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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王牌後援投手」對球隊之績效，包括投手本身之績效、對球隊戰績之貢獻，以及根據後援投手績效

表現之統計數據，提出「王牌後援投手」績效應有之標準，並以美國職棒大聯盟紐約洋基隊馬里安諾．李維拉為研究案例

，利用ESPN官方網站及MLB官方網站進行資料收集，分析結果如下： (一) 以2011年球季為例，李維拉是美國職棒大聯盟

所有球隊救援投手中表現最佳者，李維拉在四項評比指標：三振/保送比率、被上壘率、自責分率、救援成功數的表現都

居於領先地位。李維拉在例行賽及季後賽均有優異的表現，至2011年止，在例行賽中拿下603次救援成功，平均為球隊守

住四成以上的勝場數；而在季後賽為球隊拿下42次的成功救援，幫助洋基隊在1996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及2009年

順利奪下世界大賽冠軍，對球隊戰績有其重要性。 (二)李維拉與其他球隊知名後援投手績效經評比後，與Jonathan

Papelbon及Joe Nathan並列MLB之「王牌救援投手」。 (三)根據MLB官方網站救援投手2002~2011年之績效表現，整理歸納

後，再以本研究指標提出「王牌救援投手」績效之表現標準應為：每年救援成功數至少應達到37次以上、良好的控球能力(

三振/保送比率達4.5：1以上)、被上壘率低於1、自責分率低於2.5，而李維拉的表現符合「王牌後援投手」績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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