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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絢仔漁業問題之探討

摘要

東勿仔雙拖網漁具漁法自 1977 年引進本省
,
大量捕撈作業後

,
由於其網目過密及漁獲效率

過高
,
不但過量捕撈胸仔魚

,
而且傷害許多經濟性魚類之仔稚魚。胸仔魚之過漁

'
導致潤游

性魚類
, 如睛、峰、體、白帶、輯、賄等 ,

因缺乏餌料之幌仔魚而不靠近沿岸覓食
,
而造成

這些漁業的沒落。其他經濟性魚類之仔稚魚的過漁
'
導致底棲魚類如綱、娟、狗母等之再生

資源補充暈銳減。仔稚魚的過漁造成下列三個後果
,
即 1. 沿岸漁場消失 2. 沿岸三大漁

業一焚寄綱、延繩釣、流刺網無法生存 ,
及 3. 治岸漁村經濟衰退 o

闢鐘詞 : 絢仔雙拖網
,
沿岸漁場

,
小資源群

物仔魚是指身體延長型且呈透明狀之各種魚類稚仔

魚
,
其中以鱉科之日本提 Engrau/is japonica ' 刺公

鰻 Encrasicho/ina punctifer 及異葉公提

Encrasicho/ina heter%ba 為主要種類 (1
品。倘仔魚成

長後稱之為鰻仔魚
, 絢仔魚主要於每年 3-5 月及 9-11

月出現於台灣治近海域 , 這時沿岸魚民爭先捕撈
,

以上等漁獲物高價錢出售。捕撈絢仔魚是違反自然法

則及破壞魚類資源的作法
,
由於民泉喜食絢仔魚

,
這

種漁業一直存在本省約有上百年的歷史 , 可能是漁民

過去只使用傳統漁法一牽忠、焚寄網、定置網、及搖

鐘網等漁具漁法捕撈 , 因此 , 漁類資源被破壞的程度
不顯著。

1977 年 , 糊仔雙拖網自日本引進台灣 (1-4) , 由於其

網目 (1.4 mm) 過密及漁獲效率極高
,
這種漁具漁法

的過度使用及大量漁撈作業後
,
胸仔稚魚大量捕撈

,

胸仔資源被破壞將波及整個地區生態平衡以及其他

漁業衰退。本文根據漁業年報 (1955-1994 年 ) 及海

漁況日報表 (1977-1994 年 ) 等濤、獲統計資料
,
來分

析探討胸仔雙拖網引進對於漁場所產生之漁業變化

及 1 .治岸 i回游性及底棲性魚類漁場消失問題 , 2.

沿岸三大漁業的沒落問題 , 3. 治岸漁村漁業收入減

少問題 , 4. 漁業糾紛問題 ,
及 5. 衍生等之問題。

陳宗雄 (1995) 台灣糊仔漁業問題與管理 (1) 勳仔漁業問
題之探討水產研究 , 3(2): 95-110

材料與方法

長于神來游

絢仔魚是高經濟價值漁獲物
,
因此

,
其出售是採論

斤兩 , 以胸仔魚主要產地之紡寮及頭城兩漁會 , 均以

拍賣此類漁獲物為主要收入
,
因此

,
該漁獲統計資料

均較其他漁獲物更詳細、更完整。本所於 1976 年建

立沿岸海況漁況調查與報導
, 主要是蒐集全省各重要

漁會之每日漁獲量、作業船艘數、作業位置等資料。

雖然絢仔雙拖網是於 1977 年引進本省東北頭城沿岸

漁場
,
但是南部彷寮沿岸漁場於 1980 年始引進該項

漁具漁法
, 所以彷寮海況漁況日報表之資料是完整紀

錄。一個沿岸漁場因絢仔雙拖網引進 ,
而使該 �8 岸漁

場之產業結構產生變化情形 , 本研究將有詳細的敘

述。本文所使用之資料及主要引用丈獻如下;

(一 ) 胸仔雙拖引進前後的繞產量變化 : 漁業年報

(1955-1993 年 ) 。

( 二 ) 祖游魚類減產 : 相寮區海漁況日報表 (1977-

1994 年卜
(三 ) 治岸三大漁法的衰退問題 :

1 彷寮區海漁況日報表 (1977-1991 年卜

2 林園區海漁況日報表 (1976-1991 年卜
(四 ) 漁業糾紛問題 : 相寮區海漁況日報表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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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卜
(五 ) 漁村經濟衰退問題 : 拈寮及林園區海漁況速報

(1976-1994 年卜
(六 ) 絢仔漁獲種類組成 : 資料來自 Chen(S) 。

(七 ) 絢仔魚與其他魚類關係 : 資料來自 Chen and
Jean(6) 0

二、 F 治身分祈方法

(一 ) 魚群豐度評估

CPUE=C/F

CPUE : 單位努力漁獲量

C: 漁獲量

F : 努力量

其中努力量 (F) 是採用實際出海天數 (Day) X 實

際出海作業船數 (Ship) 計算。由於治近海捕撈治岸

魚類均以當天來回 ,
不是每天均有固定數量漁船出海

作業
, 一有 j回游魚類出現 , 漁民才會互相告知前往作

陳宗雄

業。因此 ,
實際作業漁船數量亦可代表當時魚群豐

度。

1. 絢鱗魚類豐度評估

以焚寄網及絢仔雙拖網漁獲之糊、繞為其評估指

標。傳統胸繞漁業作業漁法為焚寄禍 , 1 980-1 982 年

間
, 妨寮區因胸仔雙拖網之引進推廣 ,

焚寄網逐漸改

變為絢仔雙拖網
,
雖然漁其性能改良

,
漁獲量增高

,

但均以黨科為漁獲物。本研究為了突顯漁獲量增加是

由於漁具漁法之改變
,
並非作業船數增加 ; 因此

, 並

不將焚寄網與胸仔雙拖網分開評估。

2. 中、大型 j回游魚類與底棲魚類豐度評估

以流刺網漁獲物之白帶魚及賄、體 , 為中、大型i 回
游魚類為豐度評估指標 ; 以石首科之白口、黑口 , 倡

類及細類等為底棲魚類豐度評估指標 ; 由於在胸仔

雙拖網未引進之前
, 沿岸漁獲量以流刺網為首位

(Table 1) , 其漁獲物包括中、大型祖游魚及底棲魚

類。

Table 1. The percentage of fish caught with various fishing gears.
(Data from Fan-Liao)

Year Torch light

1976 69.35

1977 80.06

1978 88.37

1979 91.12

1980 52.34

1981 19.12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Gilf net OtherLarval net

16.13 14.50

18.38 1.54

10.94 0.67

8.78

24.83 22.82

16.46 60.42 3.98

9.66 1.4588.87

3.28 2.0194.69

2.12 8.5089.36

20.59 79.40

4.76 95.23

9.41 90.52 0.05

1.74 98.25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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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作業漁法變化分析

根據彷寮區漁會每日漁況表是按漁法別 ,
將捕撈

大型魚類之焚寄網、流刺網、延繩釣與捕撈絢仔

魚之雙拖網加以區分 , 由於沿岸作業漁船不一定每

天出海 , 而是有魚群出現才出海 , 因此 , 漁法別採

用每年實際出海作業最多之漁船數為作漁法變化
指標。

(三 ) 漁獲物變化分析

由於焚寄網以紡、饒、青鱗、自帶魚等小、中型魚

類為主要漁獲物
, 流刺網及延繩釣則以中、大型魚類

自帶魚、鯉、娟、糖、旗魚、白口、黑口、餾及銅頓

等主要漁獲物 ; 而胸仔雙拖網魚主要漁獲物以胸仔魚

為主 ; 因此 , 統計分析焚寄網、流刺網、延繩釣所漁
獲之中、大型魚類年漁獲總量與做仔雙拖網所捕撈鯽

仔雙仔魚年漁獲總量。
(四 ) 作業海區變化分析

根據林園及紡寮兩區漁會每日漁況表漁獲位置資

料 , 依據經緯度以 10X10 涅為一小海區劃分漁場 ,
依

漁法別而以而區分之 (Fig. 1) 。

(五 ) 沿岸及近海域中、大型魚類漁獲量百分比年變

30' 120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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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分析

按林園及妨寮兩區漁會流刺網、焚寄網、延繩釣及

巾著網之中、大型魚類年漁獲總量 , 依其漁獲位置 ,

按 Fig. 1 所示區分出是沿岸、近海或介於二者之混合
區而求出沿岸及近海海域百分比之年變化。

(六 ) 黨科魚類經濟價值評估指數

I=Lp/Ap X Lm+Am

其中 I : 黨科經濟價值指數

Lp : 倘價格

Ap : 繞價格

Lm : 絢漁獲量

Am : 繞漁獲暈

由於的鱷魚類同為黨科魚類
,
其體長約 1-3 公分

,

體色透明之稚魚期稱之為胸仔魚價格較高
, 叉成長至

4 公分以上體色變黑 , 側線有銀帶出現稱之饒時 , 其

價格反而下降 ; 叉胸仔漁獲量多時叉會使鱗產量減

少
, 而繞減少到一定程度後 , 鱗對絢價格艾會上升 ;

因此
,
採用是以稚仔魚 (胸 ) 價格/成魚 (鰻 ) 價格×絢

漁獲量+繞漁獲量為指數做為這科魚之經濟價值變化

之評估指標。

Coa 御 I water area: ﹒
Inshore area: 口
Mixing area: 圓

0

30'

Fig. 1. Locations of the coastal water area, in 的 ore area and mixing area in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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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經統計分析所收集之各漁獲統計資料發現 , 絢仔雙

拖網引進本省治岸漁場後 , 本省沿岸漁業產生下列的

變化 :

一、激徬產量算盤度重會'it

R勿仔雙拖網於 1977 年
,
首度引進本省東北治岸漁

場
,
於 1980 年引進南部彷寮漁場

, 茲將胸仔雙拖網

後對胸、鱗產量 (全省 ) 與胸、繞豐度 (彷寮漁場 ) 之

變化
,
分開討論如下 :

1. 產量變化 (全省 )

1977 年以前 (1961-1976 年 ) , 全省鰻魚、平均年產

量約為 12,000 公噸
, 胸產量為 2,000 公噸 ; 1977 年

以後 (1978-1984 年 ) , 鰻魚平均年產量則明顯降為

約為 3,500 公噸 , 胸則明顯上升約為 3,500 公噸 ; 到

了 1985-1993 年
, 全省鱗魚平均年產量更降

為約1,500 公噸
,
胸也降回約為 2,000 公噸 (Fig. 2) 。

1977 年 , 為胸、繞產量明顯分界點 ; 當年農復會 (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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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前身 ) 洽請日本山葉公司引進新式胸

仔雙拖網至本省
(4)

。

2. 豐度變化 (紡寮漁場 )

紡寮漁場在 1980 年以前
, 捕撈胸、鰻魚類是以焚

寄網為主 , 1980 年以後 , 逐漸改為胸仔雙拖網。
1980 年 , 焚寄網拙作業船天數為 1,294 船 X 天 , 絢

仔雙拖網為 424 船 X 天 , 1981 年 , 焚寄網總作業船

天數則減為 337 船 X 天
, 胸仔雙拖網為增加 1,600 船

X 天。 1982 年以後 , 則悉數改為做仔雙拖網。鱗類

在胸仔雙拖網未引進之前 (1977 -1988 年 ) , 是以焚寄

網作業
, 其單位努力漁獲量 CPUE 是介於 150-200 公

斤/船/ 天。 1980 年 , 該區引進雙拖網作業 , CPUE

即明顯下降為 100 公斤/船/天以下 , 往後幾年均逐年

減少並在 1987 消失 (Fig. 3); 倘仔魚在胸仔雙拖網未

引進之前 (1977-1979 年 ) 主要漁獲物是來自焚寄

網
,
其單位努力漁獲量 CPUE 是介於 30-100 公斤 /船/

天。 1980 年 , 該區引進雙拖網作業後 , CPUE 即明

顯上升為 300 公斤/船/天以上 (Fig. 4)' 以後十餘年間

之 CPUE 值變化範圍雖大 (介於 1 00-400 公斤/船/天
問 ) , 但均未低於的雙拖網末引進前之範圈。

'55 '57 '59 '61 '63 '65 '67 '69 '71 '73 '75 '77 '79 '81 '83 '85 '87 '89 '91 '93
Year

.Adult 口 Larvae

Fig. 2. Annual catch of larvae and adult of anchovy from 1955 to 1993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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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Relatioship of annual variation between CPUE (kg/ship/day) and fishing effort (ship X da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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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丹台、 ;;t!f!!/&!t 放手皆是賣身居疫手若是穿產量與星空
度基會化

1. �回游魚類

祖游魚類豐度變化是以流刺網漁獲物中之白帶魚

及賄、鯉類為指標 , 其產與量的豐度變化 ,
如 Fig.5

及 6 所示。白帶魚在攝制于雙拖網未引進前 (1977-1979

年 ) , CPUE 約為 10-15 公斤 / 船 / 天 , 年產量為
25,000- 衍 ,000 公斤。引進胸仔雙拖網約經一年 (即

1981 年以後 ) , 便逐年下降 , 至 1987 年 , CPUE 及年

產量接近零且努力量大為減少 , 其努力量減少並非魚

價降低及漁民不願出海 , 而是本研究的努力量是採用

實際出海天數及實際出海作業船艘數來加以計算。由

於 ' 治近海捕撈治岸魚類、均以當天來回
, 一有 j 回游魚、

出現
, 漁民才會相互告知而吸引更多漁船前往作業。

因此
, 努力量減少亦可代表當時魚群豐度減少。鯉類

在胸仔雙拖網引進以前 (1977-1979 年 ) , 其 CPUE 約

為 3-9 公斤 / 船 / 天
,
做仔雙拖網引進以後 6 年間

(1980-1986 年 ) , 其 CPUE 並無多大變化
,
可是在 1987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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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當鰻魚類消失後 (參考 Fig. 3) , 鯉類也跟著消失。

2. 底棲魚類
底棲魚類的豐度變化是以流刺網漁獲物中之石首

魚科之自口、黑口 , 組類及細類之赤鯨等漁獲總量之

CPUE: 為其豐度變指標 ,
如 Fig.7 所示。在胸仔雙拖

網未引進前 (1977-1979 年 ), CPUE 約為 1-3 公斤/

船/天
,
引進以後 6 年間 (1980-1986 年 ) , 其 CPUE

並無多大變化。可是在 1987 年 , 當鰻魚類消失時後
(參考 Fig. 2)

, 底棲魚類也消失。

三、伊業品嘗法變化

絢仔雙拖網在 1980 年始引進妨寮漁場
,
在引

進以前 (1977-1979 年 ) , 該區作業之流刺網、焚

寄網及延繩釣漁船數
, 平均每年約 150 艘左右。

引進胸雙拖網作業以後
, 該海域作業之焚寄網、

流刺網及延繩釣之作業漁船數則逐年下降。

1989 年以後 ,
則悉數為胸仔雙拖漁船所取

代 (Fig. 8) 。

Fig. 5. Relationship of annual variation between CPUE (kg/ship/day) and fishing effort (ship x
day) of ribbon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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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val net from 1977 to 1994 in Fan-Liao area.

E 、伊業',';F,;� 變化
六、法會主書館委會佑

紡寮區在 1980 年引進推廣胸仔雙拖網之前

(1977-1979 年 ) , 中、大型年產量約 800 公噸。引進

後這些魚類產量則逐年減少並消失。至 1989 年以

後
, 漁獲物均變為絢仔魚 (Fig. 12) 0 絢仔雙拖漁真漁

法引進後 , 中、大型魚類 , 如白帶、鯉、楠、體、賠、

旗等之產量逐年減少 (Fig. 13) 。

1962-1993 年 , 絢價格對鰻價格之關係 (Fig. 14)

顯示
, 1962-1976 年 , 胸仔拖網未引進之前 , 胸價格

平均為約繞價格之 1.69 倍 ; 1977-1985 年 ,
則增加

為 2.66 倍
, 此可能係外銷日本糊魚之市場打開之關

係。但 1986-1993 年以後 , 則因繞產量逐年稀少
,

胸對繞價平均降為 1.42 倍
, 其中以 1987 年

,
帕對繞

價一度降為 0.9 以下 , 表示繞比糊貴 ; 如將做對黨堯價

之平均比值套入 1962-1993 年本省胸及鰻產量
,
以做

為評估黨科魚類產值指數 ( 如 Fig.1 3 所示卜

古、辟為J魚是事輝輝主亨續獨海身邊孝佑

鱷魚在 1982 年以前
, 主要漁獲位置為林園及材寮

治岸海域 , 1982 年以後 , 漁獲位置則有逐漸向外海

分散跡象 , 其年產量也有逐年減少的趨勢 (Fig. 9) 。

然而 , 巾著網、延繩釣、焚寄網、流刺網及蝦曳網在
1982 年以前 , 作業漁場位置均集中於沿岸海域 (Fig.

10) 0 1982 年以後 , 有逐漸向外海分跡現象
, 其原因

是否為做仔魚雙拖網於 1980 年引進該區而且經過兩

年作業後 , 治岸海區黨堯仔魚、尤為減少 , 而胸仔則在離

岸較遠或因棲息較深水域等因素 , 而使胸仔雙拖無法

在此作業 , 然而 , 因尚有鱗魚的存在 , 而促使捕撈中、

大型 j回游魚類之延繩釣、焚寄網、流刺網業者 ,
逐漸

向外海分散作業
, 此一結果尚有待進一步研究。

E 、

,)I,
羊反正f 海綿獲重百分品分布!l!ft

自 1980 年
, 雙拖網引進仿寮沿岸海域作業捕撈絢

仔魚以後
, 即發現西南治海域兩大漁會林園、拈寮的

中、大型漁獲物來自治岸海域明顯下降 (Fig. 11) 。

1986 年以後 , 漁獲物甚至僅剩 5%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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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1962-1976 年間 ( 使用傳統漁法 ) , 黨科

魚類產值指數14,000 單位
, 1977-1985 年間 (使用

盟
。
后

F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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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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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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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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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仔雙拖期間 ) 即降為 10,000 單位
, 1986-1993 年

(使用胸仔雙拖以後 ) 更降為 4,000 單位 (Fig.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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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9. The annual variation of fishing position of anchovy (adult) in the southwestern waters of Taiwan

from 1976 to 1991. (Data from Lin-Yuan and Fan-Liao)

討論

上述之各種漁業變化 , 雖然無法証明與使用絢仔雙

拖網有直接關係 '
但各種漁業變化均發生在胸仔雙拖

網引進以後。茲將沿岸漁業的變化及所產生的各項問

題
, 分述如後 :

一、緝毒�i&!i) 伊恁反肩接澄清剪緝夢游笑局當

由於胸鱗魚類以浮游生物為餌料
(7-10) , 而本身叉為

許多中、大型油游魚之重要餌料 , 如白帶 (11-12) 、備

(13-14) 、賄 (15) 、體的 ,16-17) 、鯉 (18-19) 、婦 (20)
等

, 因此
,

它在食物鏈中扮演著重要環節
(2) ,

而且轉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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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無法直接利用之浮游生物
,
成為有經濟價值魚類蛋

白質 , 所以當大量絢仔魚、被捕撈後 , 沿岸中、大型魚

類因缺乏餌料鱗仔魚 (Fig. 2 及 3) , 導致豐度及產量

劇減 (Fig. 5, 6 及 7) ,
作業漁場向外海分散 (Fig. 9 及

10) 。在胸仔漁獲物中包括許多底棲性魚類仔稚魚 ,

如網類、狗母、海鰻等
(5) ,

在長年捕撈下 , 許多以捕

撈潤游性及底棲 |宜之中、大型魚類為主之流刺網及延

繩釣之漁獲量逐年減少並消失 (Fig. 12)
, 因此

,
胸雙

拖網導致沿岸漁場消失重要原因。

二、緝毒室三* 游業一安哥裙、注宮殿輝、是否輝
2夕享游業的沒濤j筍窟

焚寄網是以胸、備、閥、青鱗、賄、穆等之中、小

型浮性魚類為主要漁獲物 ; 流刺網及延繩釣則以中、

大型之賄、鯉、悟、旗魚、等物浮性魚類及以赤鯨、紅

目鰱、白口、黑口及自帶等底棲魚類為主要漁獲物。

枯寮沿岸漁場在未引進胸仔雙拖網具之前
, 該區就如

其他沿岸漁場一樣存有焚寄、流刺網、延繩釣等三大

漁業 ; 其漁獲量約 700-800 公噸 o 但自 1980 年引進

胸仔雙拖網後
, 該區這些高經濟價質產量逐年減少甚

至消失 (Fig. 12 及 13)
,
同時

, 也造成該區治岸三大

漁業作業船數逐年減少
, 而無法生存 (Fig. 8) 。

三、紛宗法有何掃業按:λ資E 影響滯留

1 .黨科魚類、 (的饒) 總產值下降

根據前述之黨科經濟價值的變化
, 如果以 1993 年

胸價為 154.6 元 / 公斤及饒價 114 元 / 公斤計算
,
則

1962-1976 年 , 胸仔雙拖網末引進之前
, 黨科魚類 (糊

鱗 ) 總產值為 14 億元。 1977-1985 年間 (使用絢仔雙

拖網期間 ) , 即降為 10 億元。 1986-1993 年 (使用翩

仔雙拖以後 ) , 則更降為 4 億元。由此顯示
, 使用絢

仔雙拖網大量捕撈絢仔魚
, 對 18 岸漁村經濟呈負面影

響。

2. 治岸三大漁業收入減少
自胸仔雙拖網引進該區後

, 因大量捕撈絢仔

魚的結果 , 使鰻魚逐年減少 , 相對以鰻魚為餌料之

中、大型魚類 , 如白帶、婦、體、賄等魚類產量逐年

減少
, 而這些魚類叉為旗魚等大型魚類之餌料。這

些魚類的減少也使旗魚等大型魚類產量減少(Fig. 12

及 13 卜上述之魚類均為治岸漁村三大漁業
,
即焚寄

網、流刺網、延繩釣等漁業的主要收入。若以 1993

陳宗雄

年魚價計算
, 在胸仔雙拖網未引進彷寮前

,
該區治岸

漁村三大漁業總產值估計約新台幣 8,000 萬元。自

1980 年 , 引進絢仔雙拖網後
, 產值逐年下降。至 1988

年
, 則完全消失 (Fig. 13)

, 只剩胸仔魚 ; 然而
,
對整

個 18 岸漁業而言
, 胸仔漁業必竟少數。因此

,
胸仔雙

拖網漁其漁法對整個台灣沿岸漁業經濟而言是負面

影響。

3. 作業漁場遠離海岸增加作業成本

胸仔雙拖網未引進之時 om 1980 年以前 ) , 治岸漁

業焚寄網、流刺網、延繩釣及巾著網之作業漁場均集

中於沿岸三海涅內海域。引進後兩年 (即 1982 年 ) ,

這些作業漁船漁獲位置逐年向外海分散 (Fig. 9 及

10) 。為了到更遠外海作業 , 作業船隻噸位必需加大及

馬力加強
,
因而增加投資成本

, 且漁場遠離海岸
,
漁

船燃料費因而提高 , 危險性也因而增加等 , 此等情況

勢必增加作業成本。

E 、濕氣f,f/ 紛灣居

在絢仔雙拖網漁法未引入之前 , 彷寮區共有竹筒

117 艘 , CT1 級的 16 艘及 cn 級的 20 艘之漁船從

事流刺網、焚寄網及延繩釣作業 (Fig. 8)
, 漁獲種類

計有蚓、繞、白帶魚、縮、體、修糖、旗魚、綱、鯊

等
, 年漁產量可達 800 公噸左右 (Fig. 12 及 13) 0 若

以 1993 年魚價計算
, 漁獲產值約 8 千餘萬元 ; 若以

一竹復或一小船屬一戶計算 ,
則有 150 餘戶或約 1000

人靠此漁漁場為生 o 然而
, 胸仔雙拖網漁具漁法引進

本區 , 大量撈捕絢仔魚、後 , 因鱗魚資源量銳減 , 並導

致沿岸中、大型 i回游魚類因缺之餌料而不游進沿岸覓

食。同時 , 其他治岸經濟魚類
, 因再生資源 (稚魚 )

補充量之減少
, 亦引起沿岸多獲性魚類大滅。反之

,

胸仔魚、則因其掠食者 , 如白帶魚、睛、鯉、體之銳減 ,

死亡率必然、下降
, 導致 1 980-1982 年產量的增加 (Fig.

12) , 其總漁獲量最高達 800 餘公噸
, 若以 1993 年魚

價計算
, 總價值雖超過一億元

, 但漁獲利潤僅歸屬少

數有能力經營胸仔雙拖網之業者所有。至 1989 年

止 , 該區漁場只剩 52 艘或 26 組 CT2 級及 cn 級之

絢仔魚、雙拖網漁船作業
, 而大多數依靠竹倍或 5 噸以

下船棧所從事流刺網、延繩釣及焚寄網之漁民
, 則一

無所有 o 因此
, 引起分配不均漁業糾紛之社會問題。

類似此種漁業糾紛
, 早在 1977 年引進糊仔雙拖

網時
, 宜蘭縣之蘇澳區漁民及頭城大溪漁民就曾發

生過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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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漁業雖分遠洋、近海及治岸三大漁業
,
其中

遠洋、近海均以公司型態經營
, 船東僱用外籍船

員
, 作業海域不在本國水域

,
因此

, 所產生

之漁業問題均以國際糾紛事件為主; 治岸漁業為

家庭式事業
, 以小型船棧作業為主

, 在本國水域作

業
, 從業人口以本國籍為主 , 因此 , 其所產生之問題

均與整個社會息息相關。經由分析胸仔漁業問題所延
伸之問題如下 :

1. 治岸漁村民不聊生挺而走險引起治安問題

由於治岸漁民廣布於本省治海每一角落
, 對當地之

地形十分瞭解
, 本身叉擁有船攪

, 當治岸漁獲銳減

1980

�I@I@I

OI�I@I�

O 命 �
@I@!@ 激

@ 制 1»$

1984

30' 120. E

1977

少
, 漁民生活無著落

, 於是挺而走險走私禁品、黑槍

等不無可能
, 因而引發種種社會治安問題。

2. 環保抗爭問題

治岸多獲性魚類銳減為不爭之事實 (參考 Fig. 12

及 13) ; 但是
, 治岸多獲性魚類的減產

, 則從未有人

追究是否為大量撈捕胸仔魚的結果
, 而完全歸咎工業

廢水污染
, 實有欠公平 ; 因駒仔魚為剛孵化之鱉科仔

稚魚 , 本身缺乏游泳能力而隨著水塊漂流
, 若水塊遭

到工業廢水污染必然死亡
, 但事實上

, 絢仔魚產量的

並未隨著中、大型魚類產量的減少而遞減 (參考 Fig.

12 之 1980- 1 982 年間之胸仔與中、型魚類之產量變

化卜漁民因不瞭解此一道理
, 一旦為有心人士所蠱

惑
, 容易引起環保抗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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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0. The annual variation of fishing position of bull trawl net (anchovy larval net), drag net, purse seine

net, torch light net, and gill net in southwest coast from 1976 to 1991 in the Lin-Yuan and Fan-Liao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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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有關某種漁具之過份使用 , 而造成某些魚類

過漁之丈獻 , 在台灣尚付闕如。然而 , 在其他國家 ,

因人民無食用剛出生小魚的習慣 , 因此 , 無類似在台

灣所發生之漁業問題。本文所述之鮑仔魚、雙拖網所引

起之漁業各種問題尚屬首次
,
日本雖曾使用胸仔雙拖

網
, 但因漁政當局瞭解絢仔雙拖網對資源嚴重的破壞

力
, 早就停止使用 , 而且對翩仔漁業具有一套完善的

管理措施。本文雖然無法用純學術研究設計來直接證

明與漁業各種問題胸仔雙拖網有無直接關係 ' 但卻是

根據一個治岸漁場國引進胸仔雙拖網前後的漁業比

較所造成的事實來做探討。希望借本文的論述來引起

各界的重視 , 同時 , 繼續以科學方法來探討此等問

題
, 以加強對胸仔資源的珍惜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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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and Management of the Engraulid larval Fisheries of
Taiwan 一 ( I ) Problems of the Engraulid larval Fisheries

Abstract

The anchovy larval net was introduced to Taiwan in 1977. Due to the small mesh size and the highly fishing

efficiency of the net, the larvae and juveniles of engraulids and many other demersal fishes were caught in a

great amount. As a result, the fisheries resource of engraulid and demersal species are greatly reduced. It also

affects the movement of many other pelegic species which depend on engraulid as food. Consequently, there is

little fish resource available for fishing by torch light, drift net and long line. These fishing methods are the major

fisheries in coastal water of Taiwan. Thus, several problems arise such as the unequal allocation of fishery

resources, the decline economy in fishermen communities, the protest from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ists, the

general security of society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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