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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明仁　私立葳格高級中學體衛組長

蔡明昌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休閒運動學系助理教授

               厚植棒球運動產業發展
                             創造臺灣棒球平臺

前　言

我國棒球發展至今，歷經多次

盛衰，從職棒成立初期受到全國球

迷的支持與關注，各項發展如日中

天。然而，從 1996 年起接連爆發黑

球事件，加上國際賽屢招挫折，重

創職棒產業。2010 年政府開始推動

「振興棒球計畫」，重新檢討對棒球

的各項發展，從扎根基層棒球，舉

辦多項國際賽事，包括亞洲職棒大

賽、冬季聯盟等。甚至 2013 年世界

棒球經典賽（World Baseball Classic, 

WBC）中華代表隊擊敗韓國晉級複

賽後，燃起球迷對棒球的熱情。加

上大量的旅外選手歸國和球星拉米

瑞茲（Manny Ramírez）加入職棒等

因素，增加賽事可看性，吸引眾多

球迷入場看球，接連也帶動國內對

棒球運動的熱潮（梁功斌，2013）。

然而，國內棒球運動過於仰賴

大環境發展，存在著環境穩定性不

足之問題（梁功斌，2013）。因此，

我們如何有效率且有效能地開發臺

灣棒球市場，將臺灣棒球品牌行銷

至全世界，無論是球員、賽會或職

業棒球等產業，均盼望透過「強棒

計畫」集思廣益，厚植棒球運動產

業發展，創造臺灣棒球平台。因

此，本文內容就以厚植棒球運動產

業發展為主要探討對象，期待透過

這樣的討論，整理出最適合國內棒

球產業發展的方向及目標。

運動產業

運動產業係以「運動行為」

為前提而生產或提供某產品或服務

給消費者，以滿足其需求的廠商集

合。這些廠商所生產或提供之產

品、服務彼此可以相互替代者（葉



公鼎，2013）。棒球產業主要是產業

結合棒球的元素和資源構成的，其

範圍係以棒球運動為主軸，由此衍

生各類所需財貨或者服務，其中可

分成棒球核心產業、周邊產業和水

平產業。

棒球核心產業

棒球核心產業，可視為棒球行

為發生的基礎產業，若缺乏這些產

業的發生，則棒球行為無從做起。

例如職棒球隊和棒球賽會。這兩者

的內容整理如下：

一、職棒球隊

以職棒來說，比賽為職棒產

品，而生產此產品者為職棒球隊，

因此核心產業為球隊。各球隊在職

棒聯盟中需注意幾個問題，包括釐

清與聯盟的權利義務關係、強化內

部防賭稽核、落實屬地主義、整備

二軍制度和規劃退役選手出路等，

藉由改善核心產品帶動周邊產業和

水平產業發展，提升整體棒球產

業。

二、棒球賽會

辦理棒球賽會為臺灣長期累積

下來的經驗，更為棒球產業上較為

占優勢的項目，特別是舉辦國際賽

部分。主要為臺灣政府願意贊助，

只要是國際賽事，無論地方或中

央，政府都願意去贊助比賽。然而

棒球運動經過二三十年的發展，受

到市場的需求，各項軟硬體設施方

面不斷提升，盼改善服務品質，吸

引更多球迷進場，擴大市場規模。

雖然經驗豐富，臺灣辦理球賽角色

卻只定位在「代工」的角色，除了

國際賽外，較無法透過自己組織辦

理賽會的單位，而往往利潤效果就

大打折扣，這是非常可惜的。因

此，臺灣是否能以大陸市場或整個

大東亞為市場，主動提出辦理棒球

賽事之機會，提升核心技術之能見

度，是未來可以發展的目標。

棒球周邊產業

棒球周邊產業則是棒球產業所

刺激帶動，進而產生相關產業。包

括棒球運動場館、運動傳播、授權

商品銷售與合法性運動博奕業等。

職棒必須圍繞著核心產業進行產業

帶動，在這些周邊產業的帶動下，

始能使得通路產業影響運動觀光及

運動文創等相關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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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館設施

以目前臺灣興建大型運動設

施來說，規劃都不是以娛樂為導

向，主要提供球隊進行比賽，或僅

供球迷來觀賞比賽，娛樂功能較為

薄弱。相對的，以運動先進國家來

說，運動設施規劃都已轉型為娛樂

導向，多角化經營球場，例如將運

動場館變成主題樂園等，都有不錯

的效果。故建議國內未來興建球

場，讓基礎棒球場可以朝向娛樂導

向，更為娛樂化和親民化。

興建較具有觀賞性的球場，所

謂觀賞性球場就是充滿話題性的著

名棒球場，如甲子園棒球場等。無

論是世界盃、經典賽或是其他國際

賽等，只要能夠產生話題，帶動人

潮的球賽，都能夠提升相關運動產

業發展。特別是在球迷服務管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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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例如廁所、廣播設備或是啦啦

隊區域等，都是場地設施部分在規

劃時，值得去思考與改善的。

二、棒球產業聚落

臺灣地處中緯度地區，氣候因

素佳，加上多年來場館建設，無論

是職棒或是業餘都進步很多。包括

球場硬體擴增、交通便利的考量、

良好的治安、優良的賽會辨理能力

等，這些因素使國內具備有辦理賽

會之良好條件。因此在體育署推動

運動產業時，希望將棒球場館發展

成棒球產業聚落，甚至把他取名為

「棒球村」，透過此概念發展棒球，

提升觀光產業，並增加城市能見

度。

三、棒球員

針對棒球員發展項目主要分成

職棒和業餘部分，早期臺灣為了延

續國內棒球好手有更多打球機會，

提升國家棒球水準，為觀眾帶來更

多的娛樂性，促使職棒成立。然

而，職棒行使 25 年，依舊存在包括

聯盟與球團間的權利義務，內部稽

核杜絕假球之監控系統和選手培育

與生涯規劃鬆散等問題，都有待職

棒去面對與解決，以提升更多優秀

選手進入職棒之利基。

但若過於把焦點投注在職棒上

反而會失去焦點，因為市場並非因

為有職棒才有棒球這個項目，且這

些選手也不是市場中最大的消費族

群。臺灣每年產出了那麼多球員，

如果球員是產品，那我們必須檢視

整個製造產品的過程，從原料注入

到最後成品，造就市場價值，達到

國際水準。因此透過選手的養成，

才能造就廣大的市場，進而影響產

出價值，使得贊助市場更大。

目前臺灣的問題主要仍是無法

良好的照護選手，培養選手第二專

長，甚至職棒選手退役後，無法輔

導從事棒球相關產業，在較無保障

的情況下，無法讓更多人投入棒球

運動，進而影響未來市場規模。

四、媒體傳播

媒體部分不僅平面媒體發達，

尚有電子媒體和網路傳播的拓展，

讓球賽資訊得以最迅速，最便捷的

服務到各位球迷，並且提供更多贊

助商與觀眾溝通之平台。2014 年的

中華職棒透過 MP ＆ Sliva 的進駐，

引進了最新的方式轉播球賽，為職

棒帶來新的氣象，然而多元的轉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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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固然可期，卻急於改變觀眾收

視習慣，加上相關配套措施不佳，

導致行銷效果不良，虎頭蛇尾收

場。因此建議須先評估臺灣市場收

視習慣，聆聽各職棒各球團意見，

逐步提升轉播方式，進而達到三贏

效果。

棒球水平產業

棒球水平產業是透過棒球賽

會匯集的人潮，帶動觀光或文創產

業等。臺灣以大東亞地區為此產業

目標，每年初跟年底時，都會吸引

以韓國大學以上為主之成棒隊，來

臺灣進行移地訓練，且有逐年增多

跡象。透過這些球隊來臺灣訓練之

餘，借於運動提升城市知名度，吸

引更多國外旅客來臺灣觀光，同時

刺激市場消費，帶動相關產業發

展。

一、運動觀光產業

以日本沖繩春訓基地為例，每

年有十五支球隊進駐春訓，接連帶

動城市行銷與觀光，透過職棒球隊

的進駐，提升更多觀光客前來旅遊

消費，連帶活絡地區市場。對於臺

灣來說，透過舉辦棒球賽事，特別

是國際賽事，增加棒球發展，吸引

世界觀光客來臺是正成長、正增強

的。因此，舉辦好的棒球賽會成了

產業中重要的角色。

二、運動文創產業

棒球文創產業發展，臺灣棒

球發展多年，整個棒球文化方面存

在一定的基礎，雖然留存許多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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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和珍寶，卻苦無實體單位去組

織或建立這些關於棒球的史料和文

物，包括民間單位亦無相關空間存

放或展示，僅有新北市政府提供給

棒球文物存放空間，這對於臺灣棒

球產業發展來說相當可惜。故未來

相關規劃仍可以參考國外球場例

子，結合興建球場做開發，朝多角

化產業發展。

結　語

運動產業是經由運動行為產生

有形或無形產品，無論是球員的多

元發展，舉辦賽會角色轉換，提升

場館設施設備，甚至包裝棒球賽會

內容，融入更多娛樂因素，刺激更

多人投入棒球運動。另一方面，擴

增棒球聚落產業，結合觀光或文創

產業，發展屬於棒球產業之特色，

也是可以進行的目標。例如臺灣規

劃相關自行車道，結合相關產業，

發展出多角化的自行車產業，如此

便能吸引更多外國人前來觀光。因

此，如果我們把棒球當做產業來發

展的時候，它將存在許多價值，包

括經濟性與非經濟性的，如果能為

社會所接受，將為臺灣相關產業注

入更多的市場效益。

所以未來不僅繼續支持政府投

入資源發展棒球產業外，亦須鼓勵

民間業者投入，無論是基礎或是地

區性，讓它成為臺灣未來的特色和

品牌，以民間資源和理念帶動運動

人口，積極培養優秀運動員，服務

廣大消費族群，不僅能落實棒球政

策，亦能提升棒球產業化，增加國

際競爭力，朝永續發展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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