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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鄭芳梵

2017臺北世大運競賽種類規劃過程

壹、前言

由於 2017 世大運中華健兒繳出 26 面金牌不

錯的成績單，當初是如何篩選出這些運動種

類，變成事後大家共同討論的趣事。如果沒

有這些選辦種類，中華隊不可能總成績在 134

個參賽國名列第 3。可謂，盛況空前，也有可

能絕後。

    根據 FISU 的規定，2017 臺北世大運競賽

種類必辦有 14 種，包括：田徑、游泳、跳水、

水球、籃球、擊劍、競技體操、韻律體操、

網球、足球、排球、桌球、柔道和跆拳道。

但承辦城市可提出選辦種類交 FISU 審核通過

後舉辦。因此找出我國優勢運動種類能爭取

好成績，就成為重要的課題。2011 年郝龍斌

市長就以「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選辦種

類奪牌分析研究」由當時國立體育大學競技

學院院長邱炳坤教授成立研究團隊針對此問

題展開研究，並提出報告。重點運動種類篩

選，除了我國選手實力堅強之外，還要具國

際普及的程度，才能獲得 FISU 的青睞。因此，

原來有放進來評估的我國強項，如木球、軟

網、女壘、拔河都因為全世界的普遍度不足，

而未能獲得成為選辦種類。

貳、規劃方向

一、具有一定奪牌實力

既然是選辦，就應該選擇我國拿手的運

動種類，因此我國的強項在第一次申辦時就

▲臺北和平籃球館（圖／ 2017 臺北世大運執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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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提出，分別是棒球、射箭及羽球，也獲

得 FISU 的同意。而我國尚可向 FISU 提出數

項選辦種類，如 2013 俄羅斯喀山舉辦夏季世

大運，就是加入許多大家並不熟悉，只流行

於東歐的選辦種類，因此囊括前所未見的 155

塊金牌，使得比賽好像為它而辦。

    從資料的收集找出過去 4 年各項主要國際賽

事我國奪牌強項，包括從成人賽事：奧運、亞

運、世大運、世錦賽、亞錦賽和世界運動會等，

以及青年賽事：青奧、世青和亞青等比賽去調 查。資料來源當然包括國際單項總會網站、國

際賽事之官方網站資料庫和全國單項協會資料

來做輔助，「共選出 11 種運動種類做進一步的

評估，評估結果如表 1 與表 2。」

二、無須再興建新場館

2011 年郝龍斌市長爭取到臺北世大運，

2014 年底由柯文哲當選市長接續辦理。由於

組織龐大需要動用市府許多人力，因此市長最

後考量聘請蘇麗瓊秘書長擔任執行長掌握全

局，以擅長工程的薛春明副秘書長來統籌場館

的整建。2017 年臺北世大運共需要 79 處場

館，包括 38 處競賽場館及 41 處訓練場館。早

在 2011 年爭取世大運時，場館規劃中已多達

85％是使用現有場館，新增選辦種類都可以

容納，故無須花費更多的經費來大量興建新場

館，這也是獲得 FISU 青睞的原因之一。

筆者在 2011 年曾參與申辦過程，自比

利時回國後，奉命擔任起場館清查的工作，

表 1 ︰ 2009-2013 我國潛力優秀運動種類
類

別

項目 奧運 世大運 世運 世錦 亞運 亞錦

1
舉重 1 銀 2 金 2 銀

1 銅
-- 2 銅 2 銅 6 金

8 銀

3 銅

2
高爾

夫
-- 2 金 -- -- 3 銅 1 銀

3
滑輪

溜冰
-- --

3 金

3 銀

5 銅

2 金

5 銀

4 銅
-- 1 銀

4 銅

4
拔河 -- -- 2 金 8 金

2 銀
-- --

5 撞球 -- -- 1 金

1 銀

未得

牌
2 銀

5 銅
--

6 射擊 未得牌 1 銅 --
未得

牌

未得

牌

1 金

1 銀

1 銅

7 女壘 未得牌 -- 1 銀
未得

牌
1 銅 1 銀

8 木球 -- -- -- 3 金

1 銀
-- 3 銀

1 銅

9 武術 -- --
未得

牌
1 金

2 銅
4 銅

1 金

4 銅

10
軟式

網球
-- -- -- 1 銅

2 金

2 銀

3 銅

11
保齡

球
-- --

未得

牌

未得

牌

未得

牌
1 金

表 2 ︰ 2009-2013 國際賽獎牌累計 - 青年級
類別 項目 青奧 世青 單項世錦

青年

亞青 單項亞錦

青年

1
舉重 1 銀 -- 2 銀 -- 1 金 11

銀 5 銅

2
滑輪溜冰 2 金 1 銀

1 銅
4 金 2 銀

3 撞球 2 銅 --

4
木球 -- 7 金 4 銀

4 銅

5 武術 1 銀 1 銀 1 銅

6 木球 -- 7 金 4 銀

4 銅

資料來源：2017 臺北世大運選辦種類奪牌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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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陳報 FISU 主計畫的場館展開清查，因

此對於場館是否需要整建的進度並不陌生。

多數人也許並不清楚，以為蓋大巨蛋是為了

世大運的開閉幕典禮，但大巨蛋卻早在爭取

世大運之前為了棒球運動就決定興建，因為

臺北多雨當時就是考量球賽在下雨時還能如

期舉辦，只因它剛好來得及舉辦世大運又

是 40000 席室內座位，又可不受天候影響，

FISU 才將開閉幕典禮考慮於大巨蛋舉行。但

大巨蛋因工安延誤，開閉幕典禮

又回到臺北田徑場舉行。

因臺北市市屬的運動設施不

足，因此有些場館借用鄰近的 4

縣市，在 79 處場館中 2 座為新建

場館，為臺北市網球中心及和平

籃球館，為配合市政建設於申辦

世大運前即開始進行規劃，非專

為世大運所新建。其餘為現有場

館整建，各項比賽場館將以符合

FISU 規範及環保、節約等原則進

行規劃，修繕計畫還配合場館總體檢、賽程安

排、參賽隊數、交通運輸等進行綜合評估，其

中已有 80％獲 FISU 技術委員確認。申辦當時

場館雖然有些較為老舊，藉此盛會加以整修，

改善後可提升至舉辦國際賽會等級，並可當作

訓練及提供各縣市舉辦國際賽會之用。

三、國際間的普及程度

選辦種類要在國際間有一定的普及程度，

因此是否為國際單項運動總會（Sport Accord)

及世界運動會（IWGA) 的會員尤其重要。其

中屬國際主流運動種類：舉重、射擊、高爾

夫及我國主場優勢種類：滑輪溜冰、拔河、

女壘、木球、軟式網球、撞球、保齡球。還

有主觀種類：武術。「11 運動種類同時都納

入評估，評估情形如表 3。」

四、國人的支持度

表 3 ︰重點運動種類篩選評估表
我國奪牌

實績佳

我國奪牌

實績中等

我國奪牌

實績不佳

我國奪牌

程度高

我國奪牌

程度中等

我國奪牌

程度低

射擊 ○ ○

保齡球 ○ ○

女壘 ○ ○

撞球 ○ ○

武術 ○ ○

舉重 ○ ○

高爾夫 ○ ○

軟網 ○ ○

滑輪溜

冰
○ ○

拔河 ○ ○

木球 ○ ○

▲臺北市網球中心（圖／ 2017 臺北世大運執委會提供）

   資料來源：2017 臺北世大運選辦種類奪牌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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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選辦種類要在國際間有一定的普及程度

外，另外還要考量國人的支持度，因此也著手

做深入的調查。其結果的呈現如表 4 與表 5。

最後經綜合評估後，選定滑輪溜冰、舉

重、高爾夫、武術加上原先就核定的棒球、

羽球和射箭，共 7 種選辦種類。

參、結語

2017 年臺北世大運，轉眼間已經過了一

個月，中華健兒總共獲得 26 面金牌、34 面銀

牌及 30 面銅牌，總獎牌數為 90 面，位居 134

個參賽國的第 3 名，可謂空前亦可能絕後。

回顧我國參加過多屆的世大運，最多也只拿過

7 面金牌而已。回想當年在篩選選辦種類時，

有的單項協會全力配合政府，積極投入主動爭

取，耗費人力物力，竭盡所能，最後申辦成功；

有的協會則較為被動，或為單項在世界的運動

人口不多，最後被捨棄於門外，殊為可惜。

世大運結束後，從決果論得知，證明當

時選辦種類的選擇是正確且成功的，因為它

獲得 18 面金牌，因此國人在歡慶之餘，不

要吝嗇你的掌聲給予參與當年選辦競賽種類

的規劃小組以及一群貢獻智慧的無名英雄。

2017 年臺北世大運的成功，不是幾個人的功

勞，而是成千上萬人集體貢獻的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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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民眾支持度調查
種類 非常支持 還算支持

拔河 44.9 38.1
舉重 32.9 48.8
武術 34.9 43.0
撞球 35.9 40.7

軟式網球 29.7 46.8
滑輪溜冰 25.3 44.7
高爾夫 17.7 40.3

表 5 ︰民眾奪牌信心
種類 非常有信心 還算有信心

拔河 44.4 34.0
撞球 33.0 38.7
舉重 28.1 41.9
武術 29.2 40.5

軟式網球 22.4 40.7
高爾夫 18.4 39.3

滑輪溜冰 16.8 34.5
木球 8.8 24.4

▲臺北和平籃球館（圖／ 2017 臺北世大運執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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