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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南向政策（southbound policy）始於1990

年代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及經濟政策，推動臺商海

外投資往東南亞轉移，並意圖使用經濟力量擴張一

些政治影響力，同時降低臺灣對中國大陸投資的強

度，主要偏重勞力密集產業投資。2002年陳水扁總

統提出新南向政策（new southbound policy），

更著重在經濟貿易與戰略面，以資訊工業技術、人

力資源、勞務合作與經濟合作夥伴為主；合作層面

我國羽球新南向政策之外交優勢

文／陳志一、李坤培

第6屆球拍運動科學世界會議（World Congress of Racket Sport Science）於新南向國家－泰國舉行，與泰國羽球協會主席兼國際奧會委員
Khunying Patama女士合影。（圖片提供／陳志一、李坤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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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體育新南向政策

配合國家推動「新南向人才培育推

動計畫」，教育部體育署106年起執行

「體育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以「擴

展雙向體育運動交流」、「鼓勵新住民

參與全民運動」及「拓展體育領導人交

流管道」3大策略為主軸，透過培訓（以

賽代訓、移地訓練）、辦理體育研習交

流、參賽、辦理邀請賽等23項工作計

畫，開拓與新南向國家體育運動交流與

合作，及落實國內新住民、外籍移工運

動權（體育署，2018）。 同時，教育部

體育署制定體育新南向7大政策，內容包

括學校體育交流實施計畫，涵蓋學校赴

新南向國家參加足球賽事或移地訓練、

邀請新南向國家之學校足球隊來臺參加

邀請賽、邀請新南向國家之學校足球隊

來臺交流、辦理運動團隊赴新南向國家參加賽事或

移地訓練、各級學校體育運動及教學參訪交流、提

升學生游泳與自救能力及水域安全相關交流計畫、

邀請新南向國家優秀青少年選手來臺運動培訓計畫

等。為加強與新南向政策之國家有更深入的交流，

在106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教育部體育署特邀請

新南向國家參賽，促成體育交流，期望臺灣的年輕

選手建立世界觀，了解南向國家的體育實力，以體

育文化交流的目的取代競爭，提升我國選手的競技

實力（體育署，2018）。

參、「羽球外交」

綜觀新南向政策多數國家的人民，都相當熱

愛羽球運動，例如：新加波、印度、印尼、馬來

西亞、泰國、越南等。自從2016年9月的世界大

學羽球錦標賽中華隊獲得3金2銀2銅創歷屆最佳成

包括能源、糧食、環保、防治愛滋病、勞工移動、

防止跨國犯罪、走私、毒品、洗錢等國際安全保障

之優先議題。行政院依據蔡英文總統召開之對外經

貿戰略會談，通過「新南向政策」政策綱領，提出

「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秉持三大核心理念包括

「長期深耕、多元開展、雙向互惠」，上至中央部

會，下至地方政府，以及整合民間企業與團體的資

源與力量，從「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

源共享」與「區域鏈結」四大面向著手，期望與印

尼、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越

南、緬甸、柬埔寨、寮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

拉國、尼泊爾、斯里蘭卡、不丹、澳大利亞、紐西

蘭等東南亞、南亞和大洋洲諸國等國家，創造互利

共贏的新合作模式，建立「經濟共同體意識」（行

政院，2016）。

參與2017世界羽球運動總會於新南向國家－澳洲舉行會員
大會暨理監事投票選舉。（圖片提供／陳志一、李坤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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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接續2016年11月17日戴資穎於超級系列香港

公開賽女子單打決賽奪冠，成為世界羽球運動總會

（Badminton World Federation,2018）排名第

一的世界球后，這股熱潮延續到2017臺北世界大學

運動會，中華隊獲得5金也是創歷屆最佳成績，在

2018印尼巨港亞運戴資穎獲得女子單打金牌與周天

成獲得男子單打銀牌，也是中華隊在歷屆亞運中最

佳的羽球競賽成就，甚至在世界羽球運動總會團隊

排名（team ranking）當中，中華隊已經超越傳

統羽球強國馬來西亞與韓國，位居世界排名第6。

2018年世界羽球運動總會世界巡迴賽共38站比賽，

在新南向政策所涵蓋國家就有12站比賽，為各洲之

冠。另外，對國際開放的超級聯賽計有三個，分別

為印尼超級聯賽、馬來西亞超級聯賽與印度羽球超

級聯賽，臺灣均有選手參賽。2017臺北舉辦羽球黃

金大獎賽期間，世界羽球運動總會賽會經理Venu 

Mahalingam來訪，給予高度肯定，希望能夠升

級到第一級賽事，讓臺灣舉辦羽球國際賽事能與國

際羽壇接軌。若與鄰近的羽球強國相較下，臺灣羽

球在全民活絡與競技專業方面絲毫不遜各國，但在

職業聯賽（或半職業賽）方面卻是少有著墨。臺灣

應行蓄積之核心組織與個人能力，與有形與無形資

本，以發揮競爭優勢。具體而言，例如世界羽球聯

盟總部坐落於馬來西亞鄰國，泰國羽球協會主席

Khunying Patama則為國際奧會委員，印尼、馬

來西亞、印度⋯⋯南向政策諸國實力皆不容小覷，

以城市為主體的屬地主義，輔以球員人才適度自由

流動，可串接為東南亞諸國的職（企）業聯賽，又

可結合運動彩券形成跨國聯賽，則我國羽球有機會

成為縱橫捭闔國際的要角，未來努力的方向應該在

於跨國性區域聯賽，促進運動產業發展，期待臺

灣成為亞洲羽球發展的重心（陳志一、李建興，

（圖片提供／紅藍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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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在世界

羽球運動總會會

員國家中，臺灣在選

舉理、監事會議，與馬來西

亞、印尼、印度、泰國一樣擁

有最高可投票數5票，顯示臺灣

的羽球實力已經獲得國際的肯

定。因此，臺灣羽球的實力，

從競技成就的躍進，演進到舉

辦國際羽球賽會發展概觀，進

而延伸在世界羽球運動總會位階

的提升，臺灣政府藉由「羽球外

交」不失為向國際社會宣示推動新

南向政策的契機。

肆、結語

在臺灣主流運動種類中，羽球在推動新南向

政策中交流的深度與廣度，最能夠接地氣，遠比

棒球和籃球相對容易。以2017臺北羽球黃金大獎

賽為例共計238位選手參賽，其中來自新南向國家

的選手共計138位（中華民國羽球協會，2017）。

因此，透過運動賽事的連

結，建構外交的基礎，與

新南向國家在運動、文化

的交流。外交戰場無止

境，如同競賽場合的瞬息

變化，都在考驗競爭優勢

的維持。在新南向政策的

國家中印尼、馬來西亞、

泰國的羽球賽事都是全國

矚目的國際賽事，政府在

推動新南向政策之際，應

該善用目前臺灣羽球發展

的優勢，形成「國家與國家聯結」、「區域參與與

整合」以及「提升競技實力」的三維體育新南向政

策。

作者陳志一為國立臺灣大學體育室專任教授、李坤

培為國立臺灣大學體育室專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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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紅藍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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