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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女子壘球參與國際賽會的現況與挑戰

（20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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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研究所 

 

摘要 

教育部體育署有計劃性的推展各項競技與全民運動，其中女子壘球運動為競

技運動項目。本文目的旨在透過分析近年來我國女子壘球運動與參加女子壘球國

際賽會的成績狀況，探求壘球運動在發展上面臨的問題與挑戰。本研究採用歷史

研究法蒐集相關資料。所得到的結論：一、我國女子壘球代表隊在亞洲女子壘球

錦標賽連續三屆榮獲第二名，團隊實力超越中國隊，達到亞洲前二強的高峰。二、

國內基層女子壘球隊數太少，基層球隊普遍在臺灣西部地區，東部則無基層球隊。

尤其，大學女子壘球隊只有四隊，更無業餘女子壘球隊。三、女子壘球運動發展

的問題中，有運動人口不足、選手訓練問題、經費有限、與選手就業問題，希望

政府有關單位亦或是結合社會資源，來共同解決問題。 

關鍵詞：國際比賽成績、壘球、發展取向 

 

 

 

通訊作者：聶喬齡 

E-mail：clnien@ntupes.edu.tw 

DOI：10.3966/2226535X2015060402005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學報 
第 4 卷第 2 期（104.06），67 – 79                             

 

68 

 

壹、我國女子壘球的現況 

壘球運動因為投-打與攻-守之間動作的細膩與精采，不僅容易吸引賽事觀賞，

更是運動投入人口相當龐大的一項運動項目。以美國壘球協會在 2011 年披露的

資料，估計光單單美國就擁有近八萬三千支女壘隊，球員數超過一百二十萬人

(ASA, 2013) 。壘球在世界各地的風行程度，不難由參與人口的數目推知。壘球

運動的分類，以技術層級和動作要求，區分成快速壘球(fast pitch softball)和慢速

壘球(slow pitch softball)兩大類，而後者雖然在國內發展較晚，但在休閒運動和假

日賽會的參與人數，極其眾多，且大多以休閒為主要的目的，而參與對象以男性

為多(王信良，2008)。相對而言，國內快速壘球運動發展具有悠久的歷史，同時

在國際賽的成就上，也頗為令國內相關人仕自豪。大部份的團隊運動，都可以區

分成男子和女子的項目。但是，在國際體壇上或國內發展，受到社會大眾熟知的

壘球，則以女子壘球較受重視。國內壘球的發展，最早可以追溯到民國 54 年(黃

啟賓，2007)。而近來，我國女子壘球代表隊歷來的成績，一直位居世界項尖的水

準。以最近的成績來看，我國又在 2013 年十一月獲得代表亞洲區，參加第十四

屆世界女子壘球錦標賽的資格，和全世界最強的另外十五支隊伍，共同角逐世界

第一的頭銜。 

在政府有計畫透過競技運動進而推廣全民運動時，發展不同的運動項目，供

全國人民活動時的參考時，往往各個運動項目的國際表現，對於推廣的成效影響

至為關鍵。目前，國內有少數的桌球、網球選手，可以在世界級的比賽，與其他

國家優秀的選手一較長短(例如莊智淵、盧彥勳、詹詠然、莊佳蓉等)，或者例如

我國曾經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中，奪得金牌的跆拳道項目，乃至於傾全國之力，名

列為國球的運動項目：棒球。都是我國能在世界體壇上，與其他先進國家平起平

坐的運動項目。但是，就媒體報導的版面與受到大眾注意的程度來說，女子壘球

相對而言，是比較不受到重視的項目。平心而論，女子壘球在國際賽事上的成就，

也不亞於前述所提到的幾個運動項目(楊峰州、東昀錡、楊賢銘，2010)。 

曾有學者在將近十年之前，就曾針對女子壘球項目推廣上，應該重視與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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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幾項問題和挑戰。以期能夠將我國女子壘球運動的成績，更上一層樓。龍炳峰

(2006) 就曾經提出與本文目的類似的幾項呼籲，以為推展女子壘球項目成績能

再造顛峰。其中，龍文中以國內自第一次世界女子壘球錦標賽開始(西元 1965 年)，

至雅典奧運結束後的 2005 年為止，以女壘國際賽中，包括亞洲為主的亞洲女子

壘球錦標賽(Asian Women Softball Championship)與亞洲運動會(Asian Game)的女

子 壘 球 項 目 ， 以 至 於 全 世 界 五 大 洲 共 十 六 支 球 隊 組 成 的 世 界 女 子 壘 球 錦 標 賽

(Women’s World Championship)與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 (summer Olympic)的女子

壘球項目，為主的四大賽的成就進行分析。結果發現自我國參加國際賽會以來，

女壘亞錦賽從第一屆菲律賓馬尼拉（1967 年）參賽至第八屆菲律賓馬尼拉（2004

年）止，以第二、五屆起我國的成績最優，分別為亞洲區的二姐(皆是第二名)。

而女壘亞運會最佳成績為第十四屆 2002 年韓國釜山亞運會銀牌(首度擊敗大陸

隊)。女壘世錦賽從第一屆在 1965 年澳洲墨爾本參賽，至 2002 年第十屆加拿大

為止，最佳成績為 1982 年在臺灣的臺北市舉辦第五屆，榮獲第二名。女壘奧運

會從 1996 美國亞特蘭大首次參賽，至第二十八屆希臘雅典奧運會止，最佳成績

為第六名。其中，第二十七屆澳洲雪梨奧運會未取得參賽資格。 

在國際賽成就的背後，國內學者針對國內壘球發展與推廣，在運動人口、經

費預算，升學就業管道方面，以及戰術訓練上，分別提出有關阻礙發展的因素。

對於國內在訓練優秀壘球選手時，遭遇的問題，羅列出可能原因(張美蘭、孔方

正、蔡宜家，2011；張蕙麟、鄭富吉、林聖峰，2005；龍炳峰，2006)。本文主要

的目的，在於藉由前人對於壘球發展所提出的架構與發現，進一步延續其觸角，

增加臺灣女子壘球在國際賽事上後續(2006-2015 年)的表現與成績，並且進一步

涉獵有關學者，提及在推廣壘球運動時的相關阻礙議題，近十年來改變的狀況與

成果，並針對時下壘球推廣與發展時，面對的挑戰與議題和現象，以為未來在壘

球運動的推廣時，可供參考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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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女子壘球的國際表現近況 
本文分析與資料蒐集的依據，主要根據龍炳峰 (2006)提出有關國際表現的

賽會分類方式，進行有關我國家代表隊歷來，有關賽事成績與內容的歸納說明。

除 此 之 外 ， 另 外 蒐 集 有 關 其 他 國 際 賽 事 ( 例 如 世 界 大 學 壘 球 錦 標 賽 /World 

university softball championship，與世界大學運動會壘球項目)作為補充，以瞭解

臺灣在近年來壘球的發展成效，期作為有關壘球推廣發展阻礙，解決時的參考。

本文以亞洲女子壘球錦標賽、亞洲運動會壘球項目、世界女子壘球錦標賽、夏季

奧林匹克運動會壘球項目四項主要國際賽會，自 2006 年至 2014 年之間之比賽成

績，相較此期間之前的最近一次成績狀況，進行比較，整理如表一、二、三、四

所述： 

一、 亞洲女子壘球錦標賽 

表 1  亞洲女子壘球錦標賽成績表（2006~2015） 

屆數時間 冠 軍 亞 軍 季 軍 比賽地點 備 註 

第八屆（2004） 日 本 中華臺北 中 國 菲律賓馬尼拉  

第九屆（2007） 日 本 中華臺北 中 國 印尼雅加達  

第十屆（2011） 日 本 中華臺北 中 國 臺灣南投  

  資料來源：Softball Confederation Asian (2007；2011) 

由表一所述，中華女子壘球代表隊在連續三屆亞洲女子壘球錦標賽都是亞軍。

整體實力達到亞洲前二強的高峰。 

二、 亞洲運動會壘球項目 

表 2  亞洲運動會女子壘球錦標賽成績表（2006~2015） 

屆數時間 金 牌 銀 牌 銅 牌 比賽地點 備 註 

第十四屆(2002) 日 本 中華臺北

中 國 
 韓國釜山 併列亞軍 

第十五屆(2006) 日 本 中華臺北 中 國 卡達杜哈  

第十六屆(2010) 日 本 中 國 中華臺北 中國廣州  

第十七屆(2014) 日 本 中華臺北 中 國 韓國仁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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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Softball Confederation Asian (2006；2010；2014) 

由表二所述，2006 年卡達杜哈亞洲運動會取得銀牌，銜接第十四屆（2002）

韓國釜山亞洲運動會銀牌〈預賽中華 4：1 擊敗中國，決賽因雨取消女子壘球最

後二場球賽，中華隊與中國隊並列銀牌。〉，連續二屆亞洲運動會奪得銀牌。2014

年韓國仁川亞洲運動會中華隊再次奪得銀牌，綜觀近四屆的亞洲運動會，中華隊

共獲得三銀一銅佳績。 

三、 世界女子壘球錦標賽 

表 3  世界女子壘球錦標賽成績表（2006~2015） 

屆數時間(年代) 冠 軍 亞 軍 季 軍 比賽地點 備 註 

第十屆(2002) 美 國 日 本 中 華 加拿大  

第十一屆(2006) 美 國 日 本 澳 洲 中 國 中華臺北第八名 

第十二屆(2010) 美 國 日 本 加拿大 委內瑞拉 中華臺北第七名 

第十三屆(2012) 日 本 美 國 澳 洲 加拿大 中華臺北第七名 

第十四屆(2014) 日 本 美 國 澳 洲 荷 蘭 中華臺北第五名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Softball Federation (2006 ; 2010 ; 2012；2014) 

由表三可以得知，四年舉行一屆的世界女子壘球錦標賽，中華女子壘球代表

隊連續五屆獲得參賽資格，但除第十屆 (2002)最佳的季軍名次外，在第十四屆

(2014)獲得第五名，使中華隊名列世界前五強。其中，世界女子壘球錦標賽舉辦

時間有重大變革。因 2012 年英國倫敦奧運會移除壘球項目，故國際壘球總會更

改世界女子壘球錦標賽舉辦時間為每二年一屆。 

四、 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 

表 4 奧林匹克運動會女子壘球錦標賽成績表（2006~2015） 

屆數時間 金 牌 銀 牌 銅 牌 比賽地點 備 註 

第二十八屆(2004) 美 國 澳 洲 日 本 希臘雅典 中華臺北第六名

第二十九屆(2008) 日 本 美 國 澳 洲 中國北京 中華臺北第五名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Softball Federation (2008) 

由表四可以得知，2008 年中國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中，中華女子壘球代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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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第五名佳績，這也是中華女子壘球代表隊參加歷屆奧林匹克運動會最佳成績。 

整體而論，中華女子壘球代表隊在亞洲女子壘球錦標賽成績名列亞洲前二強，

亞洲運動會成績也與中國隊實力拉近。以世界女子壘球錦標賽成績為例，皆能前

八強，惟以中華女子壘球代表隊歷來的實力，要進入奧運等級的比賽獲得前三名，

還有待努力和改進的空間與距離。如何持續保持我國女子壘球代表隊目前在國際

賽的優勢，進而改變存在的缺點和不足，是往後國內女子壘球項目，前進國際水

準的運動競賽時，要努力思考和改進的首要課題，如此方能朝向前三名的目標邁

進，穿金戴銀是指日可待。 

五、 其他國際性賽事 

2006 年第二屆世界大學壘球錦標賽，於臺南市和順寮壘球場舉辦。中華女子

壘球代表隊獲得亞軍，冠軍為美國隊。2007 年第二十四屆世界大學運動會壘球項

目，於泰國曼谷舉行，中華女子壘球代表隊獲得銀牌，金牌為加拿大隊。  

参、對於現況的解決 

一、 運動人口不足，導致選手來源與品質低落 

從事壘球運動的人口，為數眾多。但在女子壘球項目，有系統和組職進行訓

練的學校不足，早巳不是新聞(龍炳峰, 2006)。隨著女子壘球在國際賽中，屢獲佳

績，但國內基層女壘的運動人口，卻逐下滑減少。若類似問題持續惡化，將來國

家隊在選才與培訓上，可能會面臨無兵可選，無才可用的冏境。基層選手目前在

各縣市國小-國中-高中-大學的選手銜接不足的現象，可以在選手每個生涯轉換階

段(例如國小升國中)來臨時，必須選擇其他縣市繼續從事女子壘球運動可見一斑。

有些小選手必需到離家較遠的城市進行住校訓，造成因生活適應困難或與家人親

情疏離，造就選手們放棄繼續打球的機會倍增。以國內目前為例，只有九個縣市

能在兩年一度的全國運動會中，組隊參賽。且具有四級(國小-國中-高中-大學)的

隊伍，普遍分布在臺灣西部，東部基層球隊少之又少。 

以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在 100 學年度所主辦的中小學女子壘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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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賽為例，國小甲級球隊分別是臺北市立農國小、東園國小，新北市五股德音國

小、立農國小，新竹縣上館國小，南投縣埔里國小、中正國小、法治國小等八隊，

濁水溪以南的國小未見報名參加，表示在國小階段女子壘球的推廣工作，並未落

在中南部的地區。 

國中甲級球隊有臺北市雙園國中、新北市淡水國中、義學國中、桃園縣南崁

國中、苗栗縣通宵國中、南投縣埔里國中、臺中市東山中學、高雄市五福國中等

八隊。由報名的隊伍看來，除了之前提及東半部的國中沒有報名參賽外，特別在

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市與臺南縣市，以及屏東地區，女壘推廣的工作仍待努

力。 

以高中不分級球隊來說，有新北市秀峰高中、丹鳳高中、臺北市士林高商、

桃園縣南崁高中、苗栗縣龍德家商、南投縣埔里高工、臺南市育德工家、土城高

中，高雄市中正高工等九隊。相當可惜的是，早期在國內女壘界中，成績顯赫有

成，培養出許多女壘國手，號稱中部壘球重鎮的苗栗私立建臺高級中學，隨著教

練曾宏正先生的退休與辭世，學校又因少子化和大環境的改變，對於壘球推廣的

熱情不在，而使得中部地區國中優秀的女壘選手少了一個大展身手的舞臺。 

最令人感到耽憂的是，大學階段發展女子壘球的學校，急速的變化、減少。

以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102 學年度，主辦的壘球錦標賽參賽名單，有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臺北市立大學（前臺北體院），新北市輔仁大學、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前臺

灣體院）等四隊。尤其，大學球隊嚴重不足，衷心希望政府能再輔導有意願組女

子壘球隊的各大專院校，使臺灣有更多的大學隊伍，讓運動人口成長，追求更佳

的成績。 

二、 經費支援不足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以體育署 102 年的運動統計中顯示，中華民國壘球協會

101 年的年度總經費在六百萬上下(體育署, 2012)。在各個單項協會中，經費預算

不算豐富。如果又遇到如參與大型運動賽事，例如世界盃錦標賽或是亞洲盃錦標

賽時，經費就顯的更捉襟見肘。在選手來源不足的情況下，女子壘球的推展在近

年來，似乎和 2004 之前面臨的困境類似，經費不足對於基層球隊，或是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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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女子壘球運動，仍然是推廣運動發展時最主要的阻礙。原因不外乎女子壘球

隊人數眾多，需購買手套、球棒、練習球、訓練服、比賽衣、訓練網子、發球機、

參賽費用與營養費用等等……這些經常性、高消費器材的採購、比賽時的伙食與

住宿費，礙於學校經費有限，令有意組隊的學校望之卻步。而尋求地方人士資源

或是企業援助，來維持球隊的基本開銷，又無法在時效性與穩定性上，獲得突破。 

中華民國壘球協會的運作，也受限於經費的窘境，長期推展基層球隊的發展

與中華代表隊的選、訓、賽，大量的開銷，在體育署有限的經費中，似乎巳難以

在現有狀況下有所突破。因此，除了更積極尋求其他社會資源或企業贊助外，壘

協對於發展壘球運動和基層推廣的工作，若在無法有效獲得民間長期與穩定的奧

援下，極需要政府在基層專任教練的增加上，給予立即的協助，否則快則五年，

慢則十年，可能女壘項目將面臨無兵可用的地步。 

三、 選手就業問題 

選手在退役之後的就業問題，相信不是只有壘球項目，更是所有運動行業人

員關心與重視的。現行教育部體育署的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證，是由選手參賽

成績或是教練帶隊成績，提出申請。若在大學階段，由大專體總主辦的各項單項

賽事，或是大專運動會中競賽項目，未滿六隊參與的競賽結果，是無法列入專任

運動練認證採記的成績當中。以目前女子壘球在大專校院發展的狀況，恐怕在 101

年中運動統計中，自 94 年起至 101 年間，認證通過的各級學校運動教練中，佔

女性教練第一名的榮景，將成為絕響，甚至在幾年過後，各級學校將不再有新的

女壘教練(體育署，2012)。這對參賽選手來說，不只是少了一次申請認證的機會，

更是生涯出路的終點。 

除了運動教練一職，在各職學校擔任體育教師，在推廣基層壘球運動的工作

中，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國內師資培育的管道在現行的教育政策中，有逐年

緊縮的現象。而在取得正式教師資格的管道，更趨嚴謹與困難。目前時了臺灣師

範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在中等教育學程上，與臺北市立大學在培育小學

教師上，有管道供壘球手將來成為教師的可能外，選手們在大學畢業後遇到的就

業困難，因國內無業餘女子壘球隊，而產生就業的困難。但以臺灣師範大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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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於師資培育名額有限，僅學業成績前百分之 70 的學生或有重要國際賽事成就

者，有資格申請成為師資培育學生，且每年級僅 40%的學生能夠修習該課程。而

有幸成為師培生的選手，除了面對繁重的訓練外，仍需修習一定的教育學分，並

經過六個月無薪的教育實習後，通過國家舉辦的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及格，才能取

得正式教師資格。部分選手因無法取得正式教師資格，僅能回學校擔任短期代課、

兼課教師或是政府的約聘教練。因為正式教師的就業名額有限，有些優秀選手，

無法繼續從事女子壘球推廣運動工作，為了生活的基本收入來源，在百般無奈之

下，進而轉向到便利商店、速食店、服裝店等等……服務性質的場所工作，實在

令人不捨。由於大學畢業選手人數眾多，有賴政府相關單位，亦或是結合社會資

源共同解決選手就業問題，一方面讓選手們能繼續在球場上專心訓練，另一方面

則是延續壘球技術的的未來發展力量。 

肆、結論：挑戰與回應 

綜觀前述說明，在女子壘球維持國際競爭力的背後，壘球推廣存在數項的隱

憂可能在未來嚴重影響我國女壘的既有成就。因此，針對現有的狀況，以有效的

方式解決部份問題，以建設性的方式來營造紮實的壘球參與人口將關係到未來十

年，我國女壘國際競爭力是否能夠更上層樓的關鍵。以和我們地理距離不遠的日

本為例，他們在社會女子壘球發展的實例作為借鏡，可以協助我國在解決類似困

難時的參考。以日本 2013 年時的狀況，在日本國內許多大型企業，例如豐田汽

車、本田汽車、日立與日立電池公司，甚至是銀行業(伊予銀行)與醫療體系(戶田

中 尺 綜 合 醫 院 )等 合 力 出 資 與 協 力 下 ， 成 立 了 半 職 與 職 業 的 女 子 職 業 壘 球 聯 盟

(Japan Softball League; ソフトボールマガジソ, 2013)。合計有一軍(又稱一部)12

支球隊，球員隊職員近五百人。二軍(又稱二部)則有 14 支球隊，將近一千一百位

的選手與隊職員，提供了大學或是高中畢業的女子壘球選手，就業與表現的舞臺。

更讓日本各地在推廣壘球運動時的重大推手。這也不難看出，為什麼日本舉辦全

國的高中壘球賽(32 屆全國高校選拔大會)，能集結男子、女子高中優秀隊伍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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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隊與會。相較之下，全臺參與高中階段的女壘球隊，可能還比不上日本一個

地區選拔賽的隊數(全國僅 9 隊報名)。 

另外，在類似的職業與半職業聯盟成立下，各球隊為了追求勝利而引起外國

選手(例如美國、澳洲)以高薪投入戰場，對於日本整體女子壘球水準的提昇，無

異是一劑強心針。今年巳經是這個聯盟的第四十七屆的比賽，相信有系統、長期

的結合社會資源，成立業餘球隊，讓從事女子壘球運動的選手們，無後顧之憂的

在球場上繼續奔馳，增進技能再為國效力，突破現有的最佳成績，是提昇臺灣女

子壘球運動成績與能見度的治本之計。而當下政府單位，特別是各地方政府可以

在治標上，提供國中、小學校體育教師缺額，讓具有壘球專長，又擁有正式教師

資格的壘球選手，擁有一份安定，同時又能夠盡自己一份心力於壘球推廣運動的

工作。對於沒有教師證照的選手，專任教練的職缺也將會是穩固我國女壘實力，

不可或缺的一項力量。相信在治標和治本雙管齊下的協助，定能讓我國女壘成績，

更上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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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orts for all” is one of the major focuses of Sports Administration, Ministration of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In order to promote and develop competitive sports, the popularity of 

specific sport would contribute to the success of its development. One of the approaches to gain 

sport popularity in limited time is successful performance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for 

example, women softball team is one of the best cases. The purpose of this review article was to 

re-focus on the performance and challenge of national Taiwan women’s softball team, after the 

previous article was published (Long, 2006). There are several conclusion could be made. First, 

Taiwan’s national softball team is one of the best team among Asian. Second, the location of 

most women softball team are based on west part of Taiwan, there are few in the other area. 

Furthermore, on the college level, there are only four teams left around the island. Without 

enough female collage players, no doubts that there is no amateur softball club or team could be 

established. Lastly, with all the challenge raised above, limited softball promotion budget and 

feature career perspective arrangement were two of the obstacles to extend territory of 

participation softball for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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