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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運動產業是國家經濟發展重要的一環，運動產業的蓬勃 發展對於國民健康、增加國際知名度和活絡經濟都具有相當助 益

。2000 年跆拳道單項體育運動成為雪梨奧運正式競賽項目，可 見全球對於跆拳道運動項目的重視。2004 年台灣得到參加

奧運史 上首面金牌，正是由跆拳道運動項目比賽所獲得。台灣跆拳道運 動初期由軍隊引進，歷經引入、全民運動、進軍

國際與展露實力 等四個時期，其發展牽涉政府、社會大眾、運動員、教練、學生 等因素，彼此環環相扣，互為因果。因

此台灣跆拳道的發展是一 個複雜且動態的問題。事實上政府體育政策、引進外籍教練、活 動比賽次數、選手受傷率等，

都會影響跆拳道產業的發展。本研 究利用系統動態學，以整體觀的角度探討台灣跆拳道之系統結構 。並且試圖瞭解如何

促進學習人口與奧運奪牌之途徑，已達到強 身健國並提高國家知名度之效果。系統模擬結果顯示：當外籍教 練人數由一

位增加至兩位，選手競技能力會提升，至2020 年奧運 獎牌將累積到33 面獎牌。其次如果學習跆拳道受傷率降低、政府 補

助提高，並可增加累積更多學習人口。此外，比賽活動次數增 加，能挑選更多精英的選手，增加競技能力，以累積更多奧

運金 牌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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