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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漁業資涼保育之重要性

沿近海域是海洋生物生產力最大之區域 , 是各沿海國家之主要漁場。為沿海
漁民所共有 , 影響的人類眾多 , 既以從事沿岸漁業資源保育 , 具有重要社會意義。

保存沿近海域生態環境中物種多樣性 , 除具有重大學術研究價值外 , 更有助
於維持自然生態系之穩定與平衡 , 並可因應外來因素產生鉅大變化時之良好應變
能力 o

注重漁業資海保育乃是世界文明之潮流 , 亦屬社會進步之表徵 , 除可提昇文
化水準外 , 並可提高國民之生活晶質與健康一
二、漁業資諒保育之緣起

台灣地區近些年來 , 由於工商業的蓬勃發展 , 以致沿岸水域的漁場環境遭受
嚴重工業污染。叉由於兵離岸近 , 作業方便 , 並為追求漁業增產目標 , 近年來漁
民對於沿近海優良漁場 , 恣意開發利用 , 甚至有些漁民更為貪圖一時之利益 i 不

惜以電氣、炸藥、毒物等非法濫捕 , 迫使沿岸漁場環境遭妥破壞 , 漁業資滋星顯
衰退甚至枯竭現象 -

由於水產資頓是一種具有可再生產的可更新資煩 , 祇要我們的漁獲暈維持不
超過其基礎生產力另可能孕育之資源量2 則水產資源即可生生不息的供我們長久的

聞發利用 G 因此 , 我們在漁業經營管理等方面的觀念上 , 即需轉變為兼顧資派維
護及栽培之資海管理型的漁業經營型態 -換言之

.
en 應積極進行沿岸漁場環境改

善 , 漁業資涼培育的沿津漁業振興工作一 -

本會有鑑於此沿學漁業發展之迫切需要 , 尤其是對於沿擇漁場生產之安定 ,

以維護其長期合理之有教利用 , 后可以從民國六十七年起即將此項沿學漁業資源保
護及培育工作列為重要漁業施改計畫司配合省府及地方經費 , 大力推動各項漁業
資頓保護、管理及培育措施 , 期使沿岸海域日漸枯竭的漁業資滋 2 能夠再獲生機

, 使台灣沿岸的漁業發展繼鑽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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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沿學漁業資源保育之目標

本計畫之目標乃就台灣沿津海域具有特殊漁業資源者 , 規劃為保護區 , 針對
其實質環境、海、美特色、目前面臨問題及未來發展方向 , 訂定保護措施 , 以縫護
保護區內之漁業資源 , 使其得以永蠻保存 , 使此海域內漁業資涼之利用進入一個
高的層次。自由獵捕性的漁業型態 , 逐漸進入放牧性的漁業經營、管理型態 , 並
研訂漁業資療保育法規 , 以為台灣沿岸海域漁業資源經營管理之依攘 o

貳、治岸漁業資源保育及開發利用重要措施

一、沿近海漁業資頭

一般海洋生物分佈 , 依次由海岸向外海

H 由低潮線至高潮線聞之潮間帶 , 有對環境變化適應力甚強之魚貝介藻類棲
息 , 為良好的淺海養植區。

的由低潮線向外海至海藻類生長茂盛區域邊緣之亞潮間帶為沿津海區。天然

魚貝介藻類豐富 , 為沿岸漁業之重要獵場。
伺由海藻類生長茂盛區之外緣向外海至植物性浮游生物 , 非常豐富之綠褐色

海水與藍色海水之交界線為近海區。此區由於浮游生物豐富 , 棲息之魚類眾多 ,

為大洋性魚類索餌之重要海區 , 同時也是大洋性魚類進入沿岸海區之通路 , 故為
良好的漁場 , 再向外海則為 :

個)基礎生產力較小之大洋海區。

沿岸海域之潮間帶及亞潮間帶為海洋中生產力最高區域之一 , 因此漁業先進
國家均將此基礎生產力最豐富之潮間帶、亞潮間帶納入資聽規劃利用範圈 , 而將
此範圍內之嶽業資痕 , 統稽之為沿近海漁業資涼。

台灣沿學海域環境 , 地處我國大陸礁層之外緣。東部近擇就是深海 , 有黑潮
流經 , 大洋性酒游魚類豐富 , 且具有深海漁業資頓 -西岸經過澎湖以迄大陸沿岸
均為二00 公尺以淺水深之淺海 , 具有南向之大陸沿學寒流 , 北向之黑潮暖流支
流 ? 以及季風漂流作用。基誕生產力豐富 , 為魚、貝、介、藻類之良好繁殖棲息
場阱 , 形成為我國歸屬海域最佳的漁場 , 為我沿近海漁船傳統之重要作業海域。
此外 , 台灣氣候溫和 , 水資源豐富 , 沿岸砂洲、瀉湖敢佈 , 沿海低還及淺海地區
多處可聞為淺海養殖宜。如此優良之天然環境條件 , 加上人工繁養殖技術業臻成
熟 , 因此 , 可以人工的方法 , 利用其天然生產潛力培育增殖漁業資涼提高我沿近
海域之漁業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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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沿岸漁場環境現況按討

台灣沿岸海域漁場環境 , 原具有相當良好的孕育漁業資頓條件 , 惟因近些年

來的工商業迅速發展 } 帶來嚴重工業污染 , 導致沿海自然生態環境遭受嚴重破壞

。加上人口之不斷增加 , 對沿岸海域之漁業資煩 , 設超限利用 , 致使沿岸漁業資

諒日漸枯竭。茲舉其重要者如下 :

H 沿岸漁場環境污染﹒ .
台灣地區因經濟之快速成長 , 由都市、礦場、工廠等排放之麗水及廢棄物研

引起之污水 , 由河 111 大量流入海洋 , 再加沿海航行船船排放之油污以及該能電廠

冷卸麗水等造成沿岸漁場環境之嚴重污染 , 直接危害到各種水產動物生產 , 破壞

沿岸漁場環境之生態平衡 2 間接亦影響人體健康。

仁) 沿海土地之大量開發利用﹒ .
台灣土地面積有限 , 人口不斷增加 , 平地開發已達飽和

..-

因此勢須向邊際土

地謀求發展一鑑於沿海土地保育利用尚欠完整規劃' 以致影響沿海邊際土地之聞

發利用次序 i 形成對開發邊際海岸土地之混亂及地下水之超抽
, 造成地層下陷 ,

地下水墟化 , 嚴重影響沿海土地資源及漁業經營。

伺優良漁場環境之不當使用及過漁現象

近年來對台灣沿岸優良的漁場環境 , 無計畫的開發利用 , 甚且以電魚、毒魚

、炸魚等非法捕撈, 嚴重破壞沿岸漁業生產體系 , 衰竭其資諒及品種 2 且對此等

資源之過度利用 , 缺乏積極保護培育措施 , 以致使漁業資源星顯衰退甚至枯竭現

象。亟待加強推動資源保育工作 , 以 4恢復其原有漁業資煩 , 使達成高度並持鐘之

漁業生產 o

三、沿岸漁業資諒保育重要措施

(→加強資滋保護方面 :

1. 協調環境保護機關建立沿岸水域污染偵測系統 , 定時定點長期偵測污染程

度 , 作為取締或改善之依據。
2 調查規劃增設沿岸漁業保護區 , 在原己設定之保護區內 2 則進一步調查規

劃 , 規定各保護區內應保護之魚貝介藻類之種類 , 採捕時期、方法及體型
, 並以專用漁業權及入漁權之形式予以嚴格管理一

3. 調查規劃底棲魚類資涼保護區 , 嚴禁對此等資 It 破壞力最強之底棲魚拖網

漁船作棠 , 提供廚妻魚類生息場冊恢復固有資痕。
4. 嚴禁毒魚、炸魚、電魚及濫捕 , 特別是魚卵及幼魚之捕獲數量應嚴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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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加強取締 o

5. 限制破壞海洋生態環境設施之典建 , 避免沿岸海域生態環境之劇烈改變。
何漁場改造及資滋培育方面 :

1. 調查規劃及在選定地點興建以下設施 :

(1) 親魚產卵場及幼魚哺育場之保護設施 , 如導流堤、消設提及消波設施等。
(
勾貧瘖海域之人工生物礁體設施 , 如大型魚礁、浮魚礁等。

(3) 有利於魚貝介類生息環境之保護設施 , 如用於定砂之控形礁及凹地形安
定礁等。

位)特定經濟魚類資頭之保護設施 ,
如底棲魚類保護區之屏障礁等。

Z 從事上述各項設站材料及工程技術之開發試驗及研究 , 以增進此等設施之
教果。 '

J. 對資涼保護區及魚礁虛實施魚貝介類之人工繁殖及種苗放流 , 彌補自然生
產畫之不足以達到增殖之目的 , 並建立栽培漁業之劫步基礎。

(司提高資諒利用教率方面 :

1. 積極試驗推廣魚蝦類分離式之網具 , 規定魚類與蝦類拖網漁船騎用網目。
2 加強中上層魚類資激之捕獲利用 , 減輕巴基衰退現象之底棲魚類資涼之捕
獲壓力。

-

J. 調查研究分析協仔魚之資頭動態 , 研擬管理利用計畫 d

4 加強聞發東海、黃海及南海二 00 公尺等深淺附近之中上層泊游性魚類資

涼。

5. 試驗開發東岸外海及南海之深海漁業資煩。

(叫加強擴大淺海養殖方面 :

1. 積極完成各海區之淺海養殖細部規劃 d 其區分包括淺灘屏障區、淺灘閱放

區、淺灘灣入區、岩礁餒坡區、岩礁峻坡區及島嶼綜合區 -

2 發展新投術以擴大傳統貝類之養殖面積如釷蠣、文蛤、血甜及西施賣等已

J. 開發新的養殖種類。

4 加強養殖設施、結構、資材之研究改進及推廣 o

5. 加強養殖工程技術之研究及推廣。

也加強種茁揉集及繁殖技術之試驗研究。

7. 建立淺海養殖區劃漁業權管理制度。

(司發展栽培織業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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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擇種苗人工生產技術在國內己試用成熟之魚貝介類
, 如九孔、文蛤、斑

節蝦、紅轉、石斑、網類及鳥魚等 , 優先研擬計畫 , 從事大量種苗生產 ,

開發中間養成技術及設施、調查放流地區及設計放流技術 2 並組織管理採

捕體系 , 實施先驅性計章。
2. 對國外實施栽培漁業成劫 , 而在本省有實施可能性之魚貝介類 , 引進其栽

培技術及制度 , 如海膽、鐵仔、石斑、比自魚等 , 並 �p 刻調查本省沿岸水

域之獨立系畫畫及其生存環境、活動範團及生活史等基本資料
, 然後擬訂實

施計章。

3. 在本省及國外均未實施栽培漁業之魚類而在本省有實施可能性者
, 如緝類

黃花魚類、帶魚類等 , 則積極開發某種苗生產技術 ' 並開始調查實施栽培

漁業所需之資料。

4. 由中央、省、縣市故府、學術單位及地區漁會聯合組成一個栽培漁業組織

i 協助政府輔導栽培漁業在國內發展。

5. 在台灣省水產試驗所及各分所系統肉
, 建立發展栽培漁業負責部門 , 積極

從事栽培漁業技術之開發。

6. 調查規畫u中間養成設施次第興建 o

(汁調整沿近海漁撈技術結構方面 :

1. 調查規劃定置漁業區 , 加強推廣節省能聽及勞力之定置漁業 O

Z 鼓勵發展對資源影響較小之流刺網及釣具漁業。

3. 研究試驗並推廣省能聽之船型及引擎。

4. 配合勞力外移推廣漁業作業機械化。

5. 鼓勵生產高品質之漁獲 , 減少下雜魚之生產。

6. 引進並試驗開發新的漁具漁法及新式儀器 , 促進沿近海漁業之現代化。
(吋配合措施 :

1. 加強漁業調查統計 :

0) 實施海區別之漁獲調查統計 , 使之成為漁業資源評估之重要參考資料 o

(2) 將重要經濟魚貝介類在本省沿岸水域之產卵場、產卵數、孵化率、活存

率列為徑常性的調查工作 , 並攘以推定各種資潛之補充量及其最適持積

產量作為漁業管理之重要參考依據。

2. 成立漁業仲裁小組 : 省及各縣市改府分別成立漁業仲裁小組或委員會 , 以

迅速就地協調裁決日益夜雜的漁業科紛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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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修正研擬漁業法令 : 修正漁業法及研擬漁業資療保育法 , 以加強本工作推
動之法律依據及執行毅力已

參、台灣沿岸漁業資源保育計畫執行概況

為保護及培育台灣沿岸海域漁業資源 , 促進我主權範圍內漁業資涼之合理開
發利用 ,

以提高我國歸屬沿岸海域內之漁業生產力 , 本會 ( 前農復會、農發會 )
自民國六十七年起 �D 積極推動沿譯為業資海保育工作 , 在省、縣市政府及各地漁
會等有關單位之努力與配合下 ,

已獲顯著之成果。歷年來推動之重要措施及其概

要結果如下 :

一、加強沿岸漁業資源保聲 :

沿岸漁業資涼包括沿岸海域之后可有動物、植物 , 其與生存環境間各種關係極
為接雜。漁業資按保護工作 ,

乃以人類長遠之福祉為中心 , 以尋求人類之活動與
其他生物及環境問之平衡關係 o 除這一代人類獲致利益外 , 同時保存生物系之潛
力 , 並維護良好之自然環境 ,

以供後代子孫持鑽利用。后可以漁業資涼保護彙具有

保護及合理利用之雙重意義已本工作執行經過與結果如下 :

H 本項工作自民國六十七年推動以來 , 迄今已有入年之久 , 其工作內容大要如
下 :

1. 依漁業法第百十三條規定 2 在全省選擇適當海域、規劃設定沿岸漁業資頭

保育區二十四處 ( 祥如園一 ) , 提供水產動植物適宜的繁殖保育環境 , 並
輔導當地區為會 ,

以專用漁業權方式進行管理 , 俾逐年分期輪流開放 , 供
當地漁民從事有秩序之入蝕。

之補助有關縣市政府建造漁業資頓保護巡護船 , 加強執行取締非法捕魚行為

J. 大量印製各項漁業資頓保育宣傳海報、月曆 , 並透過電視、廣播電台或報
草種誌等大眾傳播媒體 , 讀大辦理漁業資源保育宣導。

4 委託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及台灣省水產試驗尉 , 協助對於沿岸漁業資諒保
育區 ,

進行生態調查興致益評估 ,
以為今後保育區之設置與管理之重要參

考 o

a 加強培育各鐵關之潛水人才 ,
以利各單位切責辦理論業資頒調查評估工作

。

(斗歷年投資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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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經
方

算在 中 央 地
省府預算 其 他 A 計口

年二
民別

補助款 配合款

'

67 年 800,000 。 。 。 800,000
、

�6�8^t 2,250,000 。 290,000 。 2,540,000

69 年 1,513,000 。 1,406,000 。 2,919,000

�7�0^t 1,525,000 。 1,850,000 。 3,375,000

�7�1^t 890,000 。 1,549,174 850,000 3,289,174

�7�2^t 1,780,000 。 888,000 1,200,000 3,868,000

�7�3^t 4,250,000 �1�,�0�0�0�,"��o 1,250,000 1,500,000 8,000,000

�7�4^t 4,330,000 1,500,000 1,670,000 2,000,000 9,500,000

A 計 17 ,338, 000 2,500,000 8,903 ,174 5,550,000 34,291,174
口

亡3 歷年投資經費〈單位 : 元 )

( 註 : 本主頁經費包括種苗放流及教益調查評估等費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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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巡護船規格巡護艇規格巡護各規格艘數

建造單位

九噸級FRP
�6�9^t 基隆市政府 質-0二匹馬 一

‘ 力一一靖海號

入噸級FRP
台北縣政府 質七五匹馬力

一一國強號
�7�0^t -一五噸級FRP

宜蘭縣政府 質二四匹馬力
一一護漁號

力罵一一↓L

�7�1^t 琉球區漁會 漁業巡護塑 一

膠發

雲林、綠島 一﹒λ噸F
�7�2^t RP質四。 一一

花蓮區漁會 一
馬力巡護艇

合計 一 一 一 七一 一一 一

(司歷年主要執行成果 :

1. 沿岸漁業資海保育區之設定 :

截至七十四年度止 , 計在基隆、台北、苗栗、雲林、嘉義、台南、高雄、
屏東、宣蘭、花蓮、台東及澎湖等十二個沿海縣市設置保育區二十四處 (

地點、面積等詳如附件一 ) , 保護水域總面積計達四三六 0 公頃 , 主要保
護之水產動植物計有 : 九孔、龍蝦、文蛤、西施貝、國姓撓、海租、鐘螺

、紫菜、石花菜等。

2. 漁業巡護船、艇、發之建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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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彩色官傳 彩色官傳 且一牌 官傳手加口刀可

海報 月 曆 電視影集

(張〉 (份〉 大型 小型 (本〉

七十二年 5,000 。 。 。 。 2,000
‘

年二十七 10,000 4,000 2 。 10 。

七十四年 10,000 10,000 1 51 。 。

五斗 計 25,000 14,000 3 51 10 2,000口

註
備數件締取

3. 取締非法捕魚案件 :

10 件
7 件

22 件
137 件

58 件
-91 件

325 件

六十八年
六十九年
七十年
七十二年
七十三年
七十四年
合計

4 漁業資源保護宣導 :

E 潛水訓練 :

數人練自II
目

度
年

人17年一
二

十七

人
1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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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委託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進行花蓮及澎湖縣兩處保育之教益

年度 調杏。

七十四 委託國立海洋學院、國立屏東農專、文化大學海洋研究所,協

年度 助進行高雄縣輿達港、屏東縣車城、宜蘭縣蘇澳等三處保育區

之效益調查D

也霎託水產學術或試驗研究機關協助執行保育區之教盆調查與評估 :

二、實施漁場改造 , 以培育漁業資 2頁一一人工魚礁投放

沿岸水域是大部份魚貝介類的產卵、繁殖以及幼魚棲息和哺育的場肪 o 為改

善沿岸海域底層環境 , 提供魚類棲息、繁殖場所 , 以達培育沿近海漁業資源 , 增
加漁產目的 , 在此沿岸海域內投放人工魚礁 , 對頭魚聚集的數量、產卵及幼魚的
話存率等均有直接的影響。故不論發展栽培漁業車開發海洋牧場 , 均必須加強從
事人工魚礁投放 , 以改善漁場環境 , 進而達到培育資源 , 增加漁產。本工作執行
概與辦理結果如下 :

H 執行概要 :

1. 本項工作本會 ( 前農復會、農發會 ) 自民國六十二年度起 , 臣。在中央加強
農村建設 , 補助計畫項下編列經費配合省及地方預算 , 在基隆、台北、跳
園、新竹、苗栗、台中、高雄、屏東、澎湖、宜蘭、花蓮、台東等十二縣

市沿海選擇適合設置人工魚礁區三十一處 ( 詳如圖二 ) 海區投放人工魚礁

。歷年來昕投放魚礁內容及數量 , 詳如附件二。
主人工魚礁投放海區選擇的標準 :

0) 海底寬潤平坦 , 底賞堅固的石碟底或自沙帶泥或有介殼混合之海底。
(2) 水深在二 0-- 三0 公尺間 ( 適合潛水放果勘查 ) 。

的)距岸一涅以上 , 但以不超過三涅為康則。間接有防止拖網漁船 , 保護沿

岸漁業資涼之成教 o

但) 避免污染海域、河口地帶或船發出入地區。

(5) 能見度良好 , 不過於混濁 , 且陽光能照射到之地區。
(8) 流速每小時以不超過一﹒五涅為原則。

佇) 沿岸漁民作業與管理方便之地區。

3. 人工魚礁投放後之放果調查 , 由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與水產試驗射技術
人員在已投放魚礁區 , 使用各種儀器實地潛水 , 勘測水產動植物之增殖與
聚集等情形 o 並採集標本及拍攝影斤 , 加以研究分析其效益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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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中央

省配合款
縣市

A 計 備 註
補助款 配合款

口

63 5,950 5,950 中央補助款: 100%

、

64 3,950 3,950
"

: 100 %

65 6,000 6,000
"

: 100 %

66 7,300 7,300
"

100 %

67 7,000 1,950 8,950
"

: 78.2 %

68 9,980 5,050 15,030 'I : 66.4 %

69 3,000 6,230 9,230
"

: 32.5 %

70 1,000 1 , 000
中央補助款: 100 %
(效益調杏費用)

71 1,830 3,350 5,180 中央補助款: 35.3 %

72 2,000 4,300 �6�,�3"�
"

: 31. 7 %

73 2,000 8.000 2,900 12,900
"

: 15.5 %

74 5,000 8 , 0 00 4 , 5 00 17, 500
"

: 28 . 6 %

三』 計 55,010 16,000 28,280 99,290 中央補助款: 55.4 %口

已歷年投放人工魚礁經費 ( 千元〉

備註 : 中央補助經費包括效益調查評估費用 D

一 103 一



( 三) 歷年主要執行成果 :

1. 設置及投放人工魚礁 :

截至七十四年度止 , 計中央補助款五五、 0-0 、 000 元 , 省府配合款
一六、 000 、 000 元 , 縣市故府配合款二入、二λ0 、 000 元 5 合
計九九、二九 0 、 000 元 0

J.時投放礁體種類及數量計大型水泥礁九、六

九四座 , 小型水泥礁體四、二五八座 , 九孔、龍蝦礁五、三六九座 E 輪胎

礁五、五五 O 隻 , 汽油桶三00 個 , 舊船礁八三艘 , 浮竹發二O 艘 , 林木
-00 棵 , 舊車廂五輛。詳細分配如附件二 , 設置地點如圖二一
之魚礁效益調查 :

歷年后可投放之人工魚礁 , 共道成約一二0 、 000 立方公尺之人工漁場 2

依攘專家之研究 , 每一立方公尺人工魚礁冊造成之漁場 2 較一般未投放魚

礁漁場 , 平均每年可多生產一0 公斤以上漁獲量 3 每公斤平均以六 0 元計
, 則投放後每年其執行教益可達約一千萬元 , 並且這種教益可維持二 0 年
之久 , 如果不破破壞的話。顯然的人工魚礁的投資是值得敢府大力推動。

三、調整沿津漁場技術結構一一加強推廣省能跟定置漁業

定置漁業是沿岸漁業最具發展潛力的漁業 , 也是唯一能形成商業性經營的沿
岸漁業。在我國徑濟迅速發展 , 人力重分配導致漁業勞力缺乏的趨勢中 , 定置漁
業是沿岸漁業由勞力密集轉向技術及資本密集的重要途徑 , 也是沿岸漁業現代化
的必然趨勢。

有鑑於此 , 本會 ( 前最發會 ) 於民國六十九年成立計畫 , 派員赴日考察研習
, 引進日本最新式的定置漁業技術 , 經過五年來的示範推廣 , 目前已約有一百組
經營自日本引進的改良式定置網情況良好 , 頗受業者好評 , 各地漁民紛紛申請漁
業權 , 擬從事此項漁業之徑營者頗多。在魚價普遍低落的情形下仍有很高的利潤

, 再度肯定了改良型定置網的價值。
村執行概況 :

很據日本定置漁業專家來台考察後 , 估計台灣沿岸海域可設置二五。 -
三00 組定置網。是項估計是依據台灣沿岸的天然環境來估計的正但是我國

社會環境因素覆雜 , 如何順利達到是項目標 , 尚待努力 0 多年來本會輔導之

重點及成果如下 :

1. 積極興建定置漁業公共設施 : 定置漁業雖離津很近 , 但因以往對漁業公共
設施之投資有眼 , 特別是台灣東部沿海漁港極少。因之 , 為鼓勵定置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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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投資 , 近兩年來 , 在主蘭、花蓮、台東縣等沿海選定適當地點規劃興建

曳船斜坡或小型船澳 , 方便漁船作棠 , 又可集中交易。

2 加強定置漁業技術研究及培育人才 :

OJ 輔導成立定置漁業服務中心
, 定期辦理有關定置漁業技術交流 , 提升及

推廣工作 o

(2) 協調水產試驗研究機構 , 增加有關定置漁業人員編制 , 加強有關試驗研

究工作 o

(3) 派遣漁業有關單位人員赴國外進修或研習定置漁業之基本理論、設計及

作業技術 , 以提升國內水準 o

(4) 輔導國內網具工廠培置定置漁業專業人才 , 加強漁網具性能之研究 , 使

有充分能力從事漁場調查及網具設計、編製與投網服路。

3. 加強推廣省能跟改良型定置網 : 由本會輔助新式改良型網具設計費 , 並提

供貸款 , 輔導漁民將原設置舊式定置網改為新式的雙落網 , 以提高漁獲致
率。

仁) 歷年來主要執行成果 :

1. 新式的省能跟型定置網。

截至七十四年度止 2 計補助設置新式雙落網定置網卅四組 , 貸款獎勵廿九
組舊式定置網為改良型定置網。並補助獎勵作業漁場安裝絞纜機 -0 台

,

起網機四台 , 從事示範作棠 , 以促進定置漁業現代化。
2. 輔導業者建造一0 噸級定置網專用平底塑鋼漁船二艘 o

3. 加強定置漁業推廣教育工作。

在宜蘭縣頭城區漁會定置網漁業服務中心 , 定期舉辦定置網漁撈長訓練 ,

包括漁具設計、編綱、組合及放網等計有二十人。訓練各定置網漁場從美

人員潛水技能訓線 , 計已訓鍊完成潛水人員廿三人 o 同時召集各有關縣市

改府水產人員、漁業推廣人員及沿岸經營定置網漁業漁民 , 舉辦講習會 ,

以提升其有關定置漁業技術水準。

四、擴大淺海養殖、發展栽培漁業。

由於能聽危機及檳海國家二百涅經濟海域的普遍實施 , 使我們重新體認到充
分發展本土資涼潛力及推動我國周圍海域漁業 , 沿岸栽培漁業及淺海養殖事業發

展的重要性。所以在推動沿岸漁業資源保育重要措施項下 , 擴大台灣周圍淺海養

殖發展栽培漁業 , 乃成為一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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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中央補助款 省府預算 地方配合數 其 他 A 計口

六十九年 3,910,000 。 。 。 �3�,�9�1�0�,�É�o

七十年 3,500,000 120,000 。 。 3,620,000

七十一年 4,500,000 。 。 。 4,500,000

七十二年 11,200,000 。 。 。 11,200,000

A 計 23,110,000 120,000 。 。 23,230,000自

后可謂的栽培漁業是以積極的人為手段 , 培育魚、蝦、貝、藻類的種苗 , 放流
於適其生長之沿岸淺海海域 , 以其學富的天然生產力育成後 , 再捕撈之水產業。
此為獵捕性漁業進入放牧性漁業的重要途徑。為因應二 00 涅經濟海域實施後的

國際漁業新局勢 , 我故府也正加速栽培漁業的研究與貢施。本工作執行概要與辦
理結果如下 :

(→執行駛要 :

1. 設置淺海養殖區 : 台灣的淺海養殖歷史悠久 , 過去僅眼於利用乾、滿潮聞
之淺海水域從事養殖。近些年來 , 由於工商業急速發展 , 沿海污染日趨嚴
重 , 淺海地區養殖生產 , 遭受嚴重影響。為維護淺海地區之養殖漁業。本
會自六十五年起即開始想劃淺海養殖區 , 輔導推廣開發較深海域之魚貝類
養殖技術 o 先後完成浮各式、延繩式、雙層式貝類養殖設施及浮沈式海上

箱網之設計及養殖技術開發。並進一步在澎湖賞驗「海洋牧場」之先驅計

畫 , 試驗海洋放牧之可行性與其經濟性。
七十年度起 , 由嘉義、雲林縣沿岸海域 , 開始試辦淺海養殖的規劃設計。
七十一年度再擴大至跳園、新竹、彰化、屏東、宜蘭等縣 , 統一製作稜形
鐵浮標 , 投放海面 , 作為區劃養殖區之標識 , 劃分淺海養殖區與漁撈航道

, 減少養殖與漁撈作業者之衡突 , 以利生產及管理 o 七十二年度並從事區

內細部規劃。

2. 利用人工繁殖技術 , 孵化各種高經濟價值之魚、貝種苗 , 在沿岸漁業資源
保育區內進行放流 , 以彌補自然生產量之不足 , 來提高沿岸海域之生產能
力 , 達到培育資源之目的。

(斗歷年投資經費 ( 單位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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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九孔茵 蛤蝴茵 西施貝窗國姓燒貝吉蝦 首

〈粒〉 (公斤) (公斤) (公斤) �(\>�)

六十七年 22,000 。 。 。 。

六十入年 28,000 。 。 。 。

六十九年 56,000 。 。 。 。

七 十年 25,000 。 。 。 。

年十七 30,030 1,725 1,150 。 。

七十二年 214,656 460 125 。 。

年二十七 346,562 �3�3�,�1�5kë 19 98.22 。

七十四年 �4"��,�0�00� 35,823 。 182 2,000,000

A、 計 1,122,248 75,306 1,294 280.22 2,000,000
口

臼歷年主要執行成果 :

1. 人工孵化魚貝介苗之海洋放流 :

一一一一 -

2. 設置淺海養殖區 , 於雲林及嘉義縣以水泥控和木 ( 竹 ) 樁打入海底 , 並綁

結尼龍繩 , 供漁民掛養牡蠣之養殖區各三00 公頃。

3. 製作稜型鐵製浮標 , 外塗玻璃纖維及反光漆九 00 個
, 分別投放於說園、

新竹、彰化、屏東、宜蘭縣昕設四 O 處淺海養殖示範區 , 每處-0 至二 0

公頃不等以及嘉義縣的二五處 , 每處 -00 公頃之示範區。

4. 淺海養殖設施製作 , 補助台北縣水產種苗中心製作浮沈式網籠貝類養殖設
施二組及浮沈式箱網設施一組 , 進行九孔及海產魚類養殖試驗。補助嘉義
縣組製沉水雙層發式仕蠣養殖設施六組已另於布袋外海設置固定式箱網二

組 , 進行魚類試驗養殖。
五、沿岸漁業資源保育及開發利用調查規劃

為調整沿近海域魚撈技術結構及加強利用台灣地區沿岸海域內豐富之天然基

礎生產力 i 以
,
灰復其已曇衰退或枯竭之經濟魚類資煩 , 並對尚未利用之資源積極

試驗開發 , 使該海域內的資海利用達到一個更高的層次 , 使台灣沿岸漁業的經營
型態 i 由以往的獵捕性邁入放牧性 , 使台灣沿岸水產資頓生生不息。本會乃依接
星報行政院之「沿岸漁業資源保育及開發利用」方案之發展策略 , 積極推動本工

作 , 期能達到資療保護、漁場改造、培育漁業資聽之終極目的。
本工作是本計劃工作中新增項目 , 於本 (� 年度起開始進行 , 預定以兩年期間

, .針對台灣沿岸海域具有特殊天然海棠資諒者 , 就其實質環境 i 天然資、原特色 ,

目前面晦問題及未來發展 , 規劃為資原保護區、魚礁區、定置漁業區、淺海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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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等 , 訂定保護措施 , 以維護區內之天然資涼 , 使其得以永續保存。其工作內容
如下 :

H 自然人文背景及漁業現況資料調至一一漁業局主辦。
1. 自然人文背景資料調查一一包括地理條件、自然環境、天侯、生態資料、

景觀、交通狀況、徑濟結構、教育文化、說村生活環境等 -

之漁業現況資料調查一一包括澱港、漁船、漁業勞動力結構、漁業生產狀況

、養殖、2日工、漁業公共設施及行政體系等。

3. 漁具漁法分類調查一一包括漁業別之漁船規模、數暈、設備、漁具、漁法

、漁期、漁場及漁獲種類等 o

(斗沿岸漁場環境水文基礎資料調查一一台灣省水產試驗研主辦。

本工作著重於沿岸漁場之物理性調查 , 主要內容包括 :

1. 觀測點之位置及水深 o

之水溫、墟分、溶氧量、酸鹼度等之測定。

3. 流向、流速之測定。

4 水色、透明度等之觀測。

1 氣溫、氣壓、風向、風速等之觀測。

也海底地形及底賞之調查 o

同沿岸漁場生物資涼調查分折一一台灣省水產試驗所主辦已

本工作著重於沿岸漁場海域重要漁類資頓分佈 , 酒游、組成、成長樣式、繁
殖力、季節性變動以及漁場環境變動等相關因素 , 按海區別分年進行調查。
六、沿岸漁業資源保育工作執行檢討。

村雖然執行沿岸漁業資頓保護與培育工作 , 迄今已有入年歷史 , 但是因為目
前國內漁業資輝保育工作尚缺乏明確的指導政策 2 而且也沒有一套完整的漁業資

源保育法規為依歸 , 因此嚴格上來說 , 近年來后可執行之各項工作 i 僅可歸屬於全

面執行台灣沿岸漁業資滾開發利用之先驅性計畫 2 所以無法全面性之推晨 , 僅能

就點的執行 , 致成教不甚理想。
仁)由於缺乏完善的漁業資源保育法規 , 致在執行此項工作時 2 無法獲得充分

之人力、財力支持 , 且工作權貴不明 , 各級執行機關推委敷衍 , 無法建立整體之
漁業資激保育工作體系。

t 三)漁業發展過份著重起期個別團體利益 , 缺乏長遠之漁業開發利用整體政策
, 且普遍缺乏漁業資涼保育之觀念與認識 , 致無法建立一個合理的漁業資涼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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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之經營管理制度。

(叫圈內重大經濟建設工程 , 未作完善之事前環境評估 , 且著重豆豆期個體教益
, 忽視對整體資源之保育 , 施工方式亦往往未能考慮資源維護 , 並引發公害 , 導
致沿岸觀場環境遭受嚴重之破壞。

肆、治岸漁業資源保育有關之現行法規分析與檢討

一、法規現況與檢討

敝國漁業資激之楠 , 向來自日受到注意 , 故在「漁業法」中第四章第四十
三、四十五條與台灣省政府頒佈之「台灣省漁業管理辦法 J 中第二十入、二十九

、三十一、三十三條均規定有保育漁業資源之規定 , 可資援引為保護及管理沿岸

漁業資源 , 俾其免遭破壞或對己受破壞者 , 予以現狀維護之法令依攘。唯因其研
訂頒佈曠時日久 , 其得為適用之範園或偏於一隔、或性質上已不相適宜 , 不夠完
整 , 對沿岸漁業資 � 保育已無法作有放周全之保護。另雖有許多相關現行法規 ,

如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土地法及刑法、國家公園法、發展觀光之相關法規

、文化資產保存法和其他有關沿海管制之法令等可支引用。惟此終非長遠之計。

如勉強以工作對象海域操以引用 , 則有如下多種缺點 :

H 缺乏一貫之保護理想 : 上述各法規錯綜覆雜 , 各備其獨特之目的 , 並無一

貫之保護理想 , 欲期其達成共同一致之保護目的 , 實屬極為困難之事。
仁) 保護對象不夠周延 : 沿岸海域漁業資頭之保護課題 2 包括具有經濟價值之

天然漁業資源及珍貴之生態系。而現行法規中另可能援引 (1: 為保護依攘者 , 其對象
均屬丹斷而不周延。無法將既有保護價值之水產資涼及生態資海確切具予合蓋。

同保護方法不完整 : 按對沿海漁業資海之破壞類型繁多一而現行法規中昕規

定之保護方法 , 甚為簡陋、籠統 , 無法應付多變性之侵害型態 o

(聞事權無法統一 : 在前列之現行法規中 , 其主管機關各不相同 i 有屬內政部
, 有屬交通部 , 有屬經濟部者 , 更有屬軍事單位者。主管機關自各不相同 i 事權

即不能劃一 , 易流於本位主義 , 在管理上或形成重疊或造成員空 , 欲其有致對同
一目的齊全執行 i 顯有困難一

但)適用上之阻礙 : 各法規規定適用之條件不同 , 增加適用之困難。
(司法規之誼制力薄弱 : 前列法規中 , 對侵害行為有欠缺具體之處罰規定者 - .

凡此均不足以有教強制對侵害者之遵守 , 固亦難企望對沿津漁業資涼有放確保 o

二、語 I庭專法之必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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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法規臨無法有放保護沿岸海域漁業資涼 , 俾強制防止及排除不法破害 ,

考鷹訂立專法 , 乃有絕對之必要。蓋另制定專法 , 除能避免前述諸種缺點外 , 如
制定新法妥為規定 , 尚可具備如下優點 :

村由專門之機關及人員主管 , 不但事權劃一 , 且能累積經驗 , 增加執行之效
率及成果 o 而且賦予其專責 , 可促其增加強烈之使命感 , 較能激勵而盡其職責。

何訂立專法 , 亦表示故府對保護資頭之重視與決心 , 海直宣導 , 必能喚起全
國朝野之注意關切。且專法中助訂禁止之行為與處罰 , 並規定對人民權益之尊重

, 進而對要求一般民眾等共同遵守與實踐 , 更有明確之範團與依揍 , 凡此對於保
護資源之推行當甚有神益。

伍、結論與建議

海洋浩瀚無涯 , 也是資 iI 寶庫 F 但在開發使用上過猶不及 , 容易糟蹋 -海洋
生物資源 , 具有再生性 , 如何讓人類在聞發使用上既不破壞兵再生力 , 同時作合
理有殼的最大利用 , 乃是最重要的考慮要點。台灣擁有優越的漁業環境及人力資
諒。漁業發展甚具潛力 o 如何把海洋生物資源作有放開發 , 乃是當前海洋建設的
重點。今日沿岸漁業面臨的「污染」與「濫捕」兩大威脅 , 嚴重的衰竭台灣沿岸
海域的漁業資煩 , 如何從人類利用的立場來探討資頓問題 , 追求資源的最有款利
用 , 不致因利用不足 , 招致資源的浪費糟蹋了上天的恩踢 , 也不致於因過份的利
用 , 而破壞了資頭。因此本項工作郎在「資源保護」與「資諒利用」中追求最完
美的平衡點 , 在資涼保護中尋求資源的最佳利用 ; 在資頭利用下 , 同時達到資源
保護的目的。

由於漁業資滋保護與培育是誰繫台灣未來漁業發展典衰的關鍵工作 , 而且兩
者係一體兩面 , 必須役此相輔相成 , 才能確保漁業資輝的充沛與永鑽。投放人工
魚礁 , 賞施漁場改造 , 擴大淺海養殖 2 發展栽培漁業均是本工作的重點。大規模

的培育沿岸漁業資煩 , 亦刻不容餒。故為建立台灣沿津漁業資涼保育政策 2 使此

項工作之推動能夠更具成殼 , 茲建議數點如下 :

1. 建立長期完整正確之台灣沿岸海域之自然生態基本資料 , 確實掌鐘完整可
信資料 , 提供做為合理規劃利用沿岸漁業資涼之基礎 , 以達保護資頭 , 利用資源
的目的。

2. 依據上述資料 , 合理規劃沿岸報業資 2京之利用 , 加強織業資激之保育與管
理 , 并健全漁業資海管理制度 -

一 110 一



3. 加強公害防治 , 嚴禁對漁場環境之污染、破壞。以免導致沿津漁場環境日

趣惡化 , 優良漁場日漸萎縮。
4. 修訂漁業相關法規 , 制訂漁業資源保育法規 , 以確立資、原保育政策 , 健全

我沿岸漁業資諒經營管理制度 , 落實漁業資諒保育工作。

5. 加強漁業資療保育宣導教育 , 建立漁業資源保育之社會觀念與共識 i 期使

全民皆能負起漁業資源保護的社會責任, 共同為維護漁業資源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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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縣市別 保育區

設定位置 水域面積 保護對象 備 註號 名稱

宣蘭縣 蘇澳漁 蘇澳鎮港邊里澳 40去頃 九孔、龍
業資源 仔角附近,自低 蝦、紫菜
保育區 潮線向外海延伸 、石花菜

二00公尺之沿

岸海域,海岸線

長約二公里。

2
"

頭城漁 頭城鎮外澳里至 �3�2�0Ql˜� 九孔、龍

業資源 石城里間自低潮 蝦、館仔
保育區 線向外海延伸二 、紫泰、

00公尺之沿岸 石花菜
海域,海岸線長

約十六公里。

3 e台北縣 貢寮漁 台北縣貢寮鄉帽 40公頃 九孔、龍

業資源 連村之卯澳起至 蝦
保育區 洋寮鼻間,自低

潮線向外海延伸

二00公尺之沿

岸海域,海岸線

長約二公里D

4
"

萬里漁 萬里鄉潰海公路 40公頃 向上
業資源 野柳遂道口至東

保育區 澳間,自低潮線

向外海延伸二0

0公尺之沿擇海

域,海岸線長約

二公里o

的件一、沿岸漁業資源保育區設置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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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台北縣 淡水文 位於淡水鎮淡水 4公頃 文蛤
蛤保育 河之水上警察隊
區 附近水域o

b 基隆市 基隆沿 基隆市行政轄區 �2�0�0�0Ql˜� 九孔、龍

岸漁業 之所有沿岸水域 蝦、館仔

資源保 ,自低潮線向外 、紫菜、

育區 mw^öO8�-�0�0�0 石花菜
公尺之海域,海

P

岸線長約二0公
里。

7 苗栗縣 灣瓦國l位於首栗縣後龍 �2�.�5Ql˜� 國姓燒 七十二年

姓饒貝 鎮中和里灣瓦沿 度增設者
保育區 L-U芹。

8 雲林縣 台西文 位於雲林縣台西 4公頃 文蛤、西

蛤及西 鄉海口村。 施貝
施貝保

育區

9 嘉義縣 東石、 位於嘉義縣東右 �6�.�2�5Ql˜� 西施貝

西施貝 鄉朴子溪口東石

保育區 大橋附近D

10 II 布袋蝦 嘉義縣布袋外海 �7�5�0Ql˜� 蝦苗 七十二年
苗放流 浮各式吐蠣養殖 度增設者
區 區內。

11 局雄縣 輿達港 位於高雄縣輿達 �2�0�0Ql˜� 龍蝦 年十七
龍蝦保 港台電轍煤碼頭 度增設者
育區 ( �七緯廿二度五

一分)至興達港

口附近離岸堤礁

(北緯廿二度五

二分〉全長二公

里,自低潮續向

外海延伸-00

0公尺之海域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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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屏東縣 琉球漁 琉球鄉全島沿岸 �2�4�0Ql˜� 龍蝦
業資按 水域,自低潮線

保育區 向外海延伸二0

0公尺範圈,海

岸線長約十二去
里。

13 II 車城漁 屏東縣車城鄉竹 40公頃 九孔、龍

業資涼 就至海口問附近 蝦、紫菜

保育區 海域,海岸接長 、石花架

約二公里o

14 台東縣 新港第 位成功鎮都壢起 �1�0�0Ql˜� 九孔、龍
一漁業 至小馬間,自低 蝦

資涼保 潮線向外海延伸

育區 二00公尺沿擇

水域,海岸線長

約五公里。

15 II 新港第 位成功鎮小港至 50公頃 向上

二漁業 玉水橋間,自低

資源保 潮線向外海延伸

育區 二00公尺,沿

岸水域保護海岸

鎮長約二.1i公

里。

16
"

新港第 位成功鎮童安起 60公頃 同上

二漁業 至宜灣間,自低
資源保 潮線起向外海延
育區

伸二00公尺沿

潭水域,保護海

岸線長約三公里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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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台東縣 級島漁 為綠島鄉全島沿 �2�4�0Ql˜� 九孔、龍

業資源 岸自低潮線向外 蝦

保育區 海延伸二00公

尺之水域,海岸
e

線長約十二公里。

18 花蓮縣 花蓮第 壽豐鄉墟寮村花 5公頃 同上 業經本局

一漁業 東海岸公路第入 會同有關

資源保 號至第十號橋問
P

單位於七

育區 自低潮線向外海 十二年一

延伸二00公尺 月間完成

之沿岸海域。 勘查o

19 'f 花蓮第 壽豐鄉水漣村花 35公頃 同上 向上

二漁業 東海岸公路水瓊

資源保 鼻至第二十號橋

育區 間,自低潮線向

外海延伸二00

公尺之沿岸海域。

20
"

花蓮第 豐潰鄉高山村花 10公頃 同上 同上

二漁業 東海岸公路第二

資源保 十二號橋至海輝

育區 漁業公司悶,自

低潮線向外海延

伸二00公尺之

沿岸海域o

21 'f 花蓮第 豐潰鄉磯崎村高 40公頃 向上

四漁業 山招呼站以南至

資源保 小湖之新社止,
區首月 自低潮向外海延

伸二00公尺海

域,海岸續長約

二公里。

司d



22 花蓮縣 花蓮第 豐潰鄉花東海岸 30公頃 九孔、龍 業經本局
五漁業 公路五七K路標 蝦 會同有關
資源保 至六四﹒七六K 單位於七
育區 路標間自低潮線 十二年一

向外海延伸二O 月間完成
0公尺之沿岸海 勘查D
域o

� 花蓮縣 花蓮第 豐潰鄉石梯坪至 60公頃 同上
六漁業 港口村庄,自低

資源保 潮線向外海延伸
育區 二00公尺之沿

岸海域,海岸線

長約三公里。

24 澎湖縣 小門漁 西嶼鄉小門村附 50公頃 九孔、鐘

業資源 近海岸海域D 螺、海肥

保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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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年度 63 64 65 66 67
前

基 隆 舊甜13艘 巨型水泥聽 巨型水泥硨

�1�9�0P� �1�6�0P�

宜 間 舊 結13種 巨型水泥硨 巨型水泥聽

浮竹棧120 �:�t–û �1�0�0P� �7�5P�

.L. :it 水泥礁314個 巨型水范疇 巨型水泥聽口

•*€Î�1�7�0�0–» �1�0�0P� �6�5P�

眺 圈 水泥聽440個 水泥礁44ο個 水泥礁828個

舊船 5艘
新 竹 水泥礁448個 水泥碟175個

舊甜 3艘 •*€Î�1�3�0�0–»

苗 栗 水泥礁179個 水泥礁144個 舊甜15艘 巨型水泥礁

舊 船 3艘 •*€Î�2�0�5�0–» �7�0P�

輪胎500隻
高 雄 巨型水泥聽

�7�0P�

屏 東 舊胎11擅 巨型水泥聽

水泥磁100個 �5�4P�

.L. 東口

澎 湖 水泥聽1190個 巨型水泥礁

汽油桶roo個 �9�0P�

舊船20艘

林 g(�1�0�0cî

舊車廂 5個
.L. 中口

花 道

附件二、歷年來所投放人工魚礁內容及數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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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69 70 71 72 73 74

巨型水泥聽179個 巨型水泥嚨 水泥聽 水泥聽
九孔龍蝦聽120個 �1�8�2P� �2�1�6P� �7�4�8P�
巨型水泥聽30個 巨型水泥礁 水泥聽 水泥聽 水泥磁 水泥聽

�1�2P� �6�7P� �1�0�8P� �3�4�0P� �4�5�9P�

九孔融 九孔聽
�2�4�0P� �3�7�6P�

巨型水泥礁46個 巨型水泥聽 九孔融
�2�6P� �3�8�0^§

巨型永范礁57個 巨型水泥礁 水泥聽 水泥碟, 水把聽 水泥聽
�4�6P� 1招個 祖 �2�0�4P� �2�7�9P�

巨型水泥礁62個 巨型水泥礁 水泥礁 水泥聽 水泥聽 水泥聽
�4�3P� �1�3�8P� �1�0�8P� �3�4�0P� �3�1�3P�

巨型水泥礁30個 巨型水泥礁 水泥礁 水泥聽 水泥碟 水泥聽
�1�2P� �1�6�6P� �6�5P� �2�0�4P� �4�2�5P�

巨到水泥礁36個 巨型水泥礁 水泥聽 水把礁
�1�3P� �2�7P� �2�2�8P�

巨型水泥礁42個 巨型水泥聽 水泥礁 水泥礁 水泥聽 水泥聽
�4�3P� 2認個 �1�8�9P� �7�0�2P� �1�8�4P�

九孔礁 九孔礁
2的座 �3�6�1^§

九孔龍揖碟561個 九 孔 礁 水泥聽 水泥聽 水泥礁 九孔聽
�3�0�0P� �8�3P� �2�7P� �2�0�4P� �3�7�7^§

水泥聽
�2�7�9P�

巨型水泥礁 水泥聽 水泥聽 水泥聽 水泥聽
�6�0P� �1�0�7P� �8�6P� �4�7�4P� �1�7�5P�

水泥聽
�1�5�2P�

九孔聽 水泥聽
�5�2�0^§ �1�5�2P�

九孔嗔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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