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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棒球是我國最受重視的運動，

在 2008 年奧運落敗之後，近年來投

入了許多資金進行棒球振興計畫，

也獲得初步的成果。然而，和世界

棒球列強相比，國內棒球環境仍有

許多進步空間。因此，本文以體育

署何卓飛署長的演講為主軸，並針

對組訓、基層棒球制度、旅外制

度、甲組成棒發展和媒體轉播等議

題進行討論，作為本次棒球運動未

來發展研討會的引言，幫助本次研

討會討論出重要結論，做為未來政

府在擬定相關政策時的參考。

國內發展現況

國內棒球運動大約從日治時代

讓孩童樂在「每日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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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臺中市蔡炳坤副市長開幕致詞

圖2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林華韋校長主持開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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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發展，並屢屢在國際的各級賽

事中獲得佳績，是國內非常受重視

的項目，目前的世界排名為第 4 名。

在 2008 年奧運輸給中國隊之後，近

幾年投入了許多的資金進行棒球振

興計畫，也在隨後的 8 搶 3 和世界棒

球經典賽中屢創佳績。然而，國內棒

球運動發展雖已具備有一些成果，但

仍有許多進步空間。例如職業棒球運

動，我國和韓國都是在 1980 年代成

立職棒聯盟，且同樣經歷假球事件及

勞資糾紛，但在球隊數目、平均觀

眾人數及球員薪資等，皆顯著低於

韓國（李俞麟、黃蕙娟，2011）。因

此，如何逐步提升國內棒球運動的

素質，解決目前存在的問題，打入

世界棒球 12 強賽，乃至於未來 2020

年可能重返奧運殿堂。如何提升國

內的棒球環境，以面對未來更多的

挑戰，是目前國內棒球運動需要解

決的問題。在本次演講中，何卓飛

署長針對組訓、基層棒球制度、旅

外制度及轉播等議題，進行專題演

說。期待能藉由這樣的演講，作為

本次「棒球運動未來發展研討會」

的引言，協助本次研討會能討論出

適當的發展方向，做為未來擬定相

關政策時的參考。

現今組訓之課題

建立公平完善的組訓制度，

必須透過政府行政機關的協助。在

目前的成棒國際賽中，球員的來源

主要來自於業餘、職棒及旅外的
圖3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王如哲校長致詞

圖4　體育署何卓飛署長於研討會進行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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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在過去的棒球振興運動計畫

中，將國際賽事依照屬性的不同分

成 3 級。最高等級的賽事，包括奧

運、亞運及經典賽，組訓時以職業

球員為主，組成最強的陣容參賽。

韓國由於是地主隊的關係，甚至暫

停職棒的賽事，組成最佳的陣容參

賽。然而在本次亞運組訓時，根據

法規亞運為第一級賽事，應徵招最

佳職棒球員及優秀業餘球員參賽。

但由於日本在亞運賽事中長期以業

餘球員為主，因此對於是否我國應

暫停職棒組成最佳隊伍參賽產生疑

慮。另一方面，由於棒協和中華職

棒間的協調問題，加上相關法律未

能完善，使得本次僅徵召因兵役而

列管的選手出賽，並未組織最佳陣

容。在過去，因為協調不佳造成許

多事件，包括經典賽期間選手沒早

餐吃、沒包機等多項問題，到本次

亞運前夕還出現球衣球棒等用具準

備不充分的事情，不僅影響了球員

成績，也造成社會觀感的疑慮。因

此，未來政府機關應擬定更完善的

組訓規範及配套措施，並思考如何

協助棒協和中職間的協調，讓未來

面對頂級國際賽事時，能夠順利組

訓並獲得好成績。

現行基層棒球制度

棒球運動分為青棒、青少棒、

青棒及成棒，呈現金字塔型的發展

方式。穩固基層棒球的發展，是建

立完善發展制度的基礎。目前國內

基層棒球運動的發展，仍有許多待

加強的空間。和日本的基層棒球運

動發展相比，目前日本的硬式及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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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體育署學校體育組王漢忠組長主持分組研討會

圖7　 「我國棒球運動未來發展方向」研討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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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棒球的少棒聯盟共有 11 個組織，

超過 4 萬隊的規模（湯文慈、陳書

瑋，2010）。而國內少棒隊伍數卻呈

現下滑的現象，由 80 學年度的 349

隊下降至 93 學年度時的 160 隊，

降幅超過 50％（邱志遠、吳國銑，

2009）。此外，目前國內青棒目前只

有 25 所，佔總高中職數目的不到

10％。但日本的卻在 5000 多所高校

中具備有 4000 多支青棒隊伍，佔了

超過 80％以上（盂峻瑋，2006）。

此外，目前基層棒球教練大多以兼

任為主，因少子化產生的減班裁校

現象，會造成員額減少的問題（邱

志遠、吳國銑，2009）。基層教練可

能為了怕被裁員，在現今成績取向

的制度下會增加球員的訓練量及時

間，使得基層選手就學期間只剩下

棒球訓練，缺乏其他知識的學習，

造成學業落後。另一方面，近期也

出現為了要達到好成績而挖角少棒

選手的事件。因此，署長在演講中

特別提到應改善基層選手求學及挖

角的問題，期待將這個議題納入制

定未來發展政策的重點之一。因

此，如何落實更完善的基層棒球制

度，會是未來急需改善的議題，也

是本次研討會中的重要子題。

旅外球員輔導機制

國內頂尖棒球人才外流是目

前急需解決的問題（林宗賢、徐嘉

良，2010），如何建立完善且適當的

旅外制度同樣非常值得探討。在美

國的制度中，嚴格規定未畢業的高

中球員不得和任何職業隊伍簽約，

且具有學籍的大學球員也不可雇用

圖6　體育署何卓飛署長接受媒體採訪

圖8　研討會進行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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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人，也不能和任何職業隊伍

接觸。在日本的制度中，同樣規定

球團不能私自接觸高中球員，必須

等畢業透過選秀後才能和球員接觸

（林青輝、楊智荃、曾慶裕、童明

治，2011）。然而，國內對於高中尚

未畢業的選手並沒有任何的旅外規

範，以至於從之前蔣智賢的違規簽

約事件，到近期的林子偉、黃佳安

和張育成等選手的問題，皆顯示國

內目前對於選手旅外的規範尚未完

備。署長在演講中特別提到張育成

的案例，因選手被棒協禁賽除名，

但本次亞運仍入選國手而引發爭

議。不完善的制度除了造成組訓混

亂之外，也造成選手的二次傷害。

因此，署長期待能透過本次的研討

會建立起完善的制度，身為小小樹

苗的選手，能夠成長成樹，並發揮

樹木應有的功能。

甲組成棒發展

現今國內甲組成棒的發展仍存

在著許多問題。在北京奧運之後，

開始組辦各個縣市的甲組成棒隊。

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如何籌措足

夠的經費成為縣市甲組成棒隊的困

難。除了崇越科技是純企業組隊之

外，其他縣市的代表隊缺乏完整的

企業贊助，使得經費及未來出路受

到相當大的限制。如何妥善照顧這

個因應強棒計畫而產生出來的隊

伍，是未來體育署應思考的方向。

棒球運動之媒體轉播

雖然職棒轉播屬於商業的問

題，但今年轉播職棒的風波卻也看

出目前國內對於此並沒有任何機關

能管轄，無論是文化部、新聞處或

是體育署，皆沒有任何的法條依據

能管理。因此當今年職棒轉播出現

問題時，並沒有任何的政府機關能

居中協調，或是完善得處理這方面

的業務。因此，如何在中職、球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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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與會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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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體育署之間，建立妥當的處理

辦法，也是未來需要面臨的挑戰。

在本次演講中，署長特別強調應找

出中職、球團和政府單位的共識和

協調辦法，以免未來球迷的收視權

益收到損害。

結　語

棒球是國球，是國內非常受

重視的項目。隨著世界棒球列強得

不斷進步，如何和國際接軌，提升

國內棒球產業的發展及競技運動的

能力，是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及協調

的。其中，政府機關更應該居中扮

演協調的角色，在政策制定上能設

計出更符合國際且更適合我國棒球

發展的政策。因此，體育署本次特

別擇成本校辦理棒球運動未來發展

研討會，藉由本研討會的討論中做

為未來制定政策時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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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研討會前報到現場

圖11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林華韋校長為何卓飛
署長解說臺灣棒球發展百年大事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