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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現況

•美國成年肥胖人比例佔34%，超重佔68% （CDC, 
2010）。

•衛生署《2005至2008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
與12年前（1993至1996）調查結果比較，男性肥胖率
（ＢＭＩ值超過24％）由三成暴增到五成。

•男性過了30歲，肥胖率逐年增加，至65歲的肥胖率高
達六成。而女性肥胖較不嚴重，肥胖率僅從31.7％，
略增至31.9％。

•肥胖的主因，來自於營養攝取的不良習慣。據衛生署
2007至2008年「國人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結果發
現，國人蔬果與奶類的每日攝取次數/份數都不及飲食
指南建議份數，其中僅有20.7％的國人之蔬果攝取總
次數/份數達建議量的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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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現況

•台灣國人飲食健康的現況，除了飲食習慣受速食
文化影響之外，社區公共場所並無提供完整的健
康環境、資源可以提供使用。

•在美國，肥胖的問題對國家是嚴重的負擔，為此，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在2009年研發
「Recommended community strategies and 
measurements to prevent obe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mplementation and Measurement Guide」，依此工具
透過社區環境檢視，讓民眾可以對可能造成肥胖
因子的環境狀況作檢視，進而達到降低肥胖的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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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肥胖防治社區環境測量工
具：實施和測量指南

•創新和合作的過程，其目標在於扭轉美國的肥胖
流行病，必須建立在容易融入日常生活的社區健
康生活方式。

•人們的生活、工作、學習、休憩會影響其健康，
正因為如此，政策和環境所建構的社區，也將影
響其公民的健康。例如，社區制定政策，增加獲
得負擔得起的健康食品選擇，創造一個身體活動
的安全環境，讓每個人更可能攝取健康的飲食，
積極的生活型態。

•扭轉美國人肥胖的流行病，需要全民的改變，採
取適當的政策和創造環境，來支持健康的生活方
式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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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譯計畫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委託轉譯此測量工具，
聘請相關領域專家進行譯稿後之審稿校對。

•測量工具的後續評估與使用，透過邀請相關產官
學界包括縣市衛生機關、社區團體與民間組織，
及公共衛生、社區健康促進、營養等領域的專家
學者，針對24項建議策略及測量方式，鼓勵和支
持社區發展健康飲食和積極的生活，以發展未來
肥胖防治的社區環境和幫助社區追蹤進展，並就
未來提供給縣市使用此一工具測量肥胖防治有關
環境之方式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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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政策健康的環境健康的行為健康的
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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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社區防治策略內容

第一章：增加獲得健康的食物與飲品之便利性的策
略

第二章：支持對健康的食物與飲品之選擇性

第三章：鼓勵母乳哺育的策略

第四章：鼓勵體育鍛練或限制兒童和青年久坐的策
略

第五章：擬定支持體能活動的安全社區的策略

第六章：鼓勵社區組織變革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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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加獲得健康的食物與飲品
之便利性的策略

1. 提高公共服務場所健康的餐飲選擇的便利性

2. 提高負擔得起的健康的餐飲食店在公共服務場
所的便利性

3. 改善供應不足地區的超級市場便利性

4. 獎勵食物零售商在資源短缺的地區進駐和/或提
供健康的食物和飲料

5. 提高從農場購買農產品便利性的機制

6. 獎勵地方農場食物的生產、銷售及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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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持對健康的食物與飲品之
選擇性

7. 在公共服務場所應限制不健康的食物和飲料的
供應

8. 制定公共場所提供較小食物份量的選擇

9. 限制較不健康的飲品及食物的廣告

10. 防止糖類飲品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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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鼓勵母乳哺育的策略

11. 增加支持母乳哺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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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鼓勵體育鍛練或限制兒童和
青年久坐的策略

12. 要求學校實施體育教育

13. 在學校體育課中增加體能活動量

14. 增加課外體能活動的機會

15. 在公共服務場所減少觀看銀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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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擬定支持體能活動的安全社
區的策略

16. 改進戶外康樂設施的便利性

17. 增加自行車的基礎設施

18. 增加步行的基礎設施

19. 支持學校設立在離住宅區步行容易到達的範圍
內

20. 改善公共交通運輸工具的便利性

21. 綜合使用區域的開發

22. 加強民眾活動區域的個人安全

23. 加強民眾活動區域的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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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鼓勵社區組織變革的策略

24. 地方政府參與社區聯盟或建立夥伴關係，一同
解決肥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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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模式討論會建議(1)
•美國的現況、包括：政策、行政體系、法令、教
育體系，與台灣有很大落差，因此，本手冊的轉
譯，不只是文字翻譯，更要花更多時間，由執行
團隊與學者、專家密集討論，調整修改為台灣適
用模式。

•期中階段之前以真實翻譯原手冊內容。
•期中階段之後，將積極檢視台灣、美國的差異，
調整修改為台灣適用模式， 例如：政府所屬機構
設施，將調整對應國內類似設施。資料來源盡可
能找尋對應國內可收集的資料來源，例如策略11
有關哺育時間國內於性別工作平等法中第18條中
有明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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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模式討論會建議(2)
•有些測量指標，台灣已經做得很好。有些測量指
標，台灣可能尚未注意到。

•宜鼓勵社區依據肥胖防治的社區環境系統的理念，
參酌採用部份24項測量指標，並以社區健康需求，
發展本土特色測量指標。

•運用資源，針對社區健康需求，研發創意策略，
以具體效益，豐富本土特色測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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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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