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17年中華奧會國際體育事務人才結業式。（圖片提供／吳倫閑）

文／吳倫閑

壹、 前言

今年2月28日中國大陸國臺辦宣布「關於促

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共31項對

臺措施，前所未有，但目前兩岸在雙方關係無法

明確定義狀況下，仍處於軍事、政治與經濟各層

面競合關係。綜觀國際與兩岸體育交流歷史，體

育從1979年打開中美封閉外交關係著名的「乒乓

外交」，到2000年雪梨奧運與2018年平昌冬奧南

北韓運用「半島旗」與「雙方運動員聯合組隊參

賽」緩和緊張瀕臨戰爭邊緣的半島情勢，回顧20

世紀80-90年代至迄今，體育發展除有自身社會功

能與規律，具備多元化價值取向之外，現在已經

成為促進文化、經濟與政治交流的平臺。「奧會

模式」則是扮演歷史進程中兩岸體育交流關係推

動，促進終止敵對狀態，並讓兩岸運動員與體育從業

相關人員可以同臺競技與交流之有明訂條例規範的依

據。本文就現有機制下探討兩岸國際體育人才交流之

現況。

貳、兩岸體育交流歷史回顧與交流因素探討

依據刁鵬2014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兩岸體育交

流情況的研究」文中將兩岸體育交流的歷史進程劃

分為1949-1979年封閉期、1979-1987年異地（第三

地）交流時期、1988-1992年單向（臺灣赴中國大

陸）交流時期、1992-2001年雙向緩慢交流期與2001

年雙向快速交流時期五個階段。2001-2008年之後因

為北京奧運的成功申辦與舉辦，兩岸進入雙向交流的

快車道，除交流人數不斷上升之外，交流範圍也不斷

擴展。黃年（2013）主張2009-2011年（時間點也是

兩岸國際體育人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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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奧運之後）是兩岸關係近年來最大的改變，兩

岸政治氛圍是由咬定統一或獨立之「目的論」，轉

變成降低「目的」的凸顯性，強調以合理化的過程

來累積雙方各自實現目的之條件，甚且因而修正或

改良目的之「過程論」。這項轉變也帶領兩岸體育

交流接續北京奧運之後大環境政治氛圍氣氛良好的

鼓勵，交流活動熱絡發展；雖然現今政府主政下兩

岸政治氣氛再度轉變，但體育交流不受政治大開大

闔影響，中華奧會（2017）表示兩岸奧會體育交流

期間雖受到政治及意識形態之影響，對兩岸體育交

流造成衝擊，但仍定期維持往來。兩岸交流成效也

獲行政院大陸發展委員第六屆兩岸專業交流績優團

體優良事蹟專刊中指出，科技體育類中中華奧會作

為兩岸體育交流最重要窗口，推動各項運動技術、

運動醫學、移地訓練及教練支援等交流活動，數量

多，層面廣，具體而明確，成效卓著的肯定（行政

院大陸發展委員會，2006）。

刁鵬（2014）與中華奧會（2017）均都明確指

出「奧會模式」是兩岸體育交流定期穩定的交流的

根本依據。實際情況也因為兩岸雙方交流活動互相

依循「奧會模式」的情形下，兩岸體育界建立了以

兩岸奧會、兩岸單項運動協會和兩岸基層體育組織

（各縣市體育會）的三級對口交流機制，俾利兩岸

體育交流正常化與規範化。

參、兩岸國際體育人才交流現況

「奧會模式」是兩岸體育交流的基石，也

是國際體育界處理兩岸交流的準則（中華奧會，

2017），同時也適用於中國大陸人士參與國內舉

辦國際性體育文化相關活動（如國際會議與研習營

等）。實務上，兩岸體育界在國際場合上絕大多數

的時期都是處於互相較勁的情形，而雙方相對應積

極的戰略做法之一就是培育其相關專業與思維均國

際化上發展與強化的人才，俾利在國際場合維護自

身權益與積極性推進工作事務進程，取得成果。

國際體育交流活動特色首重接觸區域（contact 

zone）場合參與人士是多元國籍、族群與文化背

景。兩岸國際體育人才交流建議可以避開正式硬性

場合（國際會議與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交鋒的競

合意味，以單方面辦理國際培訓營或是文化教育交

流活動來打造雙方此領域人員軟性接觸的區域。藉

由共同學習與吸收最新國際體育專業知識的學習場

合，聆聽其他邀請與會國家學員發表看法，同時鼓

勵兩岸從事國際體育人士提出不同看法，對話之間

增進彼此了解與尊重。此種模式之交流優點為活動

主調將不易回到只有兩岸人士參加活動的既有模

式，雙方可藉機了解對方就其他國際工作事務相關

議題的觀點，增進理解，求同存異。有第三方在場

與會，且會場主題彈性又軟性的氛圍下，促進／探

詢兩岸在其他國際體育事務議題上能夠互相合作的

方向與可能，以期逐漸化解長期以來雙方在國際場

合對彼此看法並不中立的情形。

▲ 2017年中國奧會青年營開幕式。（圖片提供／吳倫閑）

▲ 2017年中國奧會青年營活動。（圖片提供／吳倫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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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到這一侷限，等於不漠視兩岸體育領域交

流之外的問題，而是務實承認兩岸在國際體育領域

的議題需要更多的交流與現實的作法。

目前兩岸都並沒有辦理專門以兩岸國際體育人

才交流為目的的交流活動，主要是為打造這樣軟性

接觸區域的活動需要有效整合資源投入辦理經費、

提出新穎且符合實務的跨領域主題學習做為吸引力

目標導向與長期投入重點深耕才能略見成效。

針對目前國內可以被歸類具備國際體育交流接

觸區域特色且由對岸交流活動正式對口組織單位派

員參加之人才交流活動有兩岸奧會奧林匹克交流活

動（中國奧會奧林匹克青年營與中華奧會奧林匹克

研討會）（雙向交流） 與中華奧會國際體育事務人

才培訓課程（單向交流）。

一、兩岸奧會奧林匹克交流活動（雙向交流）

中國奧會奧林匹克青年營自2013年開始第一

屆，邀請參加對象限年齡在18-30歲的青年參加，

中華奧會均受邀派員參加。研習主題為奧林匹克活

動相關議題為主；中國奧會青年營有全英文的環境

授課，其營造之兩岸國際體育人才交流環境情形彙

整如下：

中華奧會則以奧林匹克研討會（全中文環境活

動）發函邀請中國奧會派員參加。

二、中華奧會國際體育事務人才培訓課程（單向交

流）

中華奧會國際體育事務人才培訓課程自2011

年開始辦理，為擴大臺灣體育運動組織與有志於相

關活動人士國際化程度，刺激培訓人員全球化視

野，從2016年開始邀請其他國家奧會人士（含中國

奧會）來臺交流，邀請參加對象框限在以國家奧會

正式職員為主，目的在增加臺灣目前對他國國際體

育發展執行現況了解與認識交流管道。研習主題除

奧林匹克活動相關議題，也涵蓋國際奧會行銷業務

現況、國際／亞洲體壇趨勢專題、大型運動賽會執

年份
舉辦
地點

參與國家
奧會數

與會國
際學員
人數

國際
講師
授課

活動使用
語言

2013 北京 11 32 X 中／英文

2014 南京 8 27 X 中／英文

2015 北京 7 29 N/A 中／英文

2016 廣州 13 40 N/A 中／英文

2017 廣州 20 40 N/A 中／英文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中國奧會英文官網與彙整中國奧

會人員口述資料

▲ 2017年中華奧會國際體育事務人才國際學員合照。（圖片提供／吳倫閑）

▲ 2017年中國奧會青年營活動。（圖片提供／吳倫閑）

▲ 2016年中華奧會國際體育事務人才國際學員與國際奧會講師合照。
（圖片提供／吳倫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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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與管理、國際／亞洲總會發展策略、國際議事規

則、典禮主持司儀等相關議題，方向著重在國際體

育從業人士在實際工作中所應具備之技巧培養。中

華奧會國際體育事務人才培訓課程營造之全英文兩

岸國際體育人才交流環境情形彙整如下：

參、結論

總結收集相關文獻資料，可發現具備兩岸國

際體育人才交流型態的活動是近5年才開始，實際

執行層面則是呈現碎片化交流，缺乏整體性與迫切

感。除了活動在兩岸國際體育事務議題整合推動上

的困難之外，雙方很容易受到政治氛圍影響下於國

際場合中競爭關係的侷限，推展需要雙方更多互信

與努力。但若長期執行此方面的活動，預期可增添

兩岸體育交流過程新動能，增加兩岸國際體育人才

交流次數，蓄水營造善意，透過「奧會模式」的秩

序錂鏡來看日益複雜的交流問題，並在秩序當中尋

找發展上的自由，試探尋求兩岸體育界在國際體育

事務上其他可能的合作契機。同時，臺灣處於亞洲

體育區域競爭中，如何和其他亞洲國家在國際體育

事務推展上較勁並取得競爭利基，著重兩岸國際體

育事務人員交流的軟實力與我國國際體育事務人才

的累積，是未來區域競爭的關鍵。  

作者吳倫閑為前中華奧會國際組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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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舉辦
地點

參與國家
奧會數

與會國
際學員
人數

國際
講師
授課

活動使用
語言

2016 臺北 6 9 7 中／英文

2017 臺北 9 15 4 中／英文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中華奧會官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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