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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為凝聚臺灣棒球發展共識，由

教育部體育署指導，國立臺灣體育

運動大學承辦的「我國棒球運動未

來發展方向研討會」，於 2014（民國

103）年 8 月 13-14 日於國立臺灣體

育運動大學體操館正式揭開序幕，

這場為期一天半的研討會議討論六

項議題，包括深耕基層棒球扎根工

作、強化社會甲組球隊組訓、健全

職業棒球發展制度、完善國家隊選

訓賽輔獎、厚植棒球運動產業發展

及加強軟硬體建設與投資等子題。

本文以此研討會第二子題「強化社

會甲組球隊組訓」之討論內容，配

合治理理論之概念，分析目前社會

甲組球隊組訓的問題與現況，並依

據與會專家（包括何卓飛署長、林

華韋校長、林宗成秘書長、許順益

教練、葉公鼎教授、葉國輝教練、

龔榮堂教練、李盈南教練、徐正賢

執行長等人）之發言，分析統整強

化與提升社會甲組球隊組訓品質與

內涵之方向與建議。

運動治理理論的概念與意涵

隨著民主和資訊的發達，市場

競爭的經營模式導入政府的權力結

構等因素， 於是國家控制的力量漸

趨限制，治理（governance）概念逐

漸取代傳統的統治（government）

的狹隘思考，成為社會科學在討論

政策制定和執行能力，日漸盛行的

論 述 基 礎。Pierre（2000） 認 為，

治理的概念，在於其將政治系統及

環境加以連結，強化了政治和政策

之間的關連性。Rhodes（2000）亦

指出治理是一系列活動領域裡的管

理機制，雖未得到正式授權，卻也

能發揮作用，它是一種由共同目標

支持的活動，活動的主體未必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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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也無須靠國家的強制力來實

現，它是由共同價值支持為指導的

管理體系，透過共識的建立來進行

權力的運作。治理是一種統治社會

的新過程與新方法，主要區分為兩

個層次的含義：首先是技術領域，

強調治理就是建立發展的法律框

架，其中包括實現法治、改進政府

管理及提高政府效率等。其次是支

持和培養公民社會的發展，自願性

組織、非政府組織與各種社團都是

重要的對象。因此，治理可以被界

定為一種組織結構、一種管理方法

或決策過程，是政府與社會互動關

係之下的產物，是一種新的管理模

式。在這新的互動關係中，政府已

不再是唯一的統治權威者，而是漸

由涉入的行動者參與所取代，他們

彼此之間進行權利互賴、利益折衷

的行為，以互信為基礎、資源共享

及互相調節，以達到各自的目標。

因此，若將治理理論應用於運動學

術研究，運動治理本身即是一種分

析的工具、策略方法以及基準規

範。以領控管理的方式取代傳統集

權化的控管模式（李炳昭，2011）。

相對而言，政府的權利也隨之縮

小，轉變成促進協調、非直接控制

的形式，所以權力會劃分給參與運

作過程的行動者，彼此之間互相合

作與協商，形成網絡環狀的互動關

係，所有的決策形成並非由獨立一

方所策畫執行，需透過多方的協調

才能獲得各自的利益目標（Hindley, 

2002）。因此，運動治理可被視為是

一種動態的過程現象，著重在分析

運動政策制定過程與運動管理組織

內部運作等，並進一步探討參與之

政策行動者之間利益折衷、互相協

調與溝通的互動關係，目的是讓政

府主管機關或相關運動組織運作的

過程中，能發展該有的策略方向，

以達到組織目標。一項運動政策的

推動需要相關組織的合作，運作過

程需具透明性與責任性，透過運動

利害關係者（stakeholders）、組織

效力及資源倚賴的互動，達到所要

的目標結果。基本上，運動組織的

成員、支持者或政府機關等，為存

在於社會的實體，能夠影響組織的

相關活動、行為和政策（林家五，

2006）。對運動治理而言，彼此之間

的關係形成一種政策網絡的系統模

式，以直接與間接的方式互相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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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進行著權力與資源的互動與

交換（魏妤宸，2011）。

強化社會甲組棒球隊組訓的治理

議題探析

在「強化社會甲組棒球組訓」

子題討論中，與會人員提出的意見

包括：社會甲組棒球應成為輸送職

棒的中繼站，亦可作為轉至基層棒

球服務平臺；其次應建構組訓社會

甲組棒球隊的誘因，如強化媒體報

導、電視轉播與網路傳媒，是吸引

企業籌組球隊之誘因，策略包含先

鼓勵縣市政府組訓球隊，再輔以轉

型為企業隊；另政府與企業隊應建

立完善的職能訓練體系，以創造選

手退役後就業機會；另社會甲組賽

事的改革，應朝創造議題帶動風

潮面向規劃，此外，結合地方特

色，規劃國際品牌賽會，行銷臺灣

等方向。若以系統治理（systemic 

governance）的觀點來探究以上相關

議題，可以發現目前甲組球隊之組

訓，以不再是過去的由上而下（top-

down）以棒球協會為單一主導的執行

方式，而是以一個網狀的政策脈絡

型態呈現之，社會甲組棒球組訓需

要各方利害關係人的協助與配合，

才能達到強化的效果。而透過與會

圖片來源：編輯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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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的討論，筆者可以歸納出現

今社會甲組球隊組訓之利害關係人

或是利害關係單位包括：體育署、

城市棒球隊、爆米花聯盟、學校

體系、棒球協會中華職棒聯盟、媒

體、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球迷、

觀眾以及球員等單位。

圖1　強化甲組球隊組訓之利害關係人

以治理理論觀點探討社會甲組棒球隊組訓

學校體育‧144期��

事實上，我國社會甲組棒球

的規模，在 2009（民國 98）年以

前社會隊只剩臺電、合庫，一直

到 2010 至 103 年這幾年的振興棒球

計畫中，將社會甲組列為工作項目

後，至今第五年，社會隊達到一定

規模。在四年振興棒球計畫中，其

中一項是希望社會隊可達到 12 隊目

標外，也提供戰力來源。在如此脈

絡底下，會議中，林宗成秘書長指

出，增加球隊數之政策亦是為了解

決球員就業問題。然而面對如何強

化或增加甲組球隊組訓的議題，林

秘書長首先認為增加曝光度可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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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種方式：

從爆米花聯盟感受到媒體的定

期、長期的曝光下，帶來企業效

益與另外的一種思考。而社會隊

有感受到曝光度，感覺可與職棒

相結合。（林宗成秘書長）

對於增加曝光度以至於強化甲

組球隊及聯盟發展，與會發言人多

所認同：

有些公司在意曝光率， 所以能讓

更多人接受、接觸的新行銷手

法是可嘗試的。（林華韋校長）

　　 建 議 行 銷 上 可 往 網 路

Facebook 或 YouTube 等 工 具

成本較低的轉播方向前進。另

外社會上有許多棒球迷，建議

可與民間這些單位做結合，可

用低成本形成策略聯盟進行行

銷。（葉公鼎教授）

　　目前賽事本壘板後應可有

廣告，尋求企業贊助，另企業除

編製選手訓練外應該棒球行銷上

也預留經費。媒體很少留版本

給業餘棒球，建請體育署購買廣

告、補助、或請企業掛名贊助買

版面報導。（葉國輝教練）

李盈南教練也指出：「目前社會

甲組平面媒體較少報導，選手感覺落

寞。爆米花聯盟球賽因有電視轉播，

無形中帶動球迷、觀眾響應，明顯有

媒體報導轉播是正面的現象。」

增加曝光度不僅可以讓民眾

更加了解甲組棒球隊伍與賽事發

展，亦可以增加企業參與或贊助的

意願，合庫許順益教練便於會中指

出：「合庫有一系列獎懲及推動公

益活動的規劃，統一發票路跑活動

中，棒球隊也協助公司行銷。」因

此，何卓飛署長總結增加曝光度的

作法，亦可強化企業扮演角色，增

加甲組球隊組訓之效益。

龔榮堂教練則提出警告：「對

於企業隊這種有公司贊助的球隊來

講，多少會受媒體轉播曝光率影

響，若都沒看到曝光，可能贊助會

縮手，造成球隊萎縮。」不僅需要增

加曝光度，在企業與學校、甚至球

員都是甲組賽事組訓之成敗的共同

利害關係人的狀況下，政府對於企

業與球員的支援與照顧亦為提升甲

組球隊品質的重要因素。企業、學

校與球員為賽事的重要支柱，龔榮

堂教練指出：「企業贊助對球隊發展

來說是蠻重要的，經費挹注對大學

隊來講更為重要，尤其是公立學校

若沒有經費挹注，經營上是非常困



難的。」讓企業持續支持球隊的誘

因，李盈南教練很直接的指出：「企

業需要的就是補助、獎勵、減稅，

並提供地方上訓練的場地。」在球隊

運作方面，事實上，城市隊轉型為

企業隊很重要，過去很多球員退休

後往往會轉任教練，但教練人數有

限，若無法協助球員轉換跑道，則

他們的退休後生計就會出現問題。

也因此，林宗成秘書長認為企業球

隊應該在政府協助下去鼓勵並培養

球員的第二專長。許順益教練則期

望能按照體育署的規劃，城市隊接

手後，未來能有公股銀行或國營事

業承接，讓選手有個安定的工作環

境。雖然與會專家學者皆有共識認

為政府與企業都有協助球員生涯發

展的一定責任，然而專家學長同時

也認為給予實質幫助的同時，也需

給予球員教育與觀念上的指引。

　　社會甲組是半職業的就業

體系，應提醒在就業上如何做

準備。（林華韋校長）

　　推廣棒球應充份瞭解社會

脈動，瞭解參與棒球的目的為

何，最重要的是期待教練要有

正確價值觀、人生觀，知道如

何指導學生。（林華韋校長）

事實上，目前部分企業球隊以

進行相關的球員生涯輔導與接軌的

動作，例如合庫，公司有設立督導

考核機制，所屬球隊教練與球員是

隸屬員工訓練中心，球員退休後轉

為行員後會有在職訓練，另安排參

與講習與銀行基本業務教育訓練。

輔導退休後球員轉行員有 70％，而

有 30％轉國內外職棒。此外，臺

電方面，球員退休後會安排 6 個月

的養成訓練，訓練完成後再到臺電

公司就職，即可順利接手。然而徐

正賢執行長認為棒球選手的生涯或

許 5-10 年，退休後可往運動傷害保

護、運動科學、發言等領域發展，

退休後可在基層從事相關工作。

總結以上，何卓飛署長認為

應教導學生成為社會甲組球員所需

具備的專業、專長，若希望企業多

輔助社會甲組球隊，則教育體系應

也多提供、教導有關社會甲組的訊

息。徐正賢執行長更進一步指出：

「教育不應只看到成績，沒看到問

題，不僅往競技發展，可往教育、

公益上發展，應該要讓更多人來看

棒球，而這些來看棒球的才是對棒

球發展有幫助的人，而非選手」。

此外，增加球員與球隊間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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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性與實力，亦為強化甲組球隊組

訓的一個重要元素。

　　鼓勵社會甲級在可行範圍內

增加外籍教練與外籍球員，如此

可增加可看性與精采度。外籍球

員對臺灣棒球也會有提升。且臺

灣球員形象包括行為、外表，尚

有成長空間。（林宗成秘書長）

　　賽季若區分更徹底的話，

能讓球員較好準備。（林華韋校

長）

　　賽制上要考慮到明顯賽

季，各球隊去尋找經費也較容

易，在訓練上對於球員的體能

訓練也有幫助。（龔榮堂教練）

承上所述，若是可以依照球員

及聯盟特性，制定賽季比賽時間，

不論是聯盟的發展，或是球員的訓

練或是球員的招募，都對於甲組球

隊有正向的影響。例如李盈南教練

指出，若能年底時辦理大專球隊、

社會甲組對抗賽、企業城市對抗賽

帶動會更好。

增加球隊數，目前也是強化甲

組賽事的重要方向，李盈南教練認

為城市隊包含企業隊有 9 隊，最理

想為 12 隊，希望鼓勵無成立球隊之

縣市，先成立城市隊再轉型成企業

隊。林宗成秘書長則認為「為了社

會隊的健全發展，會參考日本棒球

協會對於社會隊的經營模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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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國輝教練則是更明白的指出「棒

球振興計畫後，組隊變多的現象是

好，而若甲組隊數解禁、有補助，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對社會甲組棒

球必有利。」基於以上，龔榮堂教練

指出甲組聯盟需與就業市場及職棒

有更多的接軌，同時也與本文前述

討論之選手職涯發展之建議結合。

　　社會甲組球隊往上是職

業，往下是就業市場，社會甲

組球隊越多就有越多的就業支

持。（龔榮堂教練）

此外，對於強化社會甲組賽

事的建議，林宗成秘書長提出可跟

地方政府合作舉辦定期性的國際俱

樂部比賽，同時進行城市行銷。另

外，亦須與職棒相討論選秀議題，

並希望政府持續關心社會隊且給予

公開肯定。

結　語

綜合此子題的引言人以及專家

學者的意見，包括結合企業資源增

加球隊數、配合媒體增加曝光率、

規劃賽事時間並提升球員實力、提

高球員就業保障、與職棒聯盟的合

作等重要方向。若本文提及之利害

關係人，包括體育署、城市棒球

隊、爆米花聯盟、學校體系、中華

職棒聯盟、媒體、地方政府、中央

政府以及球員能配合相關措施以及

決策的執行，必能確實達成強化社

會甲組球隊組訓之任務目標，更得

以進一步延伸振興棒球計畫的宗

旨，乃至於達成強棒計畫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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