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統一職棒的經營與管理分享 

時間：2018年 6月 12日 

地點：成功大學格致廳 

講者：蘇泰安 統一職棒公司總經理 

 

 

本學期的生涯規劃與名人書香講座，生涯發展與輔導就業組邀請到統一職棒公司

總經理 蘇泰安先生來和同學分享他的管理經驗。蘇泰安先生畢業於逢甲財稅系，

之後進入統一企業，主要負責財務相關，之後籌備成立並規劃統一速達黑貓宅急

便、客樂得代收貨款公司兩間統一關係企

業。現任統一職棒總經理，負責統一 7-11

獅隊營運與發展。 

講者首先講了一個網路故事：給一隻

猴子一根香蕉跟一個黃金，牠會選哪一

個﹖猴子會選香蕉，但牠不知道牠選黃金

就可以天天都買香蕉。藉此拋出一個問題

「黃金跟智慧，你要選哪一個﹖」事實上，

選智慧才是最好的，因為這代表你在往後可以換來成千上萬的黃金，如同常聽到

的一句話「努力不一定會成功，但成功一定需要努力。」然而有時候選擇才是更

重要的。 

大學畢業之後，蘇泰安先生進入統一企業且一待就是二十幾年。從永康到台

北，再到中國大陸，直到今天的職棒總經理，在統一企業的工作經驗可說是非常

豐富。 

棒球是目前少數的職業運動之一，台灣現在有四支棒球隊，統一獅、中信兄

弟、Lamigo桃猿、富邦悍將。講者簡短地講述了一下比賽和主場的制度，當中

的例場 120場，比賽天數更是涉及到球隊的經營。每年收入扣掉成本，大約撥出

一兩億資金用於投資球隊，也許大家會以為企業每年賺那麼多錢，撥出一兩億經

營球隊感覺難度不高，但是實際上一整年下來真正比賽的次數大約只有六十天多，

成本是非常高的，因此更需要優異的比賽成績來提高收入。所以母企業的支持也

相當重要，而統一獅有母企業統一 7-ELEVEn在背後支持，這也同時支持了台灣

的職棒環境。成立迄今已有 29年的統一獅，是中華職棒目前唯一一支沒有異名

的球隊，這是非常難得的。在今年（2018）上半年位居第二名，期許今年能夠拿



到第十座總冠軍。 

在職業運動場裡面是瞬息萬變的，除了要使比賽的戰局受到關注之外，如何

確保職業棒球可以帶來產業的經濟效益也是很大的一個重點。經營職棒的金額來

源，大概都是娛樂行銷、產業效益、媒體效應和社會公益所得來的，透過這些層

面來提升形象、降低經營職棒的成本和壓力。這些層面又和球隊成績有關，也因

此統一獅今年會更努力以爭取更佳的成績。 

球隊宣傳是一個重要的點，吉祥物、明星球員、年度目標等等都是用於宣傳

的主要成分。蘇泰安先生在演講當中播放了許多宣傳影片，讓同學對於職棒文化

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此外，位於台南永康交流道附近、歷史博物館旁的亞太國際

棒球訓練中心，目前尚在工程中，屆時完工將會成為設備相當完善的球場，為棒

球發展提供更佳的環境。 

在國內尚未成立職棒以前，當時有所謂的三級棒球（少棒、青少棒、青棒），

再加一個成棒就是四級棒球。二十九年之後球員人數已經累積到三萬多人，其中

又以青棒的發展速度最快，可見棒球這一塊正在蓬勃發展。聯盟中最重要的四個

隊伍就像一個火車頭，儘管只有四隊，但正因為有這位於金字塔上端的四隊，才

能帶動金字塔中所謂的三級四級棒球。由上面去帶動下面這一整個的發展，就是

前面提過的產業效益。 

媒體效應的部分，2017年企業識別改變，以往主場穿著統一，今年（2018）

改用 Unilions（總公司宣傳移位）放在前方專屬名字互動，形成獨特風格。可以

藉此吸引電視網路轉播、贊助商，產生另外的媒體效應、品牌露出。職業運動是

一個長達多年的比賽，除了吸引球迷進場觀看之外，同時也是電視及網路轉播的

重點，因此吸引資方得到投入這個品牌，這也是所謂的媒體效應。 

同學可以想像一下，在傳統的電視廣告當中，假設每天以播放三小時計算，

一場有 30分鐘，就是 1800人的品牌露出，這 1800人除以 10人，一場比賽一個

品牌大約有 180次的曝光。全部有 120場，大約可以推算出這品牌露出的次數。

所以說在未來如果大家每一場都能夠注意到這個品牌露出的話，企業也能夠用合

理預算達到想要的效益。 

目前統一獅有開放 Yahoo、愛爾達等轉播，統一獅為主場球隊時即可觀看。

何謂主場？同學若是在賽事當中看到統一獅的名字擺在後面的，則該場即為統一

獅的主場。現在除了進球場觀看比賽之外，亦可以透過電視網路轉播觀看，可以

說是非常方便。 

前面提到，統一獅是中職成立以來唯

一一支沒有異名的球隊。除了母公司的支

持和良好運作經營之外，球員的自身形象

和紀律也是非常重要的，中職的歷史事件

更是時時刻刻提醒著球員們要注意這些。

為了杜絕簽賭，也已經由過去的道德規範

發展到現在的職棒球員信託。球員將三分



之一的薪資交付信託，在這樣的機制下，一方面可以更有效的防治簽賭，一方面

也得以保障職業球員退役後的生活。 

棒球在職業運動中，傷害風險是頗高的，假設被時速 140km的球打到，那

傷害是非常大的。而職業棒球球員大多是自小就開始接觸棒球，培養球員是職棒

體系重要的一環，因此整體的永續發展和經營就成為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未來也

會在各界的努力下日益完善，讓台灣的職棒有更好的發展。 

職棒也有安慰人心的力量，講者在這裡舉了日本 311大地震為例，棒球很好

地安慰了災後受創的心靈。像是在災後的台日棒球比賽，或是統一企業對災地的

捐款，在當時都極大地為災民提供了各方面的幫助。而今年（2018）年初的花蓮

大地震，統一獅亦有出力，由此可見職棒的社會力量是非常有作用的。 

 

Q&A 

Q1：您好，您的主題是球隊管理，因此有幾個問題想要請教。以球場建設方面

來說，其他三支球隊都有花費經費改建球場的設施，然而台南棒球場近期只有聽

聞燈柱的改建，而無其他太大的整修，不知您未

來在經營方面是否有打算對此方面進行改善？另

外統一獅的球迷在四隊之中相對於其他三隊似乎

更傾向於默默在家中支持球隊，甚至在 PTT上還

有「路人喵」之稱，不知蘇總經理是否對此有什

麼想法來刺激球迷到球場上支持球隊呢？最後一

個問題，台灣職棒比賽的環境中其實薪資相對於

國外仍然算是較少的，然而剛才從你公布的數值

中看到，以整隊隊薪來說可能只有一億，然而在宣傳花費上可能有七億。因此想

請問經理是否有想到提升選手薪資的方式，讓更多選手願意加入職棒，因為他們

可能會覺得薪資上相對是沒有保障的，也須可以讓大家欣賞更精采的比賽。 

 

A1：同學提了三個問題，我先回覆第一個問題。統一獅雖然認養了台南棒球場，

然而因為合約的關係目前是無法改善球場環境的。不過就實際面向上統一獅仍然

每年透支數億於處理相關的部分。以台南球場方面而言，因為腹地太小本身無法

再改建了，因此我們本身也傾向自己再建造。然而同時台南棒球村也在建設中，

少棒的場地預計明年會完成，總體上而言也會近年內就會完工。因此我們目前也

在與新球場進行相關條件方面的洽談，對此我們也十分期待可以透過這個最大的

球場解決同學剛提出的場地建設問題。因此我們目前仍是等待新場地的建成，最

快大概 2020或 2021就能看到。對於同學第三個問題，7.7億方面算是廣告購買

方面可創造的價值，意思是其透過廣告投資所得到的總價值可以高達七點七億，

並非贊助商真的投了 7.7億。而簡單就結果面來說，若以國內球團的四大收入減

去支出，各球團每年仍然透支 1~2億的。對於同學的問題來說，雖然我剛剛有提

台灣的市場仍在蓬勃發展，但仍是有所侷限的。相對於國外的票價台灣的價位算



是非常低的，如同我剛剛詢問同學的，你們願意一天、或是對於一場比賽投入多

少錢？300元嗎？然而國外的比賽一場可能就要 6000多台幣。因為消費者預期

支出的關係，價格的部分要全面提升是有所困難的，而消費者願意支出的價位仍

是低的而無法有所提升。因此整體問題上主要是我們台灣的棒球要如何繼續進行

下去，如同國外球隊可能都已經有百年歷史一樣，可以隨著持續的經營而讓整體

狀況得以漸漸提升。總體上來說，在這方面不能只從經營營收的角度去看，而要

從多方面的角度，像是公益之類的。而對於球團上來說最需要的應該就是要讓大

家多多支持才行。 

 

Q2：總經理您好，目前其他球隊主要都是以北部的球場作為比賽的場地，因此

想問總經理是否有考慮去將球隊比賽的主要地點分布到台南、高雄、花蓮等其他

地區的球場，來吸引不同地區的球迷。若我們能在這些區域的主場做好，是否可

以吸引到當地居民？ 

 

A2：第一個，因為我們有認養台南棒球場，若我們將 60場都排在台南，能得到

什麼樣的結果？就消費力來說，在天母一場的收入等於在台南的兩倍。若我們在

台南經營六十場可能會虧損更嚴重，因此若改成我們透過巡迴安排的方式，雖然

相對上票房較為吃虧。因此我們若可以順利的認養南台棒球場，場次肯定是可以

增加的，但仍要以市場的狀況為準，因此可能要等未來再來討論。 

 

感謝蘇泰安總經理為同學帶來關於職棒的精彩演講，相信同學聽完之後對於

職棒的運作模式能夠有更深的了解。棒球在台灣可說是全民運動，不論同學各自

支持的球隊為何，都需要大眾的持續支持和各界的努力，台灣的職棒才會越來越

好，也為許多懷有棒球夢的孩子提供更大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