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浮魚礁現況及展望座談會紀要 
 
 
 
 
 
 

2005 年 4 月 22 日下午本所在沿近海資

源研究中心舉辦九十四人工浮魚礁之現況及

未來展望，邀請產官學界共同參與研討。會

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

業署遠洋漁業開發中心曹主任宏成、國立成

功大學黃研究教授正清及本所沿近海資源研

究中心林主任俊辰等協同主持。會議開始

前，由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引導來

賓參觀本中心設計及製造的表層和中層人工

浮魚礁。會議中，由漁業署王技正茂城報告

「人工魚礁區維護管理」、本所吳副研究員龍

靜報告「中層人工浮魚礁聚集黃鰭鮪之分布

生態」及翁助理研究員進興報告「黃鰭鮪釣

獲、運搬與箱網養殖之研究」等專題。隨後

進行綜合討論，探討中層人工浮魚礁的利用

與管理等相關問題。 
 

主持人致詞 
 
各位長官，各位貴賓，各位漁業界先進暨

媒體朋友大家午安。非常歡迎各位蒞臨參加

由本所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主辦的九十四年

度人工浮魚礁之現況及未來展望座談會。本

所從事人工浮魚礁的投放工作，已經十幾年

了，剛開始在很多地方進行試驗，最後在恆

春、綠島、苗栗以及基隆東北角等地區投放

人工浮魚礁，已發揮具體的效果。今天，產

業界學界及各位長官齊聚一堂，針對過去人

工浮魚礁投放的缺失或者有待改進的地方，

聆聽大家的意見做雙向溝通。最後有一場綜

合討論，希望大家提供寶貴的意見，做為將

來改進的參考。尤其，我們農委會李主任委

員特別重視和業界進行雙向的溝通，他希望 
 

吳龍靜、翁進興、彭昌洋、吳春基、林俊辰 

水產試驗所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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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單位多利用機會和業界當面對談，對於

業界提出的意見，能夠處理的當場說明解

決，假如當場無法說明，將會做成記錄，屬

於本所權責的部分會優先處理，不屬於本所

的範圍，則會移請相關單位處理；本會相當

重視今天的座談會，所以特別派了秘書室李

專門委員元基及輔導處趙技正揚桐兩位長官

蒞臨指導，倘若涉及跨部會的事情，農委會

也願意進行協商，務必使我們漁民朋友能夠

獲益。現在開始進行今天的議程，祝今天的

會議圓滿成功，祝福各位長官、貴賓、先進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閣家平安，謝謝大家。 
 
綜合討論 

 
琉球鄉人工浮魚礁管理委員會蔡會長丁吉 

我先講人工浮魚礁的好處：(1)沿近海資

源研究中心投放中層人工浮魚礁經過 7－10
天後，就有鮪魚、正鰹、鬼頭刀聚集，提供

我們作業。(2)中層人工浮魚礁離海面約 20－
30 m 深，不會妨害漁船的作業和商船的航

行。缺點是中層人工浮魚礁沈在水面下，無

導航系統的漁船無法作業。 
蘇所長偉成 

若貴漁會有需要補助裝設 GPS，再請相

關單位處理。 
綠島區漁會陳總幹事良玉 

小弟代表綠島區漁會漁民，對貴所表示

十二萬分的感謝，這 2－3 年來貴所在綠島區

漁會轄區海域所投放的中層人工浮魚礁，相

當成功；不僅綠島區漁會的漁民豐收，鄰近

富岡、新港的漁民也前來作業。可惜的是綠

島是離島，無魚市場，銷售上有種種不方便，

也無承銷人，以後希望大家在這方面做個交

流。另外，如果漁業署有經費，能否幫我們

再多投放一些人工浮魚礁。 

漁業署王技正茂城 

人工浮魚礁的相關技術，水試所已經研

究的相當成熟；至於是否要大量投放，我們

署裏曾討論過，如同陳總幹事良玉所言，人

工浮魚礁的聚魚效果很好，但是後續管理工

作如果沒有做好，可能對洄游魚類的資源有

所影響。因此我們採行較為保守的做法，對

管理工作做的比較好的地區，會請水試所協

助投放，經費由漁業署支持。因為人工浮魚

礁的聚魚效果就漁業團體而言是正面的，但

是對其他非漁業團體而言，人工浮魚礁是消

耗資源最快的地方，因此我們希望在管理制

度建立起來後，再做大規模的投放工作。 
豐國水產關係企業蔡董事長定邦 

我們經營大型圍網的業者也使用了很多

人工浮魚礁，像貴所的中層人工浮魚礁是類

似巴布亞新幾內亞以錨固定的。請教：(1)是
否曾經研究過人工浮魚礁的材質，何種材質

的聚魚效果較好；我們大型圍網船大多是就

地取材，例如使用椰子樹，你們是使用繩索，

是否研究何種材質及何種深度的聚魚效果較

佳。(2)我個人對中層人工浮魚礁區所捕獲的

都是小型黃鰭鮪，覺得應該有一套管理方

法，我們圍網船碰到我們投放的人工流木，

會先用聲納探測魚群有多少、魚體有多大，

例如鰹魚若小於 3 磅就不捕捉，除非捉了去

養殖那是另當別論。(3)一般在東太平洋的人

工浮魚礁區會捕獲到小的大目鮪，是否考慮

將更高價的小型大目鮪比照小型黃鰭鮪捉去

養殖，效果會更好。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林主任俊辰 

對於蔡董事長的問題提出說明：(1)不同

人工浮魚礁的聚魚原理應該是一樣的，我們

過去曾經試驗過很多材料，有竹筏、塑膠筏、

鋼桶等，現在做中層人工浮魚礁使用浮球繫

上繩索；未來會進一步研究使用更簡單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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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更方便漁民利用，更符合經濟原則，這

是我們的研究目標；像現在林園漁民所用的

材料就很簡單，但那是非法投放，不足為道。

(2)在投放中層人工浮魚礁時，都會向各漁會

宣導要使用釣具不要用網具捕捉，像林園漁

民用網具捕捉，對資源傷害較大；另外，在

釣魚的技術上也要講究，選用較大的釣鉤，

餌料也較大，就不容易釣到小型魚。西南海

域中層人工浮魚礁區的大目鮪較少捕獲，可

能和赤道附近的情形不同，本中心會繼續做

漁獲種類方面的研究；不過小型大目鮪和小

型黃鰭鮪的外觀不易分辨，必需解剖後看肝

臟，或者做 DNA 分析才能分辨出來，我們會

繼續從事這方面的研究。(3)因為從投放在台

灣東部及西南部海域的中層人工浮魚礁區捕

到的漁獲物約 75%以上都是黃鰭鮪，所以才

會優先考慮將捕捉到的小型黃鰭鮪送到箱網

養殖。以後若有捉到大目鮪、黑鮪我們也會

進行箱網養殖。當初的目標是養黑鮪，不過

所有的鮪類養殖都是今後的目標。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俞副教授克儉 

謹提供兩點意見供參考。(1)剛才專題報

告中關於在強烈海流下會造成養殖箱網網具

變型的問題，建議可加裝一條穩定索即可解

決。(2)蔡董事長提到人工浮魚礁材料問題，

我建議可以考慮使用廢輪胎，我們曾經在海

口地區使用過，聚魚效果很不錯，每年收益

超過 4 千萬。 
東港區漁會王推廣員志民 

東港區漁會有些小型漁船也在水產試驗

所投放的人工浮魚礁區作業，由於小琉球外

海有一些不明的人工浮魚礁，導致我們漁船

的延繩釣具損壞，去年在漁業署的經費支持

下，共清除了 8 座，聽說還是有人繼續再投

放，希望有關單位針對該海域的不明人工浮

魚礁繼續進行清除。 

漁業署王技正茂城 
由於人工浮魚礁有非常好的聚魚效果，

因此有些漁民自行非法投放簡易的人工浮魚

礁，而且只有他們知道位置，造成表、中層

流刺網和延繩釣作業漁船的漁具受到損壞。

去年本署花費新台幣 100 萬元，經由當地漁

民的協助共清除了 8 處不明浮魚礁體，效益

很差；聽說，林園漁民後續投了將近百餘組

簡易型人工浮魚礁，因此，我們漁業署一方

面會繼續協助東港區漁會清除這些不合法的

人工浮魚礁，另一方面也會請地方政府配合

宣導，希望漁民不要為了一己的私利而影響

大家的公利，這是本署今年度的宣導重點。 
高雄縣政府蘇課員彥綸 

基於保護漁民正當利益的原則下，建請

漁業署研擬適當措施對漁民提供優惠補助，

或者其他輔導方法，如收購或者提供其他協

助，使扒網漁船的漁民轉向經營其他漁業。 
漁業署王技正茂城 

漁業署於 1991－1995 年和 2001－2004
年，分別實施兩階段的漁船收購計畫，尤其

在 2001－2004 年，將拖網和扒網列入第一優

先，不僅收購的單價最高，而且連網具都列

入收購。兩階段實施後，拖網收購了大部分，

但是扒網漁民的意願則很低；收購只能在漁

民自願的情況下進行，高雄縣的 28 艘扒網燈

火漁船，大都是新船，每艘造價約 1,000－
1,500 萬元，我們的收購價格，一方面要考量

政府的預算，另一方面也要考量對現行漁船

造價的影響，基於公平及維護市場機制的原

則下，不能做過度的調升，但已是整體收購

價格中最高的。在今年 5 月 11 日本署將針對

網具類漁業的管理而召開的產官學大型研討

會中，也會列入議題，討論強制收購的部分，

以及持續經營者是否應該對被收購者提供補

貼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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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署遠洋漁業開發中心曹主任宏成 
本署已發布新聞稿，從今天開始到 5 月

23 日辦理收購漁船筏，大家可以到縣市政府

登記。收購價格是船愈小收購的單價愈高，

大船的話，第 1－5 噸每船噸新台幣 5 萬元，

第 6－10 噸每船噸 4 萬元，一直延伸，51－
100 噸每船噸 2 萬元，101 噸以上每船噸 1 萬

8 千元，每艘船的最高收購價格為 790 萬元。

當然除了收購漁船筏外，各縣市政府也要考

慮本身的資源及漁船數量，做適當的管理，

調整漁業經營結構與規模，這點是非常重要

的。 
屏東縣政府李技士芳民 

對於非法越界捕魚，造成東港漁民反彈

的事情，屏東縣政府已行文建請海巡署加強

取締，而且縣政府已公告扒網漁船不得在屏

東縣離岸 12 浬之海域內作業，違規者抓到後

都是以刑法移送法辦；之前農委會來文希望

縣政府改採行政罰，可是我們縣長並不同

意。我們希望海巡單位加強巡邏取締，因為

他們具有司法警察的身分，而一般漁民所組

成的管理委員會只能做消極的管理工作。 
漁業署王技正茂城 

就法制面而言，依照漁業法的規定，中

央主管機關為農委會，地方為縣市政府。農

委會的立場，是希望各地方政府對同一種漁

業的管理有一致性的作法，譬如燈火漁業，

苗栗縣公告 6 浬，是以禁漁區的方式公告，

屬於一般行政罰，違規者罰新台幣 3－15 萬

元，高雄縣、澎湖縣以及基隆市也是如此；

屏東縣則堅持採用漁業法第 44條第 3款漁具

漁法限制公告，基於保護轄區的漁業資源，

我們給予尊重，但是就農委會的立場，仍希

望各地方政府有一致性的作法。今年 5 月 11
日漁業署會就網具類漁業的管理召開產官學

的大型研討會，特別將各地方政府的管理公

告是否需要一致性列入議題，希望大家開誠

佈公討論，若有需要修法，我們也願意配合

進行漁業法的修正。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林主任俊辰 

既然火誘網 (或扒網) 對漁業資源的破

壞力那麼大，是否請高雄縣政府透過區漁會

說服火誘網漁船的船主辦理收購，改營小釣

船；是否請高雄縣政府列入最緊急議題，送

到議會討論以尋求具體的解決方式。 
行政院農委會輔導處趙技正揚桐 

關於非法越界捕魚的處理方式，各地方

政府有不一致的做法，這是法律面的問題，

可由漁業署訂定一項作業準則，供各地方政

府遵行，若地方政府的處理方式和中央政府

所訂定的準則抵觸，自然無效。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總局李專員甦清 

屏東縣政府所提焚寄網漁船違規在屏東

縣轄區海域作業的問題，可請作業漁民發現

違法作業船隻時，利用 118 報案系統，我們

會派遣船艇查緝。(書面答覆) 
基隆市政府海洋發展局戴課長炤煌 

感謝水試所今年預定在本市海域投放 1
組中層人工浮魚礁，希望能儘速評估投放地

點。本市幾年前曾投放 1 組中層人工浮魚

礁，可是漁民反映效果不太理想，認為地點

不太適合，希望水試所能再予評估改進。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吳副研究員龍靜 

本所今年已經規劃在基隆地區再投放 1
組人工浮魚礁，之前投放的那組人工浮魚礁

是在花瓶嶼附近，離基隆約 12 浬，距離較

遠，有些作業漁船較小，無法前往作業，因

此部分漁民反映地點不適合。所以今年規劃

在龜山島北方至西北方水深 120 m 海域投

放，下週會進行調查，若地點適合，將在該

處投放 1 組中層人工浮魚礁，由於該處海域

是鎖管棒受網作業的地點，因此在深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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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計上也會特別注意，以免影響棒受網作

業。預計在 5 月完成評估的工作，然後向主

管機關提出申請，預計 8 月以後將可進行這

組中層人工浮魚礁的投放。 
欣讚股份有限公司宋副總經理姿燕 

我們公司代理一些船用儀器設備，請問

到人工浮魚礁或中層人工浮魚礁區作業的漁

船會用到哪些無線的機器設備，可以為漁民

提供服務。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林主任俊辰 

據我所知，在底層人工魚礁、中表層人

工浮魚礁作業的船隻需要導航及定位的相關

設備，建議貴公司可以拜訪這些作業的漁

民，實地瞭解；只是這些小型漁船的空間有

限，是考慮的重點；其中應可將 GPS 衛星導

航定位儀和魚探機的需求列為最優先。 
永耀繩索股份有限公司史總經理耀東 

中層人工浮魚礁是否能將浮體簡單化，

降低製造成本，將可製造更多組人工浮魚

礁，以造福漁民。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林主任俊辰 

非常感謝史總經理的意見，您的建議也

是我們未來的目標，我們會將人工浮魚礁的

設計簡單化，但也要能夠抵抗強烈的海流，

使之不會漂流，尤其是東部的海流很強，不

像西部那樣平穩，我們曾在東部投放過簡易

型人工浮魚礁，不到半年就漂走而流失了。 
生物技術組周助理研究員瑞良 

請教兩個問題：(1)人工浮魚礁的顏色是

否會影響聚魚效果。(2)不同季節於人工浮魚

礁區釣獲之黃鰭鮪幼魚的活存率會有些差

異，是否為族群差異所致。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吳副研究員龍靜 

本所曾將橘紅色浮球包覆網片使之變成

黑色，不過並未發現聚魚效果會有所差異，

反倒是投放的位置和海流的影響很大，當海

流有產生遮斷的情形，聚魚效果就有明顯的

差異。 
不同季節於人工浮魚礁區釣獲之黃鰭鮪

幼魚是否為同一族群，仍需進一步的研究，

至於在死亡率上會有差異，這點是值得重視

的，我們可以合作研究，以瞭解季節、魚體

體長和其活存率的關係，因為從海上釣獲移

至箱網的階段尚未發現有這方面的差異。另

外，我們也希望釣獲較大型的黃鰭鮪，可以

縮短後續的養成時間。 
漁業署遠洋漁業開發中心曹主任宏成 

各漁會漁民對水產試驗所投放人工浮魚

礁的效果極為肯定，我個人建議貴所能夠進

一步瞭解在不同海域及不同季節時人工浮魚

礁所聚集魚類的組成，如此將來可以對在人

工浮魚礁作業漁船的漁具漁法進行研究，俾

便輔導業者適當放大網目，以免對魚類資源

有所影響。 
 

總結 
 
由於國內部分學者認為人工浮魚礁可能

會造成漁業資源的破壞，故對人工浮魚礁抱

持保留的態度，因此未來人工浮魚礁的試驗

計畫，恐將難以繼續執行。不過日本在沖繩

島海域已投放了 256 組的人工浮魚礁，他們

並無此種憂慮，而且事實上本所執行人工浮

魚礁計畫時，都會要求只能用釣具而不能用

網具捕捉，以做好資源管理。未來漁船用油

將不再補貼，漁業的經營將更為艱苦，因此，

我們希望業者能配合，提供漁獲資料以說服

學者，才有希望繼續進行本項計畫。人工浮

魚礁的材質對聚魚效果的影響並不大，大多

能發揮一定的聚魚效果。最後謝謝大家遠道

而來，共襄盛舉，祝各位貴賓身體健康、萬

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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