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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臺灣國際賽事諮詢輔導實施計畫 

壹、 目的 

  為日益精進賽事主（承）辦單位籌辦賽事的品質與品牌知名度，

故邀集涵蓋多元領域之專家學者，籌組「跨領域輔導團」，期盼透

過輔導團的帶領與能量，建構完整的國際賽事諮詢輔導機制；並藉

由召開會議及訪視作業，使單位行政人員能建立相關政策資源及法

律、財務、行政流程規定內容等，協助單位行人員提升行政知能，

加速賽事申請及核定之行政效率。 

貳、 辦理機關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二、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參、 諮詢輔導對象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 

二、 特定體育團體 

三、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承認或認可之團體 

 

★ 每單位年度諮詢輔導次數最多 3 次為上限。(當年度輔導

資源用罄則不再受理申請) 

肆、 諮詢輔導目標 

  成立跨領域輔導團，並依體育署相關補助規定及業務需求，邀

集學者專家提供賽事單位所需輔導，包括賽事籌辦、賽事行銷、財

務管理、法規遵循、運動創新等諮詢服務。結合訪視作業及會計師

查核，至少 30 次。 

  

報名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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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諮詢輔導期程 

自即日起至 114 年 10 月 31 日（五）止。 

陸、 諮詢輔導報名 

一、 採網路報名（https://reurl.cc/36brYV），請完整填寫「臺灣國際賽

事諮詢輔導」報名表。 

二、 表單報名，由執行單位紀錄諮詢輔導單位及相關需求與問題。 

柒、 諮詢輔導項目 

  邀集專業領域業師籌組輔導團（名單詳如附件一），並針對賽

事籌辦、賽事行銷、財務管理、法規遵循、運動創新、綠色永續，或

其他相關需求和問題等，進行諮詢輔導，提供專業建議與多元的知

識和觀念。 

輔導項目 說明 

賽事籌辦 
賽事籌辦相關要點或注意事項及志工招募、訓

練等 

財務管理 專案財務、經費編列與核銷注意事項 

法規遵循 運動爭議仲裁、國際法等相關注意事項 

賽事行銷 
品牌形象、識別塑造、媒體轉播、社群行銷的

經營和操作、運動創新及綠色永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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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諮詢輔導方式 

  擬以規劃個案諮詢輔導及聯合諮詢輔導，依各賽事主(承)辦單位

之需求，安排線上或實體諮詢輔導會議，協助賽事主(承)辦單位，針

對須強化部分進行分享交流、意見交換及深入探討，並從中維持良

好的互動關係，以提升賽事主(承)辦單位專業知能及輔導成效。為落

實賽事諮詢輔導，除給予執行策略和諮詢建議，另提供適當且能力

範圍內的執行方式，其諮詢輔導方式規劃如下： 

一、 諮詢輔導對象 

  依據體育署推薦，直轄市、縣（市）政府；特定體育團體；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承認或認可之團體；全國性體育團體，進行

分組或個別諮詢輔導。 

二、 諮詢輔導分類 

擬規劃個案諮詢輔導及聯合諮詢輔導，依各賽事單位之需

求，安排線上或實體諮詢輔導會議，協助賽事單位針對須強化部

分進行分享交流、意見交換及深入探討，並從中維持良好的互動

關係，以提升輔導成效。為落實賽事諮詢輔導，除給予執行策略

和諮詢建議，另提供適當且能力範圍內的執行方式。 

玖、 諮詢輔導流程 

一、 前置作業 

(一) 建置「臺灣國際賽事諮詢輔導」Google報名表單，透過電洽、

電子郵件、電子報等方式宣傳，供賽事主（承）辦單位自行報

名、申請。 

(二) 收到報名表單及相關問題時，先將資訊彙整完畢，並進一步

瞭解賽事主（承）辦單位所提出的痛點和問題點，再排定諮詢

時間，以及邀請相對應領域或專項之業師進行輔導諮詢。 

二、 諮詢期間 

(一) 個案諮詢時間至少 60 分鐘，由執行單位先行介紹業師與賽事

主（承）辦單位相互認識，接續說明該賽事目前的現況及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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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問題，再請業師就相關問題進行解說分析。 

(二) 透過問答和交流方式，增進業師對於賽事的認識與瞭解，再

以自身專業及實務經驗，提供賽事主（承）辦單位易執行或操

作的運用方式，以及有效性的建議，以助於賽事精進提升、再

優化，達到交流諮詢輔導之目的。 

三、 後續作業 

  諮詢結束後，將諮詢輔導內容進行重點紀錄，俾利後續提供

賽事主（承）辦單位作為參考。 

壹拾、 聯絡資訊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聯絡電話：02-2366-0812 

聯絡窗口：康小姐（分機 237、jennifer_kang@nasme.org.tw） 

周小姐（分機 188、sandy_chou@nasme.org.tw） 

           

 

 

  

mailto:jennifer_kang@nasme.org.tw
mailto:sandy_chou@nasm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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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輔導團名單 

  姓名 職稱 任職單位 運動專長 區域 

1 

賽事競技 

陳成業 教授 
國立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籃球 北 

2 周宇輝 
教授/系

主任 

國立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運動場域 北 

3 林惠美 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 

水上運動學系 

水域 北 

4 蔡秀華 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健康科

學與生活研究中心 

田徑 北 

5 謝富秀 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空手道 北 

6 宋定衡 教授 
國立體育大學 

球類運動技術系 

高爾夫 北 

7 許秀桃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 體適能 南 

8 
張景弘 教授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自由車 南 

9 楊昌斌 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 

體育中心主任 

田徑 東 

10 葉允棋 教授 

國立臺東大學 

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

產業學系 

足球 東 

11 

體育行政 

康正男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體育運動事務 

棒球、高爾夫、

網球 

北 

12 
許瓊云 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 

水上運動學系 

水域 北 

13 
葉怡矜 教授 

國立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休憩管理 北 

14 
張家昌 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運

動健康研究所 

羽球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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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職稱 任職單位 運動專長 區域 

15 
巫昌陽 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水域、綜合賽會 南 

16 
鄭勵君 已退休 

前高雄教育局科長、

長榮大學教授 

水域、帆船 南 

17 

運動行銷 

陳美燕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

研究所 

運動休閒行銷與

管理、應用統計

與大數據分析 

北 

18 

馬鈺龍 副教授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

學運動資訊與傳播學

系 

運動新聞採訪寫

作與製播 

中 

19 

其他 

周桂棻 會計師 
安貞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 

會計財務 北 

20 
洪偉勝 律師 洪範法律事務所 

行政法、國際公

法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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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14年臺灣國際賽事諮詢輔導表 

114年臺灣國際賽事諮詢輔導表 

諮詢輔導場次 

諮詢日期：  年  月  日 

諮詢時間：  時  分至  時  分 

諮詢單位： 

□ 直轄市、縣（市）政府  □ 特定體育團體 

□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承認或認可之團體  □ 其他 

諮詢輔導單位  

聯絡人員  職稱  

電話號碼  分機  

手機號碼  

E-mail  

諮詢輔導方式 
□ 聯合諮詢輔導（1 對多個單位諮詢輔導） 

□ 個案諮詢輔導（1 對 1 諮詢輔導） 

諮詢輔導項目 

□ 賽事籌辦 □ 賽事行銷 □ 財務管理 

□ 法規遵循 □ 運動創新 □ 綠色永續 

□ 其他： 

（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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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臺灣國際賽事諮詢輔導表 

諮詢輔導 

內容說明 

 

諮詢輔導 

重點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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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114年臺灣國際賽訪視報告表 

教育部體育署 114 年補助辦理國際賽事 

訪視報告表 

賽事名稱 
（中） 

（英）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賽事期間  

賽事地點  
   

 

⚫ 第一部分(由訪視委員填寫) 

壹、賽事行政服務 

1. 競賽事務（賽事期程規劃、國際技術人員、預防爭議處

理等） 
□良好 □普通 □待加強 

2. 場館準備（賽事場館、器材及其他安全設備） □良好 □普通 □待加強 

3. 人力資源（賽事期間行政人力、志工管理） □良好 □普通 □待加強 

4. 典禮儀軌（符合國際總會規範、奧會模式） □良好 □普通 □待加強 

5. 醫療服務（醫療站、醫療人員、救護車、醫療防護） □良好 □普通 □待加強 

6. 運動禁藥推廣 □良好 □普通 □待加強 

7. 性別平等教育推廣 □良好 □普通 □待加強 

貳、賽事後勤服務 

1. 資通訊系統（計時計分系統、成績發佈、賽事網站） □良好 □普通 □待加強 

2. 交通服務（交通便利性、接駁工具、指引） □良好 □普通 □待加強 

3. 保險及法律（公共意外險） □良好 □普通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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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全維護（觀賽秩序安全維護等相關安排） □良好 □普通 □待加強 

5. 食品安全管理(賽會餐飲提供之衛生安全管理機制) □良好 □普通 □待加強 

參、賽事國際影響 

1. 臺灣/城市冠名賽事名稱 □良好 □普通 □待加強 

2. 賽事品牌建構（賽事識別元素，如：LOGO、代言人

等） 
□良好 □普通 □待加強 

3. 宣傳推廣作法（記者會、教育部體育署政策及

形象之標示、全民參與推廣情形） 
□良好 □普通 □待加強 

4. 媒體服務（媒體聯絡與接待、媒體發佈） □良好 □普通 □待加強 

5. 媒體轉播（國內外轉播平臺、場次） □良好 □普通 □待加強 

6. 社會資源募集（企業贊助、合作夥伴、永續規

劃） 
□良好 □普通 □待加強 

肆、整體建議 

1. 優點/特色說明(列點簡述)： 

2. 待改善事項(列點簡述)： 

3. 推薦為年度精選賽事 

（於年度主題式研討、成果發表會進行經驗分享） 
□推薦 □尚可 □不推薦 

訪視委員  

訪視日期  11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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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企總於賽後收集資料) 

 

賽事預算總經費 
                                                              

元 

體育署補助金額 
                                                              

元(補助比率:___%) 

我國參賽成績  

媒體報導次數  

媒體轉播平臺 電視  網路平臺  

贊助廠商家數  贊助金額(元)  

門票銷售張數  總金額(元)  

賽事辦理檢核項目 預訂評估 實際情形 

我國參賽名稱、

旗、歌及儀程

（軌）相關規範 

  

參賽國家數   

參賽人數   

外籍參賽人數   

現場觀賽人次   

線上觀賽人次   

比賽時所需裁判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