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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團隊資訊 

說明：參與人員及成員負責項目 

 
吳永生/經營管理處：資料收集、簡報設計、案例收集、魚骨圖分析 

賴杏雲/經營管理處：研究主題提案、議題背景撰寫、參考資料收集 

黃子庭/國際處：問卷設計、問卷資料分析、資料收集、創意發想 

蘇儷梅/國際處：簡報撰寫、排版、完槁 

葉世傑/總務處：廠商詢價、場地營運設計、創意發想 

陳宗壬/體育室：問卷發放、場地設計可行性分析、技術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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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提案簡介 

 

校園閒置空間的活化再利用，意即將現階段使用效能不佳而閒置之空

間，透過有系統性的轉型、重新設計，展現出新的使用功能，藉以達到永續發

展的目的。但現況，部分學校對於閒置空間，通常採取「現在只是暫時不用，

但未來可能會用」的保守態度，導致校園空間未能及時規劃，造成空間資源的

浪費與環境治安的死角。 

本研究選定「體育場館/場地」為研究對象，旨在探討閒置空間如何透過

各利害關係人(學生、教職員、空間管理單位-體育室同仁)的反饋，並參考其

他大學案例，研擬具可執行性的空間轉型活化的精進方案，藉以落實永續校園

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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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本研究 

1、議題背景 

與一般公用空間不同，學校是為達成 教育目的 所建立的空間；因此，

在討論如何活用學校的閒置空間之時，不能只從公共閒置空間再利用的一般性

思維思考，而是應該回歸本質，從教育的角度發想活化的規劃方案。 

本研究研究架構與內容，如下： 

1.1 研究架構： 

首先，定義學校「閒置空間」的意涵；再者，分析其閒置的原因與類

型；最後，產出規劃其再利用的創新思考/思維。 

1.2 研究內容： 

透過與相關單位，共同蒐集、分析資料，討論並歸納學校閒置空間的定

義、原因，以尋求可行的改善方案，以下為辦理步驟及說明： 

1.2.1 資料蒐集與問題定義： 

資料蒐集前，必須先定義「問題」所在，才能釐清需要蒐集哪些資料，

並擬定蒐集資料的行動計劃。茲就本階段各項工作流程，敘述如下： 

1.2.1.1 問題定義 

本研究首先將我校閒置空間聚焦於由體育室管理的體育場地，並將問題

定義如下： 

a. 目前，我校有哪些閒置的體育場地和可能的造成原因? 

b. 有哪些場地活化的可行方案? 

1.2.1.2 資料分類 

將需蒐集資料，分為「已經擁有的內、外部資源」及「可以透過什麼管

道取得尚未擁有的資料」兩類，說明如下： 

a. 已經擁有的內、外部資源： 

透過整理、分析、歸納本類資源，作為「我校閒置體育場地可再利用

之精進方案的假說/設」設定依據，例如：統計我校各體育場地的使

用率，包含課程使用、校內社團借用、對外開放租用...等資料；使

用 GOOGLE 搜尋、彙整其他大學開設的體育課程及使用的場地...等

等。 

b. 可以透過什麼管道取得尚未擁有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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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訪談」教職員、體育室同仁等利害關係人，推敲並整理我校目

前閒置體育場地的可能成因；透過「問卷施作」，了解學生對於那些

體育課程的修讀意願較高，即現在熱門的體育項目為何? 

1.2.2 施作問卷調查 

依據「本校共同教育課程實施辦法」，體育課程屬「校共同必修課

程」，本校大學部四年制學生畢業時，應修畢體育課程四學期(0 學分)；大學

部二年制學生，則應修畢體育課程 2學期(0 學分)。 

為能了解學生選修體育課程的實際需求與興趣，本研究彙整本校及其他

大學開設體育課程，作為調查學生修課意願的問卷選項，並發想本校體育場地

再利用、規劃之可能方案。 

1.2.3 分析體育場域閒置的定義、原因與類型： 

透過文獻探討及與教職員的訪談紀錄，歸納出學校閒置空間的產生原

因，有「原有的功能消失」、「預估使用率過於樂觀」、「後續修復經費不

足」、「社會整體及產業發展方向改變」...等。 

為能有效統計學校各體育場館的閒置狀況，本研究將學期期間的使用時

間分為： 

a.【上課時間】，週一~週五--08:00~18:00、 

b.【下課時間】，週一~週五--18:00~21:00、 

c.【放假時間】，週六~週日--整天、 

並於統計各校區體育場域使用率後，將閒置率 90%以上的空間，作為活化

可行性的研究對象。 

1.2.4 精進方案可行性研究： 

依據各項客觀條件，例如現有運動場地的重複性、改造舊有場地所需經

費、他校體育場館的配置...等，評估我校各閒置體育場地的優缺利弊，藉以

擇定標的場地及精進方案。 

1.2.5 精進方案預期效益： 

以「自負盈虧」為改造後體育場域的短期目標，以增加開放「學期間的

平日晚上」付費使用的方式創造額外收入，以支應衍生之人事(工讀生)及水電

成本。進一步，透過開設假日推廣教育課程、辦理寒、暑假營隊活動...等拓

展營收，將長期目標訂為，於一定年限內攤還改建閒置體育場地所需之整地、

購買設備...等建置成本。 

再者，學校可以從原本教授課程知識的定位出發，進一步結合學校周邊

社區資源，成為地區教育的傳遞中心，亦可提供課外活動的場所；透過規劃多

樣性的教育功能，引進新生命力，以及創造學校存在的永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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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料蒐集 

2.1 研擬閒置場地改建方案 

在當前的教育體系中，體育課程不僅是鍛鍊身體的機會，更是促進學生

全面發展的重要方式。在許多學校，都設有高爾夫球練習場(中興大學、實踐

大學、臺北醫學大學、中正大學、銘傳大學、崇右影藝科大) ，或已在體育課

程中已經加入了高爾夫球這項運動；而高爾夫球之所以日益重要，說明如下:  

2.1.1 教育部體育署推行 

教育部體育署在 104~107年推行「高爾夫球札根計劃」，在高中以下學

校設置簡易高爾夫球練習場，增加初學者的趣興，使學生有更多元的運動選

項；而後更連續多年補助高中以下學校推動高爾夫球運動實施計劃，成立高爾

夫球代表隊及運動社團。  

2.1.2 高爾夫協會「高爾夫六年振興計畫」 

為了追求高爾夫競技以及我國高爾夫運動長久發展之目的，以實現國家

高爾夫競技總體實力之提升，高爾夫球協會著手擬定「高爾夫重返榮耀六年振

興計畫（110 年-115 年）」，預算 13.5 億，蔡英文前總統於 2019 年 10 月 

28 日公開呼籲:「只要政府、體育界、企業界一起努力，支持國際賽事，支持

高爾夫協會的六年計畫，臺灣的高爾夫一定能持續在國際上發光發熱。」。  

2.1.3 流行趨勢 

以往因為參賽隊伍不多，高爾夫球一度自奧運項目中消失，近年來從事

高爾夫球的人口及運動賽事逐漸增加，自 2016 年起，高爾夫球重返奧運舞

台。  

2.1.4 重要產業 

臺灣高爾夫球產業出口，在 2022 年突破 3 成，創下新高，遙遙領先排名

居次的美國 12.5%，並連續 3年穩居世界龍頭寶座。根據 Statista Market 

Insights 預測，高爾夫球產業預計將持續成長，特別是亞太地區，在 2029年

之前，將會有 7.16％的複合年增長率。  

2.1.5 優質運動 

高爾夫球可以放鬆心靈、釋放壓力、訓練思維、豐富社交生活，瑞典醫

學院教授對 30 萬名高爾夫球手調查，平均預期壽命比同齡人長了 5 年，英國

研究結果，打高爾夫球能降低骨折及罹患糖尿病的風險，更重要的是，高爾夫

球適合各年齡、任何性別、各體型的運動。  

2.1.6 EMBA 校友聯誼 

https://sao.cufa.edu.tw/var/file/14/1014/img/59/2374855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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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EMBA 設有高爾夫球隊，校友總會亦設有高爾夫球聯誼會，若本校能

提供高爾夫球練習場地及課程，除增加一般學生體育課程選擇多樣性外，亦能

提供 EMBA 學生、校友相關練習資源，增進本校與校友、業界間之聯繫。  

綜上，本研究先提出「現有的閒置體育場地再利用為高爾夫球練習場」

這樣的假說/設，且因考量到，這樣的再利用方式，是否與利害關係人的需求

相符？是否會受歡迎並永續營運？故採用訪談與問卷調查，蒐集校內教職員生

的反饋意見與建議，以驗證前提假設/說是否為可執行的。 

2.2 問卷調查 

考量學生跨校選修體育課程所產生交通因素，問卷施作對象是建工校

區、楠梓校區、第一校區學生為主，問卷調查內容如附件，透過授課老師協助

發放填寫，共計回收問卷 283 份，問卷調查結果說明如下： 

2.2.1 運動興趣排行 

透過問卷調查學生對體育課程的喜好(可複選 1-3 種課程)，結果顯示：

在 29種體育活動中，「高爾夫球」(16%)熱門程度排名第 7，高於「網球」

(8%)、「足球」(2%)、「桌球」(13%)、「游泳」(8%)等傳統熱門運動，如圖 1

所示。 

而喜好程度高於高爾夫球之運動，除保齡球，本校均有專用場地供教學

及課後使用；且因保齡球屬室內運動，又本校現需活化之體育場館均為室外場

地(請參閱本文「3.1 場地閒置率盤點」內文說明)，為能增加現有閒置場地活

用的效能，故先不予考慮。 

 
 

圖 1、學生對體育課程興趣選擇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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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選課意願 

若學校有高爾夫球課程的場地，學生選修高爾夫球課程的意願，調查結

果顯示：「稍微有意願」、「有意願」及「非常有意願學生」合計達 49%，

「沒意見」佔 33%；合理推論，若有合適場地可供授課，至少有半數的學生有

意願選修高爾夫球課程，如圖 2 所示。 

 

 
圖 2、開設高爾夫球課程是否有意願選課一覽表 

2.2.3 付費使用場地 

調查學生是否有意願，於課外時間付費使用高爾夫球練習場時，僅 15%表

示「完全無意願」，顯示 85%的學生不反對付費使用，如圖 3 所示。 

 

 
 

圖 3、課外時間付費使用高爾夫球練習場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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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使用時段 

希望使用時段的調查結果，以「平日夜間」及「假日白天」最多，占比

為 50%及 45%，此可作為「課後增加開放時段」的參考，如圖 4 所示。 

 
圖 4、使用時段時段調查一覽表 

 

2.2.5 付費可接受金額 

可接受的費用區間，最多人選擇每盒(30 顆球)20-30 元(41%)，40-50元 

(38%) 次之，可作為定價策略之依據。 

 
 

圖 5、使用者付費可接受金額調查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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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前提的「現有的閒置體育場地再利用為高爾夫球練

習場」假說可為真：不僅符合學生體育課程選課需求，並透過增加開放課後付

費使用時段，創造收入支應增加人力(工讀生)所需費用，平衡場地經營成本，

亦可回應體育室同仁人力不足的問題。 

2.3 其他學校的案例及成效 

本研究以中興大學、實踐大學及銘傳大學的高爾夫練習場為例，分析其

場地條件、設備及效益。 

2.3.1 參考案例:中興大學  

中興大學高爾夫球練習場，原本為寬 43 公尺，長 17 公尺的草地，經整

治後，成為 20 個打擊區的簡易高爾夫球練習場，如圖 6及圖 7 所示。  

效益: 連續多年成為學生最熱門的體育課程    

(A)111 學年第 2 學期前三大熱門體育課    

 ....................................................................................... 高爾夫球: 

18%   

 ....................................................................................... 羽球: 13%   

 ....................................................................................... 游泳: 10%   
(B)112 學年第 2 學期前三大熱門體育課   

 ....................................................................................... 高爾夫球: 

17%   

 ....................................................................................... 羽球: 15% 

 ....................................................................................... 游泳: 8% 

 

圖 6 及圖 7、中興大學高爾夫球練習場 

 

2.3.2 參考案例:實踐大學 

實踐大學高爾夫球練習場，利用寬 30公尺，長 20公尺的屋頂，做成教

學用的簡易高爾夫球練習場，如圖 8及圖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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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除了學生上高爾夫球課之外，並同時開設社區高爾夫球的教學，

推廣社區教學，每週四兩小時合計共 20 小時，收費為 10,000

元.  

圖 8 及圖 9、實踐大學高爾夫球練習場 
 

2.3.3 參考案例:銘傳大學 

銘傳大學高爾夫球練習場，寬 25 公尺，長 50 公尺，結合射箭場、漆彈

及高爾夫球的功能，攔箭網高約 2公尺，以配合漆彈及射箭等安全使用；2公

尺以上為高爾夫球網，圍網約四層樓高，如圖 10及圖 11 所示。 

效益:同一場地兼俱射箭、漆彈及打高爾夫球的功能。 

 

圖 10

及圖

11、

銘傳

大學

高爾

夫球

練習

場 

 

綜合以上 3 所大學校內高爾夫球練習場的資料，歸納如下： 

a. 所需面積為 600 平方公尺~1,250 平方公尺。  

b. 再利用原有草地或屋頂的空間。  

c. 提供多元的體育課程選擇。  

d. 開拓場地營運收入。 

e. 創造複合性體育活動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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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現況分析 

3.1 場地閒置率盤點 

盤點我校在學期間，閒置率高於 90%的場地，分別為第一校區的舊網球場

(100%)、楠梓沙灘排球場(100%)、第一射箭場(94%)、第一溜冰場(92%)，詳如

圖 12及圖 13 所示。 
 

 

圖 12、第一校區在學期間場域的使用狀況 
 

 

圖 13、建工/楠梓/燕巢校區在學期間場域的使用狀況 
 

3.2 閒置的可能原因 

本校閒置率高於 90%之運動場地，主要係因可進行之運動已非現今熱門體

育活動，或有其他設備功能更佳之替代場地，導致原場地規劃功能日漸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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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場地空間閒置之情形，各閒置場地簡要分析如下： 

 

3.2.1 舊網球場  

根據問卷調查，網球運動受歡迎的程度，在所有 29 種體育項目中排第

11(高爾夫球排第 7)，僅受到 8%學生的喜愛；另因第一校區已有另一功能更佳

的網球場地，現已鮮少使用舊網球場上課，閒置率因而最高。未來如整修仍為

網球場使用，除場地資源使用目的重複，亦不符合學生需求。   

3.2.2 射箭場   

射箭一向屬於小眾運動，相對其他運動較為靜態，運動設備較不易取

得；另根據訪談利害關係人發現，學生較喜歡可以與他人互動、培養人際關係

的運動種類。本場地目前僅供體育課程使用(每周僅 4 堂課程)，課後時間亦無

學生或社團借用，故閒置率高。   

3.2.3 沙灘排球場  

辦理沙灘排球賽需要大量資金，因為人們休閒娛樂習慣改變，沙灘排球

賽事比賽頻率下降，媒體關注度下降，沙灘排球逐漸失去以往的吸引力。本校

楠梓校區的沙灘排球場，係結合高雄市海洋首都的市政發展，於 2006 年建

置，並曾將其列為重點推廣項目，惟因已非熱門運動，目前並無開設相關課

程，且該場地旁即有普通排球場，閒置率因而最高。   

3.2.4 溜冰場  

目前無開設相關課程，且溜冰運動非現今熱門運動項目，僅於課後時間

有零星借用紀錄，導致場地使用率偏低。 

3.3 改建方向原則性分析 

參考他校案例，並透過問卷調查及訪談，了解學生及教職員的需求與想

法後，本研究依據 3 個原則評估並驗證，「現有的閒置體育場地再利用為高爾

夫球練習場」為可行方案，進一步說明如下： 

3.3.1 前 15大受歡迎運動項目原則 

從問卷列舉的 29 項運動項目，擇取排名前 15 受歡迎的運動，即學生喜

好程度高於 5%以上，避免花費改建後，該運動場地使用率仍不見提升，淪為蚊

子館。 

3.3.2 改建費用以不超過 1,000 萬為原則 

為避免改建預算過高，擠壓其他運動場地維護支出與學校經費分配，於

擇定改建運動場地時，以儘量保留原場地的特性，預估改建費用不超過 1,000

萬，做為第二階段篩選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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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以場地不重複為原則 

為了避免資源浪費，重複投資，本研究擇定學校現在缺少的運動場地，

作為擇定改建的運動場地之第三個原則。 

根據上述三項原則，篩選結果如下表 1 所示，顯示高爾夫球是唯一符合

之運動項目，亦再次驗證「現有的閒置體育場地再利用為高爾夫球練習場」之

可行性。 

表 1、各項球類受歡迎排名情形一覽表 

 

15 大受歡迎運

動排行 
項目 比例 

改建費用在 

1000 萬以下 

目前學校 

是否有場地 

1 羽球 41.6% X V 

2 籃球 27.6% V V 

3 撞球 24.5% X V 

4 保齡球 22.7% X X 

5 射箭 22.0% V V 

6 排球 18.9% V V 

7 高爾夫球 16.4% V X 

8 桌球 12.6% X V 

9 潛水 12.6% X V 

10 游泳 8.0% X V 

11 網球 8.0% V V 

12 壘球 6.3% X V 

13 有氧運動 3.8% V V 

14 瑜珈 3.5% V V 

15 足球 2.4% X V 

註:判斷「改建費用在 1,000 萬以下」的原則為「該項運動多於室外進

行」，係因學校現有室內體育館使用率高，若要將現有閒置場地改建

為室內體育館，初估預算絕對超過 1,000 萬。 

3.4 改建場地選擇 

至於目前有四個場地閒置率很高，如何挑選第一階段做為改建的標的，

評估分析結果如下: 

3.4.1 舊網球場 

 
第一校區已經有四面新的網球場可供使用，目前新網球場使用率也僅僅

22%，因此即使舊網球場改建成高爾夫球練習場，也應不致於影響到原來打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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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使用者的權益，因為網球的流行度已經大幅下降，打網球的學生並沒有那麼

多，而即使後續網球再度流行，新網球場還有 78%的空間可以使用，因此舊網

球場可以做為第一階段改建的標的。 

3.4.2 射箭場 

射箭場平時的使用率僅有 6%，若改建成高爾夫球場，可考慮比照銘傳大

學的複合場地模式，在兩公尺以下加裝欄箭網，需要上射箭課或是社團需使用

射箭場地時，再把箭靶拿出來使用，如此將不會影響原射箭使用者的權益，同

時又可以增加一個高爾夫球場地，因此射箭場亦可以做為第一階段的改建標

的。 

3.4.3 沙灘排球場 

因為沙灘排球場並非硬質地面，改建時需全部重新整地，成本較高；另

外，若有學生想再使用沙灘排球場，也沒有代替性，因此，經過評估考量，若

是第一階段高爾夫球受到歡迎，沙灘排球場或許可以考慮是否做為第二階段改

建成沙坑練習場，因為沙坑打法是屬於高階打法，需到後期才會用後，因此沙

灘排球場擬做為第二階段是否改善活化的評估標的。 

3.4.4 溜冰場 

相對於其他三個場地，溜冰場面積較小，僅有 35公尺 x20 公尺；另外，

溜冰場的閒置率為 92%，若將溜冰場改進，滑板社將沒有場地可以使用，因此

第一階段暫不考慮溜冰場。 

3.5 魚骨圖分析 

學校目前閒置率超過 90%的 4 個場地，改建為高爾夫球練習場地進行評

估，優先擇定第一校區「舊網球場」及「射箭場」為改建標的；為何排除其餘

兩個場地，說明如下： 

相較之下，「第一校區溜冰場」若改建為高爾夫球練習場，因面積太

小，無法發揮實際效益；「楠梓校區沙灘排球場」應可改建為高爾夫球「沙坑

練習場」，惟因無硬質鋪面，除改建成本較高，因沙坑打擊法屬高爾夫球較高

階技巧，建議列為下一階段之改建標的，以符合未來進階課程之教學需求。 

以下，針對「舊網球場」及「射箭場」這兩個場地，運用魚骨圖（要因

分析圖），如圖 14所示，識別和分析影響選址決策的主要因素及其潛在原

因。 

 

作為高爾夫球練習場的影響因素，包括： 

a. 環境因素 

b. 經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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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學生需求 

d. 基礎設施 

e. 其他 

圖 14、魚骨圖(要因分析圖) 

 

3.4.1 環境因素 

 環境噪音：高爾球打擊聲音不會很大，較不會對周圍環境造成影響。 

 課堂使用：目前使用率低、閒置率高的場地 

 場地替代：在變更為高爾夫球練習場後，原有的運動需求並未被犠牲。 

3.4.2 經濟因素 

 建造成本：做最小幅度的變更，由舊網球場改建，其成本估價為 800 萬

元，使用射箭場改建複合場地，其成本估價為 560 萬元。 

 維護成本：水電及人力少 

 未來收益：教育推廣收入（預估每期可收入 25~30 萬）及課後活動（預

估每一次課後開放可有的淨利為 168元~336 元），可支付維護成本並

創造收益。 

3.4.3 學生需求 

 選課需求：根據調查，有 49%有意願想上高爾夫球課。 

 未來需求：中高階經理人愛打高爾夫球，學習高爾夫球有助於社交。 

 休閒需求：南部天氣炎熱，學生偏好可遮蔭的運動，高爾夫球練習場是

少數有遮蔭的運動場所。 

3.4.4 基礎設施 

 場地條件：本為水泥地，舖人工草皮即可，改建幅度較低，適合改建。 

 維修便利：小型高爾夫球場，維修成本低。 

3.4.5 教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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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BA：中高階經理人盛行高爾夫球社交，可吸引中高階人才就 EMBA意

願。 

 推廣教育：高爾夫球場地可舉辦社區無學分推廣教育課程，達推廣教育

目的。 

 夏令營：兒童高爾夫球夏令營風氣盛行，可借此推廣高爾夫球運動。 

經由魚骨圖的分析，透過 5個構面的考量，將舊網球場或是射箭場，改

建成高爾夫球練習場，符合經濟成本以及效益最大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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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精進方案 

4.1 建置成本: 舊網球場, 射箭場 

4.1.1 場地規劃： 

高爾夫球練習場的主要設施及其總建設成本估算約為 526 萬~818萬。這

是根據提供的具體資料和設施成本計算的總金額，實際金額可能會受到具體施

工條件和市場價格的影響而有所變動。 

4.1.2 需求項目: 

4.1.2.1整地工程 

預計設置地點位於第一校區西校區運動場旁舊網球場及男生宿舍旁籃球

場（含射箭場）。該區域地面凹凸不平，樹根突起，須先進行整地工程，以確

保場地平整度和安全性。整地工程包括以下步驟：首先，進行清理與準備工

作，包括移除地面上的廢棄物和雜草（如廢棄的跳遠沙坑），並清理區域內的

石塊、樹根和其他障礙物，確保地面無凸起或凹陷。在此之後，使用專業的整

地設備對地面進行平整作業，確保地面平滑及無凹陷，並在地面平整後進行細

部修整，確保整個場地的高度一致。 

整地完成後，設置完善的排水系統，包括地面排水溝和地下排水管道，

以有效排除積水，避免雨天時場地積水問題。最後，鋪設一層防滑和耐磨的地

面材料，選用環保且耐用的材料，確保學生在練習過程中的安全和舒適度。可

以考慮鋪設高品質的人造草皮，提供接近真實草地的擊球感受，同時降低維護

成本。整地和鋪設工作完成後，進行全面檢查和驗收，確保所有工程均達到預

期標準，符合使用要求。 

4.1.2.2高爾夫專用安全圍網 

為維護學生安全，設置四面安全圍網，並安裝剎車手搖捲揚機，方便圍

網升降使用，以利日後清潔及維護。圍網的高度需符合安全標準，能有效防止

高爾夫球飛出練習區。圍網材質應選用耐用、防風防雨的材料，以確保其長期

使用效果。圍網的設計需考慮到美觀性，與學校整體環境相協調，避免對校園

景觀造成負面影響。圍網的支架結構應堅固耐用，能夠抵禦強風和其他惡劣天

氣，並定期檢查和維護，確保其持續有效。圍網的底部應設置防護墊，防止球

反彈造成的二次傷害，同時設置明顯的安全標識和警示牌，提醒使用者遵守安

全規範。 

4.1.2.3打擊練習球道 

設置 15 座及 20座專用打擊墊供學生練習，並設置間隔安全距離，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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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使用安全。每一打擊墊需配備高品質的人造草皮，以模擬真實球場的擊球

感受。同時，在每一打擊墊之間設置防護板或隔欄，增加安全性。為方便管

理，需設置一個中央控制區域，用於監控和管理學生的練習活動。 

4.1.2.4設計規劃 

若廠商有更佳方案或高於需求品質的產品可於企劃書內提出設計規劃。

廠商需提供詳細設計圖紙和施工計劃，包括施工進度表、材料清單和成本預

算，並展示所提供設備和設施的認證和合格證書，確保其符合相關標準。廠商

應提供設備和設施的維護指南和操作手冊，並提出創新和實用的設計方案，如

智能管理系統和環保節能設計等。廠商需承諾完善的售後服務和維修保障，包

括定期檢查、維護和培訓，以確保設施的長期正常運營和使用安全。廠商應有

良好的信用記錄和經驗，並提供成功案例和客戶推薦，以證明其能力和信譽。 

4.2 效益推估 

4.2.1 增加體育課選項 

除了之前的體育課程外，學生們增加了高爾夫球的體育課程和課後活

動，豐富了學生的課中課後生活，擴展了他們的運動體驗，透過專業的指導，

學生將有機會學習高爾夫球的技術和戰術，並深入了解高爾夫球的規則和策

略。這不僅使他們掌握一項新的運動技能，更能培養他們的耐心、專注力和團

隊合作精神，提升運動素養的同時也培養他們的個人品格特質。 

4.2.2 增加社團活動選項 

全國有多所大專院校都有高爾夫球社，學校有高爾夫球練習場地，可以

方便學生成立高爾夫球社，並透過各種校內外的友誼賽，能讓學生在輕鬆愉快

的氛圍中感受比賽的刺激與挑戰，激發了學生對高爾夫球運動的興趣和熱情，

提供學生們跨校合作的機會，且提高學校的知名度。 

4.2.3 提高 EMBA 招生吸引力 

高爾夫球是一項深受許多名人及商務人士喜愛的運動，打高爾夫球可以

拓展社交圈，並因此而結交各行各業的朋友；若學校有高爾夫球練習場，可以

而提高對 EMBA 學生招生的吸引力，讓學生更方便練習打高爾夫球的技巧，並

提供一個場地讓學生間可以增加互動並因此而認識更多朋友。 

全國 EMBA 高爾夫球聯賽每年都吸引大量社會精英參加，提高校內打高爾

夫球的風氣，也可因透過這項運動，來開啟學生的人生一扇希望的大門。 

4.2.4 場地營收可自負營虧 

本研究以假設模式分為情境 A 及情境 B 為例(如表 2 所示)，評估其收

入、成本及盈餘，敘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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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以情境 A及情境 B 為例評估表 
 

項目 
假設情境 A(約 60%) 假設情境 B(約 30%) 

開放量 使用量 開放量 使用量 

打擊區數 15~20 10 15~20 5 

時數(小時) 4 3 4 3 

工讀人數 2 2 1 1 

日光燈數 10 10 10 10 

 

 

假設情境 A: 

晚上開放 4 小時，打擊區 15-20 個，其中 3 個小時有 10個打擊區有人使

用；10 盞 40W 日光燈，聘請 2 位工讀生做服務及清潔，其成本與收入評

估詳見表 3。 

成本: 

人力：兩位工讀生  NT$183*4*2 = NT$1,464 

水電 : 40W*10盞*4 小時/1000W * NT$5(每度) = NT$8 

預估成本小計: NT$1,464 + NT$8 = NT$1,472 

收入:  

10 個打擊區 * NT30(盒) * 2 盒/小時 * 3 小時=NT$1,800 

預估每天盈餘預估:NT$1,800(收入)-NT$1,472(支出)=NT$328 

表 3、以情境 A計算成本收入評估表 
項目 說明 計算  小計   合計  

收入 
6成使用率, 估打擊區

使用 10個打擊區 

NT30(盒)*2盒/小時*3小時*10

個打擊區 
$1,800 $1,800 

成本 

人力*2 NT$183*4*2 $1,464 

$1,472 
水電 

(40W*10 盞*4時)/1000W * 

$5(每度) 
$8 

    盈餘 $328 

 

假設情境 B:  

晚上開放 4 小時，打擊區 15-20 個，其中 3 個小時有 5個打擊區有人使

用；10 盞 40W 日光燈，聘請 1 位工讀生做服務及清潔，其成本與收入評

估詳見表 4。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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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兩位工讀生  NT$183*4*1 = NT$732 

水電 : (40W*10 盞*4 小時)/1000W * NT$5(每度) = NT$8 

預估成本小計: NT$732 + NT$8 = NT$740 

收入:  

5 個打擊區 * NT30(盒) * 2盒/小時 * 3 小時=NT$900 

預估每天盈餘預估:NT$900(收入)-NT$740(支出)=NT$160 

以上以 30%~60%的使用率推估，場地使用都可以自負盈虧。 

表 4、以情境計算成本收入評估表 

項目 說明 計算  小計   合計  

收入 
3 成使用率, 估打擊

區使用 5個打擊區 

NT30(盒)*2盒/小時*3 小

時*5個打擊區 
$900 $900 

成本 

人力*1 人 NT$183*4*1 $732 

$740 
水電 

(40W*10盞*4 時)/1000W 

* $5(每度) 
$8 

    盈餘 $160 

 
依此兩種假設推估，收入可支付工讀金及水電費，達成自負盈虧。 

 

4.2.5 其他收益: 

設立高爾夫球練習場，學校可以開發多種收入來源，從而實現場地運營

的自給自足。除了會員制和課程收費外，還可以進一步探索以下方式： 

4.2.5.1 開放社區民眾付費使用 

開放社區民眾付費使用，除了可以增加場地的收益之外，還能促進社區

的健康生活方式，提升社區居民的生活質量，實現學校與社區民眾的雙贏。 

4.2.5.2會員制收費 

針對學生、教職工和社區居民提供會員資格，根據使用頻率和時間段收

取相應費用。可以設立日票、月票和年票，以滿足不同使用需求。 

4.2.5.3社區教育推廣及夏令營 

 開設高爾夫球技術培訓班，聘請專業教練授課，收取課程費用，吸引對

高爾夫球感興趣的學生和社區居民參加。 

 依照其他大學辦學經驗，每期(1-2 個月為一期)收費 7,200 元~10,000

元，每週上課一次，每次 2小時，每班約 15~20 人，辦一期可增加約收入約

144,000元~200,000 元。 

 另外， 依照其他教學中心辦學經驗，兒童(初階)夏令營，每期(兩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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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期)收費 16,800 元，每週上課一次，每次 2.5 小時，每班約 10~15 人，辦

一期可增加收入約 168,000 元~252,000元。 

  

以利潤 50%，每年四期推廣教育班，二期夏令或冬令營，20 年內，將有

機會回收建置成本，試算評估詳如表 5、表 6、及表 7所示: 

  

表 5、推廣教育利潤試算表 
 

項目 支出 收入 

推廣教育收入  $10,000*15人=$150,000 

講師費 $1,600*20 小時=$32,000  

助教費 $250*20小時=$5,000  

開班人力費 $250*20小時=$5,000  

補充保費(2.11%) 3,165  

推廣教育管理費(5%) 7,500  

行政管理費(12%) 18,000  

場地及設備費(2%) 3,000  

業務費(結餘)   $81,375(利潤 51%) 

註：學費收入以實踐大學 113年教育推廣案例估算；支出以本校 112年 7月游泳推廣班案例

估算 

 

表 6、夏/冬令營利潤試算表 

項目 支出 收入 

夏/冬令營收入  $16,800*12人=$201,600 

講師費 $1,600*24 小時=$38,400  

助教費 $250*24小時=$6,000  

開班人力費 $250*24小時=$6,000  

補充保費(2.11%) 4,254  

推廣教育管理費(5%) 10,080  

行政管理費(12%) 24,192  

場地及設備費(2%) 4,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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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費(結餘)  $108,642 (利潤 54%) 

註: 學費收入參考臺灣高爾夫學院 113年夏令營收費；支出參考本校 112年 7月游泳推廣班

支出比。 

 
 

表 7、20年之合計營利推估表 
 

項目 收入 利潤 一年/幾期 年利潤 20年利潤 

教育推廣班  $150,000  50% 4  $300,000   $6,000,000  

夏/冬令營  $201,600  50% 2  $201,600   $4,032,000  

合計:      $10,032,000  

註: 利潤以 50%推算 

 

4.3 「舊網球場」及「射箭場」改建比較 

本研究以第一校區舊網球場及射箭場兩個場域進行差異性分析，詳如表 8

所示。 

 

表 8、第一校區舊網球場及射箭場兩個場域差異性分析 

 

項目 舊網球場 射箭場 

長寬 寬 60M，長 40M 寬 40M，長 30M 

面積 較大， 2,400M2 適中，1,200M2 

格局 方正， 適合營運 旁有空地，適合教學 

打擊區 約可做 20 個 約可做 15 個 

球道 40M，可觀察球道 30M，可做揮竿練習 

整建費用預估 約 819 萬 約  526萬 

改建影響 有 4 面新網球場，不影響原使用者 可做複合式場地，影響很小 

地理環境 較遠離住宿區 靠近男生宿舍 

 
綜上所述，舊網球場面積較大，較適合對外營運；射箭場改建則較為便

宜，適合教學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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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展現創意 

5.1 以人為本的發想 

本組在設計閒置場地活化的同時，不單純只為了活化而活化，並且對於

主要關係人（學生）進行的詳細的需求與意願的調查，並掌握運動項目的流行

趨勢，讓場地活化同時，也讓主要關係人得到最大的收益。 

5.2 擴及更廣泛的使用者 

本組對於場地活化規劃，不僅可以服務於學校內部，也對周邊社區的各

年齡層居民提供支持，高爾夫球是適合從4歲到老都可以從事的一項運動，因

此會有更廣泛的使用者因為這項活化設計而受益。 

5.3 不犠牲原場地使用者權益 

選擇閒置率 100%，目前未被使用之舊網球場及可雙用途使用之射箭場設

計規劃閒置場地活化，在增加運動項目同時，亦不犠牲原有的運動項目使用者

的權益。 

5.4 多功能的設計 

本組的設計不僅保留了高爾夫球練習場的基本功能，還融入了其他多功

能的設計，如移動式果嶺練習墊，移動式射箭靶等，可滿足不同使用者的需

求。 

5.5 破除高爾夫球是貴族運動的迷思 

本組的規劃是讓所有的學生及附近社區民眾，以 30-40元的銅板價格，

便能夠接觸高爾夫球的運動，讓更多人在接觸這項運動時，不再擔心費用問

題；另一方面，在學校內或住家附近，就能方便的從事這項運動，隨時就能來

學校練習，不用再擔心不會打被嘲笑。 

5.6 兼俱創造營收及拓展社交功能 

一般要能夠兼俱創造營收及拓社交功能的運動場地，動則需花費數千萬

到數億元的經費，我們規劃的設計，能以最少的經費，達到最大的功效，後續

場地的運作，除了能自負營虧之外，還能透過舉辦各類的活動，為學校創造額

外的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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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總結  

高爾夫球練習場的可行性分析是一個涉及市場、財務、法律等多個方面

的複雜過程。謹針對一些關鍵因素，進行本校增設高爾夫球練習場的可行性分

析：  
 
1. 市場需求：經本校問卷調查，在 29 種體育活動中，高爾夫球運動

(16.4%)熱門程度排名第 7，高於網球(8%)，有 49%有意願想上高爾夫

球課，學校增設高爾夫球練習場可增加學生體育課選課項目，並符合

現今年輕人熱門體育活動需求。   
 

2. 地理位置：第一校區周圍並無相關球場，可利用課餘時間開放，提供

學生課後休閒社交，並可提供社區民眾使用，增加使用率。 
 

3. 設施規劃：參考相關已設置高爾夫球練習場學校其練習場的規模、設

施、球道數量、和練習區，與本校第一校區舊網球場/射箭場相近，考

量這兩項運動已非熱門運動，可考慮改建成高爾夫球練習場。  
 

4. 財務分析：前期場地改建成本估價為 560 萬元至 800 萬元，參考相關

已設置高爾夫球練習場學校之營運方式，小型高爾夫球場，維修與人

力管理成本低，營收可逹收支平衡並具投資回報率和盈利潛力。  
 

5. 法律法規：本校擬設置之高爾夫球練習場依臺北市高爾夫練習場分類

標準，屬於第一類小型練習場，且符合面積在 1000 平方公尺以下，揮

桿區室內高度至少 3 公尺以上之規定。  
 

6. 行銷策略：聘請具高爾夫專長老師開課吸引學生選修、進行社區宣傳

推廣、並制定價格優惠策略、會員服務等，吸引學生課後使用該場地

並保持穩定客源。  
 

7. 管理團隊：建議學校組建專業的管理團隊（體育室、總務處），確保

高效運營和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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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附件 

1.問卷調查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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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揚名估價報價 

a.舊網球場改建估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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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射箭場改建估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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