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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4 巴黎帕拉林匹克運動會 113 年 8 月 28 日至 10 月 8 日

舉辦，我國自 112 年 12 月起啟動帕拉林匹克備戰計畫，期透過

「備戰期程優化」、「資源待遇優化」、「訓練服務優化」及「培育

模式優化」等作為，協助選手站上國際舞臺。 

本屆賽事我國取得 7 個運動種類 13 席參賽資格，較上屆提

升 3 席，且有 11 席係依據資格賽、世界排名正式或成績 A 標取

得資格，可見選手實力逐步提升，本屆參賽成績為 3 銀 2 銅，成

績為近 4屆最佳(獎牌數歷屆第 3佳)，且有 3項競賽取得第 5名、

1 項競賽取得第 6 名，其中除看見中生代選手奮戰精神得以傳承

外，也看見了臺灣帕運競賽的未來希望。 

國際帕拉林匹克委員會(IPC) 會長 Andrew Parsons 在開幕

致詞提及，本屆賽會後將開展包容革命及革新，透過運動落實身

心障礙平權；如同 IPC 提出「透過帕拉運動打造融合世界(Make 

for an inclusive world through Para sport)」的願景，在賽

會結束後，期待國人持續支持身心障礙運動政策，讓身心障礙運

動員在國人支持下 Together We Move 邁向國際舞台；而體育署

也將持續與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攜手策進，共同擘劃提升身心障

礙競技運動發展；2024 巴黎奧、帕運共同賽事標語 Games Wide 

Open，期待各國攜手提倡體育運動的開放、融合與平等，藉由運

動與各國攜手創造更包容、更融合的社會，並能一同支持身心障

礙運動平權。賽會結束後，政府將持續強化各項策進作為，選手

教練們未來能更上層樓，用閃耀的競賽表現，讓 Games Wide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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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團督導 2024 巴黎帕拉林匹克運動會」 

計畫考察報告 
一、考察目的 

(一)督導代表團各項行政運作及各競賽種類代表隊參賽情形。 

(二)掌握國際體育潮流趨勢，與各界體育界領導人交流，拓展國際體育交流空間。 

(三)於競賽期間分赴各運動競賽場地提供必要支援，適時激勵參賽選手士氣。 

(四)提供政府必要行政支持，與組團單位、選手教練攜手，為國家爭取最高榮譽。 

二、帕運背景介紹 

20世紀初，因為 2次世界大戰的傷害，出現了許多身障軍民。英國史托克曼(Stoke 

Mandeville)醫院，為協助戰爭傷兵，以運動作為身心復健的治療方式，成為身心障

礙運動的起源。為了鼓勵更多肢體障礙者參與活動，1948年在英國倫敦奧運開幕當

日，同時在醫院附設的運動場，舉辦身障運動競賽，這就是現今身心障礙者最高層級

賽會－帕拉林匹克運動會（以下簡稱帕運）的起源。 

4年一屆的帕運，是全世界肢體、視覺及智能障礙者競技水準最高的綜合性運動

盛事，更是選手實現夢想的舞台，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簡稱 IOC)與國際帕拉林匹克委員會(International Paralympic 

Committee,簡稱 IPC)於 1988年起合作，並於 2000 年雪梨帕運時，為加深合作關係，

達成「奧運主辦國在奧運結束後舉辦帕運」的協議。本屆巴黎帕運於巴黎奧運結束後

17天登場，我國帕運與奧運代表團在不同的時間點在巴黎奮戰，為自己及國家爭取最

高的榮耀。 

三、2024年巴黎帕運介紹 

(一)舉辦日期：2024年 8月 28日（三）至 9月 8日（日）（計 12日）。 

(二)舉辦地點：法國巴黎。 

(三)競賽場館：我國參賽種類主要位於巴黎市。 

(四)參賽國家及地區：168個會員國、地區及難民代表團，約 4,400名選手參賽。 

(五)競賽種類： 

1.與 2020東京帕運相同，舉辦 22 個運動種類，計 549 項競賽項目與 549面金

牌。 

2.舉辦 22 個運動種類，包含田徑、游泳、健力、射擊、射箭、桌球、柔道、

輪椅網球、地板滾球、輪椅籃球、鐵人三項、坐式排球、自由車(含公路自

由車、場地自由車)、輪椅擊劍、羽球、輕艇、輪椅橄欖球、馬術 、五人制

足球、盲人門球、划船、跆拳道等。 

(六)2024巴黎奧運、帕運平權宣示 

1.2001 年 6 月 19 日國際帕拉林匹克委員會(IPC)與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

簽署協議，授權由 IOC決定主辦權誰屬，獲選為奧運主辦城市須兼辦帕運。 

2.2024巴黎奧運及帕運，創下史上奧、帕運共用標誌、吉祥物的首例，期藉此

表達奧、帕運是整體的籌辦計畫，一起分享運動改變人生的願景；另吉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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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林匹克弗里吉和帕拉林匹克弗里吉的信念為：「運動可以改變一切，包括

我們的生活、健康及與他人的關係，歡迎更多運動走進我們的生活吧！」。 

3.2024巴黎奧、帕運共同賽事標語 Games Wide Open，期待各國攜手提倡體育

運動的開放、融合與平等，藉由運動與各國攜手創造更包容、更融合的社會，

並能一同支持身心障礙運動平權。 

四、我國代表團教練選手資訊 

項次 隊別 

人數 姓名 

教練 選手 
教練、選手 

男 女 男 女 

1 桌球 1 3 2 2 
教練：王明月、莊紋娟、林佳蓉、魏君達 

選手：林姿妤、田曉雯、程銘志、陳柏諺 

2 羽球 2 1 1 3 
教練：紀世清、龔雅慈、鄭任佑 

選手：方振宇、胡光秋、楊伊宸、蔡奕琳 

3 跆拳道 - 1 1 - 
教練：吳燕妮 

選手：蕭翔文 

4 射箭 1 - 1 - 
教練：李嘉慈 

選手：曾隆煇 

5 田徑 1 - - 1 
教練：張福生 

選手：劉雅婷 

6 健力 1 - - 1 
教練：陳穎德 

選手：林資惠 

7 柔道 1 - 1 - 
教練：陳楓舜 

選手：張少豪 

小計 7 5 6 7  

總計 教練 12 選手 13  

五、2024巴黎帕運備戰優化作為 

(一)啟動帕拉林匹克運動會備戰計畫： 

延續 2022 杭州亞洲帕拉運動會培訓暨參賽成果，自 112年 12月 1日起展

開帕拉林匹克運動會備戰計畫，遴選 8個運動種類、27 位選手實施客製化專案

培訓，期建立長期備戰制度，培植帕拉運動選手競技梯隊。 

1.預算來源：運動發展基金「非亞奧運及基層運動人才培育計畫」項下(各年

度需求經費，將滾動依前年度執行情形核實編列)。 

3.年度預算：113年編列 2024巴黎帕拉林匹克運動會備戰及參賽相關經費約新

臺幣 1億 6,000萬元。 

3.備戰選手級別資格概述： 

(1)第 1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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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最近 1屆帕運前 4名或亞帕運前 2名。 

B.客觀項目(田徑、游泳、健力、射擊、射箭)成績達最近 1屆帕運或世界

錦標賽前 4名或亞帕運前 2名。 

C.提送審核申請時間帕運/世界積分（Paralympic Ranking / World 

Ranking）排名前 4名。 

(2)第 2級： 

A.最近 1屆帕運第 5至 8名或亞帕運第 3名。 

B.客觀項目(田徑、游泳、健力、射擊、射箭)成績達最近 1屆帕運或世界

錦標賽第 5至 10名或亞帕運第 3名。 

C.提送審核申請時間帕運/世界積分（Paralympic Ranking / World 

Ranking）排名第 5至 10名。 

(3)第 3級： 

A.客觀項目(田徑、游泳、健力、射擊、射箭)成績達最近 1屆帕運或世界

錦標賽第 11至 20名，並須符合各賽會最低參賽標準(MQS)。 

B.提送審核申請時間帕運/世界積分（Paralympic Ranking / World 

Ranking）排名第 11至 20 名，且經評估具國際競爭力。 

C.參加國際賽會、國內賽會經國際認可之特殊成績表現，於各該專項競技

運動具發展潛力或具奪牌可能性，經推薦者。 

D.依據教育部備查之遴選辦法，入選下屆帕運或亞帕運資格賽(或積分賽)

國家代表隊。 

4.備戰選手：共計 8個運動種類、27位選手經遴選參與備戰，包括桌球 8 人、

羽球 7人、射箭 3人、田徑、健力、輪椅網球、跆拳道各 2人與柔道 1人。 

(二)執行策略： 

1.個別化服務：為促進各單項代表隊發展，將輔導單項代表隊提出培訓參賽實

施計畫，並就參賽訓練、運科輔助、專業人力需求、器材輔具等，依選手級

別提供個別化服務，以契合專項特性，並確保資源有效運用，讓選手無後顧

之憂專心備戰與參賽。 

2.經費全面支援：依據帕拉林匹克運動會資格取得規範，及各單項國內外參賽

或移地訓練需求，依選手級別審核評估合理者，原則將全額支應所需費用，

以做為選手教練最佳後盾。 

3.跨域支援協力： 

(1)帕拉林匹克運動會備戰計畫重點運動種類及選手將優先安排進駐國家運

動訓練中心啟動集訓，並應用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與國家運動科學中心現

有資源，全方位支持選手教練需求，導入奧亞運備戰服務經驗及人力，

加成訓練效益；其中帕運桌球、羽球培訓隊於 113 年 3 月 1 日起進駐，

結至出團前，包括桌球、羽球、跆拳道、健力、田徑、射箭軍進駐(柔道

審酌外卡公告時間及訓練場地資源需求，安排於選手原訓練地點臺東大

學集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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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結合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國訓中心及運科中心資源，打造選手教練最

佳堅實後盾，推動作業列舉如下： 

A.在食部分：考慮餐飲烹煮對脊髓損傷選手腎臟的影響、高強度長期集訓

需頻繁監控飲水量與尿液生化指數以確保腎臟功能不致受損，特別安排

泌尿科醫師問診及提供諮詢服務，並請國訓營養師協助，特別關注選手

飲食需求。 

B.在衣部分：因應部分選手身材嬌小，特別在洗衣機前放置小階梯與長臂

夾具，以利使用需求；另由運科中心與鞋技中心合作，為軟骨不全身材

較嬌小的選手客製競賽運動鞋，以增強戰力。 

C.在住部分：因應輪椅選手使用需求，在浴室增設沖洗水龍頭及水管，及

調整宿舍油壓門配置，避免房門過重導致進出阻礙。 

D.在行部分：全面檢視無障礙通道通行需求，若因工程需要有封閉常用通

道情形，並請輪椅選手協助檢視替代道路是否符合通行需要。 

E.在育樂部份：首度啟動了課業輔導協助，讓帕拉學生運動員能延續學

業，並開放國訓中心公共空間進出權限，讓帕拉運動員在辛勤訓練之

虞，得藉休閒活動舒緩身心疲勞。 

4.訓輔督導協助：成立「教育部體育署身心障礙競技運動訓輔小組」，積極透

過訪視、會議及座談等，討論或解決執行訓練所遇困難，輔助選手教練專注

於備戰，督導協助選、訓、賽行政工作落實執行。 

5.運動科學支援：整合帕總、國訓中心、運科中心內、外服務系統，提供各單

項代表隊必要支持，進入訓練場域落實運科支援工作，並推出綠色隧道計

畫，協助菁英選手訓練工作、避免運動傷害，達提升選手運動表現效果。 

(三)調升選手日常零用金： 

1.配合 113 年軍公教人員調薪百分之四政策，調整選手日常零用金(含生活津

貼)制度，現集訓選手若屬大學以上畢業而未就業者，每月可領取零用金 4

萬 8,000 元、大學以下學生選手則可領取 2萬 8,000 元；儲訓選手若為大學

以上畢業而未就業者，其零用金比照勞動部所定基本工資數額支給，期藉制

度優化，讓選手無後顧之憂更專注於訓練。 

2.另取得資格選手，另領取代表隊加給 1 萬 500 元，及依過往參賽成就增領

3,000元至 1萬 5,000元成就加給。 

(四)優化績優身心障礙選手及其有功教練獎勵辦法 

整體優化選手教練獎勵制度，如取得帕運金牌選手獎助金從 400萬元提升

到 600萬元，並可選擇月領 3萬 1,000元；教練團的獎金也從 25萬元提高到

80萬元。主要檢討要項如下： 

1.現行條文第 2條：依現行條文第 2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僅實際帶隊之教練

得依本辦法規定獲得獎勵，惟實際指導選手之培訓隊教練，恐因國家代表隊

額度而未能獲遴選參加國家代表隊並實際帶隊，導致其指導之選手縱獲得獎

勵金，其亦未能依本辦法獲得獎勵，故有修正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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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行條文第 3條：配合國際情勢及身心障礙者運動賽會發展實務，現行條文

第 3條所定獎勵賽會已無法引導我國身心障礙選手參加競爭性較強之重點國

際運動賽會，爰有配合修正之必要。 

3.現行條文第 6條：依現行條文第 6條第 2項規定，教練指導之選手參加同一

賽會並獲 2次以上獎助金或同一選手參加同一賽會取得 2次以上獎助金者，

教練僅能獲得 1次獎助金，恐影響其積極性，並有失衡平，爰有配合檢討修

正之必要。 

4.現行條文第 7條：配合實務運作已有於賽會開始 2週前申請核定為獎勵賽會

之情事，為兼顧選手之權益，且實務執行亦無窒礙，審查所需之作業期程得

配合適當縮短，爰須配合修正。 

5.現行條文第 8 條：配合國際情勢，多數運動賽會已無秩序冊，現行條文第 8

條第 1項第 6款所定申請獎勵時應附秩序冊之規定恐不利於選手及教練獲得

獎勵，爰有刪除之必要。 

6.現行條文第 5條附表：考量國際情勢，身心障礙者賽會已朝高度競技性發展，

參考其他國家實務運作，有因應國際情勢而提高身心障礙選手獎金之情形，

現為呼應外界期待，復為呼應國際競賽趨勢，現行條文第 5條附表所定獎助

金額度實有檢討並提高之必要；另配合國際情勢及身心障礙者運動賽會發展

實務，身心障礙運動賽會之競技強度確有提高之趨勢，現行條文第 5條附表

之規定亦無法達成引導選手參加競技強度較高之單項錦標(盃)賽之目的，無

法符應上開國際情勢及實務發展趨勢。 

為配合國際趨勢及外界期待，落實獎勵績優身心障礙選手及其有功教練，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1.修正條文第 2條：修正有功教練之定義。 

2.修正條文第 3條：配合近年國際趨勢，增列選手(或教練)得依本辦法申請獎

勵之賽會。 

3.修正條文第 5條：定明有功教練獎助金分配比例規範，提高附表所定獎助金

額度，並提高參加競技強度較高之單項錦標(盃)賽並獲得成績之選手之獎助

金額度；另有關選手獎助金額度之調整，主要係將原帕運會、奧運金牌選手

獎助金比率，由原 1比 5調整為 1比 3.3，並參照國光系統各獎助金額度係

數轉換，以階梯式概念，分配其他獲獎名次或賽會獎助金額，以整體優化身

心障礙運動選手獎勵作業。 

4.修正條文第 6條：為獎勵有功教練實際投入與付出，刪除教練指導選手參加

同一賽會，有 2人以上獲得獎助金，或同一選手獲得獎助金 2次以上者，僅

能以選手所獲最優名次發給教練獎助金之規定。 

5.修正條文第 7條：為保障選手、教練權益，修正身心障礙運動特定體育團體

申請核定賽會為獎勵賽會之期限。 

6.修正條文第 8條：增列獲身心障礙帕拉林匹克運動會第一名之選手得按月領

取獎助金及其相關事項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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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政要項 

(一)組團輔導工作： 

1.由督導之洪志昌副署長率隊，逐月赴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訪視及關心代表隊訓

練情形，並召開座談會，以積極解決訓練所遇課題；另不定期召開內部討論

會議，邀請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確認選拔、備戰、參賽、後勤支援、交通、

航班、備品、Ao卡轉換、專業人力配置及期程進度等作業細節。 

2.為輔導落實 2024 巴黎帕拉林匹克運動會組團、培訓暨選拔工作，體育署成

立「教育部體育署身心障礙競技運動訓輔小組」，並輔導審查通過各項選拔

辦法、培訓參賽實施計畫、選手教練名單及組團實施計畫等。 

(二)專業人力配置： 

1.實際指導教練隨團：為落實照顧及提升選手臨場競賽表現，本次代表團透過

Ao卡轉換機制，在 13位選手員額外，配置 12名實際指導教練隨團；此配置

規劃有效凝聚各單項代表隊向心力，並穩定選手備戰及參賽心情。 

2.其餘專業人力輔助：為落實服務工作照顧選手健康，並維持選手競賽表現，

本次代表團配置了運動生理、運科情蒐、廚師、營養師、泌尿科醫師、復健

科醫師、物理治療師、心理諮商師、運動防護員、陪練員等 31 位專業人力。 

(三)強化後勤支援服務 

帕運選手過去參賽無送餐與疲勞恢復的服務，也缺乏泌尿科醫師與物理治

療師隨行，本屆借重巴黎奧運組團經驗，首度規劃參賽期間中繼站後勤支援服

務，包括膳食公寓、運動中心及村外的物理治療等，相關後勤服務均比照奧運，

並依選手教練需求妥適規劃，而在選手村也跟大會租借了 20 台移動式空調，

期提供選手舒適的住宿環境與空間。相關推動要項說明如下：  

1.運動中心：延續巴黎奧運團租借勒瓦盧瓦市運動中心空間，提供桌球、羽球、

柔道、跆拳道等代表隊使用，使選手教練於官方指定訓練場館、時段外，得

有專項訓練空間；另於運動中心安排營養補給站，提供優質營養補給品，讓

選手訓練後得立刻補充能量，提升修復與運動表現。 

2.物理治療所：安排距離選手村 5 分鐘之 H4 Hotel 為選手設立物理治療所，

提供運動防護、物理治療、心理諮商等服務，並配置氣壓手套、腿套等儀器

設備，協助選手迅速舒緩疲勞，以確保運動表現。 

3.膳食公寓：由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及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合作，租借公寓辦理

膳食烹飪，公寓中主要由國訓中心廚師、營養師、管理人員等辦理食材烹飪，

並由帕總外送管理人員(含車輛)協助送餐，將選手熟悉且無運動禁藥疑慮的

餐點及時送到競賽或訓練場館。 

(四)輔導召開會議或研習課程 

本屆賽事於法國巴黎舉辦，代表團除援例辦理運動禁藥、奧會模式講習

外，並安排營養師、泌尿科醫師就水分補給等議題，為選手進行衛教講座，並

於行前講習會中，宣導駐法代表處提供之安全注意事項，以全面保障代表團員

健康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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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銷工作規劃： 

2006年聯合國大會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縮寫為 CRPD），其中第 8

條「意識提升」章提及，為提高社會對身心障礙者之認識，促進對其權利與尊

嚴之尊重，建議鼓勵以符合公約宗旨之方式報導身心障礙者。 

而華人社會中，目前僅臺灣遵循 CRPD 規範，避免使用殘障、殘疾等歧視

用語，綜上，為接軌國際趨勢，擴大帕運倡議宣傳，有關本屆賽事行銷倡議工

作規劃重點如下： 

1.製作選手個人專屬形象影音：為營造社會支持氛圍，提升選手知名度，本次

帕運為每一位選手製作 1則專屬 Reels形象影音，並透過新媒體平台推播宣

傳。 

2.製作選手個人專屬圖文報導：為強化選手知名度及國人關注，除形象影音

外，並將細部個人簡介透過圖文採訪方式進行曝光。 

3.製作各單項代表隊影音介紹：除形象影音及個人圖文報導外，並透過代表隊

影音介紹，進一步介紹各帕拉運動分級及相關資訊，以讓國人全面性了解帕

拉運動。 

4.邀請奧運選手應援：邀請 2024 巴黎奧運選手周天成、鄭怡靜等，與帕運代

表隊拍攝影音，期待延續巴黎奧運熱潮，邀請國人攜手應援，為帕運選手精

彩表現喝采。 

5.素材蒐整作業：由組團單位安排選手棚拍，並提供代表隊採訪報導資訊(含

選手個人故事等)，主動提供媒體記者參考；另製作各單項種類選手介紹及

採訪，並建置代表隊資訊網路專區，讓國人有一站式資訊查詢平台，協助有

興趣的媒體深入了解賽事及選手背景資訊。 

6.媒體倡議加值服務：為強化國內媒體報導之豐富性，並輔以圖片，強化報導

可看度，本次代表團援例安排隨團記者協助拍攝競賽畫面，並採雲端空間、

線上通訊軟體等形式，即時回傳現場畫面；另為協助轉播單位拍攝時效需

求，代表團於巴黎端並調派交通接駁服務，讓國人得觀賞主要賽事第一時間

畫面。 

7.製做倡議懶人包：體育署特別將製作之身心障礙運動倡議懶人包，透過組團

單位與媒體溝通的 Line 群組進行宣傳，以確保參賽及選手報導內容，符合

國際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規範，藉賽會報導，強化國人對於身心障礙

者運動權之認識。 

8.開設身心障礙報導知能課程：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姜義村教授講授線課

程，並將課程內容錄製為影音，提供各界媒體參考，邀請媒體共同用正確的

報導內容，攜手支持帕運選手。 

 

 

 

 



8 
 

七、重點活動及行程 

(一)重點行程列表 

時間 項目 備註 

8/23(五) 航 程（臺灣時間 23：30-巴黎時間+1 07：55)  長榮航空 BR87 

8/24(六) 
上午 抵達巴黎夏爾·戴高樂機場  

下午  視察選手村整備情形視察及運動中心環境(羽球)  

8/25(日) 視察運動中心(桌球、跆拳道)/膳食公寓整備情形  

8/26(一) 赴競賽場館或訓練場館關心選手訓練情形  

8/27(二) 

上午 教育部張廖萬堅政務次長抵法  

下午 視察物理治療所及選手村  

晚間 代表團暨外館交流晚宴   

8/28(三) 

上午  次長視察運動中心(羽球、桌球)  

中午 次長視察膳食公寓  

下午及晚間  準備及出席開幕典禮  

8/29(四) 

各競賽種類觀賽與督導/勉勵代表隊教練及選手 

觀賽原則： 

一、各競賽種類

儘量均能

赴現場了

解、支持及

鼓勵。 

二、若同一時段

有兩場以

上賽事，將

以獎牌戰

為優先。 

8/30(五) 

8/31(六) 

9/1(日) 

9/2(一) 

9/3(二) 

9/4(三) 

9/5(四) 

9/6(五) 

9/7(六) 

9/8(日) 
上午  觀看健力競賽  

下午及晚間 準備及出席閉幕典禮  

9/9(一) 航 程 

（巴黎時間 11：20-臺灣時間+1  07：10） 

長榮航空 BR88 

 

9/10(二)  

(二)重點活動 

1.開幕典禮 

(1)開始時間： 8月 28日晚間 8時開始。 

(2)持續時間：開幕典禮儀程約 180分鐘，預計晚間 11時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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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參與進場儀式人員組成：  

進場名單 

序號 職稱 姓名 

1  總領隊 張富貴 

2  總幹事 鍾耀堅 

3  技術代表 沈啟賓 

4  會議代表 何維華 

5  醫療官 葉圜叡 

6  醫生 張奐光 

7  管理 余雅琪 

8  桌球隊教練 林佳蓉 

9  桌球隊選手 程銘志 

10  桌球隊選手 陳柏諺 

11  田徑隊教練 張福生 

12  田徑隊選手 劉雅婷 

(4)掌旗官：桌球陳柏諺(男)、田徑劉雅婷(女)。 

(5)典禮儀程重點：我代表團進場排序：150，前面為敘利亞(Syria)，後面

為坦尚尼亞(Tanzania)。 

2.閉幕典禮 

(1)開始時間：9月 8日(日)晚上 8時 30分開始。 

(2)持續時間：典禮儀程約 150 分鐘。 

(3)參與儀式人員組成：張富貴總領隊、蔡奕琳選手、胡光秋選手、楊伊宸

選手、曾隆煇選手、莊紋娟教練、魏君達教練、龔雅慈教練、李嘉慈教

練、葉圜叡醫療官、潘躍丰防護員、曹烈祥防護員 

(4)掌旗官：田曉雯選手、陳柏諺選手。 

(5)進場排序：我代表團進場排序：147，前面為敘利亞(Syria)，後面為坦

尚尼亞(Tanzania)。 

3.代表團暨外館國際交流晚宴 

(1)時間：2024年 8月 27日(星期二)。 

(2)參與國際貴賓： 

編號 姓名 職稱 

1 Mr. Robert Steadward IPC前會長/ Former IPC President 

2 Mr. Duane Kale IPC副會長/ IPC Vice President  

3 Dr. Debbie Alexander IPC理事/ IPC Governing Board Member 

4 
Shaikh Mohamed Bin 

Duaij Al Khalifa 
APC執委/ APC Member-at-Large*巴林王室成員 

5 Mr. Ali Mohamed Al Majed 
巴 林 NPC 秘 書 長 / NPC Bahrain 

Secretary-General 



10 
 

6 
Shaikh Ahmed bin Salman 

Al Khalifa 

巴林帕運代表隊總領隊 /Head of Bahrain 

Delegation*巴林王室成員 

7 Ms. Naoe Yasuoka APC執委/ APC Member-at-Large 

8 

Dato Sri Megat D 

Shahriman Bin Dato 

Zaharudin 

APC執委會東南亞區代表/ APC Executive Board 

Southeast Asian Representative*馬來西亞拿

督 

9 Mr. Rudi Van Den Abbeele 
World AbilitySport會長/ World AbilitySport 

President 

10 Mr. Patrick Chan 

Virtus執委兼亞洲區會長/ Member at Large of 

Virtus Governing Board and President of 

Virtus Asia 

11 Mr. Ulf Mehrens IWBF會長/IWBF President 

12 Gen. Osoth Bhavilai 

東協帕委會會長 APSF /(ASEAN Para Sports 

Federation) President*現任泰國參議員、退役

陸軍少將 

4.歡迎巴黎帕運代表團暨祝賀我國駐法國代表處新任大使上任 

(1)時間：2024年 9月 2日(星期一)。 

(2)參與貴賓：郝培芝大使、穆閩珠團長、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蔡國泰名

譽總會長、國際帕拉林匹克委員會理事彼得森（John Petersson）、世界

能力運動組織會長范登阿比利（Rudi Van Den Abbeele）、世界能力運動

組織執行長胡伯（Charmaine Hooper）、國際輪椅籃球聯盟亞洲大洋洲區

秘書長佩里曼（Don Perriman）等。 

(三)賽中工作要項 

1.觀賽與行政工作 

(1)賽事及練習活動訪視： 

A.前置作業： 

(a)觀賽安排：隨時與團本部保持聯繫，並使用大會官方 APP 隨時查閱

我代表團選手賽事動態，作為服務工作安排之參考。 

(b)後勤支援關心與視察：隨時與團本部及教練團保持聯繫，及時掌握

各後勤支援點運作現況，並赴運動中心、物理治療所等為代表隊加

油打氣。  

B.滾動研修：依各競賽種類賽事抽籤及晉級結果，即時更新賽程資訊，並

透過 Line工作群組，隨時保持國內外人員最新資訊狀態。 

C.洽排觀賽及慰勞選手：本屆代表團共有 7 個運動種類、13 位選手參賽，

本次考察計畫，均抵達現場或訓練場館為選手教練加油打氣，讓選手於

巴黎賽場奮戰的同時，感受到政府及民間支持的力量。 

D.頒發賀電：針對奪牌選手，安排隨團督導最高長官於頒獎當日頒發賀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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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新聞稿，以第一時間表達恭賀之意。 

(2)例行行政工作： 

每日滾動檢討及確認當日賽果、隔日賽程及團員安全情形等作業，並

與團本部了解及檢討行政服務優化需求，洽接各該行政整備工作。 

2.國際交流 

除「代表團暨外館國際交流晚宴」、「歡迎巴黎帕運代表團暨祝賀我國

駐法國代表處新任大使上任交流活動」外，代表團在法期間並由張廖萬堅

政次次長率隊，積極與國際政要、貴賓交流，包括法國體育及奧運帕運部

部長艾蜜莉·歐迪亞-卡斯特拉(Amélie Oudéa-Castéra)及現任國際帕拉林

匹克委員會會長安德魯•帕森斯(Andrew Parsons)等，持續深化我國與國

際體育及帕拉夥伴的合作情誼。 

3.新聞發布 

(1)照片回傳：為讓國人透過現場照片，感受選手奮戰精神，並作為國內媒

體宣傳資源，本次賽事參考 2020東京帕運、2022 杭州亞帕運作法，由隨

團記者逐一蹲點，並由隨團督導人員黃楚安科員協力，攜手建置競賽現

場影音素材資料庫，且能即時將競賽畫面上載雲端，滿足國內端宣傳與

倡議需求。 

(2)採訪作業：為利採訪作業曝光時效，體育署於賽前已簽准賽事期間新聞

陳核流程，並準備例稿格式，輔以現場採訪文字及內容，各項報導原則

均於當日發布，提供第一手消息，藉此趕及新聞時效，並吸引國人關注；

另審酌巴黎臺灣時差 6個小時，本次署長辦公室暨新聞組同仁共同隨團，

協助照片拍攝及新聞發稿等，有效提升相關作業效率與品質。 

(3)協助維持新聞品質：隨時監看網路新聞資訊，若有友好媒體誤用歧視用

語，將第一時間轉知，輔導調整文字用語，攜手營造社會支持環境。 

八、2024巴黎帕運參賽目標及成果 

(一)我國歷屆各競賽種類奪牌情形(尚未加上 2024奪牌情形)： 

參與賽事 金牌 銀牌 銅牌 合計 

西班牙 1992 巴塞隆納 0 0 1 1 

美國 1996 亞特蘭大 1 0 2 3 

澳大利亞 2000 雪梨 1 2 4 7 

希臘 2004 雅典 2 2 2 6 

中國 2008 北京 1 0 1 2 

英國 2012 倫敦 0 1 2 3 

巴西 2016 里約熱內盧 0 1 1 2 

日本 2020 東京 0 0 1 1 

總計 5 6 14 25 

(二)參賽目標： 

爭取最多參賽資格名額，以超越 2020東京帕運參賽成績為目標(10位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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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 1銅)，積極備戰 2024巴黎帕運，以達成參賽目標。 

(三)實際參賽成果： 

本屆參賽成績為 3 銀 2 銅，成績為近四屆最佳(獎牌數為歷屆第 3 佳)，且

有 3項競賽取得第 5名、1項競賽取得第 6名，其中除看見中生代選手奮戰精神

得以傳承外，也看見了臺灣帕運競賽的未來希望。參賽成績如下： 

第 17屆 2024 巴黎帕運得獎總表 

序號 運動種類 級別 參賽項目 得獎選手 教練 名次 

1 桌球 MS5 男子單打 程銘志 林佳蓉 第二名 

2 桌球 WD20 女子雙打 田曉雯、林姿妤 莊紋娟、王明月 第二名 

3 桌球 MS11 男子單打 陳柏諺 魏君達 第二名 

4 桌球 WS10 女子單打 田曉雯 莊紋娟 第三名 

5 跆拳道 K44-58KG 男子組 蕭翔文 吳燕妮 第三名 

6 羽球 WH1-WH2 女子雙打 胡光秋、楊伊宸 龔雅慈 第五名 

7 羽球 WH1 女子單打 胡光秋 龔雅慈 第五名 

8 桌球 WS10 女子單打 林姿妤 王明月 第五名 

9 田徑 F13 標槍 劉雅婷 張福生 第六名 

九、心得與建議 

2024巴黎帕拉林匹克運動會 113 年 8月 28日至 10月 8 日舉辦，我國自 112年

12月起啟動帕拉林匹克備戰計畫，期透過「備戰期程優化」、「資源待遇優化」、「訓練

服務優化」及「培育模式優化」等作為，協助選手站上國際舞臺。 

本屆賽事我國取得 7個運動種類 13 席參賽資格，較上屆提升 3席，且有 11席係

依據資格賽、世界排名正式或成績 A標取得資格，可見選手實力逐步提升，本屆參賽

成績為 3銀 2銅，成績為近 4屆最佳(獎牌數是自 1992年參賽以來歷屆第 3佳)，為

利經驗得以傳承、交流，本屆隨團督導賽事心得與建議如下，提供未來組團參賽作業

之參考： 

(一)持續優化備戰模式與資源 

現行我國身心障礙競技運動人才培育策略，包括「綜合型賽事備戰」、「潛

力新秀培植」、「基層運動據點」、「全民普及」、「倡議、教育營造氛圍」等，簡

述如下： 

1.綜合型賽事備戰：針對綜合性賽會潛力奪牌選手提供長期備戰資源，提供運

科及體能訓練等跨域服務。 

2.潛力新秀培植：以在地培育為原則，提供潛力選手個人訓練營養金及訓練場

域所需費用，為國際競賽培植潛力新秀，建立身心障礙運動競技接班梯隊。 

3.基層訓練據點：透過制度引導，於縣市設立單項運動訓練據點，提供身心障

礙國民參與競技訓練接觸點，擴增競技運動參與人口，引進在地資源，提升

選手培育深度。 

4.全民普及：優化「運動 i 臺灣 2.0 計畫」，以主流化為精神，普及基層身心

障礙運動參與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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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倡議、教育營造氛圍：跨域合作，針對指導人力、社會大眾、家長、選手、

教練等進行倡議與教育，營造社會支持氛圍。 

 

展望未來，謹提出持續優化作為如下： 

1.頂尖選手持續優化資源挹注：本屆帕運賽場觀賽過程，發現各國已逐步導入

高度競技訓練模式，為提升我國選手國際競爭力，建議就頂尖選手資源及培

訓模式等，得依「帕拉林匹克運動會備戰計畫」持續優化；另建議就即將到

來的下階段任務「2026亞帕運」選訓賽等作業，能儘速邀集相關單位研議優

化服務及行政制度需求，以利持續做為選手教練最佳後盾。 

2.持續基層扎根與跨域合作： 

我國現行主要身心障礙競技運動接觸點如下： 

(1)2年 1 屆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由教育部主辦，舉例來說 113全國身

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競賽種類包括田徑、游泳、羽球、桌球、輪椅網球、

健力、射擊、輪椅籃球、保齡球、射箭、地板滾球等 11種競賽；本賽事

由縣市政府組隊，多數國家代表隊選手均會出賽。 

(2)身心障礙特定體育團體年度賽事：包括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中華民國

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舉辦年度單項競賽，並辦理學生升學指定盃賽等。 

(3)運動 i 臺灣計畫：體育署透過年度計畫方式，輔導 22縣市政府推動多元

身心障礙者體育活動(含競賽)，提升身心障礙國民參與運動機會。 

茲為持續基層扎根，建議未來推動重點如下： 

(1)因應人口現況擬定更優策略：我國身心障礙者近 88%之障礙情形為後天因

素導致(如：疾病、意外等)，且 95%身心障礙國民及身心障礙學童係居住

於社區或就讀一般學校，爰建議基層扎根及新秀培育工除除應持續推展

外，並得擬定更有效策略，俾發掘具潛力之選手，持續建置競技接班梯

隊。 

(2)強化學校系統合作：現行 95%身心障礙學童就讀於一般學校，近年具國際

競爭力選手在學校端多係參加學校代表隊或社團，與非身心障礙選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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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訓練；因應國際高度競爭趨勢，未來學校系統的資源合作將越趨重要。 

(3)持續強化資源挹注：建議得藉體育暨運動發展部成立時機，持續強化我

國身心障礙運動資源挹注，並啟動進一步跨部會合作討論。 

3.持續引入民間資源挹注：本屆代表團參賽除政府大力支持外，並有相關民間

廠商挹注多元資源，除挹注加碼獎勵金外，並透過認養機制，輔導帕運選手

置企業或單位就業；建議組團單位得持續引入民間資源挹注，藉政府與民間

力量攜手，成為帕拉選手最堅強的後盾。 

(二)倡議及行銷宣導工作 

國際聽障運動總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Sports for the Deaf , 

ICSD)以體育爭取平權(Equality through sports)為其目標，國際帕拉林匹克

委員會（IPC）也提出藉帕拉運動創造更融合社會的願景(Make for an inclusive 

world through Para sport)，從中剖析身心障礙競技運動，除更快（Faster）、

更高（Higher）、更强（Stronger）的競技表現外，更負有一定社會責任使命。

而國際特奧會(Special Olympics)「透過運動改變世界」的組織願景，更深刻

剖析身心障礙競技運動與社會的互動性。 

2006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縮寫為 CRPD），其中第 8

條「意識提升」章提及，為提高社會對身心障礙者之認識，促進對其權利與尊

嚴之尊重，建議鼓勵以符合公約宗旨之方式報導身心障礙者。 

而我國健力女將林資惠之前受訪時曾表示：「帕拉運動近年在政府偕同民間

積極推廣下，已經獲得更多國人熟悉，現在也不需要時常解釋自己為什麼參加

「帕」運或者亞「帕」運，最近搭高鐵，被人家問到是哪個運動種類選手，聽

到要參加帕運時，大家都知道是什麼比賽，讓她覺得很感動。」，以上種種，顯

見綜合型賽會倡議及行銷宣導工作的重要性。  

本屆賽會透過賽前素材資源建置，賽中隨團記者及隨團督導人員協力，攜

手提升參賽資訊曝光度，網路多可見民眾留言，認為本屆帕運曝光度為歷屆之

最，有助落實國際總會願景。建議未來輔導國際綜合性身心障礙相關賽會的同

時，能持續加強行銷與倡議工作，激發國人支持身心障礙者參與運動，另建議

持續參照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精神，輔導及推動「正確」報導及倡議作法，蓬

勃社會支持氛圍。 

(三)優化培訓、組團服務工作 

1.Ao 職員卡轉換持續優化：本屆帕運透過 Ao 卡轉換機制，讓所有培訓隊教練

均得赴賽場指導選手，對於選手競賽臨場表現確有助益，建議爾後得持續優

化相關配置規劃，讓選手教練攜手站上國際舞台，展現辛勤訓練成果。 

2.隨團媒體及拍攝工作安排：本屆申請大會採訪證媒體數量為歷屆最高，為延

續倡議及曝光效果，建議爾後相關申請作業得更積極依大會申請程序及期程

辦理，以與媒體朋友攜手營造社會支持氛圍；另建議團本部得延續本屆作

法，於團務人員或陪賓中安排具攝影專業之人員，以利取得各項典禮儀程或

觀賽第一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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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延續本屆奧、帕運組團提供一致服務，建議爾後就團服、備品、後勤支援

等行政要項，得輔導 2賽會組團單位共議研商，並與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攜手

合作，以利超前部屬，為選手提供最佳服務。 

4.訓練或競賽備品採購作業持續優化：本藉組團參賽首度啟動長期進駐國訓中

心集訓，並進一步優化資源挹注及選手待遇，惟執行初期偶遇訓練或競賽備

品無法即時到位情勢，經輔導釐清後，現相關流程及時效已有優化，惟建議

仍應持續檢討策進。 

十、觀賽要項紀錄 

(一)我國選手運動家精神獲觀眾喝采：我國選手勝不驕、敗不餒，並能發揮運動家

精神充分地將臺灣精神帶到國際舞台上，如跆拳道選手蕭翔文在八強賽中對上

法國選手，看見對手的護齒套掉落便主動幫忙裝上，各個選手在競賽中就算落

敗，都能保持風度，熱情的與對手擁抱、握手及恭賀對方的表現，這樣的風度

及精神，不論成績與結果，每位選手都是臺灣的驕傲。 

(二)選手們克服壓力、充分發揮、不留遺憾：在媒體報導中我們一直聽到選手分享，

他們已經將訓練的成果傾全力發揮在舞台上，並能與世界強權競爭，能夠有這

樣的表現，自己已經感覺到很欣慰、不留遺憾。在現場，親眼看到選手釋放壓

力流淚、贏球揮臂振奮、跨越強權開心吶喊等，感謝選手們代表臺灣站上國際

舞台盡情發揮，讓世界為臺灣喝采。 

(三)選手教練多表達政策優化的感謝：這次政府攜手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國家運

動訓練中心及國家運動科學中心協力，並提供歷屆最佳的資源挹注，選手首度

進駐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長期集訓，也首度比照奧運團推出完善的後勤支援服

務，從專業人力配置、村外訓練、運動防護到膳食供應等，我們都努力推展。

選手教練受訪時，多對此次的政策優化方向表示肯定，而政府也會持續做為選

手教練最佳後盾。 

十一、結語 

本屆參賽成績為 3銀 2銅，成績為近四屆最佳(獎牌數為 1992年參賽以來第 3

佳)，且有 3項競賽取得第 5名、1項競賽取得第 6名，其中除看見中生代選手奮戰精

神得以傳承外，也看見了臺灣帕運競賽的未來希望。相關參賽成果關鍵點除在於政府

政策的支持、提升支援挹注外，更有賴各界跨域協力，包括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承擔

重任，與體育署攜手辦理各項新增計畫與庶務，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及國家運動科學中

心鼎力支持，提供專業訓練環境軟硬體設施，駐法代表處吳志中及郝培芝大使率領的

團隊、台商會及僑領等不遺餘力積極提供在地服務或建議，且有更多的專業人力投入

組團服務工作，都是本次參賽成果之關鍵，特藉本段表達最誠摯的感謝。 

國際帕拉林匹克委員會(IPC) 會長 Andrew Parsons在開幕致詞提及，本屆賽會

後將開展包容革命及革新，透過運動落實身心障礙平權；如同 IPC提出「透過帕拉運

動打造融合世界(Make for an inclusive world through Para sport)」的願景，在

賽會結束後，期待國人持續支持身心障礙運動政策，讓身心障礙運動員在國人支持下

Together We Move 邁向國際舞台；而體育署也將持續與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攜手策



16 
 

進，共同擘劃提升身心障礙競技運動發展；2024巴黎奧、帕運共同賽事標語 Games Wide 

Open，期待各國攜手提倡體育運動的開放、融合與平等，藉由運動與各國攜手創造更

包容、更融合的社會，並能一同支持身心障礙運動平權。賽會結束後，政府將持續強

化各項策進作為，選手教練們未來能更上層樓，用閃耀的競賽表現，讓 Games Wide 

Open。 

知名作家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曾說，「如果你夠幸運，年輕時待

過巴黎，那麼巴黎將一輩子跟著你，因為巴黎就像一場流動的饗宴。」，期待本次在

巴黎的參賽作業經驗，能成為未來政策執行優化與選手實力提升的養分，讓我們攜手

播下發展茁壯的種子，一同做帕拉運動員的堅實後盾！ 

照片：https://reurl.cc/XRGkWR 

 (或請掃描 QR Code) 

 

https://reurl.cc/XRGk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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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 巴黎帕拉林匹克運動會代表團名單 
項次 職稱 姓名 人數 
  1  團長 穆閩珠 1 

  2  貴賓及陪賓 

教育部張廖萬堅政務次長 
教育部體育署洪志昌副署長 
全民運動組呂宏進組長 

署長室暨新聞組黃楚安科員 
全民運動組陳思瑋專員 

外館顏嘉良公使 
外館王文瑋大使辦公室主任副參 

7 

  3  總領隊 張富貴 1 
  4  總幹事 鍾耀堅 1 
  5  醫療官 葉圜叡(復健科) 1 

  6  醫師 張奐光(泌尿科) 1 

  7  秘書兼競賽管理 
唐碧穗 
余雅琪 

2 

  8  技術督導 沈啟賓 1 
  9  會議代表 何維華 1 

  10  記者 
陳容琛(中央社) 
蔡厚瑄(三立) 

2 

  11  教練 

【桌球】 
王明月、莊紋娟、林佳蓉、魏君達 

【羽球】 
紀世清、龔雅慈、鄭任佑 

【跆拳道】吳燕妮 
【射箭】李嘉慈 
【田徑】張福生 
【健力】陳穎德 
【柔道】陳楓舜 

12 

  12  選手 

【桌球】 
林姿妤、田曉雯、程銘志、陳柏諺 

【羽球】 
方振宇、胡光秋、楊伊宸、蔡奕琳 

【跆拳道】蕭翔文 
【射箭】曾隆煇 
【田徑】劉雅婷 
【健力】林資惠 
【柔道】張少豪 

13 

  13  防護員 
潘躍丰 
黃婕妤 
曹烈祥 

3 

總計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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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4 巴黎帕拉林匹克運動會後勤支援工作團 
項次 職稱/分工 人力 名單 

1 後勤支援工作團團長 1 黃泰源 

2 選訓及訓輔委員 11 

許瓊云、陳惠雅、張家昌、黃美珍、蔡秀

華、黃國恩、黃文成、湯惠婷、陳昭元、

吳慧君、詹淑月 

3 

醫護組 

(9人) 

醫師 

 (復健科) 
1 李佳玲 

4 
運動防護員 6 

陳毅文、章葳、梁詠涵、許伯碩、許奕安、

羅奕萱 

物理治療師 2 呂宜淑、李振維 

5 

運動 

科學組 

運動心理諮商 2 邱逸翔、曾哲宏 

6 運科情蒐 3 
【桌球】陳金海【羽球】鄭元龍【跆拳】

蔡明志 

7 運動生理 1 林則甫 

8 

行政 

後勤組 

管理 3 陳美娟、吳建周、沈蔚廷 

9 維安人員 1 沈益旭 

10 廚師 1 方國雅 

11 營養師 1 吳婉淳 

12 陪練員 9 

【桌球】蘇晉賢、李康豪、陳俊廷 

【羽球】詹仁齊、李貫綸、趙元韶、蒲貴

煜 

【跆拳】張家豪 

【柔道】林承宏 

總計 4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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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我國取得 2024 年巴黎帕拉林匹克運動會參賽資格統計 

項
次 

運動 
種類 

項目 
取得帕運 

資格賽會/渠徑 
成績 

取得資格席
次之選手 

取得資格員額數 
男 女 合計 

1 桌球 
TT11男
子單打 

Virtus Global 
Game(2023.6.4) 金牌 陳柏諺 1  

13 

(6 男

7 女) 

2 桌球 
TT10女
子單打 

2022杭州亞洲帕拉
運動會
(2023.10.22) 

金牌 林姿妤  1 

3 射箭 
Open反
曲弓男
子個人 

2023亞洲帕拉射箭
錦標賽暨 2024巴黎
帕運亞洲資格賽 
(2023.11.17) 

銀牌 曾隆煇 1  

4 
跆拳

道 

K44-58
公斤級 

2024年 1 月份世界
排名前 6 
(2024.1.2) 

第 4 名 蕭翔文 1  

5 桌球 
TT5 男子
單打 

2024年 4 月份個人
排名 
(2024.4.2) 

第 1 名 程銘志 1  

6 羽球 WH1 
2024年 4 月份
WH1-WH2女雙世界
排名前 6 
(2024.4.3) 

第 6 名 胡光秋  1 

7 羽球 WH2 第 6 名 楊伊宸  1 

8 羽球 
SU5 男子
單打 

2024年 4 月份 
SU5 個人世界排名 
(2024.4.19) 

第 3 名 方振宇 1  

9 羽球 
SH6 女子
單打 

2024年 4 月份 
SH6 個人世界排名 
(2024.4.19) 

第 9 名 蔡奕琳  1 

10 桌球 
TT10女
子單打 

2024年 4 月份雙打
排名 
(2024.4.22) 

第 1 名 田曉雯  1 

11 田徑 
F12 女子
標槍 

2024年 6 月 28日 
高表現(A 標)資格 A 標 劉雅婷  1 

12 健力 
女子-86
量級 雙邊邀請 Bipartite 

Commission Invitation 

Allocation 

外卡 林資惠  1 

13 柔道 
男子

J2-73 公
斤 

外卡 張少豪 1  

備

註 

取得參賽資格席次中，包括桌球 4 席、羽球 4 席、跆拳道 1 席、射箭 1 席、田徑

1 席、健力 1 席、柔道 1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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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帕拉林匹克運動會備戰計畫選手分級及資源挹注原則」 
級別 第 1級 第 2級 第 3級 

資格條

件標準

參考成

績 

1.最近 1屆帕運前 4名或

亞帕運前 2名。 

2.客觀項目 (田徑、游

泳、健力、射擊、射箭)

成績達最近 1屆帕運或

世界錦標賽前 4名或亞

帕運前 2 名。 

3.提送審核申請時間帕

運 / 世 界 積 分

（Paralympic Ranking 

/ World Ranking）排

名前 4名。 

1.最近 1 屆帕運第 5 至 8

名或亞帕運第 3 名。 

2.客觀項目 (田徑、游

泳、健力、射擊、射箭)

成績達最近 1屆帕運或

世界錦標賽第 5 至 10

名或亞帕運第 3 名。 

3.提送審核申請時間帕

運 / 世 界 積 分

（Paralympic Ranking 

/ World Ranking）排

名第 5至 10名。  

4.第 3級選手取得當屆帕

運參賽資格。 

1.客觀項目(田徑、游泳、

健力、射擊、射箭)成績

達最近 1 屆帕運或世界

錦標賽第 11至 20名，並

須符合各賽會最低參賽

標準(MQS)。 

2.提送審核申請時間帕運/

世界積分（Paralympic 

Ranking / World 

Ranking）排名第 11 至

20 名，且經評估具國際

競爭力。 

3.參加國際賽會、國內賽會

經國際認可之特殊成績

表現，於各該專項競技運

動具發展潛力或具奪牌

可能性，經推薦者。 

4.依據教育部備查之遴選

辦法，入選下屆帕運或亞

帕運資格賽(或積分賽)

國家代表隊。 

商務艙 

搭乘原

則 

選手及隨隊教練 1人： 

1.參賽：得搭乘商務艙。 

2.移地訓練：航段超過 12

小時，得搭乘商務艙。 

1.取得帕運資格選手，得比照第 1級選手原則辦理。 

2.第2級選手及第3級重度障礙以上輪椅使用選手參賽：航段超

過6小時，得搭乘商務艙。 

3.餘參賽及移地訓練：不分航段，搭乘經濟艙。 

訓練 

模式 

優先實施集中訓練為原

則 

除配合各代表隊集訓規

劃外，得依選手需求提出

集訓計畫。 

除配合各代表隊集訓規劃

外，以分站訓練為原則。 

年度參

賽規劃 

若參賽標的有助取得世界排名(積分)或帕運、亞帕運

參賽資格，將優先配置資源。 
視年度預算額度安排 

年度移

地訓練

若有相關規劃，將優先遴

派。 
視年度預算額度安排 視年度預算額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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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第 1級 第 2級 第 3級 

計畫 

運科 

輔助 

優先挹注所需資源，並優先協調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及

國家運動科學中心協助。 
視年度預算額度安排 

專業人

力需求 

若配合集訓者，本級別選

手所屬代表隊得優先配

置專屬防護員、體能訓練

師及教練。 

由帕總依訓練需求，提供

(或協調提供)防護、體能

及教練等必要資源。 

由帕總依訓練需求，提供

(或協調提供)防護、體能及

教練等必要資源。 

各代表隊參賽員額規劃，若隊中有重度障礙以上選手，得依實際需求增加隊職員

(照護員)員額。 

器材 

輔具 

若所提器材或競賽輔具需求有助提升競賽表現，將優

先配置資源。 
視年度預算額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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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培訓及參賽期間教練、訓練員或專業人員費用支給基準表 
一、教練、訓練員或專業人員津貼(集訓) 

職稱 無專任職務/留職停薪金額 留職留薪金額 

總教練 115,270 57,635 

教練 92,610 46,305 

助理訓練員或專

業人員 
50,110 25,055 

備註： 

1. 本津貼支給基準，參照公立大專教師薪資明細表之規定。 

2. 選手採分站訓練(非集訓模式)之指導教練，其教練津貼依天/次數發給教練費 1,600

元。 

3. 專業人員包括物理治療師、運動防護員、運動心理人員、體能訓練人員、情蒐人員

或其他專業人員 
二、教練成就加給  

      賽會名稱 

 

      名次 

指導成就 

帕運 亞帕運 

總教練 教練 總教練 教練 

第 1名 30,000 25,000 7,500 5,000 

第 2名 20,000 15,000 4,000 2,500 

第 3名 10,000 7,500 2,000 1,500 

備註： 

(一)若教練獲 2項以上指導成就者，擇優一項核發。 

(二)指導成就原則依獲「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有功教練獎勵辦法」帕運及亞帕

運教練獎勵者認定。 

三、教練賽會加給 

資格 金額 

總教練與教練實際指導選手取得奧運參賽席

次或達帕運參賽資格(不含取得保障名額者)  
2,500 

備註： 

(一) 相關執行細項或認定標準等，得參考「備戰奧林匹克運動會黃金計畫」辦理。 

(二) 專業人員若非屬全職協助訓練工作者，其核支原則如下： 

1.運科支援人員：如：心理諮商師、體能訓練師、情蒐人員等，依其資格條件，

每個時段核支 1,000至 2,000元為原則，每月不超過 32,000元；運動防護員或

物理治療師，每人每天補助 1,600 元至 2,000元，依實際天數覈實計算。 

2.時段陪練員：依其資格條件，每個時段核支 400 至 800 元為原則，每月不超過

24,000元。 

3.前述工作採時段計時者，每個時段至少 2小時，每天以 1個時段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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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帕拉林匹克運動會備戰計畫選手零用金制度表 

一、日常零用金(含生活津貼) 
選手類別 

身分別 集訓及參賽選手 儲訓選手(未施以集訓) 

大學以上畢業而 

未就業者 
48,000 

比照勞動部所定基本工資數額支給 
已就業經服務單位同

意辦理留職停薪者 

48,000  

或依其本職實領薪資發給 

已就業經服務單位同

意辦理留職留薪者 
17,000 12,000 

(每日 400) 
大學以下學生選手 28,000 

二、代表隊加給 
資格/金額 

賽會 資格 金額 

帕拉林匹克運動會 取得代表隊資格者 10,500(每日 350) 

三、成就加給 

賽會名稱 

 

名次 

綜合性賽會 世界單項正式錦標賽 

帕拉林匹克運動
會 

亞洲帕拉 
運動會 

個人項目 團體項目 

第 1名 
15,000 

(每日 500) 
9,000 

(每日 300) 
9,000 

(每日 300) 
12,000 

(每日 400) 

第 2名 
12,000 

(每日 400) 
6,000 

(每日 200) 
— 

第 3名 
9,000 

(每日 300) 
3,000 

(每日 100) 
— 

備註： 

1.成就加給若曾獲二獎項以上，擇優發給；身心障礙單項錦標賽依「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有功

教練獎勵辦法」認定。 

2.代表隊加給及成就加給依「國民體育法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辦理。 

3.審酌帕拉選手成長背景及訓練需求特性，有關日常零用金(含生活津貼)之發給補充說明如下：  

(1)大學以上畢業而未就業之身分別，包括脫離大學學齡階段而未就業者。 

(2)已就業經服務單位同意辦理留職留薪之身分別，含持續本職工作，惟每月訓練天數達三分之二者。 

(3)大學以下學生選手，含大學以下學齡階段未升學者。 

(4)若選手之集訓計畫經同意於原學校或訓練場域持續辦理者，得適用集訓及參賽選手津貼標準。 

(5)若選手實際無法全月(如僅能周末或部分天數)投入訓練者，將依天數比例折算日常零用金(含生活

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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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使用及致詞用語參考資訊 
一、2006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縮寫為

CRPD），其中第 8 條「意識提升」章提及，為提高社會對身心

障礙者之認識，促進對其權利與尊嚴之尊重，建議辦理以下
措施： 

1.持續進行有效之宣傳活動，提高公眾認識，以便培養接

受身心障礙者權利之態度，提高社會對身心障礙者之瞭
解。 

2.鼓勵以符合公約宗旨之方式報導身心障礙者。 

二、什麼是符合公約宗旨之方式呢? 
身心障礙運動的宣傳、曝光，不小心反加深社會對身障者

的「刻板印象」或「污名化」？另常看到「愛心」、「關懷」、「幫

助」、「克服」等用語嗎?無論詞語有多正向，都無形中矮化了
身心障礙者的社會位置。為避免建構身心障礙者做為弱勢的地

位，我們應該怎麼做呢?謹彙整相關資訊提供參考：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殘而不廢」、「勇敢克服身體侷限」，把障礙者當勵志人物有什麼問題？文：易

君珊)： 

(一) 應使用身心障礙專有名詞，避免歧視用語： 
1.如：殘障、殘廢、殘疾等，應改以身心障礙者、肢體障

礙者、損傷等合宜字眼呈現。 

2.提到非身心障礙者時，請盡量避免使用「正常人(反之，
身障者即成為不正常人)」、「一般人」，而是以「非身心

障礙者」作為取代。 

(二) 避免醫療化的障礙意象：過度使用「雖然⋯⋯但是」；如：
「雖然有重度障礙，但是他沒有放棄」。 

(三) 避免過度刻板化的典範光環： 

1.避免使用「生命鬥士」、「激勵人心」等語，以避免單純

形塑身障者成為他人的激勵品。 

2.避免使用「殘而不廢」等語，其中「殘」為歧視用語；

另此用法隱喻身障者是沒有能力的，克服了才能「不廢」。 
3.以運動領域而言，應可改關注其競賽表現，而非「克服

障礙」。 

(四) 避免口惠不實的愛與關懷： 
1.不論是名詞、形容詞，還是動詞，建議避免過度使用暖

心用語，如：「關懷」、「愛心」、「生命力」、「愛」與「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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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等(愛心與關懷偏屬「施予」、「給」的立場，但身障者運動

參與是其權利，權利應受保障，並非靠他人施予)。 

2.舉例：我們要付出愛心，協助身心障礙者參與運動需求，
或可改成我們攜手付出努力，保障身心障礙者運動參與

權利。 

(五) 避免過度強調為主流社會帶來的勵志效果：如：「鼓勵非
身心障礙者應更積極、肯定的心態面對自我」、「我們一

般人更要珍惜自己的生命」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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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國際賽會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有功教練獎助金額度表修正情形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國際賽會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有功教練獎助金額度表 

獲獎名次 

            獎助金 

    職稱 

賽會名稱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身心障礙帕拉林匹

克運動會(帕運會) 

選手 600 210 150 90 50 30 

教練 80 50 30 20   

二、聽障達福林匹克運

動會(聽障奧運) 

選手 210 150 90 50 30  

教練 50 30 20    

三、亞洲帕拉運動會(亞

帕運) 

選手 90 50 30    

教練 30 20     

四、亞太聽障運動會(亞

太聽障運) 

選手 50 30 20    

教練 10      

五、每四年舉

辦一次國

際性(不

包括亞洲

地區或亞

洲暨太平

洋地區)

身心障礙

帕運

會、聽

障奧

運、亞

帕運或

亞太聽

障運競

賽種類

參加帕

運會或

亞帕運

競賽種

類之選

手 

210 150 90    

參加聽

障奧運
150 90 50    

國際賽會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有功教練獎助金額度表 

獲獎名次 

            獎助金 

     職稱 

賽會名稱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身心障礙帕拉林匹克

運動會(帕運會) 

選手 400 144 84 48 30 18 

教練 25 15 10    

二、聽障達福林匹克運動

會(聽障奧運) 

選手 120 72 42 24 15  

教練 15 10     

三、亞洲帕拉運動會(亞帕

運) 

選手 38 23 15    

教練 10      

四、每四年舉辦一次國際

性(不包括亞洲地區

或亞洲暨太平洋地

區)身心障礙者運動

賽會，且其會員數達

六十個以上。 

選手 75 45 26 

   

五、每四年舉辦一次國際

性(不包括亞洲地區

或亞洲暨太平洋地

區)身心障礙者運動

選手 45 2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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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運動賽

會，且其

會員數達

六十個以

上 

之單項

運動錦

標(盃)

賽 

或亞太

聽障運

競賽種

類之選

手 

其他 選手 75 45 26    

六、每四年舉

辦一次國

際性(不

包括亞洲

地區或亞

洲暨太平

洋地區)

身心障礙

者運動賽

會，且其

會員數達

三十個以

上未達六

十個 

帕運

會、聽

障奧

運、亞

帕運或

亞太聽

障運競

賽種類

之單項

運動錦

標(盃)

賽 

參加帕

運會或

亞帕運

競賽種

類之選

手 

150 90 50    

參加聽

障奧運

或亞太

聽障運

競賽種

類之選

手 

90 50 30    

其他 選手 45 26 15    

七、每二年舉

辦一次國

際性(不

包括亞洲

地區或亞

洲暨太平

帕運

會、聽

障奧

運、亞

帕運或

亞太聽

參加帕

運會或

亞帕運

競賽種

類之選

手 

90 50 30    

 

賽會，且其會員數達

三十個以上未達六十

個。 

六、每二年舉辦一次國際

性(不包括亞洲地區

或亞洲暨太平洋地

區)身心障礙者運動

賽會，且其會員數達

三十個以上。 

選手 45 26 15 

   

七、每二年以上舉辦一次

之亞洲地區或亞洲暨

太平洋地區各類身心

障礙者運動賽會，且

其會員數達三十個以

上。 

選手 19 1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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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地區)

身心障礙

者運動賽

會，且其

會員數達

三十個以

上 

障運競

賽種類

之單項

運動錦

標(盃)

賽 

參加聽

障奧運

或亞太

聽障運

競賽種

類之選

手 

50 30 20    

其他 選手 45 26 15    

八、每二年以

上舉辦一

次之亞洲

地區或亞

洲暨太平

洋地區各

類身心障

礙者運動

賽會，且

其會員數

達三十個

以上 

帕運

會、聽

障奧

運、亞

帕運或

亞太聽

障運競

賽種類

之單項

運動錦

標(盃)

賽 

參加帕

運會或

亞帕運

競賽種

類之選

手 

50 30 20    

參加聽

障奧運

或亞太

聽障運

競賽種

類之選

手 

30 20 10    

其他 選手 19 1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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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2024 巴黎帕運代表團選手簡歷 
編號 選手 背景 排名 教練 選手簡介 選手內心話分享 過往競賽成績 

1 

蕭翔文 
(跆拳道) 

嘉義市 
 

國立中正
大學運動
競技學系
暨運動與
休閒教育
研究所 

2024年
K44級別
-58kg 
第 4 名 

吳燕妮 

畢業於中正大學的蕭翔文，
自國小五年級開始學習跆拳
道，國一開始踏上選手之
路，更多次參加全運會及全
大運。不過上天卻在他 21 歲
時給他一個考驗，一場車禍
導致右臂神經叢損傷。 

在女友與家人的鼓勵下，他
逐漸重拾往常生活，也開始
擔任教練的工作多年。因緣
際會下，有位教練了解蕭翔
文狀況後，向他提出建議，
問他是否願意以身障選手身

分挑戰跆拳道賽場。 
24 歲重拾選手身分的翔文，
再與教練攜手下，光去年就
拿下 3 金 2 銀 1銅，並成功
為我國奪下 2022杭州亞帕運

第 1 面金牌。 

蕭翔文表示，自己來到國
訓備戰巴黎帕運，特別跟
貓女兒豆豆聊了許久，還
將她的貓鬍鬚隨身攜

帶，作為自己的幸運物。
除此之外，他更感謝帶過
自己的楊喬詠、戴淑華、
柯易智及吳燕妮教練，在
他們的指導下，自己才能
重返跆拳道戰場找到新
的一片天，成為帕拉運動
員，與世界各國佼佼者抗
衡，希望能在巴黎帕運拿
下獎牌，回報給幫助他的

每個人。 

★2022 杭州亞
帕運 K44-58
公斤量級金

牌 
★2023 帕拉跆

拳道世界錦
標賽 K44-58
公斤量級銀

牌 
★2024 年峴港

亞洲帕拉跆
拳道錦標賽
K44-58 公斤
量級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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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選手 背景 排名 教練 選手簡介 選手內心話分享 過往競賽成績 

2 

胡光秋 
(羽球) 

臺北市 
 

法國巴黎
銀行台北
分行 

2024年
羽球 WH1

級 
雙打世
界排名
第 5 名 

 
個人世
界排名
第 7 名 

龔雅慈 

光秋從小在育幼院長大，12
歲時脊椎長出腫瘤，喪失行
走能力，靠著運動，她走出
人生新的一片天，現在光秋
與搭檔楊伊宸攜手 WH1-WH2
女雙項目，攜手邁向巴黎帕

運。 

「打羽球不但解決了我
的病痛，還給了我鬥志與
更遠大的目標」-胡光秋 

★2024 四國帕
拉羽球公開
賽 WH1女子單

打銅牌 
★2024 四國帕

拉羽球公開
賽 WH1-WH2女
子雙打銀牌 

3 

楊伊宸 
(羽球) 

臺北市 
 

長庚紀念
醫院 

2024年
羽球 WH2

級 
雙打世
界排名
第 5 名 

 
個人世
界排名
第 9 名 

伊宸因為脊椎損傷無法站
立，在羽球運動找到人生新
方向。「真的很感謝朋友、總
會的幫助，我一開始打羽球
是為了交朋友，後來對這項
運動投入越深越有興趣，進
而走上競技這條路。」楊伊
宸說，希望持續努力，讓女
兒看到自己的毅力與精神。 

熬了八年，終於走向帕運
最高殿堂這條夢想之

路，楊依宸想感謝她的好
搭檔－胡光秋，「感謝光
秋一直拉著我，在我最低
潮時，不斷告訴我不要放
棄，給我很多鼓勵。」，
也想對自己說：「感謝我
自己，一路走過來撐到現
在，這次巴黎帕運，我希
望可以突破自己，成為可
敬的對手，就拚這一戰，

加油！」 

★2024 四國帕
拉羽球公開
賽 WH2女子單

打銅牌 
★2024 四國帕

拉羽球公開
賽 WH1-WH2女
子雙打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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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選手 背景 排名 教練 選手簡介 選手內心話分享 過往競賽成績 

4 

方振宇 
(羽球) 

臺南市 
 

國立體育
大學 

體育研究
所 

2024 
SU5 級 
世界排
名第 2
名 

紀世清 

帕拉羽球選手方振宇，出生
時由於難產，導致左手肩膀
神經叢損傷，左側上肢肌肉
萎縮，無明顯動作功能，經
多次手術及復健，多虧醫師
及復健師的照護與協助，雖
然手部無法做出精細抓握，
但肩膀以及手肘有了些許的
功能，可以幫助打球時帶動
身體和維持身體協調。 

第一次看到振宇，你一定會
被他的笑容所吸引，他從小
就愛運動，自小家庭就灌輸
他樂觀的觀念，媽媽常跟他
說:不要常想自己失去什

麼，要想自己還擁有什麼。
這讓振宇從小就養成積極正
向的態度面對問題。國中初
接觸羽球項目，振宇就在全
國身心障礙運動會奪得亞
軍，同時發現國外也有身障
羽球比賽，激起他實踐自我

與夢想的企圖心。 
高中選擇有羽球專長學校的
新豐高中就讀，才開始接受
正規訓練，並且與一般選手
一起訓練。看到隊友能做出
來的動作，自己可能做不出
來，也曾經練得很痛苦，一
度想要放棄打球。但他還是

方振宇說：「當我和世界
不一樣，那就讓我不一
樣，我找到上帝為我開的
另一扇窗，並努力實踐

著!」 

★2019 泰國帕
拉羽球公開
賽男單銀牌 

★2020 秘魯帕
拉羽球公開
賽男單銀牌 

★2022 杭州亞
帕運 SU5 男
子單打銅牌 

★2022 杭州亞
帕運 SU5 男
子雙打第 3名 

★2023 日本帕
拉羽球公開
賽(2級) SU5
級單打金牌 

★2024 帕拉羽
球世界錦標
賽 SU5 男子
單打 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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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選手 背景 排名 教練 選手簡介 選手內心話分享 過往競賽成績 
會努力嘗試，經過辛苦訓練
後，也突破了身體的限制，
讓技術和能力有所提升；終
於高二時入選國手參加國際
比賽。2017年亞洲帕拉羽球
錦標賽男單闖入八強，自信
心也提升不少，因此毅然決
然繼續走著羽球選手的道

路，往自己的夢想逐步邁進。 

5 

蔡奕琳 
(羽球) 

臺北市 
 

高雄師範
大學 

美術系研
究所 

2024年
羽球 
SH6 級 
世界排
名第 9
名 

鄭任佑 

蔡奕琳高中時學美術，大學
則是念行銷管理，她笑說從
沒想過會走上運動員這條
路。決定當選手後，她改變
原本內向的個性，嘗試先與
教練溝通學習表達，羽球這
項運動也讓奕琳更有勇氣，
面對運動場上的失敗與不完

美。 

蔡奕琳說羽球生涯讓她
變得更有自信、更喜歡自
己，連跟家人關係都有所
改變。以前超級「省話」，
但跟羽球拍檔要一起征
戰，溝通非常重要，「怎
麼樣把話說清楚、說得別
人聽懂」，讓她學會「耐
煩」、「有耐心」的與家人
互動，是很大的成長。 

★2022 杭州亞
帕運 SH6 女
子雙打 第 2

名 

6 

林資惠 
彰化縣 

 
全職運動

員 

86kg+ 
量級/達
MQS參賽
規範 

陳穎德 

林資惠 1998 年 4月開始練健
力，半年就拿到國手資格。
2000年拿到雪梨帕運資格並
獲得第四名，2004雅典、2008
北京帕運(75 公斤級)都以
137.5 公斤成績奪得金牌。

林資惠表示：「帕拉運動
近年在政府偕同民間積
極推廣下，已經獲得更多
國人熟悉，現在也不需要
時常解釋自己為什麼參
加「帕」運或者亞「帕」

★2004 雅典帕
運金牌 

★2008 北京帕
運金牌 

★2012 倫敦帕
運 75公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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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選手 背景 排名 教練 選手簡介 選手內心話分享 過往競賽成績 
(健力) 2012倫敦以及 2016里約帕運

則是獲得銅牌。只是功勳彪
炳的背後，仍有傷勢考驗著
林資惠，2019 起中斷了兩年
比賽，只維持一般的休閒運
動量，由於身心疲累，本想
就此放棄、轉教練等相關工
作，但終究還是擋不住對健
力的熱愛。林資惠 2021 下半
年恢復比賽跟訓練，剛回到
場上，自己都驚訝首度分在 b
組比賽(級數較低)，也初嘗
舉不過 100 公斤的難受。該
年 6 月在杜拜比賽，只舉起
九十幾公斤，內心打擊很
大，同為國手的林亞璇不斷
鼓勵她，「你這是新秀的成
績，但心態不是新秀，一起
努力練回來。」停賽兩年的
日子，左臂肌力下降，過去
110 公斤只是熱身重量，現在
卻是要非常奮力才有機會成
功，林資惠持續跟身體喊
話，盡力一步步向前。 

運，最近搭高鐵，被人家
問到我是哪個運動種類
選手，聽到要參加亞帕運
時，大家都知道是什麼比
賽，讓我覺得很感動。」 

銅牌 
★2016 里約帕
運 79公斤級

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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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選手 背景 排名 教練 選手簡介 選手內心話分享 過往競賽成績 

7 

田曉雯 
(桌球) 

高雄市 
 

國立高雄
大學 

運動健康
與休閒學
系研究所 

2024年
TT10級
第 6 名/
雙打排
名第 1 

莊紋娟 

田曉雯出生時因醫療疏失，
導致右手神經萎縮，無法翻
正及舉高，也時常遭遇不友
善對待。母親希望她多嘗試
不同事物，小二時送她去學
習桌球，當時身體不協調、
經常跌倒也無法順利擊球。 
初次見到曉雯打球的身影，
映入眼簾的是位左手持拍、
不苟言笑的女孩，有著無比
堅定的專注眼神，並為各大

國際賽事的常勝軍。 

相較三年前的東京帕
運，備戰巴黎帕運的這一
年裡，帕運選手提前進入
到國訓中心集訓，田曉雯
有感表示，「三月進來到
現在，每天生活都很規
律，很感謝體育署、中華
帕拉林匹克總會給予我
們支持，完善的訓練計畫
讓我們能更專注的備

戰。」。 
「打球不是為了別人，而
是為了自己。」田曉雯將
帶著這個信念前往拚戰
八月的巴黎帕運，期許自
己能像「小老闆」蠟筆小
新一樣，游刃有餘的面對
挑戰，享受比賽、不留遺

憾。 

★2018 雅加達
亞洲帕拉運
動會桌球女
子團體 TT10

銀牌 
★2019 亞洲帕

拉桌球錦標
賽女子團體
TT10金牌 

★2022 杭州亞
帕運 TT10 女
子單打銀牌 

★2022 杭州亞
帕運 WD20 女

雙銀牌 

8 

林姿妤 
臺中市 

 
國立高雄
大學 

運動健康
與休閒學
系研究所 

2024年
TT10級
第 7 名/
雙打排
名第 3 

王明月 

林姿妤國小參加學校桌球
社，但國中時因為車禍導致
右手腕韌帶斷裂，傷後右腕
翻轉角度受限。當時醫生、
家人向她建議領取身障手
冊，但林姿妤認為只是手受
傷，內心一度相當抗拒。直
到林姿妤有次觀看身障桌球

這次要前進巴黎帕運，談
到最想感謝的人，林姿妤
說：「就像蓋房子一樣，
體育署、中華帕拉林匹克
總會是我們的地基，今年
提前進到國訓中心集

訓，從膳食到運動科學及
防護，每一個環節都有專

★2018 雅加達
亞洲帕拉運
動會桌球女
子團體 TT10

銀牌 
★2019 亞洲帕

拉桌球錦標
賽女子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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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選手 背景 排名 教練 選手簡介 選手內心話分享 過往競賽成績 
(桌球) 賽後，讓她態度徹底改觀，

「許多身障選手在肢體上雖
無法與一般選手比擬，卻依
然奮力拚搏、程度也不輸一
般選手，反觀自己受得傷沒
有那麼嚴重，更覺得自己不
努力說不過去！」這些經
歷，讓林姿妤對身障運動有
更多的認識，也感謝桌球帶

給她的一切。 

業團隊提供我們支援；而
教練則是撐起整座房子
的樑柱，從技術、戰術到
心理建設，給我們很大的
支持。」這次林姿妤做好
準備，迎接巴黎帕運每一

場挑戰。 

TT10金牌 
★2022 杭州亞
帕運 TT10 金

牌 
★2022 杭州亞

帕運 
XD17-20混雙 

金牌 
★2022 杭州亞
帕運 WD20 女

雙銀牌 

9 

程銘志 
(桌球) 

臺南市 
 

全職運動
員 

2024年
TT5 級 
世界排
名第 2
名 

林佳蓉 

生在桌球世家的程銘志，從
小就是一名桌球好手，憑藉
與生俱來的天分一路從臺南
市德高國小、忠孝國中、長
榮中學打到國立體育大學，
畢業之後，他回到德高國小
與大橋國小指導後進。 

2011年銘志騎車不幸被酒駕
者撞上，醫生說如果他不截
肢，可能會因敗血症而喪失
生命，於是銘志默默的接受
了生命的安排。出院之後練
習走路，銘志最擔心的是來
自社會的異樣眼光，所幸他
所擔憂的沒有成真，銘志也
安心地走進家庭、走入社會。 
從一般選手轉換到帕拉選
手，銘志的努力讓他持續在

程銘志說:「人總是要到
一個階段，才會定下來省
思自己，檢視自己的人
生；除了自己努力外，也
期待社會能夠提供支持
的環境，讓更多身心障礙
者享受愛運動動無礙的

氛圍」 

★2016 里約帕
運桌球男子
TT4-5 團體賽

銀牌 
★2017 世界帕

拉桌球男子
團體錦標賽 
TT5 金牌 

★2018 雅加達
亞洲帕拉運
動會桌球男
子個人 TT5銀

牌 
★2019 亞洲帕

拉桌球錦標
賽桌球男子
個人 TT5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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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選手 背景 排名 教練 選手簡介 選手內心話分享 過往競賽成績 
各大賽事中屢獲佳績，本屆
期待能再次有所斬獲！ 

★2022 杭州亞
帕運 男子個
人 TT5 銅牌 

★2022 杭州亞
2024年義大
利大師帕拉
公開賽 TT5桌
球男子單打

金牌 

10 

陳柏諺 
(桌球) 

新北市 
 

海山高級
中學 

2024年
TT11級 
世界排
名第 6
名 

魏君達 

陳柏諺幼年時因為跌倒導致
心智障礙，小學時因為姐姐
在桌球場上表現傑出，也跟
著練習桌球，並在新北市廣
福國小王教練啟蒙下，練就
一身紮實的基本功，進入海
山中學國中部體育班，接受
前國手魏君達的指導，一直
到升上高中成為帕拉桌球國

手。 

年僅 17 歲，桌球選手陳
柏諺將在今年首度踏上
帕運殿堂，前進巴黎參與
TT11級男子單打項目，他
也是這次我國帕運代表
團中年紀最輕的選手，但
他志氣高，目標直指金
牌，希望能達成 Virtus
世界運動會、亞帕運及帕

運「金滿貫」。 

★2022 杭州亞
帕運 TT11 
男子單打金

牌 
★2022 杭州亞
帕運 XD22 混

雙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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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選手 背景 排名 教練 選手簡介 選手內心話分享 過往競賽成績 

11 

劉雅婷 
(田徑) 

臺北市 
 

全職運動
員 

達帕運
F12級標
槍參賽
標準 

張福生 

劉雅婷國小四年級被診斷出
患有先天性黃斑部病變，視
力明顯退化，家人帶著到處
求醫，但都找不到治療方
法，雅婷及家人因此受了很
重打擊，更對人生投下了一
顆震撼彈，學業成績也開始
下滑，升上國中更是漫無目
標，日復一日的渡日。直到
有一天，視障巡迴輔導老師
到校輔導，得知雅婷喜歡運
動，積極幫忙尋找專門訓練
身心障礙學生的游泳教練。
然而事與願違，有一天教練
跟雅婷說，升高中才開始練
游泳起步太晚，建議我轉換
跑道改練田徑。於是將我介
紹給臺中啟明學校田徑教練
張福生老師，雅婷的人生就
此展開不一樣的旅程。 

因為喜歡跑步，更喜歡站在
競賽場上心跳加速、奮力一
搏的感覺。雅婷說，為了支
持我的人，為了自己的夢
想，咬緊牙根也要賣力向前

衝刺，賣力展翅! 

劉雅婷說：「不管什麼人
都會有不同的障礙需要
跨越。所以我們要做的，
不是想辦法隱瞞缺陷，而
是在障礙中竭盡全力用
心體會，世界上沒有絕望
的處境，只有對處境絕望
的人，只要一點點的調
整，身心障礙者也可以和
一般人從事一樣的活

動、享受一樣的樂趣、擁
有一樣的夢想。」 

★2016 里約帕
運女子標槍
F12 第 5名 

★2018 雅加達
亞洲帕拉運
動會女子標
槍 F12 銀牌 

★2020 東京帕
運女子標槍
F13 第 6名 

★2022 杭州亞
帕運 F12/13
標槍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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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選手 背景 排名 教練 選手簡介 選手內心話分享 過往競賽成績 

12 

曾隆煇 
(射箭) 

桃園市 
 

鎰模精密
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W2 男子
反曲弓 李嘉慈 

多年前曾隆煇因為一次工地
意外導致半身癱瘓，這讓他
一度想不開，在妻子及家人
的鼓勵下，他逐漸走出陰

霾，1998 年認識教練李嘉慈
後，意外開啟人生另一段新
的樂章。曾隆煇堅持在兼顧
彩券及模具繪圖工作外，仍
勤於練習；從萬念俱灰到躊
躇滿志，曾隆煇儘管已經是
阿公了，但他不被年紀束

縛，「自己身體還有那麼大的
空間可以發揮、挑戰，想一
直持續練習下去。」這樣熱
血的精神，是曾隆煇對射箭
的執著，渴望練得更勤、更

扎實。 

「在東京奧運看見魏均
珩亮眼的表現，又重新燃
起我們的鬥志。」參加過
兩屆亞帕運及三屆帕運
的曾隆煇，相隔 6年再度
披上中華隊戰袍，他有感
表示，「過去主要鑽研技
術、技巧，唯一目標就是
取得好成績，但現在射箭
對我來說是一種『修

行』，比起技術更著重於
心態上的調整，讓自己能
夠穩定發揮實力。」 

★2008 北京帕
運男子反曲
弓銅牌 

★2012 倫敦帕
運男子反曲
弓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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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選手 背景 排名 教練 選手簡介 選手內心話分享 過往競賽成績 

13 

張少豪 
(柔道) 

臺中市 
 

國立台東
大學 

體育學系
研究所 

J2-73公
斤 

第 18名 
陳楓舜 

由於爸爸和柔道教練是同
學，張少豪和家裡的哥哥姊
姊自幼便接觸這項運動，從
小學二年級開始，這一練就
是將近 20 年。儘管練習時曾
經嚴重受傷腦震盪，並被媽
媽阻止繼續訓練，但對柔道
的熱情和執著使得張少豪不
願放棄。近年來更積極參與
國際賽事拚積分，成功取得
外卡申請到巴黎帕運參賽資

格。 

張少豪表示，期待能透過
比賽提高自己的技術、策
略和經驗，最終目標站上
2024巴黎帕運舞台，替臺

灣贏得獎牌。 

★2019 全大運
第三量級銅

牌 
★2022 亞帕運

16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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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我代表團 2024 巴黎帕運會每日參賽項目、賽程及成績 

日期 運動種類 參賽項目 參賽選手 對手國(姓名) 成績 
(比數) 比賽地點 名次 

8/29(四) 跆拳道 男子 K44 -58kg 16強 蕭翔文 DANISHI Ebrahim 
阿富汗(AFG) 37：7 

Grand Palais 
  

8/29(四) 跆拳道 男子 K44 -58kg 8強 蕭翔文 KONG Bopha 
法國(FRA) 

22:1 
Grand Palais 

  

8/29(四) 跆拳道 男子 K44 -58kg 4強 蕭翔文 YASUR Asaf 
以色列(ISR) 06:16 

Grand Palais 
  

8/29(四) 跆拳道 男子 K44 -58kg 銅牌戰 蕭翔文 MARTIN VILLALOBOS Joel 
西班牙(ESP) 16:8 

Grand Palais 
銅牌 

8/29(四) 射箭 男子反曲弓個人公開級 排名
賽 曾隆煇   594分 Invalides   

8/29(四) 羽球 女子雙打 WH1-WH2 胡光秋、楊伊宸 
MATHEZ Cynthia 
RENGGLI Ilaria 

瑞士(SUI) 

0:2 
10:21 
19:21 Porte de La 

Chapelle Arena 

  

8/29(四) 羽球 男子單打 SU5 方振宇 ANUAR Muhammad Fareez 
馬來西亞(MAS) 

0:2 
14:21 
18:21 Porte de La 

Chapelle Arena 

  

8/29(四) 羽球 女子單打 WH1(Group C) 胡光秋 YUKA Chokyu 
加拿大(CDA) 

2:0 
21:12 
21:12 Porte de La 

Chapelle Arena 

  

8/29(四) 羽球 女子單打 SH6 蔡奕琳 LIN Shuangbao 
中國(CHN) 

0:2 
7:21 
6:21 Porte de La 

Chapelle Ar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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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五) 桌球 女子雙打 WD20 8強 林姿妤、田曉雯 
DEMIR Merve 

KAVAS Neslihan 
土耳其(TUR) 

3:0 
11:7 
11:6 
11:8 

South Paris Arena 4 

  

8/30(五) 羽球 女子單打 WH2 (Group C) 楊伊宸 RENGGLI Ilaria 
瑞士(SUI) 

0:2 
9:21 
18:21 Porte de La 

Chapelle Arena 

  

8/30(五) 羽球 男子單打 SU5 方振宇 IMAI Taiyo 
日本(JPN) 

1:2 
21:15 
11:21 
19:21 Porte de La 

Chapelle Arena 

  

8/30(五) 羽球 女子單打 WH1(Group C) 胡光秋 POOKKHAM Sujirat  
泰國(THA) 

2:0 
21:8 
21:6 Porte de La 

Chapelle Arena 

  

8/30(五) 羽球 女子單打 WH2 楊伊宸 LI Hongyan 
中國(CHN) 

0:2 
4:21 
2:21 Porte de La 

Chapelle Arena 

  

8/30(五) 羽球 女子單打 SH6 蔡奕琳 SUMATHY SIVAN Nithya Sre 
印度(IND) 

0:2 
12:21 
19:21 Porte de La 

Chapelle Arena 

  

8/30(五) 羽球 女子雙打 WH1-WH2 胡光秋、楊伊宸 
POOKKHAM Sujirat 
WETWITHAN Amnouy 

泰國(THA) 

0:2 
11:21 
8:21 Porte de La 

Chapelle Arena 

第五名 

8/31(六) 桌球 女子雙打 WD20 4強 林姿妤、田曉雯 
PARTYKA Natalia 
PEK Karolina 
波蘭(POL) 

3:0 
11:7 
11:6 
11:4 

South Paris Aren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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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六) 桌球 女子雙打 WD20 決賽 林姿妤、田曉雯 
LEI Li Na 
YANG Qian 
澳洲(AUS) 

1:3 
7:11 
6:11 
11:3 
10:12 

South Paris Arena 4 

銀牌 

8/31(六) 羽球 女子單打 WH1 胡光秋 SOUZA Daniele Torres 
巴西(BRA) 

2:0 
21:17 
21:11 Porte de La 

Chapelle Arena 

  

8/31(六) 羽球 女子單打 WH2 楊伊宸 JAUREGUI CANCINO Pilar 
祕魯(PER) 

0:2 
10:21 
7:21 Porte de La 

Chapelle Arena 

  

8/31(六) 羽球 男子單打 SU5 方振宇 ANRIMUSTHI Dheva 
印尼(INA) 

0:2 
14:21 
18:21 Porte de La 

Chapelle Arena 

  

8/31(六) 羽球 女子單打 WH1 8強 胡光秋 SATOMI Sarina 
日本(JPN) 

0:2 
5:21 
11:21 Porte de La 

Chapelle Arena 

第五名 

8/31(六) 田徑 標槍 F13 決賽 劉雅婷   32.76m Stade de France 第六名 

9/1(日) 桌球 女子單打 TT10 16強 田曉雯 OBAZUAYE F 
奈及利亞(NGR) 

3:0 
11:4 
11:8 
11:3 

South Paris Arena 4 

  

9/2(一) 桌球 男子單打 TT5 8強 程銘志 CAO Ningning 
中國(CHN) 

3:1 
11:6 
6:11 
11:7 
11:7 

South Paris Aren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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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一) 桌球 女子單打 TT10 8強 林姿妤 YANG Qian 
澳洲(AUS) 

0:3 
10:12 
6:11 
1:11 

South Paris Arena 4 

第五名 

9/2(一) 桌球 女子單打 TT10 8強 田曉雯 TAPPER Melissa 
澳洲(AUS) 

3:2 
13:11 
15:13 
8:11 
12:14 
11:8 

South Paris Arena 4 

  

9/3(二) 桌球 女子單打 TT10 4強 田曉雯 
 

PARTYKA Natalia 
波蘭(POL) 

2:3 
6:11 
5:11 
11:8 
14:12 
8:11 

South Paris Arena 4 

銅牌 

9/3(二) 桌球 男子單打 TT5 4強 程銘志 
 

PALIKUCA Mitar 
塞爾維亞(SRB) 

3:0 
11:3 
15:13 
11:7 

South Paris Arena 4 

  

9/3(二) 桌球 男子單打 TT5 決賽 程銘志 URHAUG Tommy 
挪威(NOR) 

2:3 
11:5 
7:11 
11:7 
7:11 
9:11 

South Paris Arena 4 

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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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三) 射箭 男子反曲弓個人公開級 1/16
淘汰賽 

曾隆煇 SINGH Harvinder 
印度(IND) 

3:7 
Invalides 

  

9/4(三) 桌球 男子單打 TT11 8強 陳柏諺 van ACKER F 
比利時(BEL) 

3:1 
11:9 
11:7 
10:12 
11:7 

South Paris Arena 4 

  

9/5(四) 桌球 男子單打 TT11 4強 陳柏諺 
 

PALOS Peter 
匈牙利(HUN) 

3:0 
11:4 
11:3 
11:7 

South Paris Arena 4 

  

9/5(四) 桌球 男子單打 TT11 決賽 陳柏諺 
 

KIM Gi Tae 
韓國(KOR) 

1:3 
11:3 
13:15 
7:11 
9:11 

South Paris Arena 4 

銀牌 

9/6(五) 柔道 男子-73kg量級 J2 8強 張少豪 SETO Yujiro 
日本(JPN) 00:10 Champ-de-Mars 

Arena 
  

9/8(日) 健力 女子-86公斤量級 決賽 林資惠   105 公斤 Porte de La 
Chapelle Arena 第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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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我國歷屆參加帕拉林匹克運動會得牌選手名單 
(5金 9 銀 16銅) 

舉辦時間 

及城市 

排名(總

數) 獎牌 選手 
運動種

類 
運動項目 備註 

1992  

巴塞隆納 

 

銅牌 林德昌 柔道 80公斤級 1銅 

1996  

亞特蘭大 

 
金牌 李青忠 柔道 60公斤級 

1金 2銅 銅牌 周長生 桌球 TT5個人賽 

銅牌 許志杉 桌球 站立組公開賽 

2000 

雪梨 

44(122) 
金牌 江志忠 田徑 男子 F13級標槍 

1金 2銀 4銅 

銀牌 周長生、林晏弘 桌球 男子 TT5團體賽 

銀牌 周長生 桌球 男子 TT5個人賽 

銅牌 
胡銘福、林修賢 

許志杉、侯廷松 
桌球 男子 TT9團體賽 

銅牌 
魏美惠、蕭淑卿 

廖敏秀 
桌球 女子 TT5團體賽 

銅牌 李青忠 柔道 男子 60公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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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牌 盧麗華 健力 女子 60公斤級 

2004 

雅典 

44(135) 
金牌 江志忠 田徑 男子 F13級標槍 

2金 2銀 2銅 

金牌 林資惠 健力 女子 75公斤級 

銀牌 林金妹 射擊 女子 P2十公尺空氣手槍 

銀牌 魏美惠、蕭淑卿 桌球 女子 TT5團體賽 

銅牌 魏美惠 桌球 女子 TT5個人賽 

銅牌 許志杉、胡銘福 桌球 男子 TT9團體賽 

2008 

北京 

50(146) 
金牌 林資惠 健力 女子 75公斤級 

1金 1銅 

銅牌 曾隆煇 射箭 男子反曲弓輪椅 2級 

2012  

倫敦 

63(164) 
銀牌 李凱琳 柔道 女子 48公斤級以下 

1銀 2銅 銅牌 林資惠 健力 女子 75公斤級 

銅牌 曾隆煇 射箭 男子個人賽 

2016 
68(160) 

銀牌 程銘志、林晏弘 桌球 男子 TT4-5團體賽 1銀 1銅 



47 
 

里約 
銅牌 林資惠 健力 女子 79公斤級 

2020 

東京 

78(162) 
銅牌 田曉雯 桌球 女子 TT10單打 1銅 

2024 巴黎 68(168) 

銀牌 程銘志 桌球 男子 TT5單打 

3銀 2銅 

銀牌 田曉雯、林姿妤 桌球 女子 WD20雙打 

銀牌 陳柏諺 桌球 男子 TT11單打 

銅牌 田曉雯 桌球 女子 TT10單打 

銅牌 蕭翔文 跆拳道 男子 K44-58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