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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職業足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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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足球最早的出現於中國戰國時代的蹴鞠。但是，沒有證據顯

示古代足球和 1863 年源於英國的現代足球之間的關係。 2004 年

初，經專家、學者的考證和國際足總的確認，古代中國的蹴鞠是

足球運動的最早雛形，亞洲足聯秘書長維拉潘頒發了起源紀念盃

和證書。 早在 2300 多年前，蹴鞠就已誕生併流行於中國臨淄 (今

山東省淄博市臨淄區 )。最 早確切可信的文字記載這項運動者，當

屬《戰國策》和《史記》，當時它以具有軍事性和娛樂性雙重性

質 的 活 動 而 被 記 錄 下 來。其 後 經 過 改 良 令 蹴 鞠 慢 慢 普 及，到 了 隋 、

唐時代，蹴鞠和佛教一起傳到了日本，今日日語及韓語中仍可見

稱足球為「蹴球」的用法，這便是受到中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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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足球是足球運動或足球比賽的簡稱；當然它也指足球比賽中的用球，但在這

裡它代表前者。標準的足球比賽由兩隊各派 11 名隊員參與，包括 10 名球員及 1

名守門員，互相在長方形的草地球場上互相對抗、互相進攻。比賽目的是盡量將

足球射入對方的球門內，每射入一球就可以得到一分，當比賽完畢後，得分最多

的一隊則代表勝出。如果在比賽法定時間內得分相同，則須看比賽章則而定，可

以抽籤、加時再賽或互射十二碼罰球等形式比賽分高下。足球比賽中除了守門員

可以在己方禁區內利用手部接觸足球外，球場上每名球員只可以利用手以外的身

體其他部分控制足球(開界外球例外)。 

    現代足球運動源於英國，亦為當今世界上開展最廣、影響最大的體育項目之

一，被認為是世界第一運動，在和平年代亦被稱作是「國與國間沒有硝煙的戰 

爭」，甚至因其豐富的內涵和感染力被視作一門藝術。 

 

貳、早期足球的發展 

 

    1863 年 10 月 26 日，世界上和西歐第一個正式的足球組織(英格蘭足球協會)

於英國首都倫敦成立。此後，並統一了足球規則，足球運動在全球廣泛傳播。而

現代足球運動的比賽章則，皆基於當時的英格蘭足球協會比賽章則演化而成。1863

年 10 月 26 日這一天也被作為現代足球運動的誕生日。 

    1904 年 05 月 21 日，法國、比利時、西班牙、荷蘭、丹麥、瑞典、瑞士 7個

國家足球協會的代表在巴黎召開會議，成立了足球的國際組織國際足球總會。1993

年共有會員國 168 個。  

  足球是較早被列入奧運會正式比賽的運動之一，但作為世界第一大球的足

球，卻始終沒有在奧運會居有重要的地位。足球雖自 1900 年第二屆奧運會始就被

列為正式比賽項目，但前幾屆未受到重視，雖為正式比賽卻具有表演性質。人們

通常將 1908 年看作奧運會足球賽的開始，因為那年舉行的第四屆奧運會上開始由

各國家隊參加比賽。  

  奧運會的足球比賽，一直處於業餘和職業選手的參賽資格爭議之中。第一次

世界大戰前，國際足總和國際奧會未對參賽者的資格嚴格審查，英格蘭的職業足

球運動員沒有受阻，所以該隊於 1908 年和 1912 年連奪兩屆奧運會足球冠軍。第

一次世界大戰後，職業足球風靡歐洲大陸，但多數是非公開化的。與此同時，南

美洲足球運動發展迅速，並在奧運會上崛起，使奧運足球進入全盛時代。在兩次

世界大戰之間的三屆奧運會中，處於黃金時期的足球運動一度成為奧運會僅次於

田徑的重要比賽。南美足球的崛起，使歐洲足球在奧運會上的霸主地位難保，也

使國際足壇步入了歐洲、南美對抗的新時期。這期間英格蘭足協要求國際足總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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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餘" 的內涵做出明確解釋。1920 年羅馬會議上，國際足總作出了實際上承認非

公開性職業足球為業餘足球的瑞士提案。英國的 4個足協集體退出國際足總以示

抗議。同時，非公開性職業足球最為明顯的奧地利、匈牙利、捷克等被禁止參加

1928 年第九屆奧運會足球賽。這屆奧運會由於除北歐以及南斯拉夫外的東歐國家

均未派隊參賽，雖然阿根廷、烏拉圭、智利、墨西哥等美洲國家派員參加角逐，

但參賽隊數卻減至 17 個，比賽水準大受影響。連續 3屆奧運會將歐洲一流球隊拒

之門外，促成了首屆世界盃足球賽於 1930 年誕生，而這一大賽的展開使奧運足球

賽陷入困境。1932 年洛杉磯奧運會，竟無一歐洲國家對足球賽感興趣，結果這屆

奧運會被迫取消了足球賽。這是足球運動步入奧運會後，唯一的一屆不進行足球

比賽的奧運會。在舉行了兩屆世界盃賽後，各國足球體制迅速發生變化，昔日為

參加奧運會而採取非公開性職業足球體制的國家已無需再那樣做，正式宣佈實行

職業足球。因此，國際奧會要求奧運會作為世界業餘足球的較量場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職業足球風行歐洲、南美大多數國家，奧運會足球賽成

為年輕業餘手進入職業隊的跳板。但是，蘇聯及東歐國家 (除南斯拉夫外) 仍堅

持非公開性職業足球。這樣就使其在奧運足球賽上佔有明顯優勢。從1952年到1980

年的 8屆奧運會中，蘇聯和東歐國家一直處於壟斷地位，其中有 5屆是他們囊括

前 3名，甚至前 4名。東歐國家的這種足球體制引起了西方國家的強烈反對。1956

年墨爾本奧運會，大多數歐洲國家拒絕參加足球比賽，使奧運會足球賽再次陷入

危機。  

  1960 年，國際足總規定：凡參加過世界盃賽的球員不得參加奧運會足球賽。

但到了1972年，這一規定又被國際足總中止執行，蘇聯和東歐國家再次受益。 1978 

年，國際足總決定，並于 1983 年重申：歐洲和南美國家不得讓參加過世界盃賽 (包

括預選賽) 的球員參加奧運會。但由於確定球員職業和業餘資格的權利在各國奧

會，問題仍未得以解決。1984 年，國際足總主席夏維蘭治宣佈，除歐洲和南美參

加過世界盃決賽的球員不得參加奧運會外，今後不再分職業和業餘。這一決定使

奧運足球有了新的轉機，1984 年洛杉磯奧運會足球賽水準有了明顯提高。1988 年

07 月，國際足總正式決定：今後奧運會足球賽球員年齡將限制在 23 歲以下，並成

為國際足總系列賽 4個年齡組中的一個世界大賽，在巴塞隆納奧運會上開始實施。

這一變革使奧運會足球賽的吸引力空前提高。 

 

參、現代足球的發展 

 

    目前，歐洲與南美洲被公認為足球水平最高的兩大洲，主要的足球強國都集

中在這兩個洲，足球在這兩大洲都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歐洲足球流派技術簡練

實用，注重配合，個人素質上力量強，速度快，作風硬朗，以德國、義大利、法

國、荷蘭、葡萄牙、英格蘭、西班牙等為代表，歐洲擁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職業

聯賽。南美洲足球流派則講究個人技術，注重短傳配合和個人突破，以巴西、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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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廷、烏拉圭等為代表。在其他洲方面，除了亞洲以外，其他洲的足球盛行程度

也尚稱平均。長期以來，足球在北美洲發展緩慢，在美國和加拿大都不是第一運

動，但近些年美國的足球水平有了很大提升；而中美洲的大多數國家均為足球為

第一運動，而且實力不俗，最強的球隊是墨西哥。而大洋洲則以紐西蘭獨強，其

他國家足球水平很低。澳大利亞的實力強於紐西蘭，但已經加入了亞足聯。 

    足球在非洲是第一運動，而且非洲尤其是西部非洲是近年足球水平進步最快

的地區，奈及利亞、塞內加爾、象牙海岸、喀麥隆、迦納近幾年湧現出不少優秀

球員。足球在亞洲地區也非常盛行，但大多數國家足球水平並不高。近年亞洲足

球有了一定的進步，在 2010 年非洲舉行的世界盃比賽上，有 2支亞洲球隊打進淘

汰賽。 

 

肆、亞洲職業足球發展成功國家 

 

一、日本甲組職業足球聯賽 

    日本甲組職業足球聯賽是日本最高等級的職業足球聯賽系統，由社團法人日

本職業足球聯賽所主辦，於 1993 年舉行首屆賽事，是日本足球的推廣及強化實力

與及地區發展等的重要振興項目，亦是亞洲區其中一個最受歡迎及最具質素的足

球聯賽，亦是亞洲區唯一達到 A級級數的本土聯賽。聯賽成立初只有單一聯賽，

直至 1999 年增設乙組聯賽，將日本職業足球聯賽分為甲組聯賽（簡稱：J1）及乙

組聯賽（簡稱：J2），同時設有升降級制度。日本甲組職業足球聯賽目前共有 18

支球隊參與，鹿島鹿角是聯賽中最成功的球隊，曾經奪得過 7次日職聯總冠軍。 

    日 本 在 20 世 紀 初 期 才 推 行 足 球 運 動 ， 在 全 國 各 地 陸 續 開 設 足

球 學 校 ， 並 於 1921 年 日 本 足 球 協 會 （ JFA） 正 式 成 立 ， 同 年 舉 辦 了

第 一 屆 全 國 盃 賽 （ 1946 年 易 名 為 現 今 的 天 皇 盃 ） 。 至 於 日 本 全 國 聯

賽 於 1965 年 正 式 成 立，但 球 隊 全 部 由 工 業 財 團 贊 助，球 隊 名 稱 也 是

以 工 業 財 團 為 命 名 ， 例 如 ： 古 河 電 工 、 三 菱 重 工 、 日 産 汽 車 ， 球 會

經 費 全 部 由 工 業 財 團 承 擔 ， 故 此 球 隊 名 字 全 部 沿 用 財 團 的 名 稱 。 80

年 代 ， 國 內 以 相 撲 及 棒 球 比 較 受 歡 迎 ， 足 球 當 時 仍 未 普 及 ， 日 本 足

總 希 望 能 夠 組 織 一 個 職 業 足 球 聯 賽 ， 能 夠 將 足 球 會 成 為 一 個 職 業 性

的 獨 立 個 體 。 由 1988 年 開 始 商 討 ， 直 到 1993 年 首 屆 日 本 職 業 足 球

聯 賽 成 立 。  

    首 屆 日 本 職 業 足 球 聯 賽 共 有 10 隊 隊 伍 參 加，並 且 獲 得 約 2,000

萬 美 元 的 資 金 重 組 ， 因 而 得 到 全 面 的 革 新 ， 放 棄 舊 有 的 制 度 ， 並 禁

止 球 隊 以 商 業 贊 助 命 名 ， 改 用 所 屬 城 市 名 稱 。 最 終 冠 軍 由 川 崎 綠 茵

奪 得。J.LEAGUE 參 賽 隊 伍 逐 年 不 斷 增 加，由 首 屆 10 隊 球 隊 參 加，增

至 2005 年 有 18 隊 球 隊 參 加 。 由 於 當 時 日 本 經 濟 發 達 ， 得 到 強 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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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費 力 推 動 下，令 J.LEAGUE 聲 名 大 噪。此 外，廣 泛 的 電 視 轉 播 及 市

場 推 廣 ， 令 球 會 收 入 大 增 ， 因 此 ， 球 會 有 財 力 輸 入 大 量 來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著 名 外 援 球 員 ， 而 日 本 國 家 足 球 隊 的 實 力 得 以 提 高 ， 1998 年 更

首 次 出 席 世 界 盃，可 惜 90 年 代 末 經 濟 面 對 重 大 打 擊，加 上 亞 洲 金 融

風 暴，J.LEAGUE 一 度 步 入 低 潮，球 賽 入 座 率 大 減，但 隨 著 2000 年 推

出 足 球 彩 券 及 成 功 地 與 南 韓 合 辦 2002 年 世 界 盃 決 賽 週，令 J.LEAGUE

發 展 亦 止 跌 回 升 。 其 後 多 名 日 本 國 腳 先 後 重 登 陸 歐 洲 ， 並 且 取 得 不

錯 的 成 績 。 J.LEAGUE 在 早 期 為 日 本 足 球 建 立 一 個 很 好 的 基 礎 ， 令 日

本 成 為 亞 洲 最 具 實 力 的 足 球 強 國 之 一。此 外，J 聯 賽 在 開 辦 初 期 為 吸

引 球 迷 ， 增 加 比 賽 刺 激 度 ， 所 以 規 定 每 場 比 賽 必 須 分 出 勝 負 ， 如 果

90 分 鐘 打 平 ， 則 通 過 金 球 制 的 加 時 賽 ， 如 加 時 賽 仍 不 分 勝 負 ， 則 要

通 過 點 球 大 戰 分 出 勝 負 。  

 

二、南韓甲組足球聯賽 

    創 立 於 1983 年 ， 當 時 名 為 南 韓 超 級 足 球 聯 賽 。 一 開 始 共 有 五

支 球 隊 參 賽，分 別 是 哈 利 路 亞、大 宇、POSCO、 Yukong 象 以 及 國 民 銀

行 。 哈 利 路 亞 以 一 分 之 差 擊 敗 大 宇 ， 拿 下 首 屆 聯 賽 冠 軍 。  

    在 1994 年 ， 韓 國 足 球 聯 賽 經 歷 了 一 段 漫 長 的 鬱 悶 期 ， 國 內 足

協 決 議 改 組 其 聯 賽 ， 而 新 聯 賽 就 名 為 K 聯 賽 。 自 那 時 開 始 ， 聯 賽 參

賽 隊 伍 不 斷 增 加 ， 到 了 2011 年 賽 季 ， 已 有 16 支 球 隊 參 賽 。 在 一 開

始 創 始 的 五 支 球 隊 中，只 剩 下 大 宇（ 釜 山 偶 像 ）、POSCO（ 浦 項 製 鐵 ）

和 Yukong 象（ FC 富 川、濟 州 聯 ）仍 存 在，國 民 銀 行 在 1984 年 退 出 ，

哈 利 路 亞 則 是 在 其 退 出 聯 賽 隔 年 退 出 。 大 部 分 的 K 聯 賽 球 隊 都 是 由

大 韓 民 國 的 財 團 贊 助 ， 從 它 們 的 名 字 就 可 以 察 覺 。 隊 伍 名 稱 通 常 是

主 場 所 在 地 加 上 贊 助 企 業 之 名 。 例 如 大 宇 隊 （ 主 場 是 釜 山 ） 隨 時 間

演 進 有 以 下 不 同 稱 呼：釜 山 大 宇、釜 山 大 宇 皇 家、釜 山 I'cons 及 最

新 的 釜 山 I'Park。 球 隊 改 名 也 有 因 為 搬 遷 主 場 的 ， 例 如 在 2003 年

底，LG 贊 助 的 樂 金 安 養 印 度 豹 就 決 議 離 開 原 來 主 場 -安 養（ 首 爾 的 衛

星 市 鎮 ）搬 到 2002 年 世 界 盃 首 爾 的 開 幕 戰 主 場 -首 爾 世 界 盃 體 育 場。

於 是 球 隊 易 名 為 FC 首 爾 ， 不 過 此 舉 卻 引 起 很 大 爭 議 ； 2006 年 FC 富

川 也 效 法 FC 首 爾 ， 將 其 主 場 搬 至 濟 州 島 。  

    K 聯 賽 是 目 前 南 韓 唯 一 的 職 業 足 球 聯 賽 ， 而 其 是 一 個 封 閉 聯

賽 ， 也 就 是 說 聯 賽 隊 伍 沒 有 升 級 和 降 級 的 制 度 存 在 。 目 前 K 聯 賽 有

16 支 隊 伍 ， 南 韓 水 準 在 K 聯 賽 之 下 的 足 球 聯 賽 就 是 韓 國 國 家 聯 賽 。

韓 國 國 家 聯 賽 是 成 立 於 2003 年 的 半 職 業 足 球 聯 賽，同 樣 也 是 封 閉 聯

賽，有 15 支 隊 伍。2007 年，南 韓 足 協 創 立 挑 戰 者 聯 賽，同 樣 也 是 封

閉 聯 賽，有 18 支 隊 伍。韓 國 足 協 正 在 計 畫 制 定 一 套 K 聯 賽 和 韓 國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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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聯 賽 間 的 升 降 級 辦 法 ， 原 本 預 計 2007 年 會 開 始 施 行 ， 但 是 截 至

2010 年 還 沒 有 實 行 。  

 

三、中國足球協會超級聯賽 

    由中國足球協會組織的，中國最優秀的職業足球俱樂部參加的全國最高水平

的足球職業聯賽，仿照英格蘭足球超級聯賽，簡稱為中超聯賽。該聯賽開始於 2004

年，脫胎自原中國足球甲級 A組聯賽。第一屆有 12 支球隊參加，首兩屆暫停升降

級制度，於 2006 年恢復升降級（但由於 2006 年四川冠城解散及 2007 年上海申花

與上海聯城合併，故這兩年都只實行「升二降一」，即從中甲中升兩隊，降一隊到

中甲）。 

    2008 年 賽 季 起 正 式 恢 復 到 原 先 計 劃 的（「 升 二 降 二 」制 度 ）。

在 中 超 成 立 之 初 ， 由 於 硬 體 設 施 不 能 達 到 中 國 足 協 所 制 定 的 中 超 准

入 標 準 ， 遼 寧 隊 的 參 賽 資 格 曾 引 起 過 很 大 爭 議 。 2006 年 4 月 ， 為 進

一 步 完 善 中 國 足 球 產 業 的 市 場 化 進 程 ， 中 國 足 球 協 會 與 所 有 中 超 聯

賽 參 賽 俱 樂 部 共 同 出 資 成 立 了 中 超 聯 賽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 2007 年 由 於

上 海 聯 城 和 上 海 申 花 的 合 并 ， 有 15 支 俱 樂 部 隊 參 加 第 四 屆 中 超 聯

賽 。 2008 年 ， 第 一 次 有 16 支 隊 伍 參 加 中 超 聯 賽 ， 但 是 於 10 月 初 ，

武 漢 光 谷 因 稱 中 國 足 協 違 反 程 序 對 其 進 行 不 公 處 罰 而 退 出 中 超 聯

賽 。 因 為 國 家 隊 長 期 成 績 不 佳 ， 加 上 中 國 足 球 超 級 聯 賽 存 在 管 理 腐

敗 ， 賭 球 成 風 問 題 ， 2009 年 後 已 經 引 起 了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中 央 領 導

的 關 注 ， 包 括 習 近 平 ， 劉 延 東 分 別 在 不 同 的 場 合 提 到 中 國 足 球 問 題

以 及 親 身 參 與 中 國 足 球 的 會 議。2009 年 11 月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公 安 部

展 開 中 國 足 壇 反 賭 風 暴 行 動，大 範 圍 打 擊 抑 制 足 球 發 展 的 賭 球 行 為。 

 

伍、亞洲足球展望 

 

    亞洲展望是亞足聯最為重要的足球發展計劃之一，其主要的目的是寄望於全

亞洲足球，無論是在足球、管理或者是運動科學方面的水平都能夠有所提高。亞

洲展望是亞足聯主席默哈默德賓哈曼一手創造，這一足球發展理念提出於 2003 年

1 月，在經過 9個月的精心策劃之後，哈曼主席在多哈舉行的國際足聯年會上向所

有代表及嘉賓公佈了這一亞洲足球發展 計劃的宏偉藍圖。亞足聯主席堅定地相

信，擁有 3.7 億人口的條件，亞洲足球是有潛能讓更多的國家晉級到世界高水準

足球國家，其最終目標希是希望亞洲足球隊在未來能夠為亞洲捧得世界盃。  

    哈曼主席所鑒定的展望計劃中所發展的 11 個元素類似於球場上的 11 名足球

員－如果亞洲各國願意加入這一計劃，那麼在不久的未來，亞洲足球就一定會像

歐洲及世界其它各地一樣，足球水平將會有著顯著 提高。這 11 個元素就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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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協會（守門員）；市場開發、青少年足球發展、教練員培訓、裁判員培訓、運動

醫療（後衛）；男子競賽、女子競賽、室內足球（中場）；媒體、球迷（前鋒）。 亞

足聯已經為這 11 個足球發展聘請了顧問專家，在亞足聯各發展官的從旁協助下，

這些顧問專家將會在亞洲的西亞地區、中、南亞地區、東南亞及東亞地區全面輔

助當地發展足球。  

    亞足聯前任秘書長拿督彼得維拉潘是亞洲展望計劃的總監。亞洲展望的本

質，是要得到最高的成功與成果，要完成這目標，就必須要確定所有的足球發展

計劃是正確的，適用於各個足球發展地區。計劃的開始將會拜訪亞足聯所屬的各

個會員協會，以評估每一個成員國的情況。經過評估以後，將會為成員國設立一

個目標及提供一些發展的建議及計劃，這樣，國際協會的成員國就能有選擇地為

自己的國家 進行亞洲展望的計劃。亞洲所屬的 7個會員協會已經開展了亞洲展望

計劃，它們是中國、印度、孟加拉、越南、印度尼西亞、伊朗及阿曼。  

    亞洲展望計劃也得到國際足聯的大力支持，國際足聯主席布拉特也向全世界

表明『未來屬於亞洲』。亞足聯也將這句話作為自己的座右銘，並且堅信亞洲展望

是確保亞洲實現自己夢想，能夠在未來獲得成功的金鑰匙。 

 

陸、台灣足球未來展望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秘書長 王筱薰 

    感謝足協同仁的努力，讓第一期中華足協電子報能夠順利發行，我們希望未

來每個月都能夠看到更精彩的內容，讓這份刊物與我們共同見證台灣足球的改革

過程。 

    加入足協第二個月，我向理事長提出了一份中華足協十年發展計畫大綱，內

容涵蓋了各級國家隊的強化、青訓的紮根、足球職業化、教練裁判等等的改革、

場地與賽事發展等六大部份。六大部份中，場地與職業化是最困難也是我們最需

要政府協助的，其餘部份則是我在接任後立即敦促協會同仁開始努力的部份。 

    在青訓改革與賽事部份，經過無數次的內部會議討論與準備工作，我們目前

計劃在 12 月上旬公佈全新的青少年競賽規劃，從明年春季開始陸續在各縣市展開

區域性的分級分齡聯賽，用地區性聯賽制取代以往的集中盃賽制，運用分級的方

式鼓勵更多非足球班的球隊參賽，同時打開大門，納入各個民間俱樂部球隊，國

際學校或日僑學校等等，讓 U8、U10、U12 等年齡層的球隊能夠與自己程度相當的

球隊進行週末聯賽，如果發展順利，我們會在 2013 年將年齡層區分的更細；聯賽

設計的目的是讓球員能夠有較多的「比賽-訓練-比賽」的機會，以便提升球員水

平，不再有打完一場大盃賽後就會有好幾個月沒有球賽可磨練的窘境。相信這樣

的制度變革能夠吸引更多的球隊成立藉以推動基層足球的發展。 

    另外在菁英青訓的部份，目前我們只有選拔組訓 U13 以上的國家代表隊，其

他年齡層僅靠各級學校教練或俱樂部零星培養，與其他國家由職業俱樂部的青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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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從小培養的做法差異頗大，如果不改變，未來的職業隊或國家隊將無法達到

較高水平。所以我們規劃從明年開始，分區公開選訓 U8、U10、U12 等年齡層天資

優異的菁英儲備球員，引進優秀的外籍教練帶領國內年輕優秀教練，自 2012 年七

月起利用週末與寒暑假定期在北中南東四地集訓，由家長自行接送不過夜，每次

集訓 2.5 小時，採取「比賽-練球-比賽」的方式，參考巴塞青訓模式加以改良，

並邀請基層教練觀摩教學並將訓練教材內容公佈, 藉以逐步的將最新的青訓觀念

向基層教練傳遞出去, 如果可以順利運作，那麼寒假 10~15 天，暑假 20~30 天，

平日每個月集訓 2次，每年集訓時間至少 45 天次，其餘時間球員跟隨所屬校隊或

俱樂部練球比賽，當這些菁英儲備球員成長到 13 歲時就有機會選入正式代表隊，

又因為菁英儲備球員採用同一套訓練系統，未來分齡代表隊球員的觀念的整合就

變的容易多了。 

    教練制度的改革與裁判的發展也是一大重點，目前國內的教練証照制度早已

不合時宜，教練缺乏沿續性的學習管道，我們計畫讓國內的教練制度能夠與亞足

聯的教練制度結合，在今年內推出全新的四級証照度，要求合格教練必需定期參

與溫故知新的課程，並且讓証照的培訓內容更紮實，我們也計劃陸續提出各年齡

層的教練指導方針，甚至建議的訓練計劃，藉此來提升球員的訓練素質。在裁判

的發展部份，我們希望配合地區聯賽的發展，在各地逐步導入年輕的初級裁判，

再從中挖掘有潛力的裁判加以有系統的培養，逐步爭取增加我們國際裁判的名

額，希望未來能夠在國際大型賽事中有更多執法的機會，在菁英青訓與教練制度

的改革過程中，我們也會適度的尋求國際足球社會的支援，借以彌補國內指導人

材的不足。 

    2011 亞足聯主席盃台電隊首度奪冠，締造台灣足球發展史上的一個新記錄，

隨後而來的龍騰盃邀請賽中，以台電冠軍隊球員為班底的中華隊卻意外慘敗給香

港隊，令人心痛之餘，也證實了職業足球聯盟必需建立的重要性，因為惟有發展

出高水準的職業聯賽才能磨練出強大的國家隊，而職業足球俱樂部球隊的青訓部

份也會大幅度提升青年梯隊的水準，主席盃台電隊奪冠後，亞足聯副會長、秘書

長與競賽部總監都紛紛問我計劃何時開始申請進入下一個層級-亞足聯盃的比

賽，我當然希望是越快越好，但是依亞足聯相關規定中，參與亞足聯盃的資格為

國內有一個有至少 8支職業足球俱樂部球隊(亞洲冠軍聯賽為 12 隊)參與的聯賽，

且每隊必須自行擁有合格的專用足球場地或者是該場地的優先專用權，目的是進

行主客場制的職業聯賽，遺憾的是這樣的場地我們目前一個都沒有。 

    職業足球專用足球場地是我們急需政府出面協助的部份，全世界有上百個國

家已經在政府的協助下發展出成功的職業足球聯賽，不但帶動各國足球經濟的蓬

勃發展，更創造出成千上萬的國內就業機會。在台灣面臨經濟轉型挑戰的今天，

足球經濟正好可以補上這塊由出口經濟轉為內需的空缺，以日本與國際的發展經

驗估算，如果政府的總投入為 30 億元，每個就業機會的投入成本不過數十萬元，

失業率將因此大幅下降，而經濟成長也能因此上揚，而依照英國對過去百年經濟

發展的研究，足球經濟更是唯一能在各個經濟循環中始終屹立不搖，成為國家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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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與人民心靈的長期支柱。 

    我們目前正在全力的爭取政府官員對足球發展的支持，足球的發展沒有任何

特效藥，必需長時間持續的正確的努力耕耘，才可能在一二十年後逐步開花結果。

這個過程，我在接任秘書長一職時，就與現任的理事長盧崑山先生取得共識，願

意與整個足球大家庭，共同無私的為台灣展開這一個足球大工程。我們希望竭盡

所能為台灣的足球發展奠定一個紮紮實實的基礎，讓往後的發展能夠在這個基礎

上無限的延伸， 將一二十年後的國家隊實力提升到亞洲一級，進而放眼世界。 

    我們在這裡，誠摯地請求我們的政府、我們的社會、我們的人民，改變你們

的思惟，一同投入這個重建的巨大工程。在足球的國際競爭中，我們必須立刻加

速追趕，如果我們做的正確，我們是有機會的。我們也都很清楚，如果現在不去

做，未來台灣的足球仍然不會改變。我們的各級國家隊仍然與過去三十年一般，

像流浪漢般的在四處找場地練球；我們的國際賽事，也無法正常舉行；我們的職

業足球，依然不見蹤影；我們的代表隊，還是不會有強大的競爭力。然而，如果

我們破斧沉舟的勇敢做下去，我們不但能開創一個全新的足球經濟，打造相關就

業機會，更能站上亞洲的巔峰，進而放眼全世界，讓世界各國的人民尊敬。當足

球早已成為世界各國傾全國之力發展的第一運動時，台灣不能再做井底之蛙，應

該勇敢的面對挑戰，並且承認我們已經大幅落後的事實，全面性的發展這項能讓

我們走出小島邁入國際社會的世界第一運動，讓我們攜手同心，創造一個新的台

灣奇蹟，為下一代打造一個 "足球新台灣"。 

秘書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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