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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灣漁業發展策略（作者：許登基） 

 

壹、前言 

貳、遠洋漁業 

參、沿近海漁業 

肆、養殖漁業 

伍、結論 

 

壹、前言 

 

漁業是臺灣重要的初級產業，在戰後迅速發展起來，漁產量由民國 41 年 12

萬公噸，增加到民國 96 年 150.3萬餘公噸，民國 98 年又降至 108.9 萬餘公噸，產

值亦由新臺幣 5 億餘元增加到近新台幣 8501,000 億元。台灣漁業經過多年之努力

，發展十分快速，但因過去均以生產為目標，由業者自由發展之策略，造成漁業

資源環境及管理上很大的傷害，但漁業環境快速變遷，各種漁業都面臨瓶頸。尤

其，近年來全球糧食需求增加，環境惡化，污染嚴重、地球暖化氣候變遷、海洋

資源過度利用等，備受關注。台灣海洋解嚴開放以後，國人對海洋有了新的認知

及需求及國際漁業組織對資源嚴格的要求下，台灣漁業現有的格局與做法，已不

符期待，有必要以宏觀的視野與思維，訂定方向目標、描繪出願景，研訂政策措

施推行，才能永續。 目前我國主要漁業包括遠洋漁業、沿近海漁業、養殖漁業

；遠洋漁業強大、沿近海漁業萎縮、養殖漁業進步，均面臨許多亟待突破困境，

需作整體結構及經營方式之調整，僅將其現況及將來發展策略分述如后。 

貳、遠洋漁業 

 

一、現況分析 

 

我國遠洋漁業年產量約 6080 萬公噸，產值達 450 億元，主要包括鮪延繩釣

、大型鰹鮪圍網、拖網、魷釣及秋刀魚棒受網等，作業漁場遍布在世界三大洋，

印尼等 25個以上沿岸國家長期進行雙邊漁業合作，總作業船數約 2,000 餘艘，其

中鮪漁業最為重要，遠洋漁業也同時帶動週邊產業，諸如銷售通路業、漁用物資

補給業、船舶修造業及其他相關產業之發展，提供國民大量就業機會。 



 2

 

1982 年海洋法公約通過實施以來，各沿岸國陸續開發 200 浬專屬經濟海域，

公海作業漁場受到限縮；但因漁撈技術改良，作業漁船數持續增加，造成漁撈能

力過度之問題，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實施相關養護行動計畫與管理措施，規範各

國捕魚行為，漁業資源已由「開發型漁業」朝向資源保育的「管理型漁業」。目

前我國籍遠洋漁船及權宜船合計約達約 2 千多艘，船隊規模龐大且複雜。 

 

由於遠洋漁業涉及國際競爭與資源共同管理，政府如何善盡管理責任，包括

配合國際漁業組織的計畫，調整漁船數及漁船噸位，以免漁撈能力過度；監控漁

船作業位置動態，確保漁船在核准區域作業；要求漁船提供漁獲報告，提升統計

數據品質，遵守國際保育管理規範，防止超額捕撈；嚴格取締並重罰國籍漁船或

權宜國籍者洗魚行為，以落實遠洋漁業管理；防止漁船未經合作進入他國海域，

以免糾紛被扣留等。同時應積極輔導負責任業者永續經營，予以融資或獎補助，

協助解決經營困境；強化涉外人才交涉能力，及加強國際之溝通與合作等等，以

維持我遠洋漁業之競爭力及產業實力，鞏固我國於各國際漁業管理組織地位。 

 

二、發展策略 

 

積極參與國際漁業組織，善盡漁業責任，成為有實力、負責任、貢獻漁業社

會的遠洋漁業大國。 

 

1.調整遠洋漁業產業規模，推動責任制漁業管理，掌握漁船作業動態，落實

負責任捕魚形象，維護漁船作業權益，使產業永續經營並提昇台灣國際漁

業地位。 

2.積極參與國際組織之運作，主動推展資源保育、管理及研究工作。強化中

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功能，積極培育漁業經貿談判人才，強化談

判交涉能力，爭取國際漁業管理組織參與及主導權，保障我國海洋漁業權

益，維護公海漁業利益。 

3.協助業者推動與沿岸國漁業互動與交流合作，實質協助漁業合作國家改善

經濟，建立唇齒關係，增進雙邊互動關係，落實國外投資當地化，維護我

漁船作業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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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積極培訓優質人力補充漁業幹部船員，獎勵鼓勵青年上漁船工作，補充漁

業勞動力提升國際競爭力避免出現人才斷層。 

5.加速汰換舊漁船，獎勵具競爭力的節能船及高效率漁法的船隊加入經營，

以降低漁業經營成本，提升國際競爭力。充分利用產業資源，鼓勵非國籍

漁船返國維修補給之管理機制，創造傳統產業人力就業機會，提振就業市

場。 

6.訂定獎勵國人赴國外聯合投資遠洋漁業策略，有效管理投資經營非國籍漁

船漁捕事業，合作開發海洋資源。整合公會組織提升漁業管理能量，遵守

國際組織規範，建立完整漁船動態資訊及漁獲資料，有效管理漁獲配額，

落實漁業團體共同治理漁場理念。 

 

三、檢討與建議 

 

經過多年的努力，台灣遠洋漁業已經成為國際上具有競爭力的產業，目前各

漁業國際公約及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已要求相關國家應善盡船旗國、港口國或

市場國之責任，對於漁船作業管理日趨嚴格，我國有必要掌握國際漁業發展趨勢

，加強管理措施，調整產業規模，推動永續的海洋漁業，增進漁業國際合作，建

立負責任漁業國家形象；建構安全的漁業環境，以符合環境生態之優質、永續及

安全的全民漁業，提供國人優質的蛋白質來源，創造我國經濟利益。 

 

參、沿近海漁業 

 

一、現況分析 

 

台灣四面環海，地處中國大陸礁層邊緣，東部有黑潮流經，為南北迴游魚類

必經之路線，西部海域大陸棚範圍廣大，有冬季大陸沿岸流南下及夏季黑潮支流

通過，東西岸海域並有蘊含豐富營養鹽湧昇流湧上，有利於多樣性生物資源棲息

繁衍，孕育多樣性魚族類生物的良好棲地，奠定我國沿近海漁業蓬勃發展的基石

。沿近海漁業係在台灣浬經濟海域內作業之漁業，主要作業種類包括拖網、延繩

釣、曳繩釣、一支釣、刺網、火誘網、鯖?圍網、定置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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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隨著工商業發達之後，台灣沿近海海域受到嚴重污染，以及漁業資源過

度開發，導致不當的漁撈作業，使得沿岸的魚類產卵場及仔稚魚漁場棲地受到嚴

重破壞；加上漁業管理脫序，兩岸三地漁民使用破壞性的漁具、漁法大肆掠奪海

洋資源，加速漁場的破壞，造成海洋生態環境的失衡，使得沿近海魚類再生能力

下降，沿近海漁業年產量從 69 年 35 萬公噸的高峰後，逐年下降至 97 年 18萬公

噸，可見漁業資源呈現枯竭的狀態。 

 

二、發展策略 

 

減少漁船維護環境資源，使沿近海漁業成為全民共享、現代化的精緻產業。 

 

1.台灣沿近海漁業以健康生態系及低度開發為原則，大幅度減船，調高漁船

收購價格及優惠離漁措施等誘因，以進行產業結構調整轉型，達到縮減產

業規模之政策目標。並透過長期調查，建立沿近海漁業資源監控及預測制

度，實施漁船數量及捕撈配額管制，定期發布資源捕撈預警，以強制休漁

管制漁業行為，落實資源養護再生利用。 

2.投放人工魚礁，進行漁場環境改造，建立海洋生物新棲地，以培育漁業資

源；結合漁村再生建立漁業權社區經營制度，發展具環保及生態旅遊的休

閒型漁業及資源管理，活絡漁村經濟。 

3.規劃海洋保護區、資源保育區，公告禁漁區、禁漁期，限制具有破壞資源

之漁具漁法，以保護仔稚魚場生長環境等，結合地區漁民組織共同治理漁

場，落實沿近海漁業資源永續利用。 

4.發展休閒漁業，有系統開發沿海地區景點，建設休閒漁港及公共設施，輔

導漁船轉型經營娛樂漁業等產業三合一，控制初級撈捕產業，加強二級加

工業之種類、特色、品質並與三級之服務業結合，做為當地的特產，提供

業者朝休閒型漁業方向發展的誘因。 

5.建設漁村、改善環境，縮減城鄉差距，分散都市居住的人口到農漁村，帶

動沿海地區經濟。訂定長期培訓船員計畫，專案補助獎勵優秀青年上船工

作，為沿近海優質漁業經營人力注入新血，增加就業人口活，傳承台灣優

良漁業技術。 

6.獎勵省能源漁船及使用環保漁法，落實節能減碳與產業永續經營目標，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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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補貼政策應兼顧降低捕能力及產業轉型。 

 

三、檢討與建議 

 

台灣沿近海漁業面臨的基本問題，為海洋生態資源被破壞、漁船過多，漁業

經營難以為繼。漁業資源的維護培育與管理都很重要，以往之作為?重於人工魚

礁投放、魚苗放流等措施，效果不大也緩不濟急。減船，降低捕撈能量為當務之

急，研擬漁民退場機制，發展休閒漁業，提供漁民轉業機會，改善漁村環境，有

系統開發沿海地區景點，帶動沿海地區經濟，才能使台灣沿近海漁業成為環境優

良、資源全民共享、現代化的精緻產業。 

 

肆、養殖漁業 

 

一、現況分析 

 

估計全球約有十億人以水產品為主要或唯一蛋白質來源，不過近年來由於過

度捕撈、環境污染及全球溫室效應，使得天然漁業資源日漸短缺，水產養殖被公

認是未來動物蛋白質的重要供應來源。世界各國，紛紛投入規劃開發水產養殖，

確保未來食物來源能有保障。近 20 年來水產養殖產量大幅提升逾四倍，FAO （

2009）指出，養殖漁業供應全球人類將近一半（47％）的食用水產品。亞洲是世

界最主要的水產養殖區域，其中台灣更是水產種苗的先驅，種苗培育技術獨步全

球，是亞洲眾多國家的種苗供應重鎮。養殖漁業本身也有許多發展上的限制，近

年來水產養殖相關的負面效應已逐漸浮現，如何在減少對生態環境衝擊的前提下

，使養殖漁業永續經營，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努力追求的目標。 

 

歐盟 2005年通過養殖魚類新健康法規（New rules on health of the farmed fish

），2007 年生效。日本厚生勞動省 2006 年 5 月公告實施進口產品藥物殘留檢驗

正面表列，已對水產品出口國家產生衝擊，對於歐盟、北美陸續制定養殖認證規

範，在國內現有制度下，我國養殖漁產品應速建立養殖標準，建立養殖業者正確

之用藥觀念，改善養殖環境，做好養殖漁產品品質管理實為當務之急；至於針對

全球氣候變遷之鉅大影響，未來發展不僅要考慮生產技術層面，還應涵蓋氣候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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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導致海平面增高、水溫上升、降雨異常等現象，對於內陸養殖將會是一大衝擊

。 

 

全球養殖漁業未來的將朝向 1.魚產品需求增加，漁撈生產趨緩，養殖漁業快

速成長 2.養殖成為開發中國家改善貧苦地區的重要產業 3.養殖國際化，進口國主

導市場，安全衛生品質要求持續提高 4. 重視環保生態，永續養殖成為導向發展

。 

 

台灣養殖漁業包括淡水魚塭養殖﹙主要魚種吳郭魚、鰻魚、虱目魚、鯉類等

﹚、鹹水魚塭養殖﹙為虱目魚、石斑魚、鯛魚、文蛤、鱸魚、烏魚等﹚及淺海養

殖海、﹙石斑魚、鯛魚、牡蠣﹚等，年產量約 3032 萬噸價值 250億元。 

 

二、發展策略 

 

篩選潛力種類及品項，研發科技落實管理，發展為以科技與管理優勢，生產

安全衛生、高品質水產品的先進養殖產業。 

 

1.評估台灣水土資源負載能力，檢討各種養殖的適正規模，以為發展的依據

。 

2.商業養殖生產採許可制，建立經營管理的機制，將優良養殖場（GAP）、

履歷（Traceability）制度落實到魚場。落實水產品衛生檢驗機制，提高水

產品衛生品質，區隔進口魚產品市場，穩定漁產價格增加利潤。 

3.篩選據發展潛力之核心產業，依產業之條件，全力推展，如水產種苗、觀

賞魚、石斑魚、海鱺、虱目魚、吳郭魚（台灣鯛）等。建立從育種、生產

、疫苗、飼料、收成到商業管理，都有一個群聚的企業化經營機制。 

4.發展水產生物科技產業，如基因工作、健康種苗、疫苗、診斷技術、生物

製劑、機能食品、棄物利用等。開發高價的科技產品行銷全世界，該將台

灣養殖的經驗技術，及其周邊產業的知識能力整合起來，發展成適合國際

市場需要之服務性（資詢、規劃、技術指導、人員訓練、銷售、、）商品

，將一貫作業的配套、周邊產業流通網，整合起來與開發中國家合作生產

銷售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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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立現代化有效率的運銷機制，魚市場開放經營，從生產至消費的過程都

能有效掌控，，加強宣傳行銷，開拓國內市場通路系統，保障生產者與消

費者的權益。 

 

三、檢討與建議 

 

台灣養殖漁業由早期看天粗放式養殖，發展至利用先進科技自動化高密度循

環水集約養殖，特別是在種苗繁殖研發與養殖創新技術上揚名國際，曾經贏得養

殖王國之美譽。台灣養殖漁業每年創造約三十萬公噸產量與三百億元產值，對維

繫漁村十五萬人口生計與安定國家社會厥功至偉。但我國水土資源不足及養殖成

本過高，為我國養殖產品市場競爭最不利的因素。台灣水產養殖的發展，應同時

考慮國內與國外的需求，隨著全球水產品需求增加，台灣應有穩定供應國內水產

品的充分準備，養殖魚類將成為生鮮水產品的主要來源（魚食安全）。台灣養殖

生產不當使用藥物一度十分嚴重，經過幾年之努力，建立養殖管理與市場檢驗機

制，已慢慢獲得改善，但中國、東南亞國家藥物殘留問題依然嚴重，為避免進口

水產品危及消費者的健康，應加強進口檢驗與標準，生產清潔、高品質之養殖水

產品區隔市場，提升競爭力。 

 

台灣養殖產業面臨的問題不在生產技術，而在生產受大環境的限制難以突破

，必需提高層次創新發展才有機會。其實，台灣水產養殖的實力並不是只在直接

生產的技術而已，舉凡水產養殖產銷的流程中，直接、間接知識、技術、設備，

周邊支援產業的配套都達到相當的水準，未來，台灣應以研發為主軸，生產高價

值、高科技商品及支援國外之技術服務，維持科技之領先地位。 

 

伍、結論 

 

台灣漁業面臨環境改變及嚴厲的挑戰，政府應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拓寬產

業投融資管道，厚植漁業經營管理人才培育，提高海洋科技研發與創新能力，維

護資源生態環境的原則之下臺灣海洋沿、近海漁業資源漸趨枯竭，走私及非法捕

魚嚴重影響海域安全與漁業秩序。永續發展台灣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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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洋鮪、魷漁業雖有高度國際競爭力，但公海漁業資源減少，區域性國際漁

業管理組織的規範與管理，配額逐年減少。遠洋漁業則必須積極參與國際活動，

厲行責任制漁業，根除 IUU 漁船，善盡漁業大國的責任，回饋國際漁業社會，

成為有管理能力、負責任的漁業大國，維護我國永續經營的地位。 

 

臺灣海洋沿、近海漁業資源漸趨枯竭，走私及非法捕魚嚴重影響海域安全與

漁業秩序。沿近海資源必須在保育與利用兼顧的前提下，大幅減少作業漁船，實

施 TAC 制度，設置海洋保護區、禁漁區，維護沿岸重要魚類棲地，加速海洋生

物資源的復育。 

 

養殖漁業方面，台灣握有多種魚類的種源培育、育種、防疫、生物科技應用

，以及養殖與管理等相關科技發展之優勢，更應該朝向高價值、高技術、環境保

護士之水產養殖發展，例如日本黑鮪魚箱網養殖經過多年之研究已經成功「完全

養殖」並且開始推廣，不僅帶動養殖發展的新契機，也對黑鮪魚資源撿減少有所

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