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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海域大自流刺網漁業之經營調查研究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Big-mesh

Drift Gill-net Fishery in the Indian Ocean Area.

;蘇素月﹒蘇偉成

Suh- Youh Su and Wei-Cheng Su

Taiwanese big-m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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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ft at the Indian Ocean areaThe gill-net fishery

three ships with a total of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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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qM-ISzaekuT4.A drift gill-net fishery in the Indian Ocean

covered an area between 300.-42 � S and 700-1000E. The 口lain fishing period

was from November to March or April in the next year.

2. The major fish caught was tonbo, accounting for about 90%

In 1989, the average catch was 228 ttmS per ship for 250

ship for 450 DWT; and 305 tons per ship for 650

NT$ 44.47 per kg; 43.46 per kg; and 43.61 per kg, respectively.

unit price was NT$ 43.82 per kg and the average catch was about 260 tons per

of the total catch.

DWT; 255 tons per

DWT. The uOlt price

The

was

average

ship.

3. The direct cost accounted for majority of the total cost, being 80.70% for 250

DWT ship; 剖

indirect cost was 19.30%, 29.95% and 33.38%, respectively. The predominant item

and the depreciation of

From

DWT ship; 70.05% for 450 Id 66.62% for The

cost decreased

ship

the above analysis, we

ship DWTincreasing

The indirect coSt

computed for the di rect cost was fuel the was

got

and the indirect cost

the major factor computed for the indirect cost.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di rect with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ship DWT.

and depreciation fee increased 臼tended to very according to the capital cost,

the ship DWT increased.

4. Based on analys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st and. income:

a. The income/cost was 1.38 for the 250 and 450 DWT ships and

650 DWT ship, with an average ratio of 1.36.

1.33 for the



8'0

250,

DWT

b. The annual investment return rate was 1.87%, 0.68% and 0.50% for the

The yieldc.

DWT450250,for theIOn5.8 million, 6.5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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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遠洋流刺細問漁撞種顯與轍具之不悶 , 大致上可分為三大錯 : 一為鯊、館就刺鍋 , :-. 為亦就

流刺網 , 三為大目就刺網。
由於遠洋節釣、拖網魚業受到二次能跟危機白石衝擊 , 使得部份業者轉冉說刺網漁業發展 , 又正當

遠洋流刺網漁業蓬勃發展時 , 各國紛紛寬佈擴 ; 人:200 埋經濟海域 , 致使政遠洋流刺網漁業受到莫大的
影嚮 ' 因此積極開發公海楓場是當輯之急。民國 72 年 11 月大猛海洋企業的和佑No.3 等 3 艘流刺網搬船

, 首次以大目就刺制在印度洋公海論場作業 , 漁獲 450 噸 , 開發成功 , 第-年有 53 艘 , 第三年有 67 艘

漁船前往作棠 , 此時 11: 逢亦就魚價低迷
, 赤就說刺網油業經營受妞 , 閃此前往印度洋作業之大甘沉刺

網船便逐年大聾的增加 , 民國 75 年有 110 艘 , 76 年有 125 艘 ,
但j 去句=. (77 年 ) 約有 150 艘蠍船在此海域

作業 , 漁獲最高達近 40,000 噸 ; 在此大白流刺網漁業快速成長時期。, 筆者從事是項融業繼臂之調查研
究 , 期能及時發現問題 , 提棋政府有關單位及業者參考 , 以輯:護印度洋大目流刺細詢業之持續發展。

高官

材料與方法

本調查研究係以高雄地區之遠洋疏刺網漁業公司為擱在對象 , 預先設計、大自梳刺網鞠業現說調

查表 " , 就其漁船設備、油具、油場、漁期、楓種暈、魚價、船員人數及股數分配與公司經營概視等
項自進行調查 , 同時就目前大白流刺網輸業上所遭遇之問題 , 以漁業公司之負責人及船長或船上人員
為訪問對象 , 其計畫之進行步驟 :
一、調查對象以印度洋大自流刺網漁業為主。

三、親自至高雄風誦會大目流刺細小組、魚市場、各漁業公司及船上 , 蒐集近年來此項漁業之 iW 銷經

營狀況 :
1. 漁船設備、漁業構造及材料規格。
2. 船員人數、股數分配備

,

形。

3. 描場、漁期、漁獲量及魚價情形。
4. 固定成本、直接成本及間接成本等之經營狀況。

三、生產成本與收益之分析 :

1. 產出投入係數 總收益除以總成本
(I)

。

2. 投資報酬率以現值法分析 , 此為將不 IIi] 時間的利潤與投資折算的卅一時點的弊值加以比較
, 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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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投資報酬的淨現值 (Net Present Value, NPV)

表示 (I> .
。貝 IJ 大目流刺細長期間總淨現值可以如下數學式

n
NPV = �

t=1

TRt: 為 t 年期之漁獲產值。

TRt=P.Q. +P2Q2+PaQa + +PnQn

P1Q. :: 民緒胎魚價×士是觸賄漁獲量。

P2Q2 : 大自館魚價×大自偏.詢盤.暈。

PnQn: 第 n 鱷魚價×第 n 種魚之轍獲壘。

Ct: 為 t 年期之生產成本。
TRt 一 Ct: 為年 �.� 收益。

r: 為折現率 , 一般近似於銀行利率。
Co: 漁業設備初期總投資 .漁船建造成本。

n : 漁船設備之報廢年數。

假設每年之成本收益均不變 , 即每年之利潤相同時 ,

l 一 (l+r)-n

則平均每年輸業投資報酬率為

NPV
η - Coon

3. 盈利率計算泌的 :
設輸業盈利率為K. 總成本為E. 總漁權量為C. 總平均魚價為 e

, 輸業收入為Cc' 則漁業盈利

率與漁避之關係為E= Ce (1- K) ω

則K=l 一去
四、平衡產值分析ω :

依最小平方法繪出庫值 , 成本關係之揖益幽袋 , 求出此項楓葉之投資損鑫平衡轍 , 以瞭解其經營
之揖益情形。其計算方式如下之數學式表示 :

P=S 一 (F + V')

V' = V /5 代入 (1)

則P=S 一 (F+Sx V')

設利益為零時 ,

P=S 一 (F+SxV') =0

"S=� 一
I-V'

而投資成本 C=SxV'+F
n 0 �SiCi - �5i�Ci

n.o�Si2 一 (�Si) 2

TRl 一 Cl

(1 + r) l
一 Co (1)

員 IjNPV = (TRt 一 Cd Co (2)

(3)

(2)

)1(

(2)

(3)

(3)式中之V'=

一-F
�Ci - V'�S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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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各式中之 s: 產值 . Si : 第 i 艘標本船之產值 , P : 利益 , F: 固定成本 . v : 變動費 ,

V I : 變動費簿 , C : 成本 , Ci :: 第 i 艘標本船之成本。

結果與討論

一、漁船設備 :

流刺網搬船船型較單船指稱船的寬度為大 , 在船尾甲叡上需載 10 噸以上的漁網 , 因此成巡洋艦型
的船尾 : 目前大自流刺網漁船之設備 , 在航海方面有雷達、方探、衛接導航、氣象傳真、峽發報機等

; 在轍撈方面有網具、魚探機、投網按輸、揚網機、監網機 : 揚網機置於船首前甲缸 , 有-部 �一為

捲揚浮于網 (Float line) 舟的是球型滋輸 (Ball roller) .另一為捲攝沈子網 (Lead line) 用的是

彈壓式揚網棋。如旭 uler) .船艦右側有一據網管 (Net carring pipe) 通至後甲恆的網白 , 後閑飯有
南部球型車輛機 (Ball wonder), 船尾置有一投網按輪 (cage roller)

, 有些船未裝設投細讀輸 , 價
將尾部上方焊接成三角形。

二、觀真 :
大目流刺網具之漁� 以長錯館為主 , 主要輸場在北太平祥、南太平洋及印度洋海蟻 , 由於漁船的

大小不一 , 所使用網真的領數也有不悶 , 最多 1200 領 , 最少也有 500 領以上 , 網具規格如表 1 所示 ,

每領畏 400 500 目
, 幅 80 100 目 , 目大 21 、 21.5 、 22 公分均有人使用 ; 網地為 0.20/14f 之尼龍單絲

複嗯 , 輯結為掙子方 o. 峙 , 說子方 0.50 ; 三種結節均為致死結 ; 綱索類以 pp 為材料 , 條數 2 條 ( 左

右擺各一蝶 ) .租度上沈子網較浮子網租 , 浮標繩之租度為Hlmm' 通常每 100 300 公尺設 1 俘標燼

: 浮子為 E.V.A. 發泡體 , 一般以浮于網是 1 公尺裝有 1 個掙子 , 有時為防止網具閃檻罹大量漁聲物
致浮力不足而沈波 , 目前有加裝充氣式浮球 , 殼果甚佳 : 目前流刺網具的沈子都使用鉛條 , 將鉛條套
上塑膠管 , 包燃在岔子網內部 , 由外表看不到鉛條的存在 , 鉛條和沉于制的空氣中草 lit 為每公尺

l 必--130 公克 , 而鉛條重量估目 %-655 后 , 因生產廠商不同而異。目前使用之大自流剩網網具詳細結
緒如圖 l 所示

(4)
此網目前捕獲之魚體大小以 10 -13 為主。

三、漁場、漁期和漁獲種類 :

印度洋大自疏刺網觀業是本省近三、四年來快速成長的漁業
, 民國 72 年有 3 艘大目疏刺網前往開

發作業 , 轍獲 450 噸 . 73 年有 53 艘漁船作業 , 漁獲量 7,500 蝠 , 漁種情形並不理想 , 主要是未掌擅楓期
, 以及網具的結構不適當所致 , 經水產試驗所高雄分所提供有關網具結構資料後 , 7 是年有 67 值輸船作

業 , 輝、觀獲置 18000 噸 , 因艘艘滿載 , 所以輸船大量增加 , 直到民國 77 年約有 150 艘攤船前往作業。

此作業漁場位於澳洲的西南西方海域 ,
且 [J 南-緯� 度至 40 度 , 東經 70 度至 100 度之海域

, 如國 2 所

示 , 其中以東經90 度 , 南緯 37 至 40 度之海域 , 魚群密集 , 漁聲:最多 , 約 {占80% ' 主要漁獲以長賭輸為

主 , 約佔總漁獲之 90% .其他大目館、旗魚、油解 (Slender tuna) 等捕獲較少
, 約佔 10% ; 此漁場

之轍期由每年的 11 月至隸主F﹒的 3 、 4 丹 , 為期 5---6 個月 .11 月初在南韓 30 35 度範闕 .11 月下旬後

漸南移至南緯 35 37 度 , 到 12 月中旬後再南移至 37 42 度之間
, 而大部分集中於南緯 37 40 度之海域

, 適水溫在 15
�C 19 �C .主要分佈在 16

�C 18 �C 。

四、船員人數及股數分開己 :
遠洋梳刺網漁船之船員人數一般都在 16---24 名左右

, 船笙大小船員人數並無甚大差異 , 目前船且



材 特 視 格 月 大 結節 長 幅 縮 結

(公分〉 (目/頓〉 (目/頻〉 浮才 沈才

是1揖絲義嶽 0.2o/14f �2�1g�VÞ�2�2 雙死 400-- 500 80 -- 100 0.48 0.50

名 稱 材 特 拉 度 數 量 備 可証

浮于網 p.p. 7 2

沈于網 p.P. 12 2
'

浮梧繩 P.P. 10 一 吾吾 100 - 200公尺設1浮標燈

J"J

表 1 大白流刺細細具之材料、規格構造表

Table 1 List of materials and specifications of the big-mesh drift gill net.

網 地

網 索 類

浮 、 沈于

名 稱 材 料 型 狀 大 重 量 數 量 備 豆豆

浮 于 發 ?色體 長周型 浮于每個浮力為 300-- 350 克

沈
于

鉛 長 條 |直很 1.6 6 {oJ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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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找 , 人數的多寡 , 常由船長自行訣定
, 只要不妨礙作業之進行 , 人數不足亦可出港。

在分紅股數分配上 , 各攤葉公司不盡相同 , 總股數約為24'"" 30 股 , 漁撈員和輪機具均各分配 1 股 ,

船長 3.5---4.5 股 , 股東另給 1-- 2 股
, 輪機長 3---4 股

, 船東 n 給 1 股 , 報務員 2 --2.5 股
, 船東另

給 0.8-- 1 股 (視論鐘情況而定 ) , 大蝠 , 大管各 2---2.5 股
, 三幅、 -管各 1.5--2 股 , 漁撈長 1.8 股 ,

廚師 1 --1.5 股。印度洋大自流刺網輸船船員人數及股數分配情形如表 2 所示 , 在股數的分配中 , 船

長為最高而漁撈員和輪機且最低
, 其差距為 3.5 股左右 , 再加上坐j 外船東通常會在其利渦中額外給船

長之股獸 , 如此一來船員的股數分配高低差距就愈大 , 因此船員依其職喝不同 , 所分配的紅利 , 亦令﹒

很大的差異 , 像這樣的分配比例是杏合理 , 尚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五、經營概況分析 :
(一)魚價及觀獲置 :
依據楓葉公司之航次組獲收入除以楓獲量之方式計算平均魚慣

, 印度洋大目流刺網漁船作業一年
一航次 , 根據調查結果 , 民國 73 年-之平均魚價為 68 元/ 公斤 '74 年為 48--63 元/ 公斤

, 以上兩年的漁

撞物均在台問銷售 , 民國 75 年,開始有國外市場 , 但只是少數。 75 年之平均魚慎 , 國外市場約為60 元/

印度洋大白流刺制搬船之船員人數及其股數分配 3

Table 2 The crew number and share for the big-mesh drift gill net ship.

＼＼人數及服數
船買 ,Zlj 、＼、＼ / 數股數、

表 2

u

4.5 ※1長船

※※41長機輪

2 .5 ※※1真是幸報

21大

21管大

1.51副-一
1.51Ab

F一

1 .51師廚

66員才芽漁

22只機輪

27.516計A--口

船東另給 2 肢。

部東另給 1 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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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 , 台灣市場為 43 55 元/ 公斤 , 民國 76 年國外市場售價為50 55 元/ 公斤 , 台鬧市場昂的 50 元

/ 公斤 , ( 因為國外市場之售價較台灣市場高 , 所以閱外市場之出售量有逐漸增加的組勢 ) 民闢 77 年

國外市場為 48 50 元公斤 , 台灣市場為38 50 元/ 公斤 , 民闢 78 年國外市場為46 48 元/ 公斤 ,
台灣

市場為38 55 元/ 公斤 , 若將作業輸船歸類成 250 、 450 和 650 三種噸級 , 其 78 年之平均魚價如表 3 所

示 , 250 噸載之平均魚價為 44.47 元/ 公斤 ,
是 50 噸級為 43.46 元/ 公斤 , 650 噸級為43.61 元 / 公斤 , 總

平均為 43.82 元/ 公斤。由以上的平均魚價來看 , 很明顯的發現是一年比一年差 , 可想到在經營利益
上是一年比一年低 , 此因油獲大量增加 , 致使魚賤傷魚外 , 近三年來台弊大幅升值才是主要原因 , 如
國外市場以美金計慣 , 完全受種率直接影嚮 , 台灣市場則因罐頭出口受極率影嚮而間接影嚮魚價 ; 另

外 , 流刺網之撤撞物因魚體罹網後較快死亡 , 而且魚體亦受制具所揖 , 因之鮮度較差 , 致價格均較其
他漁業之轍獲價格為低 , 如館釣楓葉之長館館的平均魚價 , 民國 73 年為74.9 元/ 公斤 , 民國 75 年昂的

元/ 公斤。
本省印度洋大目流刺網漁業歷年來之轍獲壺 , 在民國 73 年雖然僅油獲 450 噸 , 但因當年只有 3 艘

誦船而且是首次作業 , 平均漁獲量為 150 噸/ 艘 , 如此捕獲量 , 可算是成功的開發作業 , 所以鼠國 74

年經營此項輸業的船畫大量增加 , 共有 53 艘輸船作業 , 油護單:為 7,500 噸 , 平均為 142 噸/ 艘 , 較上年
度減少 , 因作業漁船對此海壩之漁期與漁具結構未能充分地掌握 , 經水產試驗所高雄分所提供相關資
料改善 , 民國 75 年有67 艘掛船作業 ,

共漁獲 18,000 醋
, 平均漁獲量為 269 噸/ 暉!. , 閃漁獲良好 ,

民國

76 年作業漏船又再次的大增 , 約有 110 艘漁船作業 , 總搧硨量增為25.000 噸 , 平均轍獲量為 228 噸/ 艘
; 民國 77 年有 125 艘作業 , 總誦獲量又增為 30, ∞0 噸 , 平均漁盡量為 240 噸 1 艘 ; 民國 78 年有 150 艘輸船

作業 , 總漁獲量再增為 40,000 噸左右 , 平均漁撞量約為 260 噸/ 蟬 , 若以不同噸級船區分 , 其平均轍盤
量分別 250 噸級船為228 噸/ 蟬 , 450 噸級船為255 噸/ 趟 , 650 噸級船為305 噸/ 艘。以作業 H 數計算 ,

平均每艘船每日組獲量為 73 年 1.3 噸 , 74 年 1.2 噸 , 75 年2.0 噸 , 76 年 1.9 噸 , 77 年2.0 噸 , 78 年250 噸級

船為 1.8 噸 , 的0噸級船為2.0 噸 , 650 噸級船為 2.5 噸。

從漁撞量年年大量的增加 , 對我印度洋大自流刺網融業急速發展的情況 , 實令人表示關切 , 根據
謂查 , 印度洋大目流刺網具之網目大小 , 開始時21.5�22 公分 , 此網目捕獲之魚體大小為 11 13 公斤

, 然後縮小為 21 公分 , 77 年起很多改為20 公分 , 此網目捕護之魚體大小僅為 8 10 公斤 , 而目前更有
預定網具之網目大小為 17.5 18 公分者 , 從此單位努力撤種量及網目大小來看 , 很值得專家學者對印

度洋長賭輸資頓作深入探討。

ω經營成本分析 :
1. 閻定成本 :
固定成本係指漁業公司辦公室、搧具倉庫或其他廠房及輸船之建造或購買

,

信.船之資fIT. 等 , 本項漁

業之固定成本以花費最多資金之造船費為主 , 而本省一般流刺網船之造價成本 ( 含設備 ) 約每噸 10 萬

元 , 如果建造一艘450 噸級流刺網楓船 , 其造價大約 4500 萬元。

2. 直接成本
直接成本係指每年轍期前後及出海作業推備所須之油料、漁具費、補給物品及進港後輸船臨修費

, 船員分紅和魚市場管理費用等之支出。民國 77 年印度洋大白流刺網船每航次之經營成本如表 4 所示
; 而經營成本包括直接與間接成本 , 茲先將直接成本之主要項目列述如右 :

(1) 油料費 :
油料費為直接成本中最主要項目 , 包括燃料油、機油及冷凍泊。大白流刺網船 250 噸級 , 航行中

每日耗費燃料油 2.9 公秉 , 作業中需 1.3 公乘 ; 450 噸級者 ,
航行中每日耗油 3.3 公栗 , 作業中指 1.6 公秉

; 650 噸級者 , 在航行中每日耗油 4.4 公秉 , 作業中每 |司耗油約需 2.0 公秉 ,
閃此 , 如以每航次計算 ,

來回漁場之航行 H 數約 45 天 , 作業期間約 120 天 , 則 250 噸級共需耗油 286 公秉 , 450 噸級者補耗油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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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秉 ' 的0 噸級者需耗油是 74 公秉。至於250 噸級者每航次之機油消耗量約 12 桶 , 冷凍油約 3 桶 , 450 噸
級者為機油 15 桶 , 冷凍油 3 桶 , 650 噸級者為機油 20 桶 ,

冷凍抽 4 桶。依民國 77 年之船 Ri'l 用油油價
,

甲種用油為每公乘 4950 元 , 機油Hb30 或 40 每桶的 00 元 , 冷凍油每桶8 是 00 元 ,
因此 , 250 噸級之流刺制

船每航次三油料費約需 150 萬元 , 450 噸級者約需油料費 180 萬元 , 650 噸級者約需油料費249 萬元。
(2) 漁具費

大目流刺稱其每領約 3200 元 , 一般網具使用之領數在 500 1200�Ji 之間 , 每一新網具約可使月 1 4

'""5
航次。流刺制國受魚體組罹級掙扎 , 制具受損性大 , 每次返航後 , 均需修理 , 網具修理之方式有

兩種 , 一為包件式 , 以一領為一件 , 每件在 300'""400 元之間 : 另一種為以口計酬 , 如果綱具破揖不多, 大多踩此方式 , 了.資為每日450 元。
(3) 消耗品

包括船周五金、電氣用品、衛生用品等 , 每航次所諾費用 250 噸級者約 15 萬元 '450 噸級者約 20 萬
元 , 650 噸級者約25 萬元。

(4) 運費

一般是漁盤超過滿載者或是不返航在國外補給後直接到另一漁場作業者才需連搬船協助輪運輪盤 -

物 ,
但不返航者則以節省航行油料費扣抵攤撞物之運費 ,

若以260 噸漁獲計 , 則樺 250 噸級者幫過:費 ,
連費每公斤 7 元。

(5) 伙食費 :
包括米、蔬菜水果、副食費等 , 平均每人每天80 元 , 每航次作業以 165 天計算 , 250 噸級船有 16 名

船員 , 伙食費需 211.200 元 ; 450 噸級和650 噸級者有 18 名船員 , 則需伙食費 1,2:.37. 的0 元。
(6) 醫藥費

包括藥品及船員醫療費 , 每航次 f'l 需 5000 元。
(7) 魚市場管理費

根據那農麗品市場交易法 J 1史「漁業法 j 之規定 , 魚市場在漁業人出售油獲物時得徵收魚市場管
理費及代收輸業發展基金、漏保備付金等。高雄市無巾-場徵肢漁謹物出售額的3.85%

' 其中包括營業
稅0.6% ' 印花稅0.4% ' 教育捐0.15% 、漁保備付金 1.3% 、魚市場管理費 1.25 % 及漁業發展基金

0.15%; 此外再加加值稅費 ,
總共譜負擔 5'""7%

。

(8 泊位船臨修費

包括船虹 l歲修及臨修費 , 250 噸級船船齡較大 , 故此項費用負擒較 450 噸和 650 噸級者多 , 需 18 萬
元 , 450 噸級和 650 噸級者需 10 攝元。

(討論撈分紅

大目流刺網漁業之分紅方式 , 係以淨收泣的一定分自己比半來計算 , 通常以漁 1些物總收入個扣除直
接成本及間接成本 f是為分紅金額 ,

分百ι七率為全部船員所得在 32%'""40% 之間
, 船東佔60'""68%

'
一般 650 噸級船之船員所得為32%

' 船東得68% '
的0噸級之船員所得為33% ' 船東得 67% ' 250 噸

級之船員得 35%
' 船東得65% ' 清漁擅商或當船街時船員所得可分到 40% 。整體看大目流刺網輸業之

船員轍撈分紅約佔漁獲物生產總值的
13'"" 16% 。

(10) 其他

其他費包括卸魚工資、臨時工資及與出海作業有關之臨時性的支出等 , 依船大小不 liiJ 而略 ii' 差別
, 每航次 f'l 攜 15'""20 萬元。

3, 間接成本

係指與協期中出海作業無直接關連之費用 , 如貸款、利息、船開保險、船員保險、融船折﹒筒、說
捐及公司管理費用等 , 茲分項列述如右。



fO

(I) 貸款利息

係指向銀行貸款所嚮支付的利息
, 建造一艘新船所能貸直到的款數不超過船償的一半 , 著娃嘗嘗船 ,

貸款數就更低 .
f'1 船值的 2 成左右。貸款利率以民國77 年之銀行放款利率計算

, 年利率7.2% .則�　

噸級者需負搪貸款利息 10.8 萬元 . 450 噸級者需 72 萬元 .650 噸級者需 108 萬元。

(2 胎體保險

觀船的投保金額與轍船的船齡有關, 船齡高者 , 投保金額低 , 船齡低者 , 控保金額較高 , 新船保
額最高為船{質的90% .且三年不折舊 ; 一般保險費為保額的 1"""'1.8% .新船或大船為 1%' 高齡船

為1.8% 。

(3 船員保險

可分為船員平安保險費及船員平安互助費, 每位船員一年縛擻320 油句平安保險費和 1,4 ∞油平安
互助費 , 大間就刺網輸船船員 16-18 人為多擻 , 每航次約分攝 13.5"""'15.5 屆元的船員保險費。

(4) 漁船折舊

觀船的折習貫通常以下列公式計算 :

投資成本一投資成本 xo.l
折舊費 =

耐用年限 ( 折當年,限 )

一般折舊年限以 10 年計算 , 但若船齡已超過 10 年的舊船 , 則不能以此計算折舊贅 , 閃此老的小船
和大的新船折酋費相差很多 , 由 56 萬元到 146 萬.元 , 相差 90 萬元。

(5) 稅捐

營利事業所得稅為純益額的 25% .而純益顯為營業毛額之4%, 即每年營利事業所得稅品營業毛緝

的 1%' 所以漁撞蚊入愈高 , 其所支付的稅愈多 , 依據財政部頒佈之獎勵投資條例 ,
嘗嘗公司擁有新船

者 , 4 年內免緻營利事業所得稅 , 而新公司如建造新船者 5 年內可免稅。以260 噸楓獲物 , 魚價每公
斤43.82 元計算 , 員。每航次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為 11.4 萬元。

(6) 公司管理費

係指維持公司營連之支出費用 , 包括公司職員薪水、房租、郵電費、水電費、公會費及文具紙張
費等 , 每艘船每個月約需分擔

8""'"
1 0 萬元 , 則每航次約嚮支付 50 萬元。

印度洋大自流刺網船之投資成本如表 4 所示 . 250 噸級輸船之直接成本約佔80.7% .間接成本約

佔 19.3% .而直接成本中又以漁撈分紅佔較高比例 , 約為20.51% .其次為油料費約 20.42% .再次為

漁具費約 13.47% : 間接成本中則以漁船折舊費佔較高比例 , 約為 7.62% .其次為公司管理費約6.80

% D 450 噸級船之直接成本約佔70.05% .間接成本約佔 29.95% .而直接成本中以油料費所佔比倒較

高 , 約為22.27% .其次為漁撈分紅約 18.65% .再次為漁具對約 13.51% : 間接成本中則以輸船折舊
所佔比例較高 , 約為 11.17% .其次為貸款利息約8.93% .再次為公司管理費約 6.20% D 650 噸級船之

直接成本的佔66.62% .間接成本約佔 33.38% ' 而直接成本中以油料費所佔比例最高
, 約為24.79%

' 其次是撒撈分紅約為 15.32% ' 再次為論具費約 11.85% : 間接成本中則以漁船折舊所佔比例最高 ,

約為 14.55% ' 其次為貸款利息約為10.77% ' 再次為公司管理費。
綜觀三者之投資成本 , 發現船噸級大者之直接成本所佔比例較船噸級小者為低 , 而間接成本所佔

之比例則較高 , 此乃大船之造船價高 , 銀行可貸款金額也高 , 則說船之折舊費及給付銀行之貸款利息
就相對提高 , 而使得間接成本增加 , 相對的直接成本所估的比例就減少。

目投資報酬盈利分析

根據 77-78 年調查所得之資料 , 分別計算出印度洋大白流刺網 250 噸級、 450 噸級和 650 噸級 ifM 船之

投入產出係數、年投資報酬率與漁業盈利率 , 如表 5 所示。

1. 投入產出係數 : 根據調查之資料算出 .250 噸級和 450 噸級撮船之投入產出係數為 1.38,650 噸



TONNAGE 250 TON 450 TON 650 TON

0��h0�ÿ<�-�-�-�-�-�- Cost and

ÿ<�-0��-�R�a�t�i�o
Amount Ratio Amount Ratio Amount Ratio

( N.T.) ( , ) ( N.T.) ( , ) ( N.T.) ( % )

Total cost 7,349,160 100 8,060,850 100 10,029,200 100

Direct cost 5,930,900 80.70 5,646,250 70.05 6,681,200 66.62

Fuel 1,500,200 20.42 1,795,200 22.27 2,486,200 24.79
F'ishing gear 990,000 13 .47 1,089,000 13.51 1,188,000 11. 85

Traffic 700,000 9.52 - -- -
Consumable 150,000 2.04 �2�0�0�,�0�00� 2.48 250,000 2.49

Meals 211,200 2.87 237,600 2.95 237,600 2.37
Medicines 5,000 0.07 5,000 0.06 5,000 0.05

Market service 517,500 7.04 566,700 7.03 �6�7�8�,�0�00� 6.76
Ship maintenance 180,000 2.45 100,000 1.24 100,000 1.00
Profit sharing 1,507,000 20.51 1,502,750 18.65 1,536,000 15.32
Others 170,000 NK�.�3�1 150.000 -1.86 200.000 1. 99.

Indirect cost 1,418,260 19.30 2,414,600 29.95 �3�,�3�4�8�,�0�00� 33.38

Loan interest �1�0�8�,�0�00� 1. 47 720,000 8.93 �1�,�0�8�0�,�0�00� 10.77
Ship assurance 135,000 1.84 168,000 2.08 292,500 2.92
Crew assurance 13,760 0.19 15,500 0.19 15,500 0.15

Ship depreciatioI 560,000 7.62 900,000 11.17 1,460,000 14 .55
Tax 101,500 1.38 111,100 1.38 Tax free -
Over-head �5�0�0�,�0�00� 6.80 500,000 6.20 500,000 4.99

Item 250 Ton 450 Ton 650 Ton Average

Total cost 7,349,160 8,060,850 10,029,200 8,479,737

Total income 10,147,900 11,111,900 13,294,200 11,518,000

Income/Cost 1.38 1.38 1.33 1.36

]å�n�v�e�s�t�m�e�n�t 15,000,000 �4�5�,�0�0�0�,�0�00� 65,000,000 41,666,667

Profit 2,798,740 3,051,050 3,265,000 3,038,263

�������������m�=���:�_�(ƒI�} 1.87 0.68 0.50 1.02
return rate

Yield rate �(–û�} 27.58 27.46 24.56 26.38

:1/

民國 77-78 年 250 噸級、 450 噸級和 650 噸級印度洋大目流刺網船之經椅成本

Table 4 A list of break-down on costs for the big-mesh drift gill net ship for the 250-ton,

450-ton and 650-ton class in the Indian Ocean. (1988-1989)

表 4

表 5 民國 78 年印度洋海域大白流刺制漁業之投入產出係數、報酬率和揖利率。
Table 5 The income/cost, investment return rate and yield rate of the big-mesh drift gill

net fishery in the Indian Ocean area.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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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漁船稍差為 1.33 ' 三船噸級分均為 1. 36 ' 此表示77-78 年印度洋大自流刺網楓業平均利潤率為

36% 。

2. 年投資報酬率 : 棋據輔宜之資料 , 按7.2% 年利率及使用年限 1O1f 計算平均年.投資報酬車, 各
船噸級相差較大 , 以 250 噸級轍船較高為 1.87% ' 450 噸級者為0.68% ' 而650 噸級者最低僅 0.50% '
此乃閃船噸級大者 , 其投資總成本高 , 且楓船之造價亦高一個定投資額高 , 而總收攏未能相對葷的揖
窩 , 閃此年投資報酬率就降低了。

3 瀚敝業盈掛酬取利昀IJ陣附于
K>O 時 ,

��
<1 所以 E<Ce' 有制 Ij

K<O 時 , E> 缸 , 經營虧本
K=O 時 , E=Ce. 收支平衡

以上Ef} 總成本 'C 為漁獲量 , e 為魚價。根據調查資料計算的結果 , 三噸級船之經營均有盈利 ,

其中以 250 噸級輸船之盈利率最好為27.58% ' 450 噸級船次之為27.46% ' 的0噸級船稍差為 24.56% ;

漁業盈利率仍以漁船噸數大者較差 , 間較高的支出戚本 , 使得盈利誠少 , 所以楓葉盈利率肢體之降
低。

上述以相同調查資料 , 經三輪不同方式之聶利報酬分析結果顯示 , 投入產出係敵 , 年投資報酬率
及輸業盈利率等 , 在三船噸級中均以 250 噸級者最好。

個成本產值分析

印度洋大目流刺制 250 噸、 450 噸和 650 噸級船之誦擅量產值質例如表 3 所示 , 其成本與藍值之計
算如表 6 所示 , 則 250 噸級船之

n};SiCi - };Si };Ci
n};Si2 一 (};Si) 2

};Ci - v'};Si
n

成本興農值之關係式 Y =0.41S+340.4

450 噸級船之 v'=O.39, . F=395.1 (萬元 )

成本與產值之關係式 Y = 0 . 39S + 395 .1
650 噸級船之 V'=O.37, F=532.7 (萬元 )

成本與產值之關係式 y =0.37S+532. 7

如國 3 所示 , 取橫軸、縱軸相等刻度 , 由原點翻一正向 45 。斜線 (OK) , 則OK 線與成本產值關
係式之交點La 、Lb 和 Lc 分別為三噸級船經營之揖益平衡點 ( 產值等於支出總成本 ) , 由闡 3 中知 , 其
揖盆平衡額分別約為 580 萬元、 650 萬元和 850 萬元 , 即成本產值關係直線上以此點為分界 , 左邊為虧
本 , 右邊是賺錢 , 而成本產值關係直線與OK 線之座標距離表示虧或賺之金額。

V"= 一 0.41

F = 340.4 (萬元 )

措i 要

本省印度洋大目流刺網漁業從民國 n. 年 11 月的 3 腹漁船首次作業 , 楓聲量450 噸 , 到民國 77 年 11

月增加到 150 艘作業船聾 , 而轍獲暈亦高達延40.000 噸 ,
其發展甚為快速 ; 為維護印度洋大白流刺網漁

業之持續發展 , 乃從事此項輸業之經營調查研究 , 期能及時發現問題 , 以供今後發展的參考 , 茲將結
果簡述如下 :

1. 大甘流刺網印度洋作業漁場位於南韓 30 度至 42 度 , 東經 70 度至 100 度 ; 油期為每年 11 月至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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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Exemplifications about the cost-produce analysiH of the big-mcHh drift gill nct

ship in the Indian Oce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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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月。

2. 大目流刺網索要搬鐘以接插館為吏 , 約佔總漁權之 90% ' 民國 78 年 250 、 4501 的50 噸級船之平

均漁獲量分別約為228 噸/ 艘、 255 噸/ 艘及305 噸/ 餒 , 平均魚愧為 44.47 元/ 公斤、 43.46 元/ 公斤和 43.

61 元/ 公斤 ; 輯、平均搬撞量約為 260 噸/ 艘 , 魚 {質約 43.82 元/ 公斤。

3. 總成本中以直接成本估的比率較高 , 250 、 450 、 650 噸級船分別為 80.70% 、 70.05% 與 66.62

%' 間接成本分別各佔19.30% 、 29.95%% 與 33.28% : i直接成本中均以油料費佔的比率最高
, 間接

成本中均以油船折舊費估的比率最高。直接成本佔的比率則隨船噸敵之增加而降低
, 而間接成本佔的

比率情形與直接成本相反 , 主要為船噸數增加則造船費增加 , 每年的漁船折嘗嘗費增加之故。
4. 生產成本興收益分析 :
a. 控入農出 {系數以 250 和 450 噸組船較大 , 均為 1. 詣 , 650 噸級船為 1.33 ' 平均為 1. 36 0

b. 年投資報酬率 250 噸級船為 1.87% ' 450 噸級船為0.68% ' 650 噸級船為0.50% ' 不均府 1.02%

c. 楓業盈利率分別為250 噸蝕船27.58% ' 450 噸級船 27.46% '
650 噸級船 24.56% ' 平均為 26.38

% 。

5. 依民國 78 年輯查之資料得知
, 250 、 450 、 650 噸級船之成本興起值平衡額分別約 1萬 580 萬元

,

650 萬元和 8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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