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大運就是由大學及奧林匹亞兩字結合而成 

           國際大學運動總會主辦僅次於奧運 

           國際等級賽事，提供大學生運動員 

           參加的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 

 



•西元1919年(ICS)成立，為首個統領世界大學生體育運動的組織。 

•西元1923年，舉辦首屆World University Games 。 

 

•西元1949年(FISU)成立，並於義大利舉辦首屆FISUGames。 
  

•西元1957年，於法國舉辦的世大運邀請東西方陣營參賽，目的讓
全世界的大學生都能參與。 

 

 

 

 

•西元1959年會旗、會歌、標誌雛型及Universiade名稱首次出現。
而自這年起，世大運分為夏季世大運及冬季世大運，每兩年之單
數年分別由不同之城市舉辦夏季及冬季世大運。 

 

 



一般會員大會 

目前由167個會員國
代表組成，每兩年召
開一次。我國於1987
年正式成為會員國。  

執行委員會 
執行委員每4年進行一
次選舉，產生23個具
投票權的成員，分別
為主席、第一副主席、
4位副主席、財務長、
第一執委及15位執委，
另設有5位洲際代表、
1位審計長。每年舉行
兩次會議，討論並決
定重大議題以維持
FISU的運作。 

各委員會 
為協助處理FISU事務，
FISU還設置了各個委
員會，如國際技術委
員會、國際醫療委員
會、國際管制委員會、
國際規範委員會、財
務委員會、行銷委員
會、教育委員會及學
生委員會等。 



2017臺北夏季世大運 
    共包含14項必辦的運動種類： 
 
  田徑、籃球、跳水、擊劍、足球、跆拳道 
  競技體操、韻律體操、柔道、網球、水球 
  水上運動(游泳、公開水域)、桌球、排球 
 
  以及主辦國選擇的運動種類目前選辦種類選定： 
 
    射箭、棒球、羽球、高爾夫、滑輪溜冰、舉重及武術等7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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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學字首「U」，配上代表世界五大洲的 
 
「藍」、「黃」、「黑」、「綠」、「紅」 
 
化成五條競技場上追求卓越、突破及希望的 
 
速度線，在運動場上奔馳。 



結合主辦城市「臺北市」市鳥「藍鵲」的翅膀 

意象，傳達著 TAIPEI 是自由翱翔的城市，也 

象徵世界大學運動會在臺北驕傲的起飛。 
 



象徵臺灣精神的第一高峰玉山上， 

 

有群臺灣黑熊，當地原住民黑熊為「擁有強大力量的大英雄」 

 

也是「力量、智慧與膽識」的象徵。 

 

更彰顯運動員在運動場上，不斷精進突破的精神。 

 
 



宣揚FISU價
值與理念，促
進2017臺北
世界大學運動

會發展 

行銷臺灣，展
現人文、科技

與創意 

建立友誼，促
進關懷與和平 

落實環保綠能
打造永續發展
城市典範 



在1987年 
 
南斯拉夫的薩格勒布 
 
是我國第一次參加世大運 
 
可惜的是未得到獎牌 在1991年英國的雪菲爾 

 
我國拿到世大運第一面金牌 
 
由田徑選手王惠珍 
 
勇奪女子200公尺金牌 



 
1991年英國雪菲爾   田徑女子200M金牌 王惠珍 
1995年日本福岡     網球混雙金牌 王思婷、陳志榮 
1997年義大利西西里 網球女單金牌 王思婷 
                   女雙金牌 王思婷、徐雪麗 
1999年西班牙帕瑪   網球女單金牌 李慧芝 
                   女雙金牌 李慧芝王思婷 
2003年韓國大邱     網球男單金牌 盧彥勳 
                   女雙金牌 詹謹瑋、莊佳容 
                   跆拳道男二量級金牌 朱木炎 
 



2005年土耳其伊士麥 體操男子跳馬金牌 黃怡學 
                   網球女雙金牌 莊佳容、謝淑薇 
                   網球混雙金牌 陳迪、莊佳容 
                                            跆拳道女蠅量級金牌  吳燕妮 
                   女排團隊金牌 
                   射箭男反曲弓個人金牌 郭振維 
2007年泰國曼谷     桌球男子雙打金牌 莊智淵、張雁書 
                   網球女子雙打金牌 詹詠然、莊佳容 
                   高爾夫男子個人金牌 陳銘傳 
                   羽球女子雙打金牌 簡毓瑾、程文欣 
                   跆拳道女51-55公斤級金牌 曾憶萱 
                   跆拳道女59-63公斤級金牌 蘇麗文 
                   跆拳道女63-67公斤級金牌 林安妮 
 
 



2009年貝爾格勒賽爾維亞   
     柔道女56-63公斤級金牌 王沁芳 
     桌球混合雙打金牌 江宏傑、黃怡樺 
     桌球男子單打金牌 江宏傑 
     網球男子雙打金牌 易楚寰、李欣翰 
     網球混合雙打金牌 易楚寰、莊佳容 
     跆拳道女子51-55公斤級金牌 曾憶萱 
     射箭女子複合弓團體賽金牌 陳麗如、溫玉君、林佳瑩 
2011年中國深圳 
     羽球女子單打金牌 鄭韶婕 
     跆拳道女子73公斤級以下金牌 莊佳佳 
     網球男子雙打金牌 李欣翰、謝政鵬 
     網球混合雙打金牌 李欣翰、詹謹瑋 
     高爾夫女子個人金牌 林子麒 
     高爾夫女子團體金牌 林子麒、劉依貞、姚宣榆 
     舉重女子63公斤級金牌 何筱珺  

 



2013俄羅斯喀山 

     舉重女子58公斤級金牌 郭婞淳  
     桌球男子雙打金牌 江宏傑、黃聖盛 
     桌球女子雙打金牌 李依真、林佳慧 
     網球男子雙打金牌 李欣翰、彭賢尹 
 

經典回顧-台灣40金英雄 

我國至2013年俄羅斯喀山世大運為止，一共參加過14屆
總計獲得40金、39銀、60銅，共139面獎牌的輝煌戰績。 



 

2009年貝爾格勒賽爾維亞世大運，是我國最 

佳世界排名佔全部145國之中排第七名 
由柔道、桌球、網球、跆拳道、射箭 共獲7金5銀5銅 

2011年中國深圳世大運，是我國最佳的成績 

由體操、女籃、羽球、跆拳道、射箭、桌球 

網球、高爾夫、舉重、射擊 共獲7金9銀16銅 



這場世大運對國內而言，除了提升國民運動風氣 

 
外，更能利用此契機興建國際規格的場館設施。 
 
在國際方面可以藉由世大運使臺北邁向國際級都市。 
 
 



世大運所代表的不僅僅是一項國際體育賽會， 

 
它還包含了主辦城市的城市再造、全民參與、 
 
文化提升等多重使命。 
 
就讓我們一起攜手將臺北推向世界舞臺 
 
成就臺灣的驕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