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會105年-108年中程科技發展策略及方向(漁業領域) 
一、 領域發展願景 

1. 擴大國際參與維護我國漁業權益，並加強有效利用之海洋漁業資源管理，兼

顧產業經濟效益與生態環境維護，落實責任漁業永續漁業經營，另開發節能

減碳漁業機具，提升我國漁業競爭力。 

2. 提升種苗品質及飼料效益，建立新興海水及抗逆境物種養殖技術，發展優質

養殖漁業，因應氣候變遷維護水產糧食供應。 

3. 重視水產品加工、多元利用、倉儲及運輸之安全與衛生，發展安全漁業，保

護消費者食的安全。 

二、 情境分析與SWOT分析 

(一) SO 策略(Max-Max) 

1. 近年來我國逐漸成為各國際漁業組織之會員，國際地位再提升，未來仍

應繼續加強我國資源評估的水準，並與各國際漁業管理組織加強合作交

流，提升我國在各區域漁業管理組織之影響力。另海洋教育提升國人海

洋素養及保育觀念，沿近海漁業也逐漸朝責任型漁業發展。 

2. 近年來國際水產品需求量日增，臺灣繁養殖種類多，技術成熟，具有優

良種苗及生產技術，且周邊產業鏈發達。另國內光電、資訊等相關產業

技術先進，可結合運用在漁業產業，如節能漁業機具等研發，除可降低

漁民經營成本及節能減碳外，亦能加速產業升級。 

(二) ST 策略(Max-Min) 

1. 海洋生態保育觀念逐年提升，國際漁業組織對漁業資源管理日趨嚴苛，

但我國的遠洋漁業管理已獲國際漁業管理組織認同與肯定，因此應持續

維護我國漁業實力，強化我國漁獲統計資料，作為國際漁業管理組織資

源評估之主要依據。另應加強兼顧產業經濟效益與生態環境維護之研

究，以因應未來漁業資源變動及管理趨勢。 

2. 我國雖具有優良養殖技術，但仍面對環境惡化、人力老化及經營成本增

加問題，另外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等國家加強扶植其國內養殖產業，致競

爭壓力日益增加，因此我應以現有技術優勢，結合生物技術加強發展我

國精緻軸心養殖技術，降低成本，以減少周邊國家對我國漁業市場衝

擊。 

(三) WO 策略(Min- Max) 

1. 國人對海洋資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錯誤觀念，應強化海洋教育提升

國人海洋素質，並建立完整管理及資源評估體系，將更積極培訓漁業談

判、涉外事務人員及資源評估及管理專才，以朝海洋漁業永續發展。 

2. 國際觀賞水族貿易逐年增加，相關國家對輸入水產品品質要求日趨嚴

格，因此應推動建立我國品牌之精緻農業，佈局簽署經貿協議，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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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漁業產業市場，另一方面積極進行疫病防治及相關認驗證制度之建

立，加強養殖環境監控及協助業界拓展外銷市場，以提升我養殖產業之

收益。 

(四)  WT 策略(Min- Min) 

1. 面對氣候變遷改變海洋生物之時空分布及其資源動態，應投入更多人力

經費，進行優質、永續與具競爭力之漁業產業調適模式，強化海洋環境

及漁業資源變動相關研究，並透過國際漁業組織平台，進行跨國漁業科

學研究合作分享交流，以掌握全球漁場變動趨勢。 

2. 面對養殖人力及環境變遷，應進行高科技及抗逆境之繁養殖技術，檢視

及調查養殖魚種之抗病及抗逆境能力，以穩定養殖產業，強化育種及疾

病預防生物技術，建立完善養殖水產品產銷體系，並發展觀賞魚及水產

種苗產業，以提升養殖水產品之附加價值。 

三、 領域農業科技研發策略及研發重點 

策略一: 遠洋漁業資源調查評估及漁場變動分析 

研發重點一:派遣觀察員赴三大洋進行觀測，蒐集樣本及漁獲資料。 

研發重點二:加強我國三大洋遠洋漁業資源養護及管理研究。 

研發重點三:藉由氣候變遷等指標，解析遠洋漁業受影響之模式。 

策略二:沿近海漁業資源調查評估管理暨節能漁業技術開發 

研發重點一:強化沿近海漁業資源復育及放流效益調查，並建構栽培漁業示

範區。  

研發重點二:加強沿近海漁業資源調查評估及海洋生物多樣性調查。 

研發重點三:應用航程紀錄器資料解析沿近海作業漁船時空分佈。 

研發重點四:開發節能減碳漁業機具技術。 

策略三:養殖漁業生產技術及管理 

研發重點一:發展適合我國之新型或生態化養殖模式。 

研發重點二:強化水產養殖經營管理研究，開發具競爭力海水養殖種類。 

研發重點三:重要水產生物餌飼料開發研究 

策略四: 水產品品質安全及管理 

研發重點一:水產品環境衛生及品質安全風險評估、預警與管理機制。 

研發重點二:水產動物及環境用藥之安全性資料建立與檢測。 

研發重點三:低度地用水產物之機能性加值應用研究。 

策略五:優質水產種苗及觀賞魚關鍵技術研發 

研發重點一:加強分子生物技術於水產生物之種苗選育及生產管理。 

研發重點二:建立觀賞魚生產關鍵技術及開發周邊商品。  

研發重點三:疫病防治關鍵技術之建立。 

四、預期目標及效益 

(一) 遠洋漁業： 



1. 完成海上觀測任務，支援我國鮪旗類資源評估所需生物樣本及資料蒐

集，並完成電子觀察員系統實船測試，提升涵蓋率維繫我國配額。 

2. 完成目標魚種及混獲物種資源分析並提供管理建議，另提出環境變遷下

未來鮪旗魚漁業在產業或管理可能遭遇的問題，預做因應減緩產業衝

擊。 

(二) 沿近海漁業： 

1. 放流評估結果可作為後續放流物種及地點之參考依據，以滾動式調整放

流策略，達有效增裕沿近海漁業之目的，並建構栽培漁業示範區，使傳

統捕撈漁業轉型成為以資源管理性漁業以及生態休閒漁業。 

2. 完成沿近海重要漁業資源調查，提出管理與合理利用建議，達成資源保

育目的，落實資源管理型漁業，朝產業永續發展，並觀察評估氣候變遷

對台灣海域之影響以及早做因應。 

3. 結合航程紀錄器資料，瞭解漁船實際從事之漁業，提升資料分析之準確

性，作為沿近海漁業管理動態調整之參考依據。 

4. 完成開發高效節能安全漁業機具，以達成節能減碳及降低經營成本之目

標。 

(三) 養殖漁業生產及管理： 

1. 完成國內生態化、深層海水、冷水性及洄游之高經濟新興養殖物種生產

養殖技術，突破現有養殖瓶頸，加速產業發展。 

2. 完成外來種、養殖面積、用水水路監控調查及大宗養殖水產生物等養殖

經營管理模式建立，維繫我國養殖產業競爭力。 

3. 完成機能飼料研發並進行產業推廣，促進產業升級，另完成種原蒐集及

保存任務。 

(四) 水產品安全： 

1. 透過符合國際規範之水產品可追溯體系，以風險評估方式建立預警制

度，提升消費者對水產品品質及安全衛生之信任感。 

2. 建立安全之水產動物及環境用藥資料庫及正確使用方法及開發簡易藥物

殘留檢測試劑，可降低養殖經營成本並提升國人食魚安全。 

3. 完成水產副產物或低度利用資源之加值應用開發，促進產業發展。並完

成水產認證制度研究，提升我國漁產品外銷競爭力。 

(五) 種苗生產及觀賞魚： 

1. 完成開發抗逆境或具優質性狀之魚種選育等關鍵技術，建立種苗培育技

術以因應氣候變遷，維護水產糧食穩定供給。 

2. 完成開發具發展潛力之觀賞魚蝦，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並強化觀賞水

族周邊器材及維生系統產品之研發，提升國際水族市場競爭力。 

3. 完成我國重要水產生物之疫病防治及監測技術研發，生產優質水產種

苗，促進觀賞水生生物產業發展外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