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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辦要項



申請期限及活動辦理期程

●線上申辦系統填報期限-113年9月1日~10月11日。

●審查會議-113/10月第三、四週。

●活動辦理期程-114/1/1~10/31。

●各單位繳交原始憑證最後期限(並線上填妥活動核結)

- 114/11/1。



執行計畫檢視原則

1.活動核實性
2.活動普及性
3.活動效益性

▲違反三項基本原則者，除受補助單位報

經本縣同意外，將註銷補助經費。

▲活動經專案報核同意者，除有特殊原因
外，仍請依違反情節輕重核酌扣減活動補
助經費(下限20%；上限50%)，並列入隔年
度初核作業之考評參據。



2.辦理專案及類別



一般專案

80%經費辦理類別

1.體育活動
2.體育運動課程
3.體適能檢測
4.培育及媒合國民體
適能指導員

5.縣市輔導作業

20%經費辦理類別
競爭型計畫

3大專案經費比例及辦理類別

原住民專案

80%經費辦理類別

1.體育活動

2.體育運動課程

20%經費辦理類別
競爭型計畫

身心障礙專案

80%經費辦理類別

1.體育活動

2.體育運動課程

20%經費辦理類別
競爭型計畫



體育運動課程(一般專案)
常態性體育運動課程
•每課程（班）期程至少8週，上課總時數至少1,440分鐘(每周建議至少180分鐘為

原則)，參加學員至少20人，且參加學員固定，每位學員須年滿23歲。

•應配合針對學員實施國民體適能前、後檢測。分為一般民眾23至64歲者，須配合

參加國民（科技）體適能檢測；65歲以上者，須參加銀髮族（科技）體適能檢測。

•依國民、銀髮族體適能檢測年齡分別開立課程。

•課程指導人員（講師）以聘任具合格國民體適能指導員尤佳，可於「體育雲全民

運動資訊系統」媒合運用人才。

•體適能檢測部分，屆時由本府所擇定之檢測單位提供服務；執行課程單位須開課

日1個月前主動聯繫體適能檢測單位，提供常態性課程期程(開始及結束日期)、

學員人數及地 點等資訊，以利檢測單位安排施測。

•每學員參加課程堂數須達60%，且有60%學員參與體適能檢測之前、後測，前、後

測間隔 須達8週（至少50天）。

非常態性體育運動課程
•得免辦體適能檢測。



體育運動課程(原住民族、身心障礙專案)

原住民-
•常態性課程：每課程(班)期程至少8週，上課總時數至少1,440分 鐘(每周

建議至少180分鐘為原則)，參加學員至少20人，原住民族身分者應達50%以

上，且參加學員固定。

•非常態性體育運動課程：參與者原住民族身分者應達50%以上。

身心障礙-
•常態性課程：每課程(班)期程至少8週，上課總時數至少1,440分 鐘(每周

建議至少180分鐘為原則)，參加學員至少20人，身心障礙身分者應達30%以

上，且參加學員固定。

•非常態性體育運動課程：活動參與者中身心障礙身分者應達30% 以上。



體適能檢測
(一般專案)

◆檢測服務方式 配合113年運動

i臺灣2.0計畫之體育活動及體

育運動課程辦理。

◆辦理方式依「國民體適能檢測

實施辦法」或「科技體適能檢

測試辦計畫」規劃辦理。

◆補助基準 每人每年以1次為限，

補助300元 惟常態性課程每人

每年以2次為限（補助600元)。

◆資料上傳 須於檢測結束後三週

內上傳「體育雲全民運動資

訊」。檢測資料上傳作業需由

具備國民體適能指導員資格者

（證照需於有效期限內）統籌辦

理。

檢測服務方式 辦理方式

資料上傳 補助基準



培育及媒合國民體適能指導員(一般專案)

辦理國民體適能指導員檢定考試，每場次至少20人參與，並
需搭配檢定考試辦理強化課程，提升考生之應試實力。

由體育署「113年度推動企業聘用運動指導員暨國民體適能專
業人才提升計畫」之委辦廠商，提供課程授課師資，並安排

檢定與授證。

未來檢定合格之人員可媒合擔任縣市運動活動或課程之運動
指導工作。

推動國民體適能指導員在地化。



體育活動(一般、原住民族、身心障礙專案)

原住民族專案：原住民參加者達50%以上

身心障礙專案：身心障者參加者達30%以上

1.宜配合節日。

2.整合既有資源、連結多方通路。

3.適合各族群參與之體育活動、落實參與運動機會均等。

4.依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族人口需求，優予提供運動參與機會及

服務。

1.務必落實旗幟掛置及系統上活動時間地點正確性。

2.相關活動訊息請開放民眾報名參加，並落實辦理保險。



競爭型計畫

☆一般專案規劃原則

☆原住民族專案規劃原則

☆身心障礙規劃辦理原則

申請各專案總
經費80%，如
未將預匡經費
全數申請，其
剩餘經費將移
入該專案競爭
型計畫總經費
使用。



一般專案規劃原則（1-3個計畫／縣市）

1.結合特殊自然地理環境 (水域、山域運動等 )

2.具固定參與人口與知名度→體育文化活動

3.活動歷史悠久 (知名人文古蹟與人文風情)

4.多元特色競爭元素馬拉松(路跑)、游泳 (泳渡)、鐵人三項等

5.週、月、季帶狀活動(自行車、登山健行等，參加人數達5000
人次)

6.以主題連結的跨縣市 (體育活動參加人數達5000人次)

優先



原住民族專案規劃原則
1.發展原鄉體育運動-

(1)申請單位或承辦單位以原鄉為限。

(2)原鄉辦理原住民族特有或傳統民俗運動及具優勢或屬團體性，適合推動多數原

住民族之運動。

2.發展原住民族傳統體育運動-

(1)申請單位或承辦單位非屬原鄉者。

(2)僅得提報原住民族特有或傳統民俗之運動。

3.縣市代表性–

(1)縣市政府應擔任主辦單位

4.效益擴散原則-

(1)以非單日性活動為原則

(2)建立活動串聯機制

5.參與對象符合度-

(1)以具有原住民族身分為主

(2)原住民族身分者應達50%以上



身心障礙專案規劃原則
1.透過課程提升機會與可見度–

結合縣市內運動場域(含運動中心、運動公園、健身房…等)

開辦各項 身心障礙運動體驗或指導服務，打造在地運動據

點；期程以達6個月為原則，另以大型體育活動為計畫主體

者，不予核定。

2.縣市代表性-

縣府應擔任主辦單位，結合 (或委託)專業組織合作辦理。

3.效益擴散原則-

借重競爭型計畫資源，透過相 關措施提升推廣效益。

4.參與對象符合度-

對象以身心障礙者及其陪伴者為主，服務人次應達30%以上。



3.評核執行計畫項目



評核執行計畫項目
做為115年經費增減依據

1.各專案計畫：

行政效能+行政成效之KPI值

2.競爭型計畫：

行政效能+行政成效之KPI值

計畫執行內容與規劃原則符合度

計畫中資源普及與整合之完整性

計畫實際成果與預期效益達成度



項目 定義 KPI值

經費執行率 縣市年度計畫核結經費/年度計畫獲補助經費
(扣除 訪視輔導中因違反核實性、普及性及效
益性等原則，致註銷或部分扣減之活動經
費)x100%。

年度經費執行率須達85%以上。

計畫註銷比率 縣市年度計畫註銷數/實際核定計畫數x100%。 縣市年度計畫除不可抗力因素
外，註銷計畫比率不得逾5%。

計畫成果填報率 各計畫成果須於活動結束後14工作日內由各計
畫執行單位填報完成。

計畫成果準時率須達整體計畫
85%。

計畫核銷效率 各計畫核銷須於活動結束後20工作日內由縣市
政府審核完成。全案核結時間須於113年11月20
日前完 成。

縣市政府核銷準時率須達整體
計畫85%以上。

計畫穩定性 各計畫資訊提供正確性(以公開辦理日數計次、
每 辦理日有2次修正機會，修正率=修正次數/
總辦理 次數)。各計畫因經費核定後第1次修正
不列入紀錄。

計畫內修正率超過50%，該計畫
則計違規。違規率(違規計畫數
/ 總計畫數)不得逾30%。

計畫正確性 活動因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辦理，各執行單位
未於 第一時間更新i運動資訊平台等活動資訊。

該計畫則計違規。正確率(未違
規計畫數/總計畫數)須94%以上。

行政效能評核項目



4.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1

1.計畫初審將依內容規劃完整性、執行可行性、經費編列合理性
、過往辦理活動經驗與效益、行政配合度等項目進行審查。

2.依計畫書規劃內容辦理，落實計畫活動之核實性、宣傳性與效
益性。

3.各活動須依計畫書規劃之活動日期及地點辦理，如未能依原提
報計畫日期或地點辦理者，須於原提報辦理日期2週前併同預計
變更辦理日期提報。

4.活動指定「參與對象」或「辦理方式」與申辦作業原則規定相
符，經訪視或抽查與原核定專案活動有嚴重落差者，除受補助單
位報經所屬縣市政府專案同意外，將註銷補助經費。



注意事項-2
1.受補助單位須參加縣府辦理的規劃、檢核會議及檢討會議，缺席者可

依違反核實性原則酌扣 減經費並列入隔年申辦計畫參考。

2.經費編列

(1)保險費

(2)依活動興致及需求投保適當險種及保險額度。未辦理保險者，應不

予同意核結。

(3)印刷費≠行銷宣傳費

3.資訊安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8條、第28條、第41條、第52條) 防止個人資料被

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

、縣（市）政府執行之權限，得委任所屬機關、委託其他機關或公益

團體辦理；其成員因執行委任或委託事務所知悉之資訊，負保密義務。

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建請各單位使用本系統時注意請勿串改及外洩
個人資料， 並強化各單位資運安全宣導作業。(不應歸咎工讀生誤繕資料
，用人單位無法免責。)



5.審查制度
(1)行政的配合度：

首次申請：

紙本資料的完整度

承辦人基本文書電腦作業能力

 是否會使用i運動資訊平台

非首次申請：

 申請案件是否創新
過往行政作業配合度（計畫修改、核銷準時）

(2)歷年成效與市府活動配合度：

承辦體育相關活動成績

是否協助或參與教育處主辦活動

(3)推廣項目的效益：

民眾參與的門檻是否大眾化

全民參與(非訓練項目)



5.審查制度(評分表)
(一)行政的配合度10%-首次申請或非首次申請。

(二)計畫符合度40%-
(1)規劃完整性
(2)執行可行性
(3)經費編列合理性
(4)過往辦理活動經驗與效益

(三)政府政策(行政配合度)20%-是否參與或協助教育處主辦
活動(出席率/活動邀請數)

(四)全民參與10%-對象、主題類別

(五)活動效益10%(資源整合)-包含活動回饋調查表，依活動
填報人次，回收份數比例做為評分依據，參閱教育處提
供之網址。

(六)活動創新10%-新穎的活動內容及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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