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專高爾夫學刊 第五期

-- 59 --

中華民國、香港及新加坡高爾夫公開賽之比較分析

王誼邦 雷小娟 淡江大學

摘要

本文之目的擬以台灣、香港及新加坡三個地區的職業公開賽 (Taiwan open、
Hong Kong open、Singapore open )為例，比較三個公開賽的發展歷程與未來展望，
並透過歷屆賽事成績的統計分析，來了解台灣職業高爾夫在亞洲高壇的堀起與沒

落。經由賽事分析整理後發現，台灣球員參加中華民國、香港及新加坡等公開賽，

榮獲冠軍次數與所佔百分比，分別為中華民國公開賽，獲 26 次冠軍，佔 61.9％，居

各國之首；香港公開賽獲 11 次冠軍，佔 22.4％，與澳洲同為最多次；新加坡公開賽

獲 8 次冠軍，佔 18.1％，僅次於澳洲 10 次。若單計 1959～1990 期間香港及新加坡

的賽事總和，則台灣球員所獲冠軍為 19 次，佔 30.6％，遠高於澳洲的 16 次，佔 25.8
％。若參酌亞巡賽總冠軍，則可發現台灣高爾夫從 1964 年開始堀起，直到 1990 年

才步入沒落之途。在長達 26 年的時間，台灣球員獲得亞巡賽的總冠軍共有 20 次，

高達 55.5％，遠高於其他各國，亞洲高球王國美譽，實至名歸，當之無愧。

關鍵字：中華民國公開賽、香港公開賽、新加坡公開賽、職業高爾夫

壹、前言

今年台灣女子職業高爾夫好手曾雅妮，在女子美巡賽 LPGA 錦標賽最後一輪，

在加打延長賽中勝出，奪得台灣有史以來第一座女子四大賽的冠軍。雖然女子四大

賽的能見度不如男子賽事。但曾雅妮以十九歲之齡，第一年參加美巡賽，就有如此

令人激賞的成績表現，誠屬難能可貴。翻開台灣高爾夫運動發展史，從日治時期的

引進、軍方與美軍顧問團的協助、支持，進而名揚亞洲，享譽海外，最後淪為台灣

社會各界將高爾夫與破壞環保、權貴奢華的運動劃上等號，而慘遭社會各界大加撻

伐的窘境收場，實為台灣高爾夫愛好人士所不願樂見之結果 (王永在，1998) 。今曾

雅妮的勝利，不僅替國內高球界一吐怨氣，也為國內高球發展，注入一股新希望。

台灣曾經擁有「亞洲高爾夫王國」之美譽，但歷經幾十年來的低盪，早已今非

昔比。在台灣社會對高爾夫運動反對聲浪日益升高之時，導致高球賽事環境嚴重惡

化、國際大型賽事視台灣為畏途，復加職業賽事成績表現不佳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

會，1996) ，及專業高球團體組織未能整合等，種種因素皆對台灣的高爾夫運動發

展，危害不輕。反觀亞洲諸多國家，高球發展急起直追，與國內相較實令人汗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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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連香港、新加坡等地，其高球風氣之盛行，更遑論對岸的中國大陸。台灣、香港

與新加坡皆同屬華人為主的社會，高球運動的發跡，在亞洲地區，相對較早，職業

高爾夫公開賽之創辦亦相距不遠，然則香港、新加坡皆能以彈丸之地，在未曾培育

名揚國際的本土性球員，卻能將該地區的公開賽，辦得有聲有色。而反觀具有傳統

歷史的中華民國公開賽，卻於 2007 年因故停辦，至今協會也沒正式對外說明原委，

令人不勝唏噓。本文擬以台灣、香港及新加坡三個職業公開賽 (Taiwan open、Hong
Kong open、Singapore open )做比較、分析，來了解台灣職業高爾夫在亞洲高壇的堀

起與沒落。

貳、中華民國、香港及新加坡公開賽之緣起與發展現況

一、中華民國公開賽之緣起與發展現況

1965 年 1 月，中華全國高爾夫委員會三度改組，由熱愛高爾夫並主導支持推廣

大計多年、甫卸任台灣省主席的周至柔將軍接任第三屆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高爾夫

協會，1985) ，對全國高爾夫運動的推展更見積極。周將軍在接任後即提出「要多

辦比賽」、「要積極培養新血輪」及「要多參加國際比賽」三點政策性工作指示。1965
年就在淡水球場創辦第一屆中華民國公開賽 (Republic of China Open Golf
Championship) ，簡稱中國公開賽 (China Open) (此時的中國公開賽 (China open) 是

指台灣地區所舉辦的公開賽，而大陸的中國公開賽則於 1995 年開始舉辦首屆 China
open；為避免混淆不清，本文將台灣所舉辦的公開賽稱之為中華民國公開賽，以區

別對岸的中國公開賽) 。首屆賽事由地主選手許溪山摘下冠軍。1966 年中華民國公

開賽正式加入亞洲巡迴賽，成為亞巡賽事之一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2002) 。2004
年第 40 屆賽事更名為「台灣公開賽」，取代沿用多年的中華民國公開賽。2006 年賽

事結束之時，頒發冠軍獎杯的行政院體委會主委陳全壽特別宣布，台灣公開賽明年

將繼續舉辦，並將把總獎金提高到一百萬美元。2007 年，台灣公開賽因故首度停辦，

而主辦單位中華高協至今仍未提出何以停辦之原委，實令台灣高球同好深感惋惜；

2008 年亞巡賽正規賽事亦未見台灣公開賽入列，想必台灣公開賽亦無恢復舉辦之計

劃 (亞巡賽官方網站，2008)。

二、香港公開賽之緣起與發展現況

香港高爾夫運動之引進，始於 1889 年成立粉嶺香港高爾夫球會，而香港公開賽

於 1959 年開辦，由香港高爾夫球會主辦，每年均在風景怡人的粉嶺香港哥爾夫球會

進行。賽事構思來自香港高球會會員 Kim Hall，他致函澳洲職業球員 Eric Cremin，
詢問參加 1959 年菲律賓公開賽的澳洲健兒是否有興趣到香江獻技。由於 Eric Cremin
提及獎金問題，Kim Hall 接觸南華早報，並邀請此項在粉嶺舉辦的職業賽事，獲答

覆可贊助 1000 鎊，賽事遂得以舉行 (香港高爾夫球會，2007) 。該年首屆賽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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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選手呂良煥獲得冠軍。1962 年加入亞洲高爾夫巡迴賽；1968 年香港高爾夫總會

成立，並成為香港高爾夫公開賽事之主辦單位；2001 年香港公開賽，獲得歐巡賽之

認可，成為歐、亞巡迴賽合辦的賽事之一；2005 年香港公開賽與瑞銀 (UBS )簽定四

年賽事贊助合約至 2008 年，瑞銀也成為香港公開賽的冠名贊助商。也使香港公開賽

總獎金獲大幅提昇。2008 年將是香港公開賽開辦以來的第 50th，香港公開賽冠名贊

助商瑞銀集團承諾長期贊助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直至 2008 年舉行第 50 屆賽事為

止，而今年是集團第四年贊助這項盛事。為彰顯這項公開賽的崇高地位，2008 年的

賽事獎金高達 250 萬美元 (2008 亞巡賽程計劃，2008)。因此，在歐、亞巡共同認可

香港公開賽的情況下，勢必吸引更多歐亞職業好手赴港參賽，無形中也大幅提昇香

港公開賽的層級。

三、新加坡公開賽之緣起與發展現況

新加坡公開賽成立於 1961 年，是由新加坡高爾夫協會所主辦的比賽。自 1962
年新加坡加入亞洲巡迴賽，成為亞巡賽初始賽事之一。新加坡公開賽自 1961 年開

辦以來，便聚集各國好手爭相參賽包括斐、澳、美、日、菲、台等國好手相交爭冠，

未曾見過冠軍衛冕成功，惟獨澳洲球員 Adam Scott 於 2006 年首度衛冕成功；新加

坡公開賽曾於 2002、2003 及 2004 因無企業贊助而停辦三屆。在亞巡賽會址搬遷至

新加坡後，隔年 2005 年即恢復舉辦新加坡公開賽，並得到 Barclays 跨國集團贊助賽

事，總獎金便大幅提昇至美金 200 萬，2006 再增加至 300 萬元，2007 已達 400 萬美

元，2008 再加碼成為 500 萬美元的賽事，成為亞巡賽首屈一指之旗艦賽事，與美巡

正規賽事獎金相去不遠，也更加吸引全球各國好手赴星參賽的意願。

參、賽事分析與比較

一、中華民國公開賽賽事分析

中華民國公開賽歷屆冠軍及冠軍球員國籍分析統計表如表一、表二所示。

由表一、二可知，台灣公開賽自 1965～2006 年，共舉辦 42 屆。地主選手總計

獲得 26 次冠軍，佔 61.9％；其他各國球員選手獲得冠軍次數依次為美國 4 次 (9.5
％)，日本、菲律賓及韓國各 2 次 (4.7％)，其他國家包括：墨西哥、澳洲、瑞典、

泰國、馬來西亞、斐濟等國各 1 次 (2.3％)。總計產生 29 位冠軍球員分別來自 11 個

不同的國家。其中獲 2 次以上的冠軍球員包括呂良煥 (4)、許溪山 (3)、郭吉雄 (3)、
謝永郁 (2)、張春發 (2)、林吉祥 (2)、洪家煜 (2)、盧建順 (2)等人。

經由上述分析可見，台灣公開賽，本土球員獲勝的機會高於六成，且佔冠軍人

數 14/29(48％)，代表台灣有足夠的優秀球員能與國際抗衡。但從另一角度思考，或

許是台灣公開賽的獎金金額不高，無法吸引外國職業球員來台參賽，而造就外藉球

員奪冠機會較少，也不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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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中華民國公開賽歷屆冠軍一覽表。

年 冠軍 (國籍 ) 年 冠軍 (國籍 ) 年 冠軍 (國籍 )
1965 許溪山(中) 1980 郭吉雄(中) 1995 D. Chopra (SWD)
1966 呂良煥(中) 1981 何明忠(中) 1996 洪家煜(中)※
1967 謝永郁(中) 1982 陳志明(中) 1997 蔡啓煌(中)
1968 謝永郁(中) 1983 呂良煥(中) 1998 盧建順(中)
1969 杉本英世(日) 1984 John Jacobs

(USA)
1999 姜旭淳(韓)

1970 張春發(中) 1985 呂良煥(中) 2000 Vijay Singh (FJI)
1971 張春發(中) 1986 呂西鈞(中) 2001 A. Pitts (USA)
1972 安田春雄(日) 1987 Mark Aebli (USA) 2002 謝志榮(MYS)
1973 E. Nival(PHL) 1988 F. Espinosa

(MEX)
2003 J. Dawes (AUS)

1974 郭吉雄(中) 1989 盧建順(中) 2004 韋昌秀(韓)
1975 郭吉雄(中) 1990 F. Minoza (PHL) 2005 T. Wiratchant

(THA)
1976 許溪山(中) 1991 John Jacobs

(USA)
2006 林文堂(中)

1977 謝敏男(中) 1992 林吉祥(中) 2007 停辦
1978 許溪山(中) 1993 林吉祥(中) 2008 停辦
1979 呂良煥(中) 1994 洪家煜(中)

資料來源：《高爾夫年鑑》，27 期，98-99。

表二 中華民國公開賽冠軍球員國籍分析統計表。

國家 冠軍球員 (次數 ) 總計
台灣 呂良煥(4)、許溪山(3)、郭吉雄(3)、謝永郁(2)、張春發(2)、

林吉祥(2)、洪家煜(2)、盧建順(2)、謝敏男、何明忠、陳志
明、呂西鈞、蔡啟煌、林文堂

26(61.9％)

美國 John Jacobs(2)、Mark Aebli、A. Pitts 4(9.5％)
日本 杉本英世、安田春雄 2(4.7％)

菲律賓 E. Nival、F. Minoza 2(4.7％)
韓國 姜旭淳、韋昌秀 2(4.7％)

墨西哥 F. Espinosa 1(2.3％)
澳洲 J. Dawes 1(2.3％)
瑞典 D. Chopra 1(2.3％)
泰國 T. Wiratchant 1(2.3％)

馬來西亞 謝志榮 1(2.3％)
斐濟 Vijay Singh 1(2.3％)
11 國 29 位球員 42(100％)

資料來源：《高爾夫年鑑》，27 期，98-99。

二、香港公開賽賽事分析

香港公開賽歷屆冠軍及冠軍球員國籍分析統計表如表三、表四所示。

香港公開賽自 1959～2007 年，共舉辦 49 屆，曾獲得冠軍球員共計有 39 位，分

別來自 13 個不同的國家，包括台灣 11 次，佔 22.4％；澳洲 11 次，佔 22.4％；美國

8 次，佔 16.3％；西班牙 4 次，佔 8.1％；日本與英國同為 3 次，佔 6.1％；2 次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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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包括紐西蘭及瑞典，佔 4.1％；其餘 1 次的國家有菲律賓、德國、韓國、愛爾蘭及

南非等，各佔 2.0％。其中獲 4 次以上的冠軍球員包括澳洲球員 Peter Thomson (1960、
1965、1967、1978)及台灣球員謝永郁 (1963、1964、1975、1976)；2 次以上的球員

有台灣球員呂良煥(1959、1974)，澳洲球員 Frank Phillips (1966、1973)、Greg Norman
(1979、1983)，及西班牙球員 Miguel Angel Jimenez (2004、2007)。

表三 香港公開賽歷屆冠軍一覽表。

年 冠軍 (國籍 ) 年 冠軍 (國籍 ) 年 冠軍 (國籍 )
1959 呂良煥 (中) 1976 何明忠 (中) 1993 Brain Watts (USA)
1960 P. Thomson (AUS) 1977 謝永郁 (中) 1994 David Frost (ZAF)
1961 Kel Nagle (AUS) 1978 謝敏男 (中) 1995 Gary Webb (USA)
1962 L. Woodward (AUS) 1979 G. Norman (AUS) 1996 R. Cuello (PHL)
1963 謝永郁 (中) 1980 郭吉雄 (中) 1997 F. Nobilo (NZL)
1964 謝永郁 (中) 1981 陳志明 (中) 1998 Kang Wood soon (ROK)
1965 P. Thomson (AUS) 1982 Kurt Cox (AUS) 1999 P. Sjoland (SWD)
1966 F. Phillips (AUS) 1983 G. Norman (AUS) 2000 S. Dyson (GBR)
1967 P. Thomson (AUS) 1984 Bill Brask (USA) 2001 J.M.Olazabal (ESP)
1968 P. Thomson (AUS) 1985 Mark Aebli (USA) 2002 F. Jacobson (SWD)
1969 Sugihara (JPN) 1986 Seiichi Kanai (JPN) 2003 P. Harrington (IRL)
1970 Katsumata (JPN) 1987 Ian Woosnam(GBR) 2004 M.A. Jimenez (ESP)
1971 O. Moody (USA) 1988 謝錦昇 (中) 2005 C.Montgomerie(SCO)
1972 W. Godfrey (NZL) 1989 Brian Claar (USA) 2006 J.M.Lara (ESP)
1973 F. Phillips (AUS) 1990 Ken Green (USA) 2007 M.A. Jimenez (ESP)
1974 呂良煥 (中) 1991 B. Langer (DEU) 2008
1975 謝永郁 (中) 1992 T. Watson (USA)

資料來源：《高爾夫年鑑》，27 期，98-99。

表四 香港公開賽冠軍球員國籍分析統計表。

國家 冠軍球員 (次數 ) 總計
台灣 謝永郁(4)、呂良煥(2)、何明忠、謝敏男、郭吉雄、陳志明、謝

錦昇
11(22.4％)

澳洲 P. Thomson(4)、F. Phillips(2)、G. Norman(2)、Kel Nagle、L.
Woodward 、Kurt Cox

11(22.4％)

美國 O. Moody、Bill Brask、Mark Aebli、Brian Claar、Ken Green、T.
Watson、Brain Watts、Gary Webb

8(16.3％)

西班牙 M.A. Jimenez(2)、J.M.Olazabal、J.M.Lara 4(8.16％)
日本 Sugihara、Katsumata、Seiichi Kanai 3(6.12％)
英國 Ian Woosnam、S. Dyson、C.Montgomerie 3(6.12％)
紐西蘭 W. Godfrey、F. Nobilo 2(4.1％)
瑞典 P. Sjoland、F. Jacobson 2(4.1％)
菲律賓 R. Cuello 1(2.0％)
德國 B. Langer 1(2.0％)
韓國 Kang Wood soon 1(2.0％)
愛爾蘭 P. Harrington 1(2.0％)
南非 David Frost 1(2.0％)
13 國 39 位冠軍球員 49(100％)

資料來源：《高爾夫年鑑》，27 期，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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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上述分析可見，香港公開賽，台灣及澳洲球員所獲得的冠軍次數有 22 次，

佔 44.8％，顯現出台灣球員與澳洲球員在香港公開賽，成績斐然，各有一位 4 次冠

軍的球員，包括 Peter Thomson 及謝永郁，在將近 50 年的比賽期間，台灣能成為香

港公開賽最大的贏家，也顯現出台灣球員當時在香港公開賽所佔的重要性。

三、新加坡公開賽賽事分析

新加坡公開賽歷屆冠軍及冠軍球員國籍分析統計表如表五、表六所示。

表五 新加坡公開賽歷屆冠軍一覽表。

年 冠軍 (國籍 ) 年 冠軍 (國籍 ) 年 冠軍 (國籍 )
1961 F. Phillips (AUS) 1977 許溪山 (中) 1993 P. Moloney (AUS)
1962 B. Wilkes (ZAF) 1978 Terry Gale(AUS) 1994 Kyi Hla Han (BUR)
1963 A. Brookes(ZAF) 1979 呂西鈞 (中) 1995 Stevn Corran (AUS)
1964 Ted Ball (AUS) 1980 Kurt Cox (USA) 1996 J. Kernohan (USA)
1965 F. Phillips (AUS) 1981 Mya Aye (BUR) 1997 Zoe Moe (BUR)
1966 R. Newdick (NZL) 1982 許勝三 (中) 1998 Shaun Micheel (USA)
1967 Ben Arda (PHI) 1983 盧建順 (中) 1999 Kenny Druce (AUS)
1968 謝永郁 (中) 1984 T. Seickmann (USA) 2000 J. Randhawa (IND)
1969 鐮田富雄 (JPN) 1985 陳志明 (中) 2001 T. Wiratchant (THA)
1970 謝永郁 (中) 1986 G. Turner (NZL) 2002 停辦
1971 安田春雄 (JPN) 1987 P. Fowler (AUS) 2003 停辦
1972 河野高明 (JPN) 1988 G. Bruckner (USA) 2004 停辦
1973 Ben Arda (PHI) 1989 盧建順 (中) 2005 Adam Scott (AUS)
1974 E. Nival (PHI) 1990 A. Fernando (PHI) 2006 Adam Scott (AUS)
1975 鈴木高湯 (JPN) 1991 Jack Kay (CAN) 2007 A. Cabrela (ARG)
1976 內田架裟彥 (JPN) 1992 B. Israelson (USA) 2008

資料來源：《高爾夫年鑑》，27 期，98-99。

表六 新加坡公開賽冠軍球員國籍分析統計表。

國家 冠軍球員 (次數 ) 總計
澳洲 F. Phillips(2)、Ted Ball、Terry Gale、P. Fowler、P. Moloney、Stevn Corran、

Kenny Druce 、Adam Scott(2)
10(22.7％)

台灣 謝永郁(2)、許溪山、呂西鈞、許勝三、盧建順(2)、陳志明、 8(18.1％)
美國 Kurt Cox、T. Seickmann、G. Bruckner、G. Bruckne、B. Israelson、J. Kernohan 6(13.6％)
日本 鐮田富雄、安田春雄、河野高明、鈴木高湯、內田架裟彥 5(11.3％)
菲律賓 Ben Arda(2)、E. Nival、A. Fernando 4(9.0％)
緬甸 Mya Aye、Kyi Hla Han、Zoe Moe 3(6.8％)
南非 B. Wilkes、A. Brookes 2(4.5％)
紐西蘭 R. Newdick 、G. Turner 2(4.5％)
加拿大 Jack Kay 1(2.2％)
印度 . Randhawa 1(2.2％)
泰國 T. Wiratchant 1(2.2％)
阿根廷 A. Cabrela 1(2.2％)
12 國 39 位冠軍球員 44(100％)

資料來源：《高爾夫年鑑》，27 期，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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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五、表六 可知，新加坡公開賽，自 1961 年開辦以來，雖於 2002 年停辦 3
次，但於 2005 年復辦至 2007 年已有 44 屆，產生 39 位冠軍選手，分別來自 12 個不

同國家，其中澳洲球員有 8 球員共獲得 10 冠軍，佔 22.7％；台灣有 6 位球員，共獲

8 次冠軍居次，佔 18.1％；美國有 6 位球員，共獲 6 次冠軍，佔 13.6％；日本有 5
位球員，共獲 5 次冠軍，佔 11.3％；菲律賓有 3 位球員，共獲 4 次冠軍，佔 9.0％；

緬甸有三位球員，獲得三次冠軍，佔 6.8％；南非及紐西蘭各有二位球員，獲得二次

冠軍，各佔 4.5％；其他獲得單次冠軍的國家包括加拿大、印度、泰國、及阿根廷，

各佔 2.2％。其中獲得 2 次冠軍以上的球員包括澳洲球員 Frank Phillips (1961、1965)、
Adam Scott (2005、2006)，台灣球員謝永郁 (1968、1970)、盧建順 (1983、1989)及
菲律賓球員 Ben Arda (1967、1973)。

由上述分析結果顯示，澳洲為新加坡公開賽的最大贏家，台灣居次，美國第三；

但獲 2 次冠軍的球員，澳、台各有二位，也顯示出台灣球員在新加坡公開賽頗俱重

要性。

四、綜合分析

(一) 就賽事源由與未來展望

台、港、星三國公開賽前後開辦，都已超過 40 年以上，但就賽事傳承的延續性

而言，香港公開賽於 1959 年開辦而延續至今 2008 年，已達 50 屆，而新加坡與台灣

分別為 45 屆 (2008 年) 及 42 屆 (2006 年) ，其中新加坡公開賽曾停辦 3 年，而台

灣公開賽則停賽 2 年迄今，皆非香港公開賽所能比擬。畢竟要維護一個公開賽的傳

承與延續，並不容易，主辦單位需要花費相當的人力與物力，且需當地主管機關的

支持。因此，若以此一觀點分析，新加坡次之，台灣則有待努力。

然則就賽事展望而言，新加坡公開賽雖曾經停辦 3 年，但卻能發展成為亞巡賽

總獎金最高的比賽，與香港公開賽有互別苗頭的意味，而短短的四年內能由總獎金

200 萬變成 500 萬美元，實非容易，卻也不得不佩服主辦單位新加坡高協的能力與

努力。而香港公開賽自 2001 年獲得歐巡賽之認可，成為歐亞兩大巡迴賽組織的共辦

賽事，在總獎金及世界績分排名上皆向前大躍進 (2008 年世界最新排名，2008) ，

勢必成為歐、美好手樂於參加的標的賽事，也有助於香港公開賽位階及等級的提昇。

反觀，台灣公開賽在完成 2006 年第 42 屆賽事後，主辦單位還於頒獎典禮中宣

布下屆 07 年賽事，將大符提昇總獎金至 100 萬美元 (06 賽事總獎金為 30 萬美元) ，

惟 2007 年賽事並未如期舉辦，使 100 萬總獎金之台灣公開賽淪為空談，連亞洲地區

一些高爾夫發展起步較晚的國家都不如。例如對岸大陸的中國公開賽，馬來西亞、

印尼、印度等公開賽皆達百萬美元以上，連澳門公開賽都有 50 萬美元 (2008 年亞巡

賽各國公開賽總獎金，2008) ，與上述其他各國相較，台灣公開賽的總獎金的確偏

低，令人感到相當惋惜，如此惡性循環下去，歷經 42 年的中華民國公開賽，正式進

入不確定的未來。



大專高爾夫委員會

-- 66 --

(二) 賽事成績綜合分析

回顧三個公開賽的比賽成績，台灣球員在香港及新加坡公開賽的優異表現，僅

小幅落後澳洲，畢竟澳洲為高爾夫創始國英國之殖民地，高爾夫的發展與台灣相較，

實不可相提並論，但台灣球員在這二項賽事的成績表現，實令人國人感到激賞。香

港、新加坡公開賽開辦至今，台灣球員奪冠的機率為 20.3％ (19/93) 。若不計 1990
以後的賽事成績，截取香港公開賽 1959～1990 年 (32 屆) 及新加坡公開賽 1961～
1990 年(30 屆)，統合計算，則台灣球員獲得冠軍的次數高達 19 次，佔 30.6％；而同

時期澳洲球員獲得冠軍的次數 16 次，佔 25.8％。其中獲得冠軍的球員共計有 11 位，

包括呂良煥、謝永郁、許溪山、呂西鈞、許勝三、盧建順、陳志明、何明忠、謝敏

男、郭吉雄、謝錦昇等人。反觀香港、新加坡公開賽創辦至今，卻未曾出現過主辦

國的球員榮獲冠軍。

由上述結果可以看出，台灣球員的成績表現在 1990 年以前，是相當輝煌的，若

參酌亞巡賽 1962～1997 年，共計 36 年，台灣球員榮獲亞巡賽年度總冠軍的次數共

計 20 次，高達 55.5％。歷任亞巡賽年度總冠軍的台灣球員包括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

會，1999) ；謝永郁 4 次(1964、1965、1968、1969 年)、呂西鈞 4 次(1979、1980、
1981、1986 年)、謝敏男 3 次(1971、1975、1977 年)、許勝三 3 次(1976、1978、1982
年)、呂良煥 2 次(1966、1967 年)、盧建順(1983、1988 年)、郭吉雄(1974 年)及陳志

明(1985)各一次等。由上述結果可以確立台灣球員從 1964 年起便在亞巡賽獨佔熬

頭。若依此數據觀之，則台灣公開賽，地主球員獲得的機率高達六成，並非僅為地

主國優勢，或獎金不佳而降低外籍球員赴台參賽的意願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1985) ，而是台灣球員應有的實力展現，「亞洲高爾夫王國」就在擁有如此傲人的成

績之下，因應而生，足以顯現台灣球員在亞洲職業高壇所扮演的重要性。

自 1990 年以後，非但台灣球員與亞巡賽的年度總冠軍絕緣，就連同香港、新加

坡等賽事皆無所獲；至於在其他亞洲賽事方面，也僅有呂文德榮獲泰國站冠軍

(1990)、陳良溪獲印尼公開賽冠軍(1992)及葉彰廷獲菲律賓公開賽冠軍(1993)，與 1990
年之前相較，亞巡賽參賽成績大幅滑落亦是不爭的事實，僅中華民國公開賽，仍能

留在台籍球員手中，其中業餘好手洪家煜曾 2 度以業餘身份拿下中華民國公開賽的

冠軍，除為新人輩出感到歡欣之外，從另一角度思考，當時的職業好手未能留住中

華民國公開賽冠軍，似乎也隱約突顯出台灣職業球員的競爭力已大不如前了，而亞

洲高爾夫王國之聲譽也漸漸失去昔日風采。

肆、結語

經由台灣、香港及新加坡等三個公開賽的賽事分析，輔以亞巡賽 1962～1997 的

部分資料，已經可以明確的分析出台灣球員在三個賽事的優異表現，尤其自 1964 年

台灣球員榮登亞巡年度總冠軍那一刻起，在長達 25 年的時間，無論在台灣、香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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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加坡等公開賽戰場，或是亞巡賽年度總冠軍等，台灣球員幾乎是最大的贏家，

亞洲高爾夫王國之美譽，實至名歸，當之無愧；直到 1990 年後，台灣球員才逐漸在

亞巡賽失去昔日光彩，而日漸退出競爭的行列。另外，從台灣、香港及新加坡等三

個賽事規模、總獎金的成長發現，台灣雖擁有雄崌亞洲高壇的實力，但在賽事舉辦

與規模之提昇方面，卻遠不及香港與新加坡。此一結果，實令人感到惋惜與納悶。

香港與新加坡未曾出現一次，本土球員榮獲冠軍，但卻能將其公開賽辦得有聲有色，

成為亞洲重要的賽事之一，非但僅亞洲球員積極爭取參賽機會，就連歐美球員也遠

道而來，投入賽事。反觀國內之台灣公開賽，卻淪落到不知何時才能重新舉辦的慘

況，對國內高球運動之推展，猶如一記重拳悶棍，非國內高球愛好者之佳音。今年

女子小將曾雅妮，初入女子美巡賽便一舉拿下大賽冠軍，對低迷已久的台灣高球界，

帶來雪中送炭之契機，中華高協與台灣職業協會宜抦棄成見，善用良機，統合社會

資源，分頭並進，除盡速復辦台灣公開賽外，也應致力改善國內高球環境，才能遊

說國際大型賽事再度來台舉辦，再創昔日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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