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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青少年男子網球選手排名分佈與舉辦賽事地區之相關。方法：本研究

截取國際網球協會 (International Tennis Federation, ITF) 網站上排名前 300名青少年國

籍資料，並截取2013年世界各洲舉辦 ITF國際青少年的各級賽事 (等級Ⅰ、Ⅱ 與Ⅲ) 之

次數，以積差相關分析各洲排名前 300 的男子青少年選手與世界各洲舉辦 ITF 國際青

少年賽事次數和賽事等級之相關情形。結果：前 100 名與等級Ⅰ的相關最高(0.83)，排

名 101-200 名的選手與等級Ⅱ的賽事次數相關較高(0.97)，而前 300 名與等級Ⅲ

(0.94~0.97)及賽事總次數(0.96~0.99)皆有高相關(p＜.05)。結論：為增加青少年排名前

進前 300 名人數，應多舉辦青少年比賽，並提高賽事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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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近年來臺灣網球在國際上的發展越來越受矚目，在各大賽事也被列為奪牌熱門

項目，從盧彥勳與王宇佐青少年時代開始，每年穩定都有臺灣選手世界排名在青少年

前 10 的優異表現， 2009 年臺灣在青少年世界排名高居前 10 名的選手就有 3 位，楊

宗樺更是在 2008 年高居世界青少年球王 (莊濱鴻，2009) ，可見臺灣青少年男子選手

在國際賽事表現上一直是具有競爭力的，但是，在近 4 年內臺灣卻沒有再出現世界排

名前 10 的選手，出現此斷層的原因，值得深入探討。 

臺灣近年來青少年網球選手的培育現況中，邱豐傑 (1998) 探討我國優秀青少年

網球選手學習背景調查發現，應持續對網球的熱忱與興趣，再配合家長的鼓勵與支持，

才能在網壇上發光。另外，顏智淵與周俊杰 (2011) 也發現的家長的參與態度，包括

安慰與鼓勵多參加比賽等變項是主要影響選手是否繼續參與網球運動之評定參考。而

近年來有越來越多家長 (黃國禎，2007) 積極投入參與訓練及比賽，可見家長的因素

是臺灣網球在競技發展上重要的關鍵要素之一。然而，國內漸漸出現有相當多優秀的

選手，但參加國際賽事挑戰的機會與次數遠不及國外選手，鄭為仁、廖智雄、詹淑月

與林展緯 (2005) 探討我國優秀男子網球選手轉型職業選手成功的關鍵，認為國內選

手普遍有贊助金缺乏及比賽經驗不足的問題，也因資金的問題無法隨行教練的指導，

相較別國家之下選手如果要走出臺灣，躍上國際也更加辛苦。另外，黃俊發與何國龍 

(2012) 也針對臺灣網球選手培育過程發現，在培育的過程中，資源往往無法整合、工

作無保障、比賽經費贊助少與訓練環境不佳，使得優秀選手與教練在生涯中遇到困難

與抉擇，好的教練因現實問題考量，無法專職於訓練工作，選手也面臨經濟壓力的問

題，最後只能結束選手生涯，由上述可見，臺灣雖然一直有優秀的潛力選手，但是往

往卻無法有合適與良好的管道，支持選手繼續朝更高的目標發展，實為可惜。 

 近幾年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俄羅斯女子職業網球發展非常迅速，2005年獲得聯邦

盃世界女子團體賽冠軍，2007年世界女子職業排名前10就占了5位，2008年北京奧運女

子網球更包辦了金銀銅牌，成為女子職業網球強權的國家。劉國棟 (2007) 認為主要

是偶像效應、父母野心、天才兒童、強勢教練與傳統美德五個成功助力，再加上舉辦

克里姆林盃 (Kremlin Cup) 網球賽，讓俄羅斯網球更加活絡，造就目前無論是職業網

球或是青少年網球，都有相當優異的表現。同樣地，相較於中國女子選手－李娜，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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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拿下法網單打冠軍，當年職業排名高居第四位，在國際女子網壇的表現相當亮眼，

李仁佐 (2012) 探討李娜效應對臺灣職業網球運動發展指出，網球應朝職業化發展、

政府獎勵制度的良性改革、吸引運動贊助商資源的投入與專業團隊的協助，才能蓬勃

發展。相較中國男子選手情況雖然不像女子選手優異。郭棟 (2009) 探討中國男子網

球現況，與女子網球相比成績相距甚遠，主要原因是參賽機會少與受社會關注低。但

近幾年舉辦中國網球公開賽與上海大師賽，大大提昇男子網球的成見度，更加提供外

卡給選手，與世界一流選手競爭與學習的機會，企業相繼贊助，對網球的發展是相當

大的刺激與成長。而日本的選手錦織圭 (Kei Nishikori) 在2014年美國網球公開賽獲得

亞軍創下紀錄，就是因為日本有企業大力贊助，提供訓練與參與比賽所需之經費，由

此可見網球需要成功不單只是家長的支持，也需要外界及政府充足的資源，才能有機

會在極為競爭的網壇上贏球。 

Reid, Crespo, Atienza, and Dimmock, (2007) 探討賽事舉辦次數與女子職業網球選

手排名的相關研究發現，該國國內舉辦賽事的數目與國內女子職業選手人數  (r = 

0.60)、前 200 名人數 (r = 0.60) 及最佳前 5 名選手的排名 (r = -0.52)皆達顯著相關。

Filipcic, Panjan, Reid, Crespo, and Sarabon, (2013) 探討 ATP前 300的職業男子網球運動

員與世界各區域國家舉辦賽事次數與獎金之間的關係，結果也發現 ATP 300 排名球員

總人數、 比賽，總次數和年度比賽獎金與國家有顯著的相關。由此可見，舉辦賽事的

數量是有利提升國家選手排名與競爭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莊濱鴻 (2009) 等指

出在 2008 年青少年巡迴賽各國家地區舉辦次數為美國 18 場最多，印度為 10 場、澳洲

8 場，而我國僅只有 2 場國際青少年賽事，目前無研究探討青少年賽事舉辦與排名之

間的關係，希望藉由本文分析目前世界上青少年網球選手在各區排名與舉辦比賽次數

或等級的情況，有利於體育行政單位、教練與選手參考。 

 

貳、方法 

 

一、受試者與實驗設計 

本研究受試者為截取國際網球協會 (International Tennis Federation, ITF)網站上排

名前 300 名青少年國籍資料，再依國籍區分所在洲別，資料截取為 2014 年 8 月 4 日之

排名，排名的統計再區分前 300 名、前 200 名與前 100 名各洲的人數，如表 1 所示。

另外，截取 ITF 網站上 2013 年世界各地舉辦 ITF 國際青少年的各級賽事，分洲統計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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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如表 2 所示。且將所有比賽的等級區分為三級，比賽等級Ⅰ為 GA、G1 與 GB1；

比賽等級Ⅱ為 G2、G3、GB2 與 GB3；比賽等級Ⅲ為 G4 與 G5。 

表 1 各洲排名人數統計表 

洲\排名 前 300(201-300) 前 200(101-200) 前 100 

非洲 12(6) 6(5) 1 

亞太 93(34) 59(27) 32 

歐洲 128(35) 93(49) 44 

北美 40(17) 23(11) 12 

南美 27(8) 19(8) 11 

截取於 2014 年 8 月 4 日 ITF 網站(http://www.itftennis.com/juniors/home.aspx) 

表 2  2013 世界各洲舉辦賽事統計表 

 等級Ⅰ 等級Ⅱ 等級Ⅲ  

 GA GB1 G1 加總 GB2 GB3 G2 G3 加總 G4 G5 加總 合計 

非洲 0 0 1 1 1 0 6 1 8 15 17 32 41 

亞太 2 2 4 8 1 0 7 16 24 45 36 81 113 

歐洲 3 1 10 14 0 0 23 16 39 68 37 105 158 

北美 2 2 6 10 0 1 1 1 3 28 17 45 58 

南美 1 1 4 6 0 0 6 2 8 6 19 25 39 

合計 8 6 25 39 2 1 43 36 82 162 126 288 409 

整理於 ITF 網站(http://www.itftennis.com/juniors/home.aspx) 

將上述各洲排名前 300 的男子青少年選手與世界各洲舉辦的 ITF 國際青少年賽事

次數，以統計軟體分析相關情形。 

 

二、統計方法 

本研究以積差相關法分析： 

(一)各洲排名前 300 的男子青少年選手與世界各洲舉辦 ITF 國際青少年賽事次數

和賽事等級之相關情形。 

(二)各洲前 100 名、101-200 名和 201-300 名排名與世界各洲舉辦 ITF 國際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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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次數和賽事等級之相關情形。 

 

參、結果與討論 

 

 (一)青少年男子排名前300與賽事次數和賽事等級之相關 

本研究發現結果青少年排名與各比賽等級次數之相關如表3所示，無論是排名前

100、前200與前300，皆與各等級舉辦次數和賽事總次數達顯著相關 (p＜.05)。其中，

各排名與等級Ⅲ (0.96~0.98) 及賽事總次數 (0.98~0.99) 的相關較高，顯示排名與賽事

舉辦的數量有相關的關聯性。 

表3  青少年男子排名總人數與各等級舉辦次數之相關 

排名\等級 Ⅰ級次數 Ⅱ級次數 Ⅲ級次數 賽事總次數 

前 100 0.83* 0.94* 0.96* 0.98* 

前 200 0.82* 0.96* 0.97* 0.99* 

前 300 0.82* 0.94* 0.98* 0.99* 

*p＜.05 

(二) 青少年男子百名間距排名與賽事次數和賽事等級之相關 

本研究青少年男子百名間距排名與各等級舉辦次數和賽事總次數之相關如表4所

示，無論是排名前100、101-200名與201-300名，皆與各等級舉辦次數和賽事總次數達

顯著相關 (p＜.05)。其中，前100名與等級Ⅰ的相關最高(0.83)，排名101-200名的選手

與等級Ⅱ的賽事次數相關較高(0.97)，而無論排名間距皆與等級Ⅲ(0.96~0.98)及賽事總

次數(0.95~0.98)的相關較高，顯示不同排名間距與不同賽事等級舉辦的數量有相關的

關聯性。 
 

表4  青少年男子百名間距排名與各等級舉辦次數之相關 

排名\等級 Ⅰ級次數 Ⅱ級次數 Ⅲ級次數 賽事總次數 

前 100 0.83* 0.93* 0.98* 0.98* 

101~200 0.81* 0.97* 0.97* 0.98* 

201~300 0.77* 0.85* 0.96* 0.95*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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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論 

(一) 青少年男子排名前 300 與各等級舉辦之相關 

本研究統計2013世界各洲舉辦賽事統計表 (表2)，發現歐洲一年總舉辦比賽次數

為158次，相較亞洲的113次多出不少；而世界青少年排名，由表1清楚發現歐洲不管是

在世界排名前300、200及100皆是大幅優於其它地區，在排名前300人中就佔據128人之

多，在世界排名前100更有44人佔了將近一大半的數量，由此可見，目前網球發展在排

名上與頂尖選手所在地區是歐洲。本研究同時也發現青少年各等級舉辦比賽次數與排

名皆有顯著的相關，這與Crespol ed al. (2003)、 Reid ed al.(2007) 和Filipcic ed al. (2013) 

分別探討男子職業賽與女子職業賽事排名成績與賽事舉辦次數是有顯著影響的結果一

致。顯示比賽數量對於選手成績及排名的重要性，由此可見，只要舉辦賽事次數越多，

將有助於地區增加更多青少年選手有不錯的排名。 

ITF青少年網球的賽事分級中，不同等級有不同的積分，第2至第5級的單打皆要

晉級十六強才有積分，如果一個賽事有六十四位選手參賽，最後只有四分之一的選手

能在比賽中拿到積分，所以要拿到積分有一定的難度；如果又是在自己國內舉辦比賽，

大會有4至6張的外卡給國內較有潛力的選手，加上參與賽事的選手大多為當地的選

手，相較之下，就能提供較多的機會給國內的青少年選手拿到積分。鄭為仁、廖智雄、

詹淑月與林展緯 (2005) 與黃俊發與何國龍 (2012) 的研究也發現出國比賽的經費，是

網球選手最大宗的一筆支出，加上資源無法整合與足夠的經費贊助，將限制潛力選手

的日後發展。這說明了國內舉辦國際青少年網球比賽的次數過少，這對完全沒有積分

的選手，都要從會外賽打起，通常要連贏三場，才能晉級會內賽，如果是64籤的比賽

會內賽要再贏兩場 (32籤贏一場) 才有積分，這樣的難度比在國內有會內賽外卡的選

手可以拿到積分的機會低太多了。因此，國內想提昇青少年的競爭力，或許可以建議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將目前一年4次國內A級的青少年比賽，改為第4與第5級的國際青少

年網球比賽，再加上原本目前每年固定舉辦的3次的比賽，這將超越 (表5)日本與南韓

舉辦的次數，除了提供更多的國際競爭機會，外卡幫助潛力青少年拿到積分的機率，

一定可以大大增加國內青少年選手的實力與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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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亞洲各國舉辦賽事場次與等級統計表 

國家 次數 等級 

AUS 8 GA、G1、G4×4、G5×2 

CHN 17 G2×2、G3×5、G4×5、G5×5 

JPN 5 GA、G2、G4×2、G5×1 

KOR 6 G2、GB1、G4×1、G5×3 

RUS 8 G2、G3×3、G4×3、G5 

TPE 3 G3、G4、G5 

整理於ITF網站(http://www.itftennis.com/juniors/home.aspx) 

 

(二) 青少年男子百名間距排名與賽事次數和賽事等級之相關 

本研究發現前100名與等級Ⅰ的相關最高，排名101-200名的選手與等級Ⅱ的賽事

次數相關較最高，而無論排名間距皆與等級Ⅲ及賽事總次數有高相關，顯示不同排名

間距與不同賽事等級舉辦的數量有相關的關聯性。青少年世界排名各洲舉辦等級Ⅰ

(GA+G1+GB1) 的次數有39次，而歐洲舉辦次數就佔約總數的三分之一 (14次)，相較

亞洲舉辦僅有8次，而歐洲在等級Ⅱ(G2+G3+GB2+GB3) 的比賽有39次與等級Ⅲ 

(G4+G5) 的比賽有105次，皆比亞洲的舉辦的次數還多，由此可見，歐洲選手不只有

機會參加較多的比賽，甚至是等級較高的賽事，當比賽賽事舉辦次數越多時，就有更

多獲取積分的機會，而賽事舉辦次數越多，且賽事等級越接近等級Ⅰ將會更有利於選

手獲取較高積分的機會，增加積分同時也可增加自己的排名。這結果與Filipcic, Panjan, 

Reid, Crespo, and Sarabon, (2013) 探討ATP前300的職業男子網球運動員與世界各區域

國家舉辦賽事次數與獎金之間的相關一致，ATP 300 排名球員總人數、 比賽，總次數

和年度比賽獎金與國家有顯著的相關，ATP賽事的獎金也是以歐洲最好，選手排名較

佳的選手也集中在歐洲地區。 

另外，單獨討論亞洲各國舉辦賽事場次與等級 (表5)，可發現中國 (CHN) 與澳洲 

(AUS) 舉辦比賽次數分別有17次與8次，且皆有多次等級Ⅰ的比賽。日本與南韓雖然

在舉辦次數上，不及上述兩國，但舉辦的等級各有兩次等級Ⅰ的賽事，從這些國家排

名人數統計圖中 (圖1)，發現排名前300都有較高的趨勢。相較臺灣 (TPE) 僅只有舉辦

3次的比賽，其中只有一次是等級Ⅱ的比賽，其它兩站皆為等級Ⅲ的比賽，所以臺灣在

國際上落後於亞洲其它國家，更不用說歐洲與美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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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raw (2011, 2012) 分析1996年至2005年男女青少年網球排名前十，將來可進職

業百名的相關中發現，男生的機率為58%，女生的機率為72%。Reid, Crespo, Santilli, 

Miley, and Dimmock, (2007) 與 Reid, Crespo, and Santilli, (2009) 分別追縱1995至2002

年排名前20的青少年男女網球選手，進人職業賽後8年的排名相關，結果發現青少年最

佳排名與該年齡的排名的迴歸方程式可有效預測職業排名。Reid and Morris (2013) 探

討2009年年終男子職業前100名成功要件，發現青少年時期最佳的排名平均為94.1名。

這樣的研究結果，讓我們了解青少年與職業選手排名之間的關聯性，青少年前100名的

目標可做為青少年是否進入職業賽一個相當重要的考量依據。但要排名前100名，一定

要參加等級Ⅰ的比賽才有機會，臺灣目前僅有1人在排名前100內，國內也沒有此等級

的賽事，一定要到國外參賽，這對臺灣選手出國經費考量上是一大問題，除建議中華

民國網協增加ITF比賽的次數，也可將比賽等級再提昇至Ⅰ級，這樣更能吸引世界各地

排名一百名內的選手來到臺灣比賽，除了刺激國內網球發展與減輕選手經費壓力，更

可提昇國內選手更好的排名，實為體育行政單位與網球協會應積極規劃的方向，使國

內網球能從青少年打下良好基礎，日後能在職業網壇發光發熱。 

 

 

 

 

 

 

 

 

 

 

 

 

圖1  亞洲各國ITF男子排名前300名選手統計表(整理於2014年8月4日ITF網站 

(http://www.itftennis.com/juniors/home.aspx) 

 

 

(人)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Reid%20M%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3834539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Morris%20C%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383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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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青少年男子網球選手排名分佈人數與舉辦賽事等級場次及各洲舉辦賽事總次數皆

達顯著相關。為增加青少年排名前進前 300 名人數，應多舉辦青少年比賽，並提高賽

事等級。 

 

二、建議 

應對目前青少年選手參賽的現況加以分析，針對青少年不同排名參加不同等級賽

事的規劃，找出最佳的參賽策略，提供青少年選手參考，避免參加過多的比賽，減少

訓練時間與浪費比賽經費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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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Rankings and Tournaments 

Host for Junior Tennis Pl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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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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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is held between boys’ tennis rankings and 

tournaments host in their continents. Method: The data were retriev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Tennis Federation (ITF) website. Two types of data were retrieved: Their nationalities for 

the top 300 junior athletes, and the times of tournaments held in each continent. Each 

tournament was classified as Class I, II or III.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s of ITF top 300 junior athletes in each 

continent and the times of tournaments held in each continent. Resul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top 100 players and Class 1 tournaments held is 0.83. The number of 

top 101-200 players has higher correlation with Class2 tournaments. However, all rankings 

has the highest correlation with both the classified 3 tournaments (0.94~0.97), and the 

frequency of hosting ITF tournaments (0.96~0.99) (p＜.05). Conclusion: To improve junior 

athlete’s ITF ranking to top 300, we should host more junior level tournaments, and 

elevate the tournament to a higher level. 

 

Key words: classified, ITF, junior r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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