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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運動與政治議題為主軸，目的為探究政治考量與運動的發展，特別

是比較 2001年和 2007年世界盃棒球賽事中所被賦予的政治意涵，並且了解棒球

運動其中所深藏的政治價值與認同為何。研究方法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以「半結

構式」、「深度訪談」方法訪談體委會官員與棒協主管共五名，從中了解棒球賽事

與政治兩者間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舉辦 2001年與 2007年兩屆世棒賽皆帶給台

灣政府及社會許多正面效益，並可分為經濟及非經濟兩個面向。從經濟面向來看

，世棒賽在短期內雖能帶來經濟效益，但長期看來其影響卻不大；另一方面，舉

辦世棒賽帶給台灣政府最重要的效益在於非經濟面向，包括了政府的外交拓展與

台灣的國家認同感。研究結果亦發現，無論 2001年或 2007年，不管在經濟上或

非經濟方面，中華國家代表隊在國際賽打出佳績時，才能帶來最大的成效，反之

如代表隊成績未達水準，其成效也往往不如預期。本研究結論誠如國內、外許多

文獻所指出，本研究也顯示同意政治與運動密不可分的觀點，尤其在運動賽事上

，政府透過舉辦國際運動賽事達成其政治目的，包括經濟、外交、國家認同等，

因此運動與政治的關係好比焦不離孟、孟不離焦，甚至在未來，運動仍與政治緊

密交織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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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部分人們認為「運動必須與政治分開，這樣才是公平的」、「不能讓政治左右

運動」，然而在實際情況中，運動與政治是有多層面的關連，無法一一解析、分離

，運動成為政治的工具，運動也透過政治運作而更為發達。運動是現今人們生活

中重要的一部分，因此也成為政府管控社會的一種方式，政府涉入運動的方式因

各地方政府的需求或文化背景不同而有所差別。例如，政府推行運動的目的，在

美國可能是為了促進經濟發展，而在台灣可能就是為了提高政府的支持度或是成

為選舉工具。過去曾有研究探討 2001年於台灣舉辦的世界盃棒球賽所被賦予的政

治意涵，以及它如何被政治人物與政府組織利用，並成為他們的政治工具。2001

世棒賽後六年，台灣亦爭取到 2007年世界盃的主辦權，但是從研究者在比賽前後

的觀察，這場賽會被賦予的政治意涵似乎不如 2001年，究竟什麼原因造成此情形

？這也成為本研究主要研究動機，並進一步了解運動在台灣政府的政策下，所扮

演的角色與定位為何？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文獻探討主要為探究各國政府為什麼和如何介入運動場域的發展，並

同時探究社會學之「霸權理論」以作為本研究理論架構之依據，因為運動發展一

直是透過實踐文化霸權以普及社會積極同意的方式，被政府用來維繫政權（Sugden 

and Bairner，1993：13）。 

一、政府介入運動的基本理由 

以運動具有文化行構，並且擁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的論點來說，運動和運動

賽會經常被用來扮演操控意識形態的工具。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或更早時期，許

多政府不管直接、自發性的或是手段性的利用運動來達到不同的意識形態目的，

進而說服他們人民的積極同意（Allison, 1993）。Houlihan（1991：28）指出自 70

年代開始，運動已被英國政府視為積極實踐社會福利的一環。世界各國政府也同

樣以運動事務做為達成其政治意圖的媒介。由文獻歸納可知，政府介入運動事務

主要目的大致如下：（一）鍛練人民強健體魄，以增其國家防禦力；（二）維持社

會秩序；（三）提升國家聲望；（四）促使政治意識形態的達成；（五）提升和維持

政府的合法性和達成外交政策的目的（Hargreaves, 1986; Riordan, 1991; Houlihan, 

1991, 1994, 2000）。 

（一）運動與國防 

許多政府長期將體育和運動當成是軍隊養成的工具，特別是在戰時。Riordan

（1980：4）指出，把運動和戰爭結合在一起的最明顯證據是 19世紀末期國家和

帝國主義的形成。例如，軍事體操在許多西方國家的體育課中被實施，主要目的

為增強國防力量、減少貧窮及犯罪率等。同樣地，我國於清末民初正面臨列強侵

略、情勢危及之際，政府為求自衛衛國，引進兵式體操，並列入學校體育課程加

以教授，以培養國民尚武精神、強健體魄和國防技能，體育因此成為自強救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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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曾瑞成，2000：349）。另外，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共產主義國家亦利用體育

運動來達成此目的，如東德與中國。誠如 Houlihan（1994：15）指出：「運動就有

如社會的一面鏡子，常常反應當下該國政府最主要的意識政策」。隨著時代潮流的

轉變和現代科技的進步，運動所賦予的意圖已漸由國防轉至不同的政治意圖。 

（二）運動與社會控制 

社會整合是社會控制的一個重要構面。政府介入運動最主要原因之一是它相

信運動會影響和灌輸正確的價值和道德，比如順從與服從、自律性與自我要求、

以及團結與團隊合作（Riordan, 1980：7）。因此，運動參與不僅幫助社會整合，

還可進一步達到社會控制。從 Sugden和 Bairner（1993）對北愛爾蘭的公共運動

計畫和設施建設政策的研究上，看到運動變成政府為彌合族群裂縫的政策工具；

而我國在 1948年抗戰勝利後，政府再度修正小學、初級中學及高級中學體育課程

標準，目標除鍛鍊體格與體力外，亦培養社會規範（曾瑞成，2000：449）。儘管

如此，運動有時也被作為一個政治性反對的管道。Lin（2003）和 Gwang（2005

）的研究中都分別指出，台灣和韓國自日本殖民帝國統治下，利用運動場域表達

對日政府的政治霸權的不滿；而南非在種族隔離政策期間，藉由外國球隊參訪機

會來發聲爭取黑人權益（Houlihan, 2000：216）。簡而言之，運動不僅是正面性的

社會控制的工具，亦為下屬團體或族群一個反對統治的政治意識形態和霸權的管

道。 

（三）運動與外交政策 

運動也常被用來當作政治宣傳的手段，以獲得國際聲望和對其政權的正當性

和社會系統的支持。意即運動時常被用來獲得特定性的政治優勢，而這些通常與

國內或國際的外交政策息息相關。Sugden（1993：201─3）指出，自 1959年開始

，運動在古巴已經被操控成為灌輸革命理想和社會及共產價值發展的媒介。同樣

地，西印度群島亦利用板球運動的勝利，作為象徵性的對其前殖民國（英國）的

征服。此外，許多政府也發現透過運動事務可傳達積極性和消極性的訊息。誠如

Houlihan（2000：217）提及，運動競賽國際化的快速成長，並結合媒體科技的進

步，運動已成為外交資源的寵兒。國際運動賽事提供了一個「低成本」，而且是「

高形象」來傳達他們的國際政策或政治傾向。例如 1950年代為了緩和冷戰時期的

緊張關係，促使前蘇聯和美國每年舉辦國際田徑邀請賽（Peppard and Riordan，1993

）；1970年代中共與美國的乒乓外交（Hill, 1996：35），以及台灣自 1971年被迫

離開聯合國，國際外交環境急遽惡化，屬於「實質外交」一環之體育外交，乃成

為重要之體育政策（林琪雯，1995）。誠如以上所提之例證，不同國家對運動外交

之需求皆有不同，即便在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運動外交的目的亦會有所改變。 

（四）運動與國家民族建構與認同 

Marguire（1994：398─427）認為，運動場域是可以被用來把國家民族形塑

的更真實和實際的重要活動場域，特別是當運動用來代表一個國家時。所以當運

動與國家認同緊密結合在一起時，它便成為一個群體共同仇恨和意識傳輸的重要

導管。文獻中被廣泛探討的不外乎是它被用來製造和強化公眾和國家民族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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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Hoberman（1984）把它稱為「運動的國家主義」，並指出這種關係在東歐政

權體制下，已被極度的操控與利用，例如前東德和前蘇聯都曾利用運動來發展社

會國家主義。然而 Jarvie（1993：78）所提醒，「過度的強調運動的國家建構功能

，是極度危險的」，因為許多輿論來自這些激昂的運動狂熱愛好者。以運動為基礎

的認同感，在文化發展和社會化過程的政治結果扮演多面性和滲透的角色（Black 

& Naurightu, 1998：8）。因此，在了解運動所扮演正面性對國家建構和國家認同

建立的同時，亦須時時警惕它的消極性的角色。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質性研究 

本研究目的在探究政治考量與運動的發展，特別是比較 2001年和 2007年世

界盃棒球賽事中所被賦予的政治意涵，以及了解棒球運動對他們所深藏的政治價

值與認同為何，搜集的資料是文字而非數字，在意的是深度而非廣度，而從上述

的文獻中得知，量化的研究結果只能看到社會中的趨勢與現象，無法發現不同個

體在不同的時間、空間及情境脈絡下參與運動之價值與意義，更深層的問題。因

此，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希望能夠透過此一研究方法來瞭解「社會事實的

建構過程」，以及「人們在不同的、特有的文化社會脈絡下的經驗和解釋」（胡幼

慧，1996，p.142）。 

二、資料蒐集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semi-structured）、「深度訪談」（depth-interview）

來蒐集資料，並針對每位研究對象進行 1-2 小時的訪談，在訪談進行之前會要求

受訪者簽署一份訪談同意書，訪談過程全程錄音，受訪者有權在訪談過程中隨時

退出，且不必對研究負任何責任，而研究者亦保證參與者所提供資訊不外洩，遵

守保密的原則及保障參與者的權利。訪談過程錄音是為了方便研究者謄寫文字稿

，避免遺漏任何重要的資訊，以便日後進行文本分析；訪談的時間與地點則以研

究參與者覺得方便、自在的時間與地點為主。另外，文獻蒐集亦將透過報章雜誌

、政府公報、棒賽爭取計畫書、和相關出版與公文來重組出較完整且一貫符合旨

趣的文本。 

三、資料分析 

（一）敘說分析（narrative analysis） 

胡幼慧（1996）提到，質性研究報導書寫，反映了研究者對研究倫理以及研

究者對研究「過程」的重視，也因而往往呈現出與量化研究之研究報告不同的寫

作方式。不論是經由何種資料收集方法，質性研究往往收取大量的語言資料，解

釋分析這些資料便益形重要。而「敘說分析」發展的重點在於研究者將「生活故

事和對話」的表達本身視作「研究問題」而予以剖析，研究者以不僅是將所聽到

故事、說辭、對話視作「社會真相」（social reality），而是當作經驗的再次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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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ation）（p.159-60）。因此，研究者將把所有經由錄音所蒐集到的訪談內容

，逐一謄寫出文字稿，以便進行文本的分析。 

肆、研究結果 

台灣近幾十年來不論是對內、對外都面臨了窘迫困境，自 1970年代起，台灣

先是退出聯合國，並進一步與美國斷交，使台灣成了孤島的局面；接著 1990年代

後期的亞洲金融風暴台灣也無可倖免，引發國內經濟危機，經濟成長率逐年下降

，並造就許多失業人口，而這股寒氣仍持續影響迄今。此外，台灣的政治舞台也

充滿了動盪及不安，一是台灣受到中國的打壓，另外則是台灣兩大政黨（國民黨

與民進黨）之間的鬥爭，使得台灣人民紛紛對政治產生不滿與冷漠。尤其 2000

年政黨交替，民進黨好不容易得到了政權，並且希望能夠繼續維持在台灣政壇上

的地位，但當時台灣經濟蕭條、失業率高，加上對外也面臨孤立無援、被中國大

陸打壓的困境，新政府另外也為了維持新政權、避免大眾對他的批評，特別是後

續的立法委員選舉，也希望此次選舉能夠同總統選舉一樣得到政黨多數的好成績

，在以上諸多需求下，政府冀望能透過舉辦運動賽事來達成它的目標。雖說政府

可藉由舉辦棒球運動賽事來滿足民眾對棒球熱情的需求，但政府也因為舉辦棒球

運動賽事而達到他所渴望的政治領導權，進而得到人民的支持及選票，並且帶來

經濟上的收入、增進國際外交，以及建構台灣認同等效益。 

一、經濟收益 

2001 年第 34 屆世棒賽是台灣第一次舉辦的大型棒球運動賽事，為此次賽事

來台的國際旅客以及所帶來的經濟收益也都比原先所估計的還要多的多。此外，

中華職棒大聯盟的票房更在 2001世棒賽的帶動下呈現復甦的現象，於 2002年湧

進大批球迷，單場平均觀眾人數回升到 2,957人，比起 2001年成長了 58％；更比

2000年大幅成長 76％。 

然而 2007年世棒賽時，雖然台灣處於一片不景氣氛圍下，但台灣球迷仍為之

瘋狂，此外日本、韓國球迷也跨海搶票來台觀賽，也為台中飯店業、餐飲業、糕

餅業、運動用品業帶來住房、餐飲、運動用品、棒球紀念品等周邊商機。尤其是

大型飯店業者，由於這場賽事作為選手村，不僅為飯店帶進千萬元商機，更重要

的還能提升飯店國際能見度。 

二、國際外交 

主辦世棒賽不僅能將台灣的知名度推銷到國外去，尤其在得到優異成績之下

，更可用以宣揚台灣棒球、甚至整個國家的殊榮，讓台灣的國際地位更上一層樓

。2001世棒賽得到好成績，許多球員功不可沒，其中選手張誌家於球賽中奉獻了

不少心力，在更之前，選手陳金鋒也在球賽中表現優異，使得他們能夠贏得國外

各大球團的青睞，這些國家英雄除了將自己也將國家一同推銷至國外，台灣因此

能站上國際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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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theme of this study involves sports and political issues; the main 

purpose is to examine political concerns and sports development, especially 

comparing the political connotations of the 2001 and 2007 Baseball World Cup; to 

understand the political values and recognition involved in the sport of baseball. The 

research used in this study was qualitative, using semi-structured and in-depth 

interviewing method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seball and 

politics; a total of five people from the Sports Affair Council, Executive Yuan and the 

Chinese Taipei Baseball Association were interviewed. Study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Taiwa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received many economical and non-economical 

benefits from the 2001 and 2007 Baseball World Cup games. From the economical 

viewpoint, the Baseball World Cup brought economic benefits for a short term, but 

showed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ver the long term. On the other hand, the main 

benefits for the government were non-economical, including an increased recognition 

of the country, and an expans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Results also showed that 

economical and non-economical benefits depended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hinese 

Taipei Baseball Team; benefits were greatest when the team performed well. In 

conclusion, study results correspond with results from domestic and foreign 

documents in agreeing that politics and sports are closely related. Especially through 

hosting international sporting competitions, the government can accomplish many 

goals, including economical, diplomatic,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etc. In the future, 

sports and politics will continue to be closely inter-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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