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根據聯合國糧農組織統計資料顯示，全

球捕撈漁業產量由 1950 年的 1,700 萬公噸，

至 2012 年已成長逾 9,200 多萬公噸，其中鮪

魚捕撈量也從 59萬公噸左右增加到 700多萬

公噸。外交部統計臺灣參與國際漁業組織概

況相關資料指出，臺灣為全球前六大遠洋漁

業國，鮪魚產業更位居世界第二，作業漁場

遍布三大洋區，鮪魚產業對於臺灣遠洋漁業

之重要性可見一斑。但由於鮪類屬高度洄游

物種，系群活動範圍涵蓋公海以及沿岸海

域，且大部分洄游於各國專屬經濟水域及公

海間，該範圍缺乏任何國家的管理與監控，

故鮪類資源管理極度需要仰賴國際區域性漁

業管理組織成員共同合作。 

本次「21 世紀臺灣漁業永續論壇－國際

鮪漁業面面觀研討會」是由國立臺灣海洋大

學海洋中心主辦，臺灣水產學會及臺灣國際

漁業發展保育協會共同協辦，於 2014 年 12

月 19 日假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第二演講廳舉

辦，由該校之李健全講座教授擔任主持人。

研討會首先回顧臺灣鮪魚產業發展的歷史背

景，針對現今面臨國際上對海洋資源保育聲

浪及貿易制裁措施該如何因應等相關問題進

行討論，最後再以探討產業轉型後該如何維

持臺灣鮪魚產業之經營優勢作結。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張清風校長開幕致詞 

 

研討會內容 
 

本次會議主要針對「遠洋漁業發展背

景」、「發展危機」、「國際組織貿易制裁」

與「國際保育與貿易趨勢之因應」等四大議

題進行分析、探究與討論，特別邀請行政院

農委會漁業署沙志一署長 (現為農委會副主

委)、本所劉燈城主任秘書、國立臺灣海洋大

學劉光明教授、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

協會張正昇執行長、臺灣區鮪魚公會黃昭欽

總幹事、豐群水產股份有限公司李文宏董事

長及銘達漁業公司陳柱龍董事長擔任與談

人，由產、官、學界三面向切入，針對鮪魚

產業發展提出適當之建議。會中首先由國立

臺灣海洋大學黃向文副教授以「臺灣鮪漁業

陳律祺、謝恆毅、林金榮

水產試驗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百年記」作為引言主題，對臺灣鮪魚產業從

古至今之發展作一簡述。臺灣鮪魚產業從

1910 年開始發跡，至 1950－1970 年間，作

業位置由近海逐漸向遠洋發展，直至 1980

年後，大型圍網興起使鮪魚產量大增。雖然

臺灣於 1971 年退出聯合國，因而連帶影響臺

灣在聯合國附屬組織及其他政府間國際組織

的會籍，但由於臺灣漁業實力雄厚，故仍以

漁業實體之身分成為許多區域性漁業管理組

織 (RFMOs) 之成員。然而在漁業快速發展

下，全球漁業資源遭受過度捕撈之威脅，致

使漁業及海洋資源急遽耗竭，國際社會對海

洋保育及管理日趨重視。2004 年大西洋鮪類

資源保育委員會 (ICCAT) 經評估後，認為

臺灣違反 ICCAT 保育措施，因此將臺灣大目

鮪之配額由原先的 16,500 公噸削減為 8,000

公噸 (5 年逐年償還 1,600 公噸)，到了 2005

年，更決議削減臺灣 10,300 公噸的大目鮪配

額，直接使大目鮪配額減少七成。該項削減

配額之貿易制裁措施，引發臺灣正視因船隊

規模過大，致使鮪魚超捕之情況。因此政府

投入約 60 餘億元預算，開始進行許多管理措

施，例如解體 160 餘艘大型鮪釣漁船、召回

大西洋 42 艘漁船、派遣海上觀察員至大目鮪

漁船、執行即時回報之電子漁獲報表、赴西

班牙及南非進行國外港口檢查、派遣漁訓二

號至大西洋與印度洋進行巡護作業與制定投

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管理條例等多項管理措

施。在臺灣通盤檢討及改進下，ICCAT 會員

國於 2006 年同意恢復大西洋大目鮪配額。但

未來臺灣鮪魚產業仍受到不少挑戰，如國際

間對鮪魚資源如何分配利用、臺灣國際地位

之管理制度、面臨中國及太平洋島國崛起之

競爭、鮪魚資源現況及維護生態永續、對於

鯊魚與海鳥等混獲保育議題、漁船幹部及人

力不足與成本上漲但魚價下跌等問題，都是

將來臺灣要確保鮪魚產業能永續經營必須面

對的議題。而在黃向文副教授介紹完臺灣鮪

魚產業發展歷史後，後續由主持人李健全講

座教授提出問題並請各與談人回答，以下分

述之： 

一、目前的爭議點 

劉光明教授表示，臺灣的鮪魚產業目前

有三大爭議面，分別為生態面、法治面及經

濟面。生態方面以混獲議題為主要爭議，由

於鮪魚漁船作業時常會捕獲到非目標魚種，

引起如綠色和平組織等環保團體抗議，因此

如何有效減少混獲一直是重要之問題。在法

治方面以管轄權為主要爭議。海洋資源為各

國所共有，雖然各沿岸國對其專屬經濟海域

內的生物資源擁有掌控權，但公海上的海洋

資源究竟屬於哪個國家，到現今仍是爭議不

斷。而至於經濟方面則以外銷為主要爭議。

雖然臺灣鮪魚主要銷往日本，但臺灣的鮪魚

出口貿易商與日本業者本質上具有相互競爭

與長期合作的競合關係，因此必須於此一關

係中取得適當之平衡點。 

二、歷年來的重要轉捩點 

陳柱龍董事長表示，臺灣鮪魚產業的發

展從自日本引進沿近海鮪延繩釣漁業開始，

當時鮪魚主要作為罐頭加工原料，後來運用

美援和世銀貸款開始發展大型鮪釣漁船。直

至日本冷凍生魚片市場需求大增後，開始發

展超低溫鮪延繩釣漁業，而在臺灣第一艘國

造美式大型鰹鮪圍網船「豐國 707」完成下

水後，臺灣鮪釣漁船慢慢被漁獲效益較高的 



 

 

大型圍網船所取代，並逐漸建立臺灣在國際

間鮪魚產業的領先地位。 

三、科技進步對鮪魚產業發展之影響 

劉燈城主任秘書表示，水產試驗所投入

鮪魚相關研究已經行之有年，無論鮪魚幼魚

的漁撈技巧、鮪魚的標識放流、箱網養殖及

保藏加工等各方面技術皆有所著墨且成果不

斐。而主要負責協助執行鮪魚相關研究之試

驗船起先由海農號擔綱，該艘試驗船常駐於

臺東分所，為延繩釣兼近海多用途試驗船。

之後則由農發會補助與省府配合款興建的海

富號作為鮪魚研究之主力，海富號是臺灣首

艘美式鰹鮪圍網試驗船，並於 1989 年前往巴

紐群島進行美式圍網作業，該航次對於鮪魚

產業發展具有相當重要之意義。同時主秘也

提到，在現今高漁獲強度的壓力下，鮪魚資

源受到相當大的衝擊，因此若要降低捕撈強

度，則必須將捕撈觀念轉換成資源培育，如

此才能使鮪魚產業能夠永續經營。 

四、民間力量在產業發展過程中的幫助

及整合 

黃昭欽總幹事表示，臺灣鮪魚產業歷史

悠久，從民國初年開始發展，當時以 20 海浬

內之沿近海漁場為主，而後逐漸向遠洋拓

展。在民國五十年代，臺灣遠洋鮪釣漁業蓬

勃發展，此時因遠洋鮪漁業規模日漸擴大並

具有國際性，為使業者團結遂成立臺灣區鮪

魚類輸出業同業公會，後來為符合實際情況

更名為臺灣區遠洋鮪漁船魚類輸出業同業公

會。公會存在之主要目的，就是要成為業者

與政府間的橋樑亦即擔任居中協調的角色，

而非只是其中一方的傳聲筒。換言之，公會

在業者與政府間扮演了舉足輕重的角色。 

五、政府機關的相關作為 

沙志一署長表示，鮪魚產業兼具生態、

環保與經濟三大面向，故政府機關對於鮪魚

產業的決策都相當慎重。因此當臺灣受到國

際削減配額之貿易制裁措施時，政府機關需

做出即時的因應措施，此時亟須具備操情布

局之思維與細膩協商之技巧。因此在 2005

年受到 ICCAT 之削減配額的制裁時，政府方

面立即採取許多管理措施，例如減船做為人

工魚礁、投資外國船及派遣觀察員等，而這

些積極的作為也受到 ICCAT 會員之肯定及

認同，因此後續才能使大目鮪配額得以恢復。 

六、對外漁協在鮪魚產業發展過程中之

轉型 

張正昇執行長表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於 1989 年間發起成立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

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主要宗旨在協助政府

及業者爭取對外漁業合作之機會，同時也從

事其他如降低扣船機率、提供必要之漁業資

訊、法令宣導及教育相關從業人員等任務，

因此在鮪魚產業轉型過程中，對外漁協也占

了非常重要之地位。同時為使鮪類相關資料

能夠整合，協會也致力於遠洋漁業漁獲資料

之蒐集、彙整、統計及資料庫維護事項，並

指出要讓臺灣遠洋漁業能夠永續發展，與其

他國家合縱連橫為現今最重要之課題。 

七、豐群水產在面臨島國崛起的威脅下

如何成為當中的佼佼者 

李文宏董事長表示，產業最重要的就是

考慮如何存活以及生存問題。豐群最早是從

事水產品的買賣生意，後逐漸以冷凍鮪魚貿

易為重心，並在國外設立專營鮪延繩釣、圍

網及魷魚的漁業基地。經過一番努力及發展



 

 

後，豐群目前已成為全球知名的水產品貿易

商之一。因此鮪魚產業在面臨太平洋島國崛

起之威脅下，必須建立合作機制，例如透過

創造價值或策略聯盟，使產業能夠維持甚至

擴大，而且對於豐群水產來說，若能好好善

加應用該項技巧，甚至能躍升成為國際鮪魚

產業的領頭羊。 

 

結語 
 

鮪魚是重要的食用魚種之一，除了是優

質的動物蛋白質來源外，同時也兼具生魚片

市場的高附加價值。由於世界人口成長迅

速，相對的對於食物需求量也跟著增長，因

此有限的鮪魚資源承受不住無限制與高壓力

的捕撈，導致全球鮪魚資源枯竭且漁場範圍

縮小，故國際間對資源保育日趨重視，因此

公海漁業管理措施也更趨嚴格。除此之外，

臺灣目前也遇到諸如魚價不振、油價高漲、

餌料減產但價格提高、船員薪水增加、離船

率高及人才斷層等挑戰。身為全球最重要的

鮪魚漁撈國之一，勢必需要確實遵守國際間

對於鮪魚資源的相關保護協定，負擔必要的

責任與提供相當的幫助，使鮪魚資源能維持

甚至恢復。至於面對經營層面的挑戰上，也

可以擬訂淡季休魚、分散售魚時間、開發新

型省能源漁船及降低作業成本等因應措施，

以確保產業的永續經營。是故政府若能強化

遠洋漁業經營策略，儘速制訂妥善的法令規

章，並有效管理鮪漁業的發展，產業界能因

應時代潮流，從而改變根本上的結構，並由

學術界輔以相關的研究成果，在產官學三方

面的共同努力及相互配合下，必可使臺灣鮪

魚產業達成永續發展之願景。

 

國際鮪漁業面面觀研討會與談人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