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臺北市長柯文哲（中）主持

2015 年光州世大運來臺傳

遞活動，象徵 2017 年臺北

世大運即將到來。

  （圖／蘇嘉祥提供）

壹、前言

2017 年 7 月第 29 屆世界大學運動會（以

下簡稱世大運）將在臺北舉行，這是我國體

育運動歷史上承辦的最大型運動會，估計屆

時將有超過 120 個國家和地區的一萬多位選

手參加；是我建國一百多年來以東道主身分，

首次廣泛地、直接地和頂級的世界優秀運動

員在寶島臺灣齊聚一堂，在悠悠歷史長河裡

饒富意義，影響必定既深且遠。

事實上我國參加世大運的歷史不長，但

是由於各界努力，我們在參與的短短 20 多年

時間裡，取得的成就卻超過參加奧運、亞運

或東亞運，在所有參與國際體育運動賽會歷

史上表現亮麗、耀眼，如果以「投資報酬率」

來計算，投下的資金最少，參加世大運得到

的榮譽比較多，獲得的效益比較高。

以今年在光州世大運來講，我們在沒有

主場優勢情況下，獲得 6 面金牌、12 面銀牌、

18 面銅牌，總排名第 10 名，還贏過其他參

賽的 133 個國家或地區，平心而論，是我們

參加「國際競技」領域的成功範例，很值得

重新回顧檢視，並作為我國往後參與其他國

際體育事務的學習借鏡。

一如奧運及許多大型國際運動賽會都是

在歐洲開辦，世大運是在 1896 年第一屆奧

運在雅典開辦多年後，由美國／英國／瑞士

三個國家大學教師商議各國大學生應該辦一

項個別的聯誼比賽，1919 年美國／英國／瑞

士三個國家的大學體育教師成立了「國際學

生聯盟」（ISU），進行小規模的比賽；1948

我國參加世大運的歷史與意義
─亮麗、耀眼，投資報酬率高
文 / 蘇嘉祥

5   季刊    第 183 期

本期專題



年歐洲部分國家的大學體育教師成立較大

規模的「國際大學運動聯盟」（FISU），

並於翌年 1949 年在義大利舉行「國際大

學競賽周」活動。

直到 1959 年，義大利的運動領導人

納比歐洛（Primo Nebiolo）運用個人關係

說服兩大組織合併，舉辦「世界大學運動

會」（Universiade），他們設計出一面以

象徵大學（University）的「U」旗幟，外

圍繞以五顆星星作為會旗，廣邀包括東、

西方，民主與社會兩陣營國家的大學生參加，

點燃大和解、大團結的今日型態世大運，首

屆比賽就在納比歐洛的家鄉義大利杜林舉行。

我國雖然在 1932 年就派出選手參加第

10 屆奧運（洛杉磯），也在 1954 年派代表

團參加第二屆亞運（馬尼拉），但是到 20 世

紀 80 年代初期一直和世大運組織沒有接觸。

貳、奧運、亞運瓶頸後轉向世大運

在 1932 到 1980 年間，我國參加奧運多

次，未能取得讓人滿意成績時，大家覺得應

從我們較強的「學校體育」找到著力點、突

出口，省視我國體育發展歷史，發現我國的

學校體育建制完善、設備齊全，而且經費也

比較充足，加強學生尤其是大學生的競賽訓

練，可以大大提升我國整體競技力。

將最好的學生運動選手送到國際競賽會

場，尤其是大學生運動員和全世界各國交流，

除了強化學生競技能力，達到另種形式學校

外交，也可以在奧運、亞運競技場上為國爭

光。

1982 年臺灣師大教授兼中華體育學會會

長簡曜輝，和中華大專跆拳道隊到美國參加

比賽，和當時國際大學運動總會 FISU 秘書長

談起「臺灣有 120 多所大專院校，每年舉辦

大專運動會，應該加入 FISU。」這位秘書長

回比利時後寄來入會申請書，並請剛上任的

我國國際奧會委員吳經國先生協助，將申請

書送到比利時總部。

經過包括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從旁協

助，歷經 4 年的努力，中華民國大專體育運

動總會終於在 1986 年加入國際大學運動總會

（FISU），並在 1987 年第一次派隊參加在南

斯拉夫札格瑞布（Zagreb）的第 14 屆世界大

▲1991 年教育部長毛高文（左）授旗給第三次參加世大運的中

華代表團團長簡耀暉。（圖／蘇嘉祥翻拍自大專體總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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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運動會（Universiade）。

世大運是一個專供 28 歲以下的大學生參

加的運動會，當時比賽種類大約有8到12種，

規模不如奧運會，但有部分奧運的明星運動

員，也經常代表國家出賽，尤以 20 世紀 90

年代前的社會主義國家如蘇聯、波蘭、南斯

拉夫、中國大陸、古巴…等常派出奧運獎牌

得主參賽，所以當時有「小型奧運」之稱。

1987 年臺灣的世大運代表團在教育部長

毛高文授旗後，由當時國立師大校長兼大專

體育總會會長梁尚勇率團，到南斯拉夫札格

瑞布參加世界大學運動會，寫下我國學校體

育史上，第一次派出純學生運動團隊參加國

際大型運動會新頁。

接著 1989 年組團參加西德杜伊斯堡世大

運、1991 英國雪菲爾世大運時我國成績逐漸

推前躍升，1991 年第 16 屆英國雪菲爾世大

運女子短跑女將王惠珍更一舉勇奪 200 公尺

金牌，震驚國際體壇。

王惠珍在這屆比賽，以 23.22 秒得到我

國參加世大運三屆以來第一面獎牌，也是第

一面金牌，被喻為我國在奧運、亞運之外的

一項重大成就。這一年她 23 歲，被視為是紀

政的接棒人。

王惠珍原是被看好在 100 公尺可得到獎

牌，但是晉級 100 公尺決賽當天早上她覺得

右大腿疼痛，冰敷未見效，決賽前半段她並

沒輸，但跑到70公尺處，右大腿痛的不得了，

想加速卻使不上力量，幾乎要往前撲倒，咬

緊牙關撐到終點，只得到第四名。                                                                                  

我國歷屆世界大學運動會成績演進表  （表 / 蘇嘉祥製作）

年分 地點 金牌 銀牌 銅牌 名次 國家數

1987 札格瑞布 0 0 0 0 125
1989 聖保羅 0 0 0 0 102
1991 雪菲爾 1 0 0 20 140
1993 水牛城 0 0 3 23 142
1995 福岡 1 1 2 22 163
1997 西西里 2 1 1 18 124
1999 帕瑪 2 2 0 18 128
2001 北京 0 3 5 32 169
2003 大邱 3 3 5 11 174
2005 伊士麥 6 2 4 9 140
2007 曼谷 7 9 12 8 152
2009 貝爾格勒 7 5 5 7 145
2011 深圳 7 11 17 8 152
2013 喀山 4 4  7 16 159
2015 光州 6 12 18 10 143
小計 46 53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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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4 日進行 200 公尺準決賽，王惠珍

的右大腿雖然纏著彈性繃帶以減輕痛楚，仍

在第二組跑出 23 秒 98，以分組第三名通過

考驗，這個成績在晉級決賽的八位選手中只

排名第五。                                                                                

7 月 25 日舉行決賽，王惠珍居然一路領

先，過了彎道已明顯擺脫其他選手，直道加

速更順暢，她以 23 秒 22 奪冠，挪威選手奧

森以 23 秒 41 居次，美國柯琳絲 23 秒 47 獲

銅牌。王惠珍成為世大運舉行 16 屆以來，第

一位在這個項目贏得金牌的東方女孩。

1993 年世大運在美國紐約州水牛城舉

行，是我國第四次組團參加這項盛會，雖然

沒有得到金牌，但是除了王惠珍的 200 公尺

獲得銅牌，體操場上我們有一項很重要的成

就，就是張峰治在跳馬、鞍馬各得到一面銅

牌，也是很了不起的成績。

體操是奧運重要的比賽種類，我國過去

未在體操場上得到佳績，張峰治在世大運開

幕前的 4 月裡，先在世界盃體操賽得到跳馬

金牌，接著在好手環伺的世大運再奪兩塊銅

牌，並在秋天的上海東亞運奪金，我國選手

終於在世界體操場上佔有一席，意義重大。

1995 年我國的大專體育總會改組後，教

育部決定擴大組團參加在日本福岡舉行的世

大運，報名田徑、體操、擊劍、網球、排球、

棒球、柔道等七種比賽，代表團隊職員超過

一百人，世大運已成為我國體育重要賽事，

隨隊採訪的記者超過 20 人。

這一屆中華隊成績進步，得到 1 金 1 銀

2 銅，在參賽的 163 國裡總排名第 22 名。女

子柔道選手吳玫玲得到銅牌，其餘獎牌來自

網球。棒球隊得到第五名。

國立體院的王思婷在這一屆比賽威風八

面，他個人參加三個項目比賽都得到獎牌； 

他和陳志榮搭配混合雙打得金牌，這是繼王

惠珍之後我國在世大運得到的第二面金牌；

她和劉虹蘭搭配女子雙打得到銀牌，她個人

參加女子單打得到銅牌，個人勇奪金、銀、

銅三面獎牌。

1997 年世大運在義大利西西里舉行，這

一屆未辦棒球賽，我國首次參加游泳賽，田

▲王惠珍在雪菲爾世大運勇奪女子 200 公尺金牌，獲頒

獎時在檯上見到會旗升起感動落淚。（圖／蘇嘉祥翻

拍自民生報體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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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游泳、擊劍等三項成績平平，網球隊佳

績頻傳，總計得到 2 金 1 銀 1 銅，總成績超

越歷屆，在參賽 124 國得到第 18 名。

女排維持上屆的第六名成績，網球在紅

土球場比賽，但中華選手有充分準備，王思

婷女單金牌，她搭配臺北體院徐雪麗參加的

女雙也獲得金牌，混雙配國立體院林秉超得

到銀牌，林秉超個人男單銅牌。

王思婷依然是中華代表團最亮麗的選

手，她仍然報名三項比賽，只要出手就贏，

六場單打、五場女雙全贏，只有在混雙四勝

一敗，輸了一場。個人獲得兩金一銀，締造

參加世大運個人成績最佳紀錄。

1999 年世大運在西班牙度假聖地馬約卡

首府帕瑪舉行，中華代表團由新成立的行政

院體委會副主委林政宏領隊，在這一屆我國

成績又更上一層樓，在 10 天比賽得到 2 金 2

銀，124 個參賽國總成績排第 18 名。

網球隊增加旅美臺裔選手李慧芝，

她和王思婷形成女子單打雙保險，結果兩

人雙雙打進決賽，包辦金、銀牌。兩人聯

手雙打，擊退所有歐亞選手得到金牌，王

思婷和林秉超的混雙晉級決賽，輸給韓國

得到銀牌。

女籃和女排在這次比賽成績不錯，

尤其是已經兩屆沒有參加的女籃，在將士

用命下，打敗東歐勁旅捷克、烏克蘭，還

贏了巴西、葡萄牙，成為亞洲唯一晉級八強

的女籃，得到史上最好的第六名。

參、打進領導核心

女排也贏了巴西、捷克、泰國，雖輸給

俄羅斯、日本、西班牙，但連續三屆打進前

六名。顯示我國大學女生排球不弱。男子跳

遠趙志國 7.70 公尺得到第七名。

這一年（1999）我國大專體育總會會長

陳太正，在國際大學運動總會（FISU）獲選

為執行委員，我國大專體育領導人打進 FISU

核心，我國發展大學體育多年終獲世界各國

肯定，賽後中華大專體育代表團返國獲得中

央支持，決定要申辦 2007 年世大運。

2001 年世大運在北京舉行，我國派出龐

大代表團，參加八種比賽，成績平平未得到

金牌。2003 年世大運仍在亞洲舉行，以權利

金 500 萬美元和招待選手膳宿得到承辦權的

▲王思婷（中）是我國參加世大運史上早期得牌寄望所在，她在

西西里世大運個人得到兩金一銀，三面獎牌 。（圖／蘇嘉祥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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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大邱，以剛辦完 2002 年世界盃足球

賽的主體育場辦出豪華世大運，接待規格

有如世界盃，讓大家印象深刻。中華代表

團成員又超過上屆，除了田徑、體操、網

球、柔道外，韓國強項跆拳道、射箭也移

到世大運舉行，另外我國還參加球類團隊

賽，男女排、男女籃、女足陣容龐大，本

屆比賽得到 3 金 3 銀 5 銅，在 174 個參

賽國裡總排名第 11 名。

肆、總排名跳進 10 名內

2005 年世大運在土耳其伊士邁舉行，中

華代表團百花齊放，在體操、網球、排球、

跆拳道、射箭都勇奪金牌，以總獎牌 6 金 2

銀 4 銅，首次排名進 10 名內，在 140 個參賽

國排第 9 名。

「標竿運動」網球繼續有出色表現，莊

佳容配謝淑薇在決賽 6：4、6：3 勝斯洛伐克

選手得到女雙金牌，莊佳容搭配陳迪的混合

雙打，在決賽 2：1 逆轉勝墨西哥，也得到金

牌。上屆男單只得到第五的王宇佐拿下銅牌，

謝淑薇、詹謹瑋女單同時得到銅牌。

最有價值的金牌應該是女排和體操男

子跳馬兩塊，我國女排是世大運元老團隊，

1987 年第一次參賽就以女排為主，屆屆參

賽，上一屆女排健兒們在大邱得到銀牌，這

一屆他們更了不起又上一層樓，以全勝封后，

全隊欣喜若狂，這是我國女排第一次在世界

級比賽登頂。

體操選手黃怡學在跳馬決賽以「前空翻

兩周加轉體360度」得到9.637分，並以9.545

平均分獲得金牌，這是我國體操選手在國際

大賽第二次獲得金牌。林祥威獲得鞍馬銅牌，

表現也不錯。

2007 年世大運又回到亞洲，在泰國曼谷

舉行，曼谷以 1998 年辦亞運的法政大學體育

設施做為比賽場館。中華代表團的成績又有

新的突破，以 7 金 9 銀 12 銅創下新紀錄，並

在 152 個參賽國裡得到第 8 名，總排名締造

新高。

泰國增設自己的優勢運動種類高爾夫、

羽球、壘球，結果讓中華隊多取得兩金一銀。

跆拳道在這一屆成為「多金團隊」，拿到 3

金 1 銀 3 銅。蘇麗文、曾憶萱、林安妮三位

▲我大專女排經過 18 年奮鬥，在 2005 年伊士邁世大運全勝得

到金牌，頒獎時隊員們在臉上彩繪慶祝。（圖／蘇嘉祥翻拍自

聯合報體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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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將勇奪金牌。

羽球隊精銳盡出，也斬獲 1 金 3 銀 2 銅，

「黃金女雙」程文欣／簡毓瑾全勝得金牌，

曾獲世界盃羽球賽女單銅牌的臺北體院學生

鄭韶婕在東南亞勁敵及中國隊環伺下，女單

得到銀牌也屬難能可貴。

2009 年世大運在貝爾格勒舉行，我國桌

球隊全體教練、選手全力以赴，得到 7 面金

牌，平了上屆的金牌數，另外得到 5 面銀牌、

5 面銅牌，總排名躍升到史上最高的第 7 名。

2011 年第 26 屆世大運在大陸深圳舉行，

這是大陸第二次承辦世大運，比賽包括表演

種類創下達 30 種的新高，我國得到 7 金、9

銀、16 銅，在參賽的 152 國當中得到第 8 名。

2013 年第 27 屆世大運在俄羅斯的喀山

舉行，我國派出 15 支代表隊 134 位選手，得

到 4 金、4 銀、7 銅，在 159 國當中排在第

16 位。舉重新秀郭婞淳勇冠三軍，在三個項

目全打破大會紀錄，榮獲金牌。

 2015 年的韓國光州世大運剛剛落幕，

這次中華代表團表現傑出，在 143 個參賽國

裡，總排名得到第 10 名，獲得 6 面金牌、12

面銀牌、18 面銅牌。傳統金牌大隊網球隊拿

到女團、女單兩面金牌，跆拳道、桌球、射

箭及棒球比賽都得到最高榮譽的金牌，另有

12 個項目只差一點也得到銀牌，顯示我們在

下次的 2017 年臺北世大運，肯定有很大的進

步預期值。

臺北世大運的承辦權是於 2011 年，在比

利時布魯塞爾舉行的 FISU 執行委員會時，打

敗巴西取得，這是我國歷經 4 次申辦失利後

贏來的，從首次參賽到取得承辦權，證實世

界各國普遍認可臺灣在推展大學體育教育、

強化學生運動實力認真努力，而且具體有效，

這是我們不惜一切投下巨資、集合全國智慧

共同創造的榮譽，深具意義。（本文作者為

國政基金會特約研究員）

▲  2015年光州世大運跆拳道女子選手林琬婷奪金。（圖

／李小明提供）

▲   2009 年世大運我國桌球隊戰績輝煌，代表團頻頻在桌球

會場慶功，這一年我國總排名躍升到第 7 名。（圖／蘇

嘉祥翻拍自大專體總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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