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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5 年第 9 屆哈爾濱亞洲冬季運動會（下稱本屆亞冬運）於 2025

年 2 月 7 日至 2 月 14 日，為期 8 天，在中國哈爾濱市區及亞布力地區舉

行，其中冰球與冰石壺等 2 項運動種類，因賽程安排，分別提早於 2 月 3

日及 2 月 4 日開賽，競賽種類總計 6 種，共有 34 個國家奧會，約 1,270

餘位選手參賽，爭取本屆亞冬運 64 面獎牌。 

本屆亞冬運我國派出選手 67 位及教練 12 位參賽，分別參加項目及

人數，計有：大道競速滑冰男、女選手各 1 位，計 2 位；短道競速滑冰

男子選手 4 位，女子選手 2 位，計 6 位；冰石壺男子選手 5 位、女子選

手 5 位，計 10 位；冰球男子選手 20 位、冰球女子選手 20 位，計 40 位；

越野滑雪選手男子計 5 位；阿爾卑斯式滑雪選手男子 2 位，女子選手 1

位，計 3 位；冬季兩項選手 1 位(兼報名越野滑雪項目)。 

本屆賽會我國獲得 1 銅成績，於 34 個國家排名第 8 名，創下我國亞

冬運首面獎牌歷史紀錄，並於男、女子冰球、冰石壺混合雙人組、短道

競速滑冰男子 5,000 公尺接力、大道競速滑冰女子 500 公尺等競賽項目，

均拿下第 5 名成績，展現政府近年來挹注更多經費培訓冬季運動優秀選

手提升競技實力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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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亞洲冬季運動會（以下簡稱亞冬運）係國際奥林匹克委員會承認之

亞洲區正式運動會之一，為亞洲最高層級且舉辦規模最大之冬季綜合性

競技賽會，1986 年於日本札幌舉辦第 1 屆，比照夏季亞洲運動會，每 4

年舉辦一次，迄今已舉辦 9 屆，於第 8 屆(2017)日本札幌亞冬運舉辦完竣

後，因應新冠病毒疫情，原定於 2021 年舉行的亞冬會取消舉辦。之後於

2023 年 7 月 8 日，經泰國曼谷舉行的第 42 屆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全體大

會執委表決通過，中國哈爾濱獲得 2025年第 9 屆亞冬運舉辦權，並於 2024

年 2 月 18 日宣布賽會期程規劃，於 2025 年 2 月 7 日至 2 月 14 日間分別

於哈爾濱市區及亞布力地區舉行第 9 屆亞冬運。 

自 2017 年日本札幌亞冬運起，亞冬運辦理於冬季奧運會前一年，因

此成為亞洲各國為取得冬季奧運資格門檻的重要指標賽會，為鼓勵我國

各冬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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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累積前進冬季奧運資格的競技實力外，組團

參加亞冬運，為我國重要體育政策，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體育署）

委託我國參加本項賽會之國際窗口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華

奧會），籌組代表團參加「第 9 屆亞冬運」，為我國自 1986 年第 2 屆日本

札幌亞冬運起，持續積極組團參加各屆亞冬運，逐步累積我國冬季運動

實力，提升冬季運動項目於我國推展之競技水準。 

 

貳、過程 

一、第 9 屆哈爾濱亞冬運背景 

（一）賽事資訊 

1、舉辦日期：2025 年 2 月 7 日至 2025 年 2 月 14 日止（計

8 天），惟因賽程整體考量，第 9 屆亞冬運籌備會在冰

球及冰石壺運動 2 項運動種類，則分別提早自 2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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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及 2 月 4 日開賽。 

2、舉辦地點：中國哈爾濱市(冰上運動種類)及亞布力地區

(雪上運動種類)。 

3、主辦單位：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下稱亞奧理事會)。 

4、承辦單位：第 9 屆哈爾濱亞洲冬季運動會籌備會（下

稱亞冬運籌備會或籌備會）。 

5、舉辦口號：「冰雪同夢，亞洲同心」（Dream of Winter, Love 

among Asia） 

6、參賽國家及地區：計有 34 個會員國，1,270 餘位選手

參賽。 

7、競賽種類：舉辦 6 種運動種類：滑雪、滑冰、冰石壺、

冰球、冬季兩項及滑雪登山。 

8、競賽場館：分為哈爾濱市區 5 個場館及亞布力區域 8

個場地。 

9、開、閉幕式：於哈爾濱國際會展體育中心舉行，亞冬

運聖火另置於哈爾濱冰雪大世界場區。 

10、吉祥物及其寓意：吉祥物：「濱濱」及「妮妮」，取自

出生於黑龍江東北虎林園的東北虎，寓意「哈爾濱歡

迎您」。 

11、會徽及寓意：融合短道競速滑冰衝刺、哈爾濱市花丁

香花和代表亞奧理事會的太陽圖形，並結合漢字

「九」，寓意「超越」。 

二、選訓及報名作業 

（一）選訓 

為進一步爭取冬季奧運參賽資格，積極鼓勵我國選手

參加亞洲冬季運動會，以「我國參加國際大型運動賽會組

團參賽原則」為甄選選手基礎，並透過中華民國滑雪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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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華民國冰球協會、中華民國冰石壺協會、中華民國

滑冰協會及中華民國現代五項暨冬季兩項協會等協會進

行各單項運動種類之教練及選手等人員遴選作業，遴選 67

位選手、12 位教練。 

（二）報名 

依據中華民國滑雪協會、中華民國冰球協會、中華民

國冰石壺協會、中華民國滑冰協會及中華民國現代五項暨

冬季兩項協會等協會進行各運動種類教練及選手等人員

遴選，以及擇定選手參賽報名項目，於 2024 年 12 月 7 日

報名系統關閉前，經由中華奧會完成我國教練及選手名單

之註冊作業。 

 

三、我國代表團組團及成績 

（一）參賽種類及代表隊人數：本屆代表團由選手 67 位、教練

12位，團本部 26位及中華奧會團長、秘書長、亞奧會(OCA)

代表人員組成 110 人代表團，配置情形： 
項次 隊職員/運動

種類 

人數   姓  名 備註 

職員 選手   職員、教練、選手 

男 女 男 女 合計 

1 團  ⾧ 1    1 林鴻道   

2 秘書⾧  1   1 徐孝慈(女)   

3 OCA 貴賓 2    2 陳國儀、張煥禎   

4 OCA 陪賓 1    1 吳文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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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團本部 18 8 

  

26 

總領隊：陳士魁  

副總領隊：房瑞文 

顧問：陳銘宏 

總幹事：曾文宏  

聯絡員：高  華 

競賽管理：吳明彥 

秘書：高馥淇(兼任預防賽事操縱官，女)、

張益豪、劉政豪(任媒體聯絡員) 

行政：劉瀞文(女)、許有義 

會計：高彩玲(女) 

隊醫：吳致寬、劉又銓 

物理治療師：段  忻(女)、陳嵩元、伍佳

展 

運動防護員：冷侑蓉(女)、于先甫、許允

誠、劉浩霖、廖韋筑(女)、翁振瀚 

安全福祉官：張芷瑄(女) 

攝影官：盧冠宇(女)、戴見安 

 

6 冬季兩項 1 0 1 0 2 教練：楊文雄 
 

選手：范睿紘(兼越野滑雪選手) 

7 冰石壺 0 1 5 5 11 教練：Lisa Rauliuk(女)、林挺立 林挺立選

手兼任教

練，僅占選

手員額。 

女子選手：李怡君、楊    格、劉懿玲、

張佳祺、周怡萱 

男子選手：侯以勒、林承翰、林挺立、張

哲綸、劉伯闓 

8 冰球 4 0 20 20 44 

教練：黃仁宏、謝承光、翁  鐸、周宏炫 
 

女子選手：沙云筠、林洋萁、劉芷菱、黃

敏娟、徐雨彤、黃筠筑、譚舒庭、張恩瑋、

許庭毓、葉沛含、謝知辰、高葦庭、林杰

妘、劉延瑋、吳季慈、陶興伶、葉慧貞、

張恩婗、徐子庭、王韻慈 

男子選手：文培安、張瀚元、施辰賱、游

松穎、林宏儒、彭  驀、林宜寬、林宥辰、

林睿宇、李政瑋、楊⾧興、陳炯元、王柏

翔、陳冠廷、王詠暄、潘怡誠、林    靖、

桑濯恩、陳泰宇、李翊誠 

9 滑

冰 

大道競速

滑冰 

1 0 1 1 3 教練：黃大原 
 

選手：陳映竹(女)、戴瑋麟 

10 短道競速

滑冰 

1 0 4 2 7 教練：蔡秉原   

選手：張菀婷(女)、鐘筱瀅(女)、林峻頡、

蔡嘉瑋、張銓麟、賴蔡桓鎮 

11 花式滑冰 0 1 1 0 2 教練：金淑靖(Kim Soo-Jin，女)   

選手：李宇翔 

12 滑

雪 

阿爾卑斯 

式滑雪 

1 1 2 1 5 教練：鄒化鶯(兼越野滑雪教練，女)、馬

志誠 

  

選手：李玟儀(女)、何秉睿、蔡悅生 

13 越野滑雪 0 1 4 0 5 教練：劉冠妤 范睿紘為

越野滑雪

兼項選手 選手：李杰翰、劉昊恩、劉昊哲、彭以明、

范睿紘 

代表隊教練/職員、選手 8 4 38 29 79 代表團計 NOC 主席及秘書⾧共 2 人、OCA 貴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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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12 67 人、OCA 陪賓 1 人、團本部 26 人、代表隊教練 12

人、選手 67 人，合計 110 人 
合計 30 13 38 29 110 

 

（二）我國代表隊總成績及各運動種類成績： 

我國於本屆亞冬運創下歷史首面獎牌紀錄，由大道競

速滑冰陳映竹選手於 2 月 8 日女子 100 公尺決賽，以 10.51

秒奪下銅牌 1 面，最終我國於 34 個參賽國家奧會中，名

列第 8 名，與泰國並列(總排名如附件 1)，其餘運動種類成

績摘述如下(我國總成績如附件 2)： 

1、冰球：男子冰球隊總排名第 5 名，前 4 名依序為，哈薩

克、日本、南韓及中國；女子冰球隊總排名第 5 名，前

4 名依序為，日本、哈薩克、中國、南韓。 

2、冰石壺：男子冰石壺隊總排名第 7 名，前 6 名國家依序

為，菲律賓、韓國、中國、香港、日本及哈薩克並列第

5 名；女子冰石壺隊總排名第 7 名，前 6 名依序為，南

韓、中國、日本、哈薩克、菲律賓、香港；混合雙人組

總排名第 5 名，與香港並列第 5 名，前 4 名依序為日本、

韓國、中國及菲律賓。 

3、滑冰： 

(1)花式滑冰：我國僅參加單人男子項目，總排名第 8

名，前 7 名選手所屬國家，則有由南韓、北韓、中國、

日本及哈薩克等國。 

(2)大道競速滑冰：我國選手分別參加男子 100、500、

1,000 及 1,500 公尺，女子 100、500 及 1,000 公尺等

運動項目，成績分別為：男子 100 公尺第 14 名、男

子 500 公尺第 14 名、男子 1,000 公尺第 13 名及男子

第 12 名；女子 100 公尺第 3 名、女子 500 公尺第 5

名、女子 1,000 公尺第 1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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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短道競速滑冰：我國選手分別參加男子 500、1,000、

1,500 公尺及 5,000 公尺接力、女子 500、1,000、1,500

公尺、混合 2,000 公尺接力，成績分別為：男子 500

公尺未晉級決賽、男子 1,000 公尺未晉級決賽、男子

1,500 公尺第 7 名與第 13 名、男子 5,000 公尺接力第

5 名；女子 500 公尺未晉級、1,000 公尺未晉級、1,500

公尺第 13 名(B 組第 6 名)；混合 2,000 公尺接力第 7

名。 

4、冬季兩項：我國僅參加單人男子 10 公里項目，總排名

第 26 名。 

5、滑雪：我國選手分別參加阿爾卑斯式男子曲道及女子曲

道、越野滑雪個人男子短距離(傳統式)、越野滑雪男子

4 人*7.5 公里接力賽、越野滑雪男子 10 公里，成績分別

為：阿爾卑斯式男子曲道第 16 名、阿爾卑斯式女子曲

道第 11 名；越野滑雪個人男子短距離(傳統式)未晉級決

賽、越野滑雪男子 4 人*7.5 公里接力賽第 9 名、越野滑

雪男子 10 公里第 32、38、40、42 名。 

 

四、工作執行概況 

為督導中華奧會組團及參賽情形，同時為激勵代表團全體人員參

賽士氣，本次出國計畫前往中國哈爾濱為教練選手加油打氣，並實地

了解整體辦理情形，以作為我國爭取國際賽會之參考。體育署由房瑞

文副署長代表擔任代表團副總領隊，以及體育署競技運動組吳明彥科

員擔任代表團競賽管理，即時掌握我國代表團競賽情形。 

我國本屆共計參加 5 種運動種類，26 項運動項目，體育署人員於

賽會期間，依照我國各運動代表隊滾動調整賽程情形，至各運動場館

訪視選手備戰情形，及觀察本屆賽會籌辦之各種軟、硬體情況；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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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分述如下： 

（一）我國或第三地往返哈爾濱之交通安排 

體育署為妥善安排我國參加第 9 屆哈爾濱亞冬運代表隊選手及教

練之往返交通運輸事宜，並規劃全體教練、選手往返我國皆搭乘商務

艙為優先原則。經查整體賽會期間，我國境內全數國際機場與中國哈

爾濱太平國際機場之間，無直飛航班，且哈爾濱太平國際機場往返仁

川機場、北京機場、上海機場等各國際機場，航空公司所採用航班均

為小型飛機，可供購買商務艙座位數量稀少，且本賽會舉辦於春節期

間，除各國代表隊隊職員以外，另有春節返鄉人流及一般觀光遊客之

運輸需求，故實際能提供我代表團購買商務座位數量非常有限。經參

考行李運輸便利性、轉機時間及賽程與練習需求等因素之整體考量，

本屆交通規劃，以透過全程韓亞航空(韓國籍)，或韓亞航空搭配我國

長榮航空於仁川機場轉機等配套方案，至於非以我國為往返點之第三

地起迄人員，則按該人員規劃全程以商務艙等往返之航班規劃等等彈

性配套方式辦理。前開規劃，經體育署召開航班規劃說明會，向教練

及選手說明安排原則，代表團自 114 年 1 日 27 日至 2 月 8 日分批出

國或自第 3 地出發，由中華奧會人員在哈爾濱機場接機，並依代表團

教練、選手參賽或職務項目，協助前開人員及裝備器材之行李，順利

候送哈爾濱選手村或亞布力選手村。 

代表團則自 114 年 2 月 9 日至 2 月 16 日期間，分批返國或返回

教練、選手指定之第三地，由中華奧會人員在哈爾濱機場協助送機作

業，托運行李及運動裝備器材等作業。 

（二）賽區間交通與選手村膳宿 

1、賽區間交通 

(1)籌備會以當地大型飯店作為選手村，在哈爾濱市區有

華旗飯店及北大荒國際飯店等選手村 2 處，，2 處飯

店間有大會巡迴接駁車運行；在亞布力地區有雅旺

斯酒店、滑雪者之家及亞布力山莊等選手村 3 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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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飯店間有大會巡迴接駁車運行。 

(2)各選手村至各比賽場館間，籌備會安排專線往返接駁

巴士供教練、選手搭乘。 

(3)哈爾濱市區往返亞布力區域之交通，依亞冬運籌備會

規定，向籌備會以實名制登記哈爾濱車站往返亞布

力車站的火車票，於抵達哈爾濱或亞布力車站後，

透過車站與飯店間接駁車輛抵達選手村或車站。 

2、選手村膳宿與設施 

(1)各選手村均有提供早、午、晚餐及宵夜，採自助取用

無限量供應方式。 

(2)各選手村提供免費洗衣機及烘衣機，亦提供免費洗衣

精取用。 

(3)哈爾濱及亞布力賽區，分別於華旗飯店與雅旺斯飯店

內，由亞冬運籌備會設有大會醫療站，提供常規醫

療服務。 

 

（三）團本部執行團務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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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考量冰球運動項目有高度身體碰撞情形，於我國

男、女子冰球隊出賽之場次，皆有醫師、物理治療師

及防護員隨隊在場，以利即時處理選手各種傷害情形。 

3、每日賽程與賽果通報：團本部人員每日將當日賽果、

隔日賽程進行彙整與通報，並確認在臺人員知悉，俾

掌握相關賽程情形。 

4、頒發賀電：我國陳映竹選手於 114 年 2 月 8 日當日獲

得大道競速滑冰女子 100 公尺銅牌，賽後為配合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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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要求選手針對隔日(2 月 9 日)賽程，於賽場進行訓

練之要求，爰於陳選手完成訓練返回選手村後，在團

本部辦公室，由體育署房副署長頒發賀電予陳選手。 

5、前往各比賽現場為代表隊加油鼓勵：體育署房副署長

此次兼任團本部副總領隊，親自至滑冰、冰石壺、冰

球、滑雪等場地觀賽及關心選手、教練備賽情形，並

於多場重要賽事會同中華奧會林鴻道主席及代表團陳

士魁總領隊至比賽現場觀賽，為選手加油打氣。 

6、團本部於選手村哈爾濱華旗飯店、選手分村雅旺斯飯

店 2 處，設有駐點團本部辦公室及團本部人員，以及

醫療團設備使用空間。 

7、中華奧會安排攝影官至我國各代表隊之賽場，進行賽

況拍攝及教練、選手訪問，相關照片提供體育署及我

國各媒體使用。 

8、辦理 114 年 2 月 18 日行政院長設宴之返國餐會，相關

出席人數調查、活動儀程規劃及餐會場地布置美化，

相關媒體邀訪等作業。 

 

參、心得與建議 

四年一度的亞冬運，為亞洲區競技水準最高且最具規模的冬季運

動盛會，因受 COVID-19 國際疫情影響，2017 年日本札幌辦理第 8 屆

亞冬運後，遲至 2025 年始舉辦第 9 屆。我國代表團於此屆打破自第 2

屆參賽以來，未曾獲牌之紀錄，本屆在陳映竹選手於大道競速滑冰女

子 100 公尺項目獲得銅牌一面，此佳績亦創下我國獲得本屆亞冬運，

總國家排名第 8 名成績，為歷來最佳。 

經查各屆亞洲冬季運動會獲獎情形，多以日本、韓國、中國與南

韓為主要獲獎國家，我國於本屆亞冬運，除陳映竹選手獲獎牌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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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亞冬運我國在男、女子冰球、冰石壺混合雙人組、短道競速滑冰男

子 5,000 公尺接力、大道競速滑冰女子 500 公尺等競賽項目，均拿下

第 5 名成績，相較前述 4 國，以我國非為擁有常態性冰雪環境之地理

環境限制，顯見我國在冬季運動項目推動發展與長期培育我國選手競

技之實績，已達一定的國際競技水準。 

亞洲冬季運動會現多為亞洲各國，設定前進冬季奧運之前哨站，

莫不藉此賽會測試各國選手自身實力現況與了解彼此競技水準之情

蒐作業。針對 2026 米蘭冬季奧運會籌備開展在即及籌組次(10)屆 2029

年於沙烏地阿拉伯亞冬運代表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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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近年重大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成績表現，除透過輔導各單項

協會持續推動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計畫外，建請比照夏季奧運，對

於評估具有奪牌潛力之選手，可啟動冬季奧運培訓計畫，透過該計

畫，持續挹注選手培育及累積競技實力之所需。 

二、組團作業方面 

（一）航班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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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無直航航班條件下，儘量向航空公司爭取商務艙，使教

練、選手得在旅行途中，獲得以充足休息。延續本次經驗，

下一屆亞冬運將於沙烏地阿拉伯於「新未來城(Neom)」舉

辦，該城市是沙國全新打造的沙漠城，現正建設中，沙國

現與我國並無直航航班，亦查無我國籍航空自我國境內城

市直飛「新未來城」鄰近城市之中東航線，建議於接近規

劃籌組代表隊同時，儘早向航空公司商洽足額之商務艙座

位。 

（二）入境簽證：經中華奧會向籌備會確認，本屆籌備會辦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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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代表團身分註冊作業所依據之身分文件，針對我國代表

團身分文件非採我國護照，係以「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

證」為註冊文件，該文件又須以「我國身分證」為申請基

礎，以致我國代表團報名亞冬運程序，相較他國代表團而

言相對繁瑣，爰建議爾後多加注意主辦國之出入境或簽證

相關辦理規定，並及早使相關組團單位瞭解或可評估更早

展開註冊文件申辦作業，以利整體註冊作業順利。 

（三）其他：下一屆亞冬運將於沙烏地阿拉伯舉辦，該國為中東

國家中，恪遵伊斯蘭宗教之國度，建議組團單位中華奧會

於組團前應進行瞭解，除競賽場地以外，對於我國代表隊

女性隊職員在相關服裝、妝容，代表隊全體隊職員於言行

或生活上之規範等需注意事項，能否符合當地風俗民情，

以減低不必要之影響與風險。 

 

肆、附錄(工作照片) 

 
圖 1：房副署長探視滑雪及冬季兩項選手

備戰情形 

 

圖 2：房副署長視察亞布力地區團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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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我國男子冰球隊出賽，房副署長與

陳士魁總領隊至現場觀賽 

 

圖 4：房副署長、陳士魁總領隊與開幕式掌

旗官林峻頡、林洋萁等人合影 

 
圖 5：房副署長至男子冰球休息室為教

練、選手打氣加油  
圖 6：房副署長至冰石壺賽場為選手加油 

 
圖 7：房副署長頒發賀電予陳映竹選手(大

道競速滑冰女子 100 公尺銅牌) 

 

圖 8：房副署長於哈爾濱太平機場接受我國

媒體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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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房副署長至滑雪賽場觀賽  

圖 10：房副署長與掌旗官，於後台等候開幕

式進場(我國排第 27 序位國家) 

 

圖 11：男子冰球代表隊賽況(對戰南韓)  

圖 12：短道競速滑冰女子選手鐘筱瀅比賽情

形 

 
圖 13：花式滑冰選手李宇翔賽後與教練合

影 

 

圖 14：女子冰球隊比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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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短道競速滑冰選手林峻頡比賽情形 

 
圖 16：選手村健身器材配置情形 

 

圖 17：我國選手於選手村餐廳用餐情形 
 

圖 18：華旗飯店團本部一隅(醫療防護區) 

 
圖 19：選手村用餐時段規劃 

 

圖 20：以單一運動競賽種類提供專車路線，

接駁教練、選手(冰石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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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選手村(華旗飯店)陳列參賽之各國

奧會會旗情形 

 

圖 22：選手村(亞布力雅旺斯飯店)陳列參賽

之各國奧會會旗情形 

 

圖 23：我國奧會會旗於選手村飄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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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 9 屆哈爾濱亞洲冬季運動會各國排名

 



 20 

附件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