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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将在5月20日选举第

20届党主席，此次竞选局面异常

复杂，共有 6 人宣布参选创下历

史记录，竞选过程中更是风波不

断，各大阵营之间攻防激烈。衡

诸 6 人之间票源重叠度大等因

素，此次选举很可能进入第二轮

投票。

一、“六抢一”局面前所未有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前“副总

统”吴敦义、党副主席郝龙斌3位

重量级人选宣布参选后，国光生

技董事长詹启贤、台北农产公司

总经理韩国瑜、前“立委”潘维刚

又加入战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

“六抢一”格局，引发外界高度关

注。

洪秀柱对国民党感情深厚，

在两岸政策上旗帜鲜明。洪的从

政经历主要在“立法院”，原来并

非领袖群伦的人物。2016年“总

统大选”时，党内大老纷纷避战，

洪秀柱意外跨过了“防砖门槛”而

成为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在两

岸关系上立场鲜明，认为现在的

国民党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

不该模糊的地方模糊，进而提出

了“一中同表”等主张。洪也因此

备受党内指责，最终被粗暴换

下。但洪对国民党不离不弃，党

内对洪也充满同情，最终洪在

2016年3月的补选中当选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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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当局操弄的“体育暨运动发展部筹

备小组”于 9 月开始运作，试图构建“全民运动、

国际竞技、运动产业”三大支柱，并考虑用“台

湾名义”举办国际性重要赛事，企图将体育政

治化、利用赛事增加所谓“台湾能见度”。

一、台湾地区主要竞技体育运动项目

目前，台湾地区具一定实力的竞技运动种

类包括棒球、垒球、跆拳道、台球、网球、乒乓球、

羽毛球、射击、射箭、巧固球等项目。而在岛内民

间，较为普及的运动种类尚有篮球、排球等项

目。现将台湾地区在国际赛事中具争夺世界冠

军实力的主要竞技体育运动项目概述如下：

（一）棒球

棒球是岛内最受欢迎的运动。“中华职业

棒球大联盟”（CPBL），简称“中华职棒”，是台

湾地区目前唯一的职业棒球联盟，也是台湾最

早成立的职业运动联盟。目前有味全龙、中信兄

弟、统一 7-ELEVEn 狮、富邦悍将、乐天桃猿、

台钢雄鹰等 6 支职业棒球队。现任“中华职棒”

现任会长为民进党民意代表蔡其昌。

2020 年 4 月，时任台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

苏贞昌称“推动‘中华职棒’‘正名’很有必

要”。时任“中华职棒”会长、前国民党籍桃源

县长吴志扬表示“中华职棒”是民间单位，“改

名”一事不应受行政部门干涉，目前不打算更

名。时任“中华职棒”秘书长冯胜贤则认为“改

名”一事兹事体大，需经由会长与常务理事提

台湾地区主要竞技运动项目及对外交流情况

□ 王子旗

出后，获得各队球团的同意才能进行。而当时

“中华职棒”5 支球队均未对是否支持“正名”

一事做出明确的答复或表态。2021 年 1 月，新

任会长蔡其昌称，“当然要让大家知道‘中华

职棒’这不是大陆的比赛，是台湾地区的比赛，

但‘正名’不是现阶段最快要解决的问题”。

中华台北棒球代表队（Chinese Taipei baseball 

team）整体势力不俗，2019 年获亚锦赛冠军。台

湾地区曾承办过 1997 年亚洲棒球锦标赛、1997

年世界青少棒锦标赛、1999 年世界青棒锦标赛、

2001 年亚洲棒球锦标赛、2001 年世界杯棒球

赛、2004 年世界青棒锦标赛、2006 年世界杯

女子棒球锦标赛、2006 年洲际杯棒球赛、2007

年亚洲棒球锦标赛、2009 年世界青少棒锦标赛、

2010 年洲际杯棒球赛、2011 年 IBAF 世界少棒

锦标赛、2012 年亚洲棒球锦标赛、2019 年世

界 12 强棒球赛等国际赛事。

（二）羽毛球

羽毛球为台湾地区近年来在国际赛场上成

绩最为优异的运动项目之一。最先在国际大赛

得名的选手为由印尼转为代表台湾地区出赛的

男子单打选手陈锋。陈锋曾夺得 1999 年世界羽

毛球锦标赛男子单打亚军，世界排名曾位居第

二。男单选手周天成世界排名曾最位居第二，为

台湾本地最高排名的男子单打选手。而男子双

打方面代表李洋及其搭档王齐麟获得 2020 年

东京奥运会羽毛球男子双打比赛中金牌，这枚

金牌也是中华台北首个奥运羽毛球金牌，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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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巴黎奥运会李洋、王齐麟成功卫冕。

台湾地区每年定期举办中华台北羽球公开

赛。曾举办过 2001 年亚洲青少年羽球锦标赛、

2010 年世界羽联超级系列赛总决赛、2011 年

世界青少年羽球锦标赛、2013 年亚洲羽球锦标

赛，2015 年和 2016 年时曾举办过两届中华台

北羽球大师赛。

台湾地区目前有五大球队，分别是民营的

亚柏羽球队、中租羽球队，“公营”的土地银行

羽球队、合作金库羽球队和台湾电力女子羽球

队。

（三）网球

当前台湾地区所举办的最高层级网球赛事

为高雄海硕国际男子网球挑战赛和台北海硕国

际女子网球挑战赛，这两项赛事目前暂时停办。

谢淑薇为台湾女子职业网球知名选手，2013 年

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中，与大陆选手彭帅搭配

夺下女子双打冠军，成为台湾第一位大满贯冠

军，后 于 2014 年 法 网、2019 年 温 网、2021 年

温网再夺女子双打冠军，成为亚洲最多双打大

满贯冠军、亚洲第一位大满贯卫冕冠军 (2020 年

温网未举办 )，并于 2014 年 5 月 12 日首次登上

女子双打世界第一，成为台湾地区第一位网球

“世界球后”。

（四）台球

台湾的花式台球实力十分坚强，也是极少

数台湾地区曾夺得世界第一的运动项目。近年，

张荣麟（2018 美国国际 9 号球公开赛冠军）、

柯秉逸（2023 年世界 9 号球大师赛冠军、2024

年中国庐山公开赛冠军）、柯秉中（2023 年美

国公开赛冠军、2023 年卡达公开赛亚军、2023

年台北公开赛冠军）等男子选手实力不俗；女

子选手周婕妤获 2024 年亚洲台球锦标赛女子

组冠军、2023 年世界女子 9 号球锦标赛冠军、

2022 年世界女子 10 号球锦标赛冠军等荣誉，目

前世界排名第二。

（五）巧固球

台湾地区的巧固球实力较强，多次承办世

界巧固球锦标赛、亚太区巧固球锦标赛等国

际赛事，中华台北巧固球代表队曾于 1984 年、

1987 年、1989 年、1990 年、2000 年、2002 年、

2005 年、2006 年、2015 年获得世界巧固球锦

标赛冠军。

（六）举重

台湾地区选手在举重项目领域实力不俗，

多次在奥运会及亚运会举重项目上获得奖牌，

特别是许淑净、陈苇绫等女子选手都获得过奥

运冠军。郭婞淳 2020 年东京奥运会获得举重女

子 59 公斤级金牌。

二、2023 年台湾地区对外体育交流情况

其一，积极承办国际体育赛事。2020 年新

冠疫情前，每年在岛内举办的国际体育赛事逾

百场。2023 年全球疫情趋缓，国际体育赛事逐

渐复苏，台湾地区承办 91 场国际赛事，已逐渐

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包括“台北羽毛球公开赛”、

2023 U15 亚洲杯女子垒球赛、2023 年台北第 4

届世界听障桌球锦标赛暨第 1 届世界听障青年

桌球锦标赛、2023 年 U18 亚洲青年 7 人制橄

榄球锦标赛、2023 第 30 届亚洲棒球锦标赛等

重要赛事。“台北羽毛球公开赛”开始于 1980

年，由台湾地区羽毛球协会与台北市政府共同

主办，世界羽毛球联合会（BWF）认证，并由

尤尼克斯公司冠名赞助。原称“中华台北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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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公开赛”（Yonex Chinese Taipei Open），2020

年起改为“台北羽毛球公开赛”（Yonex Taipei 

Open）。国际女子网球协会（WTA）曾于 2016

至 2018 年在台湾地区举办国际巡回赛“WTA

台湾公开赛”。

此外，2023 年台湾地区体育事务主管部门

召开 5 次“任务型协助小组会议”，重点在于辅

导协会申（筹）办国际赛事，邀集相关机关代

表及小组委员提供专业建议或其他协助。重点

盘点岛内体育团体未来 5 年主办赛事，鼓励争

取更多国际赛在台举行。

2025 年 5 月，第 11 届 世 界 壮 年 运 动 会

（World Masters Games） 将 在 台 湾 地 区 举 行，

该赛事由国际老将运动会协会（International 

Masters Games Association，IMGA） 管 理，它 不

限制参赛者的身体条件并面向大多数年龄段开

放，根据项目不同，其最低年龄要求介于 25 岁

至 35 岁之间，参赛者以个人名义参加，无国家

代表队。2020 年台北市与新北市联名共同申办，

击败法国巴黎及澳大利亚珀斯，确定成为 2025

年“世壮运”主办城市。

其二，加强国际赛事经验交流。一是参加国

际体育类会议。2023 年，台湾地区体育事务主

管部门辅导岛内相关体育协会，参与国际会议

及相关活动计 112 项次（含在线及实体），主办

国际会议 8 项次，并邀请 60 人次“外宾”赴台。

二是举行国际主题训练。2023 年，通过主题式

教育训练，建构赛事办理单位的品牌概念，共计

办理 15 场在线课程，邀请 65 位岛内外讲师授

课，课程累积观看达 1.4 万人次。另办理“夯运

动黑客松”竞赛，邀请 9 位专家学者带领 16 组

大专院校学生组队参赛，配对 8 场国际赛事及 7

家运动创新团队，共同针对“国际赛事 * 永续

青年”解题，以协助在台举办的国际赛事持续

进化。

其三，强化国际体育赛事参与权与决策权。

一是支持国际体育组织在台设立分支机构。目

前计有亚洲棒球总会、亚洲垒球总会、亚洲合

球联盟、亚洲合气道总会、国际木球总会、国际

巧固球总会、亚洲太平洋巧固球总会及亚太槌

球联合会等 8 个国际性体育协会在台设立“办

事机构”。二是极力推动台湾地区人员在国际

性体育组织任职。截至 2023 年底，台湾地区人

员担任国际运动组织职务计 234 席。这其中，

2022 年 7 月辜仲谅当选世界棒垒球总会副会

长及亚棒总会会长、潘一全成功连任亚垒总主

席；2022 年 8 月亚太巧固球总会及亚太槌球联

合会改选，高俊雄与陈光复亦分别获选为新任

会长及连任理事长。三是借国际平台拓展涉外

空 间。“APEC 体 育 政 策 网 络 ”（APEC Sports 

Policy Network,ASPN）于 2016 年由台湾当局发

起，隶属于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人力资源工作

组 (HRDWG)，借由邀请 APEC 各经济体的体育

相关部门、国际运动组织及岛内外学者专家等

代表参与，进行“政策对话”及“案例分享”，

持续透过 ASPN 平台，推广台湾地区运动创新实

例并强化国际体育交流。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