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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介紹 

 

    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簡稱中華職棒、中職、CPBL）是中華民國成立最

早、以及目前唯一的職業棒球聯盟，前身是 1989年創立的「中華職業棒球聯

盟」，創始球隊為統一獅、味全龍、三商虎、兄弟象，2003年與台灣職棒大聯

盟合併後改為現名。目前有統一獅、中信兄弟、Lamigo桃猿、富邦悍將 4支球

隊，目前競賽場地則主要分布於臺南市南區、臺中市北屯區、桃園市中壢區、

新北市新莊區等地區，原本較偏向都市巡迴，但近年來開始改走屬地主義。 

 

    自 2009年起（職棒二十年），因應「中信鯨」、「米迪亞暴龍」解散影

響，球隊從 6隊減至 4隊，導致當時轉播的「緯來電視網」有意調整轉播權利

金。中華職棒各球團為了維持現行權利金，因此決議將「每隊一季 100場」提

高至「每隊一季 120場」，全年一隊總共 240場的例行賽。而 2007年（職棒十

八年）本要取消和局制，改成每一戰都必須打到分出勝負為止，與美國大聯盟

看齊。但後來考慮到球員數不足的問題，改為「最多 12局但不限時間」，避免

球隊在時間限制下故意拖延比賽。 

 

    最近中華職棒球員工會公布近年各隊本土球員薪資資料，今年全聯盟平均

月薪為臺幣 15.6萬，又以中信兄弟平均 17.7萬最高，第二到四名分別為富邦

悍將 15.6萬、統一獅 15.1萬元以及 Lamigo桃猿的 13.9萬，聯盟平均薪資比

去年成長 2.68%。 

 

    各隊團隊總薪資的部分，中信兄弟同樣以 1億 2285萬居冠，接下來分別為

富邦悍將的 1億 830萬、統一獅 9589.2萬和 Lamigo桃猿的 9186萬。其中，

Lamigo薪資漲幅 10.54%為四隊最高，獅隊則是唯一薪資負成長的球隊，漲幅-

6.91%。據了解中職球員工會自 2013年開始進行全面的薪資普查，薪資金額是

由球員自行填寫的會費資料反推而來，並不是直接得自於球團，可以看出許多

資料要完整獲得並不容易。 

 

    過去薪資一直是中職較不透明的一塊，直至近年還是有球隊”選擇性”的

公布本土球員薪資，態度遮遮掩掩、害怕被比較，引來不少批評。現在薪資一

定程度攤在陽光下後，也能迫使球團用更負責任的態度面對外界檢視。 

 

    過去球團與球員簽訂薪資時，主要是”主觀的”基於過去的成績，例如打

者的打擊率、打點等等數據，當然由於受到人為決定的影響，或許一個球員所

獲得的薪資會有過高過低的情況發生。為了維護各球員所能獲得薪資的公平性

以及讓球團在與球員簽訂薪資時，能夠有更有效率的系統保證其公平性，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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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採用了機器學習的手法，希望能透過歷史球員數據訓練出一套合適的模

型，並基於球員上季數據及此模型，推估出其在下一季能獲得的薪資水準，也

給予球團與球員在了解其身價上有所幫助。 

 

二、 應用手法 

 

    本文透過機器學習中的回歸模型，再配合中華職棒 2010-2017年的球員數

據來去訓練此模型，最後再用 2018年個球員的表現投入以訓練完成的模型之

中，來預測其今年的表現能使其在下一季獲得多少薪資水準。最後透過

Android APP來展示各球員下一句獲得的薪資水準。而其中運用到的手法分別

說明如下。 

 

1. 球員數據 (Python + BeautifulSoup) 

 

    再運用機器學習之前，其實花費最多時間的並不是建立模型，而是獲

取資料並且加以整理成可以被使用的過程。本次研究使用 Python為環境語

言，配合 BeautifulSoup建立一個可以自動從網頁抓取所需數據的程式。 

 

    而抓取的數據為中華職棒各打者的打擊率、上壘率、長打率等等，各

投手的防禦率、自責率、好壞比等等。抓取的數據為中職 2010-2018年

份，其中 2018年的數據為用來推估下一季球員薪資，而 2010-2017則為用

來配合訓練模型。 

 

2. 機器學習 (Python + Scikit-learn) 

 

    透過 BeautifulSoup抓取到的球員數據，加以整理過後就可以用來投

入訓練模型之中。機器學習的部分依然使用 Python做為環境語言，訓練模

型的建立則是透過 Scikit-learn。 

本次訓練模型採用機器學習中的回歸模型，訓練樣本如上一小節所述，由

於投手與打者的數據並不相同，因此模型會分為投手以及打者兩個模型。

我們所希望預測出的即為各球員的薪資水準，而最後的結果則會再下一章

中展示。 

 

3. 資料庫 (MySQL) 

 

    透過模型所獲得的各球員薪資水準則會被儲存於雲端資料庫 MySQL之

中，並透過下一小節的 APP來展示各球員薪資水準。 



 

4. 手機 APP (Android Studio) 

 

    本次開發 APP採用 Android Studio，並配合 php來從 MySQL之中抓取

要展示的數據，並將各球員依照其所屬球隊分類，讓使用者可以更輕易的

找到自己所希望查詢的球員。 

 

三、 成果 

 

透過 Python + BeautifulSoup所抓取的球員數據如下， 

 

 
 

 

 

由於資料眾多，因此並不逐項展示，而將 2010-2017年中職各球員數據投入模

型之中訓練模型後，再使用 2018年球員數據來去預測其再 2019年所能獲得的

薪資水準，而所能獲得的薪資水準則在下圖中最右欄， 



 
 

 

為了讓使用者能更方便的獲得下一季的薪資水準，因此採用 APP的形式來展示

最終成果，如下圖， 

 

 

 

 

 

 

 



而球員則會依照其所屬球團以及打者、投手來做分類，方便使用者查詢。 

 

 

 

四、 結論 

 

    目前中華職棒大數據應用相較於國外如美國還相當不成熟，美國職棒除了

各個球團應用大數據於薪資水準、評斷球員好壞、預測球賽走向等等，棒球數

據的應用許多學校尚且有專門開設的課程，甚至碩博士專門研究此方面，棒球

大數據應用已經開始深入於教育之中，因此中華職棒若要能好好的應用棒球數

據，相較於別的國家依然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本此成果為參考球員當年度數據，判定其表現來給予下一季合理的薪資水準，

消除了球員的主觀因素，以客觀的角度(球員表現數據)來判斷其薪資，但球員

的價值有時候可能是在球場之外，如名聲或能帶給球團的效益，因此這些比較

主觀的部分目前並無法被考慮近結果之中，不過大多數球員也確實預測出了不

錯的水準，許多眾所皆知的強將都預測到了不錯的薪資水準。 

 

 

 

 

 



五、 後續發展 

 

    目前投手的回歸模型有著不錯的相關係數，因此目前自變項的部分可能不

需要做太多的調整，但打者的模型相關係數並非非常理想，後續可以進一步篩

選所需的自變項，並且可以加入守備方面的數據，畢竟守備是棒球中非常重要

的一環，打者成績並不可以只參照打擊數據。 

 

    再 APP方面，除了介面可以更加美化以外，球員部分可以進一步加入完整

的數據，並非只有姓名以及預測的薪資水準，理想之下也可以加入球員照片辨

識系統，球迷在看到一切不認識的新秀時，可以直接拍照讓系統辨識球員相關

資訊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