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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研讀完本章讀者應可達到下列目標：

�1�.� 明白運動競賽制度的基本概念。

�2�.� 了解運動競賽制度的種類及其優缺點。

�3�.� 熟悉各種運動競賽制度賽程的編排方法。

�4�.� 了解選擇運動競賽制度應考慮的條件。

關關關鍵字鍵字鍵字
  運動競賽 (sports competition)

  制度 (system)

前言
一場完美的運動賽會，必須配置一套完整的競賽制度，唯有如此，比賽才能在公平、公

正的原則下進行，不僅可讓選手盡情發揮其潛力，也可兼顧精采度，吸引觀眾進場觀賞比賽，

這是運動賽會舉辦單位必須遵循的法則。從另一層次而言，有了運動競賽制度，運動才具有

核心價值，才能對於參與運動的人發揮潛能與教育作用。本章將以運動競賽制度的定義、種

類、國際知名運動比賽賽制簡介及選擇運動競賽制度應考慮的條件分別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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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運動競賽制度的定義與種類

壹、運動競賽制度之定義

運動競賽制度的定義，簡言之即是：「採

用某種比賽制度來確定比賽勝負結果的排序方

法」。而採用哪一種比賽制度，就應依據該項運

動比賽之目的、比賽項目的特性、比賽期限、參

加隊數人員多寡、場地設備條件、裁判專業素質

及選手訓練水平等條件，做為採用哪種相應的比

賽方法。可見，一場好看的比賽，就必須在合理

的比賽制度、標準的比賽場地、合格的專業裁判

及相同的比賽相關條件等的配合，讓參與比賽的

選手，能在公平、公正的制度規範下競爭。由此
可見，規範一套良好的運動競賽制度對於參與比賽的選手或一般參與者，在參與各種
運動賽會時，能否發揮潛能、創造記錄及享受運動的樂趣是相當重要的。

貳、運動競賽制度的種類與編排

運動競賽制度的種類相當繁雜，綜合各種運動競賽制度，可歸納為三大類，分
別為淘汰賽制、循環賽制 (round robin tournaments) 及混合賽制 (combination 
tournament)，除此之外，各類型的比賽方法，都可說是這三種制度的綜合與變化使
用而已。另外，為考量實用性及參考性，本節亦分別就國內、外常見的比賽制度及大
型、職業型比賽所採用的制度分別說明。

一	淘汰賽制

淘汰賽制可分為二類，若所有參加某種比賽之隊伍或個人，每比賽一輪或一
場， 即 有 半 數 被 淘 汰 出 局（ 一 次 失 敗 ）， 稱 為 單 淘 汰 賽 制 (single elimination 
tournaments)；若是每比賽二輪或二場，即有半數被淘汰出局（二次失敗），就叫
雙淘汰賽制 (double elimination tournaments)，以下分述之。

U.S. Army
https://goo.gl/wnK2VE

� 比賽制度的選用應考慮參賽隊
數、人數的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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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淘汰賽制

單淘汰賽制於比賽前會先抽籤排定賽程，並按排定之賽程比賽，失敗一次便失去
奪得錦標機會，由於只錄取冠軍，又稱為冠軍淘汰法。其比賽總場數之計算方式為 S
＝ n － 1，即若有 10 隊參加，總場數為 10 － 1 ＝ 9 場。

單淘汰賽制的優點是賽程簡單而少，節省時間、經費和人力，賽程日趨精彩，漸
入佳境，最後的決賽容易達到高潮，且各隊都不敢放水，同時亦可維持比賽之公平性。
缺點是失敗一次便被淘汰出局，沒有重整旗鼓的機會，除冠軍以外的名次均可能有賽
程上的僥倖。

比賽主辦單位有時為方便起見，會使用單淘汰賽制來取第 3、4 名，故需先利用
種子法將實力好的隊分散，然後在決賽的直線下加一條虛線，表示在正式的單淘汰賽
程外另舉辦一場比賽，以決定第 3、4 名（圖 7-1）。

冠軍

( 七 )
( 第 3、4 名加賽線 )

( 五 ) ( 六 )
( 一 ) ( 三 )( 二 ) ( 四 )１ 53 7２ 64 8

( 八 )

( 七 )

( 八 )

( 五 ) ( 六 )( 六 )
( 一 )１ ２ ( 三 )5 6( 三 )( 二 )3 4( 二 ) ( 四 )7 8( 四 )

圖 �7�-�1　單淘汰賽制之賽程編制與第 �3、�4 名加賽線

註：（一）、（二）、（三）、（四）、（五）··· 為比賽場次。

雙淘汰賽制

雙淘汰賽制指將單淘汰的賽程列為勝部，另在其下或其右列一賽程稱為敗部，並

使之相通。在勝部失敗一次的單位或個人，可到敗部再次比賽，並有機會再得冠軍，

但如敗部冠軍贏勝部冠軍，則需加賽一場以決定勝負。雙淘汰賽制之總場數計算方法

可分為最少場數與最多場數二種，計算方式如下：

 1. 最少場數：

總場數＝ 2 ×（參賽隊數－ 1）

如參賽隊共 8 隊，總場數＝ 2 × (8 － 1) ＝ 14 場

 2. 最多場數：

總場數＝ 2 ×（參賽隊數－ 1）＋ 1

如參賽隊共 8 隊，總場數＝ 2 × (8 － 1) ＋ 1 ＝ 15 場

雙淘汰賽制是單淘汰賽制的改良型，基本精神是讓單淘汰賽制中失敗的隊伍還有

第二次機會，即另一個單淘汰賽程。其增加的賽程為專供失敗一次的隊伍比賽，所以

稱為「敗部」，而原來的單淘汰賽程僅供未曾失敗之隊伍比賽，稱為「勝部」。在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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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賽制中，每隊都有失敗 2 次的機會，即隊伍失敗一次後，仍有機會由敗部再向勝

部冠軍挑戰，爭取最後的冠軍，使「不僥倖」為此賽制最大優點，以彌補單淘汰賽制

之不足；但其最大缺點為比賽時間較長，尤其最後 3、4 場比賽，同一隊伍可能需連

比 4 次，且必須等待上一場賽局結束後才可再繼續下一場賽程，不但拖延時間，對選

手的體力也是相當大的負荷。下列分別以單、雙數隊伍為例，介紹賽程編排方式（圖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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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雙淘汰賽制之賽程編制

註：（一）、（二）、（三）、（四）、（五）··· 為比賽場次。

二	循環賽制

循環賽制即凡是參加比賽的隊伍（或選手），都能循環相遇，有互相比賽的機會，

各相遇 1 次者為單循環，各相遇 2 次者為雙循環，各相遇多次者則為多循環，一般

指的循環賽為單循環。此種比賽制度是最早被人類使用的比賽方法，始於英國，原是

在公園舉行的一種團體活動，參加者輪流簽名，表示機會均等，恰好在活動舉行之時，

知更鳥 (robin) 在樹上成群爭鳴，因而稱為“round robin”（黃，1985）。其優缺

點如下所列：

 1. 優點：

(1) 觀摩及切磋技術的機會較多，技術與經驗兩方面都能有所進步。

(2) 種子隊與其他各隊，都必須相互比賽，甚少有僥倖機會。

 2. 缺點：

(1) 比賽場數較多，導致時間拖延過長，所需經費較高。

(2) 佔用場地較多，易造成場地不敷使用。

(3) 需要長期比賽，容易產生厭倦問題，也可能發生故意放水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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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計算循環賽制的比賽總場數，是指整個單循環比賽的所有賽程總和的比賽場

數，其計算公式為 S ＝ n(n － 1)/2，如參加單位共有 8 隊，則單循環的比賽總場數為 [8 

× (8 － 1)]/2 ＝ 28 場，雙循環是單循環的 2 倍，以此類推。

循環賽制之編排方法目前多採用幾何圖形做編排，以 4、5、6 隊為例，賽程編

排方式如圖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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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循環賽制之賽程編制

註：1. （一）、（二）、（三）、（四）、（五）··· 為比賽場次。

　　2. 產生名次依競賽規程定之。

三	混合賽制

混合賽制，簡言之，就是將單淘汰賽制、雙淘汰賽制、循環賽制或其他賽制混合

使用在一次比賽中，一般常用的有頁程賽制、分組循環賽制及先淘汰後循環賽制三

種，分別介紹如下。

頁程賽制

頁程賽制是國際壘球賽之專有比賽制度，

型態類似落選賽，為單淘汰賽制與雙淘汰賽

制的混合體，但不能單獨使用，必須配合其

他制度，如單淘汰錄取前 4 名，所採用的頁

程賽制，是將預賽前 1~4 名按列排序，第一

輪比賽將第 1、2 名與第 3、4 名分為 2 組，

第 1、2 名組勝者可直接進入第三輪比賽，敗

者則與第 3、4 名組之勝者進行第二輪比賽，

第 3、4 名組於第一輪比賽敗者即為殿軍，第

二輪敗者為季軍，第三輪比賽敗者為亞軍、
勝者為冠軍（圖 7-4）。其優缺點如下所列：

John Orrell
https://goo.gl/DwNHLr

� 頁程賽制是國際壘球賽專有的比賽
制度

7-7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