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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摘   要 

 
    甲子園球場是日本職業棒球阪神虎隊的主場及棒球場，建於 1924 年適逢依天干地支排

序為大正甲子歲，而取其名甲子。日本全國高等學校棒球選手權大會(通稱夏季甲子園大賽)，

夏季甲子園起始於 1915 年，是同類型比賽中歷史最悠久的棒球賽事，今年已邁入第 101

屆。臺灣受日本統治時期，曾於 1923-1940 年形成一區，選派隊伍參賽。此聯賽由朝日新

聞社與公益財團法人日本高等學校野球聯盟（以下簡稱高野聯）共同主辦，冠軍隊伍會被

授予深紅色的優勝旗。此行非但實地觀摩阪神甲子園球場的各項設施，同時藉由與日本高

校棒球聯盟及全日本大學棒球聯盟，在雙方面對面的訪談會議中，瞭解日本高中棒球運動

的發展歷程、競賽制度及其傳統精神。學習甲子園的經營與經驗，希冀藉由實地考察參訪

機會，並與日本棒球相關單位建立友誼，藉由學習日本甲子園辦理棒球賽會之成功經驗，

及學生棒球未來發展意見交換，以做為推行參考，逐漸改善與創造臺灣本土學生棒球賽事

辦理模式與特色。此外參訪了甲子園歷史館、拜訪兵庫縣私立報德學園、日本生命企業社

會棒球隊的訓練環境與企業使命、內外牌軟式棒球工廠製造過程，以及大阪近郊的多處簡

易型學生練習球場，了解當地如何運用河堤內簡易球場作為聯盟的球隊訓練基地，球場雖

然簡陋但該有擋網也不少。少子女化在日本與臺灣面臨相同的問題，學校單一球隊無法成

隊採聯合組隊方案，如何創造棒球成為人民生活的一部分等，都值得學習。此行不論在棒

球的硬體或軟體方面均獲益良多，所獲資料實可作為我國發展學生棒球運動的重要參考。

尤其在日本高中棒球的賽事中，有關：隊數遞減、為何要使用鋁棒、投手投球數有否規定、

女生參與球隊事務等方面，均能獲得日方棒球界的回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9%AB%98%E4%B8%AD%E6%A3%92%E7%90%83%E9%8C%A6%E6%A8%99%E8%B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6%97%A5%E6%96%B0%E9%97%BB%E7%A4%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6%97%A5%E6%96%B0%E9%97%BB%E7%A4%BE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7%A5%E6%9C%AC%E9%AB%98%E7%AD%89%E5%AD%B8%E6%A0%A1%E9%87%8E%E7%90%83%E8%81%AF%E7%9B%9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4%AA%E5%8B%9D%E6%97%97&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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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日本高中棒球錦標賽（全國高等學校野球選手權大會），通稱夏季甲子園大賽，日本高

中棒球選拔賽（選拔高等學校野球大會），通稱春季甲子園大賽，此二賽事是日本的全國高

中棒球大賽之一，分別於每年 8 月及 3、4 月間，於兵庫縣西宮市的阪神甲子園球場舉行；

夏季甲子園起始於 1915 年(民國 4 年)，是同類型比賽中歷史最悠久的棒球賽事，今年已邁入

第 101 屆。台灣受日本統治時期，曾於 1923-1940 年(民國 12-29)形成一區，選派隊伍參賽。

此聯賽由朝日新聞社與公益財團法人日本高等學校野球聯盟（以下簡稱高野聯）共同主辦，

冠軍隊伍會被授予深紅色的優勝旗。原則上參賽資格採京、道、府、縣一區一校代表制，

各學校經過地方預賽後，由優勝學校代表該賽區至甲子園參賽，為世界上最著名的高中棒

球賽事。自第 40 屆錦標賽以來，每逢賽事屆數尾數為 0 或 5 時，賽事也會擴大舉行，增加

參賽隊數，並稱為「OOO 紀念錦標賽（或紀念大會）」。此外，在日本高校賽事除春季甲子

園、夏季甲子園外，尚有每年 11 月間的明治神宮大會，一般學校還是以參加夏季甲子園為

主要目標。 

我國目前以高中學生為主體棒球賽事，主要由教育部主辦的學生棒球聯賽(本賽事分木

棒組、鋁棒組，及社團軟式組三類，已辦理 30 年)，另一項為仿日本甲子園模式的黑豹旗錦

標賽，不分類別，已辦理 7 屆，球隊從 51 隊成長至 200 隊，另有各縣市自辦全國性錦標賽，

及中民國棒球協會舉辦參加各項國際賽代表隊的選拔賽。為強化我國推動「學生棒球賽事」

內涵，並滾動修正執行內容，學習日本經驗，希冀藉由實地考察參訪機會，並與日本棒球

相關單位建立友誼，藉由學習日本甲子園辦理棒球賽會之成功經驗，及學生棒球未來發展

意見交換，以做為推行參考，逐漸改善與創造臺灣本土學生棒球賽事辦理模式與特色。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9%AB%98%E4%B8%AD%E6%A3%92%E7%90%83%E9%8C%A6%E6%A8%99%E8%B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9%AB%98%E4%B8%AD%E6%A3%92%E7%90%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9%AB%98%E4%B8%AD%E6%A3%92%E7%90%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B5%E5%BA%AB%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B5%E5%BA%AB%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AA%E7%A5%9E%E7%94%B2%E5%AD%90%E5%9C%92%E7%90%83%E5%A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6%97%A5%E6%96%B0%E9%97%BB%E7%A4%BE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7%A5%E6%9C%AC%E9%AB%98%E7%AD%89%E5%AD%B8%E6%A0%A1%E9%87%8E%E7%90%83%E8%81%AF%E7%9B%9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4%AA%E5%8B%9D%E6%97%97&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3%BD%E9%81%93%E5%BA%9C%E7%B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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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過程 

(一) 行程表 

日期 星期 地點 行程 活動事項 

8/5 一 桃園 去程日本大阪 搭機前往 

8/6 二 
甲子園

棒球場 

第 101 回全國高校野球選手權大會

開幕典禮暨觀賞第 1 場賽事 

參訪甲子園歷史館 

參訪與交流 

8/7 三 大阪 

拜會公益財團法人日本高等學校棒

球聯盟及座談 

拜會一般財團法人東京六大學棒球

聯盟代表及座談 

參訪與交流 

8/8 四 大阪 

參觀內外牌軟式棒球製造工廠 

參訪 boy league 聯盟所屬球隊之河

濱球場 

拜會與交流 

8/9 五 大阪 參訪私立報德學園與座談 學校參訪 

8/10 六 
企業隊

棒球場 

參訪日本第一生命(人壽保險)公司

社會企業棒球隊及觀賽 

參訪與交流 

8/11 日 桃園 回程返回臺灣  

(二) 8 月 6 日 

上午參加甲子園開幕典禮及觀賽 

甲子園球場是日本職業棒球阪神虎隊的主場及棒球場，建於 1924 年適逢依天干地支

排序為大正甲子歲，而取其名甲子。每年夏天於甲子園棒球場所舉辦的日本全國高中棒

球錦標賽(俗稱夏季甲子園)，其發展歷史比職棒更早了許多年，101年夏季甲子園全

國有 3,730 支高中棒球隊參與這個採單敗淘汰制的賽會，先選出各縣或地區的代表隊，

僅有 49 支球隊能來到甲子園球場參與決賽，而只有唯一一支連勝不敗的球隊才能夠贏

得最後的冠軍，足見其比賽的競爭激烈與殘酷。也因為比賽的球隊來自日本各地，以及

高中選手全力以赴的拼戰精神，使得比賽內容有時甚至比職棒球賽更加精采，因此每次

甲子園棒球賽事往往吸引全日本民眾的關注。看完開幕典禮感覺我國要學習的還很多，

典禮現場主持人由學生擔任(主持人通常由兵庫縣縣內高中的廣播部門部人員擔任。主

持人來自 NHK 杯全國高中廣播競賽兵庫縣大賽播音組與朗讀組的獲獎學生，一般有 4

人；2 人一組分別出任開、閉幕式主持人)，由學生樂隊開場及 49 所地方球隊代表學校

球員進場，領牌員(為兵庫地區女學生)帶領隊伍整齊進場甚至有踢正步、球衣顏色單純

無廣告、球衣號碼依守備位置排列(1-9 號為主力球員，餘為預備球員)，球員宣誓代表挑

選是由抽籤儀式上徵求各校自願者後抽籤決定。此外並進行將優勝旗歸還的儀式(由去

年獲得冠軍的學校代表帶著優勝旗出場)，把整個舞台營造成學生才是主角，各高校球

員依參賽學校校名依序進場。由於天氣炎熱，主辦單位在儀軌中設置球員飲水時間，待

球員進完場站定位後依大會宣布拿出水瓶喝水，整個開幕典禮開始至結束約50分完成，

出席的各區代表或文部省（教育部）部長與官員們，全部「站」在本壘後方觀禮，整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B5%E5%BA%93%E5%8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NHK%E6%9D%AF%E5%85%A8%E5%9B%BD%E9%AB%98%E4%B8%AD%E5%B9%BF%E6%92%AD%E7%AB%9E%E8%B5%9B&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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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文化及傳統著實令人佩服，無怪乎棒球總體參與人口在日本會如此的興盛，藉由棒

球進行學生教育的過程也令人感動。賽事是由朝日新聞社負責轉播、行銷，高野聯只負

責賽事辦理，球場部分的工作人員（場地整理、門票販售、維安等）則是由甲子園棒球

場負責，彼此分層負責共同合作的方式也能讓專業的來，減輕負擔及壓力，另外，文部

省則只在開幕典禮祝福大會順利，全由民間自行參與推動的方式，這與國內相距甚遠，

甲子園球場原是職棒阪神虎隊主場地，但在賽事期間就只進行高中棒球比賽，即使是職

棒阪神虎的比賽，也必須將主場移至其他球場進行，讓最終決賽的舞台固定在甲子園球

場進行，本屆比賽從 8 月 6 日-22 日舉行，共進行 48 場賽事，也是日本年號改名「令和」

時代的第一屆賽事。 

賽事本身的 SOP 建立可以讓各參與單位（參賽學校、後援會、媒體、大會人員等）

知道什麼時間該做什麼事，一開始球隊會至兩旁的室內打擊場等候、熱身並由專業單位

針對每一支球棒進行檢驗（通過會貼大會認證貼紙），媒體如果想要訪問個別選手也是

在這時候詢問，會由各地方聯盟協助所屬代表學校整個流程的進行。賽事部分開幕戰採

抽籤決定，開幕戰前，會有直升機將大會會旗及開幕球，垂降至球場指定位置，並將球

交與主持開幕開球者，本次開球嘉賓為職棒球員井端弘和，去年松井秀喜(臺灣部分開

球大部分是贊助商或官員)，比賽在練習前、比賽前和比賽結束後都會鳴放空襲警報的

聲音(據日本許多高中棒球文獻指出，第一次鳴放空襲警報是第 10 屆夏季甲子園，也是

甲子園球場首次啟用的那一屆比賽。鳴放每個人都聽得到又容易理解的防空警報來知會

觀眾，讓大家知道甚麼時間該做甚麼事，如今也成為一項歷史特色)，第二局會分別播

放雙方的校歌(此時會有加油團及學校 OB 一起大聲唱)，5 局整理場地，比賽結束贏的學

校升校旗放校歌，輸的學校與裁判等陪同聆聽，會後輸的球隊亦能挖甲子園球場的土帶

回永久留念(捧回甲子園泥土已成為各隊不可少的球場儀式)，裁判則是由各地方聯盟推

薦，入選者無給予裁判費，僅提供住宿交通，感到無上的榮譽感。 

此外，甲子園的後援團吹奏文化(啦啦隊)也頗具特色（大會亦會針對各校進行評比，

給予獎勵），除了場上追夢的孩子外，還有那些在背後默默為他們做很多事情支持他們

的家人、同學，師長、校友甚至陌生人的加油打氣，除了球員們，參賽學校的每個學生

都與甲子園產生聯繫。後援的學生很多，吹奏部要編排曲子，幾小時不停的為學校球隊

加油(根據媒體報導：即使有一場 20:1 的賽事，學生還是賣力為自己球隊加油)；啦啦隊

要訓練有素；後勤要切實到位。就連加油的觀眾，也要會喊口號，將自己沉浸在球場之

中。這一切都將成為「青春」的回憶(這部分與台灣 HBL 的加油團頗為類似)，球隊跟學

校是一體的，均以能代表所屬縣市出賽感到榮耀，但我國似乎球隊與地方或學校的連結

性低。比賽換場的節奏也值得學習，9 局比賽能在 2 小時完成有其原因，配球是由學生

自己辦理，一三壘的跑壘指導員也是由學生擔任（可學會思考），喊暫停也是由學生上

場交換意見，教練無法出來指導選手，每局換場約 1 分鐘至 1 分半鐘完成，投手約 8-10

秒即會出手。正式比賽開始前，大會安排醫生針對所有投手進行手肘及肩膀的檢測，如

果有傷大會有權不允許出場投球，另每場比賽結束後，大會亦安排物理治療師(每隊 3

名)，協助球隊收操及伸展保護選手。本次亦有來自臺灣孩子崔哲瑋代表沖繩尚學學園

參賽(來自新竹市成德高中國中部），為相隔 16 年又有臺灣孩子站上夏季甲子園的舞台，

可惜該校 4:5 輸掉，近年來亦有民間相關單位(頂新文教基金會、球芽基金會等)開始辦

理獎學金送臺灣孩子赴日打球留學之計畫，藉此讓國內青少棒學生對於升學有不同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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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管道。 

參賽年齡限定 18 歲以內，但不同於臺灣，日本有三個比較長的假期，包括寒假(12

月的最後一週到翌年 1 月的第一週)、春假(3 月的最後一週到 4 月的第一週)及暑假(7 月

下旬到 8 月底)，甲子園的比賽時間，安排在日本暑假(學制的關係此時日本的高三學生

還沒畢業)，所以不會影響學生課業，但臺灣則受限於學制關係，暑假期間高三同學已

經畢業，執行制度上尚無法比照辦理，這部分或許也是可以思考調整的部分。 

臺灣的高中棒球聖殿在那呢？有待公私部門的努力與整合。衷心希望羨慕別人的同

時，也能一步步打造屬於臺灣的甲子園。 

 

註：臺日棒球各項門票售價比較 

甲子園青棒門票： 

一、1、3 壘特別自由席 2000 日圓，小孩 800 日圓。 

二、1、3 壘阿爾卑斯席無遮蔽物，800 日圓。 

三、外野成人 500 日圓、孩童 100 日圓。 

日本職棒阪神虎門票： 

一、1、3 壘特別自由席 4000 日圓 

二、1、3 壘阿爾卑斯席無遮蔽物，成人 2500 日圓、孩童 1000 日圓 

三、外野成人 1900 日圓、孩童 600 日圓 

台灣職棒（臺幣） 

一、平日：內野成人 350 元；小孩 250 元；外野 200 元 

二、假日：內野均 500 元；外野均 300 元 

學生賽事無收取門票 

下午參訪甲子園歷史館 

在甲子園的歷史館，保有日本高中棒球發展的完整歷史，每屆的比賽情形，棒球器

材演變的歷程，歷史文物保持完整，並以圖表搭配比賽照片或影片紀錄的方式，介紹歷

年春季及夏季甲子園高中棒球聯賽，讓觀眾能有所參照，入館首入眼前共 4,253 顆球組

成的球牆，每顆球上面標示著學校校名及所代表的地區，這是 2005 年參賽最多學校的

時期(今年剩 3730 隊)。入館費每人 600 日圓，優待及學生票每人 300 日圓，甲子園的賽

事，其實是自第 10 屆開始，才真正在此比賽，但歷屆進行的資料，在歷史館內有完整

呈現。其中自 1923-1940 年(民國 12-29)間來自臺灣的參賽情形(如表一、二)，對戰結果

都有完整呈現，此外，尚有臺灣熟悉的名人，如王貞治、林威助等人的簽名球。百年來

甲子園共有61所學校奪得冠軍，相較於台灣多數團體聯賽運動冠軍集中於某幾間學校，

可以發現日本高中棒球的發展更為全面及普及。為便於區隔或擄獲臺灣人的心，館內只

要有我國參賽的資訊都會特別標示，方便查閱，可見其經營之用心。目前在臺灣，有關

體育運動的歷史展示，通常仍以展期較短的特展為主，展示規模也多不大。不僅號稱為

臺灣「國球」的棒球如此，遑論其他各單項的歷史資料保存，更是闕如。此外，館內除

春夏甲子園的留存紀錄外，尚有職棒阪神虎的各項紀錄，及在此地舉行的美式橄欖球盛

況展示，館內販售各式紀念品，有以參賽各球隊設計、亦有以大會概念設計之商品，琳

瑯滿目，適逢甲子園賽會期間，店內人潮始終絡繹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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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園歷史館相關資訊，亦可上其官方網站查詢(有中文版本)：

https://koshien-rekishikan.hanshin.co.jp/global/tw/ 

(三) 8 月 7 日 

拜會日本高等學校棒球聯盟(高野聯)竹中事務局長及全日本大學棒球聯

盟內藤事務局長舉行座談會。 

 

日本棒球發展主要由職棒聯盟 (NPB）與全日本棒球協會（BFJ，業餘），及由此兩

個單位共同成立之日本棒球協議會所主導，據與會人員表示：日本職棒與業餘兩單位經

過多年爭議，始成立協議會平台，由雙方各派一半代表與會，上述三個團體全為民間機

構，這部分與臺灣目前似乎雷同，惟最大差別是在協議平台上，臺灣尚未能完全發揮功

能，以近日媒體報導，為籌組參加今年 11 月舉辦的棒球 12 強經典賽之名單，數度延遲，

至今仍未公布，無法定案即知。有關業餘棒球部分下設公益財團法人日本棒球聯盟

（JABA，社會人）、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學生棒球協會（全日本大學棒球聯盟及日本高等

學校棒球聯盟，均為本次拜會之組織）及公益財團法人全日本軟式棒球聯盟所組成。有

關日本棒球組織情形表，如附錄一。 

文部省沒有補助甲子園賽事任何費用，僅給予精神上的鼓勵，但各民間團體對於

是否為公益財團法人的認定由其決定（差別在於公益財團舉辦之活動門票收入不用繳

稅）。高野聯主要負責賽事之辦理（裁判、賽程），其組織營運主要的收入來源為門票收

入，平均每屆甲子園的進場人數約 80 萬人次，收入約 4 億日幣，另去年適逢 100 週年，

進場人次為 100 萬以上，門票收入約 7.8 億，扣除比賽辦理之必要支出 5.5 億元，結餘

約 2 億日圓，全數用於棒球之推廣及普及上；有關球隊補助方式如下：補助參與全國比

賽 18 名運動員，1 名負責教師，1 名經理共 20 名人員的旅費和住宿費如下包括 1.旅費

計算為從代表學校到大阪的正常往返票價支付（包括新幹線，特快線），另外，沖繩和

北海道的代表學校提供機票補助。2.住宿費補助從抽籤開始日至球隊完成賽事當天，每

人每日補貼 4,000 日圓(另大會會安排合格飯店及練習場地給學校)。此外轉播、行銷、

官網、資料庫建立等部分，由共同主辦單位朝日新聞社負責（沒有權利金給高野聯）；

場地部分由甲子園球場免費提供及負責整理，惟場地內之所有消費（便當、週邊商品等）

收入為甲子園球場所有，建立其合作，各司其職與其專業，及權益分配機制。 

全日本大學棒球是由 26 個大學聯盟所組成，最重要比賽為 6 月份的日本大學選手

權大賽，另 11 月有辦理明治神宮大賽（分高中部及大學部），我國大專體育總會籌組交

流團代表提出，未來是否雙方能建立定期交流的機制，並獲對方正面回應，後續希望雙

方能朝簽訂協議書方式，每年雙方遴選球隊參加協議之大專棒球交流活動。 

另有鑒於少子女化的影響，日本已在多年前即有實施聯合組隊機制，同意鄰近之

三所高中可共同組隊參加比賽。日本每年約有 5 萬名高中接觸棒球之畢業學生，但僅約

有 30 人可以進入職棒、100 人進入社會企業球隊，8,000 人進入大學持續從事棒球訓練，

會有 4 萬 2,000 人，不再將棒球作為人生的選擇，回歸與一般人沒兩樣的生活，這幾萬

名高中球員就是日本棒球強盛的根源，即使從不曾打進職棒，但愛棒球、懂棒球的他們，

將會把棒球帶入他們的生活與生命之中。透過棒球讓孩子喜愛運動，學習團隊互動精神，

打造學校參與體育的向心力。政府資源有限，民間力量無窮，根據媒體報導：去年金足

https://koshien-rekishikan.hanshin.co.jp/global/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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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旋風(第二所農校獲得甲子園亞軍，第一個是台灣的嘉農 KANO)，讓整個城市跟著動

起來，支持其所代表的高中球隊著實令人感動，也唯有透過棒球文化的建立，才能帶動

長久及深遠的影響。 

有關棒球推廣相關研習部分，從去年金足農報導的案例可以顯現，一個優秀選手

的養成，不能只靠選手本身的天賦，而是周遭的人共同努力付出，才能造就怪物級的選

手。2010 年代表秋田縣的能代商在甲子園初登場就鎩羽而歸，而在不堪連續 13 年都兵

敗第一戰的恥辱下，秋田縣教育委員會及該縣高校棒球聯盟，在 2011 年擬定了一個高

校棒球強化計畫。他們找來了在甲子園有過奪冠經驗的前中京大學監督大藤敏行，及運

動醫學相關專家，來到秋田縣指導各級選手甚至教練，同時也邀請其他縣市的強隊進行

交流比賽！而前社會人球隊日本新藥監督前田、熊谷組監督清水，也多次到金足農協助

指導選手，球隊在甲子園比賽期間，清水也會在賽前給選手建議或做一些小修正。至於

吉田也在去年秋天由專人進行球速、球的旋轉次數及軌跡等檢測，讓他在之後的訓練得

以參考。除此之外，在宿舍該如何做身體的自我管理，水份補給怎麼樣才是正確的等細

節，這些專家都給了專業的建議。金足農監督曾表示：很多常識或知識，自己從來都不

知道，真的是獲益良多！延攬專家進行指導固然重要，但更關鍵的是，縣政府跟高野聯

願意讓這個計畫長期進行下去，最終在第 7 個年頭的 100 年甲子園，繼嘉農(KANO)之

後以農校獲得甲子園亞軍之學校，讓全日本見識到了他們努力的成果！人才的養成真的

是必須長期付出，同時需要很多人的知識集結，才是對孩子最有幫助的，金足農就是一

個最好的例子！ 

夏季甲子園比賽球隊經演變，自第 60 屆起每年有 49 隊，分別來自 47 個都道府縣

(1 都 1 道 2 府 43 縣)選拔而出，其中東京都(1 都)、北海道 (1 道)因校數較多可派 2 隊，

其餘均 1 隊。每逢屆數為 0 或 5 時，辦理紀念大會，會有增加球隊參與，為建立管理制

度，高野聯並訂有高中棒球特別規則規定。至於春季甲子園的比賽，自 1924 年由每日

新聞社發起全國選拔中等學校野球大會。除了第一屆在名古屋舉辦外，從第二屆開始都在

甲子園比賽，參賽球隊則由選拔委員就近一年內比賽成績遴選 32 支強隊進行比賽（適逢

紀念大賽時則增加 34 支或 36 支），今年已進入第 91 屆。  

8 月 8 日 

上午參訪日本第 2 家軟式棒球製造公司-內外株式會社 

 

臨時增加參訪內外牌軟式棒球製造工廠，也是我國目前舉辦學生軟式比賽用的廠牌，

是一家位於神戶市工業區內，原本主要生產輪胎事業，後加入壘球、軟式棒球等產品製

造，除聽取製作過程簡報外，並實地走訪工廠製造流程，可惜無法拍攝完整製造過程，

但發現棒球不論軟式或硬式，其生產過程都一樣，最底層軟木塞、再纏繞棉線、外層再

加橡膠層(硬式則為皮層及 108 個縫線)，主要差別在軟木塞與棉線比例不同，多認識與

了解一項與棒球相關之知識。 

 

下午參訪 boy league 聯盟所屬球隊之三個河川球場 
 

為免下午行程失約，只好在高速公路休息站買了簡易輕食，在車上用午餐(休息站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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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唯一一台電視即撥放甲子園賽事，足見高中棒球在日本之狂熱程度)，經過 1 個多小

時的車程，來到第一座河濱場地，該場地為球隊向該地河川管理局申請用地建造管理之

球場，由政府提供用地（免租金），並由球隊自行花錢建造球場所需之一切費用，球場

之內野土為使用現有河川地之土，相關設施都必須是可拆除及移動式的，現有圍網不高

約 8 米，與我國河濱球場類似，但其設備相較我國河濱場地簡陋許多。本座緊鄰停車場

邊，與河水落差不到 50 公分，逢大雨必淹，事後由全隊共同整理球場，也難怪日本球

員對球場之重視與尊敬。 

第二座球場位於堤防外比較高的河川地，雖免受淹水之苦，惟車輛進出受到管制，

使用須付租金一日 8,000 日圓，球隊人數約 70 人（最遠有交通車程 1 個半小時之球員），

原則六日才整天練習，平日頂多 2 天下午（因教練多為志工須上班）且非常態，球員註

冊費 2 萬日圓，每月月費 1 萬 1000 日圓，本壘後方圍網也不高，多使用鳥籠進行打擊

練習，球即不會飛出。與領隊聊天時，他對臺灣球場認知上，誤以為就比例上來看應該

會比日本多，這話著實令人莞爾。 

第三座球場位於離市區較近之河川地，球場旁正在為 8 月 10 日大阪年度煙火晚會

布置場地，擺放臨時廁所，球隊教練說那是因應晚會用，不是提供球隊使用。球隊使用

貨車後置貨櫃屋放球具，該地之內野紅土因日前遭淹水，聯盟得自行花錢購土整理（約

100 多萬日圓），同樣免付場地租金，但相關設施須自行負擔費用，圍網也不高，好處位

於橋下，即使下雨也有地方可以練習，球隊人數約 80 多人，看來我們的河濱球場幸福

多了。 

不同於高中為學校體系從事棒球推廣運動，日本少棒及青少棒多屬俱樂部形式經

營，採加盟制度，青少棒硬式全國有 7 個主要的聯盟，本次交流的 Boy League 聯盟在全

國約有 800多支加盟球隊，球隊須每月繳費給地區聯盟作為聯盟舉辦比賽之費用，此外，

日本隨處可見棒球場地（公園、學校、河川地、有看台之專屬棒球場等）。日本俱樂部

球隊均有簡易型球場可供練習，早期開放河川地給有心經營社區棒球之民眾認養使用，

採其自行花錢建造球場之方式或許為推展我國棒球運動可參考之方式，也可拓展簡易可

供練習之棒球場地，但其設施設備遠不如我國。惟據與會者表示：目前日方公部門居於

管理，也已很難再取得河川地使用了。 

在臺灣多數學校受限校地面積，沒有專用的棒球場地，基於「危險」，通常也嚴禁

學生在任何空地進行棒球活動。根據日本體育場館調查，各都、道、府、縣與學校共有

10,113 座專用棒球場，可供練習及比賽使用，其中高中學校專屬場地有 1,418 座，相較

於臺灣運動場館資訊網調查棒球場有 181 座，其中屬高中學校所有 48 座，就高中球隊

自有球場比率，我國仍屬偏低(我國 24%，日本 38%)，此外，日本尚有多用途的場地支

援，反觀臺灣慢壘球隊多，社會球隊無自己場地可用，形成相互爭搶窘境，當然，部分

學校也不會因為有許多學生有打棒球的興趣與需要，而另尋找開闢一個棒球場地，再加

上少子化影響，這些可能都是造成台灣棒球或是全民運動推展的阻礙因素之一。 

(四) 8 月 9 日 

參訪私立報德學園 

透過高野聯古谷先協助與安排，並親自陪同。該校屬私立學校，棒球隊以進軍甲

子園為目標，並曾獲得第 63 屆夏季甲子園冠軍，與 46 屆 (1974)及 74 屆 (2002)兩屆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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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甲子園冠軍，可說是相當傳統及優秀的私立學校（日職廣島去年第一指名小園海斗即

是該校畢業的校友）。日本的高中棒球基本有私立高中強於公立高中的印象，本屆 49 個

出場學校中，只有 14 所公立學校。另外私立學校相對於公立校而言，選手的範圍更加

廣範，一些中學時候就非常有名的選手，普遍會選擇私立學校就學。學校棒球隊一到三

年級全隊球員人數超過 130人，爭取參加正式比賽的 18人名單(不像我國可以有木棒組、

鋁棒組共 50 個報名參賽名額)，另亦有參加軟式棒球的社團球隊(與我國相同)，可見其

競爭之激烈，學校沒有專屬棒球場及室內打擊場，練習場是一多功能球場（與足球、橄

欖球共用）並架設高圍網，令人驚訝的是外野為人工草皮球場(現行台灣基層棒球球隊

練習場亦有部分人工草皮設置)，並設置有夜間照明設備，另有田徑場一座。我國學校

場地多為設置 PU 田徑場開放社區居民及學生多用途使用，常與練習造成扞格與爭議。

報德學園練習時間為每日下午 4 點至 7、8 點（課後時間才准練習，但沒有限制訓練時

間），六、日則是整天練習或是安排比賽，在日本的教育體制下，體育是教育的重要環

節，而棒球更是日本體育的重心。看其練習方式，前端多為學長帶領學弟按教練給的課

表依位置分開訓練，場上每個人都有該做的事情，訓練上非常有效率，另外除非是住比

較遠的學生才會住校外，其餘均為通勤上學（教練表示小園海斗即每天騎 20 分鐘腳踏

車上學）。  

該校每個年級約有 20 名特別優待生（須面試及學校入學測驗，如作文等通過才能

入學）並有 3 名公費生名額（作為學校招募優秀選手之用，高野聯規定每校最多 5 人）。

平均每位學生每年約自行花費 30 萬元日圓在棒球訓練上（不含學費）。棒球隊學生與一

般生一同上課（與我國體育班集中制度不同），且學生如課業成績未達標準需暫停訓練

至達到標準才能練習。學校共有 3 名教練，由老師或學校職員兼任，高野聯查統計全國

約 4000 所高中職學校球隊，其教練有 95%為學校老師或職員(以今年參與夏甲的 49 隊來

看，只有兩位是由校外人士擔任監督，一位是鎮上電器行的老闆，另一位是麵包師傅），

報德學園參與座談的教練為國文科老師，另大阪桐蔭教練為學校社會科老師，也都有棒

球的經歷。不同於我國要求帶隊教練要有教練證，日本高中棒球隊沒有要求要有教練證

才能執行，但高野聯定期會舉行教練講習會，提供有關棒球練習的相關知識。另高野聯

要求學校每週應有一天的完整休息（不訓練），早期因高校野球的狂熱導致許多有違教

育本質的事情發生，引起日本文部省逐漸將高野聯的權力壓縮（如聯盟僅有門票收入），

導正高校野球的歪風，另比賽均安排於假日進行(值得臺灣學習的是，日本沒有請公假

比賽這回事，賽事是由各地方所屬聯盟每周假日安排所轄地區高中球隊比賽，並進行資

料庫建檔，如此可以就近移動，比賽場次也不會少，並可藉由資料庫建立進行數據化的

挑選代表隊球員)，且一個學生高中階段最多只能參加8次大賽(大賽認定為夏季甲子園、

春季甲子園及明治神宮大賽)。以臺灣黑豹旗為例，如果預賽拉長一點，各地區預賽都

辦在六日，這樣也許各校的阻力會小一點，也可以減少很多公假日數，社團社區球隊也

更容易參加，當然其中的關鍵在於要有足夠的球場，這點或許是政府視棒球為國球推展

可以努力的方向。 

另日本今年 U18 棒球隊總教練亦前來參與短暫座談，詢問有關木、鋁棒運用問題，

表示雖然國際上使用木棒，但由於日本球隊太多，考量經費與普及問題，還是使用鋁棒

進行比賽，但會針對球棒規格進行規範，一些學校學生也會自費購置木棒練習，有關國

家代表隊集訓部分，為甲子園比賽結束挑選出正式名單後集訓一週，至於國際賽拿木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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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導致球員適應上的問題，日本這方面則不會強求。有關女子棒球部分，競賽規程要

求女生不能參加全國總決賽，但地方或其他比賽可以允許，高野聯表示因為甲子園是一

個超過 100 年的賽事，所以有一些傳統是大會覺得必須要遵守的，像籃球、足球、排球

等也是會另辦女子組賽事，國小、國中階段因發育沒有完全，所以會有男女混合一起「玩」

棒球的情形，但在高中最後的階段（指全國賽）男女發育還是有所不同，所以不允許在

「全國賽」報名女生球員， (相較於日本基於傳統不讓女生球員參加全國賽，我國推動

現況並未限制女生參賽)，但高野聯在其他方面是很支持與投注資源協助女子棒球的發

展（亦有女子高中棒球大賽，認為未來媽媽對於孩子參與棒球是重要的推手）。有關投

球數目前並無限制(台灣、韓國都有投球數與隔場限制，日本沒有)，因此出現許多不同

聲浪，日本高校棒球聯盟已覺察此問題的嚴重性，近年來針對學生球隊，投手投球數進

行資料調查，並於今年（2019 年）4 月 26 日，召開第一次預防投手傷害會議，同年 6

月 7 日召開第二次會議，高野聯此刻正在進行檢討如何改善。 

 

(五) 8 月 10 日 

參訪日本第一生命(人壽保險)公司社會企業棒球隊及觀賽 

 

來到大阪因緣際會造訪了向來有東洋魔女女子排球的訓練基地，它原來是日本紡

織公司所有，位於大阪府貝塚市內，崛起於 1960 年代，更在 1964 年拿下東京奧運金牌，

後來這家公司把廠房買給了日本第一生命公司，員工七萬多人，以扶持棒球隊為主，原

賣家要求保留排球訓練館的歷史意義，新東家把廠房拆除，蓋了棒球場、室內練習場(有

打擊、投手、內野守備)、宿舍(個人、家庭及臨時團體房)、餐廳，提供公司企業隊、或

職棒隊移訓使用(非常適合我國國家隊移地訓練)。球隊人數維持 30 人左右,每年約 3-5 人

進退,離隊球員再由公司安排職前訓練進公司職場,所以在當球員時其工作就是打球,球

隊存在的價值就是為公司拼成績。日本全國約有 70 支社會企業棒球隊，該公司成績堪

稱屬一屬二，今年慶祝成立 91 周年。這場地除看台 50 餘人及簡易記分板外，其他設施

設備絕對可媲美於台灣現有一級場地。室內內野訓練場有冷暖氣空調，教練室可以作比

賽影片分析，配有防護員及防護室，重量訓練室花費 5,000 萬日圓打造，連我國國家隊

左訓中心可能都無法比擬。保留下來的體育館則提供該公司陪養女子桌球隊，臺灣選手

陳思羽文化大學畢業，最佳世界排名 21，曾入選 2012 倫敦奧運及 2016 巴西里約奧運選

手，加入該公司。公司對棒球隊退役後可留任公司服務，桌球隊則無，球員退役後的待

遇也不相同。借參訪機會體驗企業隊的中餐，看到整個公司提供給球隊球場、住宿、餐

廳，訓練環境等自主管理的展現，這部分我們目前可能很難做得到。教練之一酒井教練

曾在我們國家隊服務擔任投手教練，也曾在統一獅隊擔任過教練 9 年，另球隊監督十河

章浩為 1992 年巴塞隆納奧運隊的游擊手。教練安排我們體驗球隊午餐，並觀賞該隊與

日本體育大學隊進行的城市對抗友誼賽。此外並參訪正在體育館內訓練的女子桌球隊，

我國選手陳思羽參加訓練，可惜適逢外出參加公開賽，無緣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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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臺灣代表隊自 1923-1940 年參賽情形 

參加球隊名稱 現在名稱 參加屆次 最佳成績 

1.臺北一中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9.15.16.24.26 4 強(15/1929) 

2.嘉義農林 KANO 國立嘉義大學 17.19.21.22 亞軍(17/1931) 

3.臺北商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10.12.13.20  

4.臺北工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1.14.18 8 強(14/1928) 

5.嘉義中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23.25 8 強(23/1937) 

資料來源：參酌 google 甲子園臺灣維基館資料整理 

 

表 2  歷年臺灣代表隊於夏季甲子園參賽狀況： 

年度 屆 別 臺灣代表 第 一 輪 第 二 輪 八 強 賽 四 強 賽 決   賽 該屆冠軍隊 

1923  第 9 屆 臺北一中  (無賽事) 
4:23 立命館中

學 
──── ─── ─── 甲陽中學 (兵庫) 

1924  第 10 屆 臺北商校 
6:2 金沢

一中 
2:7 松本商校 ──── ──── ──── 広島商校 (広島) 

1925  第 11 屆 臺北工業 
4:6 釜山

中學 
──── ───── ──── ─── 高松商校 (香川) 

1926  第 12 屆 臺北商校 (無賽事) 
3:16 和歌山中

學 
─── ─── ─── 静岡中學 (静岡) 

1927  第 13 屆 臺北商校 (無賽事) 3:5 平安中學 ──── ─── ──── 高松商校 (香川) 

1928  第 14 屆 臺北工業 (無賽事) 12:7 前橋中學 
3:4 北海中

學 
─── ──── 松本商校 (長野) 

1929  第 15 屆 臺北一中  

10:1 前橋

商校 
4:0 佐賀中學 

5:4 平安中

學 

4:9 海草

中學 
──── 広島商校 (広島) 

1930  第 16 屆 臺北一中  (無賽事) 4:6 大連商校 ─── ──── ──── 広島商校 (広島) 

1931 第 17 屆 嘉義農林 (無賽事) 
3:0 神奈川商

工 

19：7 札幌

商校 

10:2 小

倉工業 

0:4 中京商

校 
中京商校 (愛知) 

1932  第 18 屆 臺北工業 (無賽事) 5:11 熊本工業 ──── ─── ──── 中京商校 (愛知) 

1933  第 19 屆 嘉義農林  (無賽事) 1:10 松山中學 ──── ─── ──── 中京商校 (愛知) 

1934  第 20 屆 臺北商校 
2:3 市岡

中學 
──── ──── ──── ─── 呉港中學 (広島) 

1935  第 21 屆 嘉義農林  (無賽事) 4:1 平安中學 
4:5 松山商

校 
──── ──── 松山商校 (愛媛) 

1936  第 22 屆 嘉義農林  

4:3 小倉

工業 
5:7 育英商校 ─── ─── ──── 岐阜商校 (岐阜) 

1937  第 23 屆 嘉義中學 (無賽事) 12:0 青島中學 
2:4 滝川中

學 
──── ──── 中京商校 (愛知) 

1938  第 24 屆 臺北一中 
0:4 大分

商校 
──── ──── ─── ─── 平安中學 (京都) 

1939  第 25 屆 嘉義中學 
0:5 海草

中學 
───── ─── ─── ─── 海草中學(和歌山) 

1940  第 26 屆 臺北一中 (無賽事) 1:3 京都商校 ─── ─── ─── 海草中學(和歌山) 

資料來源：google 甲子園臺灣棒球維基館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5%8F%B0%E5%8C%97%E4%B8%80%E4%B8%AD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5%8F%B0%E5%8C%97%E5%B8%82%E7%AB%8B%E5%BB%BA%E5%9C%8B%E9%AB%98%E7%B4%9A%E4%B8%AD%E5%AD%B8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5%98%89%E7%BE%A9%E8%BE%B2%E6%9E%97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5%9C%8B%E7%AB%8B%E5%98%89%E7%BE%A9%E5%A4%A7%E5%AD%B8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5%8F%B0%E5%8C%97%E5%95%86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5%9C%8B%E7%AB%8B%E5%8F%B0%E5%8C%97%E5%95%86%E6%A5%AD%E6%8A%80%E8%A1%93%E5%AD%B8%E9%99%A2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5%8F%B0%E5%8C%97%E5%B7%A5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5%9C%8B%E7%AB%8B%E5%8F%B0%E5%8C%97%E7%A7%91%E6%8A%80%E5%A4%A7%E5%AD%B8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5%98%89%E7%BE%A9%E4%B8%AD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5%9C%8B%E7%AB%8B%E5%98%89%E7%BE%A9%E9%AB%98%E7%B4%9A%E4%B8%AD%E5%AD%B8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1923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5%8F%B0%E5%8C%97%E4%B8%80%E4%B8%AD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1924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1925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1926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1927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1928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1929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5%8F%B0%E5%8C%97%E4%B8%80%E4%B8%AD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1930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5%8F%B0%E5%8C%97%E4%B8%80%E4%B8%AD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1931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5%98%89%E7%BE%A9%E8%BE%B2%E6%9E%97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1932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1933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5%98%89%E7%BE%A9%E8%BE%B2%E6%9E%97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1934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1935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5%98%89%E7%BE%A9%E8%BE%B2%E6%9E%97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1936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5%98%89%E7%BE%A9%E8%BE%B2%E6%9E%97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1937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1938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1939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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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得與建議 

心得  

這次可以來跟日本實際從事棒球推廣運動的人交流與互動，真的獲益良多，也希

望能一點一點為棒球環境帶來改變。日本前往甲子園球場的交通非常便利，現行國內大

型棒球場沒有捷運或鐵路出站即可抵達的球場（目前僅 HBL 決賽臺北小巨蛋的比賽場

地交通較便捷）。可收看轉播的頻道為全國廣播的頻道-日本廣播協會(ＮＨＫ)及朝日廣

播(ＡＢＣ)（類似國內的有線電視），每場都有直播的服務，想要不知道比賽的結果都很

難；報紙會有關於各隊的大量新聞，比賽期間在辦公室、街道、娛樂場所，甲子園的話

題一直是主流，晚上電視台均有針對甲子園的帶狀節目，此外針對甲子園各面向均有出

版刊物及書籍在書店販售，比賽場地隨處可見各年齡層的觀眾，每天都有國中、小球隊

入場觀摩（應為申請制，免費入場），高校棒球成為學生與社會生活的一部分，甲子園

的選手甚至比職棒選手更令人關注及認識，也是經由如此的傳承讓其屹立不搖，成為受

人關注的賽事。在臺灣，因為只轉播重要的場次，導致每年都會有人在新聞上看到冠軍

產生時，才意識到原來這段時間有高中的棒球比賽，忽略了基層奮鬥的歷程。 

球場旁另有甲子園歷史館紀錄甲子園的歷史，創造出令人有記憶點的棒球文化，

用心建立與文物的收藏，也是我國需學習的部分。百年甲子園果然名不虛傳，很多作法

都值得借鏡，這次來看到許多電視上看不到的細節，真的獲益良多，特別感謝高野聯古

谷先生的協助。 

關於日本對於棒球的推展，考量全國高中經費預算的問題，不會冒然使用木棒，

反觀國內一紙公文搞定。俱樂部的推展雖是世界趨勢，但俱樂部是一種使用者付費，對

於弱勢族群參與權提供的機會與彌補，可能相對薄弱，此部分值得賡續了解相關國家的

做法。不管日本或是我國都有出現在高中時強投，後續消失的投手，對於投球數的限制

仍有必要。 

此次考察團的行程非常豐富且紥實，在 8 月 5 日至 11 日的一週內，參訪了阪神甲

子園球場、兵庫縣報德學園、日本生命企業球場，以及大阪近郊的多處簡易型學生練習

球場。在拜會日本高校棒球聯盟及全日本大學棒球聯盟的座談會中，更深入瞭解日本學

生棒球運動的背景和未來趨勢，瞭解日本學生棒球的生態環境，深感此趟日本考察之行，

不論在棒球的硬體或軟體方面均獲益良多，所獲資料實可作為我國發展學生棒球運動的

重要參考。尤其在日本高中棒球的賽事中，有關：隊數遞減、為何要使用鋁棒、投手投

球數有否規定、女生參與球隊事務等方面，均能獲得日方棒球界的回覆： 

 

一、 隊數方面： 

依據日本高校棒球聯盟硬式組的統計資料顯示，15 年來加盟校數每年遞減，相同

的，今年第 64 屆軟式組參賽隊數，已連續 6 年呈現遞減中。至今年（2019 年、令和元

年）第 101 屆，參加甲子園球隊數已減至 3,730 隊。據參與者表示：主要受少子女化傾

向；及學童時期開始已漸由足球取代，造成棒球運動人口相對縮減。  

 

二、 球棒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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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校甲子園比賽中使用的球棒，以符合規定的鋁棒為主。探其原因，雖然鋁

棒的價錢倍於木棒，然而木棒的折損率、消耗金額，實非近 4 千支球隊所能付擔；且砍

伐樹木製成木棒，亦有違國際推行自然生態環保原則。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高中國家代

表隊於遴選組成之後，通常只集訓一星期，即參加國際性比賽（如：U18）；而目前國際

棒壘球總會（WBSF）的規定，比賽時必須使用合格的木棒。因此，日本高中代表隊的

球員，僅在短短一週內急速調適木棒。相較之下，我國高中的比賽，分為木棒組、鋁棒

組，及一般社團軟式組，各校球隊可自行決定參賽組別，且國家隊選拔賽時亦使用木棒，

國家代表隊成員較易於與國際性賽事接軌。 

 

三、 投手投球數方面 

日本高校甲子園的比賽，對於投手投球數、局數、隔場等，並無相關規定。因此

1998 年產生了「平成怪物」松坂大輔：他在對 PL 學園那場比賽，纏戰至 17 局，共投了

250 球，才拿下勝利。由於甲子園的賽制為單淘汰制，每年 49 支全日本各縣市地方代表

的球隊，於 2 周內應戰甲子園全國大賽，實有輸不起的壓力；因此每隊的王牌投手幾乎

每戰必投，而球隊監督幾乎都有共同的理念「沒有這場比賽的勝利，就沒有下一場比賽

可打！」。在此賽制之下，出色的投手既無法獲得保護，反受到運動傷害。有鑑於此，

日本高校棒球聯盟已覺察此問題的嚴重性，近年來針對學生球隊投手投球數正進行資炓

調查，邀請棒球界及醫學界的專家學者，共同檢討癥結並研商預防策略。 

 

四、 女性參與方面： 

針對兩性平權參與棒球的問題，日本高校棒球聯盟表示：地方性的比賽允許女性

學生參加或擔任一般事務，如球隊紀錄等協助事宜，但全國大賽則不被允許。因此，在

阪神甲子園球場內，全國大賽時皆看不到女性球員參與的蹤影。然在另一方面，日本高

校棒球聯盟則極力推廣及協助女子棒球推展的各項事務。 

 

建議 

一、 辦理考察最好能與專業團體、老師合作或是有專業翻譯人員一起隨行，可收事半

功倍之效。本次隨同大專體育總會團隊一同前往，團隊中除有專業翻譯人員(曾任

職棒球評，並多次擔任日本隊來臺翻譯人員)外，參與人員都是國內棒球推展的參

與者，對於問題的討論與詢問能更深入探討。 

二、 建立高中球隊對棒球場域或球隊的管理文化(如教練指導時不宜漫罵、強制比賽周

遭禁止吸菸、嚼檳榔量..等)必須持續進行，並適時妥適宣導與調整精進。 

三、 提高各級學校主事人員對運動觀念的改進，學生有意成立參與的各種運動社團，

學校應給予積極輔導與協助，對於偏鄉學校各種運動競賽參與，能建立聯合組隊

之機制。 

四、 針對各級學校棒球隊參與比賽，除教育部舉辦之學生聯賽之外，其他地方政府舉

辦之比賽，對於投球數仍應給予更明確之限制，以利保護選手。 

五、 因應 12 年國教自發、互動、共好的課程理念，達到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

身學習為運景，各級政府應加強學校運動設施的改善，提供校園內優質運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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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吸引學生、社區民眾主動參與運動，規律運動習慣的養成是從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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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日本棒球社會團體組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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