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跑運動界的氣候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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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第四期計畫，【特色永續型】

REAL-X：從移居到宜居的區域永續

發展支持系統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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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u3lXYTv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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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運動界是「氣候難民」

◼ 為何選擇路跑運動

◼ 路跑界的氣候調適

◼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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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界是「氣候難民」

◼ 極端氣候的出現…對於運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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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八月時的均溫在攝氏

29.2度。

◼ 1998年「平成怪物」松坂大

輔在甲子園掀起旋風時，則

上升到了攝氏32.2度。

◼ 到了疫情停賽的2020年，均

溫則爬到了攝氏34.0度，等

於40年來，氣溫增加了將近

攝氏5度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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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對於運動賽事的影響



高溫對於運動賽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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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韓職棒樂天巨人與LG雙子
之戰，因現場天氣高溫炎熱而
決定延賽，成為韓職歷史42年
以來第一次因天氣太熱而停賽

◼ 現場鋪設的人工草皮，測出攝
氏高達近50度的高溫



高溫對於運動賽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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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越高，越容易
出現報復性觸身球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09567976113

99292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0956797611399292


高溫對於運動賽事的影響

◼ 巴黎奧運可能超越東京奧運的高溫紀錄（氣
溫超過34 °C，濕度接近70%），成為有史以
來最熱的一屆奧運

◼ 自 1924 年的巴黎奧運以來，法國首都年均
溫上升 1.8°C，平均每年多出 23 天「炎熱」
天（25 °C以上）和 9 天「極熱」天（30 °C
以上）

◼ 對運動員而言，在極端高溫下比賽的健康風
險包括曬傷、熱痙攣、熱衰竭，甚至中暑而
昏倒，危及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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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索契(Sochi)滑雪世錦賽因缺雪而取消

⚫2010溫哥華冬季奧運滑板滑雪等比賽場地的雪必須從

150英里以外的山谷用卡車或是直升機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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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雪對於運動賽事的影響



缺雪對於運動賽事的影響

⚫2018平昌冬奧的雪有98%是人造

⚫2022年北京冬奧的雪是100%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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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品質對於運動賽事的影響



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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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選擇路跑運動?

媒體能見度

參與人口

產業規模

主事者



路跑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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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路跑運動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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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運動種類參與比例演變

散步 慢跑 爬山 腳踏車 籃球 在家健身 瑜伽

資料來源：教育部體育署



◼ 路跑賽事疫情後的每年平均數量約500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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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選擇路跑運動?



港都路跑產業



《產業追蹤》路跑三大趨勢 人潮滾動錢潮

◼ 根據體育署2015年的調查資料顯示，台灣規律運動人口比例約33%，其中
慢跑成為國人近年來最主要從事運動項目的第二名。台灣2013年至2015年
於跑步的消費支出(包含運動課程/運動指導/入場會員費/場地設備費等)平均
約新台幣4,417元，參與各項運動比賽及衍生的費用平均約新台幣5,360元。

◼ 若以台灣2,300萬人口來估算，現行規律跑步人口約205萬人，跑步運動消
費市場約90.5億元，跑步賽事消費市場約29.6億元。低進入門檻的特性，不
僅讓民眾容易投入跑步運動，多元形式的發展特色，更使其較散步/走路更
具趣味性與市場發展潛力。因此跑步相關服務及賽事活動逐漸以多元形式發
展，使跑步的訴求不再只是體能競賽，而是轉變為具有大眾休閒、社交性質
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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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跑運動 (商研院)

https://www.cdri.org.tw/xcdoc/cont?xsmsid=0H270572502035851587&sid=0H352384186826445653


全民路跑世代 慢跑健康還是創造商機上看17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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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跑商機 (摩盛)

◼ 透過贊助賽事各大運動品牌提升曝光度：台灣路跑賽事逐年成長，尤其是主題式
路跑，更是在開放報名不到幾天的時間，名額便手刀秒殺。看準路跑帶來的龐大
利潤，主辦單位積極地與各大運動品牌、行銷公司爭取合作機會，品牌廠商透過
賽事贊助，能迅速地觸及並聚集大眾的目光，提升品牌知名度與形象，同時讓消
費者對該品牌推出的產品印象深刻。

◼ 路跑產業鏈的誕生：這些路跑愛好者為提升賽事參與的專業度，願意花錢添購運
動用裝備，各大知名品牌競相設計出適合民眾的專業配備。智能手錶、遮陽帽、
排汗機能衣、慢跑鞋，也就這麼拉起了整個運動產業鏈的無限商機，帶動各項運
動用品銷售量成長；隨著各類運動APP的開發，相關數據能建立龐大資料庫，分
析跑者位置、跑鞋型號、運動喜好，讓運動產業廠商能做出有效決策，滿足市場
真正的需求。

https://mosan.com.tw/2019/09/09/%E5%85%A8%E6%B0%91%E8%B7%AF%E8%B7%91%E4%B8%96%E4%BB%A3-%E6%85%A2%E8%B7%91%E5%81%A5%E5%BA%B7%E9%82%84%E6%98%AF%E5%89%B5%E9%80%A0%E5%95%86%E6%A9%9F%E4%B8%8A%E7%9C%8B170%E5%84%84%E5%85%83%EF%BC%9F/


百億路跑夯什麼？ 秒懂路跑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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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億路跑 (獨家報導 )

https://www.scooptw.com/popular/cover/7031/%E7%99%BE%E5%84%84%E8%B7%AF%E8%B7%91%E5%A4%AF%E4%BB%80%E9%BA%BC%EF%BC%9F-%E7%A7%92%E6%87%82%E8%B7%AF%E8%B7%91%E7%B6%93%E6%BF%9F%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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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跑界的氣候調適

一. 制定路跑賽事碳足跡盤查規則

二. 籌組路跑賽事環境永續聯盟

三. 辦理路跑賽事環境永續論壇

四. 協助路跑賽事進行重大性議題分析

五. 發布路跑賽事環境永續作業指引



先求共識 再來共事

政府

學術界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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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超級馬拉松協會、碳足跡專家與中心

團隊共同制定碳足跡盤查規則(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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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運動界第一個完成
碳足跡盤查規則的單位

氣候調適(5-1)



運動界領頭羊



先求共識 再來共事

政府

學術界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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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調適(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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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2022

2023

2024

線上

東吳大學

文藻大學

中部

2025?

0829@花蓮

路跑界的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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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國內4大指標型馬拉松賽事聯手推動環境永續倡議

氣候調適(5-3)

一個人可以跑很快、一群人可以跑很久!!!



◼ 賽事碳足跡認證聲明書

氣候調適(5-3)



路跑賽事辦理單位

實體倡議

臺灣首創

環境永續

國立清華大學

網路宣傳

賽事願景、策略、作為及成效
⚫ 提供內容並進行設計和製作
⚫ 規劃賽事現場展示空間. 

整合溝通平台
⚫ 協調各賽事單位及協力廠商
⚫ 彙整宣傳素材及規劃展區體驗

持續線上展出
⚫ 永續跑者FB粉絲專頁、運動

事業與政策中心YT頻道
⚫ 各路跑賽事宣傳平台
⚫ 協辦媒體
⚫ 國內運動媒體
⚫ 國際運動媒體

互動推廣
⚫ 宣傳記者會
⚫ 路跑賽事環境永續互動體驗區

路
跑
賽
事
推
動
環
境
永
續
企
劃

氣候調適(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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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馬拉松 田中馬拉松

超馬協會

氣候調適(5-4)
協助路跑賽事進行重大性議題分析

制定永續發展策略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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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調適(5-5)
發布路跑賽事環境永續作業指引

提供地方政府制定路權申請之參考



結語(2-1)

◼ 不僅運動界是氣候難民，『氣候變遷是全民公敵』(By 童子賢)

◼ 永續事務強調『先有共識、在求共事』

⚫ 淨零碳排是口號，目標設定須理解『產業差異』及『宏觀論述』

⚫ 氣候調適作為日趨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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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2-2)

◼ 賽事辦理單位

⚫ 邀請具有相同理念的新成員

⚫ 深化既有成員的氣候調適作
為

◼ 政府

⚫ 中央:推動永續賽事認證作業

⚫ 地方:落實永續賽事作業指引

◼ 賽事供應商

⚫ 循環經濟

⚫ 在地採購

◼ 媒體傳播業

⚫ 參與倡議

◼ 賽事場館單位

⚫ 環境友善場域

◼ 跑友

⚫ 永續跑友

◼ 學術界

⚫ 專業轉譯

⚫ 溝通協調

⚫ 循證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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