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發中國家之漁業發展與問題

煌希陳

一、引

近代經濟學家極為關心 : 經濟發展利益分配不均
,

開發中國家貧富差距日益

懸殊及西方產業模式發展朋帶來之生活品質惡化等問題。

對西方產業發展所使用之高新技術不甚熟悉之開發中國家而言 , 藉著工業發
展或生產高科技產品來改善經濟情況之策略並不適用 , 換言之 , 對開發中國家 ,

特別是以農為主者 , 重視初級產業 , 如農業、漁業和林棠 , 及其他與初級產業密

切相闕 , 需藉初級產業取得資頭之次級產業 , 方為上上之策。

現代的產業部門幾乎都已脫離傳統的小規模企業經營模式所引進的先進技術

, 不僅已發展也根除了初期和過渡期之技術模式 , 美中不足的是 , 變遷昕導致的
二元化經濟與二元化社會一城市與鄉鎮 , 現代與傳統一也帶來了許多社會問題 ,

當務之急 , 即在停止此項不平衡的經濟發展 , 基於此 , 許多開發中國家已依照其
發展計劃 ' 將之置於高順位執行

, 以改善鄉村地區的社會經濟狀況使其發展均衡

執行發展計劃 , 不僅欲藉更佳的就業機會及提昇生活水準來改善鄉村地區的

社會經濟 , 也計劃使這些地區能均衡發展 , 在此我們提出一個多途徑多功能的漁
業發展。

漁業發展對經濟的影響 , 其一 : 漁業發展可誘導其他相關產業設立促進經濟

發展 , 例如 : 魚的分配處理、船、船具的製造 , 無不需人手和機器 , 故可創造就

業機會 , 進而幫助相關產業之運作 , 其二 : 漁業發展前增加的產出 , 提高了國民

既得 , 亦同樣促進經濟成長。在提供人民食物來頓方面 , 漁業在經濟均衡發展過

程中 , 亦扮演一不可或缺的角色 , 除此之外 , 對許多國家而言 , 漁業對平衡國際
投支的貢獻亦劫不可沒 , 在稍後的章節我們會說明 , 愈來愈多的開發中國家正藉
出口漁業產晶至已開發國家來賺取外涯 , 如上既述 , 漁業的發展可誘使其他相關
產業的建立 , 因此 , 不僅提供漁業本身的就業機會 , 亦在相關產業創造更多的就

業磁會 , 無形中便提昇了發展中國家主要組成份子一鄉 ( 漁 ) 村居民一的生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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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o

自漁業發展就業情況對個體鄉村及總體經濟之影響來看 , 我們著手研究如何
藉漁業發展改善鄉村社會經濟維持更均衡的發展 , 由於 , 各開發中國家的漁業特
徵有差異 , 船數、土地面積、捕魚的方法、就業λ鼓及漁業經濟狀況皆不盡相同

, 再者 , 各國家發展程度不一 , 重視漁業程度亦不同 , 因此對漁業發展亦有不同

看法和計劃 ' 儘管有差異存在
, 以漁業發展故策的目標和大部份開發中國家所遭

遇的問題本身來看 , 仍可歸納出幾個共同點 , 此即 : 市場、加工、異于藏、分配及

t 、下游組織體制的嚴重缺乏 o 下列主違章將會進一步說明漁業發展的基本目標及

其阻磚發展之因素 , 依其目標和限制因素 , 已研擬出一套漁業發展的可能途徑 ,

重點將置於發展基層組織既需的運銷系統和組織體系的建立 , 並成立一新機構專

事漁業事務。

二、漁業與社會璟境及漁業發展計畫之目標

村漁業與漁村社會環境

大部份開發中國家漁業作業、加工、脖藏 , 無不遵循古老傳統的方法 , 由於
漁民通常激育程度不高 , 從事漁業也就放視為一種低職業 , 再者 , 漁村常遠離都
市、工業中心、不便的交通 , 也使漁村更難更少與都市交流了 , 設城市孤立遺棄
的漁村 , 有了困難也難得到當局的密切注意 , 許多漁民沒有自己的土地 , 部份以
船為家 , 少部份靠借貸過話 , 亦有賴典當以維生的情形 , 缺乏資本 , 船具難得到
適當維護保養 , 故府小額貸款不足 , 亦迫使海民另尋途徑 : 自錢在、海商、中間

商處取得借款 , 甚或具押持生之漁具 , 任何一位貸放款者 , 感興趣的不是提供資
本促進漁業發展 , 而只是提供漁民鐘期週轉金 , 因此中、長期貸款用以購置新船
具 , 機械化者並不在項下。再者 , 漁船公司或漁主 , 想盡辦法制奪船員的利益 ,

或借高利貸以束縛船員自由 , 諸如此類在開發中國家經常可見。
凡此種種 , 對漁民剝削的不平等待遇 , 在許多專家學者對社會環境與開發中

國家的漁業 , 研究中均曾提出探討過。
(斗漁業發展敢策之目標

0) 改善漁民的社會趣濟情況

就漁業發展敢策本身來說 , 少數國家以改善漁民之社會經濟情況為基本目標
, 南亞和東南亞及大部份開發中國家的漁民既額以維生的漁業經營多為缺乏教率
文落伍之方式 , 不僅缺少與消費者聞之輸通管道 , 也只求能接家不多奢求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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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淪為漁商及船主所剝削之對象
, 由於漁民將船具抵押 , 向漁商貸借資本取得消

費財 , 因此只能任漁商壓低購價抬高零售價大賺其利。如前后可述大部份開發中國

家漁民缺少自己與消費者問之運銷管道 , 而完全由漁商及中間商來控制。中間商

不僅要求服務費 , 還要求漁民自付運費、置于藏費用和稅負 , 漁民無多餘資本投資

、儲蓄 , 更得受制於漁商和中間商 , 在不肯為漁商中間商既剝創利用下 , 漁民的

創新發展便有限了 , 由此可知 , 市場型態足以影響生產型態一中間商若以低價收

購 , 漁民何來資本擴充改良其捕魚方式 , 因此舉自蔚見仍是簡單的漁具與捕魚技

術 ' 這項內部阻磚即是開發中國家漁民不願改變傳統謀求進步之因。

基此 , 欲解決問題就必須有一合理的運銷系統 , 改進漁業技術更重要的是提

昇生活水準 ' 增強漁民革新的動機
, 因此 , 提高漁民所得增進福利便成為漁業發

展計劃下首要之務了。

(2) 食物自給與營養食品供應

提供人民足夠之糧食乃國家基本政策目標之一 , 然而開發中國家糧食生產與

人口成長幾成比例 , 甚至一些國家雖曾引進新栽種技術 ' 平均每人糧食生產量亦

曇遞減下降 , 主要原因都是糧食生產不足。
再者 , 以每人每天所需消耗能量 2,300 卡為標準來看

, 大部份南亞和東南亞
的開發中國家根本未達此最低標準 ' 表一研示自日亞洲部份開發中國家能量攝取之

表一 開發中國家能量攝取情況 ( 1969 - 1971 勻

國別
孟 B

緬甸

印度
印尼

馬來西亞 ( 西 )

尼泊爾

菲律賓

斯里蘭卡

泰國

每人每天攝取章(卡)

1840

2210

2070

1790

2460

2080

1940

2170

2560

日

佔需要量之%
80

102

94

83

110

95

86

98

115

' 所有食品 , 包括魚類
資料來。軍 : Rural Asi a, Chall enqe and Oppontuni ty,

Asi a. Development Bank, P raeger Publ i shers,

New York, page 45,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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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 , 依此資料 , FAO 估計至 197 昨亞洲國家百分之三十的人民近 300 萬人 ,

將面臨蛋白質、能量不足的問題 , 而人民有糧食不足之虞的地區達 30 % ( 有些

地區更高 ) , 總人數遠超過 400 萬人 , 其中亞洲地區便估了將近 300 萬人 , 佔聞
發地區蛋白賞、能量不足之最大數。

面對糧食生產率遞減及蛋白質能量不足問題 , 提供國內糧食所需增加營養食物供

給 , 便成為漁業發展最重要的總體目標 , 由於魚類含豐富之蛋白質、礦物質及維

他侖 , 愈來愈多國家選定漁業產品為第一優先改善人民健康營養水準之產品 , 同
時許多國家 , 特別是南亞和東南亞國家魚類所提供國民蛋白質量達 10 - 20 9 右 ,

遠超過動物性蛋白質提供量的半數之多 , 如衰二數據所示。

表二 開發中國家魚類攝食情況

1964
魚佔蛋白嘖供應量之% 一一一

1966
國 別

插 甸

�r 度

�r 尼

香 港

馬永面亞

菲律賓

斯旦蘭卡

新加坡

泰 國

佔總數%

10.9

1.4

8.7

14.8

14.3

18.3

12..9

17.9

12.2

牟人消費量 1970Kg/p.a

佔動物% 魚 類類 肉

52.2 15.9 7.6

12.1 2.8 1.4

65.4 10.2 4.5

29.7 48.1 59.8

47.7 13.525.7

54.1 24.2 15.5

63.7 20:3 3.2

42.8 41.5 30.7

50.4 14.019.1

資料永源 : FAO Fisherie s Circular no. 314
pp. 3 一 5 , 1973

* 企圖平均魚消費量會困地區‘社會習慣示同而有利
, 以印度

而言 , 1970 平均每年牟人為 2.8 公斤 , 典該地, 素食主義風
成有闕 , 比他數據 , 也隱裁沿海居民以漁類為主要蛋白質永
源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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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如上表所示 , 印度素食者佔多數 , 則平均每人魚耗量之數接根本無法顯

示沿海居民以魚類為主要蛋白質來海之事實 ) , 藉著漁業資源的發展 , 糧食不足

的國家便可解決問題
, 不再依頭進口 , 而減少穀物進口所省下之外涯支出便可用

來資助其他更重要部門之發展。

儘管漁類為重要食物來頭 , 理性經濟預期者仍認為有其他方式獲取蛋白質、

礦物質等營養 , 如果家禽提供蛋白質的成本能低於漁類 , (' 對大部份的南亞和東

南亞國家而言似乎不太可能 ) , 就不需要拿大筆資金支援漁業部門高成本的下游

組織了。

(3) 創造就業機會

在各個不同的故策目標中
, 創造就業機會已日漸重要 , 人口快速成長並師

都市而造成的就業困難 , 已使許多開發中國家重新考慮在最漁部門製造更多就業

機會 , 某些開發中國家普遍忽略小規模漁業部鬥 ' 事實上漁業部門有極佳的就業

機會 , 漁業發展所製造的就業機會及有雙重的教果 , 某一顯現於捕魚工作本身 ,

其二可自相關產業觀察出 , 現代化漁業必備的港灣設備 , 大型漁貨裝卸碼頭 , 就

可製造更多就業機會 , 學凡造船修護、加工、包裝、冷凍工廠、製造廠、銷售運

銷及其他直接間接相關之工作 , 便可引發一串就業工作機會 , 必須注意的是 , 漁

業現代化過程 , 勿使產業過度集中都市 , 而破壞原有之社會政治秩序 o

但)拓展外銷

近年來大部份南亞、東南亞國家 , 藉漁產品外銷賺取外涯已成為漁業發展計

畫主要自標之一 , 表三所示副漁產品在開發中國家進出口貿易之地位。

由表三數額月暗示, 印度、印尼、馬來西亞及泰國由出口漁產品賺得之外灌逐

年遞增 , 香港、新加坡仍然是進口大於出口值 , 菲律賓、斯里蘭卡則由昔日進口

為主躍昇以出口為主。這些開發中國家致力漁產品外銷拓展的主要目的
, 即是藉

此取得大量資本改善國家經濟
@

幾乎表三所列示的國家 , 均探出口市場需求或國內不消費之高價產晶 , 例如

, 小蝦、龍蝦、篇魚及其他甲殼類 , 進口則為低品質、低價位之漁品。

200 海涅新經濟領域的公佈 ' 似也可為海島型國家賺上一筆外涯
, 將領域內

未開發之漁業資海租給他園或成立漁企業組織探勘開發漁業資源
, 皆可賺取外涯

, 至於如何運用 , 全憑各個情況而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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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孟 加﹒拉

緬

香

�p

�p

、

BJ面rk亞晶永馬

.
菲 律

其可里蘭卡
司,

品時 力回

暴

表三 開發中國家漁產品貿易在進出口之地位

單位 us S 1,00 。

別
進 口

口 出

1975 1976 1977 1978 1975 1976 1977 1978

299 122 121 121 4451 11577 18070 16113

甸 2 2 2 2 236 236 214 214

港 .135808 182458 215056 254873 66635 117727 131499 156631

反 1477 257 263 280 132879 192601 202727 229360

尼 2193 9699 8975 8975 83318 124224 153126 153126

32714 34399 38493 44226 68559 93637 64746 125384

賓 4 ω 50 35780 27653 30221 17843 27869 42177 42177

6284 3482 2330 2330 3160 8861 11158 11158

77142坡 71801 68704 89588 104273 37030 41020 61272

國 6103 7238 6684 6654102694 150378 176782 246808

資料永源 : FAa, Yearbook of fishery

VOL. 47, 1978, pp. 20 - 25 。

statist ics,

臼)推動區域建設 , 增加漁業技術知識

前面曾提過 , 幾乎亞洲蔚有開發中國家的漁業皆為傳統小規模型式 , 因此漁

業發展計劃重點便置於區域建設 , 人民知識的提昇方面 , 包括卸貨碼頭、批發市

場的建立、情報的搜集、現代漁業技術的傳授、設備的增置及漁船電動化等。

技術常識是漁業發展計畫的另一項目 , 南亞、東南亞國家知識份子男性約佔
40 一 70% 、女性則介於 8 一 50% ' 必須考慮的一點是

, 這些知識份子中有多少
只懂得讀寫 , 均無法實地運用蔚學得之技能 ? 在各行業中 , 不僅須有讀寫能力 ,

簡單的 (+ , 一 ,X,7) 四則運算能力也是必須的 , 漁業發展計畫目的之一 ,

亦是希墓提供更多技術 , 改進漁業生產技能。
漁業發展可引發興趣 , 提昇漁民管理、企劃、解決問題的能力 , 推動漁業發

展計畫就是希望漁民在學得自然科學、技術維護、工作技巧外 , 尚能學得一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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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管理、組織系統的方法 , 如此一來 , 在飯定目標下 , 漁民便可靠自己的力章
, 克服自然資源的限制 , 解決問題。

一
圓圓圓.、 限制漁業發展的因素

(→運輸系統不完備

大部份南亞、東南直開發中國家的漁業仍在傳統小規模水準大體而言
, 開發

中國家的水產養殖多為小規模型式
, 運輸的主要問題在產品的易腐性 , 運輸冷藏

設備的缺乏及集貨地過份分歡 -由於漁獲物捕撈量不章
, 漁民窮困 , 在漁民小額

貸款辦法未設立前 , 只好質押漁產品 , 向中間商、漁商借款取得所需資本、消費

財 , 任其剝削宰割 , 這也是開發中國家不良行銷發展普及之因。

運輸系統不完備的另一個原因是運輸冷藏設備缺乏
, 導致易腐的漁晶損失甚

多。由於漁產品易腐必須儘快送達市場出售 , 而漁港除遠離都市、工業中
,

心外 ,

市場也常分散各地 , 因此必須有一更完善的漁晶運輸設備。儘管許多國家已致力

行銷系統的拓展 , 南亞、東南亞卸仍以沿岸小漁船、野獸、帆船為主要運輸工具。

時間就是金錢 , 熱帶地區魚.比其他東西更易腐敗, 使得時間成了最重要的考

慮因素 , 在熱帶、亞熱帶地區缺乏泳塊 , 漁民也很少拿泳塊來維持魚品鮮度 , 由

於冷藏設備欠缺加上運輸援慢 , 漁民無不希望儘速賣去易腐的魚產品好養家活口。

因為漁民無法自己運銷產晶 , 又對漁跟中間商負債 , 因此難以買到合理的好

價格 , 再者 , 多數情況均是中間商事先與漁民說好價錢買去所捕獲之魚品 , 只有

少數漁民能在產地或消費地的批發市場拍買中賺取微薄利潤
, 因此比起裔人所賺

自消費者手中的利潤而言 , 漁民所取得之價樁簡直不成比例。
中間商及集貨商向漁民購得漁晶運至批發拍賣中心出售給批發商或代理商

,

再由零售商投標買下送至零售市場賣給消費者 , 至於運輸、加工、保鮮、異于藏均

有專人負責已依此例 , 開發中國家魚的集貨運輸工作中間商多達 5 、 6 層 , 因此

來自價差所得的利滴全入中間商私囊 , 漁民根本賣不到好價錢。

綜上 , 開發中國家漁產品的運銷系統有下列缺點待改進 :

0) 缺少漁民可貸款機構 , 使其長年受制於漁貨商。
(2) 缺少快捷運輸及冷藏保鮮設備 o

(3) 過多不必要的中間商介入 , 加重漁民的負擔。
任)缺少一保護漁民利益之機構。

(5) 漁貨商對漁民朋探的低價策略 , 使漁民不願增加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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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海之急即在改善運銷系統給漁民一個合理公平的報酬 , 給消費者一值合理
的價格。

仁)碼頭脖藏設備不完善

漁港是漁業發展的基礎 , 欲促進漁業發展 , 提供一個良好的漁港 , 善盡管理
維護之責是必須的。

阻磚開發中國家漏業現代化之因素 , 主要在 : 卸貨碼頭、批發市場、 '{Jj( 塊缺

乏、修理維護及航海技術方面。儘管南亞、東南亞國家卸貨型式不同 , 少數港灣
設備情況卸極為相似 : 除作業地區極為分散外 , 作業漁船以小艇、帆船為主 , 與
水量不超過 1.5 公尺。也因為缺少資訊溝通及沿岸航行經驗 , 這些小漁船只在附
近資源豐富之海域作棠 , 並在缺少現貨市場的河口或小海灣 , 隨捕隨售。

大部份漁卸貨地並沒有代售漁品的組織 , 在漁獲量過多無空間容納和冷凍保
鮮設備的缺乏使漁晶腐壤下 , 價格波動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就是漁民 , 而缺乏停泊
船隻的設施 , →置上颱風暴雨 , 也使漁民損失慘重 -部份漁民已盡力設法改善他
們自己的卸貨地 , 但對他們而言 , 建一個好的漁港仍是力肪難及的 !!

因此 , 故府應儘速建立一現代化漁港和儲藏管理組織 , 以促進漁業發展。
(三)組織架構不健全

組織架構不健全是磚得大部份開發中國家漁業發展的另一因素 , 大部份開發
中國家 , 漁業行政部門極薄弱 , 許多國家不僅漁業部門小相對預算少 , 且缺少執
行高階層計畫時的技術管理人員 , 還常為故客、行政官員蹄忽略 -

部份國家 , 漁業雖由不同機構直接或間接管理 , 按此間封很少溝通協調 , 因
此投資執行計劃便常般在部門的本位主義下 , 例如民營漁企業、民營這船廠、船
具引擎進口商及產業合作社、漁會、運銷組織間便很少溝通協調 , 政府高級官員
間普遍缺乏的協調合作 , 有些是改治因棄 , 有些是歷史因素 , 有些則純將是個人
因素。

由於各故府部門間很少溝通協調 , 文缺乏技術管理人員 , 使得漁業發展運作
阻磚重重 o

回缺乏強有力的投資商

各行各業均有其風險、不確定性 , 漁業由於產品易腐 , 卸貨地點不定、價格
波動大 , 而有更高的風儉導致投資人佇足不前 , 為業發展優慢 , 即使民營企業有
投資款 , 亦足以自有利益為前提 , 很本無暇顧及漁業發展及漁民的福利問題 , 雖
然馬來西亞西部及泰國南部均有民營企業資助漁業 , 而且發展迅速 , 但大多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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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民間資本的缺乏仍是漁業發展援慢的因素之一 , 因此故府必須藉免稅或其獎勵

措施來提高民間企業投資意願。

除了上述主要限制因素外 , 其他因素尚有 : 缺乏多元化的漁業、內陸水源未

善加利用、缺乏外握、廣泛的服務網及技術人員包括漁業生物學家。

但)漁業發展計劃

0) 下游組織與自然科學機構的設置

由於漁業之特性 , 在南亞、東南亞開發中國家 , 任何一種發展途徑均會受制
於不完備的下游組織 , 這裡另可謂的下游組織包括行銷分配、冷凍、加工、運輸服
蕩、漁港建造、維護、漁民貸款、廣大的服謗網、研究訓練機構及其他政府協助

, 開發中國家 , 拓展漁業的最大障磚就在下游組織不完備 , 其中以缺乏有教率之
運輸、分配系統、阻磚漁業成長最大 , 因此 , 自擴展運銷系統著手 , 再推及港灣
設施、批發市場、冷凍加工設備及其他輔助設施 , 至於整體系統架構將於稍後章
節說明。

@漁業運銷分配系統的開發

魚的市場需要大於自我消費量 , 因此行銷成了漁業發展的重點騎在 , 然而除
了卸貨地作業教率太差 , 阻磚漁民生活水準提昇 , 技術改進外 , 漁業說小叉分散
的生產規模幾乎均要委託漁商代為銷售 , 因此欲藉行政力量制止中間商活躍於此
運輸管道 , 似有困難。

藉著能直接增加漁民既得 , 提昇漁民經濟地位的聯合銷售組織 , 或可改進漁
晶的行銷問題 , 這頸組織運用得宜 , 不僅能藉市場情報流通增加漁民議債能力 ,

排除過多中間商 , 降低運銷成本 , 增加消費者選購產品的機會 , 也使漁民更易進

入國內外市場 , 進行交易活動 -如果組織為產業合作社 , 尚可藉加工、脖藏來生
產高價值產晶 , 進而擴銷售網及銷售時限 , 因此漁民除了捕魚外 , 尚可自行批發
、加工、出口。

依此 , 開發行銷系統的最佳策略 , 便是由漁民組成一個產業組織 , 自行批發
。由於中間商、漁商深具影響力 , 欲達此策略目標 , 並不容易 , 為使組織運作順

利 , 初設時應與民間貿易商聯手 , 成立的主要目的在確保漁民獲得合理價樁 , 提

高其增產意願 , 因此經營者應最顧漁民及消費者之利益 , 此組織可提供漁民一有
殼 , 叉廉價的運輸管道 , 包括彈性貸款及良好的運輸設備。惟應由漁民自行經營
管理 , 並維持合作組織模式。

@消費者教育與市場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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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已開發國家均藉價樁補貼、閥混保護或其他優惠條件來維持漁民生活

水準 , 提高漁業的競爭力 , 在發展方面歸作的努力有 : 市場拓展、增加生產力、

漁業資涼的探勘 , 除此 , 更藉廣告行銷來促銷漁產品。
開發中國家普遍市場規模均不大 , 雖然壇潰、風乾魚品也頗受歡迎 , 部仍以

鮮魚為大宗 , 而市場規模不大 , 為了降低風險 , 漁民通常亦不敢冒然增產。
魚市場難擴展 , 產量不能增大的理由 , 有些是當地的禁忌 , 有些是迷信肘致

, 有些則因自古家訓告或而排斥某些特定商晶 , 另有些是因文盲不懂得鮮魚的營
養價值 , 更有些是因不會料理魚晶財致。

因此消費者教育便成了市場拓展計章中重要的一環 , 社區、學校可憑直不同
途徑包括課堂講授、示範、展覽、電棍、廣播數學來提供消費者 , 特別是婦女團
體 , 有關鮮魚營養價值的資訊及食品料理的方法 , 至於魚產晶如何料理、 J& 藏、

保鮮的說明 , 對市場、商店非常有利 , 影丹、報導和有插圖的說明文章則對文盲
消費者相當有用。

某些地區 , 吃魚已非常普遍 , 在墨西哥則因人民不愛吃魚 , 魚的消費量不足
, 剩餘太多 , 基此 , 墨西哥政府推行一套計畫 , 不僅強制分配各商店冷凍魚 , 開
了一家用魚和海龜肉取代其他肉類的墨西哥餐廳 , 也編了一本只用魚肉代替其他
肉晶料理墨西哥食物的食譜來增加魚耗量 , 推行的結果 , 相當令人滿意。
據波多黎各 Cardosa 報導 , 自從促銷魚晶而引進更佳的魚晶料理方式後 , 不

僅魚肉風氣己相當普遍的海擇居民魚耗量提昇 , 就連鮮魚難求的內陸居民 , 亦增
加不少魚品消費。

因此消費者教育設視為拓展市場一部強有力的武器 , 不僅能促進魚品消費 ,

增加漁民增產的信心 , 尚能增加漁民既得 , 改善漁民營養水準。
(2) 建立下游組織

下游組織是漁業發展的先決條件 , 包括 : 港灣設施、批發市場、冷凍脖藏、

加工設備和其他輔助設施。

因為漁港是漁業發展的基礎 , 為使漁業活動進行順腸無阻 , 提供漁民一具效
率的漁港 , 善盡維護管理之責是相當重要的 , 綜觀各國為歷魚產和其他水產物產
量的增加而著手的漁港設施發展計畫 , 以泰國為例 , 自 1953 至 1968 , 15 年間

便已設立 26 個不同類型的卸貨碼頭。

由於建造現代漁港需要大筆外權資金 , 在無法負擔這筆鉅款之下 , 便轉而考
慮在主要漁村的海邊或河口設立小型或中型碼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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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凍設備在現代漁業發展中亦佔極重要之地位 , 由於製造商的獨估 , 在開發
中國家 , 尤其是漁村 , 泳塊特別貴 , 若能矯正此現象 , 提供合理的價格 , 則漁民

便可將過多的漁品冷凍 , 待價而泊 , 不再因市場價格按動深受其害。

漁夫卸下的貨品 , 除主垃圾外 , 不可食用之魚品可經加工做為動物飼料 , 而為
應作業需要 , 在激民現代化中不可缺少之漁具、為網製造 , 除了創造更多就業機
會外 , 更能降低製造成本 , 減輕漁民負擔 o

綜此 , 卸貨嫣頭的設備至少需包含 : 小型冷凍廠、冷藏室、製網廠、漁具乾

燥設備、船泊處、衛生冷凍作業廠及一個由漁民團體自營的小型批發市場。

(3) 漁業發展制度

@獎勵、指導漁民產業組織 , 並給予財蕩支援

漁民的聯合運銷乃是藉增產 , 更具效率的分配和獎勵聯合銷售來加強漁民的
經濟獨立性並設法改進社會福利、教育、衛生設備 , 除去阻磚漁民提昇生活水準

的障磚。經由這些產業組織 , 便可進行一連串的發展活動。
目前漁民的產業組織在北美、日本、澳洲和歐洲各漁業國家均很盛行 , 以

威而言 , 產業組織控制 95% 之魚品 , 瑞典則佔出口值的 605 右 , 西班牙會員除義
務在碼頭導航外 , 也處理將近 75 % 的魚品 , 西德估 60 %' 而歐洲以外地區 , 則
以日本最重要 , 除了有政府財務支援 , 處理的魚晶亦高達 65 % 0

在開發中國家 , 漁民的產業組織並不普遍 , 某些地方行銷不順利的原因之一
可能是漁民對產業組織無利可圖的共同誤解所致 , 大部份開發中國家 , 捕魚僅能
維持糊口 , 除非漁產業組織能取得冊需資頭 , 否則很難發展、繁榮起來。
開發中國家 , 市場行銷與漁民借貸 , 均由中間商 5月把持 , 由於消費者、生產

者問之配給管道 , 中間商高達五、六層之多 , 增大了價差 , 惟有由漁民產業組織
負責中間商經手的運銷 , 方能縮豆豆價差。

早期的產業合作社主要在幫助漁民不 .受制於中間商與經營貸款業者 , 目前既
有開發中國家的漁民 , 幾乎都因鉅額借款而同商跛擺佈 , 因此應幫助漁民脫離商
肢的控制 , 唯一的辦法就是集合眾小規模漁民 , 組成經濟規模單位 , 以方便借貸

, 並成為較容易接受技術協助的產業組織 , 如此則不但較易取得財務援助 , 更可
改善漁民經濟情況 , 免於負擔大筆運銷、冷藏成本 , 至於漁民借款的期限 , 大致
可分三類 :

1. 鐘期借款一用來負擔漁民修船、維護和淡季、緊急情況時的生活費用。

2. 中期借款一用來購置漁具和其他附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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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長期借款一用來添購漁船或動力機械化所需之引擎襪動設備。

於此 , 國家覽有必要給予產業組織適當的財力、技術支援 , 以幫助漁民取得

職業既需之各項設備 , 徑營冷凍作業廠、購置運織工具及行銷漁晶 , 此處所謂產
業組織 , 應是指為保護經濟力量薄弱之漁民房組成之團體 , 政府對此組織應以改
進其經濟活動為主要方向 , 由於開發中盟家漁業組織主事弱點在管理架構和組織
運作方面未能促其團體發展為穩健之經濟個體 , 因此 , 要藉政府財力、技術協助

未達成 , 若能成功 , 不僅可為小漁村發展該心 , 提供資本生活必須晶福利服務 ,

促進漁付繁榮發展 , 尚能擔起漁民分配運銷工作負擔。
@創設漁貸

開發中國家 , 由於季節風的影響 , 漁業多少仍有淡旺季之別 , 然而淡季下的

生活費用 , 出海的成本一船的修護、漁具的更新、糧食的需要 , 都需要成本 o 過

去一向由商人提供 , 不僅利息成本高 , 且只能以后可捕獲漁獲物抵押借款 , 因此 ,

收穫量欠佳 , 無法付清欠款時 , 情況是可想像而知的。

開發中國家 , 商業接行是主要的借貸機構 , 由於漁業高風險性特徵 , 使得商

銀不太願借款給漁民 , 特別是做為修護設備用或長期性者 , 惟恐漁民無法償還研
借款項或負擔不起利息 , 迫使獵民只得向商人借款 , 任其剝削。

部份盟家 �t 設立了專門提供小額漁貸的接行 , 比起民間高利貸漁民仍較願意

向高成本的商人借貸 , 原因是 : 銀行設有擔保或放款條件 , 漁民不一定都符合 ,

而且一般漁民多為不識字的文盲 , 除不懂得填表外 , 也不願浪費幾個月的時間去

等一筆借款 , 而希望儘快取得借款 , 修好船隻出海作棠 , 因此 , 民間私下借貸的
成本雖高 , 仍較活躍 o

基此 , 建議信用擔保放款應包括下列條件 :

1. 申貸人應為產業組織之成員。

2. 眼制最高借款額 , 並限制資金用途 , 只能在船具的更新維護上。
3. 申貸時應言明漁獲物由產業組織或運銷團體負責 , 每日冊獲淨利 , 部份應
用來償還欠款。

4. 貸款額 4/3 由不動產擔保 , �/3 由貸款人信用借款 o

政策若以改善貧窮小經營者經濟情況為目的 , 通常要冒較大的貸款風險 , 因
此若能結合漁貸和組織功能來發展漁業承辦農貸 , 則可減少風險。

@漁業推廣教育

漁業推廣 , 本賞上是一種教育、輔導並與漁民溝通的方式 , 適當的推廣敬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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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促進漁村經濟活動 , 引導鄉村發展 , 進而改善社會福利 , 目前開發中國家小規

模漁業的內部眼制發展因素 , 導致漁民普遍保守與不求變的心態。漁業推廣敬育
, 則能提供動機 , 打破使漁民不求變的惡性循環 , 讓漁民有利可圖 , 刺激漁民自

動求新求變 , 漁業推廣服務將以提供經驗與技術協助來提昇漁民生活水準、社會

地位為重 , 由於漁民最迫切需要的協助是增加漁獲量 , 因此推廣服務人員若能以

其豐富的經驗技術 ' 證明呆在加工處理、捕魚、漁具常識方面確有一套
, 則漁民

必可心悅誠服的接受輔導、協助 , 必須注意的是 , 推廣服務並無標準模式可依循
, 需因時困地、因事制宜。

@發展漁業管理部門 , 尤以統計部門為重

推動漁業發展計畫 , 需要政府機構鼎力協助。技術行政人員也應對漁業發展

現況瞭若指掌 o 許多國家的漁業由政府不同部門同時管理 , 由於缺乏協調合作 ,

常使投資經營失敗 , 因此 , 各企業組織與政府各部門間應就漁業發展加以溝通、

聯繫。

發展計劃應以穩固的經濟與統計數據為後盾來進行 , 要有成功的決策、良好

的管理、完備的漁業統計資料 , 包括漁獲量的搜集、緝築繪圖說明 , 均不可少。
資料的來源則是搜集自各個國家不同層面不同深度的調查所得。由於搜集彙總資

料的必要 , 除巨富設一統計部門外 , 尚應包含中央執行機構 , 統籌管理資料的搜集
, 至於搜集資料既投下的成本 , 在未來漁業發展中均可連本帶利取悶。

@對相關企業財物、技術的支援

漁業發展與船具建造、引擎的製造修護、冷藏、加工、製造密不可分 , 如果

這些相關產業無法發展 , 而必須進口大量資本財來幫助漁業發展 , 國家將無法獲

利 , 因此應對這些相關產業 , 包括船具製造、引擎的生產修護、冷藏加工、製造
, 提供必須的財力、技術支援。

@建立漁業教育系統

前面曾提過 , 漁業發展過程面臨的問題需要技術人員協助解決 , 開發中國家

在開發漁港、水產養殖技術、漁具製造、加工、運輸、企業管理、漁業研究方面

, 愈來愈需要專家指導。因此 , 宜在當地設一教育機構提供漁業課程包括 : 漁業

設計、人口動態、水產養殖技術與加工技術等 , 藉以培養中高層技術專業人才 ,

為漁業發展墊定良好根基。

@創設為業技術訓練中心

漁業活動不僅需要專業技術人員的參與 , 亦需要肯創新求變的現代人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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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傳統漁業技術傳授自長輩 , 缺乏現代漁業的經營管理觀念 , 無法利用現代漁
具設備 , 而開發中國家普遍缺乏此類技術人員 , 使得民營企業更不敢冒險購置新
機器設備。

若能創設一漁民技術 WII 線中心 , 對漁民施以捕魚技術 , 船具管理維護、電報
通訊訓練及灌轍協調合作概念則可解決漁業部門人才饒荒問題。

@發展地區機構漁業研究

許多南亞、東南亞的開發中國家 , 已有漁業生物、加工、保鮮處理方面的研
究 , 至於水產養殖則因成本太高、科學家不足 , 尚未有完整的研究出現 , 再者 ,

許多國家感興趣的多半是水資涼、深海漁業資頭 , 漁具、船發之研究 , 除非以合
作型態進行研究重覆的機率是相當大的 6

地方機構合作 , 進行社會生態研究的優點不少 , 其一 , 高成本的水產養殖研
究 , 若能合作進行 , 可符合規模經濟 , 其二 , 不合作 , 則重覆的可能性亦難避免

, 再者 , 地方合作研究除了成本較獨立作業低外 , 尚有國際研究經費補助和技術
協助 , 因此各國家間在探勘相同資頓時 , 除技術合作外 , 也應對聞發計劃加以協
調。

四、結 :6.
5 間

討論開發中國家有關漁業發展目標與阻磚發展的因素 , 主要的是希望藉此提
出一條漁業發展的可行途徑。對於社會 , 徑濟部門與漁業本身缺點既帶來的阻磚

, 可藉組織協調或循法律途徑來解決 , 在此 , 我們不深入研究法律條文 , 但與為
美資滋管理開發有關的條例 , 如 : 漁業法、資源保育案 , 仍不可少 , 而為了維護
海洋漁業資滋避免漁民團體遭控制剝削 , 也應發給漁民執照 , 以資辨別。

本文研討純自社會經濟層面著眼 , 且可提論點 , 願供漁業發展計畫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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