紀念館 薩瑪蘭奇紀念館內一景 

  

天津團泊體育中心棒球場 天津團泊體育中心射箭場 

  

天津團泊體育中心室內田徑場 天津團泊體育中心室內排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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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港奧林匹克博物館 天津大港奧林匹克博物館內奧運人紀念牆 

  

天津奧林匹克體育中心體育場 場內地熱系統及通風系統主機 

  

與國家職業資格培訓鑑定實驗基地中心人員交流座談 業務諮詢服務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