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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澎湖之沿、近海漁業具有不需水土資源、低污染、水產豐富等特點，是最適合發展「藍色經濟

產業」的地方。其獨特之水文地質條件，不但是洄游性浮魚與底魚之良好棲地，加上熱帶、亞熱帶

水域特性、各島缺乏高山屏障，又在東北季風及颱風交互衝擊下，使狹長的海岸線發展出風貌有異

於臺灣南部的珊瑚礁生態系。以目前的科技研究成果，已可進行黃錫鯛、嘉鱲、青嘴龍占、瑪拉巴

石斑、銀塔鐘螺、鳳螺、九孔、夜光蠑螺、班節蝦、遠海梭子蟹、善泳蟳、海膽、龍蝦、造礁珊瑚、

硨磲貝等健康種苗的生產。如能放流，輔以棲地復育、營造豐饒生長環境，再透過管理進行永續漁

業發展，並配合現代化行銷澎湖特色產業與建構熱帶、亞熱帶生物科技園區等，將澎湖之地方文化、

產業與人文景觀特色巧妙結合與規劃，期望能使澎湖成為「與海洋共生、慢活適居、風情漁村、旅

遊聖地」之特色群島。

關鍵詞： 生態復育、藍色經濟、永續漁業、栽培漁業

壹、天然條件與背景

如圖 1所示，澎湖群島擁有 64個大小不同

之島嶼，且位於澎湖西南端的南臺灣海峽，其

深度僅 20公尺左右，俗稱「臺灣灘」，讓隨西

南季風北上之南海海流爬昇而形成湧昇流；其

北端則是由彰化、雲林海岸向西北延伸約達海

峽中線附近，水深 40公尺以淺之隆起地形，俗

稱「雲彰隆起」。

而澎湖東方海域，水深由雲彰隆起南端之

60公尺，往南深度快速增加到100、200公尺，

水道亦變寬，形成喇叭型水道。此水道經年有黑

潮支流經過，其由南往北水道漸深，再沿隆起南

端流向烏坵凹陷，水流急，水色深藍，自古被

稱為黑水溝，其帶來之黑潮支流盤鋸於澎湖之

北部；另一方面冬季強勁之東北季風的吹拂下，

低溫、低鹽、高混濁度之中國大陸沿岸流向南

擴張、挺進至臺灣北部海域，但受阻於有如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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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護城牆般的雲彰隆起，及此南端 60公尺水道

的黑潮支流水，不易向南入侵澎湖水域（Chang 

Y. et al., 2013; Chang Yi et al., 2009；李國添，

2008），並在雲彰隆起處形成明顯的冷暖流鋒

面（如圖 2所示）。此一水文特徵，讓澎湖水

域即使在 1、2月分，即最冷之冬季的平均表水

溫也有 22度左右，也使澎湖水域成為臺灣西部

水域特有之珊瑚礁生態系；加上澎湖海岸線長

達 320公里，有眾多灣澳，水質良好未受工業

污染外，其海底地形與底質蘊含天然岩礁、珊瑚

礁、碎珊瑚、沙泥及巨石礫等，此一獨特的溫、

鹽、流、深以及地形地貌，讓澎湖群島週邊海域

成為微棲地的環境水域，適合多樣性的魚、介貝

類與藻類之繁衍滋長，以及幼魚、成魚棲息與庇

護，其生態機能特性可謂相當的高。澎湖居民有

鑑於島上缺乏高山屏障，且東北季風、夏季颱

風交替衝擊下，發展出豐饒的多樣性海洋資源

來支撐此地多種多樣的沿、近海漁業，截至目

前約有2萬人左右從事漁業與養殖業維持生計。

加上澎湖縣政府大力發展以「群島海洋生態旅

遊為主之海洋觀光遊憩活動」，使澎湖成為「與

海洋共生、慢活適居、風情漁村」之特色島嶼。

圖 1　臺灣海峽週邊海域水深分布圖與冬季洋流、季風示意

資料來源：田 義貴氏，2008。（改自詹森，2002；李國添，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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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臺灣海峽及澎湖周邊水域 1、2 月份平均水溫分布圖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聲光遙測研究室整理

圖 3　澎湖漁業資源衰退，希望藉由人工放流緩解情況

資料來源：李國添（臺灣漁業增殖放流現況，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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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隨著臺灣經濟快速發展，對澎湖之優質

水產資源需求不斷增加，除了臺灣各縣市漁船隊

外，更有大陸漁船隊越界至澎湖週邊海域作業，

導致漁獲量超限，資源不堪負荷。如圖 3所示，

因澎湖週邊海域出現優勢魚種資源衰退，政府開

始逐年投放養護資源之人工魚礁，或增殖放流，

以強化資源水準及改善生態環境。 

根據 2012年聯合國永續發展高峰會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糧食與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FAO）

及歐盟提出《藍色經濟成長倡議》（Blue 

Growth Initiative）（FAO, 2012; Greenport, 

2013），建議各國之沿近海洋漁業應由狩獵

（Hunting）漁業轉為栽培（Ranching）漁業，

並強調栽培、管理與休閒生態旅遊漁業的發展。

如前所述，就本土接軌國際而言，澎湖週邊水

域發展藍色經濟，無論就水文、地理還是生物

資源條件都是上上之選。

貳、栽培漁業之國內外發展沿革

最早的栽培漁業是針對資源量已持續下降

的魚種，用人為的方式使資源復甦的一種措施

（Bartley, D.M., 1995; Blankenshiip, H. L. 

and Leber, K. M., 1995）。日本有鑑於 1870

年代美國與挪威開始進行鮭魚之人工放流，也

開始進行白鮭（Oncorhynchus keta）的人工

採卵、繁殖與人工放流（Suda, A., 1991）。

由於回歸之鮭魚大增，1950年代後擴展至沿岸

性之地方種群，如扇貝（Amusium japonicum 

formosum）、對蝦（Ponacus japonicus）、

三疣梭子蟹（Portunus trituberculatus）、

真 鯛（Paralichthys olivaceus）、 黑 鯛

（Acanthopagrus）、牙 （Paralichthys 

olivaceus）等。1960年代後期便擴大到廣

海域洄游性種群之放流事業，並於 1963年成

立瀨戶內海栽培漁業協會，為日本栽培漁業時

代開啟了序幕（李國添，2014）。經過半世

紀之發展，栽培漁業已推廣至日本各地，並肩

負該國沿岸漁業之重責大任。目前每年有 70種

魚介貝類在全國各地放流，經過追蹤研究，日

本神奈川、鹿兒島縣的真鯛漁獲量中，有 40%

以上是來自放流魚苗的成果（一色 也等，

2013）。回顧日本推動栽培漁業可分為三大時

期（田 義貴氏，2008；前章裕、馬場治氏等，

2011；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014）：

一、2010年以前日本分別實施了 5次栽培

漁業基本方針，主要作為是健康種苗之研發與

量產、放流，但待放流之種苗成長後皆可捕撈，

稱一代回收型栽培漁業。

二、2010年 12月日本公布並實施其後 6

年之第 6次栽培漁業基本方針，係結合漁獲管

理與種苗放流，在進行漁獲作業時留下一定比

例之放流魚作為親魚，藉自然界的力量，有效

增加海域資源，亦一併推動藻場造成、湖間帶

保育與復育工作，以營造幼魚之孕育環境，即

所謂資源造成型栽培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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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適合流放之貝魚類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

三、2015年至 2022年推動第 7次之栽培

漁業方針，除進一步推動資源造成型的栽培漁

業及對資源已惡化之魚種，利用漁業管理以抑

制漁業並復育資源外，對跨域分布魚種，則結

合相關之都道府縣，進行種苗放流，並以遺傳

基因鑑定法，以追蹤放流魚之經濟與生態效益。

進而結合潮間帶復育、海中造林、人工魚

礁與海水養殖、與保育區等，以營造豐饒之海，

並擴大其資源之加值利用以活化漁村，以贏得

人民、社會之有感與支持。

澎湖群島具有狹長的海岸線及星羅分布的

島嶼，除構成廣大之海洋空間外，灣澳眾多，

水文、地形又如前所述適合魚介貝藻類之繁衍

滋長，與日本頗有相似之處，同樣適合發展栽

培漁業。但不同的是，日本六大栽培漁業區中，

除了沖繩海域是日本的亞熱帶種之栽培漁業區

外，其餘均是溫帶種的栽培漁業區，而北迴歸

線23°27'通過澎湖虎井嶼之南方（可見圖1），

其海域可發展出獨特熱帶、亞熱帶栽培漁業中

心。

事實上早在 1969年，當時之農村復興委員

會與澎湖縣政府即在馬公市 浬建置「澎湖藻類

種苗中心」，可視為澎湖發展紫菜栽培漁業的開

端。1988年縣政府將中心改制為「澎湖縣水產

種苗繁殖場」，進行澎湖地方種群之魚、貝、蝦、

蟹、大型經濟藻類及造礁珊瑚之繁殖、量產，甚

至放流工作（如圖 4），且開始構想於澎湖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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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營造澎湖為藍海經濟成長特區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圖 6　澎湖海洋生態復育與栽培漁業發展之構思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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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護海洋生物資源 復育澎湖水域之生

態環境系統

發揮典範轉移之示

範，輻射帶動作用

發揮資源之加值效

益促進漁業轉型及

活化漁村漁港

1.潮間帶、灘地及淺水域之海中造林 
1.設置栽培漁業管理與種苗育成中心
2.環境智能化管理 (監測系統、監測中心 )   

3.強化海洋與漁業管理體制及監測設備

4.營造自主管理組織

6.特色產品
7.設置特色之生物科技園區

8.磯釣釣台

9.天然災害預報中心

10.生態教育區

11.生態旅遊中心 (海洋知識導覽系統 )

12.漁村民宿

5.設置現代化之水產品安全檢測、物流與銷售
中心

4.淺海養殖與箱網養殖區   
5.生態旅遊區 
6.生態環自動監測系統  
7.寒潮入侵預警系統  

8.休閒漁業 (包含海上釣台之設置 )        

9.浮潛遊憩區
10.風帆遊憩區

3.設置中間育成場並科學化的人工放流

2.人工貝殼魚礁、天然礁、保護區之設
置… 有築巢引鳳、海底龍宮之生態服務
功能

目標與基本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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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漁業的可能。由漁業署編列相關預算於澎湖

青灣、內灣填海造陸約 6公頃，以作為栽培漁

業中心預定地，其後因漁業管理未到位等諸多原

因導致政策轉向。但其預定地已於 2008年轉撥

予臺灣水產試驗所建置水產生物種原庫，配合

水試所澎湖中心完成既有資源惡化傾向魚種如

嘉鱲、黃錫鯛、班節蝦、虎斑烏賊、遠海梭子蟹、

銀塔鐘螺、三棘鱟、象牙鳳螺等之種苗繁殖，

且部份已可量產放流，並於西嶼鄉北港內灣進

行海中造林，以復育人工藻床。可惜政府一直

沒有如日本般有栽培漁業之推動決定心與目標，

不是半分鐘熱度就是半途而廢，更無法與時俱

進，因此無法讓澎湖漁民有感，全國人民亦未

能蒙受澎湖海洋與海洋生物資源的滋潤與恩惠。

參、澎湖海洋生態復育與裁培漁
業發展構思

不可諱言的，海洋生物資源衰退後，是喪

失慢活適居、風情漁村或有部份人士想引進賭

場再創澎湖第二春之主因。如圖 5所示，政府、

漁村、漁民、漁會、與栽培漁業、相關學術機

構甚至國民均應攜手營造豐饒與健全的海域生

態環境，並在維護資源與環境的永續下，讓澎

湖陸地與海洋成為人與人、人與生物、人與海、

人與自然共存共榮，俾利於國民切身感受到澎

湖海洋與生物資源的滋潤與恩惠，建設澎湖成

為健康、永續、卓越與樂活的藍海經濟園區。

但要達到建設藍海經濟園區之目標，首要

就是復育澎湖生態資源與推動栽培漁業之發展，

如圖 6上半圖所示：以養護海洋生物資源、復

育澎湖水域之生態環境系統、發揮資源之加值

效益、促進漁業轉型及活化漁港、漁村為目標，

益在中央專項支援、科學支持，地方積極配合

因應與社會廣泛參與下，進行海域與陸域之必

要工作規劃（如圖 6下半圖）。

Zooplanktonic food

Fry releasing

圖 7　野生族群之魚卵孵化後，其餌料生物必需適時出現（時間 A），如因自然環境變化，

餌料生物延遲到 B 點出現，仔稚魚會因缺乏餌料而死亡

資料來源：Lalli, C. M. and Parsons T. R.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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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栽培漁業與資源復育應注意
的問題

一、 範圍

應將人、漁村社區、澎湖沿海之上沿岸

帶（Superlittoral zone，或潮上帶）、潮間

帶（Inter tidal zone） 及 潮 下 帶（Low tide 

zone）都包含在復育範圍內。

二、 何時、何地、何處放流那一種魚、

放流多大的魚及放流多少魚問題：

（一）如圖 7所示，天然水域仔稚魚孵化

後，其餌料生物必須適時出現（如圖中之時間

A），如果時間延遲到 B，餌料生物才出現，則

仔稚魚會餓死。另外在種苗廠由卵孵化為卵黃

囊仔稚魚期、仔稚魚為是死亡率最大之時期（圖

7、8 參照，Lalli, C. M. and Rarsons, T. R., 

1993），因此種苗廠生產之魚苗要在人為環境

之保護下成長至 3.5公分，以擺脫初期減耗（死

亡率）最高之時期，放流前亦必需利用廢棄漁

港、養殖池，將後期稚魚放入 10天左右，讓其

適應自然環境，即要經過「中間育成」後再放

流。

（二）放流物種要選擇原生物種，一定要

避免雜交種、基因窄化之種苗（日本水產廳，

2016），也要選擇符合生態系要求的物種進行

放流，放流物種要依水域環境包容力，以放流

草食性或底碎屑性之海膽、九孔、海參、蟹、蝦、

螺類等為優先考量。至於近年來隨著資源之衰

退，為恢復資源及增加漁民收益之目的，放流

物種不斷增加，特別是一些高營養位階之物種，

即兇猛性魚種也被列在放流行列中，如真烏賊

等，但其放流數目不宜太多，否則對生態系有

潛在性之風險。不可否認的兇猛性物種對維持

生態系之平衡具有重要之作用，同時可以將經

圖 8　理想環境下硬骨魚類族群於生活史中族群的死亡曲線和個性的體長成長圖

　　（年齡與體長是設定值）

資料來源：Lalli, C. M. and Parsons T. R. （1993）

eggs
adultsjuveniles

larvae

47第五卷  第二期 106 年 7 月 

本期專題



濟價值較低之物種轉化為附加價值高之物種，

但其放流要依據科學性評估。

（三）放流物種要選擇澎湖重要與特色之

物種重要物種一般是指重要經濟性物種，也就

是價價或產量較高的物種，特色物種是澎湖水

域之特有、具有高經濟價值或對生物科技園區

發展有價值之物種如澎湖之紫菜、海參、海膽、

鱟、青嘴龍占等。

三、應落實資源管理與資源加值利用

放流後不但要追蹤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

而且要訂出漁獲規範、磯釣及娛樂漁業管理辦

法、漁具漁法規範、入漁管控等及其有效執行機

制，而且要輔以由漁民與休閒漁業業者，或由

漁會之自主管理。如在陸域部分，由沿岸漁業

採捕者組成沿岸採捕巡護小組，海域部份則透過

漁會集結漁民成立「資源保育巡守隊」，執行海

上資源巡護功能。另外在資源之加值利用方面，

應將地方文化、產業與景觀特色加以巧妙結合與

規劃，例如澎湖紫菜生產之島嶼不只為澎湖特

有文化，其採集管理也為地方自主管理之先趨；

未來可設計一套冬季旅遊之動線，吸引遊客進行

紫菜生態學習處，開發紫菜具創意與特色產品，

並搭配風帆活動、海鱺節活動，以提昇冬季吸引

遊客。另外保護區可結合潛水產業，海洋生物資

源更可結合浮潛、海釣、及漁業生態旅遊等加值

利用。而澎湖特有之珊瑚礁生態系，不只具觀

光旅遊價值，如能在陸地上發展生物科技園區，

如發展小丑魚、熱帶觀賞魚之生產繁殖與外銷，

既可觀賞又可藥用之海馬的繁殖與量產並活體

外銷，有健康、藥用價值之海藻與鱟等特色物

種的養殖與其科技成分之產業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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