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規名稱：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修正日期：民國 114 年 01 月 03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4年 1月 3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300126181號令增訂公布第 7-1～7-3

條條文

第 1 條

為促進運動產業之發展，營造運動產業良好的經營環境，積極提升競爭力

與國際接軌，並為國人建構優質運動休閒環境，特制定本條例。

運動產業之發展，依本條例之規定。其他法律規定有較本條例更有利者，

從其規定。

第 2 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第 3 條

本條例所稱運動事業，指從事運動產業之法人、合夥、獨資或個人。

本條例所稱體育團體，指以體育推展為宗旨，依法設立之非營利性組織。

第 4 條

本條例所稱運動產業，指提供民眾從事運動或運動觀賞所需產品或服務，

或可促進運動推展之支援性服務，而具有增進國民身心健康、提升體能及

生活品質之下列產業：

一、職業或業餘運動業。

二、運動休閒教育服務業。

三、運動傳播媒體或資訊出版業。

四、運動表演業。

五、運動旅遊業。

六、電子競技業。

七、運動博弈業。



八、運動經紀、管理顧問或行政管理業。

九、運動場館或設施營建業。

十、運動用品或器材製造、批發及零售業。

十一、運動用品或器材租賃業。

十二、運動保健業。

十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產業。

前項各款產業內容及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各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定之。

第 5 條

本條例所稱大型運動設施，指因供重大國際賽會使用且在一定規模以上之

運動建設；其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6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運動產業發展綱領，每四

年檢討修正，報請行政院核定。

地方政府依前項綱領，得訂定運動產業發展策略；訂定時，得會商各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為利運動產業發展，地方政府得設置運動發展基金。

中央主管機關得以專責法人辦理本條例相關業務。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置運動產業統計資料庫，並

定期公告之。

第 7 條

為促進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發展，各級政府與公營事業得配合國家體育政

策及運動產業發展綱領，出資經營運動團隊。

前項運動團隊應聘僱具有體育專業或經營管理經驗之人員，並得以法人方

式經營。

各級政府與公營事業進行出資之前置作業，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提供輔導或



獎助。

第 7-1 條

各級政府與公營事業出資經營運動團隊之隊伍數量應注意性別比例平等原

則。

第 7-2 條

為健全職業與業餘運動業之發展，中央主管機關應積極輔導相關賽事之運

動員工會或團體成立。

前項運動員工會或團體之輔導、獎勵、補助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7-3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制定並推動防治運動賭博政策，輔導職業與業餘運動員團

體建立防治運動賭博之信託基金機制及辦理法治教育。

以強暴、脅迫、詐術、利誘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運動競技賽事之公平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三千萬元

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各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五千萬

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或三人以上共同犯第二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項及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項運動競技賽事範圍如下：

一、職業運動聯盟舉辦之職業運動賽事。

二、特定體育團體舉辦之企業聯賽。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與運動產業發展有關之重要運動競技賽事

    。



第 8 條

主管機關為推展運動產業發展，對於下列事項，得採取適當之輔導或獎助

措施：

一、建立異業合作模式，提供創新商品或創新服務。

二、拓展國際市場、建立自有品牌。

三、辦理運動產業產學合作、創業育成及輔導。

四、培植運動產業專業人才。

五、建立產業媒合及交流資訊平台、蒐集產業市場資訊。

六、運用資訊科技提升運動產業服務品質或提高運動產業競爭力。

七、提供運動產業貸款利息補貼及信用保證。

八、提升重大國際賽事之觀賞人口。

九、民眾從事觀賞性或參與性運動消費支出。

十、整合地方資源推動運動產業發展。

十一、運動場館設施之興整建與營運。

十二、推展運動產業研發、生產、行銷、推廣及授權等產業活動。

十三、其他促進運動產業發展之事項。

前項輔導或獎助對象、資格條件、審核基準、申請程序、獎助方式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9 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運動事業或營利事業聘用績優運動選手從事有助運動推展

或提供運動相關服務等事項，其薪資支出金額百分之三十限度內，得專案

編列經費補助之，每人累計補助期間以五年為限。

前項運動事業、營利事業及績優運動選手之對象、範圍、認定基準、補助

之程序、額度、方式、限制、撤銷或廢止之事由、追繳及其他應遵行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0 條



為培育運動事業人才，政府應充分開發、運用運動事業人力資源，整合各

種教學與研究資源，鼓勵大專校院及運動產業進行產官學合作研究及人才

培訓。

政府得協助地方政府、大專校院及運動事業充實運動事業人才或體育專業

人員，並鼓勵其建置相關設施，開設相關課程，或興辦競賽、觀摩、創作

，與展演。

第 11 條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依運動產業發展需要，委託或輔導補助民間機

構訂定運動產業人才職能基準，並促進國際相互承認，以作為民間單位人

才培訓、延攬及能力鑑定之參考。

前項委託或輔導補助之對象、資格條件、審核基準、申請程序、核定機關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12 條

為培養國民運動習慣，並振興運動產業，主管機關得編列預算補助學生參

與或觀賞運動競技或表演。

前項補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3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相關政府機關、金融機構及信用保證機構，建立運動

產業發展投資之優惠融資管道及信用保證機制，協助運動事業取得推展運

動業務所需資金。

第 14 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運動事業引進運動產業相關之關鍵技術、發展國際或自有

品牌，並有助運動產業之創新及發展者，得補助之，並提供相關國際市場

拓展及推廣銷售之協助。

前項補助之對象、資格條件、審核基準、申請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經濟部定之。



第 15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公民營事業、法人或自然人

依法設置運動產業園區，並會商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給予必要之輔導

、補助、獎勵。

前項輔導、補助、獎勵之對象、資格條件、審核基準、申請程序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6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提供專業輔導資源，協助重點運動賽事之申辦、籌備及運

作管理。

前項重點運動賽事擇定及協助作業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7 條

（刪除）

第 18 條

（刪除）

第 19 條

公有公共運輸系統之場站或相關設施之主管機關，應保留該場站或相關設

施一定比率之廣告空間，優先提供予運動產品或服務，以優惠價格使用；

其比率及使用費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20 條

運動產業之從業人員，具有特殊專業實務、造詣或成就，足以勝任教學工

作者，得依據大學法第十七條第四項及專科學校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應聘擔任學校相關課程之教職，不受教師聘任有關學歷限制之規定。

第 21 條

為協助運動產業發展並因應相關事業環境變動俾利延攬外籍專門性或技術

性工作人員來臺，外籍從事運動產業之人員來臺從事短期商務活動、技術

指導、專業表演等，並未受僱我國內之任一雇主，得憑停留簽證同意其停



留期限十四日以下免申請工作許可。

運動產業聘僱外國人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之工作，其申請

工作許可之雇主及受僱人條件及應備書件，得比照華僑或外國人經政府核

准投資或設立事業，聘僱外籍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人員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 22 條

為促進運動產業之發展，政府得以出租、授權或其他方式，提供其管理之

圖書、史料、典藏文物或影音資料等公有資產。但不得違反智慧財產權相

關法令規定。

依前項規定提供公有資產之管理機關，應將對外提供之公有資產造冊，並

以適當之方式對外公開。

管理機關依第一項規定取得之收益，得保留部分作為管理維護、技術研發

與人才培育之費用，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及地方政府公有財產管理法令

規定之限制。

利用人係為非營利目的而使用公有資產時，管理機關得採優惠計價方式辦

理。

公有資產之出租、授權、收益保留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或自治法規，由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第 23 條

運動事業舉辦運動賽事、活動或展演場所需使用公有非公用不動產，經中

央主管機關轉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者，不動產管理機關得逕予出

租，不受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二條及地方政府公有財產管理法令相關出租之

限制。

第 24 條

體育團體舉辦之運動賽事或活動，符合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八條

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者，其門票收入免徵營業稅。

前項運動賽事、活動範圍及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 24-1 條

政府應致力於保障民眾觀賞運動賽事或活動之權益，確保運動賽事或活動

票券正常流通。

將公開販售之運動賽事或活動票券，以超過票面金額或將該運動賽事或活

動無票面金額票券定價販售者，按票券張數，由主管機關處每張票面金額

或無票面金額票券區域對照所應販售票面金額之十倍至五十倍罰鍰。將全

面或部分免費入場之運動賽事或活動免費票券定價販售者，按票券張數，

由主管機關處每張票券新臺幣一萬八千元以下罰鍰。

以虛偽資料或其他不正方式，利用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購買運動賽事或活

動票券，取得訂票或取票憑證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主管機關為調查或取締前二項違規事實，得洽請警察機關派員協助。

主管機關對於檢舉查獲第二項、第三項規定之行為，除應對檢舉人身分資

料嚴守秘密外，並得酌予獎勵。對於檢舉人身分資料之保密，於訴訟程序

，亦同。

前項主管機關受理檢舉案件之管轄、處理期間、保密、檢舉人獎勵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5 條

為促進運動產業發展，公司投資於運動產品或服務之研究、發展支出金額

，得依有關稅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減免稅捐。

第 26 條

營利事業合於下列之捐贈，得依所得稅法第三十六條第一款規定以費用列

支，不受金額限制：

一、捐贈經政府登記有案之體育團體。

二、培養支援運動團隊或運動員。

三、推行事業單位本身員工體育活動。



四、捐贈政府機關及各級學校興設運動場館設施或運動器材用品。

五、購買於國內所舉辦運動賽事門票，並經由學校或非營利性之團體捐贈

    學生或弱勢團體。

前項實施辦法及其他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 26-1 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培養支援運動員，得設置專戶，辦理個人對運動員捐贈有

關事宜。

個人透過前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運動員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

，得依下列規定作為列舉扣除額：

一、未指定捐贈特定之運動員者，為對政府之捐贈，全數作為列舉扣除額

    。

二、指定捐贈特定之運動員，視同對所得稅法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之教育

    、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之捐贈，依同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二目之一規定作為列舉扣除額。

個人符合前項所得稅列舉扣除之金額，不計入遺產及贈與稅法之贈與總額

。

第一項專戶之設置、資金之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及監督、第二

項運動員之認可、受贈資金之用途、個人列舉扣除之範圍、減除方法、應

附之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 26-2 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之發展，得設置專

戶，辦理營利事業捐贈有關事宜。

營利事業透過前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捐贈，

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在捐贈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內，按該金額之百分

之一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營利事業與受贈之職

業或業餘運動業間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在前開限額內，僅得按其捐贈金額



百分之一百，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營利事業透過第一項專戶對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

動業，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於申報所

得稅時，得全數按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

額中減除，不受前項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及但書之限制。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設置專戶接受營利事業依前二項規定之捐贈，

每年累積金額以新臺幣三十億元為限，並得於該總額限度內，針對不同運

動種類及受贈對象訂定得收受捐贈金額之上限。

第一項專戶之設置、資金之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及監督、第二

項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認可、受贈資金之用途、關係人範圍、減除方法、

應附之證明文件、第三項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之要件及範圍、

前項得收受捐贈之種類、受贈對象及金額上限之規定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二項及第三項得減除營利事業所得額之施行期間，對職業運動業之捐贈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二月七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日起十年，對業餘運動

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二月七日修正

之本條文施行日起五年。

第 27 條

民間機構符合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四條規定者，其參與新建、增建

、改建、修建或營運重大公共建設之運動設施，得依同法第三十六條至第

四十一條規定辦理。

第 28 條

民間機構開發經營大型運動設施經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者，其範圍內

所需之公有土地之取得等相關事宜，應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之相關

規定辦理。

第 29 條



民間機構開發經營大型運動設施經主管機關核定者，其範圍內所需用地如

涉及都市計畫或非都市土地使用變更，應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都

市計畫法及區域計畫法等相關法令辦理。

第 30 條

民間機構開發經營大型運動設施經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者，其所需之

聯外道路得由主管機關協調該管道路主管機關、地方政府及其他相關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興建之。

第 31 條

為促進運動場館業之發展，中央主管機關應針對重大投資案件，設置單一

窗口，會同中央有關機關辦理。

前項所稱重大投資案件，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有關機關定之。

第 32 條

主管機關對於發展運動產業建設所需之公共設施用地，得依法申請徵收私

有土地或撥用公有土地。

第 33 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本條例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