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8  水試專訊

研究成果發表及技術交流座談會札記 
 

 
  

前言 
 
本中心暨海洋漁業產業技術服務團共同

主辦的 93 年度研究成果發表及技術交流座

談會，於 94 年 9 月 26 日假漁業署遠洋漁業

開發中心國際會議廳舉行，由蘇所長偉成主

持，共計有來自 45 個單位的 131 位人員與

會。會議首先由蘇所長及貴賓致詞，其次由

本所劉主任秘書燈城進行政策宣導，接著則

分別敦請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林主任俊辰、

彭副研究員昌洋、企劃資訊組林助理研究員

志遠及成功大學黃教授正清進行專題報告。 
台灣四面環海，沿近海一向是我國漁民

的主要作業漁場，然而近幾年來，在時空變

遷和種種外力影響之下，造成沿近海漁業資

源瀕臨枯竭。為此，本所沿近海資源研究中

心一方面協助漁民在沿近海重建作業漁場，

另一方面則根據研究調查結果，宣導漁民建

立合理利用資源的觀念，和漁民一起打拼，

開創漁業新局。 
 

重要研究成果 
 

一、規劃及投設中層人工浮魚礁，重建

沿近海作業漁場 
於台東縣綠島海域投設 3 組耐久型中層

人工浮魚礁，創造出洄游性魚類的作業漁

場，增加漁民收益；以 4 艘標本船為例，黃

鰭鮪的漁獲量超過 20 公噸，每艘船的漁獲收

益達新台幣 150 多萬元。另外，為解決苗栗

縣漁民由於鑽油平台移除後造成漁場喪失的

問題，特別針對該海域投設適用於水深 100 m
以淺的中層人工浮魚礁，經過本所海建號試

驗船以延繩釣作業結果，發現有紅甘鰺及巨

點石斑等高經濟價值的魚種聚集。再者，基

於提升在中層人工浮魚礁區所釣獲小型黃鰭

鮪的經濟價值，分別將之移至海上箱網及陸

上種魚池進行蓄養，目前已有良好的成果，

海上箱網養殖的黃鰭鮪重 30 kg 以上，而陸

上養殖池的雄性種魚也達到性成熟的階段。 
二、持續進行沿近海漁業資源的評估 

由分析同功異構酶的結果，發現台灣的

烏魚包括洄游型及本地型兩大族群，應分別

建立管理模式為宜；今後將繼續針對長江三

峽截流後對烏魚資源結構，以及氣候變遷對

烏魚生態及其洄游路徑等之影響進行探討解

析。另外，經過本中心長期調查發現，台灣

西南海域底棲性魚類的盛漁期為每年 4－6
月，正值下雜魚漁獲率最高之際，此時若能

減少作業漁船的漁獲努力量，或實施休漁政

策，則可避免稚幼魚遭受濫捕，而得以繼續

成長成為新的漁業資源。至於本中心輔導成

立的東港櫻花蝦產銷班，為國內首創管理型

漁業，近年來其單位努力漁獲量有下降的趨

勢，今後應該要減少作業天數、下網次數和

每日每艘船的捕獲箱數來維護正櫻蝦資源，

同時開發多樣化正櫻蝦產品推廣至國內市

場，以提昇正櫻蝦的價格，增加漁民的收益。 
三、開發秋刀魚調理食品 

有鑑於秋刀魚產量急增，為解決其產銷

彭昌洋、張嘉琦、林姿君 

水產試驗所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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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同時也便利國人享用這種富含 DHA 及

EPA 且肉質細嫩的美味魚種，研究人員採用

醱酵性調味料及天然香草植物加以調味，再

以新式煙燻機煙燻處理，開發出十種不同風

味的燻秋刀魚產品，風味獨特，接受性高，

在-20℃下至少可以保存 6 個月。該項技術已

臻完備，歡迎廠商辦理技轉。 
四、提供安全和有效率的漁撈作業輔助

器材 
為了讓漁民以更安全和有效率的方式從

事漁撈作業，特別邀請成功大學海洋漁業產

業技術服務團黃教授正清介紹全球定位系統 
(DGS, DGPS) 的應用，該系統的準確度可達

0.5－1.5 m，提供船隻高精確度的測位，增加

作業的安全性，更可以建立準確的人工浮魚

礁及底魚礁之位置圖。另外，由本所研發成

功的漁撈用衛星定位及自動變頻追蹤無線電

浮標，比一般電子浮漂之傳送距離高出 1.5
－3 倍，是尋找鲔延繩釣漁具的利器，這些

高科技產品的開發與應用，將促使漁撈作業

大步邁向科學化、效率化、現代化。 
 

技術交流 
 
焚寄網漁船不但會干擾中層人工浮魚礁

區漁釣船的作業，而且對資源有負面影響，

然而他們也是靠海吃飯的討海人，因此有漁

業先進建議政府設法收購焚寄網漁船，或協

助其轉型。漁業署的王技正茂城表示，目前

我國周邊海域的巡護管理，雖是由行政院海

岸巡防署執行，但為使工作推動更見效率，

目前漁業署也積極輔導區漁會，希望能由漁

民自行管理投放的中層人工浮魚礁，甚至底

層魚礁。至於收購焚寄網漁船方面，目前所

遭遇的問題是，收購價格如何能夠滿足漁民

的需求，同時又兼顧整個漁業經營的公平

性，能否用強制減船的方式，則必須考量經

費的來源，並視整個漁業經營的狀況來做調

整。 
對於在琉球西南方海域 12 浬外，有一些

不明的中層人工浮魚礁，造成 20 噸以下的延

繩釣漁船作業漁具的損失，希望相關單位能

協助清除，王技正答覆說，從去年就已經進

行清除的工作，由於要在這幾千平方浬的海

域中找出那些礁體相當困難，所以效果不

佳；漁業署會繼續和屏東縣政府研議，尋求

最經濟又便利的方式來進行這項工作。 
由於中層人工浮魚礁的聚魚效果卓著，

對於各地方政府為了照顧轄區漁民的生計，

紛紛要求本所協助投設中層人工浮魚礁的提

議，本中心林主任俊辰表示，由於本所的經

費年年減少，往後必須由想要投設中層人工

浮魚礁的單位提供經費。而且，漁民利用中

層人工浮魚礁的狀況也必須讓本所瞭解，以

評估該地區適不適合投放中層人工浮魚礁，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在一個海域造成一個人

工浮魚礁群，達成像日本沖繩海域那種聚集

大量魚群的效果。 
對提高休漁獎勵金以達到休漁的目的，

王技正樂觀的指出，不管是拖網或非拖網作

業的漁民，建議將休漁期訂在 4－8 月，和科

學研究的結果有部分的吻合。今年度漁業署

正在檢討指定性的休漁，將拖網跟魩鱙漁業

列為重點，已經專案委託海洋大學進行研

究，屆時搭配休漁期間的調整，今年底應該

可以針對拖網的部分檢討出具體結果。 
業者指出最近幾年，宜蘭方面的扒網船

有增加的趨勢，王技正表示，現行制度是核

准宜蘭的 8 組日式圍網船，在既有的額度裡

去改成扒網，而不是另行增加，日式圍網本

來就是燈火漁業的一種，因此特許他們從日

式圍網調整為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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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漁業署王技正請水試所提供資料，

如何在拖網作業時達到魚蝦分離的目的，以

供該署將來訂定網目大小限制時的參考，蘇

所長明確指出，業者應做好區隔，抓蝦的就

抓蝦，抓魚的就抓魚。而扒網應該限制作業

地區，像南部地區沒有適合扒網作業的漁

場，如果扒網去捕撈，就會影響到資源；事

實上研究漁具漁法的人，並不希望禁止效率

這麼好的漁法，但是要有配套措施，如此對

資源才不會有太大的衝擊，相對的，若放任

其發展，當然會發生問題。 
有關把中層人工浮魚礁區釣獲的黃鰭

鮪幼魚，移到箱網養殖的作法，蘇所長表示

不贊成用圍網捕撈幼小的黃鰭鮪，因為本所

的目標不是要抓幼小的黃鰭鮪來養，而是當

漁民釣獲時，將這些能夠活存的稚魚蓄養起

來，以提昇其經濟價值，至於養殖方面，則

希望透過人工繁殖的方式進行。另外，本中

心林主任則認為，目前黃鰭鮪的箱網養殖，

以台灣西南海域為主，但該地區常受到颱風

的影響及豪雨的沖刷，是否適合作為黃鰭鮪

箱網養殖的場所，值得檢討，選擇一個受颱

風影響較小的地區養殖，才是當務之急。 
漁業署南部辦公室孫主任志鵬表示有扒

網業者向漁業署反應，是否可以建造大型的

扒網船，然後透過漁業合作的方式，到其他

的國家作業。台灣海洋大學南區校友聯誼會

吳會長得贊以他的經驗回應這個構想，他說

台灣的漁船若要在他國 200 浬以內的領海作

業時，除非該國允許，例如俄羅斯願意讓你

掛俄羅斯國旗，而且隨時可以除去該國國籍

而回台，這樣還勉強可以，然這需要外國政

府與本國漁船雙方都有默契才行得通。 
 

結語 
 
整個議程在熱烈討論後圓滿結束，相信

每一次座談會的結束，並非只是劃下一個句

點，隨著問題的浮現與解決，譜出更美好的

樂章，期待台灣的漁業有更踏實的明天。 
 

 
蘇所長希望黃鰭鮪箱網養殖應透過人工繁殖進行 林主任說明投設人工浮魚礁應落實使用者付費 

 
王技正闡述漁業署在各項漁業施政的作為 吳會長提供與外國進行漁業合作時應注意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