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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寶石珊瑚漁業簡介 

 

日本寶石珊瑚漁業的管理基於 「漁業

法」及「水產資源保護法」，由地方政府 (都

道府縣) 漁業協調條例與海區漁業協調委員

會指示進行管理。依日本水產廳資源管理部

資料，日本寶石珊瑚漁業的主要產地位於高

知縣、沖繩縣、鹿兒島縣、東京都及長崎縣

等 5 都縣，以「知事許可制」准許寶石珊瑚

漁船進行採集作業，合計許可數漁船數約

370－380 艘；寶石珊瑚年產量約 3－4 公噸；

主要作業漁法分傳統作業方式之珊瑚網漁

業，以及現代式無人潛水艇等 2 種方式進行

採集。而高知縣的寶石珊瑚漁船許可數約

360 艘，佔日本寶石珊瑚漁船許可數量的 9

成以上，高知縣為日本寶石珊瑚漁業的重要

產地。 

 

日本寶石珊瑚漁業的管理 
 

依「日本寶石珊瑚的國際交易與資源管

理」(高橋，2010) 一文當中，針對日本寶石

珊瑚漁業之各地方政府的漁業協調條例及強

制報告內容，進行問卷調查 (表 1)，其各地

方的管理內容差異頗大。例如，並無任何地

方設定漁船的總容許捕獲量 (TAC)，而禁漁

期的設定也僅有高知縣為保護寶石珊瑚漁業

及與其他漁業的協調利用，僅在室戶近海海

 
表 1  日本寶石珊瑚漁業的各地方漁業協調條例及管理 

管 理 內 容 高  知 長  崎 鹿兒島 沖  繩 

許可期間 3 年 1 年 1 年 3 年 

漁法限制 僅珊瑚網、禁止底

拖網 無 僅申請通過的漁法 僅潛水艇等可選擇性地

採集的漁法、禁止底拖網 

漁網尺寸限制 有 無 無 無 

禁漁期 有，室戶岬近海 1-2
月底(有修改) 無 無 無 

作業海區 有，室戶岬近海、

足摺岬-宿毛灣 有 有 無 

禁漁區 有，上述以外 有，上述以外 有，作業區內有禁漁區 無 

總容許捕獲量 無 無 無 無 
 

表1　日本寶石珊瑚漁業的各地方漁業協調條例及管理

管 理 內 容 高　知 長　崎 鹿 兒 島 沖　繩

許可期間 3年 1年 1年 3年

漁法限制
僅珊瑚網、禁止底
拖網

無 僅申請通過的漁法
僅潛水艇等可選擇
性地採集的漁法、
禁止底拖網

漁網尺寸限制 有 無 無 無

禁漁期
有，室戶岬近海1-2
月底 (有修改 ) 無 無 無

作業海區
有，室戶岬近海、
足摺岬 -宿毛灣

有 有 無

禁漁區 有，上述以外 有，上述以外 有，作業區內有禁漁區 無

總容許捕獲量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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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設定禁漁期。其他縣則並無特定的禁漁時

間，且一年中均可作業。有關漁法的限制方

面，高知縣指定採用傳統式的珊瑚網漁法，

沖繩縣限制採用潛水艇等可選擇性採集的漁

具。於鹿兒島縣與沖繩縣獲得作業許可的經

營體，僅有其母公司在東京的船舶公司，利

用潛水艇選擇性地採集。 

有關寶石珊瑚漁業的漁獲報告書方面，

各地方均需強制報告漁獲總重量，但其中僅

鹿兒島縣與沖繩縣需報告生物種類別，而日

本其他生產地並無需報告生物種別，故也無

法認定其漁獲資料統計報告的信賴度，而且

各地方報告內容當中，有關寶石珊瑚狀態、

流通販賣情形並無強制繳交報告，報告書內

容受到局限。 

由於中國經濟發展快速，2008－2014 年

的寶石珊瑚價格高漲，中國漁船也開始盜獵

日本海域的資源，衝突事件層出不窮，寶石

珊瑚的需求居高不下，所以日本產地的地方

政府著手強化並修改有關寶石珊瑚漁業的規

定。 

 

高知縣寶石珊瑚漁業管理措施 
 

日本高知縣為寶石珊瑚漁業的重鎮，寶

石珊瑚漁船許可艘數 (約 360 艘) 佔日本全

國 9 成以上，由該官網查詢得知，2017－2020

年高知縣珊瑚漁業許可數作業船數，由 364

艘減為 354 艘，其中足摺岬周邊海域由 203

艘減為 193 艘，室戶岬周邊海域維持作業船

數為 161 艘。該縣的深海珊瑚採集始於 1871

年，以紅珊瑚及桃色珊瑚為漁獲對象，近年

來價格高漲，資源狀況也難以掌握，而國際

上關注著資源管理，因此日本水產廳為合理

管理寶石珊瑚資源，提供各縣有關許可制的

修改等相關技術建議。高知縣依所獲得的技

術建議，對寶石珊瑚漁業的管理措施進行修

正，主要期能抑制漁業規模及擴大保護寶石

珊瑚資源，修正管理措施主要有 3 點，第 1

為延長禁漁期間，原禁漁期僅 1－2 月的自主

性管理，修正後納入法規，並增加寶石珊瑚

產卵期的 6－7 月為禁漁期。第 2 為抑制漁業

規模，包括削減漁獲努力量之作業時間、許

可期間與許可艘數等方式。第 3 為未滿尺寸

的放流與總量管理，並強制繳交作業報告

書，用以抑制因價格高漲而新加入漁業者增

加的寶石珊瑚漁業規模。 

針對 2021 年 1 月 5 日實施之「寶石珊瑚

漁業 (深海珊瑚漁業) 的許可及作業認可方

針」當中，管理措施除了說明規定的主旨、

適用範圍以及作業區域之外，准許漁撈作業

的期間為 3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以及 9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許可的限制與條件摘述

如下： 

1. 使用漁具以珊瑚網為限，直徑 2 cm、長

度 300 m 以內之曳綱與珊瑚網連結為 1

組，若使用橫棒時長度 2 m 以内為 1 組。 

2. 除掛網及迴避危險時，作業中禁止使用

漁船動力曳網。 

3. 作業時間由日出至下午 2 時止。 

4. 作業時船舷可清楚看見許可標識牌。 

5. 作業時，通過許可申請人需在船上 (法

人或共同經營時之漁撈作業負責人)。 

6. 漁船需搭載可以顯示航跡的航海儀 

(GPS)，記錄作業航跡，並保存深海珊瑚

漁業作業時的紀錄至下次作業，但於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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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期間 (1、2、6、7 及 8 月) 則無此限

制。 

7. 於一漁期之高知縣整體的紅珊瑚、桃色

珊瑚及白珊瑚的原枝採捕量上限為 0.5

公噸以下，為避免超過此數量，將會以

其他指定方式禁止採捕，需確實遵守指

示。 

8. 由珊瑚附著的根部算起至 3 cm 上部，直

徑未滿 7 mm 及長度未滿 3 cm 之附有基

石的原枝，必須放流。 

 
業者發起交易透明化自主管理 

 

基於杜絕非法捕撈，確保寶石珊瑚可溯

源性極為重要，透過品種與漁場的追蹤，提

高供應鏈透明度，實現高可見性和嚴格控

管。日本寶石珊瑚業界進行自主管理，簡述

如下： 

1. 漁獲物計測與影像保存：由漁民分類寶

石珊瑚品種，漁協與第三方公正人共同

量測重量及拍照後，向地方政府提出漁

獲報告書。 

2. 販售漁獲物證明：日本珊瑚商工會舉行

競標會，漁協的珊瑚需核發漁獲證明

書，內容闡明非 IUU 漁業、販賣日期與

重量等資訊。 

3. 可溯源憑證：於競標會上，每批寶石珊

瑚均附有漁獲證明書，同時附有確認號

碼，日本珊瑚商工會核發確認號碼、品

種、類型、重量、漁場等資訊記載於「可

溯源憑證」。加工和批發商於出售製品

時，需附「可溯源憑證」。零售商在客

戶購買前，需向客戶確認該憑證。 

臺灣與日本寶石珊瑚漁業管理措

施 
 

我國寶石珊瑚漁業之主要採撈為紅珊

瑚，於 2009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改採

開放登記及嚴審嚴管政策，訂定「漁船兼營

珊瑚漁業管理辦法」，主要管理內容包括限

制 5 處許可作業漁區，限定進出港口，作業

時強制船位回報，需繳交漁撈日誌，每艘漁

船每年限捕 200 kg，並採逐年遞減船數等嚴

格的管理方式，與日本管理措施有些許不同 

(表 2)。此外，漁業署每年請學者進行寶石珊

瑚漁業的研究，期能達到資源管理的目標。

另外根據筆者電訪臺灣珊瑚珠寶文化發展協

會副理事長，詢問有關我國珊瑚業界是否有

進行自主管理或溯源憑證，得知我國所採得

的紅珊瑚原料，「蟲蛀」(珊瑚死亡已久被鑽

孔生物蛀洞) 的情形嚴重，且原料近幾年數

量很少品質亦不佳，較高品質的紅珊瑚原料

很多需依賴日本或其他地方進口，故原料溯

源在我國尚未形成風氣，有些業者基於商業

機密與價差，不願意透明化來源產品，但業

者願意以輔導的立場支持高品質寶石珊瑚的

溯源機制。 

 
結語 
 

寶石珊瑚的成長緩慢，枝軸直徑 1 年僅

成長 0.2－0.3 mm，為稀有的生物資源，依日

本寶石珊瑚 2013－2014 年競標價格來看，其

每公斤達 150－200 萬日圓，也因此引來中國

珊瑚船至小笠原諸島周邊海域進行盜採，

2014 年 9－10 月間曾記錄到 (目視) 1 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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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寶石珊瑚漁業管理措施之臺灣與日本的比較 

管 理 內 容 臺  灣 日  本 

漁船基地 限定進出：宜蘭縣南方澳漁港、澎湖縣馬公

第三漁港、高雄市旗津漁港 高知、長崎、鹿兒島、沖繩 

記綠作業航跡 船位回報器 船用衛星 GPS 記綠航跡 

船數 60 艘，逐步遞減 約 380 艘 

證照許可期間 兼營、1 年 1 年 (其他) 至 3 年 (高知) 

許可作業期間 不超過 220 日 (高知) 3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 
9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採撈量 
實際採撈量年約 3 公噸； 
限制：年總採撈量 6 公噸； 
每艘漁船每年限捕 200 公斤。 

實際採撈量年約 3-4 公噸； 
無總容許採撈量； 
(高知) 一漁期整體原枝採捕量限 500 公斤

以下。 

採撈報告書 需要 需要 

漁法限制 採用珊瑚網、沉石、捲揚絞車之傳統漁法 
(高知) 僅珊瑚網、禁止底拖網； 
(沖繩) 僅潛水艇等可選擇性地採集漁法、禁

止底拖網。 

限制作業漁區 
有； 
許可：臺灣經濟海域內的 5 處漁區 

有 

其他管理 

出港前需通報並啟動船位回報器； 
出海後每小時回報船位； 
年出口總量限 120 公斤； 
接受觀察員隨船 

(高知) 
作業時許可申請人需在船上； 
珊瑚未滿規定尺寸需放流； 
業者自主管理 (溯源憑證) 

 

212 艘中國船在附近進行作業，也讓日本水

產廳的漁業取締船疲於奔命。而在 2014 年日

本強化取締、透過外交途徑協商、以及對個

人提高罰則至 3,000 萬日圓以下，則稍有遏

止非法漁船的氣焰。 

珊瑚的資源管理與永續利用，應取得信

賴之科學數據、生物種別漁獲量、交易量等

資訊，進行漁業科學與技術上的分析，再綜

合討論制定符合時期的管理措施，投入研究

與分析則需以長期化觀之，不光只是注意投

入的生產效益，包含採用的漁具漁法之經濟

效益、物種資源量、珊瑚漁業的經營家數與

規模、交易路徑分析、與其他漁業經濟效益

上的競合與重要性、對地方漁業．漁村上的

重要程度等，逐步蒐集資料與分析，善用調

查結果以期永續利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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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寶石珊瑚漁業管理措施之臺灣與日本的比較

管 理 內 容 臺　灣 日　本

漁船基地
限定進出：宜蘭縣南方澳漁港、澎湖縣馬公

第三漁港、高雄市旗津漁港
高知、長崎、鹿兒島、沖繩

記綠作業航跡 船位回報器 船用衛星GPS記綠航跡

船數 60艘，逐步遞減 約380艘

證照許可期間 兼營、1年 1年 (其他 ) 至3年 (高知 )

許可作業期間 不超過220日
(高知 ) 3月1日至5月31日；

9月1日至12月31日

採撈量

實際採撈量年約3公噸；

限制：年總採撈量6公噸；

每艘漁船每年限捕200公斤。

實際採撈量年約3-4公噸；

無總容許採撈量；

(高知 ) 一漁期整體原枝採捕量限500公斤

以下。

採撈報告書 需要 需要

漁法限制 採用珊瑚網、沉石、捲揚絞車之傳統漁法

(高知 ) 僅珊瑚網、禁止底拖網；

(沖繩 ) 僅潛水艇等可選擇性地採集漁法、

禁止底拖網。

限制作業漁區
有；

許可：臺灣經濟海域內的5處漁區
有

其他管理

出港前需通報並啟動船位回報器；

出海後每小時回報船位；

年出口總量限120公斤；

接受觀察員隨船

(高知 )
作業時許可申請人需在船上；

珊瑚未滿規定尺寸需放流；

業者自主管理 (溯源憑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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