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體育署 

赴國外地區報告（類別：出席會議） 

 

 

 

 

 

辦理「2025 APEC運動政策網絡

(ASPN)圓桌會議暨國際論壇」 

返國報告 

 
 

 
 
 

 
 

 

 

服務機關：教育部體育署 

    姓名職稱：許秀玲組長 

                        林秀卿科長 

                 曾瀚平科員 

                  派赴國家：日本東京 

                  出國期間：114.02.05-08 

                  報告日期：114.02.27 
  



摘要 

教育部體育署自105年於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人力資源發展工作小組(Human Recourses Development Working Group, HRDWG)

架構下倡議成立「APEC運動政策網絡」(APEC Sports Policy Network, ASPN)，並於

臺北設立 ASPN秘書處，每年辦理 ASPN會議，邀請 APEC經濟體之政府官員及運動

組織代表共同參與，透過 ASPN平臺分享各國體育相關政策及標竿案例。並藉由

ASPN平臺，將我國運動創新團隊帶往國際，協助團隊介接國內外合作資源，同時推

廣運動創新教育，培育運動創新人才。 

 今年為持續關注體壇中多元平等包容政策(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DEI)及運

動賽事中運動科技應用，於114年2月5日至8日赴日本橫濱辦理「2025 APEC 運動政策

網絡(ASPN)圓桌會議暨國際論壇」，除圓桌會議外，亦安排來自不同國家的運動創新

團隊介紹相關創新科技，期藉此商機媒合，拓展國際市場。本署由國際及兩岸運動組

許秀玲組長、林秀卿科長及曾瀚平科員出席。 

 本次除辦理國際會議外，亦於會前拜會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會後拜會東京

都廳生活文化體育局及2025聽障奧運組委會，推廣介紹臺灣品牌賽事計畫，並邀請各

APEC經濟體來臺參加「2025 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及「2026 花蓮國際少年運動

會」，此外，體育署於106年加入「國際賽會活動主辦單位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ent Hosts, IAEH)，其組織成員包括各國政府、城市、民間單位等大型

活動辦理單位，且來自歐洲的城市居多，體育署也藉本次行程介紹並邀請各經濟體及

東京都廳加入，強化亞太地區體育交流；會議及相關行程參訪由本署委託國立陽明交

通大學產業加速器暨專利開發策略中心及中華民國中小企業總會共同辦理。 

 本報告內容述及本次辦理會議目的、過程及成果重點紀要，並針對此次參與會議

所見提出心得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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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教育部體育署自105年於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人力資源發展工作小組

(HRDWG)架構下倡議成立「APEC運動政策網絡」(APEC Sports Policy Network, 

ASPN)，並於臺北設立 ASPN秘書處，每年辦理 ASPN會議，邀請 APEC經濟體之政

府官員及運動組織代表共同參與，透過 ASPN平臺分享各國體育相關政策及標竿案

例。並藉由 ASPN平臺，將我國運動創新團隊帶往國際，協助團隊介接國內外合作資

源，同時推廣運動創新教育，培育運動創新人才。 

本次會議係體育署114年度參與 APEC人力資源發展工作小組(HRDWG)自費提案

計畫中執行項目之一，並於113年12月6日經 APEC秘書處審核通過。去(113)年在臺北

辦理「2024 ASPN圓桌會議」，共計12個經濟體代表出席，其中日本代表於會中建議

可規劃於該國辦理會議，爰本次會議移師至日本辦理。 

本次安排於114年2月5日至8日赴日本橫濱辦理「2025 APEC運動政策網絡(ASPN)

圓桌會議暨國際論壇」，持續關注體壇中多元平等包容政策(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DEI)及運動賽事中運動科技應用。除6日辦理國際會議外，亦於會議前後安

排拜會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東京都廳生活文化體育局及2025東京聽障奧運組委

會，推廣介紹臺灣品牌賽事計畫，並邀請各 APEC經濟體來臺參加「2025 雙北世界壯

年運動會」及「2026 花蓮國際少年運動會(International Children’s Games, ICG)」，同時

宣傳並邀請東京都廳加入國際賽會活動主辦單位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ent 

Hosts, IAEH)，強化國際交流。  

一、 活動日期：114年2月5日至8日，計4天。 

二、 行程： 

日期 行程摘要 

2月5日(三) 
搭乘長榮航空 BR192班機於上午11時5分抵達東京羽田機場 

下午4時30分拜會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2月6日(四) 辦理「2025 ASPN圓桌會議暨國際論壇」 

2月7日(五) 
上午10時30分拜會東京都廳生活文化體育局 

下午3時30分拜會2025東京聽障奧運組委會 

2月8日(六) 下午2時搭乘長榮航空 BR197班機返回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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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一、 拜會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為我國在日本的官方代表機構，本次於2月5日(星期三)

下午4時30分拜會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成員包括外交部劉柏君無任所大使、體

育署國際及兩岸運動組許秀玲組長、林秀卿科長、曾瀚平科員、臺灣品牌賽事計畫主

持人暨中華奧會執委林廷芳、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林芬岑秘書長及黃筱洛副組

長，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由李逸洋大使親自接見、並由代表處教育組黃冠超組長

及曹美娟秘書陪同。  

會中劉柏君大使首先分享為推廣運動中性別平等議題及協助弱勢兒少運動員，建

立臺灣運動好事協會，於2023年辦理青少年運動傷害預防與自我保護營，並與美國國

務院和美國在臺協會合作，致力將相關計畫推動至世界各地，不僅能幫助女性運動員

及弱勢運動員，更可達到運動外交。另體育署許秀玲組長分享我國將於2026年於花蓮

辦理國際少年運動會(International Children’s Games, ICG)，ICG以城市為組隊參賽隊

伍，每年舉辦夏季及冬季運動會，是針對12至15歲的青少年設計的賽會，主要精神是

透過各種運動項目比賽，讓青少年了解不同的城市與文化特色，並藉由運動交流促進

友誼，培育國際競爭力，係以交流為目的，而非競技取向。我國繼2002年在臺北市與

2016年在新北市辦理後，將於2026年再次於花蓮縣舉辦，本次也藉此行請駐日代表處

協助宣傳，期能有更多亞洲城市組團報名。臺灣品牌賽事計畫主持人林廷芳也提到為

每年辦理臺灣品牌賽事研習營，促進國際賽事間交流及提升國內賽事單位辦賽能力，

今年將邀請日本2027關西世壯運組委會來臺接旗與參加預計於5月辦理之國際論壇。 

李逸洋大使則提到未來可規劃我國職棒與日本職棒二軍友誼賽，除了提升雙方棒球實

力外，也可增進臺日體育交流。 

二、 辦理「2025 ASPN圓桌會議暨國際論壇」 

(一)2025 ASPN圓桌會議 

「2025 ASPN圓桌會議」議程 

09:00-09:30 Meeting Op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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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 of Sports Administration, Ms. Maggie Hsu 

-Director of ASPN Secretariat, Dr. Hank Huang 

09:30-09:50 

APEC Updates 

-Program Director of HRDWG, Ms. Siti HARLENA Harris Lee 

-Secretary-General of ASPN Secretariat, Dr. Michael Lin  

09:50-10:50 

Best Practices Sharing1: 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DEI) in Sports 

Australia- Australian Sport Policy Focus: Creating inclusive sporting 

environments 

Indonesia- Strategy of increasing sport disability participation with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approach in Indonesia 

Japan- DEI in Sports 

Malaysia- Women in Sports 

Chinese Taipei- Safe Sports& Gender Equity 

Viet Nam- Gender Equality in Sports in Viet Nam 

10:50-11:00 Tea Break 

11:00-11:30 

Best Practices Sharing2: Sports Innovation X Sports Events 

Chinese Taipei- Sports Technology Implementation in Sport Events 

                        - 2025 Sports Event Taiwan Workshop 

Thailand- Sports Events in Thailand 

11:30-11:40 Closing 

上午會議先由體育署許秀玲組長及 ASPN秘書處黃經堯執行長進行開場致詞，感

謝各國代表撥冗參加本次會議，接著由 APEC秘書處人力資源發展工作小組

(HRDWG)計畫主任 Siti HARLENA Harris Lee女士分享 APEC HRDWG今年發展方

向，並提及 ASPN對於 APEC願景及 HRDWG的重要性，期待未來能與 APEC相關政

策有更多合作可能性。 

本次會議案例分享主題為 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DEI) in Sports及 Sports 

Innovation X Sports Events，DEI不只是體育永續發展的重要指標，更為 APEC優先發

展事項及奧林匹克運動核心價值；而近期因環境永續意識持續升高，各國大型賽會籌

辦單位也開始思考如何透過運動創新科技應用優化辦賽體驗並達成環境永續目標。各

經濟體出席代表分享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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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聚焦在「全民運動」的戰略目標，並特別關注婦女、身障人士及使用非英語

語言（LOTE）族群的參與。此外也制定「Play Well」國家體育戰略，以全民運動為

主軸，讓全民皆能找到自己的運動舞臺，並相信 Play Well 最終能導致Win Well，與

精英體育發展做出區隔。印尼於去年成立體育平權部門，並根據《2022年所設立的第

11號體育法》，透過四項法律基礎推動全民運動，其中特別關注身心障礙體育發展，

期望能藉由立法及成立新的體育部門，來提升身心障礙族群與全民運動發展。日本於

會議中討論其「體育與 SDG 指標」，考量 DEI政策在日本國內體壇尚未完全落實，日

本特別與聯合國專家學者合作，提出《多元運動指南》以推動 DEI政策在日本體育領

域的應用。馬來西亞提出《2021-2025 女性運動行動計畫》，涵蓋五大構面，包括政策

與法規、發展與基礎建設、參與與投入、研發、推廣與倡議，共8項目標、19項策略

及45項行動，且馬來西亞政府自2021年起每年投入500萬令吉，以支持並推廣女性運

動發展。我國則分享2023年舉辦的「女孩，勇敢擊球」青少年運動傷害預防與自我保

護營，以及與巴勒斯坦棒球及孟加拉女子籃球發展計畫，展現運動外交推廣性別平等

與青年賦權等議題。越南提及女性在越南體育事務領導層級比例之提升，不僅彰顯了

對菁英女運動員的認可與支持，也擴增女性於體育產業擔任重要職務之機會，此外越

南也與日本成城大學簽訂「ASEAN-Japan Gender Equality in Sports Project」，推廣東南

亞體育活動中女性參與率。 

關於 Sports Innovation X Sports Events，我國分享為了促進國際賽事間交流互鑑，

提升國內辦賽單位能力，長期辦理「臺灣品牌國際賽研習營系列論壇」，提供各國大

型體育賽事主辦單位一個交流的平臺，並廣邀 ASPN各會員經濟體的賽事主辦單位參

與2025年臺灣品牌國際賽研習營系列論壇，共享最佳案例實踐並互相學習。此外，

「2025 ASPN運動創新培育計畫」將於2025年3月至7月推出，本期重點圍繞在國際賽

會應用及女性創業家，希望於 ASPN 網絡內以科技導入賽會提升其能量，並提倡多元

參與，實踐其產業內部的多元、平等與包容(DEI)。泰國代表分享辦理2025年 MotoGP

泰國大獎賽等大型賽事所帶來的經濟影響，該賽事創造約7,000個就業機會，並帶來超

過140,000美元的經濟效益，展現如何透過運動賽事帶動經濟。 

除各經濟體針對會議主題分享最佳實例外，前東京2020奧運會票務與 CRM總監

Mr. Hidenori Suzuki、日本運動觀光聯盟(JSTA)秘書長Mr. NAKAYAMA Tetsuo及國際

賽會活動主辦單位協會(IAEH)商務經理 Dr. Alexander Chrysanthou也分享了其在各組

織籌辦大型賽會之經驗及資源，尤其是2020年東京奧運，如何在疫情的影響下調整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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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方式及協調各相關單位，以利賽事順利進行。 

APEC秘書處 HRDWG計畫主任 Siti HARLENA Harris Lee女士再次感謝各經濟體

代表出席與分享，並表示本次會議內容引人省思，充分展現各經濟體的努力與合作，

使本次會議圓滿成功，也期望未來能持續透過 ASPN平臺與 AEPC合作，促進交流並

推動更多合作機會。 

(二)2025 ASPN國際論壇 

「2025 ASPN國際論壇」議程 

13:30-13:45 

ASPN Forum Opening 

-Director of Fun Sports in Taiwan Program, Mr. Tim Lin 

-Director of ASPN Secretariat, Dr. Hank Huang 

13:45-13:55 
Keynote1: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Games 

-Director of Sports Administration, Ms. Maggie Hsu 

13:55-14:45 

Panel 1: ASPN X Major Event 

Moderator: Director of ASPN Secretariat, Dr. Hank Huang 

Speakers: 

-Director of Sports Authority of Thailand, Dr. Nittaya Kerdjuntuk 

-Director General of Japan Sport Tourism Alliance, Mr. NAKAYAMA 

Tetsuo 

-Deputy Director of 2027 Kansai World Master Game, Mr. 

TAKAHASHI Tora 

14:45-15:05 

Keynote 2: 2026 Aichi-Nagoya Asian Games& Asian Para Games 

-Public Relation Team, PR & Media Section, Aichi-Nagoya Asian Para 

Games Committee, Ms. Mutsuko Kato 

15:05-15:35 
Sports Tech Startups Demo show: BiiB (Malaysia), Fortune AI (Taiwan), 

NeuinX (Taiwan) 

15:35-16:25 

Panel 2: A Healthier Society 

Moderator: Former Managing Executive & Head of Ticketing& CRM, 

2020 Tokyo Games, Mr. Hidenori Suzuki 

Speakers: 



6 
 

-Nagoya University, Dr. Shingo Shimoda 

-J League: Mr. Michihiro Oishi, Mr. Yuji Ikuma, Ms. Naomi Ikeda 

16:25-16:35 
Keynote 3: Impact of Major Event 

-Business Manager of IAEH, Dr. Alexander Chrysanthou 

16:35-17:15 
Sports Tech Startups Demo show: PongFox (India), Talnets 

(Switzerland), Wave Company (Korea) 

17:15-17:30 Closing Ceremony 

17:30-18:00 Network 

下午的論壇由臺灣品牌賽事計畫主持人林廷芳及 ASPN秘書處黃經堯執行長開場

歡迎各 ASPN經濟體的參與，首先由體育署許秀玲組長，同時為國際少年運動會

(ICG)委員，介紹 ICG。ICG於1968年創辦，以城市為組隊參賽隊伍，每年舉辦夏季及

冬季運動會，1994年獲得國際奧會(IOC)正式認可，是針對12至15歲的青少年設計的

賽會，主要精神是透過各種運動項目比賽，讓青少年了解不同的城市與文化特色，並

藉由運動交流促進友誼，培育國際競爭力，非屬競技性質賽會。每次比賽約30個國

家、80個城市，1,500名選手參加。我國繼2002年在臺北市與2016年在新北市辦理後，

將於2026年再次於花蓮縣舉辦，另外因為大多數成員來自歐洲，因此亞洲城市很少參

加，亞洲僅有臺北市、曼谷、新北市及大邱曾主辦過，因此期盼2026年能有更多亞洲

城市組團參加，除參加賽事外，也能夠藉機來臺體驗臺灣人文風景。 

下午第1場座談會由 ASPN黃經堯執行長擔任主持人，邀請到泰國體育總局主任

Dr. Nittaya Kerdjuntuk、JSTA秘書長Mr. NAKAYAMA Tetsuo及2027關西世壯運組委

會副主任Mr. TAKAHASHI Tora，共同針對大型賽會如何帶動經濟及提升主辦城市意

象進行交流分享，泰國體育總局主任 Dr. Nittaya Kerdjuntuk提到辦理2025年 MotoGP

泰國大獎賽，預估將創造約7,000個就業機會，並帶來超過14萬美元的經濟效益，

JSTA秘書長Mr. NAKAYAMA Tetsuo則表示日本大館市為籌備2020東京帕拉林匹克運

動會，辦理地板滾球訓練營，並邀請各國隊伍進行交流訓練，最終地板滾球也成為大

館市城市意象設計之重要元素。2027關西世壯運組委會副主任Mr. TAKAHASHI Tora

以賽事宣傳片做為開場，並分享了賽事目前的籌備情形，預估帶來1,461億日圓的經濟

效益，同時帶動相關城市觀光發展，最終帶動全民運動風氣。 

接著2026名古屋亞帕運組委會分享了亞帕運的籌辦情形，第20屆亞運將會是日本

第3次主辦，而第5屆帕拉林匹克運動會將會是日本首次主辦，2場賽事皆使用現有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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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作為競賽地點，此外，組委會也分享了賽事吉祥物及賽徽，並且標語為「Imagine 

One Asia」，期待能藉由賽事讓大家團結，並讓世界看見亞洲。 

第2場座談會由前東京2020奧運會票務與 CRM總監Mr. Hidenori Suzuki擔任主持

人，邀請名古屋大學 Dr. Shingo Shimoda教授及日本 J League針對如何透過運動科技

提升選手運動表現及社會健康狀況進行討論，Shimoda教授任教於名古屋大學醫學

部，目前正著手研究運動科技應用與生物力學，及選手如何透過感知影響動作。日本

J League則分享目前聯盟有約60個俱樂部參加，並且持續與各國辦理交流活動，其中

更於去年與中華民國足球協會簽訂協議，推廣雙方足球發展及選手實力，另外聯盟也

開始應用人工智慧科技，分析選手數據及設計訓練菜單，將訓練效益最大化。 

再來由 IAEH商務經理 Dr. Alexander Chrysanthou介紹 IAEH，IAEH為非營利組

織，組織成員包含各國政府、城市、民間單位等大型活動辦理單位，且來自歐洲的城

市居多，因此也藉本次論壇宣傳推廣，期待未來能有更多亞洲城市參與，擴大國際體

育交流。 

除了座談會及主題分享，本次論壇特別重視運動創新人才培育及運動科技於賽事

應用，因此邀請到各國的運動創新團隊介紹相關技術，期待藉此商機媒合，拓展國際

市場。參加團隊名單如下: 

團隊名稱 說明 

馬來西亞 BiiB 

BiiB提供線上馬拉松賽事平臺，將個人跑步或步行

活動紀錄上傳，以團隊為單位累計公里數，其願景

係將跑步與步行融入日常生活，促進健康生活。 

臺灣 FortuneAI 

Fortune AI利用先進的人工智慧技術提升水上安全，

整合水域周邊攝影系統，提供風險偵測及即時警

報。實現對各類水域環境的監控，提升水上活動安

全。 

臺灣 NeuinX 

NeuinX採用籃球分析 SaaS 平臺，運用 AI 影像分析

技術解析比賽畫面，並標記提取球場上進球動作及

關鍵資訊，以實現即時精彩片段分享。 

印度 PongFox 
PongFox透過網路設計網路乒乓球機器人，適用於

不同程度的乒乓球愛好者。 

瑞士 Talnets Talnets用運 AI及大數據分析技術，自動在比賽影片



8 
 

中識別具有潛力之足球人才，讓那些尚未被發掘的

年輕運動員被看見。 

韓國Wave Company 

Wave Company將科技導入運動服飾，製造運動貼紮

服飾與健康穿戴裝置，幫助使用者監控運動疲勞修

復及提升運動表現。 

三、 拜會東京都廳生活文化體育局及2025東京聽障奧運組委會 

(一)拜會東京都廳生活文化體育局 

東京都廳為東京都政府所在地，為日本行政管理重要機構， 2020年東京奧運雖受

疫情影響，東京仍有效採取適當應變措施並協調各相關辦賽單位，成功順利辦理，值

得學習。因此本次特別安排拜會東京都廳，期望能針對辦理大型賽會有更多知識分享

及交流。東京都廳生活文化體育局由副局長Mr. Toshihide Watanabe、國際關係處主任

Ms. Akiko Nagano及課長Mr. Kentaro Wakabayashi代表接見。 

主任Ms. Akiko Nagano首先分享東京都廳在舉辦2019橄欖球世界盃及2020東京奧

運暨帕運後，瞭解到大型體育賽事能有效團結人民，因此開始致力推動國際運動參與

並積極爭取國際賽會主辦權，今年將於東京辦理「2025年世界田徑錦標賽」(World 

Athletics Championships Tokyo 2025)及「2025年東京達福林匹克運動會」(Tokyo 2025 

Deaflympics)，此外，東京也在今年設計「Miru Cafe」概念咖啡館，Miru在日文代表

「看得見」，咖啡館裡透過科技將語音和其他語言轉換成文字，致力打造讓聽障者及

聽人都能交流之環境，而咖啡館中也會播放歷年聽障奧運精彩畫面，期待讓更多人能

感受聽障者族群的文化及生活。 

體育署許秀玲組長感謝東京都廳的分享，並請 ASPN秘書處黃經堯執行長簡短介

紹 ASPN及相關活動，臺灣品牌賽事計畫主持人林廷芳也宣傳推廣臺灣品牌賽事研習

營及2025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並邀請東京都廳來臺參加5月份的國際論壇及世壯運

開幕典禮，持續增進國際交流。應東京都廳的要求，許組長進一步分享 ICG相關資

訊，ICG是針對12至15歲青少年設計的賽會，主要精神是透過各種運動項目比賽，讓

青少年了解不同的城市與文化特色，並藉由運動交流促進友誼，培育國際競爭力，非

屬競技性質賽會。以城市為組隊參賽隊伍，由於在歐洲成立，參賽國家以歐洲城市居

多，2026年將於我國花蓮縣登場，許組長也藉此邀請鼓勵各經濟體及東京都廳組團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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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並期盼能透過東京都廳協助宣傳推廣，讓更多亞太地區城市組隊報名。  

(二)拜會2025東京聽障奧運組委會 

2025東京聽障奧運組委會負責籌備及推廣2025年東京達福林匹克運動會(Tokyo 

2025 Deaflympics)，包含賽事規劃、運動員培訓及無障礙體育環境建設等工作。本次

拜會由組委會體育運動組組長Mr. Yoh NAKADOR代表接見。Mr. Yoh NAKADOR首

先分享了聽障奧運的獨特性，包含選手資格限制為優耳聽力損失55dB以上、比賽期

間不得使用助聽器、為避免噪音影響選手，觀眾並不會以鼓掌來為選手加油等事宜，

另外日本聽障聯盟(Japanese Federation of the Deaf, JFD)於2018年即開始進行申辦作

業，並於2022年在國際聽障運動總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Sports for the Deaf, 

ICSD)年會正式通過，由東京取得主辦權，JFD也在2023年與日本東京都廳簽署合作

協議，共同辦理2025年東京聽障奧運， 2024年則公布賽徽及獎牌設計，其中賽徽更是

筑波技術大學學生提出，筑波大學是日本唯一一所為聽障及視覺障礙者設立之國立大

學，賽徽設計採用手部元素，象徵聽障者必須透過手語溝通，而最終邀請高中生及國

小生投票選出，作為賽會賽徽。此外，2025年東京聽障奧運預計有3,000位選手，來自

70至80個國家參賽，21項比賽項目將在17個場館分別辦理，其中17個場館皆為現有場

館，估計帶來約13億日圓的經濟效益。 

此次拜會，除瞭解即將在東京登場的百年聽障奧運工作事項外，也進一步認識對

於國際性身心障礙運動賽事籌備的流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東京都廳及賽會單位對

於此類身心障礙賽事的工作分配相當細緻而周延，不僅涵蓋場館無障礙設施的優化與

測試，也包含賽會志工人力培訓、交通運輸規劃以及緊急應變機制的建置。本次拜會

讓我們意識到，成功的國際賽事不僅需要縝密的賽前規劃，更需要各賽事單位緊密協

調溝通及合作，才能順利完成。 

參、 心得及建議 

一、 會議主題切合國際主流價值 

本次會議主題結合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提倡性別平權議題，各經濟體成員踴躍分

享目前實施的相關政策，包括澳洲、印尼、馬來西亞、日本、越南、泰國及我

國，皆說明如何透過相關政策及計畫，提升各項體育活動中女性參與率及促進性

別平等意識。未來會議主題將持續結合最新國際趨勢，期透過各經濟體分享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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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及最佳案例，互相學習交流。 

二、 ASPN平臺有助深化臺日運動交流 

本次圓桌會議暨國際論壇共有來自13個國家派員參與，除辦理 ASPN會議外，亦

安排拜訪東京都廳生活文化體育局及2025東京聽障奧運組委會，體育署也藉本次

行程宣傳推廣2025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2026花蓮國際少年運動會(ICG)及臺灣賽

事研習營國際論壇，其中東京都廳官員熱情接待 ASPN成員，並不吝分享其運動

城市發展願景，且對國際少年運動會(ICG)亦表示有興趣更進一步瞭解，顯見其對

ASPN之重視，此一平臺有助深化臺日運動交流。 

三、 ASPN會議有助拓展國際交流管道 

體育署自105年於 APEC人力資源發展工作小組(HRDWG)架構下成立 ASPN網

絡，每年經 APEC同意辦理專家會議，邀請各 APEC經濟體之體育相關部門政府

官員及運動組織代表共同參與，進行政策對話及案例分享，並透過 ASPN平臺推

廣我國運動創新實例及強化國際體育交流，因歷年來參與 ASPN會議的經濟體皆

以亞太地區國家為主， 未來將持續透過 ASPN平臺邀請各國參與，並加強與非亞

太地區國家鏈結，拓展及深化我國國際體育交流，以利掌握國際最新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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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錄 

一、 活動照片 

  

與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合影 ASPN圓桌會議 

 

 
ASPN圓桌會議各成員合影 APEC HRDWG計畫主任代表致詞 

  
許組長分享臺灣品牌國際賽研習營 ASPN國際論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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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交流分享情形 座談會分享者合影 

 

 

拜會東京都廳生活文化體育局 許組長致贈2025雙北世壯運吉祥物予副局長 

  
2025東京聽障奧運組委會分享賽事背景 與2025東京聽障奧運組委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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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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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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