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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四年一度的世界 12 強棒球賽（以下簡稱世界 12 強賽）係由國際棒壘球

總會主辦，邀請前一年度世界排名前 12 名的國家參賽，目前於國際棒壇與世

界棒球經典賽並列層級最高、規模最為盛大的國際棒球賽事。另棒球於 2020

年東京奧運會列為正式競賽運動，全世界最終僅有 6 支隊伍得以參加東京奧

運，本屆世界 12 強賽同時被列為美洲及亞洲區域第一階段資格賽事，使得本

賽事攸關奧運棒球參賽機會，備受國人關注。 

綜觀本屆我國代表隊的表現，雖然最終結果未能在本屆世界 12 強賽就直

接取得奧運參賽資格，但全體代表隊教練選手展現的拼戰精神與比賽內容，

仍獲得全國民眾的肯定，也讓國人更加期待我國能在 2020 年最終的六搶一資

格賽取得進軍東京奧運的資格。比賽結果顯示本次提早啟動組訓及情蒐準備

工作，讓後續得以順利銜接並啟動集訓計畫。此外，本屆參賽過程中後勤支

援團隊的人力配置充分，也是整體代表隊能發揮組訓效益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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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世界棒壘球總會為了提升棒球運動的國際能見度，自 2015 年起開辦每 4 年舉辦的賽事，

由前一年度棒球世界排名前 12 名的國家隊取得參賽權。我國以 2018 年世界排名第 4 名成績

取得第 2 屆世界 12 強賽參賽資格。另本次世界 12 強賽亦為 2020 年東京奧運會棒球項目亞洲

區及美洲區第一階段資格賽，亞洲及美洲排名最高之國家將可直接取得 2020 年東京奧運會棒

球項目參賽資格。 

棒球於我國運動發展上具有「國球」地位，國家代表隊歷年參加國際棒球賽事過程皆受

到國內輿論關注，再加上我國自 99 年至 102 年推動 4 年期「振興棒球運動總計畫」，103 接續

推動「強棒計畫」至 106 年，足見我國對於棒球運動的重視。考量本次賽事直接關係東京奧

運棒球參賽資格，本次出國計畫目的即是期望藉由實地前往督導國家代表隊參賽工作，除能

隨時掌握代表隊參賽過程各項準備工作及後勤人員配置情形，即時處理現場突發事件，也同

時擔任國內公部門與比賽當地的聯絡窗口，妥善提供國內所需資料。此外，為利爾後我國主

辦各項世界棒球重要賽事及相關活動，也可藉由這次前往參賽的機會，進一步了解日本棒球

場地各項硬體設施及人力支援安排。 

 

貳、 過程 
一、 本屆世界 12 強賽組訓及參賽過程 

為順利達成我國棒球代表隊參加重要國際賽事組訓目標，中華民國棒球協會（以下簡稱

棒球協會）及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以下簡稱職棒聯盟）於 108 年 1 月 31 日簽訂合作協議書，

由職棒聯盟統籌執行本次世界 12 強賽代表隊組隊、集訓、參賽及後勤支援等工作。 

(一) 組訓參賽過程：本次世界 12 強賽依循前開合作模式啟動組訓，由職棒聯盟組成選訓

委員會議審議各項組隊、集訓及參賽準備工作。選訓委員會各次會議及重點決議如

下。 

1. 108 年 5 月 30 日第一次選訓會議，通過由洪一中出任代表隊總教練。 

2. 108 年 6 月 13 日第二次選訓會議，通過代表隊教練團名單 

3. 108 年 7 月 15 日第三次選訓會議，通過選手遴選辦法及組訓參賽計畫。 

4. 108 年 8 月 29 日第四次選訓會議，確定 60 人預報名單。 

5. 108 年 10 月 1 日第五次選訓會議，確定 28 人參賽名單。 

(二) 代表隊組訓執行階段 

1. 國內職棒未出賽季後賽選手於 108年 10月 8日於桃園青埔運動公園棒球場開始集

訓，參加季後賽選手及旅外選手於 10 月 20 日報到。 

2. 108 年 10 月 25 日於桃園國際棒球場與新北市社會隊進行自辦熱身賽。 

3. 108 年 10 月 28 日於桃園國際棒球場與味全龍職棒隊進行自辦熱身賽。 

4. 108 年 11 月 2 日至臺中向 12 強賽會報到。 

5. 108 年 11 月 2 日於臺中洲際棒球場與古巴代表隊進行大會熱身賽。 

6. 108 年 11 月 3 日於臺中洲際棒球場與澳洲代表隊進行大會熱身賽。 

(三) 代表隊參賽 

1. 代表隊教練選手名單 

(1) 教練團（共 7 人）：洪一中（總教練）、黃甘霖、郭建霖、吳俊良、曾豪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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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民、彭政閔 

(2) 選手： 

 投手（共 13 人）：陳鴻文、陳冠宇、江少慶、張奕、吳昇峰、王躍霖、

林凱威、林鋅杰、王宗豪、黃子鵬、廖乙忠、陳禹勳、胡智為 

 捕手（共 3 人）：張進德、高宇杰、林泓育 

 內野手（共 7 人）：王勝偉、王威晨、陳俊秀、林立、朱育賢、郭嚴文、

岳東華 

 外野手（共 5 人）：林哲瑄、胡金龍、張志豪、蘇智傑、王柏融 

2. 參賽過程 

場次 賽事階段 比賽時間 比賽地點 對手國 比賽結果 

1 分組預賽 11/5 臺中洲際 波多黎各 6：1 

2 分組預賽 11/6 臺中洲際 委內瑞拉 3：0 

3 分組預賽 11/7 臺中洲際 日本 1：8 

4 超級循環賽 11/11 日本千葉 墨西哥 0：2 

5 超級循環賽 11/12 日本千葉 韓國 7：0 

6 超級循環賽 11/15 日本東京 美國 2：3 

7 超級循環賽 11/16 日本東京 澳洲 5：1 

3. 競賽成果 

(1) 分組預賽：2 勝 1 負，分組第 2 晉級超級循環賽。 

(2) 超級循環賽：2 勝 2 負，排名第 5，未晉級 4 強賽。 

(3) 最終名次：複賽累計 2 勝 3 負，最終排名第 5。 

二、 行政後勤支援安排 

為全力支援本屆世界 12 強賽代表隊培訓及參賽過程，除支援培訓計畫外，另外專案補助

成立後勤支援團及情蒐小組，並請組訓單位與保險公司洽談並規劃專屬職業運動選手之專案

保險計畫，本署並據以補助相關經費。 

(一) 支援團隊（33 人）：功能及目的在於提供選手醫療防護及支援訓練工作，包含球隊經

理 2 人、球隊管理 2 人、新聞聯絡人 1 人、隨隊醫師 1 人、心理諮商顧問 1 人、體

能訓練師 1 人、訓練員 5 人、運動防護員 7 人、行政後勤人員 13 人，規劃各職業球

團專屬團隊加入，直接服務選手。 

(二) 情蒐小組（17 人）：功能及目的在於蒐整各國隊伍資訊，提供國家隊教練團擬定策略

及球員比賽所需。情蒐小組由職棒聯盟遴聘專職人員擔任召集人，並依據各區域情

蒐需求協請相關棒球專業及資訊人員辦理。 

1. 補助金額：930 萬 

2. 計畫內容：職棒聯盟為及早瞭解 2019 世界棒球 12 強賽各參賽國備戰情形及重點

對手國家球員特點，以利教練團研擬因應策略及組隊方式，依情蒐計畫編列經

費表，自 108 年 3 月起啟動情蒐計畫，內容包含「國內資料蒐集」、「海外實地

蒐集」、「製作情蒐資料及報告」及「2019 世界棒球 12 強賽期間情蒐支援及製作

檢討報告」。 

3. 計畫期程： 

(1) 3 月 9 日至 10 日，觀察墨日強化對抗賽(日本大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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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月，觀察泛美運動會包含世界 12 強參賽國 4 隊 

(3) 8 月，美國職棒及旅外球員探訪 

(4) 8 月，日韓職棒實地情蒐 

(5) 10 月，世界 12 強賽情蒐資料彙整 

(6) 11 月，情蒐人員進駐參賽地區，隨隊協助臨場情蒐工作 

(三) 保險規劃： 

1. 補助經費：418 萬 5,250 元 

2. 比照 2017 年經典賽保險內容，參與本屆經典賽培訓計畫之人員（包含支援團隊人

員）建立運動員專屬保單，依據各該人員身分及職業選手薪資差異規劃保單內

容，保險部分含括「身故保險金」、「暫時失能保險金」、「海外突發疾病健康保

險」、「海外救援費用」等，並增列組訓期間旅行平安保險，同時取消意外醫療

選手自付額規定，顧及運動選手生涯的保障。 

3. 保險程序由職棒聯盟洽保險公司辦理投保事宜，所需經費由本署專案全額補助。 

三、 旅外選手參賽情形 

(一) 本屆於美國職棒未開放大聯盟 40 人名單參賽情形下，代表隊 28 名選手有旅美選手

江少慶、林凱威、林鋅杰、胡智為、張進德，旅日選手陳冠宇、張奕、王柏融等 8

人，共計 8 名選手返國代表參賽，其中 6 人為投手，2 人為野手。 

(二) 相較 2015 年第 1 屆世界 12 強賽及 2017 年第 4 屆世界棒球經典賽，本次賽事較多旅

外選手返國參賽人數較多，顯示本次提早啟動組訓準備工作，適度達到爭取旅外選

手參加國家代表隊的效果。 

 

參、 本署人員出國工作行程紀要 

 

活動日期 行程 備註 

11 月 10 日（Day 1） 
 前往日本東京 

 與職棒聯盟會議，瞭解代表隊備戰狀況 

 

11 月 11 日（Day 2） 

 觀賽我國與墨西哥比賽（千葉羅德海洋球場） 

 慰勉代表隊教練選手並發給署長加菜金 

 參加代表隊情蒐說明會議 

 

11 月 12 日（Day 3） 

 拜會我國駐日本代表處 

 觀賽我國與韓國比賽（千葉羅德海洋球場） 

 慰勉代表隊教練選手 

 

11 月 13 日（Day 4）  參訪 2020 東京奧運博物館  

11 月 14 日（Day 5） 
 訪視代表隊練球狀況（東京巨蛋球場） 

 參加代表隊情蒐說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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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5 日（Day 6） 

 觀賽我國與美國比賽（東京巨蛋球場） 

 慰勉代表隊教練選手並發給部長加菜金 

 參加代表隊情蒐說明會議 

 

11 月 16 日（Day 7） 

 觀賽我國與澳洲比賽（東京巨蛋球場） 

 慰勉代表隊教練選手 

 參訪日本棒球博物館 

 參加辜仲諒理事長宴請代表隊餐會 

 

11 月 17 日（Day 8）  觀賽日本與韓國冠軍賽（東京巨蛋球場） 
 

11 月 18 日（Day 9）  返國 
 

 

肆、 心得與建議 
本屆經典賽組訓及參賽過程於 108 年 1 月份即由中華棒協與職棒聯盟雙方就本屆世界 12

強賽之代表隊組訓工作及賽事舉辦，確認雙方分工事項，得以及早啟動組訓工作，並於 6 月

即確定教練團名單，以教練團為核心規劃組隊及後勤支援準備工作，減少以往協調工作事項

的時間。整體組訓及赴國外參賽過程時間較短，組訓單位以大量後勤支援團隊，直接協助教

練及選手直接處理訓練以外事務，讓教練選手可以專注於賽前集訓及調整工作，在有限的時

間整合團隊戰力。 

藉由本次輔導及參與組訓參賽工作，以及隨隊赴國外參賽的過程，謹提出「國內聯賽投

手戰力提升」、「旅外選手邀請及預先掌握限制條款」及「國家代表隊品牌營造」等 3 個未來

可茲提升國家代表隊運作的建議。 

 

一、 國內聯賽投手戰力仍有提升空間 

投手戰力影響比賽結果的程度相當高，由本次世界 12 強賽代表隊的投手表現分

析，7 場比賽中（預賽 3 場及複賽 4 場），投手共計出賽 61 局，團隊自責失分率 2.07

在全部 12 支隊伍中排名第一，其中旅日投手張奕更獲選大會最佳投手，顯示整體投

手表現相當優異。但從個別投手投球比重來看，旅外投手江少慶（11.2 局）、張奕（13.2

局）、胡智為（8.2 局）、陳冠宇（4.1 局）及林凱威（1.1 局）就出賽其中的 39.2 局，

比重占 65.03％，扛下 3 分之 2 的投手戰力。相較之下，臺灣本土棒球聯賽投手出賽

局數僅 21.1 局（職棒聯盟投手 13.1 局，社會隊投手 8 局）。再從投手分工來看，旅外

投手共計擔任 5 場次賽事的先發，職棒聯盟及社會隊投手各 1 場次；中繼及後援部分

則以職棒聯盟投手為主，搭配旅日投手陳冠宇組成牛棚投手的戰力。相較 2017 年世

界棒球經典賽的投手表現，本屆本次世界 12 強賽雖然仍以旅外投手為主要戰力，本

土投手整體表現已能與旅外選手分擔投球責任，並且肩負比賽後段的中繼及後援工

作，表現符合教練團預期。 

但在先發投手的工作方面，仍倚重旅外投手的戰力與經驗，顯示國內聯賽投手在

先發及長局數投球的表現，尚未能展現旅外選手的壓制能力，這也反映國內職棒各隊

目前都以外籍投手作為先發主力的情形。雖然在短期賽事中，教練團仍可倚靠投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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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分工的方式，透過旅外投手填補先發投手戰力不足的劣勢，然而以長遠人才培育的

角度來看，都顯示出我國目前的本土投手戰力應予提升。 

 

二、 旅外選手邀請及掌握限制條款 

本屆世界 12 強賽在美國職棒大聯盟限制各隊 40 人名單不得參賽的前提下，日本

職棒及美國小聯盟選手成為本次代表隊主要的邀請對象。組訓計畫自 6 月份啟動組隊

工作，由職棒聯盟團隊赴美國及日本各球隊所在地瞭解我國旅外選手本年度競賽調整

狀況及參賽意願，也讓選手在心理層面預為準備賽前調整與參賽規劃，從本次旅外選

手的表現可以看出其成效。 

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由於組訓單位邀請旅外選手係以投手為主，本次參賽過程

多有選手同意參賽之後，選手所屬球團與經紀公司始向組訓單位提出參賽限制條款，

而影響教練團原本規劃的參賽策略，如於參賽報名期限前經教練團評估，未能符合參

賽需求時，仍能就候補名單遴選適當選手遞補參賽；如於參賽報名名單確認後始提出

選手參賽限制條件，將直接造成教練團在臨場調度上的困擾。特別是本屆 12 強賽競

賽性質屬於短期密集場次賽事，且每場比賽的勝負與比數都會影響最終的排名。 

針對近年邀請旅外選手參賽所面臨的出賽條件限制問題，建議未來可考量是否與

邀請選手簽訂參賽意向書，同時著手瞭解選手所屬球團與經紀公司所提出的出賽限制

條款，於期限前確認各選手出賽條件，並增列於參賽意向書補充內容，以利教練團整

體評估選拔代表隊選手。 

 

三、 國家代表隊品牌營造 

日本國家隊在 2014 年起由多個棒球組織合作成立「日本武士」棒球公司，正式

將國家隊企業化，包含男子隊與女子隊，從 U12 到奧運國家隊，從職棒明星隊到社會

人球隊，只要是代表日本參加正式國際競賽的隊伍，都可使用「侍 Japan（侍ジャパ

ン／さむらいジャパン samurai japan ）」的名稱，也都屬於棒球國家隊公司的業務內

容，由專業行銷團隊行銷國家代表隊品牌，並藉由常設性的國家隊比賽，形成週期性

的行銷活動。 

本屆世界 12 強日本國家隊作為國家代表隊體系最頂端球隊，也是國家隊行銷著

力的最大品牌，從服裝製作、商業品牌結合及整體行銷活動，都有一致性的行銷及商

品販售模式，營造日本棒球國家代表隊的品牌價值。本次世界 12 強賽超級循環賽及

決賽場地安排於東京巨蛋球場及千葉海洋球場舉行，各比賽場地的紀念商品專區除提

供世界棒壘球總會針對本次大會及參賽隊伍的官方紀念品外，另以日本國家隊為主題

設置專屬商品販賣區，其品項除傳統的服飾、球帽、紀念球、鑰匙圈及徽章等商品外，

特別會有日本代表隊選手的專屬加油商品，結合日本特有的應援文化，以日本民眾為

主要行銷對象。 

目前臺灣的國家代表隊行銷模式仍是以各賽事（會）的組訓單位為行銷單位，行

銷活動以短期活動為限，尚未形成一體性及常設性的行銷體系，無法組織整體性及週

期性的行銷活動及商業利益，自然難以吸引品牌廠商的投入與合作契機。目前棒球協

會與職棒聯盟持續協商國家隊賽事協議未來賽事合作與分工過程，不僅能釐清未來國

家代表隊組訓及賽事主辦的分工，更可能藉由穩定的組訓制度及活動規劃，作為國家

代表隊的行銷基礎，進一步發展國家代表隊的品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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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活動照片 
 

  
潘部長訪視中華隊賽前準備工作 分組預賽啦啦隊加油國旗 

  

  

  
與日本隊賽前列隊 複賽出發送機及加油集氣活動 

  

  

  
與墨西哥戰-賽前練習 駐日代表與臺灣啦啦隊共同觀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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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葉羅德海洋球場貴賓室觀賽 當地留學生前往比賽現場加油 

  

  

與墨西哥賽後至休息室勉勵代表隊 擊敗韓國隊後全隊慶祝合影 

  

  
比賽場地-千葉羅德海洋球場 比賽場地-千葉羅德海洋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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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日於東京巨蛋進行打擊練習 休息日於東京巨蛋進行補手守備練習 

  

  
與美國賽前球員介紹 投手吳昇峰出戰美國 

  

  
比賽場地-東京巨蛋球場 從東京巨蛋最上層看台鳥瞰球迷滿場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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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巨蛋球員通道的王貞治看板 與教練團及後勤團隊參訪奧運博物館 

  

  
與中華棒協及職棒聯盟拜會駐日代表處 奧運博物館內收藏 1964 年東京奧運大會旗 

  

 
  

日本棒球博物館名人堂 棒球博物館名人堂選手吳昌征與王貞治的紀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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