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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規律運動人口指標分析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全民運動科



前言

調查設計與方法

評核指標分析

根本原因分析

精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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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充分瞭解全民運動推展政策或計畫之執行，教育部體育署每年公

布「運動現況調查」，以量化數據比較各縣市全民運動推展狀況及

執行成果。

教育部體育署「運動現況調查」

2019遠見雜誌縣市競爭力調查

本次調查即參考教育部體育署2018年「運動現況調查」結果，本市

「規律運動人口比例」全國22縣市排名第4。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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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調查單位 調查方式

103 臺北市立大學 市話

104 臺北市立大學 市話、手機

105 世新大學 市話、網路問卷

106 蓋洛普徵信公司 市話

107 世新大學 市話、手機、網路問卷

 調查地區：全國22縣市。

 調查對象：13歲以上國民。

 調查日期與時間：107年8月至10月。週一至週五13:30~17:30、18:30~22:00。

 樣本數：全國調查25,654份，臺北市調查2,904份（臺北市抽樣母數2,669,639，

占全國比例11.3%，抽樣比例0.11%）。

調查設計與方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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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
國家

7100

• 7天內運動1次

7230

• 7天內運動2次

• 每次30分鐘

7330

• 7天內運動3次

• 每次30分鐘

7333

• 7天內運動3次

• 每次30分鐘

• 心跳達130或

運動強度會喘

會流汗

規律運動人口定義調查設計與方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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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打造本市為活力健康運動城市，體育局將「提高規律運動人口」列入本府策略地圖，並

將「規律運動人口比例」列為KPI(FC4.1)，設定每年成長0.5%。

臺北市政府策略地圖調查設計與方法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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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律運動
人口比例

107年 106年 105年 104年 103年

第1名
連江縣
41.0

嘉義市
38.1

連江縣
36.9

連江縣
38.5

臺北市
36.7

第2名
花蓮縣
40.5

澎湖縣
35.7

臺東縣
36.2

雲林縣
37.7

嘉義市
36.4

第3名
彰化縣
38.4

臺東縣
35.3

臺北市
35.8

澎湖縣
36.7

澎湖縣
36.0

第4名
臺北市
37.2

新北市
35.0

花連縣
35.8

花蓮縣
36.1

臺東縣
35.8

第5名
嘉義市
37.1

臺北市
34.6

澎湖縣
35.5

南投縣
35.5

花蓮縣
35.6

規律運動人口比例前5名比較表評核指標分析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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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5

30

35

40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臺北市 28.9 28.4 31.1 32.4 32.8 36.7 34.9 35.8 34.6 37.2

全國 24.4 26.1 27.8 30.4 31.3 33.0 33.4 33.0 33.2 33.5

新北市 26.6 23.2 25.6 27.8 29.6 30.6 30.3 30.6 35.0 32.5

桃園市 25.7 23.4 26.7 30.9 30.1 31.5 31.8 31.7 30.6 29.4

臺中市 22.5 27.0 27.9 31.0 31.8 34.3 35.2 34.3 34.2 33.1

臺南市 27.4 24.0 28.0 30.1 29.9 33.3 33.0 32.4 32.9 32.0

高雄市 29.1 25.1 28.5 30.3 33.3 34.8 34.4 34.3 33.1 34.5

%/年

規律運動人口比例全國及六都折線圖評核指標分析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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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指標

全國 六都平均 排名序位1 臺北市

107年 106年 105年

規律運動人口比例 33.5% 33.1% 連江縣41.0 37.2% 34.6% 35.8%

運動人口比例 83.1% 83.7% 新竹市87.4 85.8% 87.6% 84.7%

運動強度
(會喘會流汗)

45.5% 45.9% 新竹市49.4 49.2% 47.4% 42.9%

每週運動次數(次) 3.74 3.69 臺東縣4.33 3.62 3.49 3.73

每次運動時間(分) 63.61 64.46 臺北市72.51 72.51 66.67 68.48

五大指標全國及六都比較表評核指標分析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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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運動的原因 沒有時間 工作太累 懶得運動 健康狀況不佳 沒有興趣

全體比例% 29.6 10.2 21.4 10.0 9.5

男性 26.2 15.1 24.4 9.7 10.3

女性 31.7 7.3 19.7 10.2 9.1

運動的目的 為了健康 為了身材 興趣 抒解壓力 打發時間

全體比例% 72.9 18.3 7.1 4.8 4.5

男性 68.2 17.6 10.1 6.0 5.8

女性 77.3 19.0 4.4 3.8 3.2

臺北市民眾運動環境滿意度調查
性別差異分析評核指標分析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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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家附近運動場
所設置情形

充足 不充足 沒意見 不知道、拒答

全體比例% 62.7 30.3 1.4 5.6

男性 66.0 27.7 1.0 5.3

女性 59.8 32.5 1.8 5.9

通常運動的地點 學校運動場地 公園 人行道/道路
運動中心/運動

公園

全體比例% 29.9 42.5 11.2 15.6

男性 33.0 42.0 11.2 14.9

女性 27.2 42.9 11.2 16.3

運動環境滿意度 滿意 不滿意 沒意見 不知道、拒答

全體比例% 63.2 19.9 3.6 13.3

男性 65.9 18.9 3.7 11.5

女性 60.9 20.7 3.6 14.8

評核指標分析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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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六都為比較基礎

每週運動次數低於六都及全國平均值

運動首都，六都之冠

樣本數：規律運動人口比例第1-連江縣(15)、運動人口比例及

運動強度第1-新竹市(482)、每週動次數第1-臺東縣(239)。

考量各縣市人口結構、抽樣母數比例、樣本數規模及整體發

展情形，實務面應以規模較相近之六都為比較基礎。

臺北市民「每週運動次數」為3.62次，低於

六都(3.69)及全國(3.74)平均值，惟仍較106

年3.49次有小幅增加。

規律運動人口比例、運動人口比例、運動強

度及每次運動時間均高於六都平均值。

根本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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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律運動人口比例
逐年成長

•點：增加公益推廣服務。
•線：提升運動中心服務品質。
•面：開拓多元化族群運動服務。

精進產業效能

•點：推廣新興項目運動。
•線：優化各項常態性運動。
•面：舉辦多元化族群運動。

推展全民運動

•點：培育運動志工協力體育推展。
•線：輔導民間體育團體提升活動辦理品質。
•面：精進體育團體行政效能。

強化輔導管理

•點：各場館據點租借及使用便民性提升。
•線：各場館整建及改善升級。
•面：精進各場館營運效益。

優化運動設施

精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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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簡報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