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殘障運動的起源 

 

    在西元 18 到 19 世紀間，當 “運動” 這個名稱對人類開始有了特殊的意義

時，殘障運動也相對開始了。殘障運動的目的並不只侷限於比賽的競爭，而是使

傷殘者有回歸社會的機會與動力。如今，殘障運動員已能呈現出高水準等級的運

動成績，甚至也有專業機構舉辦國際比賽，使殘障運動走向國際化、競技化和市

場娛樂化的經濟效益。對於傷殘者，參加體育活動或復健工作是絕對必需的。在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物理治療與運動復健兩者間，已有了同等的重要性，就如

同外科手術與整形矯正一樣。 

（資料來源：

http://www.paralympic.org/release/Main_Sections_Menu/IPC/About_the_IPC/Histor

y_of_Sport_for_Persons_with_a_Disability/） 

 

    西元 1888 年，德國柏林已有了聽障運動俱樂部的成立。到了西元 1922 年，

國際聽障運動總會（CISS）已經有了自己專屬的運動競賽國際聽障運動會

（Deaflympics）。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體育運動能給予許多傷殘者身體的復

健與心理的治療。同時也開始對於復健器材有了初步的構思和設計研發。 

 

    西元 1944 年，英國的葛特曼博士（Ludwig Guttmann）被英國政府指派，開

始對於戰爭過後的傷兵與傷殘者做復健治療。他使用運動復健來幫助傷殘者，並

在醫院附設的運動場，舉辦殘障運動競賽，進而將復健運動開始慢慢演化成為專

業高水準的體育運動競技。 

 



    西元 1948 年 7 月 28 日，葛特曼博士（Ludwig Guttmann）在英國倫敦所舉

辦的奧林匹克運動會中派出了輪椅選手參加比賽。到了西元 1952 年，荷蘭也派

出隊伍參加比賽，而後就成立了國際輪椅運動總會（ISMWSF）。 

（資料來源：

http://www.paralympic.org/release/Main_Sections_Menu/IPC/About_the_IPC/Histor

y_of_Sport_for_Persons_with_a_Disability/） 

 

    西元 1964 年，成立了國際殘障運動組織（ISOD）。此組織開放參賽機會給

不是國際輪椅運動總會（ISMWSF）的選手。並在西元 1976 年，於加拿大多倫

多舉行了有 40 國參加的運動競賽，參加者包括截肢者、盲人與肢體殘缺者。 

 

    國際帕拉林匹克委員會（IPC），創立於西元 1989 年 9 月 22 日。國際帕拉林

匹克委員會（IPC）是一個非營利性的國際組織帕拉林匹克總會(NPCs)。國際帕

拉林匹克委員會（IPC）的總部與管理階層中心位於德國的波恩。國際帕拉林匹

克委員會（IPC）擁有 162 個會員國，並由五個區域和四個傷殘國際體育聯盟所

組成。國際帕拉林匹克委員會（IPC）是帕拉林匹克（Paralympic）運動的全球性

執行機構。國際帕拉林匹克委員會（IPC）舉辦夏季和冬季的帕拉林匹克

（Paralympic）運動比賽，而目前帕拉林匹克運動會（Paralympic）正式的比賽項

目有射擊、田徑、地板滾球、自行車、馬術、5 人制足球、7 人制足球、門球、

柔道、健力、帆船、坐地排球、游泳、桌球、輪椅籃球、輪椅擊劍、輪椅橄欖球、

射箭、輪椅網球．共計１９項。 

 

    國際帕拉林匹克委員會（IPC）做到讓參與帕拉林匹克（Paralympic）運動比

賽的選手，能夠達到優秀的水準與開創運動的機會，讓所有傷殘人士可以從運動

初學者進步到運動精英選手的等級。此外，國際帕拉林匹克委員會（IPC）也計



畫加強帕拉林匹克（Paralympic）運動比賽的存在價值，例如使人產生勇氣、決

心、啟發與和平。 

（資料來源：

http://www.paralympic.org/release/Main_Sections_Menu/IPC/About_the_IPC/Histor

y_of_Sport_for_Persons_with_a_Disability/） 

 

 

第二節  國際殘障運動組織及推展項目的介紹 

 

    以帕拉林匹克運動會來說明，分為夏季與冬季兩種形式。兩種季節所比賽的

項目有所不同。本節將以不同委員會或俱樂部，來介紹他們所認定的殘障運動競

賽項目。 

 

一、國際帕拉林匹克委員會（IPC）所認定的殘障運動競賽項目如下： 

 （一）滑雪 Alpine Skiing 

 （二）射箭 Archery 

 （三）田徑 Athletics 

 （四）滑雪射擊 Biathlon 

 （五）草地滾球 Bowls (Non-Paralympic sport)  

 （六）越野滑雪 Cross-Country Skiing  

 （七）冰上曲棍球 Ice Sledge Hockey  

 （八）健力 Powerlifting  

 （九）射擊 Shooting  



 （十）游泳 Swimming  

 （十一）輪椅舞蹈 Wheelchair Dance Sport 

（IPC 官方網站：http://www.paralympic.org/） 

 

二、腦性麻痺運動協會（CP-ISRA）所認定的殘障運動競賽項目如下： 

     （一）地板滾球 Boccia 

      （二）七人制橄欖球 Football 7-A-Side 

      （三）競速跑 Race Runner 

（CP-ISRA 官方網站：http://www.cpisra.org/） 

 

三、國際盲人運動協會(IBSA) 所認定的殘障運動競賽項目如下： 

 （一）五人制盲人橄欖球 Football 5-a-side  

 （二）盲人門球 Goalball  

 （三）盲人柔道 Judo 

（IBSA 官方網站：http://www.ibsa.es/eng/） 

 

四、國際輪椅暨截肢者體育總會 (IWAS) 所認定的殘障運動競賽項   

    目如下： 



 （一）輪椅擊劍 Wheelchair Fencing  

 （二）輪椅橄欖球 Wheelchair Rugby 

（IWAS 官方網站：http://www.wsw.org.uk/） 

 

五、國際智障運動總會（INAS-FMH）所認定的運動競賽項目如下： 

（一）田徑 Athletics 

（二）籃球 Basketball 

（三）板球 Cricket 

（四）自由車 Cycling 

（五）足球 Football 

（六）五人制足球賽 Futsal 

（七）柔道 Judo 

（八）滑雪 Nordic and Alpine Skiing 

（九）划船 Rowing 

（十）游泳 Swimming 

（十一）桌球 Table Tennis 

（十二）網球 Tennis 

（十三）游泳 Swimming 

（INAS-FMH 官方網站：http://www.inas-fid.org/） 

 

 

第三節  國際殘障運動賽會的演進 

    本節介紹國際殘障運動歷年的演進與發展，其內容如下。 

（一）西元 1888 年，於德國柏林，創立聾人運動俱樂部。 

 



（二）西元 1922 年，國際聽障運動組織（CISS）成立。 

 

（三） 西元 1944 年，英國葛特曼博士（Ludwig Guttmann），於曼德佛（Mandeville）

醫院開始治療脊髓損傷與執行復健治療。 

 

（四） 西元 1948年 7月 28日，倫敦奧林匹克運動會開幕。英國葛特曼博 （Ludwig 

Guttmann）讓英國史托克曼德佛（Stoke Mandeville）醫院的病友舉辦輪椅

運動競賽。 

 

（五）西元 1952 年，於英國史托克曼德佛（Stoke Mandeville）舉辦輪椅運動競

賽，並有荷蘭選手一同參加。共有 2 個國家 130 名選手參加，而參賽選手

僅有脊髓損傷者。 

 

（六）西元 1952 年，英國史托克曼德佛（Stoke Mandeville）成立國際輪椅運動

總會（ISMWSF）。 

 

（七）西元 1960 年，於義大利羅馬舉辦第 1 屆夏季帕拉林匹克運動會。共有 23

個國家參與，400 名選手參加。此次比賽僅有脊髓損傷者參賽，全賽會有

8 種運動項目。 

 

（八）西元 1964 年，於日本東京舉辦第 2 屆夏季帕拉林匹克運動會。共有 21 個

國家參與，357 名選手參加，僅有脊髓損傷者參賽。 

 

（九）西元 1964 年， ISOD 成立（視障、截肢者與腦性麻痺）。 

 

（十）西元 1968 年，於以色列特拉維夫舉辦第 3 屆夏季帕拉林匹克運動會。共



有 29 個國家參與，750 名選手參加，僅有脊髓損傷者參賽。 

 

（十一）西元 1972 年，於德國海德爾堡舉辦第 4 屆夏季帕拉林匹克運動會。共

有 43 個國家參與，984 名選手參加，僅有脊髓損傷者參賽。 

 

（十二）西元 1976 年，於加拿大多倫多舉辦第 5 屆夏季帕拉林匹克運動會。共

有 38 個國家參與，1657 名選手參加。包含脊髓損傷、被截肢者、盲

人、腦性痲痺者參賽。 

 

（十三） 西元 1976 年，於瑞典 Örnsköldsvik 舉辦第 1 屆冬季帕拉林匹克運動會。

共有 17 個國家參與，約 250 名選手參加。僅有被截肢者、盲人運動員

參賽。 

 

（十四）西元 1978 年，國際腦性痲痺與運動休閒協會（CPISRA）成立。 

 

（十五）西元 1980 年，國際視障運動協會（IBSA）成立。 

 

（十六）西元 1980 年，於荷蘭阿納姆（Arnhem）舉辦第 6 屆夏季帕拉林匹克運

動會。共有 42 個國家參與，1973 名選手參加。包含脊髓損傷、被截

肢者、盲人、腦性痲痺者參賽。 

 

（十七）西元 1980 年，於挪威蓋羅（Geilo）舉辦第 2 屆冬季帕拉林匹克運動會。

共有 18 個國家參與，350 名選手參加。包含脊髓損傷、被截肢者、盲

人、腦性痲痺者參賽。 

 

（十八）西元 1982 年，國際殘障者運動協調委員會 ICC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於瑞士成立。 

 

（十九）西元 1984 年，於英國史托克曼德佛（Stoke Mandeville）與美國紐約，

共同舉辦第 7 屆夏季帕拉林匹克運動會。共有 86 個國家參與，41 國

於英國參賽，45 國於美國參賽，2900 名選手參加，1100 位選手於英

國參賽，1800 位選手於美國參賽。包含脊髓損傷、被截肢者、盲人、

腦性痲痺者參賽。 

 

（二十） 西元 1984 年，於奧地利恩斯布魯克舉辦第 3 屆冬季帕拉林匹克運動會。

共有 21 個國家參與，457 名選手參加。包含脊髓損傷、被截肢者、盲

人、腦性痲痺者參賽。 

 

（二十一）西元 1986 年，國際聽障運動組織（CISS）與國際智障運動總會

（INAS-FMH）加入國際帕拉林匹克委員會（IPC）。 

 

（二十二）西元 1988 年，於韓國漢城（首爾）舉辦第 8 屆夏季帕拉林匹克運動

會。共有 61 個國家參與，3013 名選手參加。包含脊髓損傷、被截肢

者、盲人、腦性痲痺者參賽。 

 

（二十三）西元 1988 年，於奧地利恩斯布魯克舉辦第 4 屆冬季帕拉林匹克運動

會。共有 22 個國家參與，397 名選手參加。包含脊髓損傷、被截肢

者、盲人、腦性痲痺者參賽。 

 

（二十四） 西元 1992 年，於西班牙巴塞隆納舉辦第 9 屆夏季帕拉林匹克運動會。

共有 82 個國家參與，3021 名選手參加。包含脊髓損傷、被截肢者、

盲人、腦性痲痺者參賽。 



 

（二十五）西元 1992 年，於法國 Tignes Albertville 舉辦第 5 屆冬季帕拉林匹克

運動會。共有 24 個國家參與，475 名選手參加。包含脊髓損傷、被

截肢者、盲人、腦性痲痺者參賽。 

 

（二十六）西元 1993 年，帕拉林匹克委員會（IPC），設立運動科學委員會。 

 

（二十七）西元 1994 年，於挪威 Lillehammer 舉辦第 6 屆冬季帕拉林匹克運動

會。共有 31 個國家參與，492 名選手參加。包含脊髓損傷、被截肢

者、盲人、腦性痲痺者參賽。 

 

（二十八）西元 1996 年，於美國亞特蘭大舉辦第 10 屆夏季帕拉林匹克運動會。

共有 103 個國家參與，3195 名選手參加。包含脊髓損傷、被截肢者、

盲人、腦性痲痺與智能障礙者參賽。 

 

（二十九）西元 1998 年，於日本長野舉辦第 7 屆冬季帕拉林匹克運動會。共有

32 個國家參與，571 名選手參加。包含脊髓損傷、被截肢者、盲人、

腦性痲痺者參賽。 

 

（三十）西元 2000 年，於澳洲 Sydney 舉辦第 11 屆夏季帕拉林匹克運動會。共

有 122 個國家參與，3843 名選手參加。包含脊髓損傷、被截肢者、盲

人、腦性痲痺與智能障礙者參賽。 

 

（三十一）西元 2002 年，於美國鹽湖城舉辦第 8 屆冬季帕拉林匹克運動會。共

有 36 個國家參與，416 名選手參加。包含脊髓損傷、被截肢者、盲

人、腦性痲痺者參賽。 



 

（三十二）西元 2004 年，於希臘雅典舉辦第 12 屆夏季帕拉林匹克運動會。共有

136 個國家參與，3806 名選手參加。包含脊髓損傷、被截肢者、盲

人、腦性痲痺者參賽。 

 

（三十三）西元 2006 年，於義大利杜林舉辦第 9 屆冬季帕拉林匹克運動會。共

有 39 個國家參與，477 名選手參加。包含脊髓損傷、被截肢者、盲

人、腦性痲痺者參賽。 

 

（三十四）西元 2007 年，於台灣台北舉辦 IWAS 2007 輪椅暨截肢者運動會。 

 

（三十五）西元 2008 年，於中國北京舉辦夏季帕拉林匹克運動會。共有 147 個

國家參與，約 4200 名選手參加。包含脊髓損傷、被截肢者、盲人與

腦性痲痺者參賽。 

 

（三十六）西元 2010 年，將於加拿大溫哥華舉辦冬季帕拉林匹克運動會。預計

將有 45 個國家參與，650 名選手參加。包含脊髓損傷、被截肢者、

盲人、腦性痲痺者參賽。 

 

（三十七）西元 2012 年，將於英國倫敦舉辦夏季帕拉林匹克運動會。預計將有

150 個國家參與，4200 名選手參加。包含脊髓損傷、被截肢者、盲

人、腦性痲痺與智能障礙者參賽。 

 

（三十八）西元 2014 年，將於俄羅斯索契 Sochi 舉辦冬季帕拉林匹克運動會。 

 

 



第四節  探討台灣殘障運動的發展與推廣 

 

一、台灣殘障運動協會成立的背景 

    西元 1984 年 1 月 28 日，於台大醫院成立了「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協會」。

第一屆理事長為連倚南先生擔任。在連理事長就任後即開始立定制度，並積極培

養殘障運動指導員與裁判訓練的工作。協會初期舉辦游泳與輪椅馬拉松活動，而

活動也引起了社會大眾的注意與支持。 

 

    西元 1988 年 9 月開始，由台北市市立師範學院院長 毛連塭先生，擔任中華

民國殘障體育運動協會第二屆理事長。毛理事長在上任後舉辦了多項我國殘障運

動活動，如中正盃輪椅籃球賽、泳渡日月潭、南北輪椅馬拉松賽，並帶領殘障選

手至日本參加第五屆遠東暨南太平洋區殘障運動會。毛理事長更鼓勵我國殘障選

手參加國際賽事，如在韓國舉辦的第四屆亞太聾人運動會、美國桌球公開賽、日

本全國殘障運動會與第九屆巴塞隆納殘障奧運會等。毛理事長在任內也積極將協

會國際化，前後加入了國際殘障者運動協調委員會（ICC）、國際殘障運動組織

（ISOD）、國際輪椅運動總會-史托克曼德佛（ISMWSF）與國際盲人運動總會

（IBSA）等各國際殘障運動組織。到了西元 1991 年，也爭取到加入成為國際聽

障運動總會（CISS）的會員國之一。 

 

    西元 1992 年 12 月開始，由國大代表穆閩珠博士接任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

協會第三屆理事長。穆理事長上任後為了幫助協會業務推展，積極對外籌募捐

款，並聘請賴復寰先生為秘書長，致力於推展國內外各項有關殘障的體育運動與

活動。穆理事長接任後將我國視障、聽障、肢障與智障等四大殘障體育運動團體

統整，並爭取加入成為國際智障運動總會（INAS-FMH）與國際輪椅籃球總會

（IWBF）成員。穆理事長在西元 1996 年連任理事長職位，並繼續為我國殘障體



育運動推展做努力。 

 

    西元 2000 年，陳李綢博士接任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協會第五屆理事長，

持續推動我國殘障體育運動國際化，並接辦多次國際比賽。 

 

    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協會發展的宗旨有九大方向，除了最基本的推展身心

殘障者（肢障、視障、聽障、智障及其他）各項體育運動，激發其生理潛能，提

昇其生活層面，使能積極參與社會活動，以促進其身心健康之外。還特別立定了

以下九大方向： 

 

(一) 倡導及推展國內身心殘障者（肢障、視障、聽障、智障及其他）之體育運

動及發展事項。 

(二) 舉辦全國性及國際性殘障體育運動比賽。 

(三) 選拔及組訓國家代表隊參加國際性殘障體育運動比賽。 

(四) 協助政府對殘障體育運動從業人員的培訓及進修事項。 

(五) 舉辦殘障體育運動指導人員及裁判人員講習會及其資格認定等事項。 

(六) 研訂及解釋各項殘障體育運動比賽規則事項。 

(七) 研訂各項殘障體育運動設施之標準與器材規格品質。 

(八) 殘障體育運動知識、技術、及有關問題之研究與刊物出版。 

(九) 其它有關殘障體育運動發展之推動事宜。 

 

 

 

 

 



二、台灣殘障運動協會的會徽標幟演進 

 

圖 1  

 

 

 

 

 

圖 2 

 

 



 

圖 3 

    以梅花國徽以及國際殘障奧會的會徽為主體，襯底為白色。國際殘障奧會的

會徽紅、綠、藍三色分別代表意志力、體力與勇氣，旨在激發世界殘障人士之毅

力。 

 

 

第五節  近十年來台灣男子殘障桌球選手參加國際比

賽成績紀錄表 

 

表一   台灣男子殘障桌球選手十年內所參加之國際級比賽與獲得獎牌統計表 

項次 日 期 比賽名稱（比賽地點） 選手姓名 級 數 名 次 備 註 
1 1996 第 10 屆殘障者奧運會（美國亞特蘭大） 許志杉 TT9 3 站立個人 
   周長生 TT5 3 輪椅個人 

2 1997 捷克桌球公開賽（捷克） 許志杉 TT9 2 站立個人 

3 1998/7 美國桌球公開賽 林修賢 
侯廷松 TT6-10 2 公開組 

   楊子龍 TT4 2 輪椅個人 
   侯廷松 TT9-10 3 站立個人 
   侯廷松 TT6-10 3 公開組 

4 1998/8 1998 年世界輪椅運動會（英國） 黃麒麟 
柯宏鳴 TT5 3 輪椅團體 

5 1998/10 世界桌球錦標賽（法國巴黎） 張志榮 TT4 3 輪椅個人 
   周長生 TT5 1 輪椅個人 
   胡銘福 TT8 3 站立個人 

6 1999/1 
第 7 屆遠東暨南太平洋地區殘障運動會

（曼谷） 張志榮 TT4 1 輪椅個人 



   林修賢 TT10 2 站立個人 
   周長生 TT5 3 輪椅個人 
   許志杉 TT9 3 公開組 

7 2000 雪梨殘障奧運 林晏弘 
周長生 TT5 2 輪椅團體 

   

胡明福 
林修賢 
許志杉 
侯廷松 

TT9 3 站立團體 

8 2001/6 第 3 屆遠南殘障桌球錦標賽（日本大阪） 胡銘福 公開 3 站立個人 
   林文信 公開 3 輪椅個人 

   
胡銘福 
陳迪文 TT8 2 站立團體 

   
林晏弘 
張志榮 TT5 2 輪椅團體 

   
許志杉 
侯廷松 
蕭國維 

TT9 1 站立團體 

   
林文信 
劉明堂 TT4 2 輪椅團體 

   許志杉 TT9 2 站立個人 
   林晏弘 TT5 2 輪椅個人 
   張志榮 TT5 3 輪椅個人 

9 2001/9 遠南桌球排名賽（香港） 吳振勝 TT3 3 輪椅個人 
   劉振漢 TT3 8 輪椅個人 
   蔡清景 TT5 2 輪椅個人 
   侯廷松 公開 3 站立個人 
   蕭國維 公開 4 站立個人 
   胡光祖 TT8 2 站立個人 
   陳迪文 TT8 3 站立個人 
   侯廷松 TT9 1 站立個人 
   蕭國維 TT9 3 站立個人 

10 2001/11 遠南桌球排名賽（台北） 張志榮 TT5 2 輪椅個人 
   黃靖宏 TT10 4 站立個人 
   許志杉 公開 5 站立個人 

   
許志杉 
侯廷松 
蕭國維 

TT9-10 2 站立團體 

   許志杉 TT9 1 站立個人 
   侯廷松 TT9 3 站立個人 
   蕭國維 TT9 4 站立個人 

   

黃靖宏 
林俊吉 
葉宗鑫 
賴坤玉 

TT10 4 站立團體 

11 2001/11 第 4 屆地中海國際桌球錦標賽（義大利）
林文信 
吳及時 TT4 1 輪椅團體 

   林文信 公開 2 輪椅個人 
   蔡清景 TT5 3 輪椅個人 
   侯廷松 TT9 3 站立個人 

12 2002/5 世界輪椅桌球菁英賽（法國里昂） 林晏弘  5 輪椅個人 
   周長生  9 輪椅個人 

13 2002/6 2002 斯洛伐克殘障桌球賽（斯洛伐克） 吳及時  前 6 輪椅團體 



吳振勝 
   吳及時 TT4 12 輪椅個人 
   吳振勝 TT3 16 輪椅個人 

14 2002/8 2002 年世界殘障桌球錦標賽（台北） 林晏弘 TT5 2 輪椅個人 
   胡銘福 TT8 2 站立個人 

   
許志杉 
侯廷松 
蕭國維 

TT9 2 站立團體 

   

林晏弘 
周長生 
張志榮 
吳振勝 

TT5 4 輪椅團體 

15 2002/10 第 8 屆遠南殘障運動會（韓國釜山） 胡銘福 TT7-8 1 站立個人 
   吳振勝 TT3 2 輪椅個人 
   林文信 TT4 2 輪椅個人 
   蕭國維 TT9 2 站立個人 
   陳興隆 TT10 3 站立個人 
   許志杉 TT9 3 站立個人 
   林晏弘 TT5 3 輪椅個人 

   
朱仁德 
陳興隆 TT10 2 站立團體 

   
張志榮 
林晏弘 
蔡清景 

TT5 2 輪椅團體 

   蕭國維 TT9 2 站立團體 

   
侯廷松 
許志杉    

   
陳迪文 
胡銘福 TT8 3 站立團體 

   
莊志源 
吳振勝 TT3 3 輪椅團體 

   
林文信 
陳永森 
吳及時 

TT4 3 輪椅團體 

16 2004/9 2004 年雅典帕拉林匹克運動會（雅典）
許志杉 
胡銘福 TT9 3 站立團體 

   

林晏弘 
張志榮 
林文信 
吳振勝   

TT5 4 輪椅團體 

17 2005/6 
亞洲暨南太平洋區身心障礙桌球錦標賽

（馬來西亞） 林晏弘 TT5 2 公開 

   朱仁德 TT10 3 公開 
   吳振勝 TT3 2 輪椅個人 
   林晏弘 TT5 2 輪椅個人 
   林修賢 TT7 3 站立個人 
   李耀堂 TT10 3 站立個人 

   

吳振勝 
賴俊榮 
劉政漢 
黃景宏 

TT1-3 2 輪體團體 

   
林文信 
吳及時 TT4 3 輪椅團體 



   
林晏弘 
張志榮 TT5 1 輪椅團體 

   
胡銘福 
侯廷松 TT8 1 站立團體 

   
許志杉 
蕭國維 TT9 2 站立團體 

   
李耀堂 
朱仁德 TT10 2 站立團體 

18 2005/8 2005 年台北國際殘障桌球公開賽 林晏弘 TT4 1 公開 
   張志榮 TT5 3 公開 
   朱仁德 TT10 3 公開 

   
林晏弘 
張志榮 TT5 1 輪體團體 

   
朱仁德 
李耀堂 TT10 1 站立團體 

   
吳振勝 
莊志源 TT3 2 輪椅團體 

   
林文信 
柯坤男 
楊子龍 

TT4 2 輪椅團體 

   
林修賢 
張雷鳴 TT6-7 2 站立團體 

   
胡銘福 
侯廷松 TT8 2 站立團體 

   
許志杉 
蕭國維 TT9 2 站立團體 

   
陳景宏 
林昭坤 
賴俊榮 

TT1-2 3 輪椅團體 

   
吳及時 
陳森棋 
陳泰安 

TT4 3 輪椅團體 

   
蔡清景 
黃麒麟 
司英明 

TT5 3 輪椅團體 

   
陳柏翰 
陳俊翔 
林我欽 

TT6-7 3 站立團體 

   
林俊吉 
曾清雄 TT10 3 站立團體 

   吳振勝 TT3 1 輪椅個人 
   林文信 TT4 1 輪椅個人 
   朱仁德 TT10 1 站立個人 
   賴俊榮 TT1 2 輪椅個人 
   陳俊翔 TT6 2 站立個人 
   許志杉 TT9 2 站立個人 
   李耀堂 TT10 2 站立個人 
   林昭坤 TT1 3 輪椅個人 
   張志榮 TT5 3 輪椅個人 
   林修賢 TT7 3 站立個人 

19 2005/9 2005 世界輪椅暨截肢者運動會（巴西） 張志榮 TT5 3 公開 
   胡光祖 TT8 3 公開 
   許志杉 TT9 1 公開 



   蕭國維 TT9 2 公開 
   吳振勝 TT3 1 輪椅個人 
   莊志源 TT3 3 輪椅個人 
   胡光祖 TT8 1 站立個人 
   徐彭宗 TT8 2 站立個人 
   許志杉 TT9 1 站立個人 
   蕭國維 TT9 2 站立個人 

   
張志榮 
蔡清景 TT5 2 輪椅團體 

   
胡光祖 
徐彭宗 TT6-8 1 站立團體 

   
許志杉 
蕭國維 TT9 1 站立團體 

20 2006 遠南殘障運動會 賴俊榮 TT1 3 輪椅個人 
   林修賢 TT7 3 站立個人 
   朱仁德 TT10 3 站立個人 

   
張雷鳴 
林修賢 TT6-7 1 站立團體 

   
賴俊榮 
黃景宏 TT1-2 2 輪椅團體 

   
柯坤男 
林文信 TT4 2 輪椅團體 

   
侯廷松 
胡銘福 TT8 2 站立團體 

   
李耀堂 
朱仁德 TT10 2 站立團體 

   
劉政漢 
吳振勝 TT3 3 輪椅團體 

   
張志榮 
林晏弘 TT5 3 輪椅團體 

21 2007/9 IWAS 台北世界輪椅暨截肢者運動會 林昭坤 TT1 3 輪椅個人 
   林文信 TT4 1 輪椅個人 
   張志榮 TT5 3 輪椅個人 
   林修賢 TT7 3 站立個人 
   胡銘福 TT8 1 站立個人 
   胡光祖 TT8 2 站立個人 
   許志杉 TT9 1 站立個人 
   朱仁德 TT10 1 站立個人 
   李耀堂 TT10 2 站立個人 

   
莊志源 
吳振勝 TT3 2 輪體團體 

   
張志榮 
林晏弘 
蔡清景 

TT4-5 3 輪體團體 

   

張雷鳴 
陳俊翔 
林修賢 
謝榮發 

TT6-7 1 站立團體 

   
侯廷松 
胡光祖 
胡銘福 

TT8 1 站立團體 

   
蕭國維 
許志杉 TT9 1 站立團體 



   
朱仁德 
李耀堂 TT10 1 站立團體 

   林晏弘 TT1-5 3 輪椅公開 
   許志杉 TT6-10 1 站立公開 
   朱仁德 TT6-10 2 站立公開 
   侯廷松 TT6-10 3 站立公開 

   
張志榮 
林晏弘 TT1-5 2 

輪椅公開(雙
打) 

   
林文信 
蔡清景 TT1-5 3 

輪椅公開(雙
打) 

   
朱仁德 
李耀堂 TT6-10 1 

站立公開(雙
打) 

   
蕭國維 
許志杉 TT6-10 3 

站立公開(雙
打) 

 

 

    從西元 1996 年到目前西元 2008 年間，我國男子殘障桌球選手所參加的國內

外競賽每年皆逐漸增加。但十多年來，選手的數量並未隨著時間而一同增加，反

而是僅有幾位熟面孔的輪替出賽。在競爭激烈的競技運動比賽中，關係到勝負的

因素有很多，例如選手的技能水準、心理素質、生理狀況等。以其中生理狀況來

說，台灣目前殘障男子桌球選手所面臨最嚴重的問題是，選手年齡層的逐漸提

高，且並未有新生代的選手出現，如此的狀況可能在未來就會造成選手斷層面。

我們應如何來推廣競技運動與提升選手參賽的機會，這將會是未來繼續發展殘障

桌球運動的一項重要議題。 

 

    目前台灣全部的男子殘障桌球選手中有幾位實力堅強的好手，並且在世界殘

障桌球賽上每年仍在為中華隊效命參賽，例如第十級的朱仁德、李耀堂，第九級

的許志杉、侯廷松、蕭國維，第八級的胡銘福，第七級的林修賢、張雷鳴，第五

級的周長生、林晏弘、張志榮，第四級的林文信、吳及時，第三級的吳振勝，這

幾個級數的選手，在國際比賽中仍可有一定的比賽成績，比賽經驗豐富、技術技

巧純熟，相對也就是仍有機會奪牌。但以年齡層面來說，目前大多數的選手皆漸

漸進入中年層。這使我們開始有了疑問，年輕的選手在哪裡?當然科技的進步與

醫療品質的提升，使得發生殘缺狀況的人士減少，但還是有可能因為意外而造成



損傷的病友，我們是否能夠建立起一套系統或流程，使得以運動復健為主體的工

作之外，也可以培養這些病友的專業運動能力，除了讓身體恢復之外，並提供機

會訓練成為有專業競技能力的選手。當然相對的是要有許多配套措施與政府政

策。例如是否能提供可以讓選手專心訓練的場所、是否能提供選手專心訓練的生

活條件，甚至是提供良好的就業機會，給這些願意為國家付出時間與心力的人

士，無後顧之憂的心情，並且能專注為奪得比賽優良成績而努力。 

歷年夏季帕拉林匹克運動會參賽國家數與參加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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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歷年夏季帕拉林匹克運動會參賽國家數與參加選手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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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歷年冬季帕拉林匹克運動會參賽國家數與參加選手比較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