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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羅山盃起源 

❖ 1994年起，每年聖誕節前後，嘉義市街道上會有一群來自日本茨城縣棒球隊小朋
友，在關東茨城軟式少棒隊的教練小倉弘文帶領下，每年都會造訪嘉義市，與當
地的棒球隊進行友誼賽。 

❖ 後來在嘉義棒壇人士熱心的推動與時任市長張博雅的支持下，將這項親善交流，
於1998年擴大為盃賽，同時嘉義市全員出動以及當時認養嘉義市棒球場為主場的
和信鯨職棒隊協助，奠定現今諸羅山盃賽規模的基礎。 



諸羅山盃國際少棒-嘉農巡禮 

❖ 在學盟協助下，為國內早期即有外隊參賽之盃賽，二
十二年來累積許多國外新聞聲量，在日本棒球界具知
名度（KANO故鄉）。 

❖ 第二屆冠軍 台東新生國小  陳俊秀、郭恆孝；第七屆
陳傑憲投手獎。 

❖ 報名限制低，開放社區棒球參加，參賽隊數多，為國
內小朋友參加棒球賽事之殿堂，也讓更多家長投入棒
球運動，有利社區棒球運動之推廣。 

❖ 從第一屆35隊，至今241隊（13座球場進行）。近年
逐年皆創下國內單一盃賽最多場次與最多參賽隊數之
紀錄。 



諸羅山盃少棒隊數成長 

❖ 開放各校可分為兩隊以上參賽，約30個學校以2~3隊組隊參賽。 

❖ 外隊則以聯隊或社區球隊參賽。 

1998   
第一屆 

2000   
第三屆 

2005   
第八屆 

2011      
第十四屆 

2015      
第十八屆 

2016      
第十九屆 

2019      
第廿二屆 

學校隊數 
 

31 58 90 121 145 168 177 

國外隊 
數 

4 8 10 15 11 12 15 

社區隊數 2 12 20 49 

總隊數 35 66 100 138 168 200 241 

備註 首次破百隊 
開放國內社區棒球

隊參賽 
分為高低年級組 首次破二百隊 



賽程演化影響 

❖ 隊伍數過多，賽事場次增加，比賽時間縮短（80分鐘），日期拉長（7天），預賽
分組賽程為三隊一組，可能賽事第一天即結束賽程（未能參加開幕儀式即遭淘汰）
。 

❖ 許多球隊分隊參賽，實力分散，導致許多傳統球隊較不願意參加（尤其是花東加上
距離之影響），亦降低賽事精彩度，亦影響觀眾及媒體關注。 

❖ 外隊組隊方式不同，以聯隊為主，與國內球隊實力有差距，已連續十年由日本隊取
得冠軍，前一次台灣球隊冠軍為2009年屏東富田國小。2016前四名進第二名為講
美國小，其餘皆為日隊。 



結合地方資源 

❖ 以2019年為例：241隊接近4000名選手、加上隊職員及隨行家長，參與人數將超過10000人。嘉義市政
府估計將有5000萬元之觀光產值。 

❖ 結合地方球星：邀請出身嘉義或於嘉義就讀之職棒球星代言與出席賽事活動。2019：蘇俊璋、廖健富、
劉軒荅。過去：黃甘霖、石志偉、陳瑞昌、陳瑞振、倪福德、方克偉、張耿豪、陳重羽、陳重廷等。 （
嘉義人） 

❖ 結合地方文化：管樂節遊街活動、嘉義市棒球場（KANO球場百年紀念）之百年紅土瓶贈送給參賽球員
作為紀念。 

❖ 結合地區觀光：發起外隊學生寄宿體驗，參觀蘭潭、交趾陶文化館、KANO故事棒球園區。 

❖ 結合當地特產：獎座與紀念品為交趾陶、結合生肖吉祥物。貴賓伴手禮：老楊方塊酥。 



賽事特色 

❖ 舉辦選手之夜：賽事於聖誕節前後舉行，選手之夜讓小朋友體驗不同國情文化，增進
國際交流。 

❖ 獨特的獎盃及紀念品設計具收藏價值，成為參賽小朋友及球隊收藏的一種榮耀。冠軍
錦旗也仿效日本甲子園優勝旗幟，每年掛上冠軍隊名。 

❖ 2017曾舉辦挑戰最多小學生傳接球之金氏世界紀錄。 



賽事特色 



賽事轉播與宣傳 

❖ 每年於賽前皆會於台北進行賽前記
者會宣傳，嘉義市長幾乎每年皆親
自北上宣傳諸羅山盃，並參加開閉
幕。 

❖ 2002年因和信集團關係企業，緯
來體育台投入四強轉播，亦為非官
方少棒賽即有電視轉播之先例。近
年為ElevenSports及智林體育台進
行淘汰複賽之轉播。 

❖ 賽事球場附近街道皆有懸掛關東旗
與布條，可明確知道賽事場地位置
。 



小小建議 

❖ 秩序冊：逐漸優化，無論是外觀設計、質感都不錯，過去曾提供服務手冊（賽事周邊
資訊：交通食宿、旅遊觀光、球場介紹等），近年可能考量環保，合而為一。未曾改
變的是選手資訊，僅有名字介紹，諸羅山盃為許多孩子參與的棒球殿堂，若考量球隊
數及人數過多無法都置入，建議可設置網頁版手冊，增加參賽球隊介紹及選手照片，
善用官網。 

❖ 有外隊參賽，可增加網路或國外轉播機會，並應於官網或社群網站提供轉播資訊。（
轉播單位並非唯一宣傳單位）善用行銷管道與資源：盤點可使用的行銷管道與資源，
不單是轉播單位，包含可使用的媒體資源、自媒體，並善用網路世代的行銷方式。 

❖ 許多賽事為國際賽事，對外隊提供良好接駁服務，不過外地或國外民眾參與的部分，
建議可於重要的交通要點，如高鐵站、火車站及官方網站提供場地交通資訊之指引，
以利民眾前往加油，亦可結合觀光發展套裝行程。 

❖ 找出地方與賽事的特色及連結點！ 



小小建議 

❖ 品牌的建立與升級：許多好的特色可以延續形成傳統，如果流於形式就需要改
變，讓賽事不斷升級，讓特色更加明顯，改善缺點。諸羅山盃已成為嘉義市知
名的運動盃賽之一，有超過20年以上的傳統，可多結合地方特色，產出相關紀
念品，建立更強大的賽事品牌效益。（社區棒球的夢想殿堂） 

❖ 不只是一場盃賽，是一場嘉年華：地方賽事現場觀眾並不多，除可邀請地方學
校單位觀賽，也可舉辦周邊行銷活動，吸引更多地方觀眾參與。 

❖ 今年諸羅山盃首次委外招標進行，雖籌辦時間較晚起步，不過學盟有多年經驗
，整體賽務具一定水準，但也因時間緊湊，對於整體行銷宣傳及媒體發布之新
聞量卻較往年減少許多，決賽期間現場媒體也不多，間接影響賽事熱度，建議
有關行銷宣傳之需求，未來應列為招標之重點項目。 

❖ 主辦單位應有主辦之認知，並非委外即推給外部單位，主辦單位仍有責任。 



分工 

❖ 諸羅山盃少棒賽可說是國內地方政府投入單一盃賽舉辦的先驅與典範之
一，結合地方資源、嘉義市全員出動，分工合作完成賽事。 

❖ 各局處投入大量人力資源，各學校募集志工協助賽事相關行政庶務、活
動、接待、運送、交管維安等。 

❖ 教育處及各級學校、警察局、衛生局、環保局、觀光新聞處 

❖ 地方體育會棒委會、慢壘委員會、學生棒球聯盟 

❖ 地方的參與不能少了民間力量！ 



少棒盃賽舉辦型態 

❖ 台灣目前每年超過四十個地區或全國性少棒盃賽（非官方） 

❖ 企業公益：中信、富邦、重光、君美、熊霸 

❖ 紀念推廣：徐生明、勝求、耕元、巨人、金龍、能高、紅葉、立德 

❖ 特殊關懷：關懷、傳福、原鄉、原生、威力彩 

❖ 地區發展：諸羅山、菊島、竹塹、噶瑪蘭、陽明山、桃城、卦山、箭筍 



地方型態盃賽 

諸羅山盃 桃城盃 竹塹盃 菊島盃 卦山盃 陽明山盃 噶瑪蘭盃 箭筍盃 

舉辦時間 十二月底 三月底 一月中 八月中 九月中 九月初 八月初 四月底 

舉辦地點 嘉義市 嘉義市 新竹市 澎湖 彰化縣 士林區 羅東鎮 光復鄉 

首屆年份 1998 2005 2006 2007 2009 2010 2013 2015 

首屆隊數 35 12 12 15 16 24/4 16 16 

目前對數 241 18 24 68 48 39/28 16 16 

主辦單位 嘉義市政府 嘉義市政府 新竹市政府 講美國小 彰化縣政府 
台北市棒球
協會 

宜蘭青少年棒
球發展協會 

花蓮縣體育會/
太巴塱國小 

備註 外隊15 外隊2 
分五、六年
級組 

外隊6 
分學校、社
組區 

硬改軟 時有中斷 



Q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