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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養殖生技
【市場】 撰文　楊惠郎

從鮭魚經驗看台灣海鱺的國際

潛力

發展前景及瓶頸

世界人口在2030年預估將超

過80億，魚產品的需求將從目前

每人每年 16公斤，提高至 19-20

公斤。屆時動物性水產品的需求

將達到 1.6億噸，而野生資源快

速枯竭，捕撈的極限應無法超過

1億噸，因此至少6,000萬噸的魚

產品必須由水產養殖獲得。目前

水產養殖年產量約為 3 , 7 0 0 萬

噸，而陸地的資源快速枯竭，在

地球上之人口日增，而可使用之

土地遞減之情況下，利用廣大海

域生產人用蛋白質食物之海面水

產養殖，已是國際發展最迅速之

養殖業，因此海洋養殖勢必成為

未來漁業之主流。据聯合國農糧

組織之報告資料，水產養殖在養

殖業之首，發展潛力及空間最

大。臺灣在水產養殖技術已有深

厚產業根基，也一向是亞洲種苗

供應中心，暖水魚種之養殖技術

領先國際，在知識經濟掛帥的高

科技時代，臺灣應是可建立成國

際暖水魚種養殖之技術中心。但

也因臺灣地小，養殖業發展朝向

密集養殖的模式，因此提早面臨

的疾病叢生、死亡率高、抗生素

濫用的情況，嚴重地阻礙水產養

殖產業的永續經營，及造成魚貨

殘含抗生素之品質問題。

而暖水魚種之養殖以疾病

多、死亡率高、未使用疫苗而導

致抗生素使用過量、不當，抗生

素之殘留污染品質等困難，恰正

重蹈二十年前產業未科技化前挪

威的鮭魚產業，及四十年前之畜

禽養殖個體小戶的產業發展歷

史。面對國際競爭，若不針對問

題、主動、積極根本解決，必會

影響產品銷售，並導至水產養殖

產業之萎退、外移的現況。

疫苗使用能提升存活率必會

提升養殖利潤

我國近年來，無論本來業者

覺得傲導國際之海鱺及石斑種苗

之養殖，已逐漸面臨當年草蝦養

殖之瓶頸：疾病導致高死亡率及

不能持續生產之產業瓶頸，也使

政府以水產品進軍國際競爭的政

策，遭受重大挫折。雖眼看國際

間良好的商機，但面對發展的困

難，經營的虧損，養殖戶無能為

力，漸失經營的信心。魚隻之死

亡不但損失產量及養殖過程中之

飼料之浪費，都造成生產成本之

高升。依養殖期、飼料、魚苗及

固定成本等參數，獲得海鱺養殖

估算，証明唯有提高養成存活

率，才能降低成本，提升養殖利

潤。

從鮭魚看台灣海鱺的國際潛

力

挪威鮭魚是全世界最成功的

科技養殖工業，在短短三十年之

間，靠著科技的管理與協助，開

創出一個商機龐大的鮭魚王國。

疫苗的普及使得挪威鮭魚的存活

率達80%以上，更大幅降低了抗

生素的用量，從1987年1Kg 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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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公噸魚貨降到 0.3mg/每公噸

魚貨。而生產成本是二十年前的

1/10(US$ 40 到US$ 3)，產量由

五萬噸提升至五十萬噸。並將這

套技術擴展到海外，全球的鮭魚

年產量超過一百萬噸。

利用生物科技與養殖管理建

立的疾病預防體系，可生產無抗

生素殘留之高品質漁貨，大量地

降低養殖死亡率及生產成本，更

重要的是，建立可永續經營的工

業化之養殖產業。

海鱺為我國最有潛力發展的

高價經濟魚種，目前每年已能生

產 3,000噸以上，能掌握完全養

殖所需要之各階段關鍵技術，並

已累積多年經驗及人才。近年來

東南亞、中南美洲，南非都在規

劃發展海鱺箱網養殖，也正積極

來臺灣尋找合作夥伴。目前全球

海鱺養殖年產量大約三、四千

噸，保守的估計，十年內每年市

場需求可達年產量10萬噸，（相

當於取代鮭魚的10％，直接產值

可超過 100億新台幣，間接產值

（飼料、醫藥、加工、運輸等週

邊服務）更可以達到500億新台幣

以上。

然而疾病仍然是海鱺養殖的

頭號殺手，受到持續的疾病影

響，產量一直未能穩定成長。科

技化的疾病預防與健康管理，將

是海鱺能否突破產量瓶頸的最重

要關鍵。使用疫苗來預防疾病已

是國際一致的趨勢，但在國內，

疫苗使用的觀念仍然有待推廣及

加強。

雖然目前產量尚低，不足以

供應國際市場，但隨著科技化與

工業化的發展趨勢與目標，產量

可望持續穩定增加。為維持我國

海鱺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海鱺產

品的國際化與行銷工作，將是下

一階段的產業發展重點。

1. 國際消費市場調查

以歐洲、美國、日本的高價

魚市場為主要目標，針對通路種

類與特性、目前消費習慣、現有

產品分布型態、同質產品競爭能

力（產量、價格）、及水產品流

行趨勢預測等相關資訊，進行完

整的資料收集、調查與分析。目

的為規劃海鱺產品在國際市場的

定位及行銷策略。

2. 制定產品規格與品管標準

針對目標市場對於水產品的

品質標準與規格要求，訂定可量

化的的品管標準，包括風味指標

及品質指標，並且建立品質鑑定

與產品分級的系統與標準作業程

序，目的在使水產品能夠如同工

業產品一般的規格化，並且符合

消費市場的需求。

3. 發展國際行銷策略

依據前兩項工作成果─國際

市場調查的結論及完整的規格化

與標準化產品，分為兩方面策劃

國際行銷，分別是現有型態銷售

通路的開創與掌握，以及對於消

費者的直接行銷。目的在提供執

行方案，策劃海鱺產品快速進入

國際市場，並建立海鱺的知名度

與消費者的接受度。

4. 規劃國際品牌策略

雖然全世界的水產品（初產

品，非加工食品）都還未出現形

象鮮明的消費性品牌產品，但是

開創品牌已是全球水產業的共

識，與積極醞釀發展的目標。全

球水產界一致認為，發展品牌是

未來數年內最重要、且一定會發

生的趨勢與潮流，未來水產品牌

代表的意義將不再侷限於狹義的

品質定義─風味與新鮮度，而是

更廣義的擴充至產品的高附加價

值─健康、規格、與服務。目的

在於提供國際形象與定位的水產

品牌之規劃策略與執行方案，將

來亦可延伸至其他項目的高品質

水產品。

從挪威的經驗中，我們看到

了科技化的確是傳統水產養殖轉

型必經的路，目前台灣已有少部

份的養殖業者，開始認同科技的

觀念，朝工業化的方向努力。疾

病預防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

第一步，而疾病預防的概念，也

已由疫苗產品之研發，進化到整

合疫苗，免疫策略及檢驗試劑全

面的疾病防治系統。

科技產業之發展端賴新科技

之研發，掌握關鍵技術者必是此

新產業之領導者。在養殖漁業正

從傳統走高科技化的轉捩點時，

未來科技化養殖漁業之發展機會

亦必屬於掌握關鍵技術者。我國

在暖水魚繁養殖技術的傳統優

勢，要能配合完整法規與制度，

及先進的科技，以品質取代過去

以產量為主的營運方式，徹底的

科技化、工業化，才有機會能夠

走出目前的困境，再次成為國際

的養殖大國。

楊惠郎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所

長水產疾病醫藥研究團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