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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前沿岸海域漁業資源、保育問題與對策

欽謝大文字健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處

豫朝

要

沿岸海域是受陸水沖積影響最大地區, 也是稚仔幼魚貝介苗良好的棲息繁殖場所。由於
離岸較近 , 水深較淺 , 作業方便 , 易受到自然界本身變動的影響 , 也極易受到人為污染干擾
而破壞 , 影響其生態環境。由於此沿岸海域的特殊環境 , 沿岸漁業資源之安定性較差 , 如何
藉管理措施以促進沿岸漁業的發展 , 乃成為漁業行政部門之研究重點。

本省海岸線長達 1,6OO 餘公里 , 東西兩岸海域海底地形特殊 , 致漁業資源的利用呈現東
西不平衡現象。加上近一、二十年來工商業的高度發展 , 人口大量集中都市 , 使得未經處理
的污水長期污染沿岸海域環境 , 破壞其生態資源 , 致使海洋沿岸環境之原體系產生瓦解或遲
變。故如何對本省沿岸海洋環境的保護 , 確保沿岸海洋環境的潔淨 , 豐富沿岸漁業資源尤感
迫切需要。

漁業資源的有效管理 , 除消極的訂定各項禁令和規定外 , 積極上即應從資源方面 , 社會
方面以及經濟方面的立場 , 通盤考量 , 規劃出最適當的管理方案。為此 , 我國政府自民國六
十三年起公布水污染防治法等 , 全面積極推動水污染防治措施 , 同時也依攘「沿岸漁業資源
保育及開發利用 J 方案 , 和「梅、業發展方案」 , 積極在沿岸海域投放人工會、礁 , 規劃設置漁
業資源保育區 , 大量放流魚貝種苗 , 修訂漁業資源保育相關法規等各種應因措施 , 期能確保
沿岸海洋環境整體的清潔 , 維護沿岸海域漁業用水水質 , 放復其已基衰退或枯竭現象之經濟
性沿岸漁業資源 , 從而減除沿岸融業損害 , 維護漁民收益。

沿近海域漁業資源之「保護 J 與「培育」是維繫臺灣未來沿近海漁業發展興衰的關鍵 ,

兩者係一體兩面 , 必2頁彼此相輔相成 , 才能確保沿近海漁業資源的充沛與永績。大量投放人
工魚礁 , 積極實施漁場改造 , 繼續擴大淺海養殖 , 強化海洋污染肪治 , 積極發展栽培漁業 ,

是確保和創造臺灣未來二十一世紀沿近海海業資源刻不容緩的工作。為下一代留下乾淨的海

域和豐沛的漁業資源 , 冀大家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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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還臺迄今已屆四十年 , 這段不算鍾的歲月中 , 漁業的成長很快 , 高居農、林、漁、牧四大產
業之冠。然而由於近二、三十年來我國經濟高度成長 , 工業發達 , 人口大量集中都市 , 使得未經處理
的家庭用污水、工業廢水、畜牧廢水、電廠溫排水、放射性物質、重金屬、農藥和垃圾等經由河川注

入沿岸海域 , 使得我沿近海域直接、間接承受相當大的污染 , 沿岸海域漁場生態環境產生激烈的變
化。

畫灣地處亞熱帶 , 四面環海 , 素有「美麗之島 J 的雅名 , 在先夫上得夫獨厚擁有豐富的水產資源
。從新竹香山以南至屏束訪寮之臺灣西南沿海地區遍佈若淺海養殖魚貝類的最佳場所。然而由於因遭

受來自陸上、海上的都市污水、產業廢水、鹿棄物等之污染 , 使得沿岸海域生態環境迅速惡化 , 畫灣
沿岸海城之生物資源己亮起紅燈。為防 ik 、減少和控制陸上、海上來的污染源 , 以確保沿岸海域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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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之潔淨 , 保護我沿岸海域海洋生物資源並提出一套具體可行的辦法 , 已是一個刻不容麓的問題。
鑑於此 , 本會於七+ 六年研擬了一「梅、業發展方案」報院核定實施 , 將董灣沿岸漁業資源保育及開發
利用計畫列為重要措施 , 積極推動畫灣沿近海域漁業資源之保育工作。

2. 沿岸海域漁業資源之特徵與保育理念

2.1 漁業資源的特性

海洋中的報業資源是屬一種具有自然更新、再生能力的生物資源 , 只要在其生產能力範間內從事
梅、撈作業, 不超過其基礎生產力所能孕育之資源、量 , 就不致於破壞其族室 , 也才可以永久持續不斷使
海業資源得以生生不息 , 供我們人類長久的開發利用。

海洋中的生物資源非常脆弱與敏感 , 一經破壞甚難恢復 , 除了直接影響海洋中的食物鏈 , 減少水
產生物生產量外 , 間接並產生環境災害 , 危害整個生物族室 , 威脅民眾生命及財產安全 , 造成社會問
題。

2.2 漁業資源保育的重要性

漁業資源保育工作 , 乃是以人類長遠之福祉為中心 , 尋求人類在海洋中之活動與其他生物及環境
問之平衡鷗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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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子孫持續利用。所以觀業資源保育兼具有保護及合理利用之雙重意義。

海洋中特別是沿近海域 , 是海洋生物生產力最大最豐富之海域 , 是各沿海國家之主要漁場。為沿
海海氏所共有 , 影響的人類眾多 , 所以從事沿近海域漁業資源保育 , 具有重要社會意義。

重靚漁業資源保育乃是現今世界文明之潮流 , 亦屬社會進步之表徵 , 除可提昇文化水準外 , 並可
提高國民之生活品質與健康。

2.3 海業資源保育之蜂起

我國的梅、業與農業一攘, 共有數千年的悠久歷史 , 郎自原始時代開始就在利用天然水域的魚類資
源。至於漁業資源保護的觀念也早就確立 , 我們可以從許多的古書中查得。例如遠在西周 ( 公元前

1200 年) 時期 , 即有適當的資源保護制度。周禮中有一段記載 , 規定每年的捕魚期是位)孟春 ,(2) 春

季 ,(3) 秋季 , μ) 十月 ,(5) 冬季等五個季節。上述季節中夏季不列為捕魚期 , 因為夏季是魚類繁殖期間
。呂民春秋中也記載 : 「竭澤而漁 ' 豈不得魚

, 而明年無魚」。孟子襄也闡述 : 「數害不入汙池 ,
魚

單不可勝用也 J 。又禮記中亦云 : 「禽獸魚龍不中殼 , 不粥於市」。而推南子記載 : 「魚不長尺 , 不
得取」。這些例子在在說明「魚 J 不可以濫捕 , 都是以保護梅、業資源為出發點。相信還可以從更多的
古書裹 , 查出不少我國古代保護漁業資源的觀念及措施的其他詳細記載。反觀時下 , 隨著歷史的發展

, 人口日增 , 漁業資源的開發利用隨之擴大 , 梅、撈技術也日新月異的進展 , 使得梅、業資源之利用量超
過其自然繁殖率。另外 , 更由於現代工商業之高度發展 , 各種公害及污染的發生也設及水產資源的環
境 , 使得水產資源日益受到壓迫 , 豈是可危。更有少數人蔑觀法令 , 非法電捕、毒毅、爆炸及濫捕魚
類

, 破壞資源 , 對於污染公害不妥善處理 , 對保護漁業資源的意識淺薄 , 身為現代的文明人 , 竟有如
此之行徑 , 實在愧對古人 , 令人汗顏。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三日 , 美國福特總統簽署了一項「漁業保護及管理法案」 , 特將美國的經濟海
域擴大為二OO 捏 , 嚴禁他人涉足。我國之漁業多年來一向以遠洋為主 , 這麼一來因而喪失部份漁場

, 以往自由括魚的情形 , 已不復見。為應付這種漁業發展不利之情況 , 我國正加強沿近海漁業資源之
開發 , 以改變融業經營的型態結構 , 以適應外在環境之衛擊。由於是項經營管理型態之轉變 , 導致沿
近海城報業生產壓力高漲 , 生產救車逐漸降低。

本會有鑑於轍業資源保育之迫切需要 , 尤其是對沿近海域漁場生產之安定。站為維護其長期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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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放利用 , 所以從民國六十七年起即將此項沿近海漁業資掠保護及培育工作列為重要的漁業施政計
畫 , 配合省府及地方經費 , 大力推動各項漁業資源保護、管理以及培育措施 , 期使沿近海域日漸枯竭
的漁業資源 , 龍陽再獲生機 , 使蓋灣的沿近海漁業發展繼續發揚光大。

3. 憂灣沿岸海域漁場環境利用現況與問題

我國沿近海域之漁場環境, 原具有相當良好的孕育漁業資源條件。如沿岸高潮線至低潮線問之潮
間帶 , 有對環境變化適應力強之魚貝介類棲息 , 為良好之淺海養殖區。由低潮線向外至海藻生長茂盛
邊緣之沿岸海區 , 天然魚貝介類豐富 , 為外海魚類季節性來游寬餌之重要漁場 ; 以及由海藻生長茂盛

區外緣向外海至植物性浮游生物所形成之綠色或揭色近海海區 , 由於浮游生物豐富 , 棲息之魚類多 ,

為大洋性魚頸索餌之重要海區 , 故為良好之漁場。其資源大致可分為底棲魚類、沿岸祖游性魚類及大
洋洒游性魚類。當然還有軟體類及甲殼類資源分布其中 , 惟以上述資源為最重要。此等資源目前的實
際情形完全在我們可以掌握的二OO 涅經濟海域之內。然而此等資1京遭受近二、三十年來的工商業迅
速發展結果帶來之嚴重工業污染 , 導致原棲息之沿海自然生態環境遭受嚴重破壞。加上年年不斷增加
之人口 , 對沿岸海域之漁業資源 ,

起限利用
, 致使我國之沿近海漁業資源之利用己旱飽和 , 甚至有枯

竭現象。女主舉我國沿近海漁業發展面臨的問題及限制因素數點如下:

3.1 沿岸海蟻漁場璟境之河染嚴重

蓋灣地區近幾年來 , 由於經濟高度成長 , 工商業發達 , 人口大量集中都市 , 使得未經處理之家庭
污水、工業廢水、畜牧廢水、電廠溫排水、放射性元素、農藥和垃圾等 , 經由河川進入海洋 , 使得沿
近海域直接、間接承受相當大的污染量 , 荐和沿海航行船船排放之油污、傾倒之污水、垃氓、和有害
物質或是海岸工程或海域工程等造成沿岸海域漁場環境之嚴重污染與破壞 , 直接危害到各種水產動植
物生產 , 間接可能經由食物鏈的轉啟而進入海產生物的體內 , 影響到人類的身體健康。舉世聞名的日
本水侯病則是因汞累積魚體中 , 致使食用魚類之人遭受傷害。由此可知海洋污染防治對國民健康維護
的重要性。

3.2 沿海邊際土地大量開發利用 , 破壞自然生態瑋境
臺灣土地面積有限 , 人口文不斷年年增加 , 由於近四十年來客觀人文、社會、經濟、環境條件之

改變 , 使得今日人與環境之關係大異於往昔 , 舊有農業傳統的觀念、方法與典章制度 , 已經無法迎合
新的工商社會的環境需求。對於沿海地區土地之開發利用 , 由於平地開發已達飽和 , 因此勢賓向此邊
際土地謀求發展。鑑於沿海土地保護利用尚欠完整規劃 ' 以致影響到沿海邊際土地之開發利用秩序。
這種情形可由沿海地區土地利用的競爭性充分反應出來。如農業耕種 , 工業區的設置 , 海埔地的規劃
開發 , 商港與漁溫的擴建 , 養殖漁業的發展 , 大型能源設施的興建 , 大型機場的完成 , 沿海運轉系統
的興建 , 住宅社區之開發 , 遊憩場所的開闊 , 防風林之栽植等。這些活動大多屬於經濟性者 , 其各活
動之間亦有相當的競爭壓力存在。如果綜合非經濟性的土地利用活動 , 則關係更形復雜而多元化。是
種多元化之人為開發沿海土地利用活動 , 形成對開發邊際海岸土地之混亂 , 直接造成嚴重破壞沿海地
區自然生態環境 , 間接亦影響沿海土地資源利用與漁業的經營。

3.3 優良魚場璟境乏不當使用及過混混象

我國當前之土地面積狹小 , 人口密度高 , 對漁業一一特別是海洋漁業之依存程度相當地高。尤其
近些年來為了加速漁業增產 , 對畫灣沿岸海域優良的漁場環境 , 無計葷的開發利用 , 甚且以電捕、毒
藥、炸藥等非法捕撈 , 嚴重破壞沿近海漁業生產體系 , 衰竭其資源 , 使沿近海漁業資源大量減少。同
時又忽略了海洋漁業發展的系統觀念 , 缺乏沿岸海域漁業資源方面之詳細調查探測資料 ; 硬體軟體的

公共建設也不足 , 對此等資源又缺乏積極保護培育等措施 , 以致使近岸岩礁魚餌及廣大之底棲魚類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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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之利用已達飽和或呈枯竭現象 , 對中上層之泊游魚類無法充分利用 , 對沿岸海域亦未能實施資源培
育型之梅、業發展, 缺乏對海洋基礎生產力的利用能力。換言之 , 郎對獵捕性漁業資源之利用不平衡。
亟待加強推動漁業資源之保育工作 , 以快復其原有之漁業資源 , 使達成高度並持續之漁業生產。

缺乏發展沿近海海業之整體規嘗到與有效管理

臺灣沿岸海域重要的經濟性漁業資源之分布情形、資源暈、可捕獲量及其變動情形等等之基本資

料 , 迄今闕如 , 甚至尚沒有一個完整的調查研究體系 , 以便對沿近海域梅、業資源進行調查規劃 , 無法
對整個畫灣沿近海漁業發展作準確之導引。亦缺乏漁場造成所需要之沿近海海域之地形資料 , 更談不
上再進一步實施栽培漁業發展所需之更詳細之海洋生物、化學及物理資料。此外 , 也缺乏嚴格之漁業
資諒管理制度。現行漁業法規 , 對漁業資源之保護規定不移嚴格 , 取締組織不移完善 , 亦無取締工具

, 致未能建立良好之漁業秩序 , 對漁業資源形成嚴重戚脅。
隨科學技術的進步 , 海洋特別是沿岸海域已可以像土地一攘的規劃利用。日本於二十幾年前即已

擬妥沿岸漁業整體聞發法 , 配合完整的管理制度 , 以二00 公尺等深線為範圈 , 依照不同之海底地形
及生態環境 , 規劃設計海域之利用 , 投放各種不同類型之人工礁體、導指控堤、地形安定礁、碎疲設
施及稚魚貝及藻類增殖設施 , 創造魚貝類棲息、產卵、稚仔魚成長及魚貝藻類成長之良好環境 , 培育
漁業資源。這是使沿近海漁業由獵捕性漁業型態進入放牧性的關鍵性措施 , 亦是求取沿近海漁業健全
持續發展之必要手段。亟待我國積極學習推展。

3.4

4. 沿岸漁業資源保育的因應對策

沿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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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其離岸近 , 易於捕獲 ,

致有些漁業發展進步之國家 , 對此等資源之利用過度 , 而使此漁業資源星顯衰退甚至枯竭現象。沿近﹒
海域之漁業資源多為沿海海民所利用 , 影響的人數眾多 , 所以其保育 , 竟有室主要社會意義。自世界各
潰海國家紛紛實施二OO 溫經濟海域之後 , 漁業的發展乃轉而對其本土沿近海域漁業資源之培育加以
重靚並積極推動。

主主為保護及培育蓋灣沿近海域鴻業資源, 促進我主權範圍內漁業資源之合理開發利用 , 以提高我
國所屬沿近海域內之觀業生產力 , 本會自民國六十七年起郎依攝「融業資源保育及開發利用方案J 草

案 , 積極推動畫灣沿岸海域漁業資源之保育工作 , 在省、縣市政府及各地區漁會等有關單位之配合與
努力下 , 已獲顯著之成果。本方案之目標及重要措施分別說明如下 :

4.1 漁業資海保育方案的目標

本方案之目標在促進臺灣地區沿岸海域內豐富天然基礎生產力之加強作用 , 以 i毆復其己衰退或枯

竭現象之經濟性機業資源 , 並對尚未充分利用之漁業資源積極試驗開發 , 使臺灣地區沿近海域內漁業
資源之利用進入一個更高的層次 ; 即由獵捕性的漁業經營型態 , 進入放牧性的栽培梅、業型態。具體而
言 , 本海、業資源保育及開發利用方案 , 乃係針對臺灣地區之沿岸海域具有特殊漁業資源者 , 劃設為保
護區 , 針對其實質環境、海、業特色、目前面臨問題及未來發展方向 , 訂定保護措施 , 以維護保護區內
之漁業資源免遭破壞 , 使其得以永續開發利用。
4.2 漁業資源保育方案之重要措施

的加強資源保護方面 :
1. 協調環揖保護機關建立沿岸海城污染債測系統 , 定時定點長期偵測污染程度 , 作為取締或改善

之依接。

2. 繼續調查規劃增設沿岸楓葉資源保護區 , 在原己設定之保護區內 ,RO 進一步調查規劃 ' 規定各
保護區內應保護之魚貝介藻類之極瓶 , 探捕時期、方法及體型 , 並以專用梅、業檀及入海權之形式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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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管理。
3. 調查規劃底棲魚額資源保護區 , 嚴禁對此等資源破壞力最強之底棲拖網漁船作業 , 提供底接魚

類生息場所 , 使復固有漁業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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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規定並加強取締。
5. 限制破壞海洋生態環境設施之興建 , 避免沿岸海域生態環境之劇烈改變 , 影響魚類資源之生存

空間。

亡3 漁場改造及資源培育方面 :
1. 調查規劃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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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技堤及消技設施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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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特定經濟魚類資源之保護設施 : 如底棲魚類保護區之屏障礁等。

2. 從事上述各項設施材料及工程技術之開發試驗及研究 , 以增進此等設施之故果。
3. 對資源保護區及魚礁區實施魚貝介類之人工繁殖及種商放流 , 彌補自然生產量之不足以連到增

殖之目的 , 並建立栽培漁業之初步基礎。
紛加強擴大淺海養殖方面 :

1. 積極完成臺灣沿岸各海區之淺海養殖細部規劃。其區分包括淺灘屏障區、淺灘開放區、淺灘灣

入區、岩礁接投區、岩礁峻坡區及島嶼綜合區。

2. 發展新技術以擴大傳統貝類之養殖面積如牡蠣、文蛤、血甜及西施貝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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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加強養殖工程技街之研究及推廣。

6. 加強種苗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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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發展栽培漁業方面 :

1. 選擇種苗之人工生產技術在國內已試用成熟之魚貝分類 , 如九孔、文蛤、斑節蝦、紅蟬、石斑
、鍋頭及鳥魚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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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並組織管理採捕體系 , 實施先驅↑生計畫。

2. 對國外實施栽培漁業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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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蛤仔、石麗、比目魚等 , 並即刻調查本省沿岸水域之獨立系晝及其生存環境、活動範圍及生活史
等基本資料 , 然後擬定實施計畫。

3. 在本省及窗外均未實施栽培漁業之魚類而在本省有實施可能性者 , 如組類、黃花魚類、帶魚類
等 , 積極開發其種苗生產設術 , 並開始調查實施栽培漁業所需之資料。

4. 由中央、省、縣市政府、學術單位及地區海、會聯合組成一個栽培漁業組織 , 協助政府輔導栽培
漁業在國內發展。

5. 在臺灣省水產試驗所及各分所系統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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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規劃中間養成設施並次第興建栽培漁業中心。
的調整沿近海漁撈技術結構促進資源之平衡利用方面 :

1. 調查規劃定置漁業區 , 加強推廣節省能源及勞力之定置漁業。
2. 鼓勵發展對資源影響較小之流刺網及釣共漁業。
3. 研究試驗並推廣省能源之船型及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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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合勞力外移推廣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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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共梅、法及新式儀器 , 促進沿近海漁業之現代化。

份提高資源利用教率方面 :.
1. 積極試驗推廣魚蝦類分離式之網兵 , 規定魚類與蝦類拖網梅、船所用網目。
2. 加強中上層魚類資源之捕獲利用 , 減輕巴基衰退現象之底棲魚類資源之捕獲壓力。
3. 調查研究分析蓋灣沿岸海域重要稚仔魚之資源動態 , 研擬管理利用計章。
4. 加強開發東海、黃海及中國南海二00 公尺等深線附近之中上層組游性魚類資源。

5. 試驗開發畫灣東岸外海及中國南海之深海漁業資源。

4.3 漁業資源保育計畫執行績效披討

歷年來本會推動之漁業資源保育重要措施及其概要結果如下 :

的加強沿岸漁業資源保護

本項工作自民國六十七年推動以來 , 迄今已有十餘年之久 , 其工作內容大要如下 :
1. 依漁業法第四十三條規定 , 在全省選擇適當海域 , 規劃設定沿岸漁業資源保育區二十五處 ( 詳

如圖一 ) 保護水產動植物適宜的繁殖保育環境 , 並輔導當地區漁會以專用漁業權方式進行管理 , 供當
地漁民從事有秩序之入海、。

2. 補助省縣市政府或梅、會 , 建造梅、業資源保護巡護船 , 加強執行取締非法捕魚行為。
3. 大量印製各種漁業資源保育宣導海報、圖說、月膺 , 並透過電視、廣播電臺或報章雜誌等大眾

傳播媒體 , 擴大辦理梅、業資源保育主導。
4. 委託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臺灣省水產試驗所以及其他學術研究機構 , 協助對於沿岸漁業資

源保育區進行生態調查典故益許佑 , 以為今後保育區之設置與管理之重要參考。
已實施漁場改造 , 以培育漁業資源
為改善本省沿岸海域底層環境 , 提供魚類適宜之棲息、繁殖場所 , 以達培育沿近海域漁業資源 ,

增加梅、產目的 , 本會自民國六十二年度起 , 師在中央加強農村建設補助計畫項下編列經費 , 配合省府
及地芳預算在基陸、畫北、校園、新竹市 ( 縣 ) 、苗栗、畫中、高雄、屏東、蓋東、花蓮、主蘭、澎

湖等十三縣市沿海選擇適合設置人工魚礁區三十九處 ( 如圖二 ) 海區投放人工魚礁 , 以改善漁場環境
, 有效防 ik 漁場老化 , 進而達到培育資源增加漁產。
截至七十八年度止 , 計中央補助款新臺幣 103,170,000 元 , 省府配合款 51,000, ∞0 元 , 縣市政

府配合款 45,880,000 元 , 合計投資 200,050,OO0 元。所投放礁體種類及數量計小型水泥礁體 7,357

座 , 大型水泥礁體 12,273 座 , 雙層式水泥礁體 2,942 座 , 九孔、龍蝦礁 7,0 是6 座 , 輪胎礁 5550 隻
, 汽油捕 300 個 , 舊船礁 83 艘 , 浮竹役 20 艘 ,

林木 100 棵 , 舊車廂五輛 , 共造成約 181,900 立

芳公尺之人工梅、場。每年平均按益約達數千萬元。

局擴大淺海養殖、推動栽培漁業先驅計畫

由於能源危機及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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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潛力
及推動我國周邊沿近海域淺海養殖及栽培漁業的重要性。所以在推動沿岸觀業資源保育重要措施項下

, 本會自六+ 五年起剖開始規劃淺海養殖區 , 輔導推廣開發較深海域之魚貝類養殖技術 ' 先後完成浮
校式、延繩式、雙層延繩式貝類養殖設施及浮沉式海上箱網之設計及養殖技術開發。並進一步利用人

工繁殖技術 ,
孵化繁殖高經濟價值之魚、貝、分類種苗 , 在全省沿岸海域設置之保育區內進行放流 ,

試驗海洋放牧之可行性與其經濟性 , 以彌補自然生產量之不足 , 來接高沿岸海域之生產能力 , 達到培
育資聽之目的 , 逐步建立栽培漁業之初步模式。

" 調查去見劃並設計栽培漁業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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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1 畫灣漁業資源保育區分佈園

發展栽培漁業的意義與需要 , 已屬不爭之事。為加速培育蓋灣沿岸海域之漁業資源 , 將按照蓋灣
海、業環境之需要, 在各地栽培漁業中心生產各種魚、貝、介類種苗放流 , 從而將沿岸漁業由獵捕性的
漁業型態引導進入放牧性的漁業型態 , 使漁業資源永不匿乏。為此 , 本會於七+ 七年起委託臺灣漁業
技術顧問社 , 在畫灣的北、中、南三區依撮地理環境 , 水土優劣 , 取水難易 , 地形地質條件 , 面積大
小 , 土地取得 , 交通狀況 , 漁業環境以及可能發展漁業之種類等 , 進行全面性調查評估。經初步評估
結果 , 認為符合條件者計有北部之畫北縣貢寮鄉華北縣水產種苗繁殖場 , 西南部之聖南市安南區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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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段 , 南部屏東縣之東港鎮鎮海里 ,
東北部宣蘭縣之頭城打馬煙段及澎湖縣馬公市時裡背灣附近海域

等五處。未來的發展將依墟上述之調查評估 , 積極推動 , 期能達到培育漁業資源之終極目的。
的加強畫灣沿岸海域淺海養殖區之水質監觀

淺海養殖漁業受水污染造成之損害料紛每年均有發生 ,
尤其以沿海之牡蠣、文蛤、現自魚、草蝦

等養殖業。其中文以七十五年四月間二仁溪河口綠牡蠣事件最具代表性。為了蓋灣沿岸海域污染防治

有關工作 , 本會乃依攝行政院 72.10.27 院會指示「養殖梅、業之研究發展及推廣均應加強 , 並應加強
水污染肪治工作」 ,

自七十三年度起進行畫灣西南沿海主要養殖區水質監親工作 , 調查其污染擴散情
形。歷年來並將監觀網擴大至全省重要養殖區 ,

沿海及河川出海口 ,
建立更完整的全省沿海地區海域

水質基礎資料 , 以期做為將來規割淺海漁業養殖臣 , 發展淺海養殖專業及水污染防治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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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與建議

海洋浩瀚無涯, 也是資源寶庫 , 海洋生物資源 , 具有再生性 , 如何讀人類在開發使用上 , 蹺不破
壞其再生能力 , 同時作合理有拔的最大利用 , 乃是最重要的考慮要點。臺灣擁有優越的漁業環境及人
力資源 , 漁業發展甚具潛力。如何把海洋生物資源作有教開發 , 乃是當前海洋建設的重點。今日沿近
海漁業面臨的「污染」與「濫捕」兩大成脅 , 嚴重地衰竭臺灣沿近海域的漁業資源。如何從人類利用
的立場來探討資源問題 , 追求資源的最有效利用 , 不致因利用不足 , 招致資源的浪費 , 糟蹋了資源。
因此本會之工作即在「資源保護」與「資源利用 J 中追求最完美的平衡點 ; 在資源保護中尋求資源的

最佳利用 ; 在資源利用下 , 同時連到資諒保護的目的。
由於漁業資源保護與培育是維繫臺灣未來漁業發展興衰的關鍵工作 , 而且兩者係一體兩面 , 必 2 頁

彼此相輔相成 , 才能確保漁業資源的充沛與永績。投放人工魚礁 , 實施漁場改造 , 擴大淺海養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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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 己刻不容援。故為確立臺灣沿岸漁業資
源保育政策 , 使此項工作之推動能移更具成故落實 , 拉建議數點如下 :

一、嚴禁對漁場環境之污染與破壞 , 以免導致沿岸海域漁場環境日趨惡化 , 優良漁場日漸萎縮。
二、加強漁業資源保育宣導教育 , 建立漁業資源保育之社會觀念與共識 , 期使全民皆能負起漁業

資源保護的社會責任 , 共同為維護海洋漁業資源而努力。
三、建立長期完整正確之蓋灣沿岸海域之自然生態基本資料 , 確實掌握完整可信資料 , 以提供做

為合理規劃利用沿岸海域漁業資源之基礎 , 以達保護資源 , 合理利用資源的目的。
四、全面詳細調查沿岸漁業資源 , 規劃設置漁業資源保育區 , 研訂漁業資源保育辦法 , 建立漁業

資源保護制度 , 健全漁業資源保育管理之組織體系。
五、繼續大規模投放人工魚礁 , 改善魚貝介類棲息環境 , 實施魚貝介頸種苗之大量繁殖放流 , 以

期「以海為田」逐漸建立栽培性的漁業 , 創造沿近海漁業之優良發展條件。
六、強化海洋污染防治措施 , 建立漁業公害防治監視系統 , 有效管制 , 消除海洋污染 , 維護沿岸

海域良好的漁業生產環境 , 使得沿海漁業資源永續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