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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耳目魚養殖生產經營分析

摘要

本研究主要係以財務分析之方法
, 剖析臺灣直目魚、各種養殖型態的經營益本結構及探討不同經

營要素之變動對生產經營效率的影響。藉由不同方法及指標
,
計算調查所得之資料

, 並比較各養

殖型態之經營效率後
, 可發現深水式混養之效率最好。惟 , 多數嵐目魚養殖型態之生產效率並不

高
, 養殖業者可以經由改變養殖型態

, 改善產銷管道、調節供需以穩定魚價以及降低生產成本等

方法來改善經營效率 o

關躍詞 : 諷目魚
, 養殖 ,

經營分析

耳目魚養殖為臺灣水產養殖業中面積最大
, 生產量最

高 , 影響層面最廣之產業。近年來 , 臺灣養殖漁業有

很大的轉型
, 較高經濟價值之蝦類與石斑魚等養殖相

繼興起 , 加上民眾消費習慣的改變
, 使得直目魚有供

過於求之趨勢
,
未來

, 本產業之發展前景如何
,
因而

備受關切。臺灣風目魚養殖
, 無論養殖技術或管理系

統 , 都已建立且能有效掌控 , 未來本產業發展受養殖

經營效率高低之影響較大。因此
, 研究分析耳目魚養

殖生產經營結構
, 對於本產業之發展及協助養殖業者

改善經營困境
, 提升經營效率等具有重要之意義。

過去有關車目魚養殖經營的研究有不少
, 其中 , 有

針對瓦目魚產業生產投入產出關係及其生產力等生

產效率之探討
(

1-3) 也有以社會經濟面為主軸探究養殖

技術效率對耳目魚產業的影響
( 的 )

以及車目魚產業運

銷與價格穩定政策等方面之分析
(6-8) 。在上述研究中 ,

對於臺灣地區耳目魚養殖業之經濟分析皆有相當獨

到之見解 , 且對於本產業之發展及政策之制定助益非

淺。然而 , 由於近年來直目魚養殖產業變化極大
, 且

過去對本產業之經濟分析研究
, 以整體產業或養殖場

規模區分的分析為主
, 也有以鹹水、淡水養殖或以

單、混養問之比較來進行探討。至於以養殖經營型態、

為區分
, 進行直目魚養殖產業生產經營分析則尚付闕

如。有鑑於此 , 本研究擬就臺灣地區瓦目魚養殖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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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 以財務分析的方法進行各種養殖型態之生產經營

分析。本文除了概述臺灣地區耳目魚養殖各種養殖型

態之發展與經營現況外
, 並根據對養殖戶所作之調查

資料
, 進行成本收益與生產經營效率等之分析

,
以提

供養殖業者經營及政府施政之參考。

理論說明、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

一、產業表穩定在度分ffi

本野開涓細 Mid 咐愉快 VmNeumann Ratio 之計

算方法來評估產業不穩定程度
(9)

0 Michaely Index 主

要是用來測忠經濟變數逐年變動情況
, 其計算式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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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經濟變數的變動程度依州的 aely Index 可分

為三級 : F>20 為極度不穩定 ; 10<F<20 為中度不

穩定 ; F< 10 為輕度不穩定。

以 Michaely Index 計算經濟變數變動時
, 在時間數

列資料中
, 若發生數年間經濟變量呈現快速持續上升

之趨勢時
, 所計算出之 F 值往往會很大。因此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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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Neumann Ratio 來矯正此缺點 ,
Von-Neumann

Ratio 在測定連續時間數列中 ,
經濟變動趨勢反轉可能

性之大小。其公式如下 :

n ( /n (
_

) 2

ω
n

R 值的極限介於 O 與 4 之間 ,
當 R 值趨近於 O 時 ,

經濟變數數列朝同一方向變動 ;R 值在 2 左右 ,
經濟

變數數列變動具散開性 ,
波動現象較不規則。 R 值趨

近於 4 則經濟變數數列逐年有升降反覆波動的現象。

上述二式中 X t 為當期之觀察值
, X

t-1 為前一期之

觀察值 'x 為觀察值之算術平均數 , n 為觀察值個數。

二、產痘金星留學毅等言分易于

養殖經營效率的衡量方法很多 , 本文所採用的有 :
( 一 ) 要素生產力分析

以養殖場的投入要 (I n put) 如勞動、資本、土地等與

其產出要素 ( Output) 計算其投入產出係數。土地生產

力、勞動生產力和資本生產力係數的計算方式如下 :

土地生產力 (元 /公頃 )= 養殖總產值 (亢 ) 口養殖總面

積 (公頃 ) (3)

勞動生產力 ( 元/人 ) = 養殖總產值 ( 元 ) 一勞動人數
( 人 ) (4)

資本生產力 (元/元 )= 養殖總產值 ( 元俗頃 ) -;- 養殖

總成本 ( 元佮頃 ) 一個 n 也 n- 一 (5)

此外 ,
養殖活成率與飼料的換肉率更為養殖經營成

敗的關鍵因素。因此利用養殖產品販售數量與其放養

數量的比值 ,
計算其活存率。利用飼料使用量與增肉

量的比值 ,
稱為飼料係數。本文以活存率及飼料效率

為養殖技術指標。
( 二 ) 成本收益結構及益本比與所得率之分析養殖

場的成本可分為直接成本與間接成本。直接成本指與

養殖產量直接有關之成本 , 項目包含有種苗、飼料、

勞動 ( 臨工工資 ) 、水電、藥品及雜支成本等。間接

成本包括按使用年限加以攤提之折舊成本、設備維護

費、整池費、魚、池租金及勞動( 家工或長工 ) 成本等。

在本研究中 ,
家庭成員之勞動成本採固定人員每月三

萬五千元 ,
協助人員每月一萬六千五百元計算。混養

成本係指養殖池中除豆豆目魚外,
其他魚蝦蟹養殖所需

之成本 ,
因混養魚種之投餌及管理與耳目魚同在一

起
,
故本文之混養成本 ,

嚴格說來應指混養生物之購

苗成本及少部分之飼料成本。

此外為瞭解養殖場的經營效率 ,
也進一步分析益本

比 (Benefit-cost ratio' 簡稱 B-C ratio) 與所得率
(Income ratio' 簡稱 IR) 0

益本比的計算式如下 :

BCR= � 竺
TC

(6)

上式中 MI 為混合所得 (以下各式均同 ), TC 為經營

成本

所得率之計算式如下 :

IR= 空空
TR

(7)

本文所述之藍本比與所得率均採用混合所得
(Mixed income) 之觀念 ,

混合所得就是養殖場水產物

銷售的收入 (TR) ,
減去不合家庭成員勞動工資之經營

成本 (TO 0 採用此觀念之主要理由為養殖場的負責人

通常以自有土地興建魚坦或承租魚墟從事養殖 , 並以

家庭的勞動人員為主要的勞力來源 ,
生產單位與家庭

無法完全分開 ,
經營者的所得實際上包括了土地、工

資與利潤等三部分之報酬 ,
因此使用混合所得應比利

潤 (Profit) 更能顯示養殖之獲利性。
(三 ) 淨現值法與獲利能力指數法之分析

由於物價波動因素 ,
需將不同時段之成本與收益換

算成現值
,
才能客觀的比較獲利性與投資間的關係。

利用淨現值 (Net present value' 簡稱 NP 叫可進一步

計算出獲利能力指數 ( Profitabi I ity index' 簡稱 PI) ,

二者均可作為養殖場經營效率之評價方法。由於養殖

場每年之成本、收益、貼現率及設備使用年限皆有波

動 , 為易於實證應用 ,
計算淨現值及獲利能力指數前

仍應有如下之假設與限制 ,
在此先說明之 :

1. 假設每年之成本、收益與貼現率皆不變

事實上這些因子變動極大。本次調查資料顯示 ,
臺

灣地區耳目魚養殖技術已相當純熟 ,
主孔目魚、養殖之活

存率很高
,
近幾年來由於魚、價波動極大 ,

因此年收益

受魚價變動之影響較大。貼現率高低亦直接影響淨現

值的多寡 , 臺灣貼現率一般為 8- 1 0%
' 而本文暫以

10% 計算。

2. 投資設備之使用年限

本文假設養殖場之設備與建築都能夠利用到報廢年

限且無殘值 ; 養殖場之土地價值也不計算在內。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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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養殖池設備之使用年限
, 經調查約為 2-15 年

, 且

以 2-5 年居多
, 本文則以 5 年計算。

淨現值的計算公式可以數學式表達如下 :

n 的。 n l.

NPV= L 一二!'--L�;:0(1 + r)' 1=0(1 + r)'

上式中若僅考慮期初之投資
, 忽略養殖場經營期間

的後續投資
, 則可簡化為下式

口 , 唔 ,
NPV = L 一二�-Co

':;1(1 + r) U

(8)

式中
, NPV 為養殖場的淨現值 , Bj 為養殖場各期

的淨收益
, 亦即經營收入與經營成本之淨額

, Cj 為各

期的資本支出 'n 為養殖場的經營年限
, r 為貼現率 ,

I 為經營年份 ,
i= 1 � n

'
n 刀代表各項設備之使用期限

,

c 。為期初投資金額或期初資本支出 , 期初投資金額為

養殖經營前養殖戶對養殖場進行之投資建設。NPV 愈

高
, 投資效挂愈高

,
當 NPV 為負時

, 表示該投資將

虧損。

獲利能力指數法在本質上是由淨現值法發展而

來
, 本方法亦考膚了貨幣的時間價值與所有的現金流

量。 PI 值可顯示養殖投資計劃之相對獲利率或單位成

本的效益現值
, 當 PI 值大於 1 時

, 表示可進行養殖投

資
, 且 PI 值愈大表示其投資報酬率愈佳。其計算公式

為

NPV
PI= 一一一

Co

(四 ) 損益平衡點 (Break-even Point' 簡稱 B.E.P.
)

分析

損益平衡點分析係對養殖產量、成本與利潤間之關

係進行均衡性分析
, 透過損益平衡點之分析

, 可進一

步認識產品價格、銷售量、成本與利潤間之關係
, 以

做為養殖戶調整經營策略之依據。

進行損益平衡點分析前
, 應先將養殖成本按其性質

分為固定成本 (Fixed cost) 與變動成本 ( Variable

cost) 兩類。固定成本包含期初設備之折舊費、勞動

成本之間定薪資及魚堪租金等
, 其成本總額不隨產量

增減而改變 ; 變動成本包含有種苗費、飼料費、勞動

成本之臨時工資、水電費及其他成本等
, 其成本總額

會隨產量增減而改變
, 但為分析方便

, 通常假定為同

比例之變動。

(9)

進行損益平衡點分析需根據下列幾項基本假

設
(1 日

) .

1. 單位售價在任一數量水準下皆不變 O

2. 以固定與變動成本區分所有成本 o

3. 各項生產因素之價格均維持不變。因此單位變動

成本不隨產量比例改變。

4. 管理政策、技術方法及人工與機器效率均不變
,

成本控制亦如常。

5. 產品組合相同 , 貢獻邊際不變化。

本分析有下列四項指標 :

1 .損益平衡點

令 p 為產品價格 , S 為產銷量 , FC 為固定成本 'V

為單位變動成本
, 則 :

FC
S6 肘 .(B.E.P. 數量 )=-

士- nu1

丸 E.p.(B.E.P 金鏽鏽額勸)

P

2. 利量率 (仲Pr昀of侃i扯tιt-v卅V叩01 仙um鬥m吶le r悶a泣甜tiωi怕0' 簡寫為 plv)

每單位銷售收入 (p) 可用以償付單位變動成本

(v) , 並以其剩餘廿一 v) 分攤固定成本
, 此即為

單位貢獻邊際。利量率愈高
, 收回固定成本愈快

, 達

到 B.E.P. 及產生利潤也較容易 o 其計算式如下﹒

)11(

利量率 (PI,) = 丘之 =1 工
/ V P P

3. 安全邊際 (Margin of safety' 簡稱 MS)

指實際養殖產銷量 (s) 和盈虧平衡點生產量

(SBU) 之間的差額 o 安全邊際愈大
, 表示利潤較具

安全性 , 經營之獲利就愈多
, 其計算式如下 -

MS= S - S B.E.P.

至於經營安全邊際率之計算式如下 :

(12)

經營安全邊際率 (MIS) =�
J 8.EP

(13)

4. 臨界價格 ( Break 可 even price)

臨界價格係指淨現值為 O 時養殖物之售價
, 亦即養

殖業者僅能維持收支平衡
, 無利潤存在時

, 養殖物的

售價。其計算式如下 :

臨界價格 (P)= Y r/Q (14)

Yo: 利潤為 O 時之收益 ; Q: 產量 ; p: 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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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distribution of sampled milkfi 的 farms by areas and types.

Unit: Number

Baitfish*

Shallow Deep
water water

Deep water

Mono- Poly-
culture culture

5 7

25 11

12 3

10 4

3 1

Chiayi Hsien

Tainan Hsien

Tainan City

Kaohsiung Hsien

旦旦旦旦 Hsien

Total

*The cultured milkfish is used as baitfish for deep-sea fisheries.

( 五 ) 因素變動下之敏感性分析

影響養殖經營效率的外在因素甚多 ,
例如產品售

價
,
變動及固定成本之變動及養殖的活存率等皆可影

響養殖經營的要素生產力及其他各項經營效率指標。

此外在前述淨現值與獲利能力指數之計算中 ,
折現率

與經營年限是影響結果的重要變數。本文為因應上述

變數的變動乃以不同之魚價、變動成本、固定成本、

活成率及折現率 ,
計算其淨現值、獲利能力指數及

5
、

B.E.P. 等
,
以說明因素變動對於養殖經營效率的影響 ,

進而探討養殖業者為提升經營利潤而可f采用之策略。

三、黃7平氣d皆兵碟平tJ 寧主委

本文研究之時間數列以 1975-1997 年為基礎 ,
各項

Area \ Type Shallow
water

5

'

耳目魚養殖業發展回顧與養殖現況

一、 �fj 漁要蒼業主季度E 館

(一 ) 養殖面積與生產量值之變動及長期趨勢觀察

臺灣地區貳目魚養殖面積在 1984 年以前 ,
大多維

持在 15,000 公頃左右 ,
近年來則多在 11,000 公頃上

下波動。年產量在 1989 年以前 ,
大多維持在 21,159-

39,859 公噸 ; 1990 年以後產量大多維持於 41,298-

66,784 公噸間 (Fig. 1.) 。為考慮各年份問貨幣實值之

差異
,
故將產值及平均價格之資料以 1996 年直售物

物價指數基期進行平滅。年產值在 1975-1993 間 , 一

般均末超過 20 億元 ; 1994 刁 997 年則維持於 30 億元

養殖生產統計資料則以臺灣地區漁業年報之資料為

準。成本收益與投資等之經濟資料則依據作者於

1998-1999 年執行臺灣省政府公務預算項下漁業經濟

調查計畫所得之資料。此一調查計畫係針對直目魚主

要養殖縣市選擇適當之養殖戶 ,
且其養殖場經營面積

在 0.1 公頃以上者為調查對象。調查有效樣本數共有

111 戶 (Table 1 ) 。傳統淺坪式及釣餌深水式養殖調

查樣本數偏低之原因 ,
係因臺灣地區採用傳統淺坪式

養殖型態之業者已明顯減少至約十戶 ,
而釣餌深水式

養殖尚屬新興養殖型態 ,
目前較少見。調查方式係採

養殖場實地查訪問填寫問卷以取得原始資料 ,
其內容

包括魚苗價格、收成時之魚、價、養殖經營之期初投資

與年經營成本、養殖管理方式等。此外 ,
並以電話追

蹤
,
以增加資料之正確性。

Total

10

10

26544

可

lEJqL

司

l

5

20 5 111

左右。平均價格在 1977 年為最高達到的元/公斤 ;

1982 年以後開始下滑 ,
到 1990 年跌至谷底 ,

價格僅
33 元/公斤 ; 爾後雖緩慢上揚 ,

但大多維持在 42-46

元治斤。生產力值在 1982 年以前都界於 1.56-1. 98 ;

而 1983-1994 年大體維持在 2.01-3.47; 1994 年以後

則多在 6-6.5 上下移動 o

1975-1997 年鼠目魚養殖業的成長分析中 ,
養殖面

積及平均價格為負成長 ; 產量、產值及生產力均呈正

成長 (Table 2) 。若只觀察 1988-1997 年之變化 ,

平均價格是負成長 ; 養殖面積、產量、產值及生產力

均為正成長。由上述資料顯示 ,
直目魚產業因產量持

續成長
,
而消費市場對軍目魚之需求減緩 ,

形成供過

於求的現象 , 造成價格下跌呈現負成長之趨勢。此外 ,

產值雖受價格影響很大 , 但由於產量成長之幅度大於



臺灣耳目魚養殖生產經營分析 13

價格下跌幅度 , 故產值仍呈緩慢上升之趨勢。同樣的
,

直目魚養殖面積雖然減少
, 但因貳目魚養殖技術已非

常純熟
, 故在單位產量增加幅度較大之情形下

, 生產

力也有上揚之趨勢 o

50-Culture Area
(昀 0叫 nd HA)

30-1 +-- 九失不干�

(NT$!l<g) 40

20

70-j Production in Quantity / ＼＼ 錯

⋯ 501 ＼�.� � �

30
20-;

3 -I 什# 九�

一⋯一⋯

恥~ 、. . �-�-�-N�!’

nHom內
Unu

(MT!HA)

production in Value

忠、 t. / 戶、＼
".x>., 恥的伊⋯咐

, 一＼/ 心一
�-,,"".&-

⋯山海川、
--...

Fig. 1. Changes in price, production, culture area, and productivity of milkfish culture

industry in Taiwan, 1975-1997.

Source: Taiwan Fisheries Bureau; Fisheries yearbook, Taiwan area, 1975-1997

Table 2. Regression equations and annual mean growth rates of culture area, production,

price, and productivity of milkfish culture industry

A=-3.41t + 169.42
(-6.21)* (22.49)*

r2=0.647 F=38.55*
Q=1.68t + 18.59

(3.77)* (3.05)*
r2=0.403 F= 14.18 *
V=0.08t2 -1.53t + 25.69

(2.66)* (-2.13)* (6.88)*

r2=0.346 F=2.73*

P=-1.71t +81.57
(-4.24)* (14.78)*

r2=0.461 F=17.95*
p 只 =0.22t + 0.64

(5.89)* (1.24)

r2=0.623 F=34.76 *
*Significance at 5% level and ( ) was the t value

log
0"

-log 00
抖

Annual mean growth rate= 10 n -1

Dn : the date of n year, Do : the date of initial year

Culture area
(hundred HA)

Production in
quantity

(thousand MT)

Production in
value (100

million NT$)

Price (NT$/I<g)

Productivity
(MT/HA)

Regression equation
Annual mean

growth rateH

1975-1997 1988-19971975-1997

2.53% 2.14%

2.75% 4.54%

1.33% 2.44%

-1.38% -2.01%

5.42%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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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直目魚養殖業不穩定程度分析

在假設鼠目魚養殖業為完全競爭市場且養殖

戶為價格接受者下 ,
就養殖面積、產量、產值、

平均價格及生產力等方面進行不穩定程度分析
(Table 3) ,

其中產值及平均價格已先行平滅。

EnQdftkmOL-tre--OWV+tcu'dOVEny
a

αnaecrny'notCHuaoorn
「aer丸

uerutUFLnHOP3tF3etvr.d2u
h
閃

y

c
、

MVI

n
到

U
也n

.可
J

σ
D

e-mMm

a
叮TK

Items

Michaely index (f) Von-Neumann ratio (R)

1975-1997

仁 ulture area 8.6802

38.6203Production in quantity

Production in value 29.2713

Price 16.8407

38.5391Productivity

由表中可知 , 1975 司 1997 年貳目魚養殖業之養殖面

積為輕度不穩定且朝同一方向變動 ,
平均價格為中度

不穩定也是朝同一方向變動 , 而產量、產值及生產力

為極度不穩定 ,
產量與產值之波動現象較不規則 , 生

產力之波動也有朝同一方向按動之趨勢。若只觀察

1988-1997 年之資料 ,
則除養殖面積屬中度不穩定且

朝同一方向變動 ,
產量、產值、平均價格及生產力皆

為極度不穩定 ,
其波動方向除平均價格稍偏向於朝同

一方向變動外 ,
其餘之變動方向則呈不規則狀態。由

不穩定程度之測定結果可暸解 ,
二十多年來臺灣地區

直目魚養殖業之發展不穩定程度很高 ,
特別是近十年

來本產業發展不穩定程度更加明顯。由於價格直接影

響收益及產業發展 ,
因此如何穩定本產業之平均價格

將是今後輔導業者經營之重要課題 O

二、賽瘤湯留學弱2 估分易于

(一 ) 貳日魚養殖業經營型態

臺灣風目魚養殖早期是以西海岸的一些瀉湖修築

而成之鹹水魚坦 ,
利用海水漲退潮進行排換水 ,

而發

展成獨樹一幟之養殖方式 ,
屬粗放式淺水養殖 ,

其單

位面積生產力較低 , 稱之為傳統淺坪式養殖 , 也稱為

鹹水式養殖。目前採用木型態進行養殖經營之區域主

要在台南縣七股地區 , 但僅剩少數幾家。

1960 年代開始有淡水嵐目魚養殖 ,
初期每公頃約

只放養 2-3 百尾。直至 1978 年 , 因直L 目魚魚價不錯 ,

1988-1997 1975-1997 1988-1997

12.0696

68.4625

0.2317

1.3814

0.3340

1.7544

45.2005 1.3947 1 .4820

23.8635

62.0183

0.6722 0.8762

0.8592 1.1784

誘使養殖戶開始嘗試單養且逐漸演變成目前之深水式

養殖 ' 亦有人稱之為淡水式養殖。近年來
,
有少部分

養蝦池因經營不易而改放養 !lR 目魚並混養其他魚蝦 ,

再加上原本之風目魚養殖場經營也困難 ,
乃混養其他

魚蝦以增加收入 ,
使得深水式混養之型態日益增多。

本次調查養殖業者混養之種類極多 , 但主要以砂蝦、

草蝦及淡水蝦為主 ,
而以蟹、鳥魚或豆仔魚為輔 ,

形

成多樣化之搭配組合 o 目前深水式養殖型態以嘉義

縣、台南縣 (市卜高雄縣及屏東縣等為主要地區。

1970 年代 ,
因為遠洋賄釣漁業之發展 ,

每年所需

之魚餌種類也增多
,
其中最主要之魚餌為風目魚及秋

刀魚。因此 ,
釣餌養殖在貳目魚養殖產業中逐漸形成

一種養殖型態。早期釣餌養殖分佈在臺灣南部沿海地

區 ,
其中以屏東縣東港及高雄縣永安、彌陀為主 ; 由

於當時東港地區賄釣漁船使用量最多 ,
故當時釣餌養

殖集中在東港地區
,
並以東港為集散地

(1)

。釣餌養殖

大多採淺坪式養殖 ; 近年來
,
有部分養殖戶已改採深

水式養殖。但由於近來臺灣地區賄釣漁船在菲律賓及

印尼等地直接補充所需釣餌 ,
耳目魚餌之需求量已減

少許多 o 目前
, 釣餌養殖之主要產地以台南縣、市為

主。
(二 ) 養殖場經營規模及方式

傳統淺坪式養殖場平均規模為 87.5 公頃 ,
單池平

均面積為 6.19 公頃。深水式單養養殖場規模別以 3

公頃以下居多 ,
平均規模約為 4.51 公頃 ,

單池平均面

積為 0.85 公頃。深水式混養養殖場規模別以 6 公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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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居多
, 平均規模為 4.88 公頃

, 單池平均面積為 0.77

公頃。

釣餌養殖深水式養殖場平均規模為 1.83 公頃
,
單

池平均面積為 0.44 公頃 ; 淺坪式養殖場以 20-40 公頃

者居多
, 平均規模為 32.25 公頃

, 單池平均面積為 3.7

公頃。由此可見 , 兩種釣餌養殖類型之單池平均面積

差異頗大。

軍目魚養殖業之經營勞動來源以經營者個人為

主
, 配偶或小孩則協助管理

, 在收成時才僱工協助。

依據本次調查資料
, 臺灣地區直目魚、業經營以家庭式

獨資經營為主 ( 約佔 92.61%)
, 偶有合資經營者 (約

佔 7.38%)
, 但卻很少有公司型態經營者

, 此與其他水

產養殖情形相似。

養殖戶除自有魚、坦外
, 有時也會租用他人魚墟。臺

灣地區貳目魚養殖業經營與其他養殖業稍有不同
, 以

自有魚f且為主 (Table 4) 。此應與瓦目魚養殖業發展較

早且魚價低落有關。租用魚池進行養殖可能將會減低

利潤 , 增加虧本的風險。租用魚祖之年租金 , 深水式

養殖場年租金約 2-3.5 萬元必頃
, 淺坪式養殖場年租

金約 5-8 千元必頃 o

Table 4. The distribution of ownership of sampled milkfish farms.

Culture type Own

Deep water

Monoculture 42

Polyculture 18

Shallow water 5

Baitfish

Shallow water 9

Deep water 5

(三 ) 放養期及放養密度

目前
, 直目魚養殖除釣餌淺坪式養殖有明顯一年放

養二季外
, 幾乎大多數養殖業者一年只放養一季。傳

統淺坪式養殖魚苗放養月份集中在四月份 ; 深水式單

養集中在三至五月
, 而以五月份為旺季 ; 深水式混養

亦集中在三至五月
, 但以三月份為旺季。因為養殖業

者之放養月份集中在三至五月
, 也造成本省訊自魚之

盛產期為七至十月
, 部份深水式養殖業者為避開盛產

期
, 而將放養月份稍微挪後以期提高魚價。釣餌淺坪

式養殖一年分成二季放苗 , 第一季放苗時間為四月 ,

第二次再六至十月 , 其中以十月份較多 ; 釣餌深水式

養殖放苗月份為四至六月 o

放養之魚苗規格在一般深水式訊自魚養殖以 5 吋

魚苗為主
, 單養池亦有部份養殖業者放養 0.8 吋之魚

苗 ; 傳統淺坪式養殖則以 5-6 吋之魚苗為主 ( Table

5) 。每公頃放養密度 , 隨放養魚苗規格而有所差異
,

深水式單養平均放養密度為 3.2 萬尾 /公頃
, 深水式

Own+ Annual rental
Rent

Rented (10 Thousand NT$/ha)

12 3.48

7 2.16

O O 0.54

4 7 0.76

O O 2.01

混養則為 2.3 萬尾 /公頃
, 而傳統淺坪式養殖平均放

養密度為 0.22 萬尾 /公頃。釣餌養殖之業者則放養
0.8 吋魚苗 , 其淺坪式養殖兩季平均放養密度為 8.2

萬尾 /公頃
, 而深水式養殖平均放養密度為 22.3 萬尾

/ 公頃。
( 四 ) 養殖場負責人之學歷及年齡

由調查資料顯示
, 貳目魚養殖場負責人學歷以小

學畢業者為多
, 其次為高中職及國中畢業者

,
不識字

與大專以上學歷比例都較少。年齡層分布以 60 歲以

上最多
, 其次為 40-49 歲者

, 30-39 歲與 50-59 歲

比例相近。由養殖場負責人之年齡層可知
, 年輕人對

投入本產業一直興趣缺乏
, 因此只有靠中老年齡層之

業者繼續經營。

三、產紛紛丘吉貫正帶會去王 C

臺灣地區直目魚、產業的垂直分工可區分為受精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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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孵化育苗、成魚養殖及運銷上市等 (11)
0 目前

,
魚

苗之主要來源為人工苗 ,
繁殖業者提供受精卵予育苗

業者 ,
育成後以 4 : 6 ( 繁殖業者 : 育苗業者 ) 之比例

分配售苗所得。魚苗大多送往南部之魚苗批發商 ,
再

銷售給有需求之養殖戶 ,
只有極少部分養殖戶會直接

找育苗業者購苗。釣餌養殖業者所養成之耳目魚會依

賄釣漁船之需要及成魚養殖市場需求而調整出售。

Table 5.

養殖業者生產之耳目魚主要是售與販運商 ; 販運

商收購後大多數運往消費地魚市場出售 (Fig. 2) 。

批發商則售與零 tit 商或加工廠 , 零批商主要從消費地

魚市場購買魚、貨, 然後賣給零售商 ,
再由零售商販賣

給消費者 ,
此外消費者亦可由超級市場購買車目魚。

而風目魚外銷皆由販運商轉賣給貿易商再以冷凍魚

方式辦理出口 ,
主要外銷國家為美國。

The size and stocking density by culture types.

Culture type
Size (inch)

0.8 2

Deep water

Monoculture 12 9

Polyculture 2 6

Shallow water

Baitfi sh

Shallow water 20

Deep water 5

Fish market at production

area

Farmer

Wholesale market

� Main channel

Stocking density

(10 Thousands seeds/ha)

3 4 5 6 7 Max Min 九1ean

5 3 22 2 2 5 2 3.2

11 4 3 3 2 2.3

2 3 0.25 0.2 0.22

12 6.4 8.2

25 20 22.3

Retailer

Large

consumer

.
仁 onsumer

l斗 Expo 同

. secondary channel

Fig. 2. Marketing channels of milkfish aquaculture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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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成本收益分析

一、第加侵 :黃丘吉拉

在本次調查中 , 魚池之土地與固定設施及相關之房

屋建築不列入期初投資成本項目計算。深水式養殖期

初投資設備主要項目分別為地下水井、抽水馬達、發

電機、增氧機、噴料機及進排水管等 (Table6) 。深

水式單養及混養之平均期初投資金額分別為 29.58 萬

元怯頃及 24.26 萬元 /公頃。傳統淺坪式養殖之期初

投資設備較少
, 主要有抽水馬達及進排水管

,
期初投

資金額約為 1.73 萬元必頃。釣餌養殖方面
, 深水式

與淺坪式之期初投資金額有很大之差異
, 前者期初投

資金額約為 46.89 萬元佮頃 , 後者期初投資金額則約

只 10.96 萬元/ 公頃。
分析上述各鼠目魚養殖型態之期初投資金額

,
可

發現臺灣地區耳目魚養殖業每公頃之期初投資金額

並不比鰻魚、九孔 ( 約 100-200 萬元/公頃 ) , 石斑魚、

鱷魚、斑節蝦 ( 約 50-90 萬元/公頃 ) 及草蝦、牡蠣 ( 約

Table 6. Initial investment by culture types.

Items
Expired

period

Ground water pump

Surface water pump

Electromotor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system

Aerator

Automatic feeder

Overwintering facilities

Others

10 years

5 years

15 years

10 years

5 years

3 years

3 yea rs

2 years

Total

生產經營效率分析

一、軍葉生產力及要須設游去? 平安分易于

各養殖型態之要素生產力及養殖技術效率指標
,
詳

-e

間
加
一
的
口
向
肘

,u',--

4u-5156

AC-

30-50 萬元/公頃 ) 等養殖場高
(12) ,

在經濟養殖魚類

中應屬中低程度投資之產業。

二、丘吉本身段益 tzttiJ:

根據調查結果 , 風日魚養殖經營成本以深水式養殖

較高
, 每公頃約為 60-80 萬元 ; 淺坪式養殖經營成本

較少
, 只需約 3-10 萬元 (Table 7) 。成本結構中直接

成本以飼料成本所佔比率最高
, 其次為種苗成本 ; 間

接成本則以家庭成員之薪資佔最多
, 其次為土地成

本。

收益方面以深水式養殖較淺坪式養殖為高。比較各

聲殖型態、利j閏後可發現
, 除深水式混養有較好之經營

利潤外
, 其餘各型態之經營利潤均很低

, 甚至有虧損

之情況出現。本研究採用混合所得之觀念進行分析後

得知
, 深水式單養及混養

, 均在扣除家工成本後尚有

維持家庭生計所需之所得 ; 而傳統淺坪式養殖及淺坪

式釣餌養殖在扣除家工成本後之所得仍然偏低
, 至於

深水式釣餌養殖則也是虧損。

Unit: 10 Thousand NT$/ha

Deep water Baitfish
Shallow

water Shallow

water

Deep

wa ter

2.83

4.83

8.79

10.34

Po 秒-
culture

4.46

1.40

5.18

5.06

0.30 0.57

1.43 2.23

6.39

1.46

5.94

1.33

0.86 15.86

1.41

7.29

2.24 0.89 2.82

29.58 24.26 1.73 10.96 46.89

列如 Table 8 。成魚養殖要素生產力以深水式單養最

好
, 傳統淺坪式最差 ; 釣餌養殖要素生產力則以淺坪式

養殖型態較好。養殖技術效率以活存率及飼料係數為指

標
, 成魚養殖活存率以深水式單養最高

, 飼料係數則以

深水式混養效率較高 o 養成期間以深水式混養較坦。釣

餌養殖活存率以深水式較高
, 養成期間以淺坪式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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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cost and return by culture types.

Unit: 10 thousand NT$/ha

Table 7.

Baitfish
Shallow

water

Deep water

Poly-

culture

Mono-

culture Deep water

4.83

32.67

7.17

3.89

0.40

0.88

49.84

6.00

2.83

2.50

2.01

23.20

Shallow

wa ter

3.85

1.02

0.31

1.38

0.20

0.14

6.90

0.74

0.17

0.22

0.76

1.47

0.68

0.83

0.12

0.26

0.02

1.89

0.07

0.04

7.78

30.89

3.45

3.15

0.68

0.66

1.61

48.22

7.99

29.07

5.56

4.44

1.29

0.83

1.54

0.99

2.58

2.16

10.99

49.19

2.09

1.43

1.89

3.48

15.02

Direct cost

Seed

Diet

Electricity

Occasional labor

Medication

Miscellaneous

Polyculture

Subtotal

Indirect cost

Depreciation

Maintenance

Arrange farm

Land

Items/T ype

36.55

86.39

61.93

-24.38

-1.18

-1.37

-1.91

3.35

10.25

10.79

0.53

2.00

19.51

18.54

0.54

0.91

1.56

3.46

3.61

0.15

1.06

30.64

29.36

18.27

66.48

82.93

16.44

27.43

41.26

33.08

23.91

73.11

72.41

-0.69

14.33

19.60

19.79

Salary

Subtotal

Total cost

Retu rn

Profit

Mixed income

B-C ratio (%)

Income ratio (%)

The technical and productivity efficiency analyses.Table 8.

Feed

efficiency

Culture period*

(months)

Survival
rate(%)Labor

(10 thousand

NT$/worke 吵

Productivity

Land Capital
(10 thousand (10 thousand

NT$/ hay NT$/10 thousand)

1.33

1.86

7.6

6.2

6.5

91.64

88.15

87.50

0.31

0.78

0.36

0.99

1.25

1.04

72.41

82.93

3.61

Deep water

Monoculture

Polyculture

Shallow water

Baitfish

Shallow water

Deep water
5.1 * *
9.6

83.68
87.33

* 仁 ulture period was the time that requires the fi 的 to grow to market size

**Twice per year, one is 2.3 months and the other is 2.8 months

0.41

0.25

1.05

0.72

10.79

60.93

養殖之 NPV 及 PI 為正值 ,
釣餌養殖則皆為負值 ( Table

9) 。進一步分析可知 ,
成魚養殖以深水式混養生產

經營效率最好 , 其次為傳統淺坪式養殖 , 深水式單養

二、法尹窮鎧處是亨乎乎結力是亨1!t� 分易于

E 目魚養殖之淨現值與獲利能力指數分析中 , 成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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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差 ; 而釣餌養殖經營效率則非常低。

三、是軍益主宇晨在罪于分易于

各養殖型態之固定成本與變動成本如 Table 10 所

示 o 其中
, 深水式混養變動成本之計算是將所有產品

產量之糖、合做為本養殖型態之產量。依據損益平衡點

分析指標之公式
, 可分別計算出損益平衡點、干 IJ 量

率、安全邊際率及臨界價格 :

1 .損益平衡點

各訊自魚養殖型態之損益平衡點 ( 產量
,
產值 ) 分

別為深水式單養 ( 18.51 公噸 , 7 4�64 萬元 ) , 深水

式混養 ( 12.73 公噸 , 61.38 萬元 ) , 傳統淺坪式 ( 1.03

公噸 , 3.61 萬元 ) , 淺坪式釣餌 (6 萬尾 ,9.42 萬元 ) ,

深水式釣餌 ( 59 萬尾 , 188.70 萬元 ) 。各鼠目魚養

殖型態目前之產值及產量與上述損益平衡點資料相

比較後
, 顯示深水式單養及深水式釣餌養殖均未超過

損益平衡點
, 將有虧本之虞。

2. 利量率

深水式單養特 27.41
= 0.320

n / 33.86
深水式混養院 = 1 一一一一 = 0.298

IV 48.21

傳佛坪式 pi =1_19.98 =0.429

淺閥釣餌何 =1
一

0.95
= 0.395

深水式釣吋 2.56=0.192

顯示除深水式釣餌養殖業者每銷售 1 元 , 僅能節餘

的 9 元用以攤銷固定成本
, 其餘各養殖型態每銷售 1

元 , 可攤銷固定成本之金額約為 0.29 扎的元。

3. 安全邊際率

深水式單養 MS = 17.67 -18.51 = 一 0.84 公噸

. ,
J 一 0.84

MI -一一 =-5%
I;)B.E.P. 18.51

深水式混養 MS = 15.64 -12.73 = 2.91 公噸

2.91
= 一一一一 = 23 可/。

12.73�B.E.P

傳統淺坪式 MS = 1 .04 -1 .03 = 0.01 公噸
AA/ 0.01

"lSB.E.P.
=

1.03
= I 10

淺坪式釣餌 MS = 7 - 4 = 3 萬尾

M/. = 三 = 75I;)
日 .E.P. 4

深水式釣餌 MS=22-59=-37 萬尾

� BE.P

-37
= 一一 = -63 %

59

由上述資料顯示深水式混養、傳統淺坪式及淺坪式

釣餌養殖之安全邊際率均為正
, 表示這些養殖型態實

際銷售量超過損益平衡量。而深水式單養及深水式釣

餌養殖之安全邊際率均為負值
, 顯然兩者之實際銷售

量均少於損益平衡量。

Table 9. Analyses of present value, NPVand investment ratio. (Discount rate 10%
; Expired period 5 years)

Unit: 10 Thousand NT$/ha

Deep water

Items. 斤ype
Mono-culture

Initial investment 29.58

Return 72.41

Present value of return

仁 ost*

301.93

58.09

Present value of cost 242.23

NPV 24.69

PI 0.83

*Excluding the salary of family labor.

Haitfish

Poly-culture
Shallow water Shallow

Deep water
water

24.26 1.73 10.96 46.89

82.93 3.61 10.79 61.93

345.79

55.49

15.23 46.15

8.78

258.25

2.55 63.19

231.39 10.63 36.61 263.49

79.74 2.44 -2.28 -51.66

3.29 1.41 “ 0.21 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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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0. The unit variable cost and fixed cost of milkfish farming.

Deep water

Items/T ype 九10no-

culture

Unit variable cost (NT$/Kg ; tail) 27.41

Fixed cost (10 thousand NT$/ha) 23.91

4. 臨界價格

依據式 14 計算出本次調查各養殖型態之臨界價格

如 Table 11 。比較目前魚價與臨界價格後可瞭解 ,
除

深水式混養外 ,
各養殖型態之目前價格皆低於臨界價

格 o 亦即目前魚價過低 ,
甚至已低於養殖業者經營之

成本價。

因素變動之敏感性分析

產品售價、固定成本、變動成本、活存率、貼現率

及使用年限等都會影響養殖經營之各項現值及經營

效率指標之變動。由因素變動之敏感性分析結果 ,
在

目前嵐目魚養殖的益本結構下 ,- 提高售價」及「降

低單位變動成本」對提前實現損益平衡點及增加利潤

的效果最顯著 ( Table 12.1-12.5 ) 。提高售價策略的

Table 11. The current price and break-even price.

Deep water

Items/Type 舟10no-

culture

Current price 40.33

Break-even price 45.78

Poly-

culture

Shallow
Baitfish

Shallow
water Deep water

water

33.86 19.98 0.95 2.56

18.27 1.56 3.72 36.55

方式諸如 : (1) 選擇有利的銷售時機 (2) 選擇最佳

的銷售管道 (3) 提升魚貨品質 o 在降低單位變動成

本方面 ,
則由飼料費切入最為有效 ; 降低單位變動成

本之方式則有 (1) 組織經營產銷班 ,
共同採購 ,

以

降低資財進貨成本。 (2 ) 採用自動化管理模式 ,
減

少勞動成本支出 o

此外 ,
由表中可發現貼現率與使用期限的變動對於

γ B.E.P 及利潤並無影響 , 但是當貼現率提高時 , 因折
算成現值之收益減少 , 故淨現值降低 , 獲利能力指數
減少 ; 而當使用年限縮短時 ,

同樣的淨現值與獲利能

力指數減少 o 因此
,
當貼現率增加或使用年限縮短

時 ,
養殖業者要有更好的養殖管理技術 , 以維持收支

平衡。所以 , 養殖戶在進行投資經營時 , 需事先衡量
本身養殖技術與對投資設備之維護程度 , 期能經養殖
經濟效益初步評估後 , 再投入養殖工作。

Unit; NT$/kg ; tail

Poly-

culture

Shallow
Baitfish

Shallow
water Deep water

water

48.21 * 35.00 1.57 3.17

46.61 37.54 1.86 5.06

*Current price for the polyculture operation represents a weighted price by
a" species cultured

in that systeml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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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2.1.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deep water milkfish monoculture type.

NPV ( 1 0 thousand NT$)

PI

5 B.E.P

( 10 thousand NT$ )

Reduce rate of

5
、

B.E.P

Mixed income

( 10 thousand NT$)

Raise rate of mixed Income

Current

status

24.69

0.83

74.64

14.33

Price

Raise

5%

38.41

1.30

67.78

9%

17.94

25%

Variable

cost

Reduce

5%

33.99

1.15

67.48

9%

16.77

17%

Fixed

Variable scheme

Survival

cost

Reduce

5%

29.19

0.99

70.90

5%

15.50

8%

rate

Raise

5%

29.44

1.00

74.64

15.57

8%

Table 12.2.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deep water milkfish polyculture type.

NPV (10 thousand NT$)

PI

5
、

B.E.P

( 10 thousand NT$ )

Reduce rate of

5 B.E.P

Mixed income

( 10 thousand NT$)

Raise rate of mixed income

Current

status

79.74

3.29

61.38

27.43

Price

Raise

5%

95.58

3.94

55.18

10%

31.59

15%

Variable

cost

Reduce

5%

90.85

3.74

54.91

10%

30.35

11%

Variable scheme

Fixed cost

Reduce

83.43

3.43

58.31

5%

28.36

3%

Survival

5%

83.47

61.38

28.41

Expired

且也d

Reduce

主主旦r

15.78

0.53

74.64

14.33

rate dd
一
叫

n

﹒

@-0

.Mn

一

-UFe-dxp-m

E
ι

,
止

-RRaise

5%

62.85

3.44

61.38

27.43

4%

year

2.59

21

Discount

rate

Raise

5%

18.39

0.62

74.64

14.33

Discount

rate

Raise

5%

67.83

2.79

61.38

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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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2.3.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shallow water milkfish culture type.

NPV ( 10 thousand NT$ )

PI

5
、

B.fY.

( 10 thousand NT$ )

Reduce rate of

5
、

BEP

Mixed income

( 10 thousand NT$ )

Raise rate of mixed income

Table 12.4.

Current status

2.44

1.41

3.61

1.06

Variable scheme

Price aEp3oCde尸
防
川

e','
,
斷

uealaMO-mu

v Survival
rate

Raise
5%

Reduce
5%

Reduce
5%

2.84 2.74

Raise
5%

2.72

1.57

3.61

1.15

8%

Expired
period

Reduce 1
year

1.76

1.02

3.61

1.06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shallow water milkfish culture type for baitfish.

NPV ( 10 thousand NT$ )

PI

5
、

B.E.P.

( 10 thousand NT$)

Reduce rate of

5 Bf.P

Mixed income

( 10 thousand NT$)

Raise rate of mixed

Income

Current

status

-2.28

-0.21

9.42

2.00

Price

Raise

5%

-0.15

-0.01

8.77

7%

2.56

28%

3.14

1.81

3.42

5%

1.24

17%

Variable

cost

Reduce

5%

-0.95

-0.09

8.71

7%

2.36

18%

1.64 1.58

3.41 3.45

5% 4%

1.16 1.14

9% 8%

已lariable scheme

Fixed cost

Reduce

5%

可 1.58

-0.14

8.95

5%

2.19

10%

Survival

rate

Raise

5%

-1.45

-0.13

9.42

2.27

14%

Expired

E 史正
Reduce

1 year

-3.70

-0.34

9.42

2.01

Discount
rate

Raise
5%

1.96

1.13

3.61

1.06

Discount

rate

Raise

5%

-3.29

-0.30

9.42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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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2.5.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deep water milkfish culture type for baitfish.

Current Price

status

Raise

5%

NPV ( 10 thousand NT$ ) -51 .36 39.54

PI
-0.84

5
、

B.f.P

( 10 thousand NT$ )

nu--

188.70 157.25

Reduce rate of

5 B.E.P

Mixed income

( 10 thousand NT$)

17%

no-- 1.86

Raise rate of mixed income 257%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近年來 , 臺灣地區直目魚養殖產業發展
, 受到魚價

持續低迷之影響 , 使得養殖業者收益降低 , 甚至已達

到無利潤可圖之慘況。根據本次研究調查有 93% 之受

訪業者認為本產業經營每況愈下
,
只有 7% 之受訪業

者認為本產業尚可維持經營 ; 可見風目魚養殖業者對

本產業的經營普遍抱持著悲觀與失望的心態。

依攝調查資料及本文對革目魚養殖經營所分析的

結果
, 可歸納出下列的一些結論 :

(一 ) 經營成本以深水式養殖較高
, 約為 60-80 萬元

必頃 , 淺坪式較少
, 只需 3-10 萬元/公頃。收益方面

以深水式較淺坪式高。深水式單養及混養型態
,
均在

扣除家工成本後尚有維持家庭生計所需之混合所

得 ; 而傳統淺坪式及淺坪式釣餌養殖之混合所得偏

低
, 至於深水式釣餌養殖則是虧損。

(二 ) 就要素生產力及養殖技術效率而言
, 成魚養殖

以深水式混養較好
, 釣餌養殖則以淺坪式稍佳。

( 三 ) 由淨現值及獲利能力指數之值可知
, 深水

Variable scheme

Variable fixed Survival Expired

且也d

Reduce Raise

Discount

cost cost rate rate

Reduce Reduce Raise

5% 5% 5% 5%1 year

-41 .7 6 -44.45 -49.12 50.64 -50.85

-0.89 -0.95 -1.05 -1.08 1.08

156.57 179.27 188.70 188.70 1 88.70

17% 5%

1.19 0.57 0.57 1.18 -1.18

200% 148% 51%

式混養生產經營效率最好
, 釣餌養殖最低。深水

式混養、傳統淺坪式及淺坪式釣餌養殖之安全邊

際率為正值 , 表示實際銷售量超過損益平衡量。

深水式單養及深水式釣餌養殖之安全邊際率為

負值
, 顯示實際銷售量均低於損益平衡量。

( 四 ) 深水式單養 NPV 雖為正值
, 但因獲利能力指

數偏低 , 造成安全邊際率為負值 , 顯示本型態之經營

風險高。淺坪式釣餌養殖雖因生產量高出損益平衡量

很多
, 使得安全邊際率為正值

, 但因出售時魚價偏

低
, 所得利潤無法完全支付初期投資

,
故 NPV 為負

值。
(五 ) 除深水式混養之目前價格高於臨界價格外

,
其

餘各型態之目前價格皆低於臨界價格。亦即目前風目

魚之魚價偏低
, 甚至已低於業者經營之成本價。

(六 ) 綜合評斷各養殖型態生產經營效率
, 以深水式

混養最佳
, 深水式釣餌養殖最差。在目前養殖經營益

木結構下
, 經營效率受魚 (賈影響最大

, 當魚價過低

時
, 將使養殖戶之養殖風險增加。採用「提高售價」

及「降低單位變動成本」對提前實現損益平衡點及增

加經營利潤的效果最為顯著。

二、趕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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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財務分析的方法探討養殖場經營問題 , 具有診
斷與治療的效果 , 本文因此乃應用財務分析方法對風
目魚養殖經營進行分析 ,

以發現養殖業者經營的問

題。為改善當前車目魚養殖之問題 ,
並促進產業發

展
,
站提供如下建議供漁政單位及養殖戶經營之參

考 :

(一 ) 調節嵐目魚供需以確保魚價

一般農漁產品市場是屬於完全競爭市場 , 生產者無

法決定價格
,
但卻可自行控制產量 , 在一定之市場價

格下
,
生產者若增加產量 , 就可以增加利潤 ,

但若所

有業者皆增加產量時 , 反而會造成供過於求、市場價

格因之下滑之現象 ,
結果導致生產者增產後反而使收

益減少。當前耳目魚養殖業正面臨此問題 , 因此養殖

業者若能配合供需情況
,
進行生產 ,

將有機會使魚價

上揚 , 增加業者的養殖利潤。

加強消費地之促銷活動 , 如透過超市平價促銷、在

人口集中地透過漁民團體或魚市場辦理促銷品嚐活

動、利用各種媒體宣導 ,
將有助於改善目前供過於求

之情況。此外 ,
根據 1998 年行政院主計處編印之中

華民國臺灣地區農漁產品運銷實況調查報告 ,
耳目魚、

成魚外銷之比率只有年產量之 8% 。因此 ,
若能積極

開發外銷市場 , 以減少國內市場供過於求現象 ,
也將

有助於魚、價上漲o

(二 ) 改善深水式養殖技術 ' 提高耳目魚品質

相同產品中若品質高就可賣出高價格 , 因此提高產

品之品質是生產者增加收益最有效之方法。目前鼠目

魚養殖
,
提高產量所增加的利潤有限 ,

唯有提高品質

使售價提升
,
才是增加利潤的有效方法 o

風目魚深水式養殖最令人詬病的即為產品具有臭

土味
,
因此改善養殖技術絕對是有必要。試驗研究單

位對於養殖臭土味之發生雖然有一些研究結果
,
但要

如何將這些研究結果 , 介紹給養殖業者應用以提高深

水式養殖耳目魚品質則尚待努力。
(三 ) 降低養積成本

當市場價格下跌至成本最低水準時
,
其他業者可能

已無法生存 ,
而擁有最低成本者此時雖未獲利

,
其競

爭能力卻是最大的。因此 , 養殖業者在平時就要有降

低經營成本以提升市場競爭力之觀念與作法 o 降低養

殖成本之方式包括有組織經營產銷班
,
共同採購

, 以

降低資財進貨成本及採用自動化管理模式 , 減少勞動

成本支出。
(四 ) 改變養殖經營型態

由本文研究結果可看出
, 同為深水式養殖型態 ,

單

養與混養間之經營效率差異很大。經濟理論主張多元

化之生產經營可分散風險 ,
具有穩定收益之功用 ,

故

在魚價低落時 , 養殖業者可考擇、改變養殖經營型態 ,

不要保守於固有之養殖生產模式 G 此外 , 若將混養視
為另一種土地複作模式 ,

則高密度集約式之混養亦有

提高土地生產力及增加水資源使用效率之功能 ,
同時

也可降低養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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