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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強化漁業管理為日本政府重要的水產施

政方針，期能藉此增加水產資源量並增加現

今低迷的沿近海漁獲量。但可想而知的是，

漁業管理措施的強化會讓漁民擔憂作業時會

受到法令的諸多限制而影響生計，因此如何

讓漁民朋友能夠顧及本業又能兼顧資源永續

利用，是強化漁業資源管理的重要課題。本

文蒐集日本各地方為漁業資源永續利用而實

施的管理事例，以供國內相關單位參考。 

 

降低漁獲努力量，回復當地沿海

資源量 
 

刺參 (海參) 營養價值高，被稱為海中寶

石，北海道為重要產地之一，但因其周邊的

海水溫度較低，當地的刺參約需 7 年才能長

成商業規格，其價格節節上漲，導致違法偷

捕與過度濫捕的情形嚴重，以致海參資源量

大幅減少。當地的留萌市新星海洋漁業協同

組合認為，需在水產資源量枯竭前提出因應

對策並即刻行動，期能將當地的海參資源永

續利用並留給下一代。負責北海道留萌市海

參漁業管理的漁民亦認為海參並不會由外面

游來，地方自我的資源保護極為重要。非洄

游性水產資源量增加，則當地漁民均能直接

受益，更易於配合漁業管理施策。 

自 2008 年漁民即開始與稚內水產試驗

所及函館未來大學的研究人員合作，先調查

當地海參資源量，由研究人員創建平板電腦

用 APP，讓漁民可以輕鬆輸入每日捕獲量和

漁船作業時間。漁船上除平板電腦外，還配

備衛星定位系統 (GPS)，所取得的科學數據

可分析漁民作業實態，並包含海域別作業時

間及資源量。而漁協幹部除整合漁民意見，

柔性勸進漁民配合數據收集外，並整合已收

集的意見，提供改善電腦數據化時的實際操

作方式，擴大參與性與便利性。2008 年估計

資源量 106 公噸，2011 年曾一度減少到 69

公噸，但經研究人員根據資源量估算應減少

的捕獲量，漁協嚴格執行各漁船的漁獲量配

額、漁獲體長、漁期等規則的因應對策，到

2017 年又恢復到 98 公噸。除了資源量逐漸

回復之外，平板電腦運用於漁業資源管理等

事例，常被日本水產廳作為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 技術實際運用於漁業的案例分享。 

降低漁獲努力量最明顯的案例為福島

縣，該縣在 2011 年東日本大震災後，停止了

大規模生產，至 2018 年比目魚的資源量指標

值增加約 8 倍，亞洲油鰈增加約 9 倍 (與震

災前 5 年的平均值相比)，其他魚種如鰈魚、



 

鮟鱇、真鱈等也增加數倍。此外，2019 年美

國環境保護基金會 (EDF) 與岩手大學、挪威

經濟大學、東京海洋大學共組研究團隊，並

發表其研究模擬結果，若日本採用充分的資

源管理，50年後的海面漁業利潤額將增加 3.5

倍，資源量將增加 30%。適度控制漁獲努力

量可讓將來的捕撈量增加。 

 

採用具有選擇性的漁具漁法 
 

當在採取漁業管理方法保護漁業資源量

的同時，各種漁撈作業均有混獲的問題，即

使想保護某些特定魚種或汰選體型過小的漁

獲物，但商業型的漁撈作業時，仍會考量成

本與時間，需依賴漁民投入更多的成本、時

間與智慧，才能夠有效率的保護漁業資源。

以日本三重縣尾鷲市的早田定置網場為例，

漁撈作業以漁撈長為中心，該地漁撈長極有

心推進選擇性漁具漁法的作業措施，包括引

進大型漁船，並在漁船內保留適當工作空

間，在返航時可讓漁撈作業員同時進行魚類

選別、分裝活魚水槽、利用神經活締 (快速

處理活魚保鮮的技術) 等來提高漁獲價值。 

因直接在漁船上進行魚種選別，故可放

流特定活魚，包括日本目前漁業法規中限制

的黑鮪，其中也有放流約 20 cm 小鰤魚的經

驗。漁撈長認為，漁獲物的體型太小，經濟

價值不高，不如放回海中等待長大後再捕，

也有助於增加沿近海的資源量。另，也積極

推廣讓眾人體認到定置網漁業是對環境友善

的漁法，而不是無法調節漁獲量的漁法，放

流魚成長後雖然可能被其他漁具漁法所捕

獲，但對漁民及區域漁業環境仍然也所有

益。此外，該早田定置網場裝有魚探機，可

在陸上基地直接且即時看到海下定置網，漁

船出港前可先判讀潮流和漁獲量，避免海流

造成作業中止及水冰攜帶不足的情形，由水

下魚顯像的陰影大小及游泳深度亦可在某種

程度上預測魚種，效益頗大，未來希望利用

此一功能，針對特定魚種進行捕獲或放流，

擴大運用的範圍。 

靜岡縣定置網漁業協會實施黑鮪自願性

放流，日本已制定 30 kg 以下黑鮪的捕撈配

額，該協會更追加相關規則，包含原則上 10 

kg 以下魚放流、5 kg 以下魚需全部放流、1

組定置網捕獲黑鮪每日最大 300 kg。靜岡縣

定置網漁協制定規則的目的在於遵守捕撈配

額的同時，優先捕獲具高價值的大型個體。

在黑鮪大量游入定置網內之際，利用沉下表

層網片技術，讓水面游泳且皮膚薄弱的黑鮪

能夠活著逃脫，成功進行放流作業。 

1966－1984 年福島縣底拖網受魚價下

跌與燃料上漲的影響，漁民同意增加休漁

日，防止因過度捕撈造成價格崩盤及避免燃

料浪費。抑制捕撈以進行管理的想法逐漸普

及，並確立尺寸過小的比目魚及海鰻需放流

的自主管理與海域作業規則。具此強烈漁業

管理意識的背景在於該地區的船主兼船長了

解現場情形外，漁民的家人也在販賣魚貨，

較容易宣導與強化漁業管理措施。在東日本

大震災後，漁業資源量增加，該地區討論將

小型魚較多的海域設為保護區，旋轉式地利

用漁場，讓漁撈作業壓力不致於集中在特定

海域。另外，日本石狩灣的漁協，自 1996

年致力推動增加鯡魚資源計畫，放流人工孵

化的魚苗，並加大作業刺網的網目，讓小型 



 

幼魚不被捕獲。實施之後，鯡魚資源從 1995

年 3 公噸增加到近年 3,000 公噸左右。由種

種案例可知，採用具選擇性的漁具漁法可保

護漁業資源量，尤其是思考如何排除非目標

魚種及幼魚的漁具漁法。 

 

建立產、官、學的協力合作體制 
 

以日本瀨戶內海的鰆漁業作為行政體系

協力合作融入漁撈現場的案例，瀨戶內海

1987 年鰆魚產量約 6,000 公噸，但在 1998

年下降至 200 公噸。鰆魚資源量從估計的

16,000 公噸減少到 700 公噸，下降的原因被

認為是過度捕撈幼魚所致。1997 年日本香川

縣刺網漁業開始增大網目尺寸，讓小型幼魚

不致罹網，漁協也開始推動自主性休漁。許

多漁民一開始反對這種做法，但漁獲量的大

幅減少，已反應出資源量枯竭的情形。漁民

代表陳述對管理措施的想法，並認同縣政府

與漁協所說的過度捕撈。香川縣政府採取的

措施需能獲得利益相關者的認同，再進行漁

業管理。因此縣府、國家研究學者因應漁民

的要求做出回應。現行漁業管理措施已擴展

到縣內不同地區，1998 年更擴展至縣外全面

進行。由政府制定計畫，人工孵化 0 歲魚並

放流，香川縣、岡山市、兵庫縣和德島縣的

漁民配合進行自主性休漁。2002 年，日本水

產廳主導，將加大網目尺寸與自主性休漁的

措施擴大至 11 個府縣。現估計資源量回復至

2012 年水準之 6,000 公噸左右，漁獲量增加

2,000 公噸以上。 

以沖繩的石老 (邵氏猪齒魚) 漁業作為

研究體系融入漁業現場的案例，沖繩北部漁

民自 2003 年開始合作進行石老漁業之魚體

大小的自主性限制。縣政府自 2015 年開始對

該海域體長未滿 35 cm 的石老魚實施禁漁措

施，2017－2018 年與 2003 年相比，資源量

指標值 (每漁獲努力的漁獲量) 提高 80%，

漁獲量提高 70%，表明與漁業管理限制有

關，主導合作案為沖繩縣水產海洋技術中

心，沖繩市附近自 2014 年漁民自主限制石老

魚的漁獲體長，縣政府於 2019 年制定規則。

主導自主限制的里海漁業協議會亦指出，過

去試圖保護小魚的漁民被視為奇怪的人，但

經過學者分析並公布漁業管理有效，漁民幹

部宣導專業漁民更應釣到好的  (有價值 ) 

魚，意識逐漸增強，且對沖繩市周邊的資源

正在減少感到不安，現在更應忍耐並展望未

來之際。故將制定監控不符合魚體長規格不

得出貨，以及管控漁民人數的規則。 

此外，以日本北部鯖魚圍網漁業作為業

界團體主導的案例，日本太平洋側鯖魚資源

量在 1977 年估計達到 478 萬公噸，但因過度

捕撈未滿 1 歲幼魚，以致 2001 年急劇下降至

估計僅 15 萬公噸。到 2000 年代後期，捕撈

超出科學家建議防止過漁配額 (ABC)，且

2005－2006 年度仍超出配額數量。原佔太平

洋鯖魚漁獲量八成之北太平洋圍網漁業協同

組合，在 2003 年政府的支持下管控捕獲幼魚

數量，2007 年加強管理並遵守捕撈配額，與

漁民協商後，將每個月的捕撈配額分配給各

漁船後進行追蹤調查與分析。該協會表示，

自 2003 年開始，業界對嘗試自主性資源管理

的想法倍增，協會與船東持續討論該倡議，

並向各漁民進行說明，於 2007 年順利被業界

接受並實施管理。之後漁獲配額一直保持在



 

科學家的建議量之下，且漁業資源量也開始

增加，於 2018 年估計資源量為 560 萬公噸。

由各事例看到，由部分漁民提出建議，並藉

由行政及研究學者之力，可逐漸增加參與漁

業管理的人數。建立產、官、學的連攜合作

體制可避免紛爭、增加參與能量，並使決策

與措施逐步地引導回復漁業資源量。 

 

科學數據的公信力與漁業現場的

信任感 
 

成功的漁業管理常伴隨採用研究人員依

科學數據分析後的建議，也必需取得漁業現

場漁民的信任後進行合作，才能獲得更有效

率的漁業管理。漁業管理的效果需讓漁民淺

顯易懂，並由生產端市場建立起信任感。以

沖繩縣石老魚漁業為例，捕獲魚體小魚價便

宜，且親魚產卵量降低，研究人員建議漁民

不要捕撈小型個體，原本漁民並不歡迎研究

人員，但在地方研究人員持續且耐心地用淺

顯易懂的語言說明漁業管理的效果，並說明

守護小魚成長為大魚時，魚價能提高多少，

後來漁民確實接受了建議。研究人員極重視

市場上的交流而受到漁民的信任，以往漁民

並不讓研究人員觸碰魚隻進行調查，但經過

市場上意見交流後，已可與漁民同時交流與

溝通並即時獲得數據與知識，魚市場上研究

人員調查大型和小型魚的比例，分析捕撈過

多幼魚，不僅包含漁獲量，還有漁獲努力量 

(作業次數) 的調查分析結果，當漁獲量減少

時的原因究明是作業次數減少或是魚類資源

減少所引起，並徵求漁民意見，共同思考在

何處設置魚類保護區之效果最佳等議題，研

究人員與漁民交流緊密。現在則以地方政府

行政預算租用漁民漁船共同進行調查，數據

完整且漁民本身和科學家合作，增加了對資

源的知識和認識。該縣分析了沿岸約 200 種

沿海魚類的體長組成，以及約 100 種的資源

量指標值 (每漁獲努力量之漁獲量)，比起日

本政府今年起對 67 種分析的計畫更顯目。 

漁業現場的信任感亦是重要，誠實的對

話是建立漁民對科學信任感的關鍵。日本水

產研究．教育機構研究團隊進行日本新潟縣

系魚川市底拖網之提昇收入與收集資源數據

的計畫。漁獲結果從漁船上的攝影機或漁民

手機的 App 發送到港口，漁港端則可事先準

備充足的冰和卡車來提高魚價之外，並有助

於使用這些數據分析資源量的豐富性。 

福島縣小型比目魚與海鰻，被底拖網捕

獲後需再放流，此二種魚種健壯，不太可能

因傷口而死亡。該縣水產研究所研究人員指

出，研究人員與漁民長期交流可持續向漁民

灌輸觀念，再放流的魚體成長後體重增加且

漁獲金額相應增加。而在說明的同時利用淺

顯易懂可視化為原則，例如限制體長時，就

發送限制體長的尺規給漁民量測，限制重量

時，則可利用籃子或簡單測量數字等方式。

分析結果以科學為依歸並需對外報告，進行

漁獲捕撈的同時亦能增加漁民收入才具意

義。以上各事例的共同點在於研究人員已與

漁民建立信任關係，經常傾聽漁業現場需求

及新知，並提供適當的解決方案。這並不是

僅靠單一方就足夠，而是兩者能有良好關

係，進行溝通與意見交換，在可知的範圍內

建立良善的科學情報與漁業管理共生共榮系

統。 



 

ICT 技術讓漁業資源可視化 
 

以山口縣下關漁港經營底拖網的昭和水

產公司為例，其與日本水產大學校合作，進

行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漁場預測試驗，在漁船

上配備可輕鬆記錄魚種別漁獲量的電腦及船

舶自動識別系統 (AIS)、全球定位系統，並

在作業的漁網上結附水溫、鹽度感應器，利

用這些數據分析與預測在什麼環境條件下較

容易捕撈哪些魚類，在哪些海域時大致上會

有什麼環境條件等。船員、漁撈長、研究人

員共同合作較易分析漁場位置。因黑喉魚類

資源的明顯減少，採用 ICT 技術較容易管控

與減少對小型魚常出現漁場的努力量，避免

過度捕撈，若能與其他船隻共享漁場位置，

則可與其他船隻執行漁場保護規則，共同保

護小型魚。此外，嘗試利用人工智能確認拍

攝的魚種和數量，用照片測量黑喉尺寸，箱

入平均體長誤差在 0.1 cm、體重誤差在 10 g

以內，若數據持續累積，則即使幾條魚重疊

在輸送帶上，也能記錄魚種別漁獲量，故必

需確保數據的收集和現場的研究人力資源，

用以培育結合產業與 ICT 技術的人才。 

另外，三重縣定置網漁場於網內設置攝

影機，由陸上基地預測漁獲情形，應用於捕

魚和遊客漁村體驗。其定置網上結附感應器

的浮標測量水溫和潮汐等環境條件，並記錄

每天捕獲的魚種，期能分析在何種條件下捕

獲哪種魚。公司與電信公司合作研究水下攝

像通過 5G 線路，在陸上基地於漁撈前掌握

網內情形，預測去哪個漁場可捕獲哪種魚，

漁獲遊客喜好的魚種，放流想保護的魚種，

以達到資源保護的效果。可調查的海域及魚

種也存有限制因素，科學分析的本身不可能

100% 準確，但至少漁民和研究人員攜手合

作，可讓調查與分析愈來愈趨於準確，使得

漁民對科學分析充滿信心與信任。 

 

結語 
 

取得漁民信任並能幫助進行漁業管理的

推進，是長期且緊密地方業界與研究人員間

持續交流合作成果，研究分析及科學成果的

可視化讓漁業管理措施更易被漁民接受，活

用 ICT 技術預測漁場環境與資源量，可減少

作業成本，提高漁獲鮮度，減少混獲程度，

並具可視化的功能。ICT 技術是近年來在推

展漁業資源管理上的有利工具，亦是日本在

強化漁業資源管理上發展的重點之一。 

為增加資源量而管控漁獲努力量等的強

化漁業管理措施，將讓漁民擔憂法令限制而

影響生計，如何與漁民協力合作並克服認知

上的差距，是強化漁業資源管理的重要課

題。由上述各事例的重點，在於透過強化漁

業管理措施，適度控制漁獲努力量；採用排

除非目標魚種及幼魚的具有選擇性的漁具漁

法；建立產、官、學的協力合作體制；依據

科學數據的措施並取得漁業現場的信任；提

昇資訊及通訊科技技術讓漁業資源可視化

等，再由產、官、學與利益相關人共同討論

並制定符合時期的管理措施，可期待更有效

率地保護漁業資源量並期永續利用資源。其

中，可更容易讓漁民信任的科學數據與簡潔

易懂的說明、更方便簡單與輕鬆操作的數位

通訊技術、降低作業與勞力成本取得更高的

利潤空間，均是本報告論述的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