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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討 2005 - 2018 年 Roger Federer (簡稱 Federer) 在網球發球、接發球、截擊及擊

球各項技術的表現以及與對手的差異。方法：以 2005 - 2018 年澳洲網球公開賽晉級男子單

打 32 強至決賽，Federer 及對戰對手為研究對象。以描述統計顯示 2005 - 2018 年 Federer 
在發球技術變項、接發球技術變項、截擊技術變項及擊球技術變項的表現情形。另外，以無

母數獨立樣本曼-惠特尼Ｕ (Mann-Whitney U test) 考驗 2005 - 2018 年 Federer 與對手在各

技術變項之差異情形。結果：2005 - 2018 年 Federer 在一發進球率、一發贏球率、最快發球速

度、平均一發速度及平均二發速度皆維持穩定的表現；Federer 不論在發球技術方面 (ACE、
雙發失誤、一發贏球率、二發贏球率、平均二發速度) 、接發球技術方面 (破發率、接發贏球

率) 、截擊技術方面 (網前截擊成功率) 及擊球技術方面 (致勝分) 之表現皆優於對手，達統

計顯著水準 (p <.05)。結論：Federer 在 2005-2018 年的澳網維持穩定的技術發揮，創造傳奇

的成績表現；Federer 不論是 ACE、雙發失誤、一發贏球率、二發贏球率、平均二發速度、破

發率、接發贏球率、網前截擊成功率及致勝分皆比對手的表現優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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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問題背景 

  現 今 國 際 男 子 網 壇 之 傳 奇 人 物  Roger 
Federer (簡稱 Federer)，瑞士人，今年 37 歲，

身高 185 公分，體重 85 公斤，右手持拍，單

手反拍，目前世界排名第三(ATP, 2018a)，自

1998 年轉入職業後持續創造職業網壇紀錄，

至今已獲得 99 項冠軍 (現役選手最多)，20
座四大滿貫賽 (Grand Slam) 冠軍，其中澳洲

網球公開賽  (Australian Open，簡稱澳網) 6
座，溫布敦網球公開賽 (Wimbledon，簡稱溫

布頓) 8 座，美國網球公開賽 (US Open，簡

稱美網) 5 座皆是歷史第一人，並在大滿貫賽

中獲得 339 場的勝利，且在職業賽中高達

82% 的勝率 (ATP, 2018b)。以上的資料說明

了 Federer 在職業網壇中的偉大成績表現。 

  綜觀 Federer 職業網球表現，在硬地大

滿賽中總共獲得 11 座冠軍，其中澳網可說是

最穩定的賽事表現。澳網是一整年度中最先

登場的四大公開賽事，於每年的一月中在澳

洲墨爾本公園舉行，通常職業選手在整年度

的賽事規劃，會安排於年末進行短暫的休息

與狀態調整，再於隔年初安排新的賽事，因

此每年初的澳網成為選手年度最先可展現自

我球技的最高賽事。Federer 自 2004 年獲得

第一座澳洲網球公開賽 (Australian Open，簡

稱澳網) 單打冠軍後至今，連續 15 年從未缺

席澳網，在這 15 年之中總共獲得了 6 座澳網

男子單打冠軍獎盃 (2004 年、2006 年、2007
年、2010 年、2017 年、2018 年)、1 次亞軍 
(2009 年)、7 次準決賽 (2005 年、2008 年、

2011 年、2012 年、2013 年、2014 年、2016
年) 及 1 次 32 強 (2015 年) (ATP, 2018c)。
2018 年  Federer 也改寫了以年紀最大之身

份重返世界第一的紀錄，在這連續的 15 年創

造了如此穩定且高成就的成績，這些成績的

背後所展現發揮出來的技術層面，是值得進

一步探討。 

  近幾年在網球賽事轉播畫面或官方網站

上皆有呈現網球技術數據 (Reid, McMurtrie, 
& Crespo, 2010; O’Donoghue, 2002; 
O’Donoghue, & Brown, 2008)，例如：ACE、

雙發失誤、一發進球率、一發贏球率、二發

贏球率、一發發球速度、二發發球速度、接

發贏球率、破發率、網前截擊得分率、非受

迫性失誤、及致勝球等資料。因此若能透過

各項數據分析，除了可以了解選手在比賽中

每場次或每盤各自的技術表現發揮狀況，亦

可再進一步的比較分析獲勝與落敗選手間的

各 項 技 術 差 異 情 形  (Ma, Liu, Tan, & Ma, 
2013；王鶴森、林偉毅、趙曉涵，2005；李

建平，2004；張碧峰、陳志榮，2009b)。 

  透過網球數據分析的結果，除了能對比

賽進行更維客觀的分析之外，並也能對比賽

的內容提出實質性的證據。而 Federer 在這

14 年來澳網的比賽成績，除了具有穩定的結

果之外，更具有頂尖選手的成就表現，因此

相當值得透過比賽數據資料搜集的模式來分

析結果表現。然而就研究者所知，目前並無

針對 Federer 且連續 14 年的數據進行分析

的相關研究。因此，本研究的目的為探討

2005 至 2018 年 Federer 在各項技術的表現

是 否 呈 現 穩 定 狀 況 ， 以 及 這 14 年 之 間 
Federer 與他的對手在各項技術上的差異為

何亦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議題。 

二、研究目的 

(一)2005 - 2018 年 Federer 在網球發球技術變

項 (ACE、雙發失誤、一發進球率、一發

贏球率、二發贏球率、最快發球速度、平

均一發速度、平均二發速度)、接發球技

術變項 (破發率、接發贏球率)、截擊技

術變項 (網前截擊成功率)、擊球技術變

項 (致勝分、非受迫性失誤) 之表現情形。 

(二)2005 - 2018 年 Federer 與對手在網球發球

技術變項、接發球技術變項、截擊技術變

項及擊球技術變項之差異情形。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以  2005 - 2018 年澳網晉級男子單打 
32 強至決賽，Federer 及對戰對手為研究對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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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搜集與整理 

  經澳網官方網站搜集男子單打 32 至決

賽 之 數 據 。 本 研 究 僅 針 對  Federer 及 
Federer 對戰對手之數據進行分析，共計 59
場 (如表 1)，選手每場比賽的官方統計資料，

包含：發球技術變項、接發球技術變項、截

擊技術變項及擊球技術變項。在資料搜集過

程中，唯 2018 年澳網的官方網站上未顯示網

前截擊成功率及非受迫性失誤之數據，因此

本研究尚未搜集到 2018 年網前截擊成功率

及非受迫性失誤。本研究所搜集的場次資料，

參考先前研究分析方式，每一場比賽的資料

皆以獨立樣本來進行統計分析 (Katić, Milat, 
Zagorac, & Đurović, 2011；王鶴森等，2005)。 

三、統計分析 

  以 Microsoft Excel 及 SPSS for Windows 
20.0 版軟體進行資料整理及統計分析。 

(一)以描述統計顯示 2005 - 2018 年 Federer 
在網球發球技術變項、接發球技術變項、

截擊技術變項、擊球技術變項的表現情

形。 

(二)以無母數獨立樣本曼-惠特尼Ｕ  (Mann-
Whitney U test) 考 驗  2005 - 2018 年 

Federer 與對手在發球技術變項、接發

球技術變項、截擊技術變項、擊球技術變

項之差異顯著情形。 

(三)統計顯著水準訂為 α＝.05。 

結果與討論 

一、2005 - 2018年 Federer 在各網球技術

變項的表現情形 

(一)發球技術變項  

  經統計分析後發現，Federer 平均

每場 ACE 的次數最低為 6.5 次，最高為

18.3 次 (如圖 1)；Federer 在雙發失誤方

面，除了 2015 年有較高的雙發失誤 (平
均每場 9 次) 外，平均每場比賽皆維持在

3.3 次以下 (如圖 1) ；在一發進球率方

面，維持平均每場在 57.6 - 67.5 %之間 
(如圖 2) ；在一發贏球率方面，維持平均

表 1   

2005–2018 澳網 Federer 晉級男子單打 32 強至決賽統計表 

年份 成績 場次 

2005 準決賽 4 

2006 冠軍 5 

2007 冠軍 5 

2008 準決賽 4 

2009 亞軍 5 

2010 冠軍 5 

2011 準決賽 4 

2012 準決賽 4 

2013 準決賽 4 

2014 準決賽 4 

2015 32 強 1 

2016 準決賽 4 

2017 冠軍 5 

2018 冠軍 5 

註：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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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場在 72 - 84 %之間 (如圖 3)；在二發

贏球率方面，平均每場在 48 - 64.8 %之

間 (如圖 3)。在最快發球速度方面，平均

每場在 202.8 - 210.3 KMH 之間，從數據

來看有逐年下降的趨勢 (如圖 4)。在平

均 一 發 速 度 方 面 ， 皆 維 持 平 均 每 場 在

182.3 - 191 KMH 之間 (如圖 4)。在平均

二發速度方面，皆維持平均每場在 150.3 
- 159.5 KMH 之間 (如圖 4)。 

 

 

 

 

 

 

 

 

 

 

 

圖 1 2005-2018 年 ACE 與雙發失誤的表現趨勢圖 

 

 

圖 2 2005-2018 年一發進球率的表現趨勢圖 

 
圖 3 2005-2018 年一發、二發贏球球率的表現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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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發球技術變項 

  在破發率方面，平均每場在 29.3 - 
58.6 %之間 (如圖 5)。接發球贏球率方面，

平均每場在 34 - 45.4 %之間 (如圖 5)。 

 

   

(三)截擊技術變項 

 在網前截擊成功率方面，2005-2017 年

平均每場在 58 - 79.5 %之間 (如圖 6)。 

 

 

圖 4 2005-2018 年最快發球速度、平均一發速度及平均二發速度的表現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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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005-2018 年破發率與接發贏球率的表現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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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2005-2017 年網前截擊成功率的表現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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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擊球技術變項  

  經統計分析後發現，Federer 在致勝

分方面，平均每場在 37.5 - 61.6 次之間 
(如圖 7)。在非受迫性失誤方面，2005-
2017 年平均每場在 24.2 - 55 次之間 (如
圖 7)。 

  綜合 2005-2018 年整體來看，2015 年

Federer 在澳網的戰績止步於 32 強，就本研

究搜集資料來說，僅搜集到一場比賽且是 
Federer 落敗的數據，因此可以從 2015 年 
Federer 發球方面的數據中觀察出，2015 年

的 ACE、一發進球率、一發贏球率、最快發

球速度、平均一發速度及平均二發速度仍維

持較穩定的表現。不過在其他方面的表現就

不盡理想，像是雙發失誤高達 9 次為最高次

數；二發贏球率降低 48 % 為最差狀態；破

發率為 30 % 與接發贏球率為 34 % 也偏低；

網前截擊成功率呈現最差狀態 (58 %)；雖然

致勝分呈現次佳狀態 (57 次)，但出現較多的

非受迫性失誤 (55 次) 為最差狀態。也就是

說二發贏球率、網前截擊成功率及非受迫性

失誤可能是影響 Federer 成績表現的關鍵，

導致 2015 年是歷年澳網成績表現最差的一

次。從整體來看，若扣除 2015 年的數據，

Federer 在二發贏球率呈現 54.5 % - 64.8 %、

網前截擊成功率呈現 66.8 % - 79.5 %，在二

發贏球率和網前截擊成功率上應為 Federer
表現相當穩定的技術。這也說明 Federer 在

2005-2018 年澳網的傳奇成績表現背後展現

發揮出如此穩定的技術表現。 

二、2005 - 2018年 Federer與對手在網球技

術變項表現情形 

  在 結 果 的 部 分 ， 經 統 計 分 析 後 發 現 
Federer 與對手的技術變項表現差異  (如表

2)，經無母數獨立樣本檢定顯示 ACE 次數

達顯著水準  (z = -4.160, p < .05)，Federer 
(10.8 ± 6.2 次) ACE 次數較對手高  (7.1 ± 
5.0 次)、雙發失誤次數達顯著水準 (z = -2.359, 
p < .05)，Federer (2.2 ± 2.1 次) 雙發失誤次

數較對手低 (2.8 ± 1.8 次)、一發贏球率達顯

著水準 (z = -7.113, p < .05)，Federer (78.7 ± 
7.3 %) 一發贏球率較對手高 (66.4 ± 7.9 %；)、
二發贏球率達顯著水準 (z = -5.765, p < .05)，
Federer (59.2 ± 10.2 %) 二發贏球率較對手高 
(47 ± 9.8 %)、平均二發速度達顯著水準 (z = 
-4.285, p < .05)，Federer (154.5 ± 3.9 KMH) 
平均二發速度較對手快 (149.3 ± 8.8 KMH)、
破發率達顯著水準  (z = -3.452, p < .05)，

Federer (45.1 ± 16.7 %) 破 發 率 較 對 手 高 
(32.8 ± 29.6 %)、接發贏球率達顯著水準 (z = 
-7.631, p < .05)，Federer (40.5 ± 6.2 %) 接發

贏球率較對手高 (28.5 ± 6.7 %)、致勝分次數

達顯著水準  (z = -5.586, p < .05)，Federer 
(46.2 ± 13.9 次) 致勝分次數較對手高 (31.1 
± 13.8 次) 及網前截擊成功率達顯著水準 (z 
= -5.752, p < .05)，Federer (70.7 ± 10 %) 網

前截擊成功率較對手高 (55.3 ± 13.4 %)。由

 

圖 7 2005-2018 年致勝分與非受迫性失誤的表現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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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見，Federer 不論是發球技術方面 (ACE、

雙發失誤、一發贏球率、二發贏球率、平均

二發速度)、接發球技術方面 (破發率、接發

贏球率)、截擊技術方面  (網前截擊成功率) 
及擊球技術方面  (致勝分) 的表現皆比對手

優異，從以上結果說明 Federer 是全面型打

法的選手。 

  以下針對發球技術、接發球技術、截擊

技術及擊球技術方面進行討論： 

(一)發球技術方面 

  網球所有技術之中，發球在比賽時

扮演極重要之角色，有好的發球，比賽中

能輕鬆贏得發球局，基本上可立於不敗

之地 (王鶴森，2006)，本研究結果發現

在 ACE 方面，Federer (10.8 次) 在 ACE
的次數較優於對手 (7.1 次) (p < .05)，先

前王鶴森等  (2005) 研究指出獲勝選手

平均一場比賽的 ACE 為 11.8 次，落敗選

手為 8.7 次，以及邱豐傑 (2010) 研究指

出在 2008 年澳網選手的平均每場 ACE 
8.75 次，與本研究結果所發現到的情況

類似，Federer 的平均每場發出 10.8 次

ACE，而對手為 7.1 次，顯示 Federer 的

ACE 次數與獲勝選手相近，而對手的 7.1
次略低於落敗選手。 

  在一發贏球率表現方面，王鶴森等 
(2005) 的研究指出獲勝選手的一發贏球

率為 76.4%，落敗選手為 67.1%，此結果

與李建平  (2004) 的研究結果顯示獲勝

選手的一發贏球率為 62.3 %，落敗選手

為 49 %有所差異，其原因可能是因為王

鶴森等 (2005) 研究對象為 2004 年美國

網球公開賽男子前 32 強選手，而李建平 
(2004) 的研究對象則是國內中油盃全國

網球排名賽前 16 強為對象，國際賽事與

國內賽事程度仍有一段差距，如同本研

究對象為 Federer 與他的對手皆為國際

頂尖選手，結果發現  Federer 的表現為 
78.7 %，對手的表現為 66.4 %，與先前王

鶴森等 (2005) 的研究結果相似，同樣表

現略高於國內選手的表現。 

  在二發贏球率方面，一般來說除了

一發贏球率對比賽勝負有一定的關係之

外，二發贏球率也是格外的重要，研究指

表 2 

2005 - 2018 年 Federer 與對手在網球技術變項表現情形 

變項 Federer (n=59) 對手 (n=59) z 值 

ACE (次/場) 10.8 ± 6.2 7.1 ± 5 -4.160** 

雙發失誤 (次/場) 2.2 ± 2.1 2.8 ± 1.8 -2.359* 

一發進球率 (%) 62.4 ± 5.5 61.9 ± 6.7 -0.771 

一發贏球率 (%) 78.7 ± 7.3 66.4 ± 7.9 -7.113** 

二發贏球率 (%) 59.2 ± 10.2 47.0 ± 9.8 -5.765** 

最快發球速度 (KMH) 205.9 ± 3.4 208.0 ± 9.2 -1.402 

平均一發速度 (KMH) 186.0 ± 10.7 187.3 ± 9.9 -0.232 

平均二發速度 (KMH) 154.5 ± 3.9 149.3 ± 8.8 -4.285** 

破發率 (%) 45.1 ± 16.7 32.8 ± 29.6 -3.452** 

接發贏球率 (%) 40.5 ± 6.2 28.5 ± 6.7 -7.631** 

致勝分 (次/場) 46.2 ± 13.9 31.1 ± 13.8 -5.586** 

變項 Federer (n=54) 對手 (n=54) z 值 

網前截擊成功率 (%) 70.7 ± 10 55.3 ± 13.4 -5.752** 

非受迫性失誤 (次/場) 33.7 ± 16.3 33.9 ± 11.9 -0.490 

*p< .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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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2004 年 (獲勝 55.5 %；落敗 44.6 %)、
2009 年 (獲勝 57.3 %；落敗 47.1 %) 以

及 2013 年美網 (Nadel 64.8 %；落敗 43.7 
%) 的二發贏球率皆是獲勝選手顯著高

於落敗選手 (王鶴森等，2005；張碧峰、

陳志榮，2009b；簡瑞宇，2015)，而本研

究結果發現 Federer 的表現 (59.2 %) 也

顯著優於對手的表現 (47 %) (p < .05)，
說明 Federer 在二發贏球率上的掌握度較

佳，如同於先前研究所示獲勝與落敗選

手的結果。 

  在平均二發速度方面，本研究發現 
Federer 在 平均二發 速度  (154.5 KMH) 
的 表 現 較 高 於 對 手  (149.3 KMH) (p 
< .05)，可說明 Federer 在二發速度上較

有優勢，讓對手在接發球壓力就比較大，

也較容易製造發球完銜接的贏球優勢。

二發贏球率有顯著差異的情形發生，有

一部份的原因也可能是因為二發速度較

快而有所影響。 

(二)接發球技術方面 

  一般常聽到說有好的發球，比賽中

能輕鬆贏得發球局，基本上可立於不敗

之地 (王鶴森，2006)，雖然可利於不敗

之地，但比賽終究會有一方獲勝一方落

敗，比賽時有 50 %是發球局，另外 50 %
是接發球局，當接發球局面對對手的高

速強力發球時，能將球準確的回擊至對

手的弱點，便可增加本身在接發球局時

得分的機會，精進接發球技術可提升與

對手的競爭力，同時也有可能是影響勝

負的關鍵之一，如 Djokovic 於 2011 年

大幅提升接發球的質量與威脅性後，便

取得與  Federer 對戰的四連勝  (黃僅喻、

劉佳哲、張凱隆、劉錦璋，2014)。接發

球技術掌握度越高，便可提高破對手發

球局的機率，在比賽過程中一旦成功破

對手發球局，再加上保住自己的發球局，

得以增加比賽獲勝機會。由此可見，發球

與接發球技術在網球比賽中的重要性。 

  在破發率方面，過去的研究顯示於

2008 年澳網中，獲勝選手每盤破發局數

為 1.73 次，而落敗選手為 0.91 次 (張碧

峰、陳志榮，2009a)，顯示每盤破發次數

約不超過 2 次，可見如果一場比賽破對

方 1 次發球局就足以獲勝。簡瑞宇 (2015) 
文中 指 出  Nadal 在 破 發成 功 率 每盤 平

均數為 70.31 %，而落敗選手每盤平均數

為 13.18 %，表示 Nadal 在把握破發機

會的表現明顯優於落敗選手，雖然上述

研究的數據單位皆不盡相同，但一致的

說明獲勝選手在破發球的表現皆比落敗

選手優異。此現象同樣在本研究也發現

到，Federer 的破發率 (45.14 %) 較優於

對 手 (32.78 %) (p < .05) ， 也 說 明 了 
Federer 的破發球能力掌握的比對手好。

以男子網球賽事中，保住發球局是相當

重要的，選手往往會因為發球局被破而

輸了比賽 (趙曉涵、王鶴森，2008)，因此

比賽另一項重要關鍵為若能提升破發球

能力，才可能增加獲勝的機會，說明針對

網球比賽而言，破發球率的重要性。 

  在接發贏球率方面，在接發球時要

面對發球者不同發球落點、發球速度及

旋轉路徑，接著快速的判斷後回擊，這對

接發球者而言，不是件容易的事。近幾年

研究凸顯接發球技術及破發表現對比賽

勝 負 的 重 要 性  (O’Donoghue, 2002 ； 
O’Donoghue, & Brown, 2008；簡瑞宇，

2015)，接發球技術的精進可提升選手於

場上的競爭力，亦有可能影響勝負，如同 
Djokovic 於 2011 年大幅提升接發球的

質量與威脅性後，便取得與  Federer 對

戰的四連勝，由此可得知，接發球技術的

相關分析是具有價值性的  (黃僅喻等，

2014)。 在 本 研 究  Federer 接 發 贏 球 率 
(40.46 %) 較優於對手 (28.51%) (p < .05)，
說明  Federer 在接發球技術的掌握度比

對手好，就作者本身的經驗而言，可能的

是因為  Federer 有較準確的判斷來球方

向、有較快的反應動作速度、有較強勢的

接發球回擊角度及速度等，造成對手在

發完球後的第一個回擊上有較大的壓力，

易而造成失分。 

(三)截擊技術方面  

  前截擊除了要掌握單純技術上的發

揮之外，上網前一球及時機也是重要的

因素，網前技巧的發揮，必須藉由具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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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發球、接發球或中場隨球上網，才能

銜接有效的截擊策略 (林俊宏、鍾志明，

2005)。發球上網型的選手除具備良好的

發球外，配合快速的腳步到網前 (Martin, 
Bideau, Nicolas, Delamarche, & Kulpa, 
2012)，並且必須仰賴良好的截擊才能事

半功倍，兩者是相輔相成，對手除在第一

波接受發球的攻勢外，還要接受第二波

的網前截擊攻勢，而後者可迫使對手產

生更大的體力消耗與回擊球速度的壓力，

因此，可使得對手處於劣勢進而得分 (李
建 平 、 吳 忠 芳 ， 2006)。 先 前 學 者 指 出 
Nadal 第一發球贏球率與在網前以截擊

及高壓殺球得分有關，研究者認為他不

輕易的上網，但每次來到網前的時機，幾

乎都是逼到對手無法強勢的回擊，甚至

只能把球擊回場內，或者挑高球等待對

手失誤，而他總是能把握機會得分 (簡瑞

宇，2015)。本研究發現 Federer (70.72 %) 
在 網 前 截 擊 成 功 率 方 面 較 優 於 對 手 
(55.31 %) (p < .05)，作者認為 Federer 屬

於全面型球員，網球技術中同時具備多

項技術應用，如發球上網、底線擊球能力

及有效的破發球能力等，可以視臨場比

賽狀況而混合使用的戰術模式，以往的

網球比賽以力量和速度為主，但現今的

趨勢，除了力量和速度之外，回擊角度的

精準度也是相當重要的，全面性打法的

概念且主動掌控、積極進攻的策略為主

軸，藉由強力底線的優勢，配合上網截擊

處理與控制來獲得勝利 (邱豐傑，2010)。 

(四)擊球技術方面    

  致勝分意為回擊球直接穿越得分，

Djokovic 不時在比賽中以絕佳的柔軟度

跨步將球擊回對手場內即是一，觀察其

底線擊球時，看似被動防守的情況下，經

常能擊出「outside in」的致勝分，不僅增

加全場擊球範圍，也提升底線攻防能力

(江勁政、蔡忠昌、江勁彥，2015)。本研

究發現 Federer 的致勝分 (46.15 次) 較

優於對手 (31.1 次) (p < .05)，通常需要

利用大角度的策略，使對手全場的移動，

當機會出現時，積極腳步位移可減少回

擊時間，迅速的將球回擊至空檔或同一

方向之落點，使對手無法預測或判斷來

球方向時，擊出致勝球而直接得分。 

三、Federer 網球技術之綜評 

  從整體的結果與討論來看，現今的一位

頂尖網球選手，不僅要在發球技術上佔絕對

優勢外，其在接發球技術、擊球技術及網前

截擊技術同時皆是非常重要的。本研究發現，

Federer 在一發球速與對手無顯著差異，但

一發贏球率仍然顯著優於對手，顯示一發贏

球率可能並不是球速所影響的。在雙發失誤

顯著比對手少的情形下，二發球速與二發贏

球率皆顯著優於對手，顯示二發可能因為二

發速度較快而提升二發贏球率，以一發與二

發的結果 似乎顯示  Federer 在發球技術上

是較有優勢的，但若要了解確切影響一發與

二發贏球率的主要因素，可能需要進一步更

多數據的分析探討。 

  此外，Federer 在擊球致勝分及網前截

擊成功率皆高出對手約 15 次(%)，擊球致勝

分及網前截擊成功率較高的原因，絕大部分

是來自於 Federer 的發球優勢，因為有好的

發球優勢後續才會製造出致勝分或上網截擊

的機會。加上 Federer 在來回抽球時的節奏較

屬 於 主 動 的 打 法 ， 而 這 方 面 可 能 是 因 為

Federer 在擊球前，對來球的預測、判斷與縮

短擊球時間的掌握度較佳。因此建議首先要

有好的發球優勢，再者要有好的對來球的預

測、判斷與縮短擊球時間，較能製造出擊球

致勝分和網前截擊成功率。而對來球的預測、

判斷與縮短擊球時間這方面的能力，似乎也

反應在 Federer 的接發球方面，從結果上也

發現 Federer 在接發贏球率是優於對手的。 

  綜合上述的探討，使得 Federer 在 ACE、

一發贏球率、二發贏球率、平均二發速度、

破發率、接發贏球率、網前截擊成功率及致

勝分較高於對手。然而關於本研究並未探討

的變項，仍需更多數據的分析資料來研究。 

伍、結論與建議 

一、2005-2018 年 Federer 在一發進球率、一

發贏球率、最快發球速度、平均一發速

度及平均二發速度皆維持穩定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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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Federer 在 ACE、雙發失誤、一發贏球率、

二發贏球率、平均二發速度、破發率、

接發贏球率、網前截擊成功率及致勝分

皆比對手的表現優異。 

三、Federer 各方面的技術皆優於對手，可說

明他是位全面型球員，建議國內選手若

想在國際網壇上佔有一席之地，並有競

爭力者，須提升全面性的技術，包含發

球、接發球、截擊與擊球方面。因此建

議訓練順序為發球、接發球、抽球、截

擊，原因是發球是比賽的開始、接發球

是接發球方回擊的開始，有好的發球、

接發球才能製造出抽球進攻和上網截擊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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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analysis on Roger Federer’s performance skills from 2005 

to 2018 in Australian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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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how Roger Federer’s (briefly as Federer) sport performance 
skills, including serve, serve return, volley, and groundstroke, different from his opponents. Methods: 
The research subjects were Federer’s opponents who got into the third round in Australian Open. 
And then analyzed by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he variables of serve skill, serve return skill, 
volley skill, and groundstroke skill in this research help to show details of Federer’s performance 
from 2005 to 2018.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used the non-parameter Mann - Whitney U test, to test 
whether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kills of Federer and those of his opponents. 
Results: Federer’s performance skills such as first serve in percentage, first serve points won rate, 
fastest serve speed, average speed of first serve, and average speed of second serve had been stable 
from 2005 to 2018. Federer’s performance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his opponents in terms of 
his skills such as serve (ACE, Double Faults, first serve points won rate, second serve points won 
rate, average speed of second serve), serve return (return games won rate, return points won rate), 
volley (net points won rate), and groundstroke (winners point) (p < .05).  Conclusion: Federer’s 
performance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his opponents in terms the amount of ACE, Double Faults, 
first serve points won rate, second serve points won rate, average speed of second serve, return 
games won rate, return points won rate, net points won, and winner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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