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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接見榮獲2016年世界次青少棒（Junior League）冠軍的桃園市新明國中棒球隊，台灣基層棒球強隊不
少，但需要更多「弱隊」來厚實根基。（總統府提供圖片）

 

棒球號稱台灣的「國球」，不但最受民眾熱愛，當然也是政府最重視的運動，相較其他項目，棒
球得到公部門最多的資源掖助。然而，無論是整體戰力或是運動人口，離美日兩大棒球強國皆有
相當大的差距，即使近年來在世界棒球排名上經常名列五強之內，但內行人均知那是綜合各級賽
事績分，無法反映出真正的棒球實力。

以近年來最頂級的5項國際賽事為例，台灣最佳成績是2008年的北京奧運，8
隊參賽拿到第5名；其次是2013年的第3
屆經典賽，首次闖進複賽，卻仍在8強敬陪末座；2015年的世界12強，名列第9；2006
年首屆經典賽，排名第11；2009年第2屆經典賽，16國參賽，台灣排名14
。更慘的是，2008-09
連續兩年，台灣在一級賽事輸給中國，「兵敗兩京」（北京及東京）被棒球迷視為台灣的國恥。
（見表一）

不少國人對台灣的棒球印象仍停留在過去三級棒球的「虛幻」榮光，在世界棒總尚未開放職業球
員參與國際賽事之前，台灣成棒在業
餘棒壇總有時還能擠入4強，如1983年第6屆洲際盃（季軍）、1984年第28
屆世界盃（亞軍）及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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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巴塞隆納奧運（銀牌）。平心而論，以往的世界「三冠王」贏得一點也不光彩，美國少棒聯盟
（Little
League
）所
舉辦的三
級（四級）球賽基
本上是夏令營式的嘉年華會，強調的
是參與而非成績；而在1998
年職業球員參賽前，台灣在世界棒壇能有一席之地，主要是因為各國一流選手進入成棒階段已加
盟職棒，特別是美洲球員早已進軍美國大聯盟及日本職棒。有「紅色閃電」之稱的古巴國家代表
隊，在業餘年代是國際棒壇的龍頭老大，在上述5
項賽事卻未曾奪冠，職業球員參賽後國際棒壇已重新洗牌。

成功反為失敗之母的台灣棒運

說來諷刺，自紅葉少棒掀起台灣戰後的第一波棒球熱潮之後，「成功反為失敗之母」小時了了，
大未必佳，台灣棒球在國際賽事的戰績，與年齡成反比。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原本「重籃足輕棒」
，1969
年金龍少棒首次奪得威廉波特世界冠軍，執政當局才開始正視棒球這項由日本人引進台灣的本土
運動；但政府積極介入卻導致基層棒運的畸型發展，更耐人尋味的是，有段期間全國球隊的數目
不增反減，甚至比日治時期還少。

在「為國爭光」的號令之下，人人都想「出國比賽拿冠軍」，「輸人不輸陣」各地無不招兵買馬
，投入大量資源及經費，但「贏者全拿」代表隊只能有一隊，落敗隊伍雖有捲土重來之志，若老
是「再而衰」，則難逃「三而竭」的命運。此外，早年少棒隊伍也常使出「偷食步」的招術，國
家隊徵召全國各地好手、縣市隊跨區挖角球員，造成「強者恆強，弱者恆弱」的現象，久而久之
，弱隊只有走向解散一途。老球迷皆見識過屏東美和中學及台北華興中學南北兩強輪流稱霸全國
中學棒壇，當時歷屆的青棒及青少棒國家代表隊成員幾乎來自這兩所棒球名校。「南美和，北華
興」雖然傳為美談，卻是日後國高中球隊數量銳減的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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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金鋒與台北市東園國小棒球隊在國慶大典上合唱國歌。陳金鋒曾是獲得1991年世界少棒（Little
League）冠軍台南善化棒球隊的一員，東園國小則是拿到2015年世界少棒（Little League）的亞太區代表權。（圖片截取自總統府影片）

 

一項運動若依正常發展，年齡由小至大的參與人口數應是由多變少，呈現上窄下寬的金字塔型。
台灣各級棒球人口數也隨年齡而遞減，但分布狀態卻不均衡。與其他棒球強國相比，台灣最大的
不同是參與這項運動的人數偏低。導致這種現象其實是「惡性循環」下的產物，自政府大力推展
棒運以來，打棒球的小孩彷彿是「化外之民」，從小接受斯巴達式的集中營訓練，只重球技不顧
課業，實力佳且運氣好的人可以一路「保送」至高中及大學，畢業後打職棒甚至成為旅外的球星
，但他們畢竟是少數中的少數，絕大多數遭到棒球淘汰的人，在日後的求學及就業也常被「三振
」出局，因而許多家長不願讓小孩加入球隊。

只有3%的小學生能穿上制服打比賽

台灣解嚴之際，學校棒球隊數量宕至谷底。1989
年為強化基層棒球
運動，普及棒球運動人口，教育部陸
續開辦學生棒球聯賽，1990
年台灣職棒開打，棒球熱潮再度席捲全台，1994
年成立「中小學
棒球運動聯賽指導委員會」，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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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期間的國小棒球隊數曾激增至873隊（1993
年，軟
硬式隊伍合計
），不過大多數學校成立球
隊是為領補助金，只要參賽每年即可獲得10
萬元，有
些學校為增加體育
經費，甚至假造紀錄，傳出不少「紙
上比賽」的離譜情事。1995年球隊數量銳減為557隊，1996
年職棒假球案發生後又再減少，至2001年已不到300隊。

台北市健康國小與桃園市幸福國小兩隊賽後「健康幸福」合影，近年來全台只有不到3%的國小孩童能穿上比賽制服
參加正式比賽。（黃國洲攝）

 

2001年底在國內所舉辦的第34
屆世界盃，台灣打出史上最佳戰績（第3名），隔年職棒觀眾激增，2003
年台灣職棒兩聯盟握手言和，合併成為「中華職棒大聯盟」，該年教育部提出「改善學生棒球運
動方案」，標榜四個階段目標：國小「玩」棒球、國中「學」棒球、高中「練」棒球、大專「愛
」棒球。同時「中小學棒球聯賽籌委會」也成立專責的社團法人團體「學生棒球聯盟」，協助官
方推廣各級學校的棒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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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棒球聯盟」設立後，小學棒球隊數大
致維持在400餘隊。2009
年總統召開「棒球國是座談會」，指示成立「振興棒球運動專案小組」，隔年體委會核定「振興
棒球運動總計畫」，教
育部修正並發布「促進優質學生棒球運動方案
」，2014
年後又推出「強棒計畫」。上述二大計畫及一方案的政策鼓勵下，各級學校棒球隊伍增加有限，
而在輔導成立社團型球隊及學齡社區球隊，雖有成效但離預期目標仍有一段距離。

以2015-6年（民國104學年度）為例，全國小學共計2633
所，參加學生聯盟的軟硬式少棒比賽合計419隊（軟式242、硬式177），每隊約20
餘人，全國1
萬人左右參與這項賽事。該學年度
小學生中年級以上總數約為60萬人，等於是每100個國小孩童，不到2
人能參加正式比賽。根據統計，歷年來12
歲以下孩童加入球隊的比例，不會超過3%。（詳見表二）

基層棒球的致命傷是弱隊太少

不少人曾調侃台灣的「國球」不是「棒球」而是「贏球」，若棒球真是「國球」，為何絕大多數
的台灣小孩不曾受過基礎的棒球訓練？早在三級棒球揚威「世界」時，許多有識之士便提出憂心
之論，台灣基層棒球不缺「強隊」，而是「弱隊」太少，一個國家的棒球運動人口太少，發展必
然受限。一味強調競技戰績，菁英化培育，根本是急功近利的淺碟式作法，縱使在基層階段爭金
奪銀，也常會「揠苗助長」，整體國家的棒球實力將隨著年齡增長而下滑。

或許是國情不同、民風有異，棒球發展歷程也大不同。東西方兩大棒強權，美國與日本的棒球運
動人數之多令人難以想像，對照人口比
例（美國是台灣的13.6倍，日本是5.4
倍），這兩國的金字塔中段（高中球隊）竟是台灣數十倍之多，下層的棒球隊伍更多如繁星，而
這些球隊與台灣最大的不同是組成方式並非學校而是社區。美日兩國的基層棒球並無由上而下的
官方策略，美國在高中以前，基本上是民間自動自發、日積月累發展起來，日本在戰前及戰後初
期，中小學仍有校隊，後來仿效美國逐漸回歸社區或在校內以社團方式運作。

15
歲前的學童棒球，日本稱為「少年野球」，與美國相似，這個階段棒球訓練主要目的是培養他們
對棒球的興趣及對群體生活的適應，基本上不強調戰績，甚至連技術養成也非重點，而放在品格
的陶治與對比賽的享受。待進入高中或大學之際，球員才會決定未來方向，是否繼續往棒球之路
邁進。美日棒球少年，在校課業與他人並無二致，即便他們進入高中或大學球隊，學業也要受到
相當程度的規範。對比美日，從小一路打到大的台灣球員，簡直與「職業」選手無異，難怪孕育
出不少棒球資「憂」生，高中畢業後不會九九乘法、26個英文字母寫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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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嘉義農林（KANO）1931年赴日本大阪參加第17回夏季甲子園，掀起台灣史上首波棒球熱潮，球隊數量激增。（
圖片翻拍自《台灣棒球百年史》）

 

台灣基層球隊組成，可能是因襲日治時期作法，加上政府長期介入，一直由教育單位主導，台灣
雖有地方認同，卻缺乏社區意識，直到近10
年才逐漸增加少數的社區球隊。早期民間資源不多，即便有社區球隊也大多是成人所組而非孩童
。台灣少年棒球無法如同美日蓬勃發展，另有一項最大的阻礙，就是激烈的升學主義，上課時間
過長，課後還要補習，除了不用唸書的「職業棒球」學生之外，一般學童根本無暇參加球隊。日
本升學競爭不輸台灣，但至少官方還嚴格要求上課時數不得過長，一般少年學童仍有時間從事各
項運動，至於他們的高中校隊則嚴禁利用上課時間練球，以免影響球員的課業。

正本清源之道—回歸正常化

半世紀以來，無論是官方或民間投入最多資源的單項運動，非棒球莫屬；然而每隔數年，棒運總
會陷入
循環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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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逢的問題也一再重覆：經
費不足、場地太少，人力不夠、出路有限……
。而政府投入再多的預算也難以填滿因錯誤政策所造成的坑坑洞洞，以發展基層棒球為例，始終
強調「紮根」的工夫，反而忘記更重要的工作—大量「散播種籽」。

口頭講往下紮根，行動卻是揠苗助長，棒球幼苗難以正常成長；吝於散播種籽，棒球園地當然無
法擴大，也不可能見到巨木成林。戰績至上的菁英球隊，需要較多的人力及經費，而一年到頭的
比賽及訓練，不但造成球隊的財力負擔，學童的課業也因而荒廢，而這群除棒球之外一無所知的
球員，當棒球生涯結束之後，無論是升學或就業皆會遇到不小阻礙。不少人提過相同論調，台灣
職棒簽賭案之所以層出不窮，遠因就是大多數的球員自小就被關在狹小的棒球圈。

「有多少錢，辦多少事。」事實上，許多棒球預算比台灣少的國家，棒球實力不比台灣差，發展
也比台灣健全。「錢要花在刀口上」，就算經費有限，只要配置得宜，也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先
進棒球國家，公部門的經費大多花在場地興建與營運維護，以美日為例，各式各樣的球場俯拾即
是，從最高等級的職棒球場到社區的簡易球場，足以提供各層級成千上萬的球隊使用。先不論台
灣棒球迷永遠的痛--超過20
年來還孵不出來的大巨蛋，也不談引人詬病的各地大型球場，就連基層的簡易球場或練球空間都
少得可憐，「玩棒球的孩子像條狗」，因為全台灣絕大多數的學校門口掛著「本校禁止從事棒球
運動與遛狗」。「只要你蓋，他們就來。」（If you build it, they will
come.）若政府能提供孩童練球或玩球的場地，就算沒人又沒錢，民間也可自行找到出路。

一支基層少棒校隊每年基本開支，少則數十萬、多則一百多萬。全國數百支球隊，經費預算令人
咋舌；不過詳察細
目，花費最多的是比賽交通膳宿費及
教練鐘點費，幾乎佔去3分之2
。台灣基層棒球比賽原本就過於頻繁，孩童每學期缺課時數太多，教育當局理該嚴加把關，規範
球員的上課時數，儘量利用課餘時間比賽，地點也不宜太遠，應以區域性賽事為主，限縮參加全
國賽事的場次，交通膳宿費至少省去大半。至於教練鐘點費，可鼓勵校內教師兼任，在家庭收入
較高的都會地區，比照社區球隊的付費方式，由家長來幫忙分擔，也可仿效美日球隊作法，不少
基層教練是民間義工或由父母免費擔任。

如同一句台灣俗諺：「樹頭徛予在，毋驚樹尾做風颱。」台灣棒運若要永續發展，且在最高層級
的賽事，不時與世界列強一較高下，
還是得先穩固基本盤，3%
不
到的
少年棒球
人口，如何堆疊出
厚實的金字塔底座，若棒球真是台灣
的國球，至少也要達到10%
這個標準。設定目標很簡單，作法也只有三個字--
「正常化」，無論是學校教育、組訓參賽、場地規畫、經費配置……，只要秉持此一原則，基層
棒運不難蒸蒸日上，台灣棒球才能早日逃離永劫輪迴的命運。

《表一》2006-15年頂級國際棒球賽事台灣戰績表

年份 賽事 地點 成績 前4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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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第1屆世界棒球經典賽 東京（預賽） 第11 日、古、韓、多
2008 第29屆奧運棒球賽 北京 第5 韓、古、美、日
2009 第2屆世界棒球經典賽 東京（預賽） 第14 日、韓、委、美
2013 第3屆世界棒球經典賽 台中（預賽）

東京（複賽）

第8 多、波、日、荷

2015 第1屆世界12強棒球賽 台中（預賽） 第9 韓、美、日、墨

*留意日韓兩國在5屆賽事的表現：日本皆名列4
強，頭兩屆經典賽蟬聯冠軍；韓國只在2013
年的經典賽首輪遭到淘汰，也拿過2次冠軍。《整理製表：黃國洲》

《表二》1989-2015年歷屆國小棒球隊參加聯賽統計表

學年度 硬式 軟式 合計 校數* 學年度 硬式 軟式 合計 校數*
78* 107 133 240 2484 92 148 281 429 2638
79 161 225 386 2487 93 160 292 452 2646
80 349 421 770 2495 94 144 262 406 2655
81 394 447 841 2492 95 171 265 436 2651
82 454 419 873 2505 96 177 263 440 2651
83 401 419 820 2517 97 182 260 442 2654
84* 292 265 557 2523 98 164 257 421 2658
85 236 216 452 2519 99 179 257 436 2661
86 211 207 418 2540 100* 180 235 415 2659
87 216 252 468 2557 101 181 234 415 2657
88 176 263 439 2583 102 186 236 422 2650
89 171 270 441 2600 103 183 227 410 2644
90 56 230 286 2611 104 177 242 419 2633
91 116 262 378 2627      

*校數為該學年度全國公私立小學總數，78學年度共有2,384,801位小學生，84
學年度跌破2百萬人（1,971,439），100學年度跌破1百50萬人（1,457,004），104
學年度全國只有1,214,336位小學生。《整理製表：黃國洲》

《圖說》蔡英文總統接見榮獲2016年世界次青少棒（Junior
League
）冠軍的桃園市新明國中棒球隊，台灣基層棒球強隊不少，但需要更多「弱隊」來厚實根基。（
總統府提供圖片）

《
圖說
》台北市
健康國小與桃園市
幸福國小兩隊賽後「健康幸福」合影
，近年來全台只有不到3%的國小孩童能穿上比賽制服參加正式比賽。（黃國洲攝）

《圖說》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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鋒與台北市東園國小棒球隊在國慶大典上合唱國歌。陳金鋒曾是獲得1991年世界少棒（Little
League）冠軍台南善化棒球隊的一員，東園國小則是拿到2015年世界少棒（Little
League）的亞太區代表權。（圖片截取自總統府影片）

《圖說》台灣嘉義農林（KANO）1931年赴日本大阪參加第17
回夏季甲子園，掀起台灣史上首波棒球熱潮，球隊數量激增。（圖片翻拍自《台灣棒球百年史》
）

 

 

 

 

作者  黃國洲  為棒球球評、基層棒球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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