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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 107 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本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致力發揮農業於糧食安全、生態環境、文化景觀等多元價值，

並形塑具競爭力之樂活農業，引領施政朝向加速農業結構調整，促進農業之企業化經營，輔

導臺灣農業國際化，並活化農業資源利用，以確保農業之永續發展等施政方針，進行海洋漁

業資源評估與管理研究，建立優質水產養殖與疾病快速檢測技術，開發機能性新素材及提昇

其附加價值，促進水產產業的永續經營，加強研究成果管理與技術移轉、產業間的互動與合

作，處理現階段漁業亟待解決問題，改善經營環境，加速產業發展，以提昇國際競爭力，確

保臺灣漁業的永續發展。 

本所依據行政院 107 年度施政方針，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7 年度中程施政計畫及核

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當前產業狀況及本所未來發展需要，編定 107 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與

重點如次： 

（一）年度施政目標： 

1、建立農業新典範－發展產業特色，創造新優勢： 

（1）選拔耐鹽性之紅色吳郭魚，進行海水馴養，逐代依體型及體色進行親魚的選育。 

（2）進行基因與九孔經濟性狀之關聯分析，選育抗緊迫之經濟性狀九孔品系。 

（3）建立臺灣主要養殖文蛤之基因體資料庫，為後續抗逆境基因篩選、抗菌胜肽研究、疾病

防治、生長代謝及分子育種等技術提供基礎平台，以確實控管主要養殖文蛤之健康及生

長狀況。 

（4） 開發文蛤養殖池硫化物檢測試劑及評估抗水產弧菌益生菌於文蛤養殖池田間使用效益。 

（5）以大宗或產銷失衡漁獲物為原料，開發常溫流通及休閒食品，並利用魚類加工副產物， 

開發銀髮族的調理食品及即時飲，以預防肌少症，讓長者們享受美味及健康，並有效紓

解漁獲滯銷及提升副產物利用。 

（6）以紅藻 (麒麟菜)為素材，透過發酵及機能成分最適萃取與分析主要關鍵成份等相關研

究，研發頭皮外用劑、軟質凍飲產品及銀髮族營養補充膳食品，來改善年長者之生活品

質。 

（7）利用廢棄二枚貝殼及藻等資材，以改質試驗、藻渣發酵及機能性物質萃取等加工技術， 

開發食品改質劑、機能性保健食品，來有效提升水產副產物的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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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建構農業綠能共構之產業鏈解析、合作平臺與管理評估體系，以達成產學研協同運作

與資源整合的目標，促進產業快速發展。 

（9）建構本土農業綠能、固碳及再生循環之技術標章制度，持續輔導業者或產品取得標章， 

並刺激產業跟進，提昇產品價值與配合政府政策之農民收益。 

（10）建立淡水生物優良種原及其保存體系並落實產業應用：穩定維持水產生物種原的保存 

體系、種原培育生產優質種苗，進行種原庫之營運管理及設施運作之檢討與改善。彙

整種原庫管理資料建檔登錄網路資訊平臺，以提供民眾及各研究機構的利用與參考。 

（11）利用分子生物鑑別技術建立族群遺傳資料以管理和保存吳郭魚優良種原，未來目標包 

括全雌性尼羅吳郭魚之選育與保存、超雄性 (YY) 尼羅吳郭魚維續與量產及快速成長

品系，協助產業相關業者輔導吳郭魚育種養殖。 

（12）進行淡水觀賞魚生理研究與繁養殖育種試驗，建立觀賞魚繁養殖技術，探討觀賞魚親 

代體色等相關特徵遺傳規則，同步蒐集具有國際市場潛力之觀賞魚種原。 

（13）保存臺灣原生淡水魚及淡水蝦類種原並建立相關繁養殖技術，推廣提生原生種生物觀 

賞價值。 

（14）開發新興海水魚貝類養殖新品種，建立完整人工繁養殖技術，提升整體產業競爭力。 

（15）離岸風能設施海域海藻牧場設置之可行性研究。 

（16）分析微藻所含營養素，並試驗基礎特性，確立微藻保種條件，建置微藻種原簡易保種

技術。 

（17）研發頭足類虎斑烏賊及萊氏擬烏賊繁養殖技術，新興海水多元養殖物種。 

（18）建立遠海梭子蟹量產及放流技術，結合放流社區之自主漁業管理，推廣漁業永續利用，

以增裕澎湖近海蟹類資源。 

（19）建立豹鱠及蓋刺魚繁養殖模廠技術並推廣之，提供創新物種的養殖技術，增加產值，

以提升臺灣水產養殖業之國際競爭力。 

2、建立農業新典範－加強因應氣候變遷調適能力，維護生態環境永續： 

（1）調查我國鮪延繩釣漁業黑鮪之漁獲動態，作為資源評估分析的基礎。 

（2）瞭解臺灣沿近海主要鯊魚物種之資源現況，另持續進行太平洋鯊魚物種之生物參考點

等相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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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調查臺灣東北部海域重要經濟性魚種基礎資料，針對主要經濟物種帶魚屬之生殖生物

學進行調查，作為底棲漁業資源管理利用之參考。 

（4）調查北部地區蟹類漁業資源漁獲種類組成與分布、漁獲量及資源現況，並進行蟹籠漁

業生產經濟分析。 

（5）持續執行周邊海域漁場環境監測，建立長期水文環境及漁業生物資料庫，作為漁業管

理策略的科學基礎及漁民作業之參考。 

（6）解析我國鎖管漁業之漁場作業資訊與海洋環境因子的關係，配合生物性資料及資源變

化情況，發展鎖管資源評估模式，建構臺灣東北海域鎖管資源量資訊。 

（7）執行臺灣近海鰆魚漁業資源研究，針對資源狀況、漁場與生殖期進行調查，作為資源 

管理策略擬定之參考。 

（8）建立海難油汙染熱點生態基礎資料，進行岸際採捕與重要採捕物種資源調查，以供環 

     境及經濟面受損程度評估。 

（9）進行文蛤遺傳多樣性之調查研究，瞭解及釐清臺灣文蛤物種多樣性，並建立文蛤物種

及遺傳資料庫及名錄。 

（10）進行光電養殖微生態環境監測，將傳統文蛤養殖產業結合綠色能源，開發成為新式設

施養殖模範，為傳統養殖產業開創新機、提升產業價值，協助我國綠能產業之發展。 

（11）貝藻類產業綠能共構經濟分析，了解貝類、藻類綠能應用對於生產成本及收益之影響；

調查養殖從業人員對於綠能共構模式之主觀認知；推論綠能共構模式普及應用所可能

帶來的總體經濟效益。 

（12）架設自動監測設備開發智能化養殖水耕系統，透過即時監測養殖系統水質，與自動化

控制設備結合，使系統可以自行監控管理養殖與水耕兩部分，並適時通知養殖管理者，

以降低養殖業者之管理人力及提升管理效能。 

（13）探討文蛤死亡因子，提供養殖產業管理技術改良建議；並進行抗逆境九孔新品系開發，

對抗極端氣候，提高產業競爭力與永續發展。 

（14）臺灣西南海域經濟性魚類生殖期、產卵場調查及經濟性蟹類資源調查。 

（15）建立高屏沿岸海域漁業活動及環境調查與放流物種資料，作為未來於高屏沿岸海域規

劃放流物種與地點之參考依據。 

（16）執行臺灣東部海域鮪旗魚類標識放流研究，針對鮪旗魚類進行資源評估，提供區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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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組織擬定管理策略之科學依據。 

（17）執行臺灣東部海域海洋環境變動影響鬼頭刀移動與棲息深度之研究，探討海洋環境變

動對鬼頭刀洄游及漁獲效率之影響。 

（18）建立花東沿岸海域漁業活動及環境調查與放流物種資料庫，作為未來是否於花東海域

進行增殖放流之參考依據。 

（19）調查臺灣東部沿近海翻車魚、矛尾翻車魚及斑點長翻車魚漁業利用現況，解析族群特

徵與分佈，作為進行未來進行資源評估之重要參數，並作為國際間進行該魚種訂定漁

業管理策略擬定之科學依據，建立鰻魚標識放流技術，以了解其洄游習性及路徑。 

（20）澎湖海域經濟性魚蟹類生殖期與產卵場調查，提供漁政單位作為未來訂定漁業管理政

策之參考。 

（21）建立澎湖沿岸海域漁業活動及環境調查與放流物種資料庫，作為未來於澎湖海域進行

增殖放流時之參考依據。 

（22）利用 WSN 技術，進行澎湖海域溫度監測，並提供相關異常溫度訊息，供政府與相關業

者應用，以利災害管控。 

3、建立農業新典範－厚植多元能量，營造安居樂業農村，促進人文友善社會： 

（1）強化水產資訊數位多元服務，提供一般民眾能簡易辨識捕獲或市售生鮮魚類之分類、

生態習性與管理等資訊的工具，進而達到教育與宣導的目的。    

（2）維持種原庫正常運作，進行種原庫營運的管理檢討及設施的改善，確保種原生物的保

存體系及培育優質種苗，並維護種原庫資訊平臺，將種原庫管理資料提供民眾及各研

究機構的利用與參考。 

（3）為全面提升農業人力素質，配合農委會設立農民學院水產養殖類訓練班，結合研究、

教育、推廣資源，規劃系統性教育訓練課程，針對一般民眾、新進漁民及在職專業漁

民分別辦理農業入門班、初階訓練班及進階訓練班等農業專業訓練，以提供有意從水

產養殖業及在職漁民農業終身學習管道。   

4、建構農業安全體系－提升糧食安全，強化農產品溯源頭管理，確保食的安心： 

（1）篩選產生免疫激活物質-聚糖之益生菌，研發增強養殖魚蝦貝類本身之免疫的微生物製 

劑，提升魚隻之成長效益、非特異性免疫力及抗病能力，減少抗生素的使用，期能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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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水產養殖產業升級。 

（2）調查及建立漁撈及養殖水產品之重金屬殘留現況及資料庫，做為校園食材增列水產品

項之參考。 

（3）利用非破壞性、及快速檢測方法，建立冷凍與解凍水產品鑑識技術，確保消費者權益

及降低即期品爭議之發生率。 

（4）建立認證實驗室，提供水產品檢驗服務，強化溯源管理，確保障食的安心。 

（5）探討循環水石斑魚養殖飼料添加牛磺酸及羥基型甲硫胺酸，對大豆蛋白利用率的提升

及肉質改善效果。 

（6）選育高成長之 SPF 草蝦種原，以生殖力或對病毒感染耐受性等特性，作為選育繼代之

準則，逐代培育成優良有特性之草蝦品系。 

（7）探討活性碳及大蒜等合併使用對魚體快速排除多種藥物的效力及應用方法，並建立其

最適應用模式。 

（8）探討免疫激活物對四絲馬鮁抗病力提升之影響，並建立其應用效力及有效處理方法。 

（9）以育種科技培育新雄烏魚種魚，以繁殖全雌性烏魚苗，避免使用雌激素，確保水產品

安全，亦促進烏魚產業發展。 

（10）開發石斑魚營養強化和呈味機能性添加劑配方，並分析其對生理及免疫的影響。 

（11）海馬萃取物作為心血管保健體內試驗。 

5、提升農業行銷能力－強化產業優勢，布局全球市場： 

（1）水產養殖聯網智能化感控與參數系統之開發與建置，藉由推動生物體長辨識與精準餵

食、養殖決策輔助與養殖參數資料庫、產銷聯網與智漁聯盟，以協助傳統水產養殖業

朝向科技化、提升生產率的智慧農業之路發展。 

（2）探討鮪類商業化箱網養殖模式，評估投資成本效益及養殖可行性分析。 

（3）黃鰭鮪種魚繁殖產卵及進行魚苗培育，建立鮪類陸上養殖技術及培育種魚，加速新興

養殖產業發展，帶動沿海藍色經濟成長。 

（4）不同族群無特定病原(SPF)白蝦種原進行正反交，評估雜交子代成長性狀表現，選育

優良組合及進行組合力檢定，以利從中選取一般組合力高的自交系作為親本，加速白

蝦育種工作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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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量產海鱺全雌化子代，進行養殖生長評估與箱網養殖試驗，並推廣至產業應用。 

（6）建立大體型黃鰭鮪種魚遷移、釣捕馴養及培育安全餌料生物技術。 

（7）進行陸上黃鰭鮪種魚培育試驗，及建立陸上幼魚培育技術培育第二代人工種魚，以達

成鮪魚人工繁殖之目標。 

（8）確立海水觀賞魚產業關鍵技術，研發蓋刺魚、雀鯛、天竺鯛、隆頭魚及刺尾科等高價

魚種之人工繁養殖技術，供產業及養殖業者參考。 

（9）確立海水觀賞蝦產業關鍵技術，研發鞭腕蝦、油彩臘膜蝦及活額蝦高價海水觀賞蝦之

人工繁養殖技術，供產業及養殖業者參考。 

（10）新興養殖物種之繁養殖技術開發。 

 

（二）年度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策略目標 

衡      量      指      標 

關鍵衡量指標 

評

估

體

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該年 

度目 

標值 

一 

 

 

建立農業新
典範－發展

產業特色，
創造新優  

勢 

一 水產技術諮詢及服務
件數 

 

1 統計
數據 

各項水產養殖技術諮詢與指
導服務、魚病診斷及防治諮

詢、水質及飼料分析檢驗等。 
(單位：件數) 

3,500 

件 

 

二 水產試驗研究報告篇

數 

1 統計

數據 

供民間業者或學術機構參考

及應用。         (單位：篇) 
180 篇 

三 水產技術授權及取得
國內外專利權項數 

 

1 統計
數據 

水產技術授權供民間業者應用
及取得國內外專利權項數。 

                 (單位：項) 

5 項 

四 研發成果商品化 
 

1 統計
數據 

開發 4 項機能保健素材相關產
品。              (單位：項) 

4 項 

五 育成新興海水養殖貝
類品種 

1 統計
數據 

育成具市場價值與開發潛力
的養殖貝類品種。  (單位：種) 

1 種 

六 離岸風能設施海域海

藻牧場設置之可行性
研究。 

1 統計

數據 

於彰化離岸海域設置海藻牧場

1 座。             (單位：座)
 

1 座 

 

七 收集海水觀賞魚類進

行保種育種 

1 統計

數據 

針對具市場潛力之蓋刺魚、雀

鯛、刺尾鯛及天竺鯛等海水觀
賞魚類進行收集及保種育種研

究。            (單位：種) 

5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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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策略目標 

衡      量      指      標 

關鍵衡量指標 

評

估

體

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該年 

度目 

標值 

  八 雀鯛觀賞魚類繁養殖
技術 

1 統計

數據 

開發具市場潛力之高價雀鯛繁
養殖技術。       (單位：種)

1 種 

九 研發海水觀賞蝦繁養

殖技術 

1 統計

數據 

開發具市場潛力之海水觀賞蝦

品種。           (單位：種 
1 種 

十 
進行豹鱠低耗能的室
內模廠養殖技術建立

並推廣。 

1 
統計

數據 

豹鱠養殖模廠技術 1 項。 
                 (單位：項)   1 項 

二 

 

建立農業新

典範－加強

因應氣候變

遷調適能

力，維護生

態環境永續 

一 太平洋鮪類漁海況變

動之研究-太平洋黑鮪 

1 統計

數據 

臺灣近海鮪延繩釣黑鮪體長

體重變動分析。   (單位：筆) 
1,500

筆 

二 太平洋鯊魚漁業資源

調查暨無危害風險評
估 (NDF)研究-淺海狐

鮫 

1 統計

數據 

淺海狐鮫體長體重及漁獲調

查資料。         (單位：筆) 
1,200

筆 

三 臺灣北部海域底棲漁

業資源之調查評估-帶
魚屬生殖生物學研究 

1 統計

數據 

建立帶魚屬生物學資料。        

                 (單位：筆) 
2,400

筆 

四 臺灣北部地區蟹類漁
業資源之調查評估及

生殖生物學研究 

1 統計
數據 

建立北部地區蟹類漁獲調查
資料 800 筆。     (單位：筆)       

800 筆 

五 臺灣周邊海域漁場環
境監測 

1 統計
數據 

建立海域溫鹽、營養鹽及葉綠
素甲調查資料。   (單位：筆)         

800 筆 

 

六 臺灣北部海域鎖管漁

業資源之調查評估 

1 統計

數據 

漁獲調查資料 200 筆、生物學

資料 1,200 筆。   (單位：筆) 
1,400

筆 

七 德翔臺北輪漏油汙染
對北海岸生態影響調

查及漁業資源復育 

1 統計
數據 

生物學資料 1,000 筆。  
(單位：筆) 

1,000

筆 

八 完成臺灣貝類養殖大

量死亡因子探討 

1 統計

數據 

建立臺灣文蛤養殖死亡因子

探討與防治方法的研究報告。 
(單位：篇) 

1 篇 

九 育成抗逆境海水貝類
品系 

1 統計
數據 

育成具備抗逆境九孔品系。            
(單位：種) 

1 種 

十 建立底棲經濟魚蟹生

殖海域研究調查 

1 統計

數據 

完成經濟性紅星梭子蟹之生殖

生態研究(產卵期、產卵場)。 
                 (單位：種)

1 種 

 

十 

一 

建置高屏沿海場域漁

筏漁業活動動態資料 

1 統計

數據 

高屏沿海場域漁筏漁獲作業

資料 1,500 筆。    (單位：筆) 
1,500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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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策略目標 

衡      量      指      標 

關鍵衡量指標 

評

估

體

制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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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標準 

該年 

度目 

標值 

  十 
二 

臺灣近海鰆魚漁業資
源研究 

1 統計
數據 

完成鰆魚之漁獲量統計、主要
作業漁場、食性研究。 

                 (單位：種) 

1 種 

十 

三 

臺灣西南海域帶魚屬

魚類漁業資源及生態
調查 

1 統計

數據 

完成帶魚科分類調查、漁場分

布研究。         (單位：種) 
1 種 

十

四 

臺灣東部海域鮪旗魚

類標識放流研究 

1 統計

數據 

針對鮪旗魚類進行資源評估並

提供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策略
擬定之科學依據。 (單位：種)

2 種 

十

五 

臺灣東部海域海洋環

境變動影響鬼頭刀移
動與棲息深度之研究 

1 統計

數據 

探討海洋環境變動對鬼頭刀洄

游及漁獲效率之影響。 
                (單位：種) 

1 種 

十 

六 

鰻魚標識放流與洄游

路徑之研究 

1 數據

統計 

建立鰻魚電子式標識放流技

術，提供鰻魚完全養殖之重要
環境因子資訊。    (單位：種)

1 種 

十
七 

建置花東沿岸場域漁
筏漁業活動動態資料 

1 統計
數據 

花東地區沿岸場域船筏作業資
料。             (單位：筆)

1,000

筆 

十

八 

臺灣周邊海域翻車魚

漁業活動及資源調查
評估分析 

1 數據

統計 

調查漁業漁獲翻車魚之作業

漁場，並調查翻車魚的捕捉方
式與魚體大小之關係。      

                (單位：種) 

1 種 

十
九 

建置澎湖沿岸場域漁
筏漁業活動動態資料 

1 統計
數據 

澎湖地區沿岸場域漁筏作業
資料。           (單位：筆) 

1,200
筆 

二
十 

建構澎湖底棲經濟性
蟹類生殖海域研究調

查 

1 數據
統計 

整合近 3 年經濟性魚蟹類之生
殖生態研究。(產卵期、產卵場)

(單位：種) 

3 種 

二

十
一 

篩選 SPF 天然草蝦種

蝦 

1 統 計

數據 

篩選臺灣沿近海域之草蝦未帶

WSSV、TSV 與 IHHNV 之 SPF
種蝦作為種原。  (單位：隻) 

3 隻 

二
十

二 

培育 SPF 草蝦苗 1 統 計
數據 

臺灣草蝦族群篩選出之 SPF 種
蝦進行 SPF 草蝦苗培育。 

                (單位：批) 

3 批 

二

十
三 

培育新雄海鱺種魚及

繁殖魚苗 

1 統 計

數據 

海鱺全雌化子代之養殖生長評

估。            (單位：項) 
1 項 

二
十

四 

澎湖海域溫度監測 1 數據
統據 

蒐集澎湖海域水溫資料。                                         
        (單位：筆) 

36,000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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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策略目標 

衡      量      指      標 

關鍵衡量指標 

評

估

體

制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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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標準 

該年 

度目 

標值 

三 建立農業新

典範－厚植

多元能量，

營造安居樂

業農村，促

進人文友善

社會 

 

一 水產資訊全球資訊網
(WWW)服務 

1 統計
數據 

全 年 民 眾 瀏 覽 人 數 。 ( 依
Google 標準化統計量)   

(單位：人次) 

40 萬

人次 

二 更新水產資訊全球資

訊網 

1 統 計

數據 

增修網頁資料筆數。 

 (單位：筆)
3,500

筆 

三 發行水產技術推廣刊
物 

1 統 計
數據 

水產研究 26 卷第 1、2 期 
 (2 冊)、水試專訊 61 至 64 期 

(4 冊)、水產試驗所 2017 年報 
(1 冊)、特刊 (1 冊)、技術手冊

(1 冊)、2019 Diary 記事本 (1
冊) 。           (單位：冊) 

10 冊 

四 維持種原庫之營運管
理及設施運作。 

1 統計
數據 

持續保存與保種生物種類。             
(單位：種) 

82 種 

 

五 重要微藻類種原純化

及保種流程技術研發 

1 統計

數據 

建立微藻種原純化及保種流

程 1 式。         (單位：式) 
1 式 

四 建構農業安

全體系－提
升糧食安

全，強化農
產品溯源頭

管理，確保
食的安心 

 

一 水產品分析件數 1 數據

統計 

水產物及飼料等相關物件分

析。             (單位：件) 
140 件 

二 建立有效移除有害物
質的方法 

1 統 計
數據 

建立活性碳及大蒜等有效促
進魚體快速排除多種藥物的

應用方法。      (單位：項) 

1 項 

三 加強水產品安全及品
質 

1 統計

數據 

建立循環水石斑魚養殖飼料

添加牛磺酸及羥基型甲硫胺

酸對大豆蛋白利用率的提升

及肉質改善效果；建立石斑魚

營養強化和呈味機能性添加

劑配方及對血液生化指標和

魚體健康的影響。 

                (單位：項) 

2 項 

四 研發繁殖全雌化烏魚
種苗 

1 統計
數據 

確認雄性化烏魚種魚是否為
新雄烏魚並育成種魚，培育全

雌化烏魚苗。    (單位：式) 

1 式 

五 

 

 

提升農業行

銷能力－強
化產業優

勢，布局全
球市場 

一 創新育成中心進駐廠

商累計家數 

1 統計

數據 

協助業者提出進駐申請並通

過審查，進駐創新育成中心。 
                 (單位：家) 

4 家 

二 鮪類箱網養殖生產技
術之建構與繁養殖技

術之開發 

1 數據
統計 

建立陸上黃鰭鮪幼魚培育技
術，開發水下殘餌監控系統，

節省箱網產業使用之餌料成
本。             (單位：項)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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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低溫海水在水產養殖
之多元利用 

1 統計
數據 

以低溫海水進行水產生物養

殖的研究。   (單位：種) 

4 種 

四 新興養殖物種之繁養
殖技術開發 

 

1 統計
數據 

針對新興養殖物種進行人工
繁養殖技術研發與種苗放流

工作。          (單位：種) 

1 種 

五 選育高成長性狀白蝦

品系 

1 統計

數據 

不同族群白蝦種原進行正反

交，評估雜交子代成長優勢，
選育優良組合一式。                  

(單位：式) 

1 式 

六 加強水產品安全及品
質 

 

1 統計
數據 

海馬萃取物作為心血管保健
效果體內試驗。   (單位：項) 

 

1 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