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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從人人口口變變遷遷談談原原住住民民體體育育政政策策  
洪洪建建智智//淡淡江江大大學學  

摘要 

原住民在體育運動方面的表現，向來一直有著極為傲人的成就，但原住

民運動的推展與原住民運動員的生涯規劃，卻普遍為人所忽視。從相關文獻

分析顯示，原住民在運動上確實有其獨特天賦，值得政府投入大量經費與人

力加以發展。 

為因應未來少子化及高齡化原住民所可能面臨之問題，本文係針對原住

民人口變遷、優秀運動員與原住民及原住民參與運動的現況與困境趨勢等三

項議題加以探討，並提出多項建議，以供政府研擬相關體育政策與具體配套

措施之參考，以期達成日後原住民發展體育運動之願景與目標。 

關鍵字：原住民、少子化、高齡化、體育政策 

壹、前言 

臺灣地區原住民依其族群分為阿美、泰雅、排灣、布農、魯凱、卑南、

邵、賽夏、達悟、鄒、噶瑪蘭、太魯閣等十二族，散居在各縣市山地及平地

原住民鄉鎮。各族群在身材及生理條件有其差異性，例如阿美族天生具有強

大爆發力及速度，在田徑種類的天賦是全能項目及短跑；魯凱族的優異體質

較適合發展舉重及柔道. . .等（體育司，2003）。 

自 1993 年國際社會將此年訂為國際「原住民年」開始，重視原住民文

化已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潮流。在台灣地區，原住民一直處於不利的社會環境

和條件下生存，礙於傳統的歷史情結和種族因素，在以漢人為主體的政治文

化主導下，使臺灣原住民不僅是人口上的少數，也淪為文化上的少數（李加

耀，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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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在體育運動方面的表現，向來一直有著極為傲人的成就，但原住

民運動的推展與原住民運動員的生涯規劃，卻普遍為人所忽視。從相關文獻

分析顯示，原住民在運動上確實有其獨特天賦，值得政府投入大量經費與人

力加以發展。 

為因應未來少子化及高齡化原住民所可能面臨之問題，以下將就原住民

人口變遷、優秀運動員與原住民及原住民參與運動的現況與困境趨勢等三項

議題，並提出多項建議，以供政府研擬相關策略與具體配套措施之參考，達

成日後原住民發展體育運動之願景與目標。 

貳、原住民人口變遷 

依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處於民國 94 年 7 月 14 日所發佈之資料，民國

94 年 6 月底臺閩地區原住民人口數有 46 萬人，占總人口之 2.0％；原住民

人口十年來增加 24.3％，遠較總人口之增加 6.4％為高。原住民平均年齡為

31.0 歲，較總人口之平均年齡 35.5 歲少 4.5 歲。原住民之 65 歲以上老年

人口數占 5.9％，亦遠較總人口之 9.6％為低。原住民之老化指數為 23.5％，

僅為總人口 50.4％之半數，惟亦有逐年上升現象。 

另外，依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處所發佈之資料顯示：原住民的總人口數

有逐年增加的趨勢，由民國八十九年的 408,030 人增加到民國九十五年七

月的 470,217 人，增加了 62,187 人。其中 0~4 歲的總人口數則由民國八十

九年的 34,151 人逐年減少到民國九十五年七月的 31,993 人，減少了 2,158

人。而 65 歲以上的老人則由民國八十九年的 23,116 人逐年增加到民國九

十五年六月底的 27,140 人，增加了 4,024 人。由此可見；原住民亦已面臨

少子化及高齡化所帶來的諸多問題，值得相關單位予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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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優秀運動員與原住民 

原住民運動員由於遺傳因素與生活環境的關係，在台灣體壇上一直有著

非常優異的成績表現，從早期紅葉少棒隊自民國五十三年成立後每戰皆捷，

於民國五十七年八月二十五日，紅葉少棒擊敗日本關西少棒聯盟和歌山調布

隊奪得世界少棒冠軍，為國爭光，這個好消息一傳出，震驚世界和台灣，同

時打開台灣少棒風氣。時至今日，已培育出許多位優秀原住民棒球選手，例

如郭源治、陳義信、王光輝、王光熙兄弟、陽介仁、孫昭立、陳金茂、羅世

幸、劉義傳、陳明德、張泰山、陳金鋒、曹錦輝等好手。1960 年羅馬奧運

會男子十項全能比賽，來自台灣阿美族原住民的楊傳廣獲得銀牌，成為第一

位在奧運會中奪得獎牌的中國人；亦開啟了優秀原住民在田徑運動方面的先

頁。林德生、吳春財、蔡成福、施阿勇、吳阿民、田阿妹、王英師、林月香

代表國家在二至六屆亞運中，共獲得 12 面的獎牌；古金水、鄭新福、林金

雄、曾孝生、蔡益成、陳淑珍、陳天文等優秀原住民選手，在近十年中，也

都有相當優異的成績表現。 

在籃球方面，鄭志龍、朱自清、黃春雄、錢薇娟及林志傑等人皆入選國

手多年，為國家立下汗馬功勞，充分發揮其優異的條件和過人的身手，展現

出原住民優異的運動能力。在其他運動項目之中，亦不乏有原住民的優秀運

動選手，例如女壘王曉玲、舉重郭弈含、桌球白慧嬰等等，都曾是該項目中

的佼佼者。 

中華職棒聯盟專任運動傷害防護員黃益亮曾經指出：原住民球員與一般

球員的身體結構有很大的不同，這個不同點在於原住民的肌肉比一般人長，

如同美國黑人肌肉比白人長，因此擁有較好的彈性、耐力、爆發力（李加耀，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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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原住民參與運動的現況與困境趨勢 

一、原住民參與運動的現況 

根據原住民參與體育活動人口調查（行政院體育委員會，1999），原

住民參與體育活動的總人次為 117,604 人次，包括傳統體育（42,913）、

田徑（17,932）、球類（16,781）、表演活動（11,485）、趣味競賽（14,580）、

拔河（9,018）、民俗體育（3,891）、技擊項目（193）、其他（811）。

調查數據顯示直接運動人口總數，佔原住民總人數之 30.8%，可見原住民

運動風潮之鼎盛（王宗吉、黃緯強，2000）。 

由於原住民文化的現代性不足，以及社經地位低下之故（蔡守浦，

2004）。因此；即使原住民具有優越的體能，而且在運動場上有著優異的

成績表現，但是其在體壇上，仍然是處於弱勢的一群，故而需要政府相關單

位予以輔導。 

為了延續楊傳廣等優秀田徑選手的傑出表現，教育部於民國 87 年 7 月

起，委託國立體育學院運動技術學系研擬「培育原住民學生田徑人才計畫」，

以延續優異田徑選手人才的培育。此計畫乃是教育行政主管機關研擬完整計

畫與步驟，來提升原住民學生田徑運動天賦之首例，也充分表達政府對開發

原住民學生運動稟賦之具體落實（洪嘉文、詹俊成，2000）。經過 4 年，

教育部於 92 年 4 月 9 日訂頒開始辦理「培育優秀原住民學生運動人才中程

計畫」。此計畫係自 92 年起至 96 年之五年計畫，其目的：1.藉由督訓工作，

促使原住民運動人才培訓正常化，並提供專業化之指導與訓練協助。2.為鼓

勵各重點學校積極發掘深具潛能之運動人才，使訓練工作具體落實，並避免

揠苗助長現象發生。本計畫經過多次專家學者會議討論，對於運動種類的篩

選係以個人項目、分級種類及亞奧運重點培訓項目為主；本計畫選出七個種

類，係因該七個種類過去曾有原住民前輩運動選手締造過特殊成績，具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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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成就，且能充分發揮原住民體能特色。此七個種類分別為棒球、女壘、田

徑、體操、柔道、跆拳道、舉重等（體育司，2003）。此計畫期能早期發

掘及培養具有潛力之優秀原住民學生運動人才，進行有計畫的培育計畫，輔

助其參加國際比賽，爭取最佳成績，為國爭光，提升國家在國際上的形象。 

二、原住民參與運動的困境趨勢 

在台灣社會變遷的過程中，由於數十年來漢族本位和漢化強制推行的結

果，不僅使台灣原住民文化受到壓抑，原住民的社群遭受巨大的衝擊，連原

住民的傳統社會體系也瀕臨解組的危機（魏春枝、張耐，2000）。原住民

的運動生活亦屬社會的一環，其發展亦受到整體社會變遷的影響。根據行政

院原住民委員會（1998； 2001）的調查，原住民社會發生人口外移、生活

壓力、就業狀況及觀念改變等社會變遷現象，已徹底改變了原住民原有的生

活形態，這些改變也徹底衝擊其運動生活與體育活動。 

臺灣光復後，國民政府以山地「平地化」的政策改變原住民的文化，造

成原住民在社會適應不良。另外，由於社會變遷及漢族文化強勢入侵，也造

成其教育上之困境（劉明松，1998）。尤其自從 1970 年代之後，隨著臺灣

社會的轉型，經濟的起飛，以及山林打獵活動的禁止，迫使許多原住民離開

原鄉部落，到都市中工作謀生。但是卻由於原住民的教育水準偏低、專業性

之就業能力不足，以致於謀生及競爭能力薄弱，遂淪落成為都市邊緣人，彼

等為求得三餐溫飽，帶著子女四處奔波，實在無力於子女的培育。更嚴重的

是，在政府開放外勞後，許多原本靠勞力為生的原住民同胞，便因此失去了

工作機會，對於原已生活困頓、貧窮的家庭生計，更是雪上加霜。因而導致

許多具有發展潛力的優秀原住民學生運動員，在國、高中就學期間，便被迫

得放棄學業，到處打工賺錢，以貼補家用並協助父母負起養家糊口的重擔。

這種都市生活困境迫使其不得不放棄原有的運動訓練。由於社會價值觀及家

長觀念的改變，使得原住民學生父母，一窩蜂的鼓勵甚至強迫小孩加入棒球



 
 

 150 

專業論著 Professional Articles 

隊，期望日後孩子能有機會加入職棒，以便領取高額的簽約金及薪俸，造成

整個運動生態，產生發展不協調的現象。如此，不僅造成學童無法依照自己

的興趣適性發展，更容易造成某些運動項目（如田徑、足球等），由於無法

吸引到具有先天優異條件專項好手的加入，使得成績停滯不前。以去年曾經

榮獲世界盃青少年 15 歲組冠軍的花蓮美崙國中足球隊為例，隊中便有球員

為了協助母親維持家計、企業集團不願繼續提供牛奶等營養補給品，以及對

於國內並無職業足球隊，而感到沒有前（錢）途，因此退出自己熱愛的足球

隊。這些現象，的確需要有關單位謀求對策，予以改善。 

伍、結語與建議 

一、結語 

原住民參與體育活動，在地理環境，民族特性，休閒活動及學習興趣占

有利因素，值得政府在政策支持發展這些優越的運動條件（鄭光慶，1995；

李加耀，1998）。原住民社會在運動文化與自然環境上有先天背景條件，

而生理亦有其運動的天賦，此乃學界公認之事實（王宗吉、黃緯強，2000；

吳騰達，1997），而如何發揮原住民先天運動天賦、文化背景條件，則成

為政府與社會各界最大期盼。期望政府能擬定原住民的體育發展長遠計畫，

並且成立專責擴展海外體育市場機構，以協助原住民選手到體育先進國家接

受訓練及加入職業球隊，進而培養他們成為世界級的頂尖選手。更期盼在不

久的未來，有更多的原住民同胞在國際體壇上綻放光芒。 

二、建議 

（一）對政府政策建議：1.培育原住民運動員，應有一貫的訓練計畫，

從國小、國中、高中到大學長期的加以培訓，才能達到訓練的成效，並獲得

學生及家長的支持。2.政府相關單位應對於原住民優秀選手之生活、課業、

心理及生涯規劃進行長期的輔導，以增加其升學及就業機會。3.發展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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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應結合科學及專業化訓練，例如在選才、培訓上應應用現代先進訓練科

學，以提升訓練效果，在專業化亦應提供專業師資與教練，以達到最佳的訓

練績效。4.訂定「優秀原住民選手獎勵辦法」，以提供獎金及就業保障。5.

臺灣原住民的運動天份，不論從文化社會作深入探查，解剖學上的科學驗

證，或是生活環境的解析，在在都得到理論上的有力支持（王宗吉、黃緯強，

2000）；單位人口原住民傑出選手的比例，雖缺乏詳實數據，但應該遠高

於非原住民族群，值得政府投入大量經費與人力加以發展。 

（二）對未來研究建議：1.國內的運動學術單位，應該針對原住民各族

群的身體素質之特性，及各族運動天分、心理特質的特色，做深入的研究，

以作為體委會發展及培育優秀原住民的學理依據。2.將原住民各族群身體素

質的特性，予以建檔、整理、分析後，建立資料庫，以做為日後選才之參考。 

（三）其他建議：政府應鼓勵企業集團出資或以提供獎助學金的方式，

長期培育、認養優秀原住民運動菁英，以期能展現原住民卓越的運動天份，

並在國內、外重要比賽中嶄露頭角。 

（本文內容摘自行政院體育委員會「中華民國體育白皮書-2006 年版」

撰述計畫「人口變遷與體育」專題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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