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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達世足賽再度掀起足球熱，日、韓表現亮眼的同時，台灣民眾羨慕不已，但

我足球的實力廿年來卻原地踏步。關心足球不應該只是四年一次，提供以下三

個面向供主事者省思。 
 
首先，成立職業足球聯盟。職業運動是帶動整體產業的火車頭，定期的賽事除

了能提升我足球員整體實力之外，還能擴大台灣足球產業規模和相關工作機

會。像是日、韓皆有職業足球聯盟，有多支的職業球隊，已普遍獲得社會認

同、並同時讓小球員看到未來努力的目標和願景。 
 
平心而論，多年來台灣足球發展在各界的積極努力下，參與的人口數有顯著的

增加，尤其在幼兒足球和中小學階段。然而，一旦遇到升學壓力時，因為職業

運動前景的現實考量，小球員被迫離開足球，轉而投入職業化的運動項目或是

專注學科，出現「向上斷層」的窘境。試想，如果社會看不到足球員未來的工

作機會，家長怎會放心支持和鼓勵小孩繼續投入？若沒有足量的基層足球選手

投入訓練，如何在國際競技場上讓世界看見台灣？ 
 
其次，重視球員發展。台灣的學生足球其實有許多好的球員，只是在比賽和訓

練的過程中，因為運動傷害影響日後的發展者不在少數。因此，政府應搭上近

年來各區域醫療院所新興的運動醫學和心理諮商等專科，利用劃分責任區域或

球隊，主動與醫療體系合作，一同善盡社會責任，照顧基層球員的身心發展。 
 
最後，完善球場設施。國內社區足球場設置仍有不足，這對整體足球發展相當

不利。誠如上述，近年來雖然足球人口增加，但常找不到地方踢球，所以政府

應該仿效鄰近國家，積極盤點閒置空間，如：廢棄多時的軍事用地、少子化下

的校舍等，規劃作成足球場地，供地方政府經營或企業贊助、認養，才能作為

我國足球產業發展的強力後盾。 
 
台灣因政治現實需要在國際重要舞台被看見，而全球體壇的關注度，其實足球

遠遠超過棒球和籃球，所以我國實在不應輕視足球發展。只要有長遠的規劃，

民眾足球風氣就會更為盛行，職業足球一定能逐步發展，國家隊也將更有競爭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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