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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4 年第 33 屆巴黎奧林匹克運動會（下稱巴黎奧運）於 2024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11 日，在法國巴黎舉行，為期 17 天，競賽種類總計 32

種，共有 206 個國家參賽。 

本屆奧運我國計取得射擊 8 席、田徑 4 席、射箭 6 席、游泳 2 席、

體操 2 席、桌球 6 席、拳擊 6 席、輕艇 3 席、跆拳道 1 席、舉重 3 席、

高爾夫 4 席、柔道 3 席、網球 4 席、羽球 6 席、擊劍 1 席及霹靂舞 1 席，

共計取得 16 個運動種類 60 席參賽資格。 

我國為備戰巴黎奧運，以獲得最佳競賽成績，於原定 2022 年舉辦杭

州亞洲運動會（以下簡稱 2022 年杭州亞運）啟動規劃並推動我國參加巴

黎奧運選手培訓及參賽實施計畫，偕同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以下簡稱國

訓中心）與國家運動科學中心（以下簡稱運科中心）透過各項資源之整

合，包括運動科學、運動醫學、訓練輔導、營養、情蒐及行政等支援團

隊，並偕同國訓中心與運科中心首次合作籌組運科支援團（30 人），包括

生理恢復、運動心理、體能訓練、情蒐與醫療防護，並租賃膳食公寓、

物理治療診所以及運動中心 3 個支援據點，從訓練、治療及飲食服務，

更完整提升選手們後勤與運動科學支援量能系統，作為選手在賽場上奮

力拼搏時，最堅實的後盾，協助選手爭取奧運佳績。 

本次我國參加巴黎奧運獲得 2 金 5 銅成績，於 206 個國家排名第 35

名，其中羽球男子雙打為奧運二連霸、射擊（男子定向飛靶）和體操（男

子單槓）為奧運首面獎牌，以及拳擊是奧運首面金牌及本屆奧運獲最多

獎牌，展現政府近年來增加體育經費預算，讓更多運動發展基金挹注優

秀選手培訓與籌組訓練團隊、建構運動科學後勤支援機制及跨部會及民

間團體共同合作，讓巴黎奧運寫下我國參加歷屆奧運以來次佳成績之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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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奧林匹克運動會（下稱奧運）為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下稱國際奧

會）主辦，是全世界最高層級且舉辦規模最大之綜合性運動賽會，也是

國際體壇每 4 年 1 次的盛事，其組團參賽為政府施政重點之一。自首屆

於 1896 年在希臘雅典舉行迄今，已有超過一百年歷史，本屆 2024 年第

33 屆巴黎奧運計有 206 個國家參賽，為各國所重視之世界最高競技運動

殿堂。 

奧運之參賽有別於其他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需依國際奧會與各國

際單項運動總會所制定之參賽資格及每一競賽項目均設有員額限制規

定，讓全世界各單項的菁英選手透過客觀參賽標準、世界積分排名及奧

運資格賽等 3 種參賽資格方式爭取奧運參賽之機會，使菁英選手必須歷

經多年艱苦訓練及努力，並在堅強的運動科學、運動醫學及後勤團隊支

援下，始能取得參賽資格，再經過激烈賽事競爭，戰勝眾多強手後，最

終才能獲得獎牌，甚為不易。 

為鼓勵各運動種類積極參與世界體壇 4 年一度的盛會與協助選手爭

取我國最大量參賽資格人數，以充實國際大賽經驗並提升競技運動實

力，期於巴黎奧運全力爭取最佳競賽成績，爰於 2020 東京奧運結束後，

輔導國訓中心、單項運動協（總）會啟動備戰奧林匹克運動會黃金計畫

（以下簡稱黃金計畫 2.0）培訓計畫以及原定 2022 年舉行杭州亞運，規

劃並推動我國參加巴黎奧運選手培訓及參賽實施計畫，亦偕同國訓中

心、運科中心、單項運動協（總）會以及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以下簡

稱中華奧會）協力合作，透過各項資源之整合及籌組運動科學、運動醫

學、訓練輔導、營養、情蒐及行政等支援團隊，籌辦更完善的組團及參

賽期間後勤與運動科學支援服務，齊心全力以赴，實踐運動員夢想，並

希能突破創造歷屆奧運參賽最佳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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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巴黎奧運背景 

（一）賽事資訊 

1、舉辦日期：2024 年 7 月 26 日至 2024 年 8 月 11 日止（計

17 天）。 

2、舉辦地點：法國巴黎市。 

3、主辦單位：國際奧會。 

4、承辦單位：巴黎奧林匹克運動會籌備委員會（下稱巴

黎奧運籌備會）。 

5、舉辦口號：「奧運更開放」（Games Wide Open）。 

6、參賽國家及地區：計有 206 個會員國、地區及難民代

表團，1 萬 500 名選手參賽。 

7、競賽種類：舉辦 32 種運動種類，計 329 項競賽項目與

329 面金牌。 

（1）28 種正式競賽種類：舉重、羽球、體操（競技、

韻律、彈翻床）、射箭、拳擊、射擊、柔道、桌球、

田徑、自由車（場地賽、公路賽、山地賽、小輪

車 BMX）、網球、跆拳道、水上運動（跳水、馬

拉松長泳、游泳、水上芭蕾、水球）、高爾夫、馬

術、划船、輕艇（靜水、激流）、籃球（3x3、5x5）、

擊劍、足球、手球、曲棍球、現代五項運動、橄

欖球、帆船、鐵人三項、排球（室內、沙灘）及

角力。 

（2）4 種選辦競賽種類：霹靂舞、運動攀登、滑板及

衝浪。 

8、競賽場館：分為巴黎市、法蘭西島、法國其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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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開幕式：搭乘船艇於塞納河進行。 

10、吉祥物及信念：（1）吉祥物：弗里吉（Phryges），象

徵自由。（2）信念運動能可以改變一切，包括我們的

生活、健康及與他人的關係。 

（二）參賽資格取得方式 

1、客觀參賽標準：符合國際奧會與國際單項運動總會所

訂定參賽資格取得規定之參賽標準，如游泳、田徑等

運動種類。 

2、世界（奧運）積分排名：以各國際單項運動總會所訂

定積分排名取得參賽資格，如羽球、柔道、跆拳道、

舉重、高爾夫、網球、馬術、自由車、擊劍及滑板等

運動種類。 

3、奧運資格賽：須參加國際奧會與各國際單項運動總會

所訂定參賽資格，並取得規定之指定國際賽成績之運

動種類，如射箭、射擊、體操、桌球、拳擊、輕艇、

霹靂舞、運動攀登、角力、鐵人三項、划船、籃球、

足球等運動種類。 

二、參賽目標與備戰情形 

（一）參賽目標 

我國參加巴黎奧運，係爭取最多參賽資格名額，超越

歷屆參賽成績為目標。 

（二）備戰情形 

依據所定我國參加巴黎奧運選手培訓及參賽實施計

畫，及因應各運動種類之特性及場地設施，計有 16 種運

動、162 人（男生 100 人、女生 62 人）培訓隊施訓。 

1、營內集訓：計有田徑、游泳、舉重、跆拳道（對打）、

柔道、拳擊、桌球、羽球、射箭、體操、霹靂舞、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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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自由車等 13 種運動之培訓隊於國訓中心集訓。 

2、營外集訓：計有射擊、游泳、柔道、擊劍、桌球、體

操、輕艇等 4 種運動之培訓隊於營外訓練，亦配合訓

練需要進行國外移地訓練。 

（三）培訓執行情形 

我國運動選手培訓體系，計分四級，包含基層運動選

手、具潛力選手、國家儲備選手及國家代表隊選手，連貫

培育各運動種類優秀選手，重點培養奧運、亞洲運動會及

世界大學運動會選手。本屆巴黎奧運 60 名參賽國家代表

隊選手中，其中 52 名為黃金計畫 2.0 菁英選手。 

1、黃金計畫 2.0 菁英選手專案培訓 

為全力輔導菁英選手提升競技實力，已由國訓中

心競技強化委員會遴選射箭、羽球、拳擊、體操、柔

道、桌球、跆拳道、舉重、游泳、射擊、田徑、輕艇、

網球及高爾夫 14 種運動、計 67 位選手（男生 33 人、

女生 34 人），依選手個別需求訂定客製化專案培訓計

畫，並成立專業支援團隊，全力協助其備戰 2024 巴黎

奧運。 

2、成立專業訓輔小組 

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本署）設立「國際綜合

運動賽會運動人才培訓輔導小組」（以下簡稱訓輔小

組），透過專責之訓輔小組委員協助選、訓、賽、輔工

作，全力支援選手提升競技實力與參賽成績。 

3、培訓隊定期座談 

本署及國訓中心、訓輔小組委員於備戰 2024 巴黎

奧運期間，輔導單項運動協（總）會與各該培訓隊召

開座談，及早了解教練及選手訓練需求，以完備後勤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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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遴聘國際級教練來臺 

針對奪金、奪牌及可取得參賽資格之運動種類，

依運動種類之特性及需求，輔導單項運動協（總）會

研擬該運動整體培訓計畫及選手培訓專案，並於培訓

期間聘請舉重、柔道、桌球、跆拳道（對打）、拳擊、

輕艇、羽球、霹靂舞等 8 種運動優秀國際級教練來臺

指導我國國家培訓隊。 

5、運動科學後勤支援 

本署輔導國訓中心於培訓期間執行「提升國家競

技實力之運動醫學暨科學輔助計畫」，並由國訓中心運

科團隊、運科中心共同組成專業團隊，結合各培訓隊

之訓練需求，建構運動訓練後勤支援系統如下： 

（1）訓練監控與運動表現支援：以科學化設備與技術

輔助選手進行訓練、檢測，支援情形如下： 

A、規劃建置移動型沙袋：運科中心與國訓中心

共同合作，於拳擊場規劃建置移動型沙袋，

透過移動型懸吊軌道，增加選手訓練時的走

位變化性，並規劃導入電子控制技術，增加

訓練精準性。 

B、電子感測數據結合專項訓練監控：運科中心

協助選手目前以拳擊專用的電子感測器，配

戴於手腕處，偵測選手的揮拳次數、出拳種

類、出拳速度，搭配心跳監控與體能檢測，

定期彙整數據，並製作報告提供給教練，協

助深入追蹤訓練強度趨勢、週期變化與階段

性等備戰策略。 

C、導入新型肌力與爆發力檢測系統：依照不同

運動項目開發檢測模式，篩選關鍵因子，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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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分析選手身體能力狀況與特質，並同時透

過文獻探討，蒐集全球頂尖選手之研究數據

作為對照，製作個人化報表，將結果即時回

饋給教練、選手、運科和醫療團隊，詳細解

釋、討論每項數據的含意，比如選手的優勢

能力、肌肉在不同狀態下的發力機制、與潛

在的運動傷害風險等，目前已協助田徑、羽

球、拳擊等項目多位選手執行。 

D、以特殊感測器，監控菁英射箭選手放箭當下

之弓弦震動頻率及瞄準放箭過程之反應秒

數，透過觀測可知曉選手發力及平衡狀況，

並能藉由不同的訓練情境，評估選手壓力指

數並進行調節。 

（2）疲勞恢復策略支援：運科中心偕同國訓中心針對

選手之身體組成、疲勞監控、專項生理檢測之結

果，另運科中心持續開發特殊生化指標、免疫系

統及發炎細胞分析，輔以監控訓練強度及強化運

動表現。 

（3）專案運動醫療支援：建立個人化專案醫療小組支

援模式，視選手狀況，定期進行醫療相關檢測，

並依實際狀況會診專科醫師，與國訓中心運動科

學支援處人員、教練、運動防護員、物理治療師、

體能訓練師等團隊人員成立專案醫療小組，共同

研議選手之照護與訓練計畫，搭配定期檢測之運

動生理數據及特殊生化指標變化，制定符合選手

需求之跨領域醫療照護計畫。 

（4）運動營養支援：運科中心與大專校院合作，開發

適合選手賽事需求的能量與營養客製化點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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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快速能量、適合訓練前後使用、易於消化等

特性；另，針對量級項目選手搭配其訓練週期，

國訓中心與運科中心共同進行生理與生化評估，

由國訓中心營養師調整選手營養需求，協助選手

控制賽期體重，擬訂個別化之最佳體重管理及過

磅後恢復之營養策略。 

（5）運動心理專業支援：奧運培訓隊教練與選手的心

理支援以國訓中心為第一線臨場支援，運科中心

提供輔助資源，建立教練、選手與運動心理師三

方互信關係，共同尋求具體突破和解決問題的辦

法，以提供團體課程、個別心理計畫、個人心理

會談、專項心理訓練與隨隊臨場運動心理支援，

而支援模式包括情緒照顧、壓力管理、專注力訓

練、心理技能訓練、團體動力、傷病心理建設等。

計有 8人運動心理諮詢人員支援 13個培訓隊心理

支援工作。 

（6）科技輔助情蒐支援： 

A、科技導入賽事情蒐，建立數據蒐集、清理、

分析和理解賽事細節，進而依循專項運動情

蒐應用需求建構高速度與低延遲的分析平

台，並完備部署法國巴黎後勤與運動科學支

援中繼站與運科中心的跨國連接路由、與賽

事場地的區域連接以及情蒐內容資訊安全確

保網路，提供情蒐系統於高負載需求條件仍

能保持穩定運行。 

B、運科中心導入各領域專家學者，持續優化拳

擊、桌球情蒐系統，建構情蒐資料庫及互動

式網頁系統，運用統計方法針對比賽影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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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之敵我技戰術、動作及技巧等內容進行

分析並提供視覺化的呈現，優化整體資訊回

饋即時性，使比賽相關情蒐資訊可快速且有

效地回饋給教練選手。 

C、協助射箭隊在訓練方面：透過影像辨識，檢

測選手放箭時關鍵運動學資訊，利用 AI 視覺

人體肢段演算模組判斷射箭關鍵技術指標並

即時顯示回饋。另外在 2024 巴黎奧運之賽會

中，透過特殊感測系統開發，獲取場地風速

相關數據，並即時提供教練作為指導選手放

箭技術參考。 

5、取得參賽資格名單 

本屆巴黎奧運取得參賽資格名單，係由各單項運

動協（總）會選訓委員會依參加巴黎奧運代表隊選手

遴選辦法產生之： 

（1）舉重 3 席：女子郭婞淳、陳玟卉、方莞靈。 

（2）羽球 6 席：男子周天成、李洋、王齊麟、葉宏蔚；

女子戴資穎、李佳馨。 

（3）體操 2 席：男子唐嘉鴻；女子丁華恬。 

（4）射箭 6 席：男子湯智鈞、戴宇軒、林子翔；女子

雷千瑩、邱意晴、李彩綺。 

（5）拳擊 6 席：男子賴主恩、甘家葳；女子黃筱雯、

林郁婷、吳詩儀、陳念琴。 

（6）射擊 8 席：男子楊昆弼、李孟遠；女子田家榛、

吳佳穎、林怡君、劉宛渝、劉恆妤、余艾玟。 

（7）柔道 3 席：男子楊勇緯；女子連珍羚、林真豪。 

（8）桌球 6 席：男子林昀儒、高承睿、莊智淵；女子

鄭怡靜、簡彤娟、陳思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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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田徑 4 席：男子林昱堂、彭名揚、楊俊瀚；女子

張博雅。 

（10）網球 4 席：女子謝淑薇、曹家宜、詹詠然、詹皓

晴。 

（11）跆拳道 1 席：女子羅嘉翎。 

（12）游泳 2 席：男子王冠閎；女子韓安齊。 

（13）高爾夫 4 席：男子俞俊安、潘政琮；女子錢珮芸、

徐薇淩。 

（14）輕艇 3 席：男子吳少璿、賴冠傑；女子張筑涵。 

（15）擊劍 1 席：男子陳弈通。 

（16）霹靂舞 1 席：男子孫振。 

前開 60 名選手，男性 26 名（占比 43.33%）、女性

34 名（占比 56.67%）；其中 13 名選手具原住民族身分

（7 名男性、6 名女性），包括阿美族 6 名、排灣族 2

名、鄒族 2 名、泰雅族 2 名、太魯閣族 1 名。 

6、選手及教練待遇支給  

國訓中心業訂定「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培訓及參

賽期間選手費用支給要點」及「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

培訓及參賽期間教練與專業人員費用支給要點」，鼓勵

選手及教練全心投入訓練，以提高訓練績效。培訓期

間除提供膳宿、醫療服務、運動科學支援與國內、外

參賽（移地）費用補助外，並於每月核發選手日常零

用金，培訓隊階段依身分別每人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

（以下同）4 萬 8,000 元，而取得奧運參賽資格席次或

達奧運參賽資格之選手能再加發 5,000 元或代表隊資

格則每月加發 1 萬元；另曾獲得國際賽會成績者，擇

優加發賽會成就加給 3,000 元至 2 萬元。 

教練之薪資基本待遇（津貼），總教練每人每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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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5,270 元、教練每人每月為 9 萬 2,610 元；依過往「指

導成就」或「參賽成就」再擇優加發 3,000 元至 12 萬

元之成就加給；如指導選手取得奧運參賽席次或達奧

運參賽資格，另加發 1 萬元之賽會加給，以鼓勵實際

指導選手取得奧運參賽席次之教練。 

三、組團情形 

（一）組團作業 

1、遴選與培訓方面：由國訓中心負責辦理並搭配運科中

心共同合作 

（1）召開訓輔小組會議：由國訓中心召開會議，審議

單項協會選訓委員會依參加 2024 巴黎奧運代表

隊遴選辦法通過提送之代表隊選手及教練名單。 

（2）召開全體教練座談會及各培訓隊座談會：國訓中

心為協助支援奧運各代表隊培訓及參賽需求，每

月原則均會召開全體教練會議及各培訓隊座談

會，實際掌握訓練情形及瞭解支援協助需求。 

（3）巡視訓練場館：日常訓練期間，國訓中心會主動

前往各訓練場館巡視，瞭解各代表隊訓練狀況及

需協助事項，選手及教練們也會藉此機會反映各

項所需支援協助事宜。 

（4）訓輔小組全項委員或專項委員定期督訓：除出席

單項協會選訓委員會會議外，亦瞭解單項協會支

援、代表隊選手及教練備戰情形，掌握協會、選

手或教練們在備戰期間協助需求事項。 

（5）國訓中心與運科中心分工合作推動運動科學支援

模式：國訓中心以生理、心理、力學、營養、情

艘、體能 6 大領域執行運動科學，另運動科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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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運用由運科中心負責，而研發規劃則由運科中

心負，支援各代表隊選手及教練，隨時掌握選手

狀況及提供訓練數據分析。 

（6）激勵團隊士氣及信心：佈置場館及設置精神標語 

     ，提升團隊士氣，建立選手信心。 

2、組團參賽方面：由中華奧會負責辦理 

（1）中華奧會籌組組團專案小組、工作小組與規劃各

小組任務，並召開各項組團會議，俾利完善組團

作業。 

（2）規劃籌組工作團，支援各代表隊競賽事宜。 

（3）籌組後勤考察團及賽前考察團，藉以蒐集場館參

賽、交通資訊等支援，提供各代表隊及相關人員

參考及預為因應。 

（4）蒐集各代表隊參賽項目、日期、比賽時間及其他

相關資訊等，製作手冊提供各代表隊教練及代表

團職員於賽事期間使用。 

3、本部、本署人員分工  

（1）政要貴賓-本部鄭部長英耀（7 月 24 日至 7 月 31 日） 

A、參加奧運會開幕典禮、拜會駐法國代表處、

勒瓦盧瓦市長、海地共和國青年暨體育及公

民運動部部長、僑界代表等、視察運動科學

支援中繼站及選手村團本部。 

B、為我國參賽選手現場加油，慰勞團本部同仁

（職員、隊醫、物理治療師、防護員等）、支

援團成員（醫師、物理治療師、營養師、防

護員、廚師等後勤與運科支援人員）及考察

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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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陪賓-本部林主任秘書伯樵（7 月 24 日至 7 月 31 日） 

          、本署古秘書明芳（7 月 23 日至 8 月 14 日） 

A、擔任陪同貴賓與代表團聯繫窗口。 

B、協調重要拜會行程及國內聯繫等事宜。 

（3）貴賓-本署鄭署長世忠（7 月 23 日至 8 月 14 日） 

A、參加奧運會開幕典禮、拜會駐法國代表處、

視察運動科學支援中繼站及選手村團本部。 

B、陪同鄭部長英耀赴競賽場館為參賽選手現場

加油及慰勞團本部同仁。 

（4）顧問-房副署長瑞文（7 月 20 日至 8 月 14 日） 

A、督導團務工作。 

B、督導各運動團隊比賽，為選手教練加油打氣。 

（5）副總領隊-藍組長坤田（7 月 14 日至 8 月 14 日） 

A、協助總領隊綜理團務。 

B、協助總領隊召開並主持各項團務及每日安全

會議。 

C、訪視各代表隊比賽，替選手教練加油打氣。 

（6）副總幹事-夏科長淑蓉（7 月 14 日至 8 月 14 日） 

A、襄助總幹事綜理全團活動之安排、管理與 

    聯繫。 

B、襄助總幹事執行代表團各項工作及新聞發布

事宜。 

C、襄助總幹事擬定與執行團務會議。 

D、襄助總幹事分配與調度團務工作。 

E、每日召開安全會議。 

（7）競賽管理-楊視察金昌（7 月 12 日至 8 月 14 日） 

A、協調代表團各項參賽事宜。 

B、協調及轉達團本部對各代表隊教練有關參賽



 16 

訊息等相關事宜。 

C、協助國訓中心彙整每日競賽成績及隔日賽

程，並傳送代表團相關人員。 

D、記錄及蒐集各項競賽資料，比賽成績，撰寫

賽後報告及建議。 

E、各運動團隊選手村及飯店房間配置。 

F、各運動團隊入住村外住宿點之人員及行程規 

   劃與餐飲安排。 

G、協助選手、教練所提需求。 

H、協調及安排各代表隊交通、運動防護員之支

援及照護。 

I、協助團本部安排各代表隊出、返國。 

J、協助代表隊接送機。 

K、協助團本部貴賓接待事宜。 

L、總統、副總統、院長等賀電製作，及與各單

位聯繫事宜。 

M、臨時交辦事項。 

（二）籌組代表團、賽中工作支援團、運動科學支援團 

在代表團籌組方面，係依據國際奧會就本屆巴黎奧運

參賽職員數規定及我國取得參賽資格情形，組成 144 名代

表團，並於嚴格參賽職員數限制規定下，包括選手 60 名、

各隊教練 39 名、高爾夫桿弟 4 名、團本部職員 32 名（含

醫師 3、物理治療師 8 名及運動防護員 4 名，計 15 名）貴

賓及陪賓計 5 名、國家奧會主席、榮譽副主席、秘書長及

陪賓計 4 名。 

在賽中工作支援團籌組方面，係輔導組團單位中華奧

會在選手村外設立代表團之支援團，共 37 名，包括醫師 2

名、運動防護員 2 名、運動心理諮詢老師 5 名、陪練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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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秘書 4 名、競賽管理 1 名、訓輔委員 17 名督訓及其

他支援人員 4 名。 

在運動科學支援團，係首次籌組規劃團隊，國訓中心

及運科中心共同籌組運動科學支援團計 30 名（含 16 名運

科人員及 14 明其他支援人員），除過往膳食與醫護後勤支

援的服務外，亦參考先進國家規劃中繼站運動科學支援協

助，將擴大提供後勤與運動科學支援（體能訓練、生理恢

復、心理、營養、情蒐、力學等）。 

因此，在代表團、賽中工作支援團、運動科學支援團

3團總計42名運科人員作為本屆奧運賽會運動科學支援服

務，規劃醫師 5 名、物理治療師 8 名、運動防護員 8 名、

諮商心理師及運動心理諮詢老師計 10 名、生理恢復及營

養諮詢各 2 名、體能訓練及情蒐支援各 3 名以及護理治療

1 名。 

（三）住宿規劃及安排 

配合各競賽區域的規劃，大多數選手均居住於選手

村，惟因射擊、高爾夫比賽場地距選手村較遠，爰中華奧

會 112 年 4 月會同本署及國訓中心人員籌組後勤支援考察

團赴法國巴黎考察，後續評估為能提供較完善的支援及避

免選手舟車勞頓，已租用射擊、高爾夫競賽場館周邊的巴

黎奧運籌備會指定飯店，以提供代表隊使用及就近提供支

援。 

（四）代表隊航班及機位安排 

為減少選手及教練搭機勞頓，安排搭乘商務艙為原

則，俾利代表隊備戰參賽行程，爭取佳績，本署經與組團

單位中華奧會、航空公司幾經協商後，選手及教練之去

程、返程原則均搭乘商務艙，惟後續如有特殊狀況需要調

整日期，再予洽商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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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將偕同中華奧會就機位安排情形，出席參與國訓中

心召開代表隊座談會及教練會議時，適時妥善說明機位安

排。 

（五）選手村因應氣候在房間內硬體設施狀況 

巴黎奧運籌備會已規劃選手村住宿大樓使用地板冷

卻系統，以讓房間內地板溫度下降，如一般室外溫度 32

度以下，室內溫度預期可降溫至 23 度左右，若遇熱浪來

襲溫度達 32 度以上，室內溫度預期可降溫至 26 度左右，

另也規劃每間房間配置 1 臺電風扇。 

為確保選手舒適健康與保持競技實力，本署已輔導組

團單位中華奧會向巴黎奧運籌備會租用移動式空調 50

臺，提供選手入住選手村期間使用。 

為讓選手及早適應及感受移動式空調就寢環境，本署

已輔導國訓中心事先採購同廠牌之移動式空調，並於該中

心宿舍設置體驗房供選手及早體驗。 

（六）租用專用空間作為擴大後勤與運動科學支援服務 

1、膳食公寓支援服務站 

（1）為優化餐飲服務，已完成租用膳食公寓，作為國訓

中心廚師及營養師於 2024 巴黎奧運會期間進行膳

食與烹煮之服務站。 

（2）為能提供更多元的供餐方式及選擇，已與漢典公司

合作從英國倫敦運送真空料理包至法國巴黎，為選

手提供飲食照護與參賽前間即時供餐需求。 

（3）該膳食公寓離選手村車程約 5 分鐘、離代表團賽中

工作支援團下榻飯店長榮桂冠巴黎飯店車程約 25

分鐘。 

2、物理治療診所支援服務站 

（1）為幫助選手加速身體恢復，國訓中心、運科中心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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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租用物理治療診所，規劃作為代表隊物理治

療、運動生理、心理等支援基地。 

（2）擺放攜帶式氣壓式按摩機等器材，協助提高選手體

能恢復。 

（3）該物理治療診所離選手村車程約 30 分鐘、離代表

團賽中工作支援團下榻飯店長榮桂冠飯店車程約

5 分鐘。 

3、運動中心支援服務站 

（1）為擴大支援量能，目前已透過我國駐法代表處協助

向勒瓦盧瓦市提出洽租所屬之運動中心，113 年 3

月 27 日業經該市議會全數同意通過我方免費租用

運動中心，並於 113 年 5 月 23 日由駐法代表處吳

志中大使代表與勒瓦盧瓦市市長簽署，作為我國代

表隊賽前訓練、運科支援人力協助選手體能訓練、

重量訓練之場所。 

（2）該運動中心離選手村車程約 30 分鐘、離代表團賽

中工作支援團下榻飯店長榮桂冠飯店車程約 5 分

鐘。 

（七）跨部會及民間團體合作 

1、外交部：事前協助陪同勘查並洽談膳食公寓、物理治

療診所、運動中心之租用程序以及提供相關法國當地

宜注意事項等。賽會期間，協助代表團之團務行政、

運科支援、膳食採購、交通運送、場地租用以及偕同

僑界籌組僑胞加油團等，期盼與駐法代表處及僑界協

力合作及參與。 

2、農業部：國內集訓期間，邀請企業廠商提供高營養之

胡蘿蔔汁、黑豆奶等產品。參賽期間，提供可攜帶隻

冷凍毛豆莢、冰烤番藷、田園地瓜薯條等，協助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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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果營養素及優質蛋白質。 

3、文化部：文化部除參與代表隊進場服設計案外，另於

巴黎拉維特園區設置文化館。 

四、因應巴黎奧運期間恐攻事件之選手安全應變作為 

（一）為因應巴黎奧運可能的恐攻，法國政府已成立「奧運情報

中心」及「國際合作中心」，作為情資蒐報及維安應變的

主要單位。奧運期間將部署 3 萬名以上軍警，協助維安。 

（二）賽前我代表團相關因應措施如下： 

1、配合大會設置安全官掌握即時情資：由法務部調查局

派駐法國代表處人員擔任代表團安全官，另由國安局

代表我方出席每日國際合作中心簡報會議，以掌握即

時情資，並預為因應。 

2、建立跨部會運作機制及通報流程：已成立跨部會因應

小組（國內）及團本部應變小組（國外），並於 113 年

6 月 24 日邀集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國家安全局、

外交部、法務部調查局等相關部會與駐法國代表處視

訊，進行兵棋推演，賽會期間與駐法國代表處共同全

力維護代表團參賽期間安全事宜。 

3、加強代表團人員行前教育宣導：113 年 7 月 9 日辦理行

前講習，加強宣導安全注意事項並提供相關資訊，以

提高團員安全意識。 

（三）參賽期間因應措施：除配合巴黎奧運籌備會設置安全官掌

握即時情資外，與國家安全局、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

法務部調查局等相關單位共同合作，建立我國參賽期間安

全通報機制，依重大安全緊急應變計畫，成立跨部會因應

小組及團本部應變小組，隨時掌握代表團在巴黎奧運賽事

期間的情形，以因應緊急處理各項需求，落實代表團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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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期間安全措施。 

五、賽會期間 

（一）團務 

1、膳宿 

（1）選手村分村之射擊隊，巴黎奧運籌備會於該分村

設有餐廳，至部分射擊隊教練、物理治療師及後

勤人員住在選手村外之飯店部分，則由團本部協

調射擊隊教練 1 名及物理治療師 1 名共同協助射

擊隊膳宿打理，且與團本部隨時聯繫。另外，住

宿之高爾夫隊，由團本部協調中華民國高爾夫協

會派員進駐飯店，協助膳宿等相關需求事項。 

（2）國訓中心及運科中心所籌組運動科學支援團，並

規劃膳食公寓及派廚師和營養師共同協助膳食餐

點，代表隊透過 APP 預約系統，作為適時提供各

代表隊膳食需求。 

（3）協調駐法國代表處及旅行社人員提供附近膳食採

購資訊，供村外膳食公寓、代表隊參考。 

（4）個別需求協助：羽球隊提出空氣清新機、除濕機

之用途需求，代表團協調駐法國代表處協助採

購；射擊隊反映選手分村雖設有冷氣仍感受室內

炎熱，代表團協助採購電風扇。 

2、交通 

（1）選手村外住宿之射擊隊、高爾夫隊及後勤支援人

員，由中華奧會租賃專車接送比賽場地，協助選

手參賽事宜。 

（2）選手村內住宿之代表隊及後勤人員，除可依巴黎

奧運籌備會所公告接駁車時間、賽前及比賽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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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餐廳附近搭乘外，由中華奧會租賃專車及大會

提供專車接送比賽場地，協助支援各代表隊。 

（3）個別需求協助：射擊隊、高爾夫隊選手搭乘中華

奧會租賃專車自各該村外住宿飯店赴選手村，另

派物理治療師、運動防護員前往支援各該代表

隊；另輕艇、射箭隊因巴黎奧運籌備會公告接駁

車時間無法配合、延誤等其他因素，團本部亦協

助安排接駁車前往比賽場支援選手賽前訓練及參

賽事宜。 

3、醫療防護 

（1）醫護團隊每日輪值方式協助選手於賽前進行貼

紮、賽後協助身體放鬆、按摩及治療等運動醫學

專業協助事宜。 

（2）射擊隊因選手感覺身體不適，經選手村分村的大

會醫師建議代表團送醫院檢查為宜，由團本部醫

師偕同駐法國代表處僑務組人員前協助，另由射

擊隊物理治療師陪同選手前往醫院，同時成立群

組隨時掌握選手檢查情形。 

4、召開團本部應變工作小組全體會議：為確保人身及財

務安全，每日晚上 9 時通知各聯繫窗口負責人回報人

員平安情形，並於當日晚上 10 時召開全體會議，即時

掌握國際中心及法國警方相關情資訊息。 

5、繕製每日通報：團本部人員每日安全回報、每日賽果

（獎牌賽）、隔日賽程（獎牌賽）進行填報，並於每日

晚上時間以定期方式傳送跨部會因應小組及團本部應

變小組知悉，俾掌握人員安全情形。 

6、處理臨時突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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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賽務 

1、調查及處理各代表隊賽前訓練、參賽時間相關需求。 

2、掌握安排物理治療師、物理治療師、隊醫或後勤支援

人員，至比賽場地支援各代表隊選手及教練。 

3、轉達團本部對各代表隊教練有關大會交通時間、參賽

事宜訊息，並協助各教練處理相關事務。 

4、頒發賀電：即時掌握參賽成績及頒發總統賀電予獲得

金、銀、銅牌之選手，並將奪牌選手頒發賀電情形回

傳國內。 

5、蒐整及回報賽程賽果：團本部每日下午時間及賽事結

束之兩次方式，繕製當日之賽事成績及隔日之賽程回

報本署，並登載於本署官網。 

6、蒐整巴黎奧運現場訓練、比賽照片等相關資訊，提供

國內媒體進行議題處理。 

（三）前往各比賽現場為代表隊加油鼓勵 

為了給予選手及教練最大鼓勵和加油打氣，本部鄭部

長英耀擔任我國貴賓並奉派前往巴黎奧運，率同本部林主

任秘書柏樵、本署鄭署長世忠及代表團同仁在賽會期間，

無論比賽地點遠近，親自到柔道、羽球、桌球、射箭等運

動種類比賽現場觀戰為選手打氣，並於多場重要賽事會同

中華奧會林鴻道主席及代表團張煥禎總領隊，一起為我國

代表隊奮戰表現加油及勉勵。 

（四）賽會期間運動科學支援服務情形 

除規劃膳食公寓、物理治療所，也和巴黎勒瓦盧市合

作，該市特別開放一座運動中心供我代表隊免費使用，另

外透過喬山建設公司的全力支援，免費提供人才、設備、

配置規劃、搬運及無償提供訓練器材，讓選手可以安心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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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便選手預約，運科中心開發預約系統，預約內容

包括訓練場地、體能訓練、心理諮詢、醫療照護、營養補

給、藥物諮詢、台灣家鄉味餐食及交通服務等全方面專業

後勤。在膳食服務經統計後，計有 1,045 人次，其中點餐

排行榜為：肉燥飯、小籠湯包、紅燒牛肉麵、豬肉丼飯及

牛肉丼飯，另外在各項運科服務項目計有 1,102 人次，其

中徒手治療為 307 人次、肌力與體能訓練 142 人次、專項

體能為 139 人次以及氣壓式腿套為 113 人次。 

（五）駐法國代表處協助重要事項 

駐法國代表處吳前大使志中率行政團隊陪同本部鄭

部長、本署鄭署長等代表團人員前往與臺灣關係深厚的巴

黎外方傳教會祈福，亦陪同巡視選手村團本部及中繼站的

安排與規劃，包括選手村團本部、選手村附近的膳食公

寓，以及位於勒瓦盧瓦市的物理治療所與市立運動中心。 

代表團首度安排於大使館頒發金牌選手總統賀電，由

吳前大使志中親自頒發總統賀電於羽球金牌選手李洋與

王齊麟、拳擊金牌選手林郁婷及拳擊銅牌選手陳念琴，亦

協助促成法國政府邀請本部鄭英耀部長參加各國政要歡

迎酒會，與各國政要進行互動（如：法國體育部長、法國

國民教育暨青年部長）。另外，該處於 113 年 7 月 29 日舉

辦代表團歡迎酒會，邀請巴黎市副市長、參議院副議長及

僑界等人與本部鄭部長互動交流。 

（六）拳擊選手林郁婷遭網路霸凌事件處理經過 

自從林郁婷選手 2023 年第 1 次被 IBA 世錦賽取消資

格後，由於第 19 屆杭州亞運與巴黎奧運參賽在即，鄭署

長親自立即召集有關醫學、運動禁藥、運動心理諮商、運

動管理專家一同開會，並在第一時間為林郁婷選手進行全

身醫學檢查，確認參賽資格沒問題。該次會議亦達成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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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在尊重選手意願及隱私保護前提下，確保選手杭州

亞運與巴黎奧運參賽資格。同時決定未來回應方向，以降

低外界不必要干擾為最高原則，全力協助林郁婷選手爭取

亞運金牌與巴黎奧運參賽佳績。 

巴黎奧運期間，針對賽前媒體報導英國作家 J.K.羅琳

對於阿爾及利亞選手卡莉芙（Imane Khelif）與林郁婷的歧

視言論，本署也在第一時間在 113 年 7 月 31 日駁斥此類

歧視言論很有可能是在透過媒體刻意影響林郁婷的比賽

心情，亦強調林郁婷選手依據國際奧會規範，以杭州亞運

金牌成績取得巴黎奧運參賽資格，代表臺灣參加巴黎奧

運，長期以來與其他運動員同樣接受運動禁藥及其他相關

檢測的管制，並無任何參賽資格的爭議，並提及國際奧會

隨即已發布聲明，所有參加巴黎奧運的拳擊選手都符合資

格。此外，鄭署長也協調中華奧會多次主動與國際奧會開

會，取得國際奧會對林郁婷選手堅定支持的立場。同時籲

請外界理解，既然主辦單位國際奧會已完全確認林郁婷選

手的參賽資格，便不需要再為參賽資格去揭露隱私做說

明，更不需理會其他不相關組織與個人所散發錯誤訊息。 

另外，本署於 113 年 8 月 9 日發布「一路力挺林郁婷  

體育署出手中華奧會發律師函」，說明中華奧會於 113 年 8

月 4 日接獲國際拳總（IBA），將於隔日針對林郁婷選手及

另位阿爾及利亞選手的參賽資格召開記者會之後，為了避

免國際拳總擅自揭露選手個資、惡意中傷，企圖干擾賽

事，本署表達支持中華奧會當日迅即委請律師發出警告信

函(包括中、英文版)，提醒國際拳總舉行的國際記者會，

揭露林郁婷選手的個人醫療隱私與資訊，這些行為屬於非

法，而且違反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法，將造成選手之權益與

聲譽，應立即停止不法行為。前開警告信函對隔日的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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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總記者會內容，確實產生一定的遏阻警告效果。 

感謝在賴總統全力支持選手的指示下，協助並保障選

手心理、生理以及訓練所需，專心備戰，順利參賽，以爭

取參賽最佳成績，更透過中華奧會聘律師發警告信函至國

際拳總，也達到一定的預期效果，讓選手可以全力以赴，

用實力證明一切。 

針對圍繞在林郁婷選手的相關爭議，本署均於第一時

間做許多方面的努力並在尊重選手意願之前提，給予充分

支持與協助；對於國際拳總及網路上的不友善言論，選手

教練也已審慎評估相關衝擊與影響後，對國際奧會已以最

嚴謹審查選手參賽資格及多次公開聲明證明她的參賽資

格以及獲得拳擊女子 57 公斤級金牌，足資證明，爰林郁

婷選手做出不再另外提告的決定，本署予以尊重。 

六、參賽及重大安全緊急應變成果 

（一）參賽成果 

1、有關每日競賽成績詳如附件資料，其競賽成績，如下： 

（1）奪牌成績 

項次 種類 項目 成績 選手 

1 羽  球 男子雙打 金牌 
李  洋 

王齊麟 

2 拳  擊 女子 57 公斤級 金牌 林郁婷 

3 射  擊 男子定向飛靶 銅牌 
李孟遠 

（泰雅族） 

4 拳  擊 女子 60 公斤級 銅牌 吳詩儀 

5 體  操 男子單槓 銅牌 唐嘉鴻 

6 拳  擊 女子 66 公斤級 銅牌 
陳念琴 

（阿美族） 

7 舉  重 女子 59 公斤級 銅牌 
郭婞淳 

（阿美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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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 4 名至第 8 名成績 

項次 種類 項目 成績 選手 

1 射箭 女子團體 第5名 

雷千瑩 

邱意晴 

李彩綺 

2 桌球 混合雙打 第5名 
林昀儒 

陳思羽 

3 桌球 男子單打 第5名 林昀儒 

4 網球 女子雙打 第5名 
謝淑薇 

曹家宜 

5 羽球 男子單打 第5名 周天成 

6 桌球 女子單打 第5名 鄭怡靜 

7 桌球 男子團體 第5名 

林昀儒 

高承睿 

莊智淵 

8 桌球 女子團體 第5名 

鄭怡靜 

簡彤娟 

（泰雅族） 

陳思羽 

9 舉重 女子 49 公斤級 第6名 
方莞靈 

（鄒族） 

10 舉重 女子 71 公斤級 第6名 陳玟卉 

11 柔道 男子 60 公斤級 第7名 
楊勇緯 

（排灣族） 

12 射箭 男子團體 第7名 

湯智鈞 

戴宇軒 

林子翔 

（太魯閣族） 

13 高爾夫 女子組 第8名 徐薇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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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參賽成績 

（1）巴黎奧運共獲 2 金 5 銅佳績，創歷屆奧運參賽次

佳成績。 

（2）本屆巴黎奧運，我國計有 60 名選手取得巴黎奧運

參賽資格之競賽種類計有 10 種。 

（3）黃金計畫 2.0 菁英選手成績 

A、60 名參賽選手中，計 52 名菁英選手取得參賽

資格（86.67%）。 

B、27 名菁英選手獲得前 8 名，其中 8 名菁英選

手獲得 2 金 5 銅。 

（4）原住民族選手成績 

A、13 名取得參賽資格，其中 12 名為黃金計畫

2.0 菁英選手。 

B、13 名原住民族選手獲得 2 名獲各 1 面銅牌、 

   1 名第 5 名、1 名第 6 名、2 名第 7 名之成績。 

3、參賽排名 

（1）獎牌數：在本屆巴黎奧運 206 個參賽國中獲 7 面

獎牌，排名第 35 名。 

（2）亞洲排名：在本屆巴黎奧運亞洲參賽國家中，獎

牌數排名第 7 名（僅次於中國、日本、南韓、烏

茲別克、伊朗、巴林）。 

4、參賽紀錄 

（1）創歷屆奧運參賽獎牌數次佳成績：2 金 5 銅（最

佳成績 2020 東京奧運 2 金 4 銀 6 銅）。 

（2）奧運二連霸：羽球男子雙打。 

（3）奧運首面獎牌：射擊（男子定向飛靶）、體操（男

子單槓）。 

（4）奧運首面金牌及本屆奧運獲最多獎牌：拳擊。 



 29 

（二）重大安全緊急應變成果 

本屆奧運主辦國於賽會期間透過設奧運情報中及巴

黎奧運籌備會設國際合作中心以及每日召開會議國際合

作中心會議，以隨時掌握預判賽事期間可能發生事件，另

加上派駐數萬名警力、憲兵及保安等人力，以加強安全部

署。團本部透過每日召開安全會議以及代表團隊職員配合

回報，達成代表團全體人員在人身、財務安全，以及平安

參賽的任務目標。 

參、檢討與建議 

組團參加重要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向為我國重要體育政策，亦為

政府施政重點之一，本次巴黎奧運透過外交部、駐法國代表處、國訓

中心、運科中心、中華奧會、僑務委員會、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

災害防救辦公室、國家安全局、法部調查局、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農

業部、農業部農糧署等相關單位通力合作，實為代表團人員得以安

全、順利參賽之重要關鍵，也使參賽選手無後顧之憂全力以赴，得以

獲得 2 金 5 銅之史上次佳奧運參賽成績。現就本次隨團督導組團過

程，提出以下幾點檢討與建議，期能作為日後辦理相關組團之參考： 

一、遴選培訓方面 

（一）強化連貫整合培育優秀或具潛力人才培訓體系：我國近年

家重大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成績表現，除透過輔導單項協

會持續推動浪潮計畫的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計畫外，亦

透過「我國參加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國家代表隊培訓參賽

實施計畫」，連貫整合奧運、亞運及世大運等重大賽會培

訓體系，以及推動黃金計畫 2.0。本屆奧運獲得 2 金 5 銅，

射擊、體操、拳擊奪得在奧運的首面金牌或首面獎牌，可

見在推動奧亞運競技運動人才培育已有一定成果。惟本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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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仍有部分運動項目，惜未能延續人才培訓，面林青黃

不接的狀況，甚至具有奪牌優勢運動項目在這次成績衰退

情形，未來輔導單項協會宜藉由本屆參賽結果，瞭解我國

與各國之間成績及競技實力差異，研析調整遴選培育人

才、培訓策略以及擬定培訓參賽計畫之參考方向，俾人才

一波接著一波，參與一些大賽賽事，累積一點經驗，為提

升我國參加世大運、亞運及奧運之競技實力。 

（二）強化擴增奪牌運動種類與 2028 洛杉磯奧運新興運動項目

人才的支持：我國以往於國際重要運動賽會賴以舉重、射

箭、跆拳道、桌球為奪金、奪牌之運動種類，本次共計 5

個運動種類獲得獎牌，其中射擊、體操、拳擊等 3 個運動

種係有首次獲得獎牌或獲得金牌。另外，2024 巴黎奧運新

興運動霹靂舞，為我國首次取得新興運動參賽資格。建議

未來持續落實現階段推動奧亞運及世大運選手連貫培訓

體系，另參考烏茲別克在本屆奧運男子拳擊 7 個量級中獲

得 5 個量級金牌以及日本推動霹靂舞與滑板新興運動成功

經驗，作為後續人才培訓及參賽策略，持續提升選手在參

加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競技實力、累積參賽經驗及競賽成

績，方能在未來 2028 洛杉磯奧運取得更多參賽資格及增

加我國奪牌運動種類的可行性。 

（三）深化運動科學支援培訓參賽：本屆奧運參賽選手表現，不

論一般培訓選手或黃金計畫 2.0 菁英選手，強化運動科學

支援選手訓練的作法，打造選手奪牌方程式，如國訓中心

運科支援處協助羽球金牌選手便是透過強化體能及運動

防護人員的配置支援、運科中心協助射擊銅牌選手實施睡

眠管理與調整時差計畫以及兩中心共同為體操銅牌選手

實施精準醫療搭配培訓計畫及心理諮商團隊。建議未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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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本屆奧運賽前之運動科學支援的成功經驗作為借鏡，持

續深化運動科學提前導入競技訓練環境，從選手培訓開始

至參賽，全力幫助選手實現夢想。 

二、組團作業方面 

（一）選手權益：本次代表團搭機座位安排原則，係減少代表隊

選手及教練搭機勞頓，以利備戰參賽行程，爭取佳績，除

事前輔導國訓中心完成調查各代表隊預計出返國日，並函

送中華奧會後續與得標廠商、航空公司依渠等規劃搭機日

期之航班，均安排搭乘商務艙。另外，出席國訓中心召開

教練會議會上妥善說明機位安排及研擬完成本屆奧運代

表隊選手及教練航班艙等安排原則及確認書，經選手及教

練本人詳閱後簽確認書，做好充分溝通說明。考量受限各

航空公司目前針對訂購商務艙機位，係以欲訂票日期的前

一年即開放接受機位之劃位預訂，而選手參賽期間較無法

明確掌握何時取得資格與參賽選手臨時狀況需因應調整

航班日期，均涉及航空公司劃位預訂及商務艙是否尚有機

位，建議未來組團單位除事前充分調查預訂航班及艙等數

量外，溝通關於尚在取得參賽資格之劃位需求，讓航空公

司瞭解提早劃位航班艙之必要性與急迫性，同時訂定合理

調整航班日期空間，讓代表隊選手及教練瞭解航班艙等臨

時調整有其困難，透過事前溝功交換意見，俾以服務精

神，協助代表隊選手及教練。 

（二）掌握奧運籌備會核發我國受邀貴賓之識別卡：該卡有其使

用之權限，雖有針對進出競賽場館、場館內可通行範圍及

入座區域做出規定說明，為利及早安排貴賓行程及事前至

相關場館勘查動線等事宜，建議組團單位未來能彙整並摘

要相關識別卡權限與貴賓進競賽場館之出入動線，及早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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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會提供相關資訊。 

三、後勤支援方面 

（一）培訓期間：為使選手及教練能達培訓參賽計畫之訓練的效

益，本署偕同國訓中心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輔導協會，衡

酌教練所規劃選手培訓需求，在合理性及必要性之下，協

助渠等提早前往所規劃之培訓地點進行移地訓練或者參

賽，獲得選手、教練肯定這樣的做法，對於能夠儘早適應

當地氣候、熟悉訓練環境或有幾天調整時差需求等。建議

未來在審查協會所送培訓參賽計畫經費審查時，可參考本

次協助做法，使選手及教練有較充分時間與無後顧之憂，

全力備戰國際賽事，提升培訓效益及爭取參賽資格的機

會。 

（二）參賽期間：為支援我國代表團，全力協助選手爭取佳績，

除偕同組團單位中華奧會事前多次與駐法國代表處保持

緊密聯絡，就組團參賽相關事宜給予協助外，並事前輔導

國訓中心及運科中心共同規劃代表團村外中繼站，提供選

手所需之膳食、訓練及醫護等相關運動科學支援協助，駐

法國代表處亦共同協助覓尋場地、接洽及陪同勘查，確保

選手在膳食、營養、訓練及恢復皆能到位，使本次相關運

動科學後勤支援獲得選手及教練好評，並獲得參加奧運以

來次佳的成績。為為妥善組團運動科學後勤支援，建議未

來可請中華奧會及早與駐外代表處建立合作默契，提早勘

察、規劃及準備。 

肆、心得 

4 年 1 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為全世界最高層級且舉辦規模最大之

夏季綜合性競技運動賽會，世界各國頂尖運動選手均以爭取參加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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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運動生涯的終極目標，也是各國所重視且視為展現國力的競技舞

台。本屆奧運參賽資格依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與各國際單項運動總會

所制定客觀參賽標準、世界積分排名及奧運資格賽等 3 種參賽資格及

每一競賽項目均有一定參賽員額制定之規定，以及競技強度與日俱增

已非屬各個國家可任意遴派選手參加。 

由於本屆奧運參賽國家奪牌除原本國際體壇傳統強國外，亦有表

現不錯的國家有奪牌的情況，可見，競技強度的增加，致奪牌難度相

對提高。因此本次參賽成績之心得分析如下： 

一、 強化傳統優勢項目 

本屆所有參賽選手們這段期間奮力奮戰過程，都是一點一

滴汗水堆積才有這個機會站在奧運舞台上，值得鼓勵與感謝。

過去具有奪牌項目的射箭、跆拳道，目前在人才銜接面臨困境，

同時也面臨其他國家競技實力逐步提升，除從本屆奧運參賽成

果、借鏡其他國家作法外，宜檢視現階段人才培育、因應取得

參賽資格改變、運動科學支援等綜合方面，研擬相對應如何強

化我方具傳統優勢項目競技實力的策略。 

二、 重視運動科學協助菁英選手培訓 

2024 巴黎奧運結束後已啟動備戰奧林匹克運動會（下稱黃

金計畫 3.0）菁英選手以參加奧運為目標，為利建立接班梯隊，

除了在黃金計畫 2.0 的基礎下，持續精進各項執行面之外，也

已經從過去 5 級選手，擴大為 6 級，將具有潛力優秀選手納入

第 6 級，另外也將職業運動種類納入黃金計畫 3.0，讓我們投入

爭取多參賽資格名額與獲得更多獎牌的機會。另外，因應國家

運動科學中心已正式成立後，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已和國家運動

科學中心共同合作，協助黃金計畫 3.0 菁英選手的培訓與運科

機制，在本屆巴黎奧運已見成果，可將這次在參賽前與參賽中

的支援模式做為基礎，強化未來培訓期間適時提供，透過不同

面向的運科支援，提升競技實力、取得參賽資格的機會以及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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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會期間即時性協助的模式 

三、 強化多管齊下應對成功策略 

本次我國參加巴黎奧運獲得 2 金 5 銅成績，於 206 個國家、

地區當中排名第 35 名。由於先進國家的訓練模式、運動科學支

援、科技導入訓練及經費的挹注等多管齊下的策略，於奧運會

上比拚奪牌戰力，其奪牌難度已逐屆攀升。我們在本屆奧運代

表隊，確實發現到部分選手獲得公民營企業投入他們競技運動

訓練，另外，政府跨部會單位協力合作（如與農業部、農業部

農糧署全力協助與提供多項國產優質農產品食材至代表團村外

中繼站，助我國奧運代表隊膳食）、與民間團體需求合作（如與

喬山健身公司洽談提供訓練器材，助我國奧運代表隊訓練）以

及積極和駐外代表處適時溝通運科後勤支援，洽談膳食、訓練

以及醫護相關事宜，共同支援各項備戰所需，使他們能全心全

力備戰及參賽而獲得好佳績。建議未來運動科學後勤支援中繼

站規劃部分，借鏡先進國家規劃中繼站作業期程以及本次規劃

經驗，及早在當屆奧運結束後，隨即啟動下屆奧運運動科學後

勤支援中繼站之評估規劃、實地考察等作業，俾利完善奧運運

動科學後勤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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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件(2024 年第 33 屆巴黎奧運會每日參賽情形一覽表) 

日期 
運動 

種類 
參賽項目 

參賽  

選手 
對手國 成績 比賽結果 

7/25 

射箭 

女子個人排名賽 雷千瑩  652 29 

女子個人排名賽 李彩綺  646 40 

女子個人排名賽 邱意晴  628 53 

女子團體排名 雷千瑩/ 

李彩綺/ 

邱意晴/ 

 

1926 

9 

男子個人排名賽 戴宇軒  665 24 

男子個人排名賽 湯智鈞  665 25 

男子個人排名賽 林子翔  662 32 

男子團體排名 戴宇軒/ 

湯智鈞/ 

林子翔/ 

 

1992 

5 

7/27 

柔道 

女子 48 公斤級 32 強

淘汰賽 

林真豪 哥倫比亞 

LASSO Erika 
勝 晉級 16強 

女子 48 公斤級 16 強

淘汰賽 

哈薩克 

ABUZHAKYNOVA Abiba 
負 止於 16強 

男子 60 公斤級 16 強

淘汰賽 

楊勇緯 義大利 

CARLINO Andrea 
勝  

男子 60公斤級 8強淘

汰賽 

哈薩克 

SMETOV Yeldos 
負  

男子 60公斤級復活賽 日本 

NAGAYAMA Ryuju 
負 止於 8強 

射箭 混雙團體排名賽加賽 
戴宇軒/

雷千瑩 

荷蘭 

SCHLOESSER 

Gaby/WIJLER Steve 

19:18 
新增賽事 (因排

名同分須加賽) 

網球 女子雙打第 1 輪 
詹皓晴/

詹詠然 

捷克 

KREJCIKOVA 

Barbora/SINIAKOVA 

Katerina 

  因雨延賽 

射擊 
女子 10公尺空氣手槍

資格賽 
劉恆妤  573-20x 未晉級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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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運動 

種類 
參賽項目 

參賽  

選手 
對手國 成績 比賽結果 

射擊 
女子 10公尺空氣手槍

資格賽 
余艾玟  564-18x 未晉級決賽 

羽球 混合雙打小組賽-C組 
葉宏蔚/

李佳馨 

中國香港 

Tang Chun Man/Tse 

Ying Suet 

0:2  

拳擊 女子 54公斤級 32強                          黃筱雯 
蒙特內哥羅 

GOJKVIC B 
5:0 晉級 16強 

輕艇 

激流標竿女子 K 艇預

賽-第 1輪 
張筑涵 

 109.92 

2 輪取最佳成績

排名 23；未晉級

半決賽 

激流標竿女子 K 艇預

賽-第 2輪 
 117.93  

拳擊 女子 60公斤級 32強              吳詩儀 
韓國 

OH Yeonji 
5:0 晉級 16強 

桌球 混合雙打 16 強 
林昀儒/

陳思羽 

法國 

LEBRUN Alexis/YUAN 

Jia Nan 

4:2 晉級 8強 

體操 男子資格賽-第 3組 唐嘉鴻  14.933 
排名第 2 晉級決

賽 

羽球 男子雙打小組賽                                          
李  洋/

王齊麟 

日本 

Takuro Hoki/Yugo 

Kobayashi 

2:0  

7/28 羽球 女子單打小組賽-E組  戴資穎 比利時 TAN Lianne 2:0  

射箭 

女子團體 16強淘汰賽 雷千瑩/

邱意晴/

李彩綺 

美國 5:1 晉級 8強 

女子團體 8強淘汰賽 韓國 2:6 
止於 8 強，第 5

名 

桌球 男子單打 64 強                               高承睿 
伊朗 

ALAMIAN Nima 
4:1 晉級 32強 

桌球 女子單打 64 強 鄭怡靜 
喀麥隆共和國 

HANFFOU Sarah 
4:0 晉級 32強 

羽球 男子單打小組賽-I組 周天成 
墨西哥 

GARRIDO Luis Ramon 
2:0  

桌球 混合雙打 8強 
林昀儒/

陳思羽 

中國 

WANG Chuqin /SUN 

Yingsha 

 

2:4 
止於 8 強，第 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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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運動 

種類 
參賽項目 

參賽  

選手 
對手國 成績 比賽結果 

網球 女子雙打第 1 輪 
謝淑薇/

曹家宜 

羅馬尼亞 

BEGU 

Irina-Camelia/NICU

LESCU Monica 

2:0  

桌球 男子單打 64 強        林昀儒 
波多黎各 

AFANADOR Brian 
4:1 晉級 32強 

羽球 男子雙打小組賽-D組                               
李  洋/

王齊麟 

丹麥 

ASTRUP Kim 

/RASMUSSEN Anders 

Skaarup 

2:1  

羽球 混合雙打小組賽-C組          
葉宏蔚/

李佳馨 

日本 

WATANABE Yuta 

/HIGASHINO Arisa 

0:2 

小組賽 0 勝 2

負，未晉級，第 9

名 

體操 女子資格賽-第 5組 丁華恬  12.533 未晉級決賽 

拳擊 女子 66公斤級 32強                                                                  陳念琴 

多明尼加 

MORONTA HERNANDEZ 

Maria Altagracia 

4:1 晉級 16強 

7/29 

擊劍 

男子鈍劍 64 強 

陳弈通 

黎巴嫩 

WAKIM Philippe 
15:13 晉級 32強 

男子鈍劍 32 強 
法國 

LEFORT Enzo 
12:15 

未晉級，止於 32

強，排名第 27名 

射擊 
男子不定向飛靶第 1

日資格賽 
楊昆弼  72 暫排名 11 

射箭 

男子團體 16強淘汰賽 湯智鈞/

戴宇軒/

林子翔 

英國 6:0 晉級 8強 

男子團體 8強淘汰賽 中國 1:5 
止於 8 強，排名

第 7名 

柔道 

女子 57 公斤級 32 強

淘汰賽 
連珍羚 

塞拉利昂共和國

KOROMA Mariama 
勝 晉級 16強 

女子 57 公斤級 16 強

淘汰賽 

塞爾維亞共和國

PERISIC Marica 
負 

未晉級，止於 16

強 

桌球 女子單打 64 強 簡彤娟 
香港 

ZHU Chengzhu 
0:4 

未晉級，止於 64

強，第 33名 

拳擊 女子 60公斤級 16強        吳詩儀 

奈及利亞

OGUNSEMILORE 

Cynthia Temitayo 

 

對手取消資格 晉級 8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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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運動 

種類 
參賽項目 

參賽  

選手 
對手國 成績 比賽結果 

桌球 女子單打 32 強 鄭怡靜 
羅馬尼亞 

SAMARA Elizabeta  
4:2 晉級 16強 

桌球 男子單打 32 強                       高承睿 
羅馬尼亞 

IONESCU Eduard 
4:1 晉級 16強 

拳擊 
男子 63.5 公斤級 16

強 
賴主恩 

哈薩克

MUKHAMMEDSABYR 

Bazarbay Uulu 

2:3 
未晉級，止於 16

強，第 9名 

7/30 

射擊 
男子不定向飛靶第 2

日資格賽                            
楊昆弼  121 

2日 5局加總 121

分，未晉級決賽

(取前 6名) 

射擊 
女子不定向飛靶第 1

日資格賽 
林怡君  65 暫排名 28名 

射擊 
女子不定向飛靶第 1

日資格賽 
劉宛渝  71 暫排名 11名 

羽球 男子雙打小組賽-D組                        
李  洋/

王齊麟 

美國 

Vinson CHIU/Joshua 

YUAN 

2:0  

桌球 男子單打 32 強                        林昀儒 
克羅埃西亞 

GACINA Andrej 
4:0 晉級 16強 

游泳 

男子 200 公尺蝶式預

賽-第 2組                      

王冠閎 

 1:55.32 

分組第 3 名，全部

排名第 8 名晉級半

決賽(取前 16) 

男子 200 公尺蝶式半

決賽-第 1組                                                                        
 1:55.07 

分組第 5 名，全部

排名第 11 名，未晉

級決賽(取前 8) 

射箭 

男子個人 64強淘汰賽             

戴宇軒 

芬蘭 

TEKONIEMI Antti 
6:0 晉級 32強 

男子個人 32強淘汰賽                         
法國 

CHIRAULT Thomas 
5:6 

未晉級，止於 32

強 

拳擊 女子 54公斤級 16強           黃筱雯 
保加利亞 

PETROVA Stanimira 
1:4 

未晉級，止於 16

強 

網球 女子雙打第 2 輪                                   
謝淑薇/

曹家宜 

烏克蘭 

KOSTYUK 

MartaYASTREMSKA 

Dayana 

 

對手棄賽 晉級 8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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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運動 

種類 
參賽項目 

參賽  

選手 
對手國 成績 比賽結果 

網球 女子雙打第 1 輪                                     
詹皓晴/

詹詠然 

捷克 

KREJCIKOVA 

Barbora/SINIAKOVA 

Katerina 

0:2 未晉級 

射箭 

男子個人 64強淘汰賽             

林子翔 

西班牙 

ACHA GONZALEZ Pablo 
6:2 晉級 32強 

男子個人 32強淘汰賽                         
韓國 

KIM Woojin 
0:6 

未晉級，止於 32

強 

輕艇          

(激

流) 

激流標竿男子 K 艇預

賽第 1輪 
吳少璿 

 101.22 

2 輪取最佳成績

排名 23；未晉級

半決賽(取前 20

名) 

激流標竿男子 K 艇預

賽第 2輪 
 99.45  

射箭 

男子個人 64強淘汰賽             

湯智鈞 

印尼 

PANGESTU Arif 
7:1 晉級 32強 

男子個人 32強淘汰賽                         
土耳其 

GAZOZ Mete 
2:6 

未晉級，止於 32

強 

7/31 

射擊 
女子不定向飛靶第 2

日資格賽                             
林怡君  110 

2日 5局加總 110

分，未晉級決賽

(取前 6名) 

射擊 
女子不定向飛靶第 2

日資格賽                             
劉宛渝  112 

2日 5局加總 112

分，未晉級決賽

(取前 6名) 

拳擊 男子 71公斤級 16強 甘家葳 
美國 

JONES Omari 
0:5 

未晉級，止於 16

強 

羽球 男子雙打小組賽-D組                             
李  洋/

王齊麟 

中國 

LIU Yu Chen/OU Xuan 

Yi 

2:1 

累計 4 勝 0 負，

分組第 1 晉級 8

強 

羽球 女子單打小組賽-E組 戴資穎 
泰國 

Ratchanok INTANON 
0:2 

累計 1 勝 1 負，

分組第 2，未晉級 

羽球 男子單打小組賽-I組 周天成 
香港 

LEE Cheuk Yiu 
2:0 

累計 2 勝 0 敗，

分組第 1，晉級

16強 

桌球 女子單打 16 強 鄭怡靜 
波蘭 

BAJOR Natalia 
4:0 晉級 8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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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運動 

種類 
參賽項目 

參賽  

選手 
對手國 成績 比賽結果 

桌球 男子單打 16 強                                 林昀儒 
斯洛維尼亞 

JORGIC Darko 
4:0 晉級 8強 

拳擊 女子 60公斤級 8強                                  吳詩儀 

厄瓜多 

PALACIOS ESPINOZA 

Maria Jose  

4:1 晉級 4強 

桌球 男子單打 16 強                                 高承睿 
瑞典 

JORGIC Darko 
1:4 

未晉級，止於 16

強 

8/1 高爾

夫 
男子組個人賽第 1輪 潘政琮  69桿(-2) 暫排名 21名 

高爾

夫 
男子組個人賽第 1輪 俞俊安  73桿(+2) 暫排名 49名 

羽球 男子單打 16 強 周天成 
日本 

NARAOKA Kodai 
2:0 晉級 8強 

射箭 女子個人 64強淘汰賽                      李彩綺 
烏克蘭 

MARCHENKO Veronika 
4:6 

未晉級，止於 64

強 

網球 女子雙打 8強                                         
謝淑薇/

曹家宜 

捷克 

MUCHOVA 

KarolinaNOSKOVA 

Linda 

1:2 
未晉級，止於 8

強 

射箭 

女子個人 64強淘汰賽                      

雷千瑩 

哥倫比亞 

RENDON MARTINEZ Ana 
7:1 晉級 32強 

女子個人 32強淘汰賽                      
美國 

KAUFHOLD Casey 
7:3 晉級 16強 

羽球 男子雙打 8強                   
李  洋/

王齊麟 

泰國 

JOMKOH SupakKEDREN 

Kittinupong 

2:0 晉級 4強 

桌球 男子單打 8強 林昀儒 
法國 

LEBRUN Felix 
3:4 

未晉級，止於 8

強 

桌球 女子單打 8強                            鄭怡靜 
中國 

SUN Yingsha 
0:4 

未晉級，止於 8

強 

射箭 女子個人 64強淘汰賽                      邱意晴 
日本 

NODA Satsuki 
0:6 

未晉級，止於 64

強 

拳擊 女子 66公斤級 16強         陳念琴 

巴西 

dos SANTOS Barbara 

Maria 

 

5:0 晉級 8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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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運動 

種類 
參賽項目 

參賽  

選手 
對手國 成績 比賽結果 

8/2 高爾

夫 
男子組個人賽第 2輪 潘政琮  65桿(-6) 

累計桿數

134(-8)，暫居第 5 

高爾

夫 
男子組個人賽第 2輪 俞俊安  69桿(-2) 

累計桿數 142(0)，

暫居第 43 

射擊 

女子 25公尺運動手槍

資格賽-慢射 

田家榛 

 290  

女子 25公尺運動手槍

資格賽-快射 
 291 

總成績 581-18x，

總排名 16 名，未晉

級決賽 

女子 25公尺運動手槍

資格賽-慢射 

吳佳穎 

 280  

女子 25公尺運動手槍

資格賽-快射 
 292 

總成績

572-15x，總排名

31 名，未晉級決賽 

男子定向飛靶第 1 日

資格賽 
李孟遠   74 暫排名第 3 

射箭 混合團體 16強淘汰賽 
戴宇軒/

雷千瑩 

韓國 

LIM Sihyeon /KIM 

Woojin 

4:5 
未晉級，止於 16

強 

田徑 
女子 100公尺資格賽                  

張博雅 
 11.99 晉級預賽 

女子 100公尺預賽                  11.88 未晉級半決賽 

游泳 
女子 200 公尺個人混

合式預賽-第 2組 
韓安齊  犯規失格 

犯規失格 (蝶腳

分開) 

羽球 男子雙打 4強   
李  洋/

王齊麟 

丹麥 

ASTRUP Kim 

/RASMUSSEN Anders 

Skaarup 

2:1 晉級金牌戰 

拳擊 
女子 57 公斤級 16 強

賽          
林郁婷 

烏茲別克 

TURDIBEKOVA Sitora 
5:0 晉級 8強 

輕艇          

(激流) 

男子極限激流越野計

時賽 
吳少璿  82.73 總排名 36名 

女子極限激流越野計

時賽                          
張筑涵  76.58 總排名 23名 

羽球 男子單打 8強 周天成 

印度 

SEN Lakshya 

 

1:2 
未晉級，止於 8

強，第 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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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運動 

種類 
參賽項目 

參賽  

選手 
對手國 成績 比賽結果 

8/3 

射擊 

男子定向飛靶第 2 日

資格賽 李孟遠 
 124 排名 3，晉級決賽 

男子定向飛靶決賽  45 獲銅牌 

高爾

夫 
男子組個人賽第 3輪 潘政琮  72桿(+1) 

累 計 桿 數

206(-7)，暫居第

17 

高爾

夫 
男子組個人賽第 3輪 俞俊安  72桿(+1) 

累 計 桿 數

214(+1)，暫居第

46 

射箭 女子個人 16強淘汰賽 雷千瑩 
韓國 

JEON Hunyoung 
4:6 

未晉級，止於 16

強 

輕艇          

(激流) 

女子極限激流越野賽

第 1輪       
張筑涵 

  

分組第 3 名，未

晉級預賽，進入

復活賽 

女子極限激流越野賽

復活賽                          
  

分組第 2 名晉級

預賽 

男子極限激流越野賽

第 1輪           
吳少璿 

  

分組第 3 名，未

晉級預賽，進入

復活賽 

男子極限激流越野賽

復活賽                             
  

分組第 2 名晉級

預賽 

拳擊 女子 60公斤級 4強                吳詩儀 
中國 

YANG Wenlu 
0:5 

未晉級金牌戰，

獲銅牌 

拳擊 女子 66公斤級 8強 陳念琴 
烏茲別克 

KHAMIDOVA Navbakhor 
5:0 晉級 4強 

8/4 
高爾

夫 
男子組個人賽第 4輪 潘政琮  

70桿(-1) 

總桿數

276(-8) 

最終名次 18名 

高爾

夫 
男子組個人賽第 4輪 俞俊安  

74桿(+3) 

總桿數

288(+4) 

最終名次 52名 

田徑 男子跳遠資格賽                               林昱堂  7.70公尺 
排名 22，未晉級

決賽(取前 12) 

拳擊 女子 57公斤級 8強                                       林郁婷 

保加利亞 

STANEVA Svetlana 

Kamenova 

5:0 晉級 4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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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運動 

種類 
參賽項目 

參賽  

選手 
對手國 成績 比賽結果 

輕艇          

(激流) 

男子極限激流越野賽

-預賽 
吳少璿   

分組第 3，未晉級

16強(取前 2名) 

羽球 男子雙打金牌戰 
李  洋/

王齊麟 

中國 

LIANG Wei Keng/WANG 

Chang 

2:1 榮獲金牌 

輕艇          

(激流) 

女子極限激流越野賽

-預賽                          
張筑涵    

分組第 4，未晉級

16強(取前 2名) 

8/5 

桌球 男子團體 16 強                                  

林昀儒/

高承睿/

莊智淵 

埃及 3:0 晉級 8強 

田徑 
男子 400 公尺跨欄第

1輪-第 5組 
彭名揚  未完賽 未完賽 

體操 男子單槓決賽 唐嘉鴻  13.966 榮獲銅牌 

田徑 
男子 200公尺第 1輪-

第 6組 
楊俊瀚  20.83 

分組第 6 名，未

晉級半決賽 (各

組取前 3)，進入

復活賽 

8/6 

桌球 女子團體 16 強 

鄭怡靜/

簡彤娟/

陳思羽 

澳洲 3:0 晉級 8強 

田徑 男子 200公尺復活賽                         楊俊瀚  20.73 

分組第 3，復活賽

總名次 14，未晉級

半決賽(各組第 1

名及擇優 2 名，合

計 6 名) 

桌球 男子團體 8強                                   

林昀儒/

高承睿/

莊智淵 

日本 1:3 
未晉級，止於 8

強 

拳擊 女子 66公斤級 4強                陳念琴 
中國 

YANG Liu 
1:4 

未晉級金牌戰，

獲銅牌 

8/7 高爾

夫 
女子組個人賽第 1輪 徐薇淩  74桿(+2) 暫排名 30名 

高爾

夫 
女子組個人賽第 1輪 錢珮芸  76桿(+4) 

暫排名 4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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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運動 

種類 
參賽項目 

參賽  

選手 
對手國 成績 比賽結果 

輕艇          

(競速) 

競速男子 1000公尺單

人 C艇預賽-第 4組 

賴冠傑 

 4:01.26 

分組第 4，未晉級

半 決 賽 ( 取 前 2

名)，晉級 1/4 決賽 

競速男子 1000公尺單

人 C 艇 1/4 決賽-第 2

組 

 3:58.79 

分組第 4(總排名

第 20)，未晉級半

決賽 

桌球 女子團體 8強 

鄭怡靜/

簡彤娟/

陳思羽 

中國 0:3 
未晉級，止於 8

強 

舉重 女子 49公斤級 方莞靈  

抓舉 86 公斤 

挺舉 107公斤 

總和 193公斤 

獲第 6 名，抓舉

(84 公斤)、總和

(192 公斤)破全

國紀錄 

拳擊 女子 57公斤級 4強                      林郁婷 

土耳其 

YILDIZ KAHRAMAN 

Esra 

5:0 晉級金牌戰 

8/8 
高爾

夫 
女子組個人賽第 2輪 徐薇淩  69桿(-3) 

累 計 桿 數

143(-1)，暫居第

14 

高爾

夫 
女子組個人賽第 2輪 錢珮芸  71桿(-1) 

累 計 桿 數

147(+3)，暫居第

29 

跆拳

道 
女子 57公斤級 16強 羅嘉翎 

黎巴嫩 

AOUN Laetitia  
0:2 

未晉級(對手黎

巴嫩未晉級金牌

戰，故無法晉級

復活賽)，止於 16

強，排名第 11名 

舉重 女子 59公斤級 郭婞淳  

抓舉 105 公斤 

挺舉 130 公斤 

總和 235 公斤 

榮獲銅牌 

8/9 
高爾

夫 
女子組個人賽第 3輪 徐薇淩  72桿(0) 

累 計 桿 數

215(-1)，暫居第

17 

高爾

夫 
女子組個人賽第 3輪 錢珮芸  71桿(-1) 

累 計 桿 數

218(+2)，暫居第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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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運動 

種類 
參賽項目 

參賽  

選手 
對手國 成績 比賽結果 

舉重 女子 71公斤級 陳玟卉  

抓舉 103公斤 

挺舉 133公斤 

總和 236公斤 

獲第 6名 

8/10 
高爾

夫 
女子組個人賽第 4輪 徐薇淩  

68桿(-4) 

總 桿 數

283(-5) 

最終名次第 8名 

高爾

夫 
女子組個人賽第 4輪 錢珮芸  

68桿(-4) 

總 桿 數

286(-2) 

最終名次第 18名 

霹靂

舞 

男子組循環賽-D組 

孫  振 

摩洛哥 

BILLY 
2:0 (18:0) 

累計 2點(26)，

分組第 3名，未

晉級 8強(各組取

前 2名)，第 12

名 

男子組循環賽-D組 
荷蘭 

MENNO 
0:2 (3:15)  

男子組循環賽-D組 
哈薩克 

AMIR 
0:2 (5:13)  

拳擊 女子 57公斤級金牌戰                    林郁婷 
波蘭 

SZEREMETA Julia 
5:0勝 榮獲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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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工作照片) 

 

圖 1：7 月 19 日安排於桃園機場辦理送

機記者會，行政院卓榮泰院長(中)致詞

勉勵代表隊 

 

圖 2：行政院卓榮泰院長與代表團合影留念 

 
圖 3：代表團註冊報名作業之 1 

 

圖 4：代表團註冊報名作業之 2 

 
圖 5：駐法國代表處協助機場開卡 

 

圖 6：選手村房間安裝移動式空調 

 
圖 7：鄭部長視察團本部醫護室 

 

圖 8：鄭部長觀賽柔道選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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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鄭部長勉勵羽球戴資穎選手 

 

圖 10：鄭部長勉勵拳擊隊選手及教練 

 

圖 11：鄭英耀部長率員前往巴黎外方傳

教會為代表團祈福 

 

圖 12：鄭部長視察後勤駐點(膳食公寓) 

 

圖 13：開發運科後勤支援預約系統 

 

圖 14：選手補充膳食營養補給 

 

圖 15：選手赴膳食公寓品嚐家鄉味 

 

圖 16：射箭隊於競賽場地品嚐家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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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鄭部長視察運科駐點(物理治療

診所) 

 
圖 18：安排醫師於物理治療診所為選手服務 

 
圖 19：代表團運科駐點(物理治療診所) 

 
圖 20：運科支援團生理恢復人員為田徑選手

林郁堂服務及說明各項檢測數據 

 
圖 21：運科支援團營養師提供營養諮詢

站服務 

 
圖 22：運科支援團運動心理諮詢老師為拳擊

選手林郁婷服務 

 

圖 23：代表團後勤駐點(運動中心) 

 

圖 24：提供柔道選手賽前訓練場地 



 49 

 

圖 25：提供拳擊選手賽前訓練場地 

 

圖 26：喬山公司提供訓練器材供選手使用 

 

圖 27：輕艇選手使用喬山公司供器材 

 

圖 28：運科支援團於運動中心場域規劃戰情

蒐集據點供拳擊隊、醫師進行情蒐 

 
圖 29：運科支援團情蒐人員為拳擊隊曾

自強教練說明分析情蒐資訊 

 
圖 30：鄭部長(中)、鄭署長(右)與勒瓦盧瓦

市市長合照並感謝免費提供運動中心場域 

 
圖 31：與農業部合作提供胡蘿蔔蔬果 

汁、黃豆奶、樂豆乳、果乾 

 
圖 32：柔道隊於運動中心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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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餐點搭配農產品 

 

圖 34：桌球隊於物理治療鎮所用餐 

 
圖 35：霹靂舞選手餐點 

 

圖 36：駐法代表處協助促成法國政府邀請鄭

部長參加各國政要歡迎酒會(左為法國體育

部長、右為法國國民教育暨青年部長) 

 
圖 37：駐法國代表處舉辦代表團歡迎酒

會，鄭部長與巴黎市副市長(左 1)、勒

瓦盧瓦市長(左 2)、參議院副議長(右 1)

互動交流 

 
圖 38：鄭署長會同吳大使率拳擊代表隊、團

本部前往勒瓦盧瓦市市政府與市長合照 

 

圖 39：鄭署長代表致贈代表團運動服外

套予勒瓦盧瓦市市長 

 

圖 40：全體拳擊選手致贈簽名衣予勒瓦盧瓦

市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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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首度安排於大使館頒發金牌選手

總統賀電 

 

 

 

圖 42：吳志中大使代為頒發總統賀電 

(羽球男子雙打金牌) 

 

圖 43：吳志中大使代為頒發總統賀電 

(拳擊女子 57 公斤級金牌) 

 

 

 

圖 44：林鴻道團長代為頒發總統賀電 

(射擊男子定向飛靶銅牌) 

 
圖 45：林鴻道團長代為頒發總統賀電 

(拳擊 60 公斤級銅牌) 

 

 

圖 46：房瑞文副署長代為頒發即時獎金 

(射擊男子定向飛靶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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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代表團參加開幕式，由羽球戴

資穎及霹靂舞孫振選手擔任掌旗官  

 

圖 48：射擊男子定向飛靶選手李孟遠獲得銅

牌，為本屆奧運代表團首面獎牌，亦為射擊

參加奧運首面獎牌 

 

圖 49：拳擊女子 60 公斤級吳詩儀獲得

銅牌 

 

圖 50：羽球男子雙打李洋、王齊麟獲得金

牌，為本屆奧運代表團首面金牌，亦為我國

史上二連霸的佳績 

 
圖 51：體操男子單槓唐嘉鴻獲得銅

牌，為體操參加奧運該項目首面獎牌 

 

圖 52：拳擊女子 66 公斤級陳念琴獲得銅牌  

 

圖 53：舉重女子 59 公斤級郭婞淳獲得

銅牌，為我國首位連續三屆獲獎選手 

 
圖 54：拳擊女子 57 公斤級林郁婷獲得金

牌，為本屆奧運獲得最多獎牌代表隊，亦為

拳擊參加奧運首面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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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6 度參加奧運之桌球選手莊智

淵參賽情形 

 

圖 56：5 度參加奧運之射擊選手林怡君 

參賽情形 

 

圖 57：4 度參加奧運之羽球選手戴資

穎參賽情形 

 
圖 58：4 度參加奧運之射箭選手雷千瑩 

參賽情形 

 
圖 59：4 度參加奧運之桌球選手陳思

羽參賽情形 

 

圖 50：3 度參加奧運之網球選手謝淑薇 

參賽情形 

 

圖 61：2 度參加奧運射箭選手湯智鈞 

參賽情形 

 
圖 62：2 度參加奧運拳擊選手賴主恩 

參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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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2 度參加奧運柔道選手楊勇緯 

參賽情形 

 

圖 64：2 度參加奧運跆拳道選手羅嘉翎 

參賽情形 

 

圖 65：2 度參加奧運桌球選手林昀儒 

參賽情形 

 

圖 66：2 度參加奧運舉重選手方莞靈 

參賽情形 

 
圖 67：首度參加奧運桌球選手高承睿 

參賽情形 

 
圖 68：首度參加奧運田徑選手張博雅 

參賽情形 

 

圖 69：首度參加奧運網球選手曹家宜 

參賽情形 

 

圖 70：首度參加奧運游泳選手韓安齊 

參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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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首度參加奧運輕艇選手吳少璿 

參賽情形 

 

圖 72：首度參加奧運輕艇選手賴冠傑 

參賽情形 

 

圖 73：首度參加奧運擊劍選手陳奕通 

參賽情形 

 

圖 74：首度參加奧運霹靂舞孫振 

參賽情形 

 

圖 75：首度參加奧運羽球選手李佳馨、葉

宏蔚參賽情形 

 

圖 76：首度參加奧運高爾夫選手錢珮

芸參賽情形 

 
圖 77：田徑選手楊俊瀚、拳擊選手林郁婷

擔任閉幕式掌旗官於團本部合照 

 
圖 78：代表團參加閉幕式並由楊俊

瀚、林郁婷擔任掌旗官進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