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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 TRENDS

全球漁業發展現況及未
來趨勢分析-兼論台灣
漁業發展現況

撰文/朱鴻鈞

地球人口不斷增加，對食物供應的需求卻越趨

強烈，但是在溫室效應加劇、全球土地資源減少與

沙漠化的情況下，全球可供作物種植以及畜牧的面

積卻持續減少。蛋白質是人類不可或缺的營養來

源，因此，魚類產品捕獲相對容易、可養殖且魚肉

富含蛋白質的特性，將使得人類對漁業資源的依存

度越來越高，聯合國糧農組織 (FAO) 估計，2030 年

時全世界的平均魚類產品消耗量將由現今的每人每

年 16.7 公斤上升到每人每年 19 至 20 公斤，由此可

見漁業的產量、發展與未來食物的需求息息相關。

全球漁業發展現況及趨勢

（一）全球漁業版圖

1950 年以來，全球漁業產量（不含水生植物）

以年複合成長率 3.5% 的速度持續增長中，在 2007

年突破年產量 1.4 億噸大關。若以魚獲來源區分，

可將漁業產量分為捕撈及水產養殖兩大類。

在捕撈漁業方面，2007 年全球產量 9,007 萬噸，

中國為全球捕撈魚量最高的國家；而秘魯因深受聖

嬰現象影響，冷水性魚類數量銳減，產量不穩定，

多年來屈居全球第二位；印尼則在 2007 年起取代了

美國，成為世界捕撈漁業產量第三大國。以魚種來

看，祕魯鯷魚是捕撈產量最高的魚種，2007 年產量

為 760 萬噸，其次是阿拉斯加鱈魚、鰹魚、大西洋

鲱魚與智利竹筴魚。

亞洲是全球養殖漁業發展最興盛的地區，2007

年全球養殖產量 5,033 萬噸，中國以 3,140 萬噸位居

全球之冠，占了全世界 63% 的產量，其他產量超過

百萬噸的國家也皆位於亞洲，分別是印度335萬噸、

越南 216 萬噸、印尼及泰國分別為 140 萬噸。鯉科

魚類是全球養殖產量最高的魚類，其他重要的養殖

魚種還包括了牡蠣等貝類生物、蝦類、鮭魚以及淡

水魚類中的吳郭魚。而以單一品種的產值來看，最

高的是白蝦，產值 88 億美元，大西洋鮭魚居次 76

億美元，鯉科的竹葉鰱 36 億美元。

在商品貿易部分，漁業產品是高度貿易的商

品，超過總重量 37%（活體等重）的水產生物，是

以不同的食品型式和飼料產品進入國際貿易。近年

來全球漁業產品貿易雖不像 70 年代和 80 年代成

長如此迅速，但隨著漁獲量的增加和產品大量進入

國際市場，進、出口值仍呈現逐年遞增趨勢，並在

2007 年達到出口值 935 億美元的新高峰。已開發國

家是主要消費市場，日本、美國和歐盟約占總進口

值 70%，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日本政府調整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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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政策，而美國進口需求持續增加的緣故，日本

退居全球進口國第二位，美國首次超越日本成為全

球第一大市場。全球貿易市場的重點，主要是高價

值種類如蝦、鮭魚、鮪魚、鱈魚類等，在所有漁業

產品中，蝦類是最重要的商品，歷年來占漁業產品

國際貿易總值近 20%，其次為鮭魚占約 10%，而價

格合理的鯰魚、吳郭魚白肉魚片，近年來出口增長

快速，極具消費潛力。

（二）漁業產能變化

捕撈及水產養殖兩項取得漁獲的方式，雖然在

產量上仍有差距，但是綜觀歷年來產量的變化，捕

撈產量自 1988 年超越 8,500 萬噸之後，往後的近

20 年，捕撈產量始終介於 8,500 萬噸至 9,300 萬噸

之間，在產量上停滯不前。反觀水產養殖，水產養

殖的漁獲量自 1950 年起即以 8% 的年複合成長率

快速增加，由原本的 60 萬噸躍升為 5,033 萬噸，近

20 年來產量大幅提升了逾四倍。FAO 於 2007 年的

統計資料也顯示，全球供人類食用的漁產品中，有

45% 由水產養殖所供應。這樣的現況也無怪乎經濟

與趨勢大師彼得‧杜拉克同樣看好未來養殖漁業

將成為二十一世紀的重要產業之一，並在其著作「下

一個社會」中預測著「今後五十年，養殖漁業可能

會使人類放棄海上捕撈，改為從事〝海洋畜牧〞，就

像大約一萬年前，同樣的創新，使我們的祖先放棄

陸上捕獵，變成農民和牧人」。 

（三）現今漁業發展難題

全球捕撈漁業在產量的提升上所遇到的瓶頸

其來有自，漁民的過渡漁撈、環境污染、及全球溫

室效應造就了全球海洋漁業資源的枯竭，FAO 在

2007 年的報告即指出，有近半的海洋漁業區已經達

到最大的負荷量，四分之一被過度開發，產量出現

崩跌或下降，僅剩四分之一的海域仍有產量提升的

潛力，報告中更直言，未來若無有效的管理機制，

預防、抵制及消除非法、無報告及不受規範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IUU）漁捕活

圖一  1950-2007年全球捕撈及養殖產量趨勢圖

資料來源：FAO FishStat Plus ；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整理。

動，將會導致海洋資源耗盡。而在內陸漁業，湖泊

河流等生態系統，同樣由於過度漁撈的關係，許

多生態系已產生「生態系過漁」現象 (Ecosystem 

overfishing)，「生態系過漁」係指生態系中魚種組

成發生明顯的改變，高價且大型魚減少而低價、小

型魚或無經濟價值雜魚（如海星、水母等）增多的

現象。此外，捕撈設施破壞棲息地、污染、人為導

入侵入性魚種等也大肆破壞著生態系統，造成生態

的失衡，生態系恢復力大幅減弱。在人類如此強取

豪奪，不停壓榨天然漁業資源的情況下，捕撈漁業

的漁獲量自然無法提升，未來產量甚至可能年年下

降。然而，就在天然漁業資源即將面臨消耗殆盡，

各界轉而將希望寄託在正處於極速發展的養殖漁業

之時，養殖漁業本身其實也有許多發展上的限制。

如現代化水產養殖必須仰賴飼料的供應，以提供養

殖生物足夠的營養與能量，而其中魚粉及魚油是重

要的成分，但這些來自海洋的原料，卻使得養殖漁

業仍必須從海洋獲取資源；另外，水產養殖趨向大

規模工業化發展，密閉的養殖環境，極易使養殖生

物受到疾病病源的感染導致大量死亡，產量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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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業者為了避免這樣的情形發生，選擇使用抗生素

與化學藥劑。然而藥劑的過量使用不只容易產生抗

藥性，也讓消費者對於食品安全產生疑慮，這些在

生產、消費上的問題都對水產養殖造成了嚴重的衝

擊。

（四）順應發展趨勢的對策

面對未來漁業發展的難題，知識經濟提供了釐

清問題的思考方式以及解決問題的能量，在政策、

管理方面，管理規範與制度的建立，可以融合當地

漁民的知識，改採治理而非單純管理的方式，在保

存天然漁業資源與開發之間取得平衡。另外，在生

物技術的應用上，朝向永續發展捕撈漁業、養殖漁

業的方向進行技術開發例如：(1)DNA 指紋 (DNA 

fingerprinting) 技術，利用此技術，可以應用於管理

野生魚種的數量以及監測復育海洋生物的野外存活

率，有效協助天然資源的監控。(2) 養殖漁業上，利

用分子標誌輔助育種 (MAS) 技術與基因改造技術，

培育各種適合養殖生物種類，可供改良品種、提升

養殖漁獲品質之用。(3) 開發分子牧場技術，藉由微

生物生產養殖飼料所需要的重要成分，將得以避免

養殖飼料與人類食用需求衝突，瓜分海洋資源。(4)

而集約養殖極易碰到的魚類疾病問題，發展能夠快

速、靈敏且偵測多重病害的分子診斷技術，將有助

於魚類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漁業，不論是捕撈漁業或是養殖漁業，其發展

必然消耗天然資源，而這股消耗的動力，隨著人口

數攀升，越趨強勁。從近年的漁業產量顯示著，捕

撈漁業追求產量提升的世代已經結束，相對的帶有

永續生產理念的養殖漁業，正如火如荼快速發展。

在未來，各國如何善用擁有的資源與技術，並且以

符合未來趨勢為發展主軸，進行進一步的開發，便

是在後漁業時代所需面臨、解決的問題。

台灣漁業發展現況

台灣捕撈漁業產量位居全世界第 19 位，是全

球六大公海漁業國之一。養殖方面，台灣育種、養

殖技術領先全球，在養殖面積有限的情況下，產量

高居全球第 15 位，儼然是全球重要漁業國家。面對

養殖漁業取代捕撈漁業的國際趨勢，台灣在養殖漁

業上的發展情形，將可分別從被喻為「廿一世紀之

魚」、未來人類動物性蛋白質主要來源之一，亦是目

前台灣養殖產量最高的魚種 - 台灣鯛，以及高經濟

價值海水魚種，同時也是農委會精緻農業方案所極

力推動的農產品 - 石斑魚，來了解目前台灣產業現

況。

（一）台灣鯛產業概況

吳郭魚因天然抗病性強，幼魚存活率高，養殖

所需空間小，再加上成長快速，是極具經濟效益的

養殖魚種。而台灣吳郭魚在研究人員及業者的努力

下，在品種上、品質上皆有別於以往的吳郭魚種，

故台灣優質化的吳郭魚更名為「台灣鯛」。目前國內

台灣鯛幾乎以養殖為主，內陸漁撈比例不到 1%，

雲嘉南一帶為最主要的養殖地區，淡水養殖者超過

八成，僅少部分為鹹水魚塭。根據農業統計年報顯

示，台灣鯛產量近幾年來變化幅度不大，平均每年

約 8.1 萬公噸，產值從 2004 年的 23.3 億元增加至

2007 年的 40.1 億元，每公頃產值雖從 68.8 萬元提

高 40% 至 96.7 萬元，惟經成本分析，2007 年台灣

鯛養殖戶年平均收益每公頃約獲利 14 萬元。

根據海關進出口資料顯示，台灣鯛近年出口量

略微下降，但出口值因價格上漲，從 2004 年的 17.7

億元提升至 27.1 億元。台灣鯛出口產品型式有整

尾冷凍以及冷凍鯛魚片兩種，其中以整尾冷凍台灣

鯛為大宗。分析近五年冷凍台灣鯛及冷凍鯛魚片的

出口情況可發現，冷凍鯛魚片的出口重量僅占其總

出口量的 9%-15%，但出口值卻占總出口值的 33%-

47%，顯示冷凍鯛魚片的價格較冷凍台灣鯛為佳。由

於台灣養殖面積有限，對於已是最高產量的台灣

鯛，養殖產量的再增加有其難度，由於冷凍魚片均

價較全魚高，且歐、美消費者喜好方便烹煮的魚片

產品，因此未來可以朝增加魚片出口或開發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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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型式產品努力，提高台灣鯛附加價值，提升漁

民養殖台灣鯛之收益，進而改善每單位面積收益不

高的問題。

美國為台灣鯛的重要市場，占台灣鯛每年總

出口量六成以上，根據美國漁業貿易進出口資料發

現，台灣輸入至美國的台灣鯛總輸入量亦有逐年

增加趨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02 年起中國輸

入至美國的吳郭魚進口量超越台灣，並逐年擴大

差距，成為台灣鯛的最大競爭國，面對產量提升的

困境，台灣的優勢在於掌握優良的台灣鯛種苗繁殖

技術，為解決受限於土地之問題，並且順應全球貿

易自由化及市場國際化趨勢，可將生產基地設在他

國，以供應魚苗方式，開拓台灣鯛外銷市場的另一

片天空。此外，台灣 2003 年發生外銷至歐盟的台灣

鯛，被檢驗出有抗生素殘留事件，導致出口銳減，

未來若落實產銷履歷制度，完備水產健康管理與食

品安全，將能提升台灣鯛產品形象，有助於拓展行

銷通路與高規格市場。

（二）台灣石斑魚產業概況

目前全台石斑魚養殖面積約 1,500 公頃，產量

則自 2006 年後大幅成長，2008 年的產量 17,362 公

噸，產值新台幣 50 億元。近五年來石斑魚單位面積

產量和產值皆有提升，每公頃產量由 18,537 公斤增

加至 24,098 公斤，同時每公頃的產值亦從 329 萬元

增加至 570 萬元。成本方面，高價的魚苗成本是石

斑魚養殖成本結構相當重要的一環，雖然養殖石斑

魚經營成本較其他魚種高，惟就整體收益而言，石

斑魚的獲利仍比其他魚種高，以 2007 年為例，每公

頃約有 139 萬的收益。在養殖產量上，中國與台灣

分占全球養殖量的 59% 以及 23%，雖然中國石斑魚

的產量遠大於台灣，台灣石斑魚養殖產值始終高於

中國，2007 年中國石斑魚產量約為台灣之 2.6 倍，

但產值僅約為台灣的一半，顯見台灣石斑魚之高經

濟價值。

石斑魚價值高且價格穩定，是具高經濟價值之

食用魚類，但由於石斑魚繁殖技術難以掌握、石斑

魚苗有嚴重的殘食現象，再加上變態期的高死亡

率，人工繁、養殖門檻極高，不過台灣在全球 7 種

可人工繁養殖石斑魚種中，已可量產其中 6 種，在

技術上極具競爭優勢。需特別注意的是，近來台灣

養殖石斑魚業者在養殖石斑魚時深受病毒危害所

苦，尤其神經壞死病毒侵染石斑魚苗，造成魚苗九

成的致死率，使魚育成率偏低，是目前台灣石斑魚

養殖業者碰到的一大難題。此外，2005 年 9 月國內

爆發養殖石斑魚之孔雀石綠藥物殘留的問題，也造

成需求銳減，隔年在養殖產量、產值上雙雙下跌。

根據近五年海關進出口資料顯示，台灣為石斑

魚的出口國，以活石斑魚為主要出口方式，2008 年

出口重量 1,834 公噸，出口金額則近 4 億。香港為台

灣最重要的石斑魚出口市場，單單對香港的貿易金

額即占活石斑魚總出口值之 90% 以上。台灣鄰近全

球最大石斑魚市場中國與香港，且石斑魚是以活魚

方式販售，是我國出口石斑魚重要有利因素，但是

我國活魚運輸船多由活魚釣船改裝，缺乏活魚運輸

船隊、大型通路商運輸；另外，業者將石斑魚銷售

至香港常透過廈門等地之轉運站為非正式管道，貿

易保障不全易發生糾紛，因此在運輸設備、產銷管

道上需要更多的配合。

石斑魚的高經濟價值吸引各國養殖業者競相

投入，面對極高的養殖門檻，台灣掌握世界最多種

石斑魚種的繁殖技術，人工種苗的培育技術也已奠

定，優異的養殖技術成為台灣最大的競爭優勢。面

對多方的競爭以及魚病的危害，藉由產、學、研各

界的研發能量，培育高品質、具抗病性品種，開發

疾病防治及治療方式，並且著重於發展高價品種，

以差異化因應中國及東南亞供應量增加之競爭，是

台灣持續保有石斑魚競爭優勢之道。

總結

全球漁業發展至今，以撈捕豐富天然漁業資源

的捕撈漁業仍是目前最重要的漁獲來源，但養殖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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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將成為未來漁業發展之中流砥柱，此勢已昭然若

揭。然而，漁業的永續發展，有賴天然資源的維護

與人工養殖有效率的解決人類需求，因此利用知識

與科技，尋求兼顧兩者的發展模式，是確保未來漁

業資源生生不息的重要策略。

在個別國家發展方面，因各國資源與技術的

差異，在重點發展方向上略有不同，台灣面對全球

養殖漁業發展熱潮，優異的養殖技術，雖已取得發

展先機，但未來必然不能劃地自限，應配合全球漁

業發展趨勢、科技的進展以及各國輸入的規定，持

續提升漁獲品質、改善產量供應問題，並朝行銷通

路、產品樣式多元化等方向努力，以求開拓符合趨

勢且確保利基優勢的台灣漁業之路。 AgBIO

朱鴻鈞  台灣經濟研究院  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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