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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度雲嘉南地區水產養殖產銷幹部座談會 
 
 
 
 
 

本所於 2007 年 9 月 14 日假海水繁養殖

研究中心舉辦「96 年度雲嘉南地區水產養殖

產銷幹部座談會」，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與

會人士包括產官學界等計有 63 位出列席。會

議內容包括漁業署黃技士志忠進行政令宣

導、本中心陳助理研究員敏隆及黃助理研究

員麗月之專題演講及會後技術交流與討論。 

 

政令宣導 
 

漁產品產銷履歷制度是指漁產品從「養

殖場」到「餐桌」，所有產銷資訊都是「公開」、

「透明」及「可追溯」的；也就是指漁產品

在生產、加工處理、流通、販售等各階段，

由業者分別將漁產品的產銷履歷流程等相關

資訊詳予記錄並公開標示，以做好風險管

理，若發現產品有問題時，可馬上追蹤，將

傷害降到最低。至於漁民加入產銷履歷的好

處有：(1)可以落實外來/進口產品的標示，建

立台灣各產地漁產品品牌，有效區隔產品、

產地，創造市場新的契機，有利產品出口及

內銷；(2)可以使生產流程合理化，迅速找出

造成危害的環節，立即改善或加以處分，避

免因發生單一食品安全個案而影響整體產

業，降低產業風險；(3)可以提昇生產效率、

產品安全性及產銷資訊的可信賴度，提高消

費者信心，讓產品更具競爭力，提高附加價

值與收益；(4)可以因應歐盟 (2008 年) 及日

本 (2010 年) 將要求輸入農漁產品需具備產

銷履歷資訊之規定；(5)產銷履歷產品為農委

會未來主力促銷對象。最後黃技士就實施產

銷履歷制度提出六大願景：(1)透過生產流程

標準化作業，提昇水產養殖經營管理績效；

(2)透過產銷資料資訊化，累積水產養殖生產

知識庫；(3)透過標章認驗證體系，提昇優良

養殖場形象及消費者信任度；(4)透過產、

製、銷流程紀錄，改善整體產業流通供應鏈

之管理；(5)透過產銷流程風險管理，強化水

產品安全衛生之管控及消費者健康維護；(6)

透過國際相互認證，擴展養殖水產品外銷市

場。 

 

專題演講 
 

一、益生菌在養殖之應用與疾病防治 
業者為降低疾病的威脅，大量使用藥物

來控制養殖過程中的病害，結果反而導致病

原菌的抗藥性及水產品藥物殘留等問題，另

也破壞了養殖環境中自然微生物生態系統的

平衡。目前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積極推動的

生態養殖模式即是在養殖水體環境中加入有

益微生物來調節和改善養殖生態環境，控制

和減少水產生物病害的發生，達到養殖管理

與疾病防治之目的。有益微生物的作用是直

接吸收或分解水中有機污染物質或有毒物

質，進而改善養殖水質環境；水產動物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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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食物鏈間接或直接提供重要營養物質，

增加水產動物的抗病能力。 

二、水產品安全之相關規範及檢驗 
使用藥物時必需考量藥物對水產生物及

施藥者無害、無有害物質殘留、對環境無明

顯污染等因素，但藥物治療具有潛在性威

脅，其殘留對人體之危害包括致癌、引起突

變、致畸胎、過敏性反應及抗藥性等。歐盟

的動物用藥殘留規章主要有 2377/90EC、

96/22/EC 及 96/23/EC，其中 466/20021/EC 是

規範污染物質檢驗項目。日本實施藥物檢驗

項目共 799 種，其中與水產動物相關者計 132

項，其檢驗程序及處理原則為 5%的例行性檢

驗，檢出一次不合格後，檢驗比例提高為

50%，以上為官方付費，若檢出二次不合格

則改為命令檢查，需逐批檢驗，且為業者付

費，若再不合格，則禁止產品輸入。依據 2002

年美國食品和藥物管理局，有關水產養殖禁

用藥物為氯徽素、地美硝唑、富來頓、硝基

呋喃唑酮及氟基奎諾酮，准用之水產養殖藥

物為氟樂靈、羥四環素及歐索林酸等。目前

國內核准使用之水產動物用藥計有 15 項，衛

生署訂有水產品殘留標準者 5 項，其餘未定

殘留標準者皆為不得檢出。而未來水產養殖

管理趨勢將是全面推行 HACCP 制度、杜絕

藥害及推廣產銷履歷制度。 

 

技術交流與討論 
 

此次座談會漁民朋友發言相當踴躍，茲

整理摘錄如下： 

(一)每年剖烏魚時，烏魚殼價格低的問

題。黃志忠技士表示，漁業署針對上述問題， 

 

已邀請各協會協商，現在業已委託中華漁協

配合縣協會辦理。 

(二)政府對農漁民的政策性貸款，建議

不要只限於農、漁會，另如農業性金庫也可

以承接，以讓漁民有更多選擇。 

全國農業金庫許專員兆博回應，農業政

策性放款自 93 年 1 月 30 日農金法實施後，

農業銀行就涵蓋了農漁會及農業金庫，希望

審核貸款時，要用途確認其真的用在農業。

另有關政策性農貸，今年編列 450 億額度，

目前還剩下 202 億。 

(三)養殖業者在符合食品安全規範前提

下以獲利為標的，政府施政應營造有利業者

獲利的環境和條件。如加入 WTO 後，外來 

(進口或走私) 漁貨影響品質及價格，在產銷

履歷制度於 2015 年全面實施前，建議透過行

政運作，要求賣場標示農產品產地及生產

者。另內需市場之規模尚屬淺碟型，容易因

供需失調導致魚賤傷漁，應加速拓展銷售管

道。內需市場宜多樣化，外銷則需評估產業

優勢所在，集中力量 (外銷若量小，則不成

局)。 

漁業署黃志忠技士表示，農委會已盡力

要求賣場裡的漁產品或農產品需附上通過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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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履歷驗認的標示，以有效區隔大陸貨。 

(四)漁民勞保退保時，勞保局規定 3 年

內平均薪資要達固定金額才能多領保險費，

且僅依據在魚市場拍賣的紀錄為平均薪資的

根據，而不能以其他的拍賣方式為依據，但

是養殖漁民的漁貨都只在塭邊出售或是外銷

或是賣給加工廠做罐頭。最近嘉義縣勞保局

通知，有拿到作假的清單，需趕快去註銷，

否則將移送法辦。此一不合時宜的作法，希

望有關單位可以向勞保局反應。 

(五)有關水權證問題，目前海水和水庫

的權證都是 5 年換證 1 次，只有淡水為 2 年。

建議應一視同仁，統一 5 年換證 1 次。 

(六)目前雲嘉南高屏等地區的養殖方式

都採用混合式的養殖模式，包括白蝦養殖。

但白蝦近年來經近親交配，抵抗力減弱，生

長遲緩，造成漁民很大的困擾，因此建議水

試所除了培育健康蝦苗外，應該提供原生種

蝦苗。 

本所蘇副所長茂森表示，養殖優良品系

的 SPF 白蝦是目前主要養蝦國家的重要課

題。本所東港生技研究中心已開發成功養殖

優良品系的 SPF 白蝦的生物安全防疫式養殖

技術，目前在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正進行相

關的模場養殖試驗。請就近與海水繁養殖研

究中心討論，視實際需求召開訓練班或座談

會，以確實幫助相關養殖業者。 

(七)建議進行循環水養殖技術之研究。 

蘇副所長茂森表示，室內循環水超集約

養殖系統是目前各水產養殖先進國家很重視

的技術。在台灣，用這樣的系統應養些什麼，

生產什麼產品，才有經營效益？這是首先必

須評估解決的。另外也涉及種苗、防疫及飼

料的問題。本所東港生技研究中心已開發成

功利用簡易式循環水超集約養殖系統進行海

鱺中間育成技術。本所會加強相關的研究。 

(八)希望水產試驗所繼續扮演水產養殖

業龍頭的角色。 

蘇副所長表示，本所近年來積極籌建國

家水產生物種原庫，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及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的種原庫已落成啟

用，針對台灣鯛、石斑、鳳螺等重要養殖種

類已積極展開保種育種研發。目前籌建中的

台東支庫將利用深層海水的低溫、潔淨、富

營養鹽、礦物質與微量元素等特性，進行洄

游魚類、九孔、海藻等重要水產生物之保種、

育種與優質水產種苗生產。另外，亦將在東

港生技研究中心興建東港主庫，以供餌料生

物、甲殼類、海鱺及虱目魚等之保種與育種，

種原之基因體研究與生物技術研發，並統合

各庫之遺傳資源，建構種原資訊庫。在海水

繁養殖研究中心則正在籌建基因轉殖水產生

物隔離田間試驗設施。掌握優質種原是未來

水產養殖發展的主要核心。本所的努力將有

助於提升業者的繁、養殖技術，並加速建設

台灣成為「亞太水產種苗中心」。 

(九)輔導漁民如何做、如何培養光合菌

及提昇效果等問題。 

本所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葉主任信利表

示，本次的專題報告資料很詳細，且相關技

術也已展現在專題報告中，然實務上應如何

操作，因每個魚塭不同，可能還要再進行微

調，以適應其環境條件。本所技術轉移沒問

題，但要如何轉移，並避免技術外流，也是

需要考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