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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2008年北京奧運即將到來，各種大型的資格賽也都紛紛展開，而這種代表國家榮譽的大型比賽也越來越受到重視，但

該如何選出適當的選手來參與比賽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本研究目的在建立一套利用評估定性與定量準則的合理評選

模式來挑選出參賽選手。本研究以國內棒球選手作為實驗對象。經由理想解類似度偏好技術法與模糊邏輯對於定量與定性

數據轉換與計算，透過所求得的分數對運動員進行整體表現的評估、分析和排序。所得結果與2008年奧運棒球最終球員名

單來比較，以驗證本研究方法之有效性。

關鍵詞 : 模糊邏輯;運動員選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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