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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民體育法修正增訂第二十條之一探討 
擴增保障中學體育班政策之必要性 

宋一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博士班 

 
 一、前言 

國民體育法於第 14 次修法（行政院公報資訊網，2024）中，主要目的是將

性別平等原則納入法律，確保體育運動與競賽過程中尊重性別平等。本次修法也

著重於完善相關法規，要求為參賽運動員增加保險保障。意即是，學生運動員參

加全國性競賽時，賽事主管單位應為參賽選手投保相應之保險，以維護選手參賽

時權益並增加保障（中央社，2024）。為運動選手投保運動賽事保險議題，曾發

生過不小爭議，國家代表隊出參加國際賽事，竟因經費因素，體育署並未編列經

費支應，造成當時部分選手不願繼續效力國家隊（中央社，2024）。此次朝野立

委民代聯合修法，為保障選手在國內參加比賽可獲得保障，聯合出擊，為選手爭

取權益，同時亦令教育主管單位依法有據，可編列經費並落實此一政策，想必運

動選手爭相額手稱慶。 

在各黨立委提案要求下，立法院於 2024 年 7 月 15 日通過修改國民體育法新

增第 20 條之 1（行政院公報資訊網，2024），規定學校必須為學生及運動教練投

保團體傷害保險，擴大保障範圍，超越原有的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目前，全中運、

全大運及中學聯賽已提供團體傷害保險，未來大專體總也將推行類似措施。保險

給付項目包括身故、醫療及失能保險金，旨在降低運動風險對家庭經濟的影響。

立法院會也通過 2 項附帶決議（教育部，2024），包括要求政府協助學生選手及

運動教練納入團體傷害保險，現階段僅以教育部主辦的競技層次、傷害發生機率

與嚴重程度較高的全大運、全中運和學生聯賽為對象。立法院請教育部在辦理各

項保險時，確實要求保險內容應包括學生參加賽會或集訓時，報到後熱身、訓練

等過程受到傷害時，及受傷後提供生活補助的相關保障。並要求政府，應即啟動

保險政策有關保障各級學校之運動選手，保險採購程序、保費費率精算、研議補

助金額及實施方式，並於 1 年內完成（教育部，2024）。 

二、國內體育運動賽風險保障之評述 

體育活動中存在許多風險，這些風險是運動傷害保險產生和發展的基礎（江

澤群、林國瑞，2000）。風險管理的首要任務是，在危險情況發生之前，事先制

定完善的計畫，進行評估與預測，分析潛在的風險情況，從而加以控制，將可能

造成的傷害和損失降至最低。（游淑霞、洪櫻花，2005），鄭志富（1994）也指出，

風險管理通常包括注意安全、預防意外以及辦理保險。而辦理保險是風險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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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屬於風險轉移的範疇（許明彰，2010）。 

以運動員而言，運動傷害風險很難避免的（閏燕、張耀鐸、呂銀益，2010）。 
根據葉麗琴（2000）提出之數據顯示，據統計在美國每年會有 1,700 次運動傷害

被報導，輕微的運動傷害對運動選手來說可能沒有太大的影響，能持續著訓練，

如果是嚴重運動傷害，且會造成永久性的傷痕（葉明璋，2012）。這樣的運動傷

害，不僅會減少其運動員上場機會，也有可能使其提早退休（王宗吉，2000）。 

在全國學中運動會、大學運動會，及每兩年的全國運動會和全民運動會，眾

多獲獎的選手中，均具有國際成績之選手參加，然而，在這些競爭激烈的賽事中，

運動員受傷的機率相對較高，激烈程度不亞於國際競賽，例如，羽球選手戴姿穎

和空手道選手文姿云，在國際賽中曾遭遇嚴重運動傷害，甚至以擔架送回台灣，

接受近 18 個月的治療（民視新聞網，2021）。因此，國內競賽因場地和對手技術

水平不一，選手受傷的風險可能更高。 

雖台灣的民生經濟狀況上，雖在疫情之後，稍有復甦，消費和就業機會增加

（中央研究院，2023），大多數偏鄉學校體育班學生，常是經濟弱勢或隔代教養

的家庭學童、青少年進體育班，若果在訓練期間，發生因意外無法繼續運動或殘

疾運動傷害時，對體育班學生選手家庭，將如何承擔未來的生活家計? 而運動保

險是基於互助合作之精神與公平合理之原則，以共同積聚基 金彌補其中少數人

所遭遇之損失，使其免除或減輕損失負擔（簡宣博，1992）。 

就以 113 年為例全國中學運動會選手所受之保障，主辦運動會籌備會位參賽

選手投保保險，期間自 113 年 3 月 1 日 0 時起，至 113 年 4 月 25 日 24 時止，全

中運大會為參賽選手投保所具有保險（詳參表 1）: 

表 1   113 年全中運大會保險資訊表 

（一）公共意外責任險： 

項次 項目 保額 

1 每一個人體傷責任 600 萬元 

2 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 6000 萬元 

3 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責 6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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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4 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

額 
3 億 6000 萬元 

5 自負額 0 

（二）團體傷害保險（一般項目）： 

15 足歲以上 每一人意外死亡或失能 

 

3 月活動 
（資格賽、划船及韻律體

操會內賽）200 萬 
 

4 月活動 
（其他會內賽及開閉幕典

禮等活動）250 萬 
 

每一人意外傷害醫療 10 萬 

未滿 15 足歲 每一人意外死亡或失能 3 月活動 
（資格賽、划船及韻律體

操會內賽）200 萬 
 

4 月活動 
（其他會內賽及開閉幕典

禮等活動）250 萬 
 

每一人意外傷害醫療 10 萬 

資料來源: https://113sport.tp.edu.tw/Module/Pages/Index.php?ID=435 

三、現行中學體育班訓練與保障評析 

以教育部 2022 年統計報告（教育部，2022），目前台灣體育班人數，據統計

國中共有 1,137 體育班，每班平均有 17.42 人。各縣市國中開設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核定之體育班共 370 校，體育班人數共 19,811 人，高中職部分，共有 503 
體育班，每班平均有 20.80 人。各縣市高中職開設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之體育

班共 152 校，占整體學校數約 29.80%，體育班人數共 10,464 人（詳參表 2），
國中與高中職共計約有 30,275 人，近年少子化因素，體育班仍受衝擊，人數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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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遽上升，反倒有招不滿學生之現象。 

表 2  2023 年 國內學校體育班班級數與學生平均數表 
教育階段 學校數 班級數 體育班人數 每班學生平均

數 
國中 370 1,137 19,811 17.42 
高中職 152 503 10,464 20.80 
總計 522 1,640 30,275 19.11 

資料來源: 教育部體育署. https://www.sa.gov.tw/ebook/List 

    體育班選手與教練為爭取佳績、獲取保送資格，教練為達成獲獎目標與職業

保障，往往加重選手的訓練量與強度，甚至延長訓練時間，導致運動傷害成為必

然後果，僅是時間問題。因此，學者與各界呼籲，應優先重視中學體育班學生運

動員的身心權益照顧。 

    逾 3 萬名學生運動員，目前僅能依賴學生平安保險（國泰人壽，2024），以

應對教育部規定每週訓練不得超過 36 小時（教育部，2023）。全年相當於 1872
小時，平均每天訓練 5.12 小時。學生運動員相較於一般學生，面臨更高強度的訓

練環境，是否應提供更多保障？除了保護他們的身心，也應增加保險，確保運動

傷害時能獲得醫療診治，減輕家庭負擔。 

  李軾揚（2003）研究指出，運動員在缺乏適切保障下，因意外或訓練傷害風

險，成為場上重要壓力來源。閏燕、張耀鐸與呂銀益（2010）建議透過運動傷害

保險，分擔運動員的傷害風險。保險作為風險管理的重要環節，將風險轉移至保

險公司承擔（許明彰，2010）可降低運動訓練發生之風險成本。 

   根據調查，國民體育法此次修法附帶決議將於 1 年後實施，全面延伸至現行

學生運動員保險，並納入本文所提出的政策建議。然而，目前體育班學生從小學

到大學階段，僅有學生平安保險的保障機制（詳參表 3）。 

表 3  113 學年度各級學校學生平安保險團體保險內容對照表 

項目 小學 中學 大學 
保險種類 團體意外險 團體意外險 團體意外險 
保障範圍 意外身故、傷殘 意外身故、傷殘 意外身故、傷殘 
意外身故給

付 
新台幣 100 萬 新台幣 200 萬 新台幣 300 萬 

意外傷殘給

付 
最高新台幣 100 萬 最高新台幣 200 萬 最高新台幣 300 萬 

醫療費用 住院醫療費用 住院醫療費用 住院醫療費用 
住院醫療給 每日新台幣 1000元 每日新台幣 1500元 每日新台幣 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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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www.cathaylife.com.tw/cathaylife/student/products 

    以體育班學生運動員而言，在每年 1875 小時，平均每天 5.12 小時密集訓練

環境下，勿論是學生平安保險的不足，連每年舉辦大會的主辦單位都為學生運動

員投保，雖參賽選手在競賽期間獲得保險的保障，其餘在學體育班的 3 年以至於

6 年期間，高密度與強大的訓練下，應該增加體育班學生運動員投保運動平安險。 

四、結論 

  在台灣，運動員相關的保險制度雖然已經開始發展，但仍處於起步階段。當

前承保業者較少，且需要達到一定人數才能成單，這可能使運動員對投保的意願

有所降低（曾惠青，2022）。儘管 2017 年《國民體育法》已有重要修正，並於 2024
年 7 月 15 日通過了增修條款，要求特定體育團體為國家代表隊選手及隊職員提

供公共意外險、健康保險或傷害險，這些保險主要針對選手在培訓和出賽期間的

身體傷亡和財損進行賠償。然而，這些保障並未涵蓋體育班學生選手和教練的長

期需求，許多運動員在十到二十年的訓練生涯結束後，才會發現自己缺乏國民年

金、勞保和健保等保障。 

  學者建議，可運用運動彩券盈餘，作為增加體育班學生保費經費來源。根據

教育部體育署（2023）資料，2021 年至 2023 年運動彩券的年度盈餘分別為 2021
年約 40 億新台幣、2022 年約 45 億新台幣、2023 年約 50 億新台幣。這些盈餘主

要分配於支持體育相關發展計畫及運動員培訓的運動發展基金、資助社會福利與

教育等公益項目的公益事業，以及作為一般預算的一部分，用於國家建設及其他

公共支出的政府收入。相關分配詳見附表 4： 

 

 

 

 

付 
每日住院津

貼 
每日新台幣 500 元 每日新台幣 800 元 每日新台幣 1200元 

保險期間 學年度內 學年度內 學年度內 
附加保障 重大疾病保障 重大疾病保障 重大疾病保障 
重大疾病給

付 
新台幣 50 萬 新台幣 100 萬 新台幣 150 萬 

保險費用 每人每年約 500 元 每人每年約 800 元 每人每年約 1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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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運動彩劵收入盈餘分配表 

資料來源: https://www.sa.gov.tw/PageContent?n=1064 

政府應全面檢討運動選手的照顧機制，完善相關法規與措施，並加強資源分

配的透明度與效益。首先，應明確運動彩券盈餘分配的比例與用途，將其優先用

於選手照顧，例如訓練補助、醫療保障及職業規劃，並建立專責委員會監督其執

行，確保透明與公開。應修法鼓勵企業聘用運動選手，提供稅收減免等誘因，並

借鑒國外成功經驗，如日本企業運動隊和美國職業選手支持計畫，進一步提升選

手在職場上的競爭力與保障。 

同時，應參考國際先進經驗，修法將運動選手納入社會保險與運動保險制度，

針對不同類型選手設計專屬保障，並規定保險費用的來源與分擔方式，例如由政

府、企業及運動協會共同負擔。此制度應特別針對職業選手提供傷病醫療與退休

年金保障，並為體育班學生設計學業與支持職業規劃，確保全方位的保障。通過

這些措施，不僅能減輕運動選手的壓力，也能促進運動產業之長遠發展，為國家

培育更多具競爭力的體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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