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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升市民運動參與 

（一） 111 年下半年施政成果 

1. 提升市民運動風氣 

(1) 全民路跑活動 

111 年本局受理申請並經審查通過之路跑活動其中 9 場次因疫情影響取消

辦理，實際辦理 13 場，總計約 10 萬參與人次，持續帶動國內運動風潮。 

(2) 臺北市運動知能系列課程及活動 

111 年 4 月至 10 月於本市 12 行政區運動場館及線上方式辦理「國民體育

日多元體育活動-2022 臺北市運動知能系列課程及活動」，執行親子互動課程

25 場、多元參與互動課程 30 場及節慶體育活動 3 場，共計 58 場次，總計 1,483

參與人次；另，本局於 9 月 3 日於臺北體育館辦理「運動嘉年華」，首次舉辦

大型親子競賽，現場規劃多項運動體驗攤位、闖關活動及體適能檢測，以及 2

場有氧課程，參與人次 878 人。 

(3) 臺北市籃球、羽球社區聯誼賽 

111 年 4 月至 9 月於本市場館舉辦籃球及羽球社區聯誼賽，鼓勵市民參與

籃球及羽球運動，籃球項目男子組 2,522 人、女子組 165 人，總計 2,687 人報

名參賽，賽事總計達 7,300 參與人次；羽球項目採團體賽制進行，共有男子組

107 人、女子組 99 人，總計 206 人報名參賽，賽事總計達 515 參與人次。 

(4) 臺北市慢速壘球社區聯誼賽 

111 年 5 月至 9 月於本市各河濱公園 16 座壘球場辦理慢速壘球及趣味競

賽體驗活動，鼓勵市民參與壘球運動，總報名隊伍數為 275 隊，賽事總參與人

次達 6,700 人。 

(5) 臺北馬拉松 



於 111 年 12 月 18 日辦理，首度邀請 15 位肢障輪椅選手參與半程馬拉松，

活動物資持續採用環保材質，朝逐年減少碳排量 3%的永續目標邁進。活動總

報名人數共 2 萬 8,000 人，2 萬 4,273 人出賽（87%），完賽人數 2 萬 2,841 人

（94%）。 

(6) 臺北市社區體適能促進計畫 

以 23 歲至 64 歲民眾、65 歲以上銀髮族及身心障礙者為對象，提供體適

能檢測，藉此提升對自我體適能的認知與重視，產生運動動機，養成規律運動

習慣，總計 1,867 參與人次。 

(7) 運動 i 臺灣 2.0 計畫 

配合教育部體育署推展全民運動中程計畫，透過一般專案、身心障礙者專

案及原住民族專案之多元活動項目，深耕各族群體育活動至區里。該專案計畫

總計 99 案，包含單車、慢速壘球、籃球、羽球、水域及身障活動等項目類別。

111 年下半年總計 5 萬 4,155 參與人次，包含一般專案 4 萬 4,641 參與人次、

身心障礙者專案 6,514 參與人次及原住民族專案 3,000 參與人次（詳如表 1）。 

表 1 111年下半年「運動 i臺灣 2.0」活動規劃一覽表 

一般專案 

專案活動名稱 計畫

項次 

下半年

人次 

體育運動課程 

111 年度臺北市政府推動社會體育運動

志願服務年度計畫 
10 400 

基層運動風氣推展之運動能力推廣班 60 650 

基層運動風氣推展之職工運動武術健身

班 
62 350 

養生白鶴氣功運動能力推廣班 53 1,270 

111 年臺北市政府「樂齡巡迴運動指導

團」 
211 5,177 



111 年 PILOXING 女性健身運動班 51 770 

水域自救防溺宣導課程 12 314 

運動 i 臺灣元極舞銀髮運動樂活班 48 1,945 

運動 i 臺灣元極舞婦女運動樂活班 48 1,557 

銀髪肌力與心肺運動指導班 34 617 

銀髮桌球運動指導班 34 838 

111 年運動 i 臺灣 2.0- 

體育運動課程-船艇運動推廣營 
15 211 

111 年太極拳運動能力推廣班 53 1,411 

111 年毽球下肢運動能力推廣班 52 1,560 

法式滾球運動能力推廣班 18 382 

國民體育日多元體育活動-2022 臺北市

運動知能系列課程及活動 
60 1,869 

銀髮族運動樂活計畫 258 2,928 

111 年運動 i 臺灣 2.0-運動武術 16 285 

111 年運動 i 臺灣-運動舞蹈 18 307 

體育活動 

111 年臺北市慢壘趣味嘉年華 5 4,412 

111 年北投區運動社團嘉年華 1 633 

單車運動樂活計畫 20 1,021 

111 年運動社團嘉年華會 1 505 

運動 i 臺灣元極舞嘉年華活動 1 350 

111 年臺北市文山區 

健行暨運動社團表演活動 
1 2,200 

國民體育日運動嘉年華 3 878 

水上運動嘉年華 1 65 

111 年臺北市慢速壘球社區聯誼賽 36 4,011 



（士林、大同、中山、信義區) 

111 年臺北市籃球社區聯誼賽 

(士林、大同、大安、中山、中正、內

湖、文山、北投、松山、信義、南港、

萬華區) 

54 7,210 

111 年臺北市羽球社區聯誼賽 5 515 

合計 1,241 44,641 

 

身心障礙者專案 

專案活動名稱 
計畫

項次 

下半年

人次 

體育運動課程 

自發運動 樂活人生 62 1,463 

游出自信 水中無礙 18 325 

111 年臺北市身心障礙桌球運動活力養

成班 
33 462 

心路籃球社 31 693 

2022 生命勵-特殊自行車運動活力氧成

班 
12 240 

111 年臺北市政府「愛運動．動無礙」

巡迴運動指導團 
75 1,435 

【愛運動 動無礙】坐地排球親子體驗

班 
6 62 

身心障礙體適能養成班 50 583 

泳闖視界視障游泳訓練課程 8 96 

【愛運動 動無礙】軟式飛盤運動班 5 123 

【愛運動 動無礙】樂樂棒球運動班 5 123 



活力運動我最愛 168 675 

身心障礙者坐地排球觀摩研習會 2 100 

身心障礙者軟式飛盤觀摩研習會 2 100 

體育活動 

111 年全國輪椅擊劍推廣活動 2 34 

合計 479 6,514 

 

原住民族專案 

專案活動名稱 計畫

項次 

下半年

人次 

111 年臺北市原住民族運動會 2 3,000 

2. 推廣多元族群運動參與習慣 

(1) 樂齡巡迴運動指導團 

以 55 歲以上本市市民為對象，於 111 年 4 月至 10 月期間透過 4 種不同據

點型態，行腳於本市各鄰里，宣傳推廣多樣化樂齡運動課程。111 年共前往 73

個據點數，開辦 443 小時運動課程，共計 6,247 參與人次。 

(2) 身心障礙者巡迴運動指導團 

111 年 4 月至 10 月於運動中心及區民中心等運動場所，開設墊上運動、

徒手肌力、運動器材及多元戶外運動課程，共計 120 小時、1,590 參與人次。 

(3) 兒童街道遊戲工作坊 

111 年 6 月至 10 月推展至本市南港區、中正區、松山區及內湖區辦理。

工作坊共計 71 參與人數，戶外活動共計 588 參與人數。 

(4) 推廣極限運動 

111 年 8 月於本市極限運動訓練中心辦理「極限運動體驗育樂營」共 6 梯

次，參與學員 60 人次。另於 9 月 24 日至 25 日辦理「臺北市極限運動大賽」，

競賽項目包含滑板、極限直排輪及 BMX 極限單車等，共有男性 183 人、女性

21 人，總計 161 人報名參賽，觀賽民眾約 400 人次。 



(5) 新住民運動樂活計畫 

為推動新住民健康休閒及建立運動習慣，透過運動管道促進本市多元文化

交流，提供新二代子女、弱勢及對運動有興趣之學童認識運動及文化交流機會，

於 111 年 8 月 13 日起至 9 月 4 日舉辦 6 梯次足球培訓營隊。 

(6) 組隊參加 111 年全民運動會 

賽會於 111 年 10 月 8 日至 13 日於嘉義縣舉辦，本市代表隊選手 869 人及

隊職員 207 人，共計 1,076 人，參賽項目包括健力、拔河、滑輪溜冰、柔術等，

以及新增的定向越野、五人制足球及地面高爾夫，共計 31 項目，勇奪 44 金 58

銀 57 銅及總錦標第 2 名的成績，榮獲副總統獎。 

(7) 臺北市銀髮族運動會 

111 年 10 月 1 日於臺北體育館及臺北田徑場舉辦，參與對象為本市 60 歲

以上銀髮族市民，趣味競賽共舉辦 4 項，田徑項目有田徑 200 公尺、400 公尺

和 12 分鐘跑走等 3 種項目，田徑場周圍準備「射箭」及「地板滾球」兩項運

動體驗，活動總計約 700 位長輩參與。 

(8) 臺北市身心障礙市民休閒運動會 

111 年 10 月 1 日於臺北體育館舉辦，藉由運動會提升本市身心障礙市民

運動興趣，進而培養良好的運動習慣，共計 553 參與人次。 

(9) 臺北市幼兒足球錦標賽 

111 年 10 月 29 日至 30 日於臺北田徑場舉行，共計 102 隊、1,428 人參

加。藉此普及基層足球人口向下扎根足球運動，促進球員培育年輕化及提升幼

兒足球興趣。 

3. 舉辦志工培訓與年度參訪活動 

111 年 7 至 8 月，舉辦 5 堂志工培訓課程，內容涵蓋運動體驗、領導力培養

及即時通訊軟體使用教學，鍛鍊志工體能並強化服務品質；另於 12 月間前往新竹

市參訪微笑志工隊，交換彼此服務經驗，以運用於爾後志願服務工作。 

4. 舉辦「臺北市 111 年運動有功團體及人員表揚典禮」 

111 年 9 月 1 日於臺北體育館辦理「臺北市 111 年運動有功團體及人員表揚



典禮」，頒發「傑出運動選手」、「優秀運動教練」、「績優體育團體及個人」、「運動

推手」、「推動運動性別平等」及「終身成就」共 6 個獎項，計 40 位獲獎者。 

5. 輔導本市體育運動組織發展 

輔導及補助本市體育團體辦理各項多元體育活動並給予活動場地租借、宣傳

活動資訊及行銷等行政協助。111 年補助辦理本市單項協會及區體育會總計 441

場活動、13 萬 6,341 參與人次。 

 

（二） 112 年上半年工作重點 

1. 推動 U-SPORT 臺北樂運動計畫 

初步規劃本市 25~64 歲市民透過台北通 APP 申請，經審核後即可獲得點數

至本市 12 區運動中心折抵，並推動健康集點方案，參加場館指定活動可集點折

抵或兌換相關商品，促進民眾養成規律運動習慣。 

2. 推展多元全民運動系列活動 

(1) 全民路跑活動 

本局受理申請並經審查通過於本市市區道路及河濱公園路段等之路跑活

動，112 年上半年預計辦理 11 場。 

(2) 運動知能課程及活動 

112 年 4 月至 10 月於本市 12 個行政區運動場地室內外空間舉辦，內容包

含親子互動課程、女性參與課程、登山知能以及多元主題課程，預計辦理 55

場，約 1,650 參與人次。 

(3) 臺北市籃球社區聯誼賽 

112 年 4 月至 9 月於本市場館舉辦籃球社區聯誼賽，鼓勵市民參與籃球運

動，預計 208 隊報名參賽。 

(4) 臺北市幼兒足球錦標賽 

112 年 5 月 20 日至 21 日於道南河濱公園足球場舉行，參賽隊伍包含幼兒

園小班、中班、大班及跨園所，預計 96 隊參加。 

(5) 臺北市慢速壘球社區聯誼賽 

112 年 5 月至 9 月於本市各河濱公園等 16 座壘球場辦理舉辦慢速壘球及



趣味競賽體驗活動，預計 205 隊報名參賽。 

(6) 臺北國際龍舟錦標賽 

112 年 6 月 22 日至 24 日於本市中山區大佳河濱公園大直橋下段基隆河辦

理，隨疫情趨緩，本年度預計恢復開幕式及陸上嘉年華活動、迎接國際城市交

流隊伍，另提升賽事總獎金藉此吸引實力優質隊伍；為持續推動運動平權理念，

另透過邀請方式歡迎視障朋友參賽。預計有國內外 200 支隊伍報名，6,000 位

隊職員參賽。 

(7) 臺北市社區體適能促進計畫 

以 23 歲至 64 歲民眾、65 歲以上銀髮族及身心障礙者為對象，提供體適

能檢測，藉此提升對自我體適能的認知與重視，並開辦培育國民體適能指導員

課程，預計約 1,800 參與人次。 

(8) 運動 i 臺灣 2.0 計畫 

112 年一般專案、原住民族專案及身心障礙專案等 3 項專案計畫總計申辦

83 案，預計超過 10 萬參與人次。 

3. 推廣多元族群運動參與習慣 

(1) 籌辦 112 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112 年 3 月 24 日至 27 日於本市舉辦，總計舉辦 17 項競賽種類，使用 22

處競賽場館，首創歷屆原民運聖火儀式，3 月 1 日至 9 日至原住民族 16 族及

臺北市在地之凱達格蘭族之聖地、聖山、起源地或具代表性地點取母火，並於

3 月 10 日匯聚至臺北田徑場毛公鼎，成為本屆賽會之聖火，充份尊重原住民

族文化傳統，展現臺北多元共融運動精神。 

(2) 身心障礙者巡迴運動指導團 

112 年 4 月至 10 月於本市運動中心及體育場館，開設專屬身心障礙者運

動課程，內容包含徒手肌力、運動器材及多元戶外運動課程，預計辦理 120 小

時，約 1,400 參與人次。 

(3) 樂齡巡迴運動指導團 

112 年 4 月至 10 月於本市推動樂齡運動課程計畫，希透過建置樂齡社區



據點，提供銀髮族正確運動及體能保健觀念，提升本市銀髮族規律運動人口，

預計透過 4 種不同據點型態，並結合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等方式辦理，預計約

6,000 參與人次。 

4. 舉辦志工培訓課程 

112 年 3 至 5 月間，預計舉辦 7 堂志工培訓課程，包涵性別平等、賽會舉辦

流程、樂齡飲食、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操作等多樣教學內容，提升志工業務能力，

同時保持身心健康。 

5. 輔導本市體育運動組織發展 

輔導及補助本市體育團體辦理各項多元體育活動並給予活動場地租借、宣傳

活動資訊及行銷等行政協助。112 年第 1 季活動經費審查，計核定 90 場，預計 2

萬 7,432 參與人次。 

6. 辦理「112 年度臺北市民間體育團體上半年業務研習」 

112 年 4 月 6 日辦理「112 年度臺北市民間體育團體上半年業務研習」，課程

內容包含線上會議軟體操作、運動攝影及運動性平等課程，以期增進本市體育團

體資訊設備運用能力及強化性別平等相關知能。 

 

二、強化競技運動表現 

（一） 111 年下半年施政成果 

1. 健全各級人才培育體系 

111 年本市基層訓練站共核定 323 站，落實本市各級運動人才培訓體系，並

辦理補助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績優選手訓練補助金、移地訓練及聘用外籍教練、

器材設備、環境改善及菁英選手專案等，總計核定 1 億 7,000 萬餘元。 

2. 完備運動科學及運動照護 

(1) 競技運動訓練暨科學中心 

為提供本市運動選手系統性、科學性、長期性及階段性的訓練計畫，下設

8 項專業組別及專案性運科輔助支援，並辦理選手或教練研習論壇等，111 年

服務 6,404 人次。 



(2) 運動傷害防護支援運動訓練計畫 

維持 16 防護站、4 防護室及 1 物理治療所運作為主，111 年服務 5 萬 2,055

人次。 

(3) 績優運動選手醫療補助計畫 

與本市聯合醫院合作，提供本市績優選手醫療檢查、醫療處置、運動醫學

門診、住院或手術費用補助，111 年服務 539 人次。 

3. 補助競技運動體育團體訓練比賽及活動 

111 年下半年疫情影響逐漸趨緩，民間體育團體於本市辦理各類型競技類活

動也逐漸增加，惟尚未能有國際性賽事申請補助。111 年共計核定補助全國性賽

事 21 場及本市性賽事活動 6 場。 

4. 辦理疫情趨緩下首場大型國際賽事 

自疫情爆發以來，我國大型國際賽事皆停止辦理，隨疫情逐漸趨緩，本市首

先以專案申請形式辦理國際交流及相關運動賽事，詳如下表，共計辦理 4 項國際

運動賽事及活動，吸引逾 3 萬人次以上觀眾觀賽。 

表 2 111年下半年辦理重要國際賽事表 

時間 賽事活動名稱 賽事活動亮點 

7/3-7/5 

2022 第 4 屆世界棒

壘 球 總 會 (World 

Baseball Softball 

Confederation ；

WBSC)會員大會 

WBSC 會員大會每 2 年舉行 1 次，是國際棒壇

的重要會議，本屆在臺北召開，共計 138 個會

員國、兩百多位代表齊聚一堂。WBSC 官網也

以棒球的國際中樞形容臺灣，再次肯定臺灣在

國際棒壇扮演重要角色。 

7/19-7/24 
2022 年台北羽球公

開賽 

本賽事於臺北和平籃球館辦理，為世界羽球聯

盟授權中華民國羽球協會辦理之我國最高等級

羽球賽事。 

10/2 
2022 國際自由車環

台公路大賽-臺北站 

賽事有來自全球 20 多個國家 15 支隊伍共計

100 多位菁英選手角逐冠軍。賽程總計 83.2 公

里，本屆賽事透過 TVBS 平臺全程直播，並由



歐洲體育台（EuroSports）以 20 種語言播出賽

事精華。 

10/13-10/23 
2022 第 4 屆世界盃

（U23）棒球錦標賽 

本屆賽事由中華民國棒球協會與本局共同主

辦，來自世界棒球強國以及地主中華隊共 12 支

國家代表隊。賽事由緯來電視網、愛爾達電視、

LINE TODAY、GEW WUN SPORT Twitch 及公

視+提供轉播服務。 

5. 臺北市棒球隊推廣棒球運動風氣 

本市棒球隊積極培育年輕選手，參與年度例行賽事，並於「111 年城市棒球

對抗賽」及「2022 爆米花棒球聯盟」榮獲第 4 名，另有 5 名球員投入職棒選秀，

3 名球員入選，邁向更高殿堂。此外，秉持棒球向下扎根的核心價值，深入臺北

市的國小、國中、高中及大學共 10 所學校，推廣推展基層棒球運動。 

6. 電子競技運動推動 

(1) 培育電競產業人才 

111 年 4 月規劃電競人才培育課程、產業推廣及運動概念宣導，促進參與

電競產業提升電競運動風氣。7 月至 11 月辦理之四梯次人才培育課程，包含

電競專業、賽事企劃及節目製播等學程，並於 12 月 25 日舉辦成果發表會，共

計 69 人完成培訓。 

(2) 打造城市電競戰隊 

培育本市專業電競隊伍，除本市首支冠名職業電競聯賽隊伍「臺北 J 戰隊」

外，另有以培育基層選手為導向之「臺北熊讚電競隊」，透過參與世界頂級電

競賽事，打造本市城市品牌。 

(3) 臺北市城市盃電競邀請賽 

111 年 12 月 17 日舉行，邀請包含主辦方臺北、上海、東京以及首爾共 4

個亞太地區友好城市，匯集 8 位快打旋風 V 好手進行線上交流賽，結合各國

城市的電競交流，聯絡城市選手間的情誼，讓世界看見臺北市在電競產業的競

爭力，將電競產業推向國際化，賽事直播 Live 觀看次數共計 3 萬 9,397 次。 



7. 城市隊伍冠名合作 

本市現有臺北興富發棒球隊、臺北富邦勇士籃球隊、臺北熊讚女子足球隊、臺

北鯨華女子排球隊、臺北臺產熊讚女子壘球隊、臺北熊讚電競隊及臺北 J 戰隊共 7

支城市運動隊與企業合作。其中臺北富邦勇士籃球隊蟬聯 111 年 P.LEAGUE+聯盟

冠軍，臺北鯨華女子排球隊獲企業女子甲級排球聯賽第 2 名、挑戰賽第 2 名佳績。 

8. 2025 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籌辦情形 

(1) 世壯運賽會官方網站啟動 

111 年 9 月 9 日假台北城市博覽會辦理 2025 雙北世壯運賽會官方網站啟

動記者會，宣布賽會官網正式上線，提供民眾最新的賽會資訊。 

(2) 國際壯年運動總會（IMGA）來臺訪視 

111 年 10 月 30 至 11 月 3 日國際壯年運動總會（IMGA）第一次來臺訪

視，在臺期間召開各處籌備工作會議、檢視各項計畫籌備進度並於臺北晶華酒

店完成授旗儀式，象徵將 2025 世壯運之主辦權正式授予臺北市與新北市政府。 

(3) 賽會場館確認及場館體檢 

111 年 12 月完成賽會場館確認及場館體檢案，檢視場館場地設施品質及

友善使用空間，建置數位場館圖資管理平臺，未來透過網路平臺供參與者查看

比賽場域環境及相關場地配置。 

9. 爭取申辦 2038 亞運 

    111 年已完成北部運動場館盤點，並召開跨局處討論會議，提出亞運場館興建

計畫，預計串聯北士科運動基地、社子島水上運動中心及關渡運動園區作為亞運主

要基地。並於 111 年 7 月 22 日函文教育部表達臺北市申辦 2038 年亞洲運動會之

意願。 

（二） 112 年上半年工作重點 

1. 強化運動科學及醫療防護 

(1) 辦理競技運動訓練暨科學中心計畫 

為強化運動科學輔助訓練，下設 8 項專業組別團隊，以精準深入的科學化

培育策略，提供本市選手與教練專業之回饋建議，期可永續並突破本市競技運



動發展優勢績效。 

(2) 辦理運動傷害防護人力支援基層訓練站計畫 

112 年派駐防護人力於基層訓練站，設有 16 防護站、4 防護室及 1 物理治

療所，並支援代表隊參加綜合型運動賽會之防護服務，提升服務量能，使選手

可無後顧之憂專心於賽場上之表現。 

(3) 推行臺北市績優運動選手醫療補助計畫 

與本市聯合醫院合作，提供本市績優選手醫療檢查、醫療處置、運動醫學

門診、住院或手術費用補助，112 年將放寬補助項目以及調高補助額度上限。 

2. 整合建置競技運動人才資料庫 

透過各基層訓練站線上申請填報，蒐整建構本市選手與教練之資料，並配合

本府教育局體育班學生運動員之相關資料進行整合，期以大數據分析為概念，精

準瞭解本市競技運動發展情形，提供政策研擬依據。 

3. 精實基層競技運動選手訓練站 

112 年本市基層競技運動選手訓練站共核定 326 站，分別設置於本市所屬各級

學校（148 校，310 站）、單項協會及運動中心（16 站），共核定補助 4,553 萬元，

以落實本市各級運動人才培訓體系（詳如表 3），並持續辦理補助基層競技運動選

手訓練站、績優選手訓練補助金、移地訓練、聘用外籍教練、補助器材設備、環境

改善工程及菁英選手專案等業務。 

表 3 112年度基層競技運動選手訓練站設站統計表 

項目 內容 

運動種類 40 種 

核定站數 326 站 

各種類站數 

籃球 (1) 12 排球 (2) 14 

網球 (3) 9 羽球 (4) 15 

棒球 (5) 19 壘球 (6) 6 

桌球 (7) 14 足球 (8) 11 



橄欖球 (9) 5 高爾夫 (10) 2 

手球 (11) 13 保齡球 (12) 1 

柔道 (13) 15 空手道 (14) 12 

跆拳道 (15) 18 拳擊 (16) 9 

武術 (17) 8 角力 (18) 10 

擊劍 (19) 9 射箭 (20) 7 

射擊 (21) 4 游泳 (22) 34 

跳水 (23) 1 划船 (24) 3 

輕艇 (25) 3 田徑 (26) 37 

舉重 (27) 4 自由車 (28) 3 

韻律體操 (29) 1 鐵人三項 (30) 2 

水球 (31) 1 滑冰 (32) 1 

馬術(33) 1 圍棋(34) 1 

滑輪溜冰(35) 7 卡巴迪(36) 1 

藤球(37) 1 競技體操(38) 9 

霹靂舞(39) 2 滑板(40) 1 

設站單位/設

站數 

大學：4 校/24 站/325 人 高中：29 校/84 站/2,043 人 

國中：50 校/115 站/3,144 人 國小：61 校/87 站/2,596 人 

144 校/310 站/8,108 人 

協會及運動中心：16 站/422 人 

學校 310 站，協會及運動中心 16 站，共計 326 站，8,530 人 

男生共 5,533 人，女生共 2,997 人 

4. 辦理運動員生涯發展教育計畫 



為完善本市對選手之照顧並輔導職涯銜接，將透過計畫辦理以「生涯規劃」、

「賦能」、「轉職媒介」等輔導機制，提供選手完整之生涯輔導，強化生涯發展

知能，促進本市運動員多元發展，增加職涯成功轉銜之機會。 

5. 112 年全國運動會本市代表隊選拔與集訓 

112 年全國運動會於 112 年 10 月 21 日至 26 日假臺南市舉辦，本市代表隊預

計參賽總類共計 33 種，預計於 112 年 7 月前完成本市代表隊選拔、進行各代表隊

資格賽及集訓訪視。 

6. 補助體育團體辦理競技運動訓練比賽及活動 

依補助辦法提供體育團體經費補助，積極鼓勵並輔導體育團體於本市辦理活

動，藉以提升基層競技運動水準，強化基層選手實力。 

7. 辦理頂級國際運動賽事 

本局於 112 年上半年舉辦多項國際運動賽事，提供我國選手更高水準的競技

挑戰，同時推展本市國際行銷，也讓進場的觀眾近距離感受高水準國際賽事的震

撼和感動（詳如表 4）。 

表 4 112年上半年辦理重要國際賽事表 

時間 賽事名稱 賽事亮點 

3/12 
2023 國際自由車環

台公路大賽-臺北站 

本市為賽事首站，共超過 200 位國際頂尖選手來

臺競輪。賽程總計 83.2 公里，本屆賽事首度透過

年代平臺全程直播，並由歐洲體育台（EuroSports）

以 20 種語言播出賽事精華。 

6/20-6/25 
2023 年台北羽球公

開賽 

今年賽事於臺北市立大學體育館辦理，為世界羽

球聯盟授權中華民國羽球協會辦理之我國最高等

級羽球賽事。 

7/7-7/19 
2023 第七屆亞洲盃

男子排球錦標賽 

本賽事於臺北體育館辦理，為兩年一度的亞洲頂

級賽事，預計來自 10 國、300 位隊職員來臺參賽，

吸引觀眾 8,000 人次。 



7 月 
2023 亞洲柔道公開

賽 

本賽事於臺北體育館辦理，為亞洲柔道總會授權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辦理之我國最高等級柔道賽

事，預計來自 20 國、200 位選手來臺參賽，吸引

觀眾 5,000 人次。 

8. 臺北市棒球隊活動推展 

參與國內甲組賽事及職棒交流賽事，包含全國成棒甲組春季聯賽、中華職棒

二軍交流賽、城市交流對抗賽以及爆米花棒球聯盟；透過各種國內賽事參與，期

許爭取佳績，進而提升臺北市棒球運動之競技水準。另協助臺北市各級學校棒球

推廣，深入校園指導基層選手及運動社團，向下扎根培育棒球人才；並賡續辦理

及參與各項公益推廣活動，如辦理棒球體驗營，持續朝最有溫度城市棒球隊邁進。 

9. 推展電子競技運動 

以隊伍冠名「臺北熊讚電競戰隊」參與電競賽事，戰隊服裝及宣傳品等以「臺

北」冠名，擴大城市戰隊能見度；辦理電子競技運動產業人才培育研習工作，並

協助本市形象代言及活動出席，推動本市電子競技運動發展。 

10. 冠名合作，城市認同 

以城市冠名籃球聯賽、木蘭女子足球聯賽、企業女子排球聯賽及企業女子壘

球聯賽之球隊，使球隊與在地城市緊密結合，並由冠名球隊協助推動基層籃球、

足球、排球及壘球運動，增進市民運動風氣，促進民眾認同冠名球隊，逐步朝向

主客場制發展。 

11. 積極籌備 2025 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 

(1) 賽會行政 

優化本府現有志工運用管理系統，俾利後續辦理賽會志工招募及管理作

業，依據賽會各類人員需求，辦理賽會認證系統建置規劃及報名作業規劃。 

(2) 競賽場館 

A.規劃賽會頒獎相關作業及獎牌設計。 

B.辦理暖身（測試賽）系列活動，配合賽會宣傳活動吸引各縣市潛在參與客

群，並藉由各項測試結果修正競賽場館營運計畫。 



C.依據單項運動賽事特性，擬訂各場館之營運計畫，作為賽會期間各場館運

作之運作基礎。 

(3) 賽會活動 

A.規劃參加 112 年 SportAccord 世界運動及商業高峰會，針對國外潛在參與者

進行宣傳推廣，提升國外選手對於 2025 雙北世壯運的認識。 

B.規劃前往 2023 全羅北道亞洲暨太平洋壯年運動會及 2023 坦佩雷歐洲壯年

運動會設攤宣傳，同時參與觀察員計畫，汲取國際分區壯年運動會辦理之

經驗。 

C.延伸賽會視覺識別系統及辦理帕拉運動種類各式圖標、場館意象及賽會吉

祥物設計，建立品牌形象，提升賽會品牌價值。 

D.結合在地文化與特色規劃開閉幕典禮，同時進行開閉幕典禮票務整體規劃，

完備售票模式及票務管理機制。 

(4) 賽會服務 

A.規劃賽會旅遊服務，提供參與者觀光、住宿、交通、商圈及飲食資訊，也將

配合本府與新北市政府各類觀光旅遊推展計畫，推廣城市旅遊活動。 

B.啟動賽會管理系統及計時計分系統雛型設計，建置符合賽會需求的賽會管

理系統供各類人員使用，並建立符合賽會規範的計時計分系統，以完備各

項賽務運作。 

12. 持續爭取申辦 2038 亞運 

預計 112 年上半年拜會教育部體育署與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向教育部體育

署報告本府「2038 亞運在臺北」規劃案現況，並了解教育部體育署爭取申辦 2038

年亞洲運動之意願與時程規劃。 

 

三、推升運動產業效能 

（一） 111 年下半年施政成果 

1. 運動場館委外經營效益 

111 年持續受疫情影響，委外運動場館約 975 萬使用人次，整體場館營收效



益達 1 億元以上，為了解民眾使用運動場館服務品質之評價，委託專業團隊設計

問卷及實地訪問，使用者滿意度達 9 成以上，作為辦理年度營運績效評鑑作業參

考。 

2. 運動場館整修促參招商 

111 年完成臺北網球場、臺北市信義運動中心暨永春活力館、榮星花園游泳

池等促參招商案，經過民間單位投資經費整修後，以嶄新運動環境對外開放。 

3. 辦理場地 OT 委外營運 

為提供更加優質的服務品質，同時減輕場館（地）營運與維護成本等財政支

出，本局進行永春活力館、迎風碼頭及臺北市極限運動訓練中心 OT 委外營運相

關作業，並依序於 111 年 7 月 6 日、111 年 7 月 12 日與 112 年 1 月 3 日正式 OT。 

4. 運動產業衛星帳及其視覺化模型 

新增 105 年至 108 年運動產業衛星帳及其視覺化模型，推估後世大運臺北市

整體經濟效益，提供現有產業發展趨勢並給予政策建議，透過目前 103 至 108 年

運動產業衛星帳，瞭解運動服務導向之產業類別相較明顯增長，顯示本市運動產

業發展已逐漸聚焦於「服務業」為首要核心，串接關聯產業，應用科技創新或進

行跨領域異業整合，以激升產業效能與擴大產業效益。 

5. 發行熊好運動券 

為振興本市受 COVID-19 疫情影響商家，採數位票券模式提供熊好運動券使

用，參與店家數計有 343 家，民眾使用金額達 1,415 萬 9,200 元，期望幫助本次

受到疫情衝擊的產業振興外，亦讓市民更加熟悉並培養使用數位化工具的習慣，

適應疫後的新常態生活。 

6. 2022 年運動產業發展研討會 

本局於 111 年 9 月 16 日假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主辦「2022 年運動產業

發展研討會」，包括專題講座「運動產業衛星帳」解讀運動產業數據及論壇包含水

域活動、高齡運動產業化、觀賞性運動商業模式策略發展，探究形成產業化應具

備之條件，邀集產官學界相互對話，藉由研討會海納建言，作為臺北市運動產業

政策研訂之參考。 



7. 建構運動環境檢查機制 

持續針對列管公私立對外營業游泳池和健身中心執行聯合  檢查作業，另

就本局權管之「健身中心設備及安全管理」項目進行檢查及「健身中心定型化契

約」審閱，輔導民間單位依規定辦理，保障消費者權益（詳如表 5）。 

表 5 111年下半年公私立場館安全查核表 

類別 公私立健身中心 

初檢合格家數 117 

初檢不合格家數 7 

複檢合格家數 7 

總檢查家數 124 

尚未檢查家數 0 

8. 妥處運動場館消費申訴爭議案件 

    111年 7月至 12月消費爭議申訴辦結案件計 197件，妥處率為 75%，爭議

內容多為契約終止繳付違約金問題、個人課程到期未使用及個人教練離職課程

退費疫情影響衍生爭議等。另計 8件申訴案件未獲妥處，已依申訴者意見移法

務局消保官二次申訴（詳如表 6）。 

表 6 111年下半年運動場館類消費第一次申訴爭議案件處理結果表 

申訴案件處理結果 件 數 

申訴案件已獲妥適處理 148 

無法聯繫申訴者 12 

申訴案件未獲妥處，依申訴者意見移本

府消保官為二次申訴 
8 

業者停業或歇業 29 

本期辦結件數 197 

9. 111年本局委外運動場館滿意度調查結果 

    為了解民眾使用運動場館服務品質之評價，本局委託專業團隊設計問卷及

進行實地訪問，並依「臺北市政府各機關辦理民意調查作業要點」規定進行審



查；經檢視 111年各委外運動場館整體滿意度平均達 9成以上，本局已針對民

眾反映之相關意見轉知各場館改善精進，後續亦透過日常稽核及年度評鑑作

業，督導各場館增進服務品質，持續提升民眾滿意度。 

10. 臺北文化體育園區工作進度 

(1) 大巨蛋施工進度 

109 年 8 月 7 日大巨蛋開發案獲准復工後，遠雄巨蛋公司即就尚未完成工

項積極趕工；惟因疫情影響，整體營建環境缺工、缺料情形嚴重，進而影響工

程推展，截至 112 年 2 月底，大巨蛋體育館棟之實際施工進度為 99.52%。 

(2) 契約變更協議 

因早年簽訂之大巨蛋開發案興建營運契約並無開發權利金及營運權利金，

經本府與遠雄巨蛋公司多次溝通、協商後，該公司同意以包底、抽成方式，提

供營收分潤予本府，雙方並於 111 年 11 月 22 日簽訂第二次契約變更協議書，

增訂契約第十二條之一「營收分潤」之相關約定。 

(3) 投資執行計畫書變更案 

經召開 3 次審查會議，務實進行檢討及修訂後，業於 111 年 11 月 18 日奉

本府同意核定。 

（二） 112 年上半年工作重點 

1. 結合運動中心推行節日優惠行銷方案 

結合本市各行政區運動中心推出節日優惠行銷方案（如 38 婦女節、兒童節、

母親節、父親節、重陽節、春節等），帶動運動場館消費人次，並促進全民運動風

氣。 

2. 2023 WBC 世界棒球經典賽直播派對 

2023 第五屆世界棒球經典賽（2023 World Baseball Classic）睽違 10 年再次回

到臺灣舉辦分組預賽，本局與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於南港區中國信託金融園區合辦

「2023 WBC 世界棒球經典賽直播派對」，現場架設 300 吋 LED 大螢幕，邀請廣

大市民朋友一起為中華隊加油。 

3. 爭取主辦大型及頂級國際賽事 



112 年舉辦之大型國際賽事預計有國際自由車環台大賽-臺北站、台北羽球公

開賽等，並預計爭取 112 年底亞洲盃棒球錦標賽於完工啟用的臺北大巨蛋辦理。

藉由大型國際賽事舉辦，提升臺灣能見度，促進臺北市體育活動及經濟發展之正

面效益。 

4. 運動場館 OT 案招商工作 

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規定，引進民間專業資源參與公有運動場館設

施，並精進委外運動場館經營效益及優化場館資訊應用效能，提供智能友善運動

服務，提升顧客滿意度。112 年 3 月完成本市大安運動中心暨臺北和平籃球館營

運移轉（OT）案重新招商程序，4 月完成本市松山運動中心營運移轉（OT）案重

新招商程序。112 年度委外運動場館土地租金及權利金預估挹注市庫約 1 億 773

萬 3,583 元。 

5. 本市游泳池及健身中心聯合稽查 

為維護本市運動場館消費者權益、保障消費者安全，提高公共安全防護及完

善管理措施，將持續輔導並協助民營運動產業場館符合法規運作，並適時更新本

市運動場館業名單，會同相關局處針對相關業者進行稽查、輔導作業，提供民眾

更優質、更安全的運動環境。 

6. 提供運動場館消費者諮詢服務 

積極辦理運動場館類消費第一次申訴爭議案件，持續輔導公民營運動場館定

型化契約審查，積極與業者研擬策進方案簡化行政流程，加速內部爭議處理時效，

提升消費爭議妥處率。 

7. 臺北文化體育園區工作重點 

(1) 分區取得使用執照 

A.第一階段（體育館、商場 2F、全區 1F 及地下室）：預定 112 年 3 月完成消

防排煙試驗行政審查、4 月啟動鋪設球場人工草皮、4 月竣工、7 月底取得

使照。 

B.第二階段（商場 3F 以上）：預定 112 年 8 月竣工、10 月中取得使照。 

C.第三階段（旅館、辦公大樓、文化城 2 樓以上）：預定 112 年 8 月竣工、10



月底取得使照。 

D.第四階段（台電變電站）：預定 112 年 10 月竣工、12 月取得使照。 

(2) 分期啟動營運 

A.第一階段（體育館及停車場營運）：112 年 12 月。 

B.第二階段（體育館 1 樓商鋪開幕、文化城開幕、辦公大樓啟用）：113 年 6

月。 

C.第三階段（體育館地下層商鋪、購物廣場、旅館開幕）：114 年 6 月。 

 

四、優化運動場館環境 

（一） 111 年下半年施政成果 

1. 服務運動場館使用人次 

經由每月統計本市運動場館（地）使用情形，作為經營改善與管理之依據。

由於 111 年仍深受 COVID-19 疫情的影響，本局自營運動場館（地）111 年 7 月

至 12 月使用人次計有 203 萬 4,036 人次。 

2. 提高場地租借系統功能性及便民性 

本局租借系統已介接本府智慧支付平臺及單一身份識別系統（ISSO），推展

多元支付，同時提升網路資訊安全性。另於租借系統建置修繕通報與回饋功能，

藉由即時的修繕通報，場地管理員可迅速掌握場地狀況並予以因應，民眾亦能瞭

解修繕進度。自本局場地租借系統上線至今，累積會員人數已逾 2 萬 8,000 人及

702 萬 5,956 瀏覽人次，場租訂單計 5 萬 6,093 筆，零租訂單計 8 萬 6,819 筆。 

3. 增設節能省電計費設施 

本局 111 年更換節能 LED 燈具 292 盞，另於迪化污水處理廠壘球場、民權公

園壘球場、道南河濱公園 7 人制足球場等增設 3 座照明設備收費系統，民眾可由

現場設備選擇預計使用時數，並採用多元支付方式付費。 

4. 整修榮星花園游泳池 

榮星花園游泳池營運已有 14 年，相關設備均逾使用年限，本局辦理場館整

修工程更新泳池設施與設備，並於 111 年 6 月 22 日竣工。 



5. 新建多元運動場地 

本局於 111 年新設彩虹與華中河濱公園棒壘球場、彩虹河濱公園打擊練習場、

美堤河濱公園木球場以及青年公園幼兒足球場，另亦新建青年公園籃球場頂棚，

降低天候影響開放式籃球場的使用率，讓不同年齡層的市民擁有適性運動的場

域。 

6. 執行臺北體育館耐震補強工程 

臺北體育館為國內重要活動賽事舉辦場地，是具高度使用率場館，為提高臺

北體育館耐震力及耐久性，並保障市民人身安全，於 111 年 6 月 20 日進行開工，

同年 11 月 30 日完工。 

7. 改造與翻轉臺北體育館視覺形象 

為深化場館成立初衷與精神，本局與經濟部工業局指導之台灣設計研究院共

同合作，以「家」為意象，延伸發展「This is my house!」的精神，展現「這裡是

我的主場」的態度，以場館入口的空間整合與優化為跨出改造的第一步，發展同

心圓結構的無障礙櫃檯與服務空間，加設數位面板及強化溝通資訊的設計，播放

場館賽事資訊與場館形象動畫。 

8. 優化臺北水域設施 

本局 111 年陸續啟動碼頭接管、整建及修繕工程，並於 111 年 4 月 29 日舉辦

「臺北水域活動新啟航」記者會，揭開水域活動新里程碑，亦賦予各碼頭不同的

定位。雙溪碼頭是臺北市首座可供身心障礙民眾從事水域活動的碼頭，百齡碼頭

每年辦理各項龍舟賽事活動，迎星碼頭推廣寬板滑水與快艇衝浪等，迎風碼頭則

具有多項水域體驗項目（立式划槳(SUP)、龍舟、獨木舟、各式特色無動力船舶等）。 

9. 臺北市信義運動中心暨永春活力館整修營運 

民間營運單位期初投資金額至少 5,354 萬元，包括場館廁所和大廳整體空間

改善；泳池機房設備、地坪地磚、泳池門廳牆面漏水整修、烤箱蒸氣室 SPA 池損

壞更新；綜合球場牆面防水整修、儲熱水桶管線增設、屋頂防水隔熱、運動中心

周圍人行道改善及相關科技運動、銀髮及身心障礙設備投資，並於 111 年 12 月正

式開放營運。 



（二） 112 年上半年工作重點 

1. 運動場館（地）整建工程 

(1) 整修 112 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賽事競賽場地 

為使賽事順利進行，本局進行競賽場地增建與修整，包含天母運動園區拔

河練習場、青年及新生公園棒球場、迎風河濱公園棒壘球場、觀山河濱公園自

由車練習場與槌球場等，以優質的場地品質服務來自全國各地的朋友，並期待

市民一起共襄盛舉。 

(2) 執行 112 年轄管場地整建工程 

轄管運動場區整建工程本年度預計施作項目如下：臺北體育館、美堤河濱

公園網球場、溪洲河濱公園溜冰場整修工程，以及天母運動園區水舞廣場設備、

部分開放式運動場地圍網與地坪更新，另新設成美右岸河濱公園壘球場打擊練

習區、觀海公園網球場。 

(3) 翻新臺北田徑場場地及設備 

臺北田徑場將進行冷凍空調系統及消防系統更新，亦將翻新重鋪跑道，並

再次申請國內外認證，以爭取國際賽事，提供選手與市民更為優質的運動環境。 

(4) 執行七虎公園游泳池多功能館設計案 

本局委由本府捷運工程局代辦執行後續設計及施工相關作業，並將全力協

助本案設計招標等作業，預期透過將單一功能游泳池改建為多功能館，結合地

方特色引進民間資源與活力，發揮公共服務空間之功能，提供大眾更多元與優

質之公共設施服務品質以帶動地方運動休閒風氣與觀光之發展。 

(5) 改建新生網球場及克強游泳池為複合式運動場館 

本局分別規劃新生公園網球場及克強公園游泳池改建為複合式運動場館，

刻正由統包工程廠商辦理各階段細部設計作業及施工事宜。 

2. 打造適切青年練舞據點 

盤點本府各局處轄下可提供練舞之場地及設施現況，後續介接台北通 APP，

以方便青少年於課餘活動預約使用。 

3. 持續推動臺北體育園區改造計畫 



112 年預計辦理園區內場館空間改造與優化，發展數位版面及視覺溝通設計，

展現運動場館的專業形象與識別特色。 

4. 精進運動場地認養機制 

112 年預計重新檢視現行認養機制相關作業程序，並修訂現行認養契約，明

訂認養單位權利與義務，以符時宜，同時確保市民使用場地的權益與品質。 

 

五、深化城市運動交流 

（一） 111 年下半年施政成果 

1. 率隊參與及觀摩國內外友好城市舉行之運動賽事 

(1) 參訪 2022 島波海道國際自行車大會 

111 年 10 月 28 日至 31 日參訪 2022 島波海道國際自行車大會，本府代表

團除完成 30 公里騎乘賽項外，亦與松山市政府體育文化部家串正治部長等相

關人員會晤，就體育活動進行意見分享，同時宣傳 2025 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 

(2) 參與金門搶灘料羅灣活動 

111 年 7 月 16 日至 17 日參加金門搶灘料羅灣活動，拜會金門縣政府與金

門縣體育會，並與同樣受邀參訪之南投縣政府進行交流，期盼未來二市持續緊

密合作。 

2. 拓展離島城市體育交流 

本局於 111 年 11 月 10 日與澎湖縣教育處簽署運動交流合作備忘錄，為本市

城市運動交流開啟嶄新篇章。 

3. 接待國內外友好城市參與相關體育活動 

111 年 12 月 16 日至 18 日接待桃園市、南投縣、臺東縣、屏東縣、連江縣、

金門縣及澎湖縣共 7 個友好城市代表團參加 2022 臺北馬拉松。 

（二） 112 年上半年工作重點 

1. 組隊參與 2023 金門馬拉松 

自 110 年與金門縣政府簽訂合作交流備忘錄，本局每年率領本市選手出賽，

提高競技軟實力，並藉觀摩參訪獲取之經驗，優化本市爾後舉行之賽事。 



2. 辦理與日本靜岡市之線上籃球運動交流會議 

112 年 3 月 21 日辦理與日本靜岡市之線上籃球運動交流會議，邀請雙方高中

籃球教練就選手培訓制度、競賽規則、指導理念等內容，以線上視訊會議方式，

進行實質意見交流與經驗分享。 

3. 邀請並接待友好城市參與賽事 

隨疫情趨緩，各國邊境逐漸解封，將邀請並接待友好城市組隊參與 112 年 6

月下旬「臺北國際龍舟錦標賽」。 

 

六、增進精實管理效能 

（一） 111 年下半年施政成果 

1. 建構及推動政策計畫指標 

(1) 賡續辦理本局策略地圖及平衡計分卡相關作業，彙整 111 年度執行成果。 

(2) 持續推動府級政策，如資訊易讀、精實管理、電子公文、電子核銷、節能減

紙、無紙化會議、關懷協調小組、精準投遞、知識管理等，精進市政服務品

質。 

2. 落實性別法制資訊業務 

(1) 落實性別主流化暨性別平等作業 

A.配合本府政策推動本局性別平等業務，落實細部計畫推動工作與目標。 

B.配合本府規定期程製作 111 年度推動性別平等工作年度成果報告。 

C.修訂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112 年度落實性別主流化暨推展性別平等工作實施

細部計畫。 

(2) 辦理法規制度相關作業 

A.協助完成「112 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社會資源贊助計畫(含 112 年全國原

住民族運動會社會資源贊助契約書)」之修正。 

B.完成「臺北市台北熊好券運動券 2.0 發放作業規定」之修正。 

C.持續配合辦理本府關懷協調小組減止訟組相關事項。 

D.持續法規滾動式檢視作業。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LawSearch/LawInformation?lawId=P35D3003-20221024&realID=35-04-3003


(3) 辦理資訊電子相關作業 

A.購置新世代網路防火牆 1 套，以因應日益頻繁且多樣化之網路威脅，並建

構本局網路資安防護能量與降低資安風險。 

B.配合本府資訊政策，協助將本局為民服務系統與本府「iSSO 單一身分驗證

整合入口」介接。 

C.汰換已達報廢年限且不堪使用之資訊設備，計租賃筆記型電腦 38 部，並提

供公務用行動資訊設備供同仁借用。 

3. 持續經營運動社群平臺 

(3) 藉由製作活潑、多元且吸睛之圖文、影音及直播貼文等，介紹本市體育運動、

績優選手及推廣運動知能資訊，吸引民眾關注及參與。 

(4) 加強本局臉書粉絲專頁與各賽事活動、相關協會、本市城市隊伍等臉書粉絲

專頁串聯行銷，互相分享宣傳資源，提升宣傳效益。 

4. 執行行政支援業務 

(1) 綜合行政 

A.建立標準作業流程及內控制度，完善本局採購、出納、財產、文書、節能網

站填報及庶務作業。 

B.111 年下半年共計 42 件採購案，決標計 42 件，電子發票核銷 889 件，電子

發票執行率（扣除除外及預付案件）為 99.78%；文書檔管方面，111 年下

半年總收文量 21,324 件、發文量 82,853 件、歸檔量 33,463 件，紙本轉線

上簽核率 100%、電子化會議 100%。 

(2) 會計行政 

A.編造 111 年度單位決算，統整全年度預算執行結果及重要施政計畫執行成

果。 

B.配合本府會計作業電腦系統精進作為，派訓同仁學習新操作技能。 

C.落實內部控制實地查核作業，以維制度之有效性及遵循性。 

D.持續追蹤檢討預算執行情形，以提升施政績效。 

(3) 人事行政 



A.配合機關人力需求，適時甄補人力，111 年度目前提報公務人員高普考試 2

人及地方特種公務人員考試 6 人；又為拔擢績優人員及適時補充相關專業

人力，111 年下半年於職務出缺時，辦理內陞 5 次、外補 2 次，落實用人唯

才。 

B.因應機關業務調整，適時修正分層負責明細表，每年適時進行檢討修正以

擴大授權之旨。 

C.為落實本府暨各機關(構)落實性別主流化暨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總計畫(109

至 112 年)規定，協助同仁落實性別主流化及推展性別平等工作，業已辦理

本局「111 年度員工協助方案（EAP）講座」及「111 年度性別平等講座課

程」，以期提升工作生活協助、培養同仁性別意識及勉勵同仁展現公共服務

之價值，於規劃或檢視各項業務及法令時，納入性別觀點及展現創新服務

精神，另薦送業務相關同仁參加本府公訓處各項研習課程。 

(4) 政風行政 

A.防貪業務 

（A）辦理廉政業務反貪宣導作為（賡續利用局務會議、業務會報、員工電

子公務信箱等方式宣導）。 

（B）辦理廉政倫理事件登錄，總計受贈財物登錄 24 件、請託關說 2 件、飲

宴應酬 1 件，依「本府廉政倫理規範」辦理簽報及登錄程序。 

（C）辦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相關業務（財產申報人數 11 人）。 

（D）採購案件監辦作業，實地監辦及書面監辦共計 259 件，採購監辦過程

適時將建議事項簽請採購單位參考。 

（E）於中秋節等重大節慶商民餽贈或邀宴之頻繁時機，宣導「本府公務員

廉政倫理規範」及「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

點」，使同仁遇有與職務具利害關係之個人、法人或團體所為之請託、

餽贈或邀宴，除應予拒絕外，並應簽報首長及向政風室登錄。 

B.肅貪業務 

受理民眾檢舉或上級機關交查，計 8 案；檢舉案件依調查結果，行政



處理 2 件，澄清結案者 3 件，存參 1 件，查處中 2 案。 

C.維護業務 

（A）111 年 10 月實施「111 年十月慶典期間專案維護工作」，執行項目包含

資訊內部使用管理稽核、公務機密維護及機關安全維護檢查等相關事

宜。 

（B）辦理「『2022 臺北國際龍舟錦標賽網站暨賽事報名系統」個人資料保護

暨資訊安全防護專案維護措施，瞭解廠商對於該案個人資料蒐集、處

理、利用及維護管理之執行現狀，與使用資訊系統進行前開作業時，系

統之安全防護情形。 

5. 提升防災作業及執行災害預防搶救作業並配合防疫工作 

(1) 為健全本局災害防救體系，提升各單位迅速應變處理天然災害及偶突發重大

災害能力，持續檢討災害防救成效，滾動修訂防救災計畫及 SOP 作業。 

(2) 因應颱洪、強降雨災害發生，於本府發布緊急啟動一級開設時，應變小組輪

值人員立即進駐本局災害應變辦公室辦理各項災害處理及復原工作。 

(3) 落實災害檢核表電子化作業，依本府消防局通報颱洪、強降雨災害發生前起

單整備各項防救災工作，另依各項檢核項目完成本局所轄運動場館整備工作，

並將檢核結果傳送本府消防局備查，使災害損失降至最低。 

（二） 112 年上半年工作重點 

1. 建構及推動政策計畫指標 

(1) 賡續配合府級政策滾動修正市長施政白皮書。 

(2) 持續配合及落實研考一條鞭管考業務，確保施政效能。 

(3) 積極參與推動府級政策，如資訊易讀、關懷協調小組、精準投遞、精實管理、

知識管理等，提升市政服務品質。 

2. 落實性別法制資訊業務 

(1) 落實性別主流化暨性別平等作業 

A.配合本府政策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落實細部計畫推動工作與目標。 

B.辦理 112 年度性別分析、性別影響評估專題及 113 年度性別預算編列。 



C.持續推動本局同仁性別意識培力訓練，辦理各項性別平等相關體育活動並

強化性騷擾防治宣導，及提供性別友善設施空間。 

(2) 辦理法規制度相關作業 

A.辨理兩公約人權實體教育訓練課程。 

B.修正「臺北市政府體育局使用戶役政資訊管理要點」。 

C.持續法規滾動式檢視作業。 

(3) 辦理資訊電子相關作業 

A.完成 109 至 114 年、110 至 115 年與 111 至 116 年行政電腦租賃續租案，使

同仁業務推展、舉辦各項活動、賽會籌備更加順暢，並能有效提升效率與

服務品質。 

B.購置網路儲存設備，擴充資料儲存容量及增進資料存取與權限控管效能。 

C.購置公務用平板電腦，落實推行無紙化會議，提升省紙與行動辦公之行政

效能，並可支援各科室召開視訊、電子會議使用。 

3. 持續經營運動社群平臺 

(1) 藉由製作活潑、多元且吸睛之圖文、影音及直播貼文等，介紹本市體育運動、

績優選手及推廣運動知能資訊，吸引民眾關注及參與。 

(2) 加強本局臉書粉絲專頁與各賽事活動、相關協會、本市城市隊伍等臉書粉絲

專頁串聯行銷，互相分享宣傳資源，提升宣傳效益。 

4. 執行行政支援業務 

(1) 綜合行政 

A.建立標準作業流程及內控制度，完善本局採購、出納、財產、文書、節能網

站填報及庶務作業。 

B.112 年上半年截至 3 月 16 日共計 111 件採購案，決標計 51 件，電子發票核

銷 282 件，電子發票執行率（扣除除外及預付案件）為 99.65%；文書檔管

方面，112 年上半年截至 3 月 16 日總收文量 4,111 件、發文量 2 萬 1,364

件、歸檔量 5,640 件，紙本轉線上簽核率 100%、電子化會議 100%。 

(2) 會計行政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LawSearch/LawInformation?lawId=P35B2002-20171124&realID=35-02-2002


A.截至 112 年 2 月底歲入累計實收數 1 億 3,938 萬 3,411 元，累計分配數 9,439

萬 8,910 元，執行率 147.65%。歲出預算部分，經常門執行數 1 億 279 萬

8,708 元，累計分配數 2 億 810 萬 6,184 元，執行率 49.40%；資本門執行數

203 萬 6,447 元，累計分配數 431 萬 5,245 元，執行率 47.19%。 

B.編製 112 年度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112 年度第二次追加（減）預算案

及 113 年度單位預算案及預算補充說明送請貴會審議，以應重要施政計畫

推動需要。 

C.配合本府會計作業電腦化，運用「臺北市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CBA2.0

版）」及本府推動之「電子化核銷數位整合平臺系統」，以精進會計作業，

加速付款進度。 

D.配合行政院主計總處「輔導地方政府研訂機關內部報表推動計畫」，建置本

局統計報表，提升統計服務效能。 

(3) 人事行政 

A.配合機關人力需求，適時辦理人力甄補，職務出缺除申請考試分發外，採

內陞與外補並重之方式，廣覓優秀人才。 

B.推動終身學習，塑造學習型團隊，提升行政效能。 

C.落實人事服務網應用，運用活動管理、問卷票選與線上查詢等功能，以提供

機關優質之人事服務及提供單位主管在人力資源決策之效能。 

D.積極辦理在職培訓發展，並薦送業務相關同仁參加本府公訓處各項研習課

程。 

(4) 政風行政 

A.防貪業務 

（A）辦理廉政業務反貪宣導作為（賡續利用局務會議、業務會報、員工電

子公務信箱等方式宣導）。 

（B）依本府廉政倫理規範辦理廉政倫理事件簽報及登錄程序。 

（C）採購案件監辦作業，適時將建議事項簽請採購單位參考。 

（D）辦理新進同仁廉政法紀宣導。 



 

（E）於春節、端午節等重大節慶商民餽贈或邀宴之頻繁時機，宣導「本府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及「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

業要點」，使同仁遇有與職務具利害關係之個人、法人或團體所為之請

託、餽贈或邀宴，除應予拒絕外，並應簽報首長及向政風室登錄，以維

持本局廉潔形象及優良公務文化。 

B.肅貪業務 

辦理本局員工貪瀆不法或行政違失事項，查處案件主要來源：民眾檢

舉、上級或民意機關交查。 

C.維護業務 

（A）112 年 1 月實施「112 年春安工作期間執行維護工作」，執行項目包含

資訊內部使用管理稽核、公務機密維護及機關安全維護檢查。 

（B）「112 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活動期間，本室配合本府政風處，參與

專案安全維護組，開、閉幕式典禮及比賽場地輪值，於現場發生意外

或緊急偶突發事件時，即時應處及聯繫通報。 

（C）「2023 臺北國際龍舟錦標賽」活動期間，本府政風處與本局政風室共

同成立「維護組」，執行現場安全維護通報工作，負責聯繫協調、維安

通報及協助相關安全維護事宜。 

5. 提升防災作業及執行災害預防搶救作業並配合防疫工作 

(1) 於防汛期前成立緊急應變小組及應變人員輪值表，以因應颱洪、強降雨災害

發生，於本府發布緊急啟動一級開設時，本局應變小組輪值人員立即進駐本

局災害應變辦公室辦理各項災害處理工作，並配合本府研考會、消防局於防

汛期前完成防汛督考及各項整備工作。 

(2) 配合本府消防局每年辦理全民防衛動員準備、全民戰力綜合協調暨災害防救

及三合一定期工作會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