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數據加持

人稱「老邦」的馮勝賢，從國小開始打棒球，初登職棒就拿下「新人王」頭銜，擁有30多

年的選手與教練資歷。他曾任中華職棒大聯盟秘書長，是首位具球員經歷的秘書長，為職

棒引進科學化訓練和數據情蒐。在國內積極推動運動科技之際，他現身說法，分享科技如

何為運動加值。

科
技如何影響運動產業？可從國外職棒的科技

發展演變說起。從2002年美國職棒大聯盟

（MLB）的魔球革命開始，以人工紀錄的統計數據

萌芽，業界開始相信數據能有效提升戰績和球團收

益。到2007年加入物理數據，以影像偵測投球軌

跡，精準量化球路數據。2015年Trackman出現，用

雷達追蹤投、打擊球軌跡，改變擊球品質評估的標

準。2020年MLB導入鷹眼系統，透過影像增加動作

捕捉和最佳化球路分析。

在訓練上，也有許多輔助應用，像是採用高速

攝影的影像分析設備和動作捕捉系統，在牛棚裡則

有許多測量器材，如球棒感測器、動作感測器、壓

力測力地板、可攜式球路追蹤系統等。從這些演進

都可以看的出來，科技和數據的應用在國外已經愈

來愈普遍，運動科技將是未來重要的發展主軸。

舉辦中職投打營　導入科學化訓練

我在擔任中華職棒大聯盟秘書長時，也導入科

學化訓練，舉辦中職投打營，邀請曾協助王建民重返

大聯盟、有「魔法學校」之稱的佛州棒球農場教練

團，越洋來到臺灣，針對各級選手及教練進行訓練。

佛州棒球農場主張，訓練不該有固定的課程與

教學，一切都是依靠科學化的數據，透過高速影像

分析，量身調整每位選手的動作、角度和速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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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運用可攜帶式的平板即時顯示所有數據，讓教練

隨時掌握選手狀況，這些都是過去一般訓練沒有的

方式。

兩屆投打營共有超過500位選手、教練參加，經

過訓練後，不僅投手的均速都有提升，許多選手也

給予正面回饋。職棒選手彭政閔就表示，透過科學

訓練讓自己更了解投球打擊的動作，讓身體發揮最

大的力量。所以所謂的「魔法」，不是奇幻力量，

而是科學化的訓練方式。

情蒐大數據　打造最強國家隊

另一個應用運動科學的例子，就是在2019年的

世界棒球12強賽，臺灣組成了「最強國家隊」，首

度在國際一級賽事中，以7：0完封韓國隊。過去臺

灣在國際賽事對上韓國總是輸多勝少，但那次贏球

不是偶然，除了第一線選手和教練的努力外，後勤

情蒐也是重要一環，透過科技大數據的方式，蒐集

對手的球路和情資，再歸納發展成戰術。

比賽時，捕手戴上「戰術護腕」，上頭寫著對

應的配球策略；外野手則有「布陣表」，針對不同

打者習性研判該如何站位。在休息室中，打者在上

場前，也會再看一次對方投手的即時影像，和投球

落點資訊，避開對方最拿手的球路。這些數據在12

強賽中發揮極大效益，現在也都成了MLB中非常普

遍的科學分析方式。

目前臺灣也出現一些在地化的發展，職棒桃猿

隊就與灼見運動數據公司合作，以8隻高速攝影機，

測量投打球路、球員動作等數據，達成情蒐錄影自

動化剪輯，同時也平行開發比賽紀錄APP，可和影

像系統與資料庫同步，降低人力需求的痛點，最終

希望打造出可負擔、可善用的棒球科學化整合方

案。此外，目前臺灣也有工程師率先開發出電子好

球帶，透過1秒300張的高速攝影機，不僅能更加精

準判別好球帶，更能捕捉投手、打者的所有動作，

未來將有更多延伸應用。

科技不只幫助選手和教練，也能讓民眾更親近

棒球。2018年，中華職棒舉辦30周年特展時，就用

體驗科技讓民眾感受棒球樂趣。我們運用VR技術，

讓民眾重返當年的臺北市立棒球場，體驗元年開幕

戰的盛況；也用AR讓民眾和職棒球員進行投打對決

互動，看看能不能轟出全壘打。科技讓棒球變得更

加有趣，讓國球變身文創。

跨界人才投入　科技人也能當教練

對比國外的成熟發展，運動科技在臺灣還有滿

大的進步空間，主因在於許多教練對科學化訓練仍

然不太熟悉，習慣以他們的經驗值來做訓練，這會

造成工程師在開發時容易產生盲點跟瓶頸。臺灣的

科技與棒球人才，欠缺對對方實務經驗的了解，導

致溝通效益不彰，因此想要導入科學化訓練，雙方

的互動討論很重要。我們研究MLB的教練團也發現，

這些運動科技都要依靠專職的工程團隊，包含AI人工

智分析數據、影像處理、生物力學分析師等。

這對熱愛運動的科技人來說，也是個好消息，

不是只有運動背景的人才有機會當上MLB的教練

團，未來科技人也有機會成為MLB團隊的一份子。

透過跨領域人才的投入，增進科技和運動的連結，

翻轉業界觀念，用科技創造更多決勝點！

5Industrial Techn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