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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臺北世大運
競技運動人才培訓、參賽及成果
文 / 李昱叡、蔡政儒

▲ 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代表團授旗典禮（圖／戴見安提供）

壹、前言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我國代表團

以 26 金 34 銀 30 銅的成績，在所有參賽國排

名第 3 位，成績遠遠超越原設定參賽達成國

家排名「保七搶五」之目標，創造參賽歷史

最佳成就，本文將從推動 2017 臺北世界大學

運動會保七搶五培訓計畫、2017 臺北世界大

學運動會之參賽情形及參賽成果作重點評析，

期望未來本次臺北世大運競技運動人才培育

之成效，將可做為未來相關推動策略之參考。

貳、�推動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保七

搶五培訓計畫

競技運動實力的提升與強化，是我國體

育與運動政策發展的主軸之一，為因應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的舉辦，教育部體育署

透過推動競技運動人才培育計畫的過程，整

合培訓資源，結合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

會（以下簡稱大專體總）及各單項運動協會，

以落實選手培育工作（教育部體育署2013a、

2013b），重要設定目標為包括：

一、總目標

爭取 2017 世大運國家排名前 5 強；進入

國家排名前 7 名，以達成 2017 年臺北世大運

「保七搶五」培訓計畫目標。

二、階段目標

（一）�建構國家代表隊選手培訓機制，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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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層分級培訓原則。

（二） 設置運動科學支援團隊，樹立運科介

入及支援訓練模式。

（三） 增進國家競技運動競爭力，提升國際

運動社會曝光度及影響力。

三、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 結合奧運會及亞運會培訓計畫，整合

資源，提升實力。

（二） 依運動屬性分類培訓及參賽，以切合

計畫目標。

（三） 行政、運科全力支援，提供完整後勤

支援。

參、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之參賽情

形

一、 賽會背景

（一） 舉辦日期：106 年 8 月 19 日起至 8 月

30 日止。

（二）參賽國：134 國。

（三） 競賽種類

1.二十一項正式競賽種類：田徑、游泳、

跳水、水球、競技體操、韻律體操、

籃球、排球、足球、桌球、網球、擊

劍、柔道、跆拳道、射箭、羽球、棒

球、舉重、高爾夫、武術及滑輪溜冰。

2. 一項示範運動種類：撞球。

（四）總金牌數：273 面（不含示範運動）。

二、參賽情形

（一） 奪牌情況：總計獲得 26 金 34 銀 30 銅

的成績。

（二）國家排名：在所有參賽國中名列第3位。

序號 運動種類 金 銀 銅 總獎牌數

1 田徑 2 2 4 8

2 體操 1 2 0 3

3 舉重 2 1 4 7
4 跆拳道 1 5 3 9

5 射箭 0 4 1 5
6 桌球 0 2 5 7
7 羽球 5 0 3 8
8 網球 4 1 2 7
9 籃球 0 0 1 1

10 滑輪溜冰 10 11 2 23
11 武術 1 3 2 6
12 高爾夫 0 3 3 6

合計 26 34 30 90

排名 代表團 金 銀 銅 總數

1  Japan 37 27 37 101

2  Korea 30 22 30 82

3  Chinese Taipei 26 34 30 90
4  Russia 25 31 38 94

5  United States 16 19 16 51
6  Ukraine 12 11 13 36
7  DPR Korea 12 5 6 23
8  Italy 9 6 17 32
9  China 9 6 2 17

10  Iran 8 4 11 23

▲資料來源：教育部體育署（2017）

▲資料來源：2017 世界大學運動會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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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之參賽成果

重點評析

一、田徑

（一） 男子標槍：鄭兆村以成績 91.36 公尺之

成績（破全國紀錄、世大運大會及亞洲

紀錄）獲得金牌。

（二） 男子標槍：黃士峰以成績86.64公尺（破

世大運紀錄）獲得銅牌

（三） 100 公尺：楊俊瀚以成績 10 秒 20 獲

得金牌，也獲得世大運史上首位亞洲短

跑男子金牌。

（四） 110 高欄：陳奎儒以成績 13 秒 55 獲

得銀牌（破全國紀錄，首次奪牌）。

（五）400 公尺跨欄：銀牌，陳傑。

（六） 男子跳高：向俊賢以成績 2 公尺 26 獲

得銅牌。

（七）4x100 公尺接力：銅牌（首次奪牌）

（八） 女子半程馬拉松團體賽：銅牌（首次奪

牌）

▲陳奎儒參賽 110 高欄 （圖／體育署提供）

▲陳傑參賽 400 公尺跨欄（圖／體育署提供）

▲向俊賢參賽跳高（圖／體育署提供）▲鄭兆村及黃士峰分別獲得標槍金牌及銅牌（圖／體育

署提供）

▲楊俊瀚獲得田徑 100 公尺金牌（圖／體育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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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舉重

（一） 女子 58 公斤量級：郭婞淳以抓舉 107、

挺舉 142、總和 249 公斤成績獲得金牌，

其中挺舉成績 142 公斤破世界紀錄。

（二） 女子 69 公斤量級：洪萬庭以抓舉 101

公斤、挺舉 126 公斤，總和 227 公斤

拿下金牌。

三、滑輪溜冰

本屆世大運滑輪溜冰為主辦城市選辦項

目，我國滑輪溜冰代表隊總計獲得10面金牌，

其中楊合貞個人囊括 5 面金牌。

四、體操

（一） 競技體操：李智凱獲得男子鞍馬金牌（自

2005 年後再得體操金牌）

（二） 韻律體操：首次參賽團體項目，奪 2

面團體銀牌。

▲郭婞淳成功完成試舉（圖／體育署提供）

▲洪萬庭成功完成試舉

  （圖／體育署提供）

▲我國滑輪溜冰代表隊率先抵

   達終點（圖／體育署提供）

▲ 李智凱參加男子鞍馬競賽

  （圖／體育署提供）

▲韻律體操參賽情形

  （圖／體育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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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羽球

獲男、女單、女雙、混雙及混合團體，

共 5 面金牌，其中混合團體獲隊史首面金牌。

五、網球

獲男子單打、女子雙打、男子團體及女

子團體，共 4 面金牌。

六、團體球類

女子籃球部分獲得銅牌；女子排球獲得

第 4 名；男子籃球獲得第 13 名；男子排球獲

得第 11 名，整體而言，女籃繼 2011 年再度

奪牌、女排繼 2005 年後重返前四強、男籃寫

下參賽以來最佳名次。
▲女子籃球隊團隊歡呼（圖／體育署提供）

▲男子網球選手莊吉生參賽（圖／體育署提供） ▲男子籃球隊團隊參賽（左）男子排球隊團隊參賽（右）

（圖／體育署提供）

▲女子羽球選手戴姿穎參賽（圖／體育

署提供）

▲男子羽球選手王子

維參賽（圖／體育

署提供）

▲體育署署長頒發羽球團體金牌賀電（圖／體育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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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展望未來

本次參賽多項運動之成就表現值得讚

賞，如郭婞淳舉重挺舉破世界紀錄及體操李

智凱鞍馬勇冠群英，鄭兆村在男子標槍項目

以 91.36 公尺的成績奪得金牌，不僅打破世

大運紀錄及亞洲紀錄，更超越 2016 年里約奧

運金牌的成績；另外楊俊瀚在男子 100 公尺

項目拿下金牌，在歐美選手稱霸的短跑項目

衝出重圍，成為世大運史上首位來自亞洲的

男子 100 公尺冠軍。本次世大運我國選手表

現優異，奪下 26 金 34 銀 30 銅的成績，在

參賽國中名列第 3 位，不僅達成目標，也奠

定國家隊組訓的重要基礎（教育部體育署，

2017）。整體而言，有全體教練選手與支援

團隊的長期付出，才能造就今日的成功，而

大專體總的長期支持與深耕也是成功的關鍵

因素，未來期待我國競技運動發展將以世大

運培訓計畫為基礎，持續優化培訓環境與策

略，幫助選手競技能力向上提升，在國際體

壇繼續為臺灣爭取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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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代表團感恩餐宴（圖／李昱叡提供） ▲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代表隊參加臺灣英雄大遊行

（圖／李昱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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