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賽會效益及遺產規劃

賽會效益及遺產規劃 ：                

舉辦大型國際運動賽會，為國家及主辦城市帶來的效益大至可分為兩種，有形及無形。一般有形效益為我們日常所見，街道市容的美化整建、賽會場館的整建以及交通運輸系統的提升；而無形效益則為，促進觀光人口、經濟效益、提升國際能見度與知名度、國際體育事務人才的養成…等等。    有形效益與無形效益亦相輔相成，效益與舉辦世大運所遺留下來的資產/遺產更為一線之隔。由於2007年曼谷世大運及2009年貝爾格勒世大運舉辦時，FISU尚未重視此一面向，也無法提供任何資料，故無法納入該兩屆比賽的賽會效益及遺產資訊。    自2011年深圳世大運以來，各主辦國家對於賽後之遺產規劃更為詳盡及推陳出新，如2013喀山世大運將與國際大學運動總會成立FISU國際教育中心、2015光州世大運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展開相關計畫…等，皆可提供往後舉辦城市之參考。茲綜整三屆世大運所載(預期)賽會效益及遺產規畫如下：    
          深圳     
          依據2011深圳世大運的結案報告所載，舉辦世大運所遺留下來的資產有：
        1.城市綠化:
        創造綠地面積2,622.5公頃，也興建、整修或改善部分公園，並讓當地居民進一步綠化深圳市現有的800多座公園。在河流沿岸、水庫和水源保護區附近土地，建設更多的綠色道路和創造更多的綠地。        
        2.硬體資產:
        世大運落幕後這些新建和整修過的場館，將成為深圳市民運動、休閒娛樂、購物和展覽的場所，由於場館遍布深圳各區，使得這座城市的體育場館數量和分布均衡情形，更勝世大運之前。其中設在大學校區內的場館，將有效地作為教育資產使用。整個世大運選手村移交給深圳信息職業技術學院，現在成為該學院的新校區，大幅帶動深圳高等教育的發展。      
      3.人力資源庫
      很多人之前並無主辦國際大型運動賽事和活動經驗，透過舉辦世大運所受到良好的訓練，讓民眾能夠利用在世大運工作所獲得的寶貴經驗，對深圳各領域的發展，提供嶄新的貢獻。      
      4.改善市容與環境
      深圳為了高規格的辦理世大運，徹底改善市容，並致力建設一個全新、綠化、乾淨和低躁音的環境，其中包括整修全市240條道路兩旁的老舊建築物，大幅提升市容建設。      制度性財富      透過世大運，在城市管理、社會管理和一般行政上累積了豐富的經驗，同時深圳市認為這證明社會主義在集中力量與資源以完成重大工作上有其優勢。      
      5.改善衛生環境
      在道路、通往比賽場館的路線和世大運官方飯店周邊，維持一天24小時不間斷地清潔作業，創造出許多乾淨整齊的景觀大道。共整修和升級282間公共廁所，實施特殊害蟲和老鼠撲殺行動，並投入大量精力防止病媒生物，大幅改善城市衛生環境。      
      6.豐富的歷史檔案
      深圳花費7年時間完成申辦、籌備和主辦世大運的相關工作，在這七年間，籌備委員會累積成千上萬的檔案，包括文件、物品、錄影、圖像、宣傳短片、紀錄片和各代表團所餽贈的禮物，錄影時間加總起來長達6,000分鐘，另有25,000個圖像，這些檔案均將存檔作為世大運的永久資產，並成為深圳歷史的一部份。    
            喀山     
          依據喀山世大運申辦書以及官網所載資料，俄羅斯喀山舉辦2013世大運最重要的資產就是取得主辦權後的5年內，軟硬體的市政建設將被快速提升，若無世大運，這5年的發展則需要費時20或30年。綜整喀山世大運為該城市預計留下的資產與傳承為：         

1.基礎建設方面:           
                      (1) 交通：             a.因應世大運的舉辦，喀山機場的擴建不僅提升機場 硬體建設，更帶動機場與市區的高速鐵路的鋪設。                    
                                  b.因應世大運，在原有的捷運線路上擴增營運路線並新增3個捷運站，當地民眾均能受惠。          
                                  c.因應世大運期間龐大的乘載量，市區交通網絡(包括全長65.1公里的23條道路、12個轉換區及41條人行步道)重新整建。          
                      (2) 場館：             a.因應世大運，規劃64個場館中，其中30個係為了世大運特別整建。整體提升喀山的運動場館設施。          
                 
                        2.設置緊急醫院：           
                                  在Zarechye區域建立最先進的世界級醫療中心，造福鄰近4個區近52萬居民往後所享有的醫療服務。  FISU國際教育中心(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enter, 簡稱FISU IEC)成立於2012年，該中心成立的宗旨在於藉由一個創新的教育平台，提升運動的價值並促進大學運動的發展；其目的在於協助各大專體總專業工作人士及其他學生運動組織發展更好的知能，進而更有效的管理所在的組織機構，以創造一個世大運長期資產。提供內容：                    
                                
                                
                                
                                       (1) 課程和研討會：            因應世大運的舉辦，喀山機場的擴建不僅提升機場 硬體建設，更帶動機場與市區的高速鐵路的鋪設。                    
                      (2) 志工學院：            因應世大運，在原有的捷運線路上擴增營運路線並新增3個捷運站，當地民眾均能受惠。          
                      (3) 碩士課程：                      
                      (4)  2013喀山團隊教育計畫：                      
                               4.成立文化體育旅遊學院：           
                                  在中央與地方政府支持下，成立了文化體育旅遊學院，提供專業知識、基礎設施並積極與外國高等教育機構合作。                    
                                5.新建選手村：           
                                  後續將作為喀山市內幾所教育機構的學生宿舍。                    
                  
    
          光州     
          依據2015光州世大運申辦書所列，其世大運資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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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資產：           
                      1.             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計畫(FISUUNESCO)，  藉此推廣並讓更多人加了解  FISU理念和精神，增進FISU的品牌印象，  為FISU和世大運留下永久資產。                    
                      2.             讓南北韓首次以單一團隊參與綜合性運  動賽事，藉由和北韓一起進行聖火傳遞、  運動交流合作並推動朝鮮半島的和平。          
                      3.             建置FISU運動賽事整合管理系統。          
                      4.             建立全球資源管理系統，並結合計時計  分管理系統，以符合國際標準；並將主辦這  樣一個複雜且重要的綜合性運動賽事過程中  所需要的全部資訊，提供給參與者、媒體、  籌委會和FISU。          
                      5.             提升FISU和世大運的行銷價值，並鼓勵企  業長期投資，以符合企業社會責任。期為  將來擬主辦世大運的城市和國家設立一個  基準，並鼓勵其參與本計畫。          
               
                        地方資產：           
                      1.                     光州籌委會在韓國大學生每日消磨時間的地點，舉辦比賽和文化節慶，希望藉此拉近大學生對世大運的熟悉度，並提升對2015年光州世大運的興趣，進而鼓勵參與運動，期為大學生留下運動設施資產。

                    
                      2.             新建游泳和羽球場館，以配合多數學生和當地居民熱衷此兩項運動，另這些場館將會興建在大學附近，提供大學生和當地居民使用。此外大學的中心路將被重新命名為「世大運路」，以紀念2015年光州世大運。          
                      3.             提升住宿和醫療設施水準，這類改善光州都市基礎建設的努力，會帶給市民更大的方便性，而且增加和世界互動，推動當地文化和觀光產業的發展。           
                      4.               透過世大運所進行的城市經濟、社會和文化建設，有助於將光州建設成為韓國西南方的樞紐城市，藉由舉辦綜合性文化活動，並進而成為亞洲的文化樞紐城市。          
                      5.             加強市內交通基礎建設，包括鐵路、高速公路和公共運輸網路。          
                      6.             更新當地社區，整修光州現有設施進行在地重建，將老舊住宅大樓改建成美輪美奐的選手村並出售給當地居民，改善光州整體居住環境。          
                      7.             推動市民志工計畫，促使光州全體市民競相參與2015年光州世大運志工。運用志工計畫，促使光州市大學生和市民積極參與運動節慶的創意。學生/市民志工聯盟，會在2015年光州世大運籌備期間推出，並於世大運結束後，轉型為光州市民志工網，繼續提供給有需要的單位或活動。          
                      8.             促進環境永續發展：興建環境友善的新設施、經營液化天然氣公車、引入油電混合車、利用LED照明。          
                      9.             致力和當地21世紀議程、太陽能城市方案、綠色城市方案和其他旨在改善都市環境的協議連結，期能藉由世大運進一步強化光州的「綠色」聲譽，讓公園綠地覆蓋率達到80%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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