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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做仔漁業管理之建議

摘要

台灣胸仔漁業問題並非資源本身的問題 ,
而是因引進胸仔雙拖網漁具漁法所衍生之問題。

由於該漁具網目過密且漁獲效率高
,
不但傷害許多經濟性魚類的仔稚魚

,
同時

,
因大量捕撈

胸仔魚
,
導致大大減少7 年齡未滿一歲之鱷魚資源量。年齡未滿一歲的鰻魚 ,

在沿岸漁業扮

演著兩種十分重要的角色
,
其一為中、大型魚類的餌料 ,

其二則為來年胸仔的種魚。當長年

捕撈作業
,
使該年齡群級魚消失後

,
起食物鏈斷裂

,
而導致治岸漁場衰退等因素

,
引發現今

種種的漁業問題 ; 因此
,
惟有逐漸減少雙拖網漁具漁法或採用相當的補救管理方法。這些方

法包括 : 一、無勿仔體長限制及漁獲量限制 ,
二、調整目前之胸仔魚禁漁期 , 三、小資源群經

營與管理
, 四、組織產銷班 ,

五、建立證照制度等。這五種保護方法的同時進行 ,
預估將可

解決目前治岸漁業所面臨之問題。

闢鏈詞 : 帕仔雙拖網、沿岸漁場、小資源群管理

自 1977 年胸仔雙拖網引進台灣大量漁撈作業後 , 由
於其網目過密及漁獲效率過高 , 不但過量捕撈倘仔
魚

,
而且傷害許多經濟魚類仔稚魚

,
導致 i回游性魚類

如精、膠、鯉、婦、備等因缺乏餌料 ,
而不靠岸覓食 ;

底棲魚類如綱、白帶魚、狗母等之補充量銳減 ,
造成

沿岸漁場衰退 , 治岸重要漁業如焚寄網、豆豆繩釣、流

刺網無法生存 , 使得沿岸漁村經濟衰退 , 漁業糾紛頻
傳

, 並衍生種種的漁業問題 ,
已在前文詳細說明

(1)
。

回顧當時漁政當局為要增加漁民收入 , 繁榮漁村 , 才
引進絢仔雙拖網 , 如今卻造成許多問題 , 適得其反 ,

實非原意。推測其原因乃有關當局認為短期生命之資

源量僅受環境影響而己 ,
即使大量捕撈也不致於影響

其資源量 ,
而在未經詳細評估即冒然引進該種漁法。

現階段擺在眼前的是
,
如何來加以補救 , 才能亡羊補

牢
, 而為時不晚矣。

捕撈仔稚魚作為人類食物已是落後地區人民的行

為。世界各先進國家對水產及漁業資源己訂定許多保

護方法
(2) 。本文從各方面加以考慮 , 並參考漁民意見

後
,
針對各項問題的本質提出下列建議 : (一卜逐步

減少使用胸仔雙拖網漁具漁法, (二卜駒仔魚體長限

制及漁獲量限制、漁期限制 , (三卜小資源群經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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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四卜組織產銷班 , (五卜建立證照制度等。

材料與方法

至亨神氣海于

(一 ) 漁業年報 (1955-1993 年卜
( 二 ) 頭城及材寮區海漁況日報表 (1977-1993

年卜
(三 ) 黨科魚類成長、成熟及產卵 Chen(3,4) c

(四 ) 問仔褲、獲種類組成 Chen (1989)(5) 。

( 五 ) 胸仔魚與其他魚類關係 Chen and Jean
(1982)(6) 。

(六 ) 無科魚類仔稚魚種類鑑定 Cheng(7) 。

(七 ) 胸仔魚日成長
(8)

。

二、謀活方法

(一 ) 倘饒漁獲量比 :統計分析 1955-1993 年本省絢

與體產量。
(二 ) 作業漁期調整 :統計分析頭城 (1979-1993 年 )

及杭寮 (1980-1994 年 ) 每月絢仔漁獲量。



陳宗雄

在 1955-1993 年間
, 本省饒與問產量之關係

(Fig.1) 可以看出在 1955-1976 年間未使用財仔

雙拖網前
,
本省絢與饒漁獲量呈直線關係

, 胸

與饒產量 (重量 ) 比約為 1 : 6 0 1977 年 ,
引進及

推廣使用絢仔雙拖網
, 胸與鱗產量之比即約為 1

2 0 1978-1984 年間 , 物與鰻產量仍然呈直線關係
,

但胸與饒比約為 1 : 1 0 1955 至 1984 年間 ,
繞

產量減少並未使的產量明顯減少 , 直到 1985-1993

年
, 胸與饒產之關係才變為 2-4 : 1 之對數關係 ' 饒

產量多寡可明顯反應胸產量。因此
,
推測 1985 年以

後所漁獲饒魚應以產卵之親魚為主 , 文由於未滿

一歲產卵親魚在強烈胸仔漁撈下 , 很可能早在

1984 年以前就消失 , 推測此產卵魚應屬較高年

齡級魚。

(三 ) 小資源群管理 : 根據 De'Lury(9) 並考慮種類組

成、每日增重率來修正漁獲之重量 ,
再推估期初資源

且一 (10)
。

(1) 漁獲率解析

即 F=2:: 小資源群修正漁獲量 /2:: 小資源群期初
資源量。

F: 為神獲率
(2) 修正漁獲量參數 : 每日成長率以 0.783 mm 計

算
,
體長體重關係以 Y=0.00031 X3.741 計算 , y

表重量 , X 表體長。

結果與討論

一、逐步類� 使/ 研勿乎變拖再穹反正t (f/]if/fJ 粥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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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The annual catch ratio of larval, juvenile and adult stage of anchovy from 1955 to 1993.

(Modified from chen,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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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Yokot and Furukawa(1l), Hayashi and
Konodo(12) 及 Chen(13) 研究報告指出

,
難科魚類從孵

化至成長約 1-3 個月為後期稚魚 ,
即俗稱的仔魚 ; 約

3-4 月後而體長達 5 em' 體色變黑側線有銀色縱帶出

現
,
此時稱之為幼鱗

,
至 8-9 月變可成熟產卵之饒

,

這群之鱗統稱之 0-1 歲魚或稱為未滿一歲鱗魚 (實際

年齡應為 3-12 月 ) 。根據 Kondo(14) 指出
,
日本黨 0-

1 歲魚之棲息水溫為 15-27 �C
' 而 1-2 歲為 17 -

22 吧 ,
而產卵期因有個游到中表層產卵

,
其適水溫

較廣為 8-30
�C ; 顯然這一種魚在 0-1 歲與 1-2 歲年

級群魚在非產卵期棲息之水域為具有 5
�C 差異之明

顯不同水層 ; 0-1 歲是棲息在較淺之水域 ,
而 1-2 歲

則棲息在較深層水域。因此 , 未滿一歲魚因適水溫較

廣 , 受溫度影響而潤游範圍較小 , 推測屬於近沿岸 i 回
游群 : 1-2 歲則受溫度影響而潤游範圍較大 ,

推測是

屬於大洋洒游群。胸仔雙拖網引進本省使用後 ,
只造

成 0-1 歲年齡群繞在 1984 年前逐年消失
,
因此

,

1985 年以後 ,
鰻魚量的多寡會明顯影響絢仔魚數量

的現象
,
也就是說 , 1985 年以後所漁獲之繞是來自

大洋洒游之 1-2 歲產卵親魚。因此
,
對整個黨科 (輛

車堯) 資源而言
, 即使在本省大量捕撈車勿仔魚也僅傷害

在本省治近海 j回游之末滿一歲齡級魚 ,
而不致影響整

個黨科資源量。此與當時一些學者之推論 (13) ,
認為

短期生命之資源量僅受環境影響是吻合的。

事實上 , 未滿一歲年齡群魚 ,
從未滿 1 個月至成

熟產卵之未滿一歲鱗 , 均在近沿岸成長、成熟及

產卵
, 而與治岸漁業息息相關。從 Fig. 1 得知 ,

倘

仔雙拖網引進本省後
, 雖然大大增加這一年齡群魚中

之 1-2 月之年齡魚 (絢仔魚 ) 產量
,
可是大大減少了

3-12 月年齡魚一 (饒 ) 之產量
,
而這 3-12 月年齡

群魚一 (繞 ) 在沿岸漁業扮演之角色有兩種 , 其一

為中、大型魚類餌料來源 , 其二為可增加來年絢

仔魚產量 o 所以 , 倘雙拖網大量捕撈導致這群

魚消失
,
引起食物鏈斷裂及因網目過密

,
也傷害其他

多種類經濟魚類仔稚魚而引起治岸漁場枯

竭及糊仔魚必完全仰賴從大洋性 j回游來之 1 - 2

歲適水溫較窄之產卵親魚
, 才會有因日 -Nino 異常高

水溫出現時
,
親魚不來產卵而使胸仔魚減

產之現象發生(15) 。因此 , 對本省絢仔資源根本問題

來自漁具漁法而非來自資源問題
,
所以逐步減少使用

對資源破壞力強之胸雙拖網及其他細網目之漁具漁

法是解決目前胸仔漁業問題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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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雙拖網漁法是當年漁政當局為要增加漁民收

入
, 才由日本引進此漁法。因此 ,

漁政當局若強行以

行政命令停止使用該種漁法 , 必定使業者產生強力抗

爭
,
但若能採取下列管理方法

,
仍然可以補救該漁法

之缺失 o

(一 ) 、胸仔體長限制及梅獲量、漁期限制
絢仔魚在體長 1 em 以下之仔稚魚期

,
是以撓腳卵

及 Nauplius 期之幼生為餌料 ; 體長 1-2 em ' 則以小

撓腳為餌料 ; 2 em 以上 , 逐漸攝食矽藻類 ; 進入稚

魚期(幼鰻 ) 3-5 em 後 ,
開時攝食 Penil 泊

, Evadne

等甲殼類。未成熟魚 (幼饒 ) 期以動物性浮游生物撓

腳類、毛額類及植物性浮游生物 Skeletonema

costatum 等為餌料 (16,19) 。由胸成長變體後 ,
叉成為

精
(20,21) 、修 (22,23) 、鯉 (24,25) 、賄 (26)

白帶
(27,28) 、黯 (29)

等之重要餌料
, 因此 , 它在食物鏈中扮演著 , 轉換無

經濟價值之浮游生物成有經濟價值之魚類蛋白之一

重要環節
,
如果過量捕撈

, 將會使沿岸許多中、大型

魚類失去餌料而影響這些魚類生產量 ,
導致經濟損失

及引起漁業糾紛等問題
(13)

0

在目前尚無法全面停止使用的雙拖網之前 , 為了顧

及其他漁業如焚寄網、流刺網及延繩釣等漁業生存空

間 , 有必要保留部份之物仔魚 , 使其能成長成為鰻及

其他中、大型油游魚類餌料 , 以及為了減少傷害其他

經濟魚類仔稚魚。倘若能採取限制絢仔體長、漁獲量

及調整目前之作業漁期 , 則不但有助於鰻魚、量增加 ,

同時 , 亦可增加業著產值。
(二卜體長限制

由於捕撈體長愈之小胸仔魚其漁獲率愈高現象 ,

對資源破壞力愈大 (10) , 因此 , 以資源保育理念是不

能捕太小的魚 o 根據訪查材寮胸魚、價格發現
, 體長 16

mm 之胸仔魚售價為 60 元 /公斤 ,
而 27 mm 之財仔魚

售價為 200 元/公斤
,
價格相差 3 倍以上

, 而體長 16

mm 者體重 9.942 mg , 而體長 27mm 者體重 70.00

mg , 體重相差 7 倍 ; 因此 , 27 mm 體型為 16 mm

者總價格相差 21 倍以上 ; 而由 16 mm 增長至 27 mm

估計約 14 天
(8) ,
體長限制對經濟利潤及資源保育極

為重要 o

(三卜漁獲量限制

由於的仔魚成長後變鰻魚其價格也變低
, 對經濟而

言是一種損失 , 但過量捕撈胸仔魚也會導致鰻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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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減少 , 而影響其他漁業一焚寄網、流刺網、延繩釣

生存。 1962-1993 年 , 宜蘭縣繞、財魚的產量年變化

如 Fig. 2 所示
,
圖中顯示

, 在未大量捕撈絢仔魚之

1962-1976 年間 , 該縣饒平均年產量為 2140 噸 , 倘

平均年產量為 825 噸 , 大量捕撈胸仔魚之 1977 -1985

年間
,
胸平均年產量雖然增加到 1364 噸

,
但饒平均

年產量減為 291 噸 ; 也就是為了增產 539 公噸之勳而

減少了 1849 公噸之饒 ; 如果以 1993 年
,
絢價 154.6

刃公斤 ,
體價 114 元/公斤計算 , 則該縣漁民每多捕

撈 1 公斤糊損失金額為 (1849/539 X 114 元 - 154.6

元 ) 236.4 元 ; 因此 , 對財仔漁獲量應與適當限制。但

到底梅、獲量要多少才適當漁獲量? 如果只考慮這一

無科魚類之經濟價值則其評估方法如下 :

P=P1 xM1+P2x M2

其中 P 這科魚類總經濟價值

P 1 為絢價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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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為鰻價格

M1 為胸仔漁獲量

M2 饒漁獲量

其中只要使得 P 為最大值則 M1 即胸最適漁獲

量
, 但必須考慮因糊價可能因胸量增加其價格降低

,

同時也會因胸章增加而使饒量下降而使饒價上升等

複雜之因素。又如果考慮到其他漁業一焚寄網、流刺

網、延繩釣等漁業生存則絢仔魚最適漁獲量應如前所

述
, 未引進雙拖網以前 (1977 年 ) 絢與自堯之漁獲重量

比為 1:6
(13), 而此重量比是以當時傳統漁法所捕撈之

絢仔之漁獲體長範圍為 2.5-3.5 cm ' 繞為 4.5-8 cm

來推估出之胸仔可漁獲重量。因此 ,
要漁獲 1 分重量

胸仔魚
, 則漁場必須存在有 6 分重量之鰻魚為做仔魚

最適當捕撈量。以目前而言 ,
未滿 1 歲之鰻己消失

,

因此 , 若能全面禁捕絢仔魚一段時間
,
依再開放捕倘

仔魚才是上策。

76 78 80 84 86 88 90 9282

Year

已正哇哇H 二全區主 |

Fig. 2. Comparison of the average catch of anchovy and larvae before and after the larvae net

introduced to I-Lan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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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223 135. 140. 8. 6. 23. 14. 7. 3. 13. 580.1

1981 14. 6. 111 201. 96. 103. 3 o. 38 o. 578.7

1982 o. 6. 257 117. 106. 7 84. 30. 610.6

1983 o. 7ι 4. 58. 26. 2. 5 36. 80. 67. 11. 297.1

1984 o. 120 183. 89. 28. 16. o. 37. o. o. 480.3

1985 o. o. 34. 229. 29. 5. o. 5. 7. o. o. 12. 328.0

1986 o. 9. 185 177. 113. 5. 18. 6. 15. 6 o. 539.1

1987 3. 225. 93. 117. 3. 3. 24. 7. 3. 484.

1988 35. 21 41 72. 9 10. 27. 39. 5. 263.8

1989 o. 32. 204 311. 133. 20. 41. 5.. 751.7

1990 7. 48. 141. 292. 30. 24. 544.9

1991 9. 2. 17. 53 32. 57. 32 56. 56. 39. 359.4

1992 弓,包 15. 81. 264. 188. 58. 32. 138. 11. 7 800.1

1993 6. 33. 35. 55. 36. 32. 19. 3. 4. 8. 6. 242.4

1994 181. 38. 51. 7 113. 2. 396.0

Total 39. 393. 1758 2239 1154 365 202 339 360 312 57. 34. 7257.09

% 0.5 5.4 24.2 30.8 15.9 5.0 2.7 4.6 4.9 4.2 0.7 0.4 100

% 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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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卜漁期限制

以現行絢仔拖網漁業管理辦法之禁漁期為 12-3

月
,
均在冬季

, 許多魚類仔稚魚並不在此季節出現 ;

因此 , 失去訂定禁漁期意義。 Tables 1 及 2 顯示 ,
本

省南北兩大絢漁場頭城大溪及紡寮 1979-1993 年之

丹產量
,
由此二表發現 , 北部頭城大溪漁場一年中

除 12-3 月外
,
均有漁獲

,
但主要漁獲量集中於 4,5,9,

10 月等 , 此四個月之漁獲量約佔全年總產量之

T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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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左右 , 而 6, 7, 8 月雖有漁獲 , 但此三月之總漁

獲量僅約佔全年總產量之 20% 左右 ; 此外
, 此三個

月之漁獲物中非黨科魚類所佔之百分比高達 35% 以

上
(5) ,
以品質而言是劣質品 , 且對非黨科魚類再生資

源造成極大破壞力 ; 所以
,
北部只能開放 4,5,9,10

月。而南部彷寮楠、場漁獲量集中於 3,4,5 三個月 ,

此三個月漁之漁獲量即佔全年之 70% 以上
,
因此

,

南部漁場只能開放 3�5 月。

Monthly catch of larval anchovy from 1980 to 1994 in Fan-Liao area.



�Y�e�a�r�\N]�-�I�o�n�. Api. N]�-�l�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Total

1979 122. 153 30. 51 63. 169 86. 676.6

1980 172. 147. 3. 21 36 84 72 538.1

1981 299. 446. 115. 26. 0��1�0�8 162 229. 1388.9

1982 106. 314. 24. 26. 76. 123. 147. 819.3

1983 103. 114. 8 18. 109. 373 588. 13. 1328.8

1984 152. 284. 56. 22. 19 51. 25. 612.3

1985 56. 196. 157. 154. o. 109. 45. 3. 734.0

1986 56. 99 43. 4. 11. �3�9VÞ 58. 26. 339.9

1987 3. 13 48. 36. 42. 129. 22 14. 319.7

1988 13 59. 21 18 28. 7. o. 149.8

1989 33. 97. 21. 4. 12. 12. 0 13. 205.9

1990 2. 23. 12. 4. 31. 68. 75. 17. 235.6

1991 53. 124. 3. 25. 7. 16. 20. 250.5

1992 23. 21. o. o. o. 6. 4. o. 57.8

1993 5. 30. 7. 4. 33 88 14. 11. 196.3

Total 1205. 2125. 555. 416. 592. 1444. 1401. 103.9 7854.2

% 15.3 27.1 7.1 5.3 7.5 18.4 17.8 1.3

% 42.4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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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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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hly catch of larval anchovy from 1979 to 1993 in Tau-Chen area.

三、 /J\ 至于放1# 經營笨重

本管理方法是利用 De'Lury 法
(9) ,
是以小資源群

為單位考慮日成長率、日增重率等資源參數
(10) ,

及依據各小資源群平均體長
,
推估最適作業時間

及漁獲量來做資源管理
,
如 Table 3 所示

, 為 1990

年 3 月 3-9 日之小資源群。若考慮小資源出現時間、

體長組成、日增重率而決定最適撈捕時間及捕撈

量去作管理並與末管理情況比較 ; 結果發現
, 未管理

者總漁獲量 15,239 公斤
,
作業時間 7 天

, CPUE 為

126.1 公斤 /船 , 總售價為 239.8 萬元
, 楠、獲成本估

計為 109 萬元 (以每一艘船作業一天銷耗一萬元計

算) 則漁獲盈餘為 130.8 萬元 , 漁獲死亡率 0.933 ;

若考慮日成長及小資源群之日增重率去管理
,
推估

最適漁獲時間為 3 月 7 日
, 此時小資源群之平均

體長為 26.13 mm ' 平均價格增為 180 元
,
如果

漁獲量均控制在未管理時之第一天漁獲量即 5,479

公斤 ( 假設小資源群在 3 月 3 日之平均體長為
,
則 De' Lu ry 方法推估其其期初資源量

為 15,699 公斤
, 如果 3 月 3-6 日沒有作業估

計至 3 月 6 日小資源群可增重為泣 ,056 公斤 ; 因此
,

3 月 7-9 日連續 3 天均可維持在 5,479 公斤
, 貝 IJ

連續 3 天之漁獲量為 16,437 公斤
, 較末管理之

總漁獲量多出 1,198 公斤
,
其 CPUE 增為 285.8

公斤 / 船 , 總售價可增為 317.6 萬元
,
作業時間可

縮短為 3 天
, 因此 , 漁獲成本降可降為 58 萬元

, 漁

獲盈餘因而可增為 259.6 萬元
, 漁獲死亡率也降可

降為 0.583 (Table 3) 。

23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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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omparison of unmanaged with managed small stock of total catch, CPUE, effort, cost, profit

and fishing rate during 3-9 march 1990.

Date

fishing

Unmanaged

Mar. 3

Mar. 4

Mar. 5

Mar. 6

Mar. 7

Mar. 8

Mar. 9

Total

Average

Average

of body

Price Fishing Weight Daily CPUE Total

length

m肘,'、

23

23.78

24.56

25.34

26.13

26.91

27.69

(NT$) boat total valueof

number stock Thousandcatch kgJ 令hip

(Ship) (kg) kg (NT $)

150 18 5479 304.3 821

150 22 3180 144.5 477

150 。
。1 3250 180.5 487

180 14 1596 114.0 287

180 20 975 48.7 175

200 7 346 49.4 69

200 AU1 413 41.3 82

109 15239 2398

F=0.933 (Estimate by De'Lury method)

126.1

Managed

此�ar. 3

Mar. 4

Mar. 5

Mar. 6

23

23.78

24.56

25.34

150 15699

150 17646

150 19763

180 22056

Mar.7

Managed by optimal daily catch and optimal fished length.

304.3

Mar.8

Mar.9

Total

Average

26.13

26.91

27.69

180 98618 24548 5479

200 249.0 109522 27224 5479

200 304.3 109530083 547918

58 317616437

F=0.583 (Estimate by De'Lury method)

285.8

Cost

Thousand

(NT $)

180

220

180

140

200

70

nunu1

1090

180

220

180

580

Profit

Thousand

(NT $)

641

257

307

147

- 25

。 18

1308

806

875

915

2596

Note: Stock daily Weight increment was 日 Icu lated with length increment (0.783 mm/day) and Length -

weight relation (Y=0.00031X3.741 Y=Body weight, X=body leng 咐 , after Cheng and Kuo 1994).

亡。 st was calculated with ten thousand NT$/day /ship (inculding fu 訓 , wage, and depreciation of

ship)

F=Fishing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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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g 、釘在話瘖級班

由於漁業資源之保護靠業者共同來維護之可行性

較高
,
將業者整合成有組織有約束力之小組

,
則業者

為了共同利益 , 節制捕撈
, 將有利資源之維護。日前 ,

水產試驗所宣導之利用黨科魚類生物學之特性
,
以小

資源群之經營管理方法
, 來增加漁獲量、梅、獲利潤並

減少漁獲死亡率之理念
, 已獲得業者普遍支持 (30) ,

而且在頭城及物寮順利組成產銷班。

產銷班功能 :

(一 ) 、減少中間商人剝削

由於漁獲量與價格是成反此
,
因此

,
每因豐漁而賤

魚
, 若有產銷班組織則可借組織的力量控制漁獲

章
,
則魚價不會因中間商人之殺價使價格降低

, 另一

方面
, 資源也不會因競捕而傷害。

(二卜提高產值

由於絢仔魚體型越小
,
價格越低

, 對資源破壞力越

大 , 若有產銷班組織則可以公約規定約束 , 防止小型

魚被捕撈 , 不但能藉以改善漁獲品質 , 並能提高產

值 , 同時也可以減少因過量捕撈小型魚而浪費資源 O

(三卜發揮自律自治功能

漁業資源管理由政府相關單位直接管理其效果較

不理想 , 若有產銷班組織 , 則可發揮自律自治功能 ,

而且可以達到事半功倍之效。

E 、還立品更符敝豆「

任何一產業均有一定限度之資源 , 因此 , 產業若無

限量發展
, 則資源必因而耗盡

, 導致整個產業瓦解 ;

而
,

做仔資源有其一定之產量 , 過度捕撈不但傷害其他

產業
,
同時

, 也危害自身產業生存 ; 若能建證照制度
,

漁政管理單位可依據研究單位所評估出資源現存量

而決定核發允許捕撈數量; 另一方面 , 若業者捕撈量

超過允許撈捕量則漁政當局可取銷證照
,
對資源管理

有正面作用
,
因此

, 建立證照制度不但可確保現存業

者之權益
, 並可維護產業永續經營之最好方法。

綜觀以上結果 , 我們必須思考以下幾點 : (1) 糊仔

漁業要不要管理 ? (2) 要管理時
, 要怎麼管 ? 這些問題

亟待解決
, 若是不加以管理

, 以目前胸仔褲、業情況

而言
, 最後可能導致整個治岸漁業的滅亡 o 若是要

管
, 我們的選擇也只有二個

, 其一是全面停止。使用倘

仔雙拖網及其他細網目之漁其漁法捕撈絢仔魚
, 其二

是找出“最適捕撈量 " 。然而 , 二者都指出 , 適當的

陳宗雄

管理之前應作某種程度的限漁措施
,
這也就是本文各

項限漁建議中一直強調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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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 and Management of Engraulid Larval Fisheries of
Taiwan 一 ( II ) The Suggestion of Management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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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icient, the larvae and juveniles of anchovy and many other demersal fishes were caught in a great amount. As

a result, many problems of coastal water fisheries were arised.

The following measures are suggested to solve the engraulid Larval fisheries problem: (1) to reduction effort,

the number of larval anchovy net, (2) to limit the amount of total catch, fish size and fishing season, (3) to

organize the production and market groups amoung fishermen, (4) to set up a license system of fishing, and (5) to

manage the stock.

Key word: Bull trawl, Coastal water, Fishing ground, Stock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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