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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厦门地区棒垒球有系统性地开展已有近十年的历史。不管小学、中学、高中，

甚至大学，都以不同形式的开展模式进行着推广。虽然这项运动在我国各地区受

众率和普及性都还非常低，但随著全民健身的风气兴起和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人

们更愿意尝试各种新鲜事物，寻找各种机会在国内外体验感受不同的事物和文

化。本文主要对近十年来厦门市棒垒球发展历程以及经验的总结，通过对厦门棒

垒球爱好者及校园球队队员的问卷调查与实际结合后分析出厦门地区棒垒球发

展的状况，将厦门从中小学、高校到社会业余中各年龄层的棒垒球运动开展形式

及推广的成果一一阐明，提出目前厦门棒垒球发展的局限性和矛盾之处，再对多

方面的经验和不同的推广方式加以融合借鉴，主要以社会业余层面推动棒垒球的

模式与校园棒垒球的推广方式相结合，建构出一种校园棒垒球赛事活动，并且此

校园赛事活动在推广棒垒球、增加普及率和受众性、增加棒垒球校队队员的实战

经验等各方面均可兼顾，以形成更完善的发展方法和模式。结合社会与校园的推

展方式，融入海峡两岸棒垒球之交流、国内各地区间交流等多元方向的推动，构

造出较为完善的棒垒球环境。使得棒垒球的推广更完整地融入这个社会的每个角

落。也期望厦门市的棒垒球发展能够在未来几年中有质的飞跃及进步。 

 

 

关键词:厦门棒垒球发展 ；校园棒垒球；台商慢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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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as been a decade since baseball and softball sport games were introduced and 

organized systematically in Xiamen area. In primary schools, junior middle schools, 

high school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sport has been promoted through various 

activities. Although it is a generally less popular and practiced sport in China, people’s 

growing awareness for new things and fitness and the increase in their average income 

start to bring baseball and softball to the spotlight as something new and exotically 

attractive.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tries to look at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sport in Xiamen, thus lessons could be gained from the experience. Also, the 

diverse activities applied i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as well as in adults’ clubs 

would be introduced, categorized by the age of the participants. The paper aims to 

find out problems that hamp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 in Xiamen and solve them 

with experience given by different parties in society. The solution the author proposes 

here is to promote an on-campus activity that will use the model of the amateur games 

popular in Taiwanese businessmen in Xiamen. In this way, the sport would be 

popularized on campus and would involve more students as well as the school players 

of a university. In return, players on campus would contribute to future amateur clubs 

and teams in society after leaving school. It is the dearest hope that by using this 

model baseball and softball sport will be enjoyed by more people in Xiamen area. 

 

 

Key Words: Xiamen Baseball and Softball, On-campus Baseball and Softball; 

Taiwanese Businessmen Slow-pitch Soft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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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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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近几年来棒垒球运动的发展无论是世界上国际赛事的举办，还是我国棒垒球

发展的进程，可谓是跌宕起伏。从 2008年北京奥运棒球项目中国队首次在国际

大赛上胜出中华台北队，到 2012年棒垒球项目被宣告退出奥运赛事项目；同一

时间则是两岸关系和缓稳定，两岸之间的体育文化频繁而大量的互动交流，其中

棒垒球热潮在我国渐渐的兴起与发展，也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东京成为 2020

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之后，棒垒球项目又将回归奥运会。当这项运动在国际舞

台上起起落落的时候，我国的棒垒球运动的发展，也在逐渐一点点的蓬勃发展。 

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体育锻炼与休闲健身的选择也开

始越来越多样化，而棒垒球这项国人不太了解又洋气十足的运动带给人们很大的

兴趣感，更是加速了各地区棒垒球这项运动的开展。目前我国棒垒球开展较具规

模性的地区为北京、上海、广州以及其周边等地区，就地理位置而言确实棒垒球

运动的拓展和经济发展状况有很大的相关性。 

而在我国最早的经济开发区之一的厦门，这美丽的海岛城市在 2000 年后成

为台湾地区与大陆大三通的重要交通口岸之一，担负着两岸交流领头羊的责任并

且与台湾地区的人文文化又是极为相近之地。棒垒球的风潮也随着来厦经商的台

商被带到了厦门，随之而来的是带动了厦门地区棒垒球风气的兴起，推动了校园

球队的成立，开始有了棒垒球的生根发展的概念。本文首先详细介绍棒球、垒球、

慢速垒球及乐乐棒球等关于棒垒球种类及文化。再介绍厦门地区台商慢速垒球联

盟的组织，及厦门地区有组建棒垒球校园球队或是社团的各级学校或单位。最后

通过近几年台商在厦所开展的慢速垒球运动竞赛中的组织方式、赛事制度、各球

队的经营管理方式与赛事安排等组织经验融入并内化到厦门的校园体育运动竞

赛中，创造出属于学生的棒垒球赛事。使这项运动真正能够普及于厦门地区，并

以此作为各学校与台湾地区或世界各国有更深入的切磋与交流机会，甚至能够加

速促成职业棒球体系或是棒球产业的引入，进而相互合作与壮大。在“以球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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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念中将棒垒球文化以及产业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茁壮发展。 

目前，海峡两岸关系趋于平稳发展，两岸领导人以保持现状并共同在经贸、

交通、文化等方面寻求新的突破及开放。因此，大陆与台湾地区不管在政治、经

济、文化、体育等方面都有非常密切的交流与合作。例如，签订两岸经济合作框

架、开放大陆游客在台自由行、开放交通运输直行及两岸学生学术交流等等。相

信在这繁荣稳定的大背景下，将来海峡两岸会有更好的发展与合作。 

棒球运动在台湾地区非常盛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一项运动。早在日据时

期台湾就已开展棒垒球运动，台湾光复后一次又一次的青少棒比赛的世界冠军更

使得台湾地区民众对棒垒球运动狂热不已。台湾的棒球运动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其开展模式、人才输送机制、选拔体制等都相当完善，具有世界一流水平。 

在中国大陆，棒垒球运动的普及性不高，还不是一项热门运动项目。但自从

2008年北京奥运会棒球比赛中中国队战胜中华台北队后，中国大陆棒垒球项目

开始逐渐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近几年中国棒、垒球协会开展了中国职业棒球

联赛以及大力推动了校园学生棒球人才的培养，其目的都是为中国棒垒球运动的

普及打好群众基础，而各地区也逐渐开始有社会棒垒球联盟的组织及赛事。我国

棒垒球运动的发展也日渐成熟完善。 

随着在厦门地区经商的台湾人、台资企业、日资企业数量的逐渐增多，2007

年 3月在厦门台商协会支持下，成立了厦门市台商慢速垒球联盟，简称厦门台商

慢垒联盟，拥有球员 200 余名。此联盟的主要职责是让在厦门各企业工作的棒垒

球爱好者在工作之余能够集体开展这项运动，其宗旨是为厦门地区的棒垒球运动

爱好者创造一个在周末全家一同健身娱乐、企业与企业间的体育运动交流为主的

体育竞赛形式。此联盟每赛季除了几只固定球队参赛，还有随着人数多寡或企业

间的介绍参与每赛季会有两三队的左右的增加或减少。 

棒垒球在厦门属非常小众的运动项目，厦门台商慢垒联盟是厦门地区棒垒球

项目最有号召力的一支棒垒球爱好团体。高效而有系统性地联系带动厦门地区各

年龄层的棒垒球爱好者们开展棒垒球运动。每年联盟还会推派一些实力较强的球

队参加台湾、上海、广州等地的大型邀请赛或杯赛等，并能取得优异的成绩。厦

门台商慢垒联盟可以说是厦门棒垒球爱好者们相互切磋最好平台，也是开展棒垒

球项目较完善的业余爱好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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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9年开始两岸形势大大趋缓，两岸在经贸、文化、体育、交通等方面

的交流与对话络绎不绝。2009年，为了回应台中市长胡志强先生访问厦大时的

邀请，厦门大学成立了棒球队，随后集美大学、嘉庚学院也相继成立了棒球队。

经过几年的训练与发展，现今厦大男子棒球队已由普通生队伍上升为高水平特招

生队伍。期间也取得许多优异成绩，如 2010年广州东逸湾慢投垒球邀请赛全国

冠军，2011年广州全国大学生棒球联赛男子棒球全国第三。2013、2014 全国大

学生女子垒球联赛普通生组，连续两届全国冠军等等。 

在中小学方面，厦门大嶝中学、瑞景小学开展棒垒球课和校队已有 7、8年

之久，近几年与台湾球队交流频繁，并且两所学校在全国赛中都有取得不错的成

绩。外国语中学、厦门一中、逸夫中学、音乐中学等几所学校都有以体育课、社

团、校队等形式开展棒垒球运动。 

1.2 研究目的 

闽台体育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地缘、血缘、史缘等的直接承继关系。竞技方

面是两岸体育合作、互补的重要内容，台湾体育界对祖国大陆的“奥运争光计划”、

“举国体制”评价极佳，多有效仿之意却因社会制度不同而感叹力不从心。祖国

大陆整体运动实力要高于台湾地区，而台湾地区的棒球等项目的实力具世界水

平。本课题以在厦台商棒垒球活动与厦门地区学生棒垒球运动的交融发展对厦门

棒垒球开展模式进行研究，同时也力图在两岸体育交流互动模式方面提供有益的

借鉴作用。 

如今我国正处于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开展棒垒

球完全符合这一目标。目前厦门地区棒垒球运动已从萌芽阶段开始进入成长阶

段，厦门地区各学校及社会业余球队的开展和训练都有一定的水平。通过对在厦

台商棒垒球开展模式以及与厦门地区学生棒垒球运动的引导、交融发展的研究分

析，探索厦门利用在厦台商慢垒联盟棒垒球活动的模式向广大学生及社会人士推

广棒垒球运动，增进双方合作交流，为厦门棒垒球的发展提供参考依据，提供开

展棒垒球的模式，也为两岸体育交流互动提供有益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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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意义 

经过了六七年的推广和发展，目前厦门地区几所高校和中小学棒垒球开展已

经有了一定的成效，几所高校和中小学都有机会了解并学习这项棒垒球运动，但

真正能向外界推广和普及的机会并不多。其局限性和制约因素在于推广的普及度

不够、推广形式单一、师资缺乏、规则复杂、器材昂贵不易取得等。其次，棒球

规则复杂，不懂规则就不能了解其精彩性，并且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不易学习等。

因此，厦门台商慢垒联盟和厦门地区学生棒垒球运动的交融发展模式的建构，将

是厦门地区推广棒垒球运动最好的展示性教材，可以让更多人了解棒垒球是一项

老少皆宜的运动，是促进棒垒球交流发展的最好示范。 

（1）推动厦门地区棒垒球运动的开展，由社会与校园的结合推动各年龄段

棒垒球运动的普及，培养我国棒垒球后备人才。 

（2）借鉴慢垒联赛制度，开展高校及中小学棒垒球比赛，让厦门学生棒球

选手能够拥有更多参与棒球比赛的机会，积累经验。 

（3）借鉴台湾棒垒球发展经验，加大与台湾棒垒球交流。例如，交流比赛、

邀请赛、冬夏令交流营或非赛季期间移地训练等。 

（4）通过厦门慢速垒球联盟与学校棒垒球之间的合作，促进两岸体育的交

融发展，使棒垒球活动在厦门地区生根发展，进而推动福建省乃至中国的棒垒球

运动的普及和发展。 

（5）通过在厦台商慢垒活动与厦门校园棒垒球交融发展，极大地促进厦台

的体育交往，对提升厦门校园棒垒球运动的发展和台商在厦门的创业，具有双赢

的效果，为促进厦台合作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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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有关校园棒垒球开展的研究 

校园棒球的开展其目的主要在于建构棒垒球运动的基础人口以及人才培养

的基础。有了此基础，才能对棒、垒球长久性的推广及发展起到作用，为系统的

人才培养体系打好基础的同时也对棒、垒球普及程度的提高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目前我国棒垒球运动的推广现状是“专业冷、业余热”，专业级的棒球联赛一般

乏人问津，但高校中的社团或校际间的棒垒球联赛不管是参与的人数或是积极性

都比专业级的赛事来的更加踊跃。王进.立定忠在《我国高校开展棒垒球运动的

可行性分析及其对策研究》中认为棒垒球选择从高校中发展推广是最好的切入

点。[1]现代大学生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尝试新玩意，并且相对其他年龄层的学生或

社会人士更有时间接纳学习者相新鲜事物，而在大学生活此段时期也是我国教育

制度的各个时期最有空余时间的一段日子，可以自主的安排自我的学习和兴趣，

在这前提下，多数人是会很乐意的投入到新鲜事物的学习。而大学生开展棒垒球

的意义中了解（1）促进我国各地区棒垒球发展均衡（2）促进两岸体育交流及中

外体育交流（3）有助于提高校园文化建设（4）有助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等意义。

[2]我国高校开展棒垒球运动的价值及可行性高，及许多高校对于棒垒球项目的开

展形式及各学校不同的特色与文化。[3]在高校中对于棒垒球的开展形式不一，但

是各有特色，例如，组织校队对外参加比赛、组织院系间联赛、社团活动及体育

选修课等形式。王强 （2012）《高校棒球运动的现状与对策》对我国棒垒球发展

现状的局限性因素加以分析并总结出提高改善的策略。针对局限性提出（1）需

进一步加强领导，理顺关系，形成整套管理体系（2）高校开展棒垒球运动缺乏

资金（3）高校缺乏有基础的棒球运动员（4）高校缺乏标准的棒球场地和相应的

设备。而在对策中提到（1）确立高校棒球运动的战略思想和任务（2）形成科学

的管理体系和组织体系（3）成立高校棒球委员会（4）加强高校棒球运动科学研

究（5）建设高校棒球场地及改革竞赛制度。[4]在近几年的棒垒球发展建构中有

许多对策的实施和转变已逐渐完善，但目前的棒垒球发展首要问题就是普及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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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性。积极举办比赛、嘉年华活动、对外交流活动等才是最迫切的因应对策。

庞中 （2002）《我国高校开展棒垒球运动的思考》其内容强调棒垒球运动的特色

与魅力，是非常适合年轻人的一项运动。[5] 

王瑞东 《在中小学推广棒垒球运动的前景与对策》了解棒垒球对中小学生

身体素质及人格培养的益处及对于如何推广的对策和远景。[6]棒垒球运动的运动

性、团队性、智慧性对于中小学生的身体、智力及人际相处的学习有一定的帮助。

并且在推广方面也有许多积极的对策及建议。在近几年棒垒球不断地发展的同

时，对于球具器材的改良成为新的一项“通路”。对于帮垒球的危险性是很多家

长不愿让孩子参与的一大因素，但通过对器材的改善后，新的棒垒球模式及规则

的开发，使得棒垒球运动更安全、更容易学习并推广适用于中小学生的教学。[7]
  

2.2 社会业余棒垒球开展的相关文献 

社会业余棒垒球的开展对往后专业队的成立打下基础并且衔接着学生棒垒

球的开展，让学校里培养出来的棒垒球爱好者及人才有参与棒垒球运动的机会。

目前福建还未有专业棒垒球省队的成立，所以社会业余棒垒球的开展也会是组织

专业队伍很好的跳板与桥梁。如厦门台商慢速垒球联盟的赛事，从中可挖掘的不

仅是棒垒球爱好者的参与，还有其提供学生球队比赛锻炼机会、赛事体制管理的

借鉴、棒垒球体育产业关注的焦点、海峡两岸交流的桥梁、厦门台商与本国企业

间交流平台等一系列益处。棒垒球运动现今在我国的发展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台

商带动的风气，然而种风气影响的不仅仅是体育方面，而是渗透到社会活动的各

个领域中。而这也是社会业余棒垒球开展的主要意义。耿剑. （2010）《中国慢

投垒球发展展望与思考》 

针对我国慢速垒球发展的见解及棒垒球产业的开发将带来巨大经济效应。[8] 

在厦门第九届海峡杯国际慢速垒球邀请赛揭幕式上，肩负传承嘉农棒球光荣传统

重任的台湾嘉农农业发展基金会总裁蔡武璋来到现场，把一枚大型垒球交到厦门

大学棒垒球队、厦门棒球协会主教练张添均的手上。这也牵出了棒垒球运动从台

湾兴起终能传扬并回归大陆的一段佳话。[9]可以说厦门台商慢速垒球联盟还肩负

着两岸体育文化交流的桥梁，是促进两岸交流的一种特殊管道。由此，厦门台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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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垒球联盟其承担着棒、垒球运动在厦门发展重任的艰巨可见一斑。 

2.3 厦门地区棒垒球发展为两岸交流之良好桥梁 

厦门地区因地理位置及交通便利上优势，在两岸沟通及交流上起着重要的作

用。另则台湾棒垒球文化氛围浓厚，厦门的棒垒球运动发展与台湾地区之交流是

必不可少的，这样不仅能促进厦门棒垒球加速发展还能增加两岸交流的丰富性，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的佳机。陈少坚.谢军 （2007）《闽台体育文化交融与发展》

对台体育交流模式分析、闽台未来体育交流模式探讨、闽台高等体育教育体系概

要等，通过此能了解到台湾体育文化开展模式的建构以及值得一些借鉴交流学习

的对策。[10]陈少坚 （2013）《改革开放以来海峡两岸竞技体育领域交流回顾与展

望》指出两岸竞技体育的交流的特殊作用并且列举多项实例说明两岸体育开展协

作交流之益处。[11]刘明辉.刘英杰 （2008）《厦门与台湾体育交流合作的发展愿

景与对策》提到厦门与台湾体育交流合作的现状与展望，对于未来合作的方向及

机制给予宝贵的意见。[12]王惠.林致诚.徐京朝 （2008）《体育社团对海峡两岸体

育交流影响的探讨》说明了两岸之间体育社团交流好的作用与促进两岸间的融合

与创造和谐氛围，并且提出几点改善机制以达到更好的交流效果。
[13]
林琳.许红

峰.邱冠寰 （2010）《体育社团在海峡两岸体育文化交流中的价值审视》中说明

体育社团对两岸起到桥梁枢纽、整合两岸体育资源、带动其他领域的合作等作用

以及近几年两岸体育文化交流中的价值及正面意义。[14] 

2.4 对美国棒、垒球开展的研究 

国外校园及社会中对于棒垒球的开展体制已是相当完善，而且特别是对于校

园棒垒球之开展更是有其特别独到之处，所以学习国外的棒垒球推广之模式也不

失为是一可行之处。梁友德 《美国学校的棒球运动》对美国校园棒球发展系统

的解说以及成效值得中国校园棒垒球的借鉴。[15]（2012）《“教育”助力美国职棒

大联盟》2010年至 2013 年，美职棒 MLB棒球乐园活动每年厦门站都开设活动，

其中 2013年是与厦门大学体育部及厦门大学棒垒球社合作在校内开展，吸引众

多人潮参与其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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