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 目的 

亞洲運動會（以下簡稱亞運會）是亞洲最高層級的綜合性競技賽會，本屆為第 17

屆，於 2014 年 9 月 19 日起至 10 月 4 日止，假韓國仁川舉辦，這是韓國繼 1986 年漢城

亞運會、2002 年釜山亞運會後第 3 次舉辦亞洲運動會。第 1 屆亞運會原定於 1950 年在

印度新德里舉行，後因故延遲至 1951 年 3 月 4 日。自第 2 屆（1954 年）起則每 4 年舉

行一次，會期均不超過 16 天。亞運會為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所承認之亞洲地區正式運

動會。 

 為適時統合各項業務並加強溝通協調機制，期能於 2014 年仁川亞洲運動會獲得佳

績，本署有必要派員隨團協助、支援代表團各項事宜並適時激勵我代表隊選手。主要目

的如下： 

一、督導代表團各項行政運作及各隊參賽情形。 

二、掌握國際體育潮流趨勢，與各國體育界領導人交流，以拓展國際體育交流空間。 

三、於競賽期間分赴各運動競賽場地提供必要支援，適時激勵參賽選手士氣。 

 

2014 年第 17 屆仁川亞洲運動會 

 

 

賽會標誌：以英文字母'A' (代表亞洲)來設計亞

洲國家牽手翱翔展翼的形象 

賽會吉祥物：共 3 隻，分別名為 Vichuon、

Barame 和 Chumuro，寓意代表光、風和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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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一、前言： 

我國是亞運會的發起國及會章起草國之一。除 1951 年第 1 屆印度新德里亞運會

舉辦時，正值我政府播遷台灣；1962 年第 4 屆印尼雅加達亞運會受政治力干預、第 7

至第 10 屆亞運會我國會籍被中止未組團參賽外，其餘各屆我國均派代表團與會。 

 

中華台北代表團團本部 

  

中華台北代表團團本部辦公室 吳部長赴中華台北團本部防護室給隊醫、防

護員及選手鼓勵 

 

二、競賽資訊： 

第 17 屆仁川亞運會計舉辦 36 種運動（51 項中項、439 項小項），其中包含 28 種

奧運競賽種類（2016 年里約奧運會舉辦種類）：水上運動(游泳、跳水、水球、水上芭

蕾)、射箭、田徑、羽球、籃球、拳擊、輕艇(靜水、激流)、自由車、馬術、擊劍、足

球、體操(競技、韻律、彈翻床)、手球、曲棍球、柔道、現代五項、划船、帆船、射

擊、桌球、跆拳道、網球(硬式及軟式)、鐵人三項、排球(室內及沙灘)、舉重、角力、

高爾夫、橄欖球以及 8 種非奧運競賽種類：棒球(含壘球)、保齡球、卡巴迪、空手道、

藤球、武術、板球及壁球，計使用 43 個比賽場地（23 個新建體育場館、54 座訓練場，

2 
 



其中 49 座是徵用現有運動場館），另開閉幕及田徑比賽之主運動場可容納 6 萬多名觀

眾。 

本屆亞運會共有 45 個國家及地區參賽，總計有 14,000 多名來自亞洲各國和地區

的運動選手及職員，共同參加每 4 年舉辦 1 次的亞洲運動會。本屆亞運我國代表隊報

名參加水上運動、射箭、田徑、羽球、棒球（含壘球）、籃球、保齡球、拳擊、輕艇、

自由車、馬術、擊劍、足球、高爾夫、體操、手球、柔道、卡巴迪、空手道、划船、

橄欖球、帆船、射擊、桌球、跆拳道、網球（含軟式網球）、排球、舉重、角力及武

術等 30 種運動競賽，計派出 108 名教練及 416 名選手。 

三、參賽成績及表現： 

(一)參賽成績彙整 

中華代表隊於「2014 年第 17 屆仁川亞洲運動會」參加射擊、自由車、馬術、舉

重、網球、武術、羽球、保齡球、划船、射箭、高爾夫、棒球、桌球、跆拳道、壘球、

軟式網球、輕艇、田徑及空手道等 19 運動種類皆勇奪獎牌，獲得金牌之運動種類，

計有舉重、網球、保齡球、自由車、高爾夫、跆拳道及空手道 7 種，屬奧運運動種類

者 5 種，總計獲得 10 金 18 銀 23 銅，總獎牌數 51 面，於 45 個參賽國家及地區中金

牌數排名第 9，獎牌數排名第 7，獲獎成績如後附表。 

(二)參賽表現分析 

本屆亞運在教育部體育署的全力支持，及各單項協會的妥善規劃培訓下，我國參

加 30 種運動競賽。我國在基礎運動種類游泳及體操部分未有收獲，在田徑男子鉛球

項目則與金牌得主以些微差距獲得銀牌，顯示我國對於基礎運動種類發展仍有進步及

改善空間。另外，我國重點運動種類獲得金牌部分，在跆拳道（1 面）、舉重（2 面）、

網球（1 面）、自由車（1 面）及高爾夫(2 面)等則仍維持優勢，另外包括保齡球（1

面）及空手道（2 面）也都獲有金牌，相當難能可貴，顯現體育主管機關對選手培訓

努力的成果，也對 2016 年參賽里約奧運有了更多的信心。 

本屆的亞運會設定為 2016 年里約奧運的階段檢測點，亞運整體競爭強度雖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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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但現今亞洲國家於許多運動種類的競技實力已超越歐美，因此要在亞運奪金的

難度並不亞於奧運。本屆亞運舉辦之競賽種類多達 36 種，其中 28 種為奧運運動種類，

因此規劃以奧運運動種類為重點奪金奪牌目標，全力備戰亞運，以為 2016 年奧運參

賽奠定根基。我國參加本屆亞運目標達成情形如下： 

1. 獲 51 面獎牌，超越上屆總獎牌數 

      上屆廣州亞運，我國獲 13 金 16 銀 38 銅計 67 面獎牌總數。扣除本屆未舉辦

而在上屆獲 4 金 4 銀 1 銅之滑輪溜冰，及獲 1 金 2 銀 5 銅之撞球所獲獎牌數共

17 面，本屆總獎牌數設定以 51 面為目標，參賽結果達成目標。 

2. 獲 10 面金牌，銀牌數 18 面歷屆新高 

      原設定奪牌重點包括舉重、跆拳道、網球、女子拳擊、自由車等(上屆亞運

我國所獲金牌，屬奧運競賽種類者有自由車 1 金、跆拳道 2 金、網球 3 金，計 6

金)；本屆於運動種類廣度及金牌數量皆超越上屆。 

      以銀牌數來看，本屆獲銀牌數為歷屆最高(本屆 18 銀，歷屆最高為 2002 年

釜山亞運 17 銀)，其中例如我國派隊參賽的輕艇競賽種類，更是一口氣拿下 4 面

銀牌；此外射擊女子 10 公尺團體空氣手槍、羽球男子團體與女子單打、自由車

女子團體爭先賽及女子全能、馬術馬場馬術項目及網球男子單打等也是我國參加

歷屆亞運首次獲得獎牌之競賽項目，實屬不易。顯示我國多項運動種類的整體競

爭實力已逐漸攀升，皆有在國際競技舞台上與各國好手爭金奪銀實力；另外，各

項運動種類發展的廣度也逐漸增加，而不再侷限於少數重點種類，因此，若繼續

長期不間斷的培訓，相信有更多的運動種類在 2016 年里約奧運的運動場上，將

會帶給國人驚喜表現。 

3.舉重代表隊，獲雙破世界紀錄佳績 

      我國舉重代表隊女將許淑淨在女子 53 公斤級比賽中，以抓舉 101 公斤、挺

舉 132 公斤(平世界紀錄 131 公斤)及總和 233 公斤舉破 230 公斤的世界紀錄，舉

下我國參加本屆亞運的第 1 面金牌；接著林子琦在女子 63 公斤以下量級比賽中，

再以抓舉 116 公斤(破大會紀錄)、挺舉 145 公斤(破世界紀錄 143 公斤)及總和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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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舉破 257 公斤的世界紀錄，舉下我國參加本屆亞運的第 2 面金牌更，此為我

國女子舉重代表隊參加亞運歷屆以來首次奪金。 

 

 

中華台北參加 2014 年第 17 屆仁川亞洲運動會 
成績公布表-依獎牌 

                                              更新時間：10 月 4 日 12 時 0 分 

獎牌 運動種類 姓名 項目（量級） 
日期 

103 年 
總計 備註 

金 

舉重 許淑淨 女子 53 公斤以下量級 9/21 

10 金 

 
舉重 林子琦 女子 63 公斤以下量級 9/23  

網球 詹皓晴/謝淑薇/ 

詹謹瑋/詹詠然 
女子團體賽 9/24  

保齡球 周佳溱 個人賽 9/24  
自由車 蕭美玉 女子全能 9/25  

高爾夫 
潘政琮/王偉倫 
俞俊安/高  藤 

男子團體賽 9/28  

高爾夫 潘政琮 男子個人賽 9/28  
跆拳道 黃韻文 女子-53kg 9/30  
空手道 文姿云 女子-55kg 10/3  
空手道 辜翠萍 女子對打-50kg 10/4  

銀 

射擊 田家榛/吳佳穎 
杜禕依姿 

女子 10 公尺空氣手槍團

體 
9/20 

18 銀 

 

武術 高玉娟 女子散打-60kg   9/24  
划船 汪明輝、游宗威 男子雙人雙槳 9/25  

射箭 黃逸柔/溫甯萌/ 
陳麗如/吳亭廷 

複合弓女子團體 9/27  

棒球  男子棒球 9/28  
網球 謝淑薇/詹謹瑋 女子雙人賽 9/29  
網球 彭賢尹/詹皓晴 混合雙人賽 9/29  
網球 盧彥勳 男子單打 9/30  
跆拳道 林琬婷 女子-46kg 10/1  
壘球  女子壘球 10/2  
保齡球 王雅婷 女子盟主賽 10/2  
輕艇 潘泓銘 曲道男子 k1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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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艇 張允銓 曲道男子 C1 10/2  
輕艇 張筑涵 曲道女子 K1 10/2  
輕艇 陳瑋涵 曲道女子 C1 10/2  
軟網 李佳鴻、林鼎鈞 男子雙打 10/2  
田徑 張銘煌 男子鉛球 10/2  
跆拳道 黃鈺仁 男子-54kg 10/3  

銅 

自由車 蕭美玉/黃亭茵 女子團體爭先賽 9/20 

23 銅 

 

自由車 
蕭美玉/易芳如/黃
亭茵/曾筱嘉 

女子團體追逐賽  9/22  

馬術 葉繡華、張玉潔 
郭力瑜、王克文 

馬場馬術—團體賽 9/20  

武術 許凱貴 男子南拳/南棍全能 9/22  

羽球 

周天成、薛軒億 

李勝木、 蔡佳欣 

梁睿緯、廖冠皓 

廖敏竣、曾敏豪 

陳宏麟、許仁豪 

男子團體賽 9/23  

舉重 黃釋緒 女子-69公斤以下量級 9/24  
舉重 陳士杰 男子+105公斤以上量級 9/25  
羽球 戴資穎 女子單打 9/27  
射箭 郭振維 反曲弓-男子個人賽 9/28  
高爾夫 俞俊安 男子個人賽 9/28  
網球 詹皓晴/詹詠然 女子雙打 9/28  
自由車 蕭美玉 女子公路賽 9/29  
桌球  男子團體賽 9/29  
跆拳道 孫譓檸 女子-49kg 9/30  
跆拳道 陳彥名 女子-63kg 10/2  
跆拳道 莊佳佳 女子-62kg 10/2  
軟網 陳翊佳、鄭竹玲 女子雙打 10/2  
軟網 何孟勳/賴立煌 男子雙打 10/2  

軟網 
陳翊佳/鄭竹玲/ 

郭千綺/詹佳欣/ 

江婉綺 

女子團體 10/4  

軟網 
李佳鴻/林鼎鈞/ 

何孟勳/賴立煌/ 

林佑澤 

男子團體 10/4  

跆拳道 魏辰洋 男子-58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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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手道 趙柔 女子-68 10/3  

桌球 莊智淵 男子單打 10/4  

    總計 10 金 18銀 23銅  

 
 
 

中華台北參加 2014 年第 17 屆仁川亞洲運動會 
成績公布表-依種類 

                                              更新時間 ： 10 月 4 日 12 時 0 分 

運動種類 姓名 項目（量級） 成績 
日期 

103 年 
小計 備註 

射擊 
田家榛/吳佳穎 
杜褘依姿 

女子團體 10 公尺空氣

手槍 
銀牌 9/20 1 銀  

自由車 

蕭美玉/黃亭茵 女子團體爭先賽 銅牌 9/20 

1 金 3 銅 

 
蕭美玉/易芳如 
黃亭茵/曾筱嘉 

女子團體追逐賽 銅牌 9/22  

蕭美玉 女子全能 金牌 9/25  
蕭美玉 女子公路賽 銅牌 9/29  

馬術 葉繡華、張玉潔 
郭力瑜、王克文 

馬場馬術—團體賽 銅牌 9/20 1 銅  

舉重 

許淑淨 女子 53 公斤以下量級 金牌 9/21 

2 金 2 銅 

 
林子琦 女子 63 公斤以下量級 金牌 9/23  
黃釋緒 女子-69公斤以下量級 銅牌 9/24  
陳士杰 男子+105公斤以上量級 銅牌 9/26  

網球 

詹皓晴/謝淑薇 
詹謹瑋/詹詠然 

女子團體 金牌 9/24 

1 金 3 銀 1 銅 

 

詹皓晴/詹詠然 女子雙打 銅牌 9/28  

謝淑薇/詹謹瑋 女子雙人賽 銀牌 9/29  

彭賢尹/詹皓晴 混合雙人賽 銀牌 9/29  

盧彥勳 男子單打 銀牌 9/30  

武術 
許凱貴 男子南拳/南棍全能 銅牌 9/22 1 銀 1 銅 

 
 

高玉娟 女子散打-60kg 銀牌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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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球 

周天成、薛軒億 
李勝木、蔡佳欣 
梁睿緯、廖冠皓 
廖敏竣、曾敏豪 
陳宏麟、許仁豪 

男子團體賽 銅牌 9/23 
2 銅 

 

戴資穎 女子單打 銅牌 9/27  

保齡球 
周佳溱 女子個人賽 金牌 9/24 

1 金 1 銀 
 

王雅婷 女子盟主賽 銀牌 10/2  
划船 汪明輝、游宗威 男子雙人雙槳 銀牌 9/25 1 銀  

射箭 
黃逸柔/溫甯萌/ 
陳麗如/吳亭廷 

複合弓女子團體 銀牌 9/27 
1 銀 1 銅 

 

郭振維 反曲弓-男子個人賽 銅牌 9/28  

高爾夫 

潘政琮、王偉倫 
俞俊安、高  藤 

男子團體賽 
 

金牌 9/28 
2 金 1 銅 

 

潘政琮 男子個人賽 金牌 9/28  
俞俊安 男子個人賽 銅牌 9/28  

棒球  男子棒球 銀牌 9/28 1 銀  

桌球 

莊智淵/江宏傑

陳建安/黃聖盛 

吳志祺 

男子團體賽 銅牌 9/29 
2 銅 

 

莊智淵 男子單打 銅牌 10/4  

跆拳道 

孫譓檸 女子-48kg 銅牌 9/30 

1 金 2 銀 4 銅 

 
黃韻文 女子-53kg 金牌 9/30  
林琬婷 女子-46kg 銀牌 10/1  
陳彥名 女子-63kg 銅牌 10/2  
莊佳佳 女子-62kg 銅牌 10/2  
魏辰洋 男子-58 銅牌 10/3  
黃鈺仁 男子-54kg 銀牌 10/3  

壘球  女子壘球 銀牌 10/2 1 銀  

軟式網球 

陳翊佳、鄭竹玲 女子雙打 銅牌 10/2 

1 銀 4 銅 

 
何孟勳/賴立煌 男子雙打 銅牌 10/2  
李佳鴻/林鼎鈞 男子雙打 銀牌 10/2  
陳翊佳/鄭竹玲 

郭千綺/詹佳欣 

江婉綺 

女子團體賽 銅牌 10/ 4  

李佳鴻/林鼎鈞 

何孟勳/賴立煌 

林佑澤 

男子團體賽 銅牌 10/4  

輕艇 潘泓銘 曲道男子 k1 銀牌 10/2 4 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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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允銓 曲道男子 C1 銀牌 10/2  
張筑涵 曲道女子 K1 銀牌 10/2  
陳瑋涵 曲道女子 C1 銀牌 10/2  

田徑 張銘煌 鉛球 銀牌 10/2 1 銀  

空手道 
趙柔 女子-68 銅牌 10/3 

2 金 1 銅 
 

文姿云 女子-55kg 金牌 10/3  
辜翠萍 女子對打-50kg 金牌 10/4  

   總計  10金 18銀 23銅  

 

四、工作執行概況： 

2014 年第 17 屆仁川亞洲運動會由吳部長思華、朱專門委員俊彰、蔡副校長連康、

何署長卓飛及楊專門委員莒妤等擔任中華臺北代表團貴賓(含陪賓)，於賽會期間赴選

手村及各競賽場館關心並激勵我代表隊選手及教練參賽士氣，督導代表團各項行政運

作及各隊參賽情形，並掌握國際體育潮流趨勢，與各國體育界領導人交流，以拓展國

際體育交流空間。 

亞運選手村 

  

我國代表團貴賓吳部長思華等赴亞運選手村 我國代表團貴賓吳部長思華及何署長卓飛於

亞運選手村餐廳慰問我國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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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代表團團本部於賽會期間情形 

  
我國代表團貴賓吳部長思華及何署長卓飛等

人赴自由車場地觀賽並為選手加油 

我國代表團貴賓吳部長思華等為網球選手加

油打氣 

 

我代表團團本部於賽會期間情形 

  

教育部吳部長思華轉致破世界紀錄舉重選

手許淑淨賀電 

我國代表團貴賓吳部長思華等赴舉重場館恭

賀教練及選手獲得破世界紀錄佳績 

 

本屆賽會由教育部體育署彭副署長臺臨擔任代表團副總領隊、洪組長志昌擔任顧

問、盧科長淑姿擔任副總幹事、教育部體育署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李組長儁麟擔任

技術督導、呂組長裕雄、孫副組長淑芬、吳佳慧小姐、李佩樺小姐及本署競技運動組

謝奇穎先生、吳念霖小姐擔任競賽管理工作，於代表團出發前聯繫各代表隊依規定辦

理教練及選手遴選、協助報名、出國公假事宜及協助各代表隊所遭遇問題，如選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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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替換名單、放棄參賽及協調參賽日期重疊等。 

於賽會期間協助蒐集各代表隊參賽項目、日期時間及場地資訊、每日參賽成績彙

整、協助團本部安排各代表隊出、返國行程及接送機等事宜，並轉達各代表隊最新競

賽資訊，提供及時之支援與協助，主要執掌工作如下： 

(一)彙整各代表隊選手參賽項目日期、時間、地點及各比賽場地資訊。 

(二)協助團本部聯絡各代表隊出、返國事宜。 

(三)負責與我國各代表隊協調及聯繫，轉達團本部對各代表隊之規定、活動及參賽

等相關資訊。 

(四)安排各代表隊賽前訓練時間、場地及協助赴各場館交通車輛事宜。 

(五)蒐集登錄各代表隊比賽經過及成績，並即時回傳國內最新資訊以利掌握賽會實

況。 

(六)選手獲獎時，代拍轉致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及教育部長賀電。 

(七)發布新聞稿，以利於第一時間回傳國內有關賽會最新消息。 

(八)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團本部代拍轉致獲獎選手賀電 

  

教育部體育署何署長卓飛轉致舉重選手林

士杰賀電 

教育部體育署彭副署長臺臨轉致空手道獲

獎選手賀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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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夫代表隊獲團體及個人項目雙金 

  

高爾夫男子團體金牌頒獎典禮 潘政琮選手獲團體及個人項目雙金 

 

 

 

網球選手獲女子團體項目金牌 

  

教育部體育署何署長卓飛轉致網球女子團體

賀電 
網球女子團體金牌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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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舉重雙破世界紀錄 

  

舉重破世界紀錄選手許淑淨來自中華

台北 

許淑淨舉破女子 53 公斤以下量級世

界紀錄 

 

  

我國破世界紀錄選手許淑淨及林子琦感謝

際練蔡溫義指導 

我國舉重選手林子琦舉破女子 63 公斤以

下量級世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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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運官方贊助商 TISSOT 頒發紀念錶給我國

破世界紀錄選手 
我國破世界紀錄舉重選手林子琦記者會 

 

五、遭遇困難與解決方案： 

本次賽會在代表團註冊上，由於我國參賽人數為歷屆亞運會以來人數最多，中華

奧林匹克委員會與仁川亞運籌備會需不斷更新資料，確認報名資訊，才得以完成代表

團註冊報名與選手最後姓名報名。惟由於各單項運動協會於各報名階段(含大量報

名、數量報名及姓名報名)未備齊相關資料、無法掌握可能參賽人員或有臨時更換人

員情事，導致中華奧會於辦理報名時困難重重，甚至在報名截止日才由輔導各單項運

動協會同仁一一通知各協會應盡速完成報名，由於相關資料不齊全或檢送資料之時效

問題，造成組團上不必要資源浪費並影響行政效率。 

另外，本屆亞運部分競賽場館(如跆拳道)距離選手村車程在 1 個小時以上車程，，

賽前即請中華奧會協助在考量賽程、交通、伙食等情況後，規劃讓選手在比賽前 1

天彈性調整住在離比賽場館較近之旅館，惟由於中華奧會、本署及各單項運動協會對

於韓國當地環境皆不熟悉，所幸我國駐韓代表處熱心協助，於競賽場館附近安排旅館

就近提供隔日有賽程之選手住宿，讓選手免於舟車勞頓之苦，有助獲得參賽佳績。 

本次我國參加此賽會過程中，由於所有選手、教練、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及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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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配合下，整體而言皆相當順利，遭遇之問題亦在各方協調之下皆順利圓滿解決。 

 

參、 心得與建議： 

2014 年第 17 屆仁川亞洲運動會，於 103 年 10 月 4 日圓滿閉幕，我國代表團總計獲

10 金 18 銀 23 銅，共 51 面獎牌，於 45 個參賽地區及國家金牌數排名第 9，獎牌數排名

第 7。其中，奧運種類獲得 7 面金牌，超越上屆 2010 年廣州亞運(6 金)，總獎牌數 51 面

符合本屆設定目標。感謝中華奧會協助及我國各機關於亞運期間的協助，讓我國參加本

屆的亞洲運動會順利圓滿結束，惟以下幾點心得與建議期能作為日後我國組團參加綜合

性運動賽會之參考： 

一、 我國組團參加各類綜合性運動賽會，有關行前講習部分，未來建議可事先於相

關會議中指定單一負責人，並針對行前講習主題、內容及講習流程等預先全面規

劃（包含奧會模式、禁藥規定及代表團服裝規定等），將重要宣導資料裝訂成冊

發放，避免參加人員遺漏重要資訊。 

二、 本次代表團運動服之採購及設計，已因應季節變化，於材質上有不同考量，並

繡印賽會名稱 LOGO，提供參加人員收藏紀念；另有關代表團西裝，由於全體團

員製作成本所費不貲，實際穿著者僅有參加開閉幕典禮少數人員，且西裝再利用

性低，為免造成資源浪費，建議可參考其他參賽地區及國家參加開閉幕典禮服

裝，設計具有我國特色之運動服或休閒服取代西裝，不僅顯現台灣的精神與活

力，也提高該服裝的再利用性，增加教練選手穿著意願。 

三、 日後有關我國組團參加綜合性賽會，建議中華奧會盡早先行明確提供各單項運

動協會各階段具體明確報名時程，俾利各協會及早辦理選拔及相關報名資料蒐

集。 

四、 本次組團業務本署及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雖各有權責分工，惟面臨各種臨時突

發狀況時亦能及時提供支援、彼此互相協助，本次參賽能順利圓滿完成係為雙方

協力合作、相輔相成的成果，未來各賽會之組團應循此良好的夥伴關係，奠定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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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互利互信的基礎，以共同提供教練選手更好的參賽品質及服務，創造更佳競賽

成績。 

五、 本屆賽會籌備會在住宿、交通、註冊、財務及競賽等各部門的安排及掌握皆相

當成熟，尤其是各部門之工作人員及我代表隊專屬服務志工，對於我代表團提出

的各種需求，皆盡其最大熱誠爲我國代表團努力爭取，並提供我國專屬服務及最

大協助，有關其志工及賽會服務人員之教育訓練，此部分得作為未來我國舉辦類

此大型綜合性運動賽會之借鏡，讓所有參賽國家皆感覺到賓至如歸，才得建立國

家良好形象。 

本屆亞運除了有多位年輕新秀及我國新興發展運動種類表現出色外，首次在亞運會

奪牌的女子舉重項目更是一舉舉破世界紀錄，這意味這我國在體育運動的發展，不僅在

廣度及深度上皆有大幅提升外，具潛力的接班梯隊已漸成形，顯見本署所推動浪潮計畫

的向下扎根作業，反映在亞運的表現中，看見系統性競技人才培訓之成效發揮。 

本署也將持續挹注運動發展基金經費推動潛力選手培育之浪潮計畫，及發展千里馬

計畫以整合運科資源進行選才，遴選適合我國發展的競技運動種類，早期發掘具潛能之

優秀青年、青少年運動選手，並辦理教練養成之伯樂計畫，以有計畫的長期培訓，建立

國家隊接班梯隊，冀期達致參加 2016 年里約奧運獲 3 金及 2017 年臺北世大運保 7 搶 5

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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