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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石斑魚產業價值鏈
分析

圖一  全球捕撈及養殖產量趨勢圖

資料來源：FAO；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整理。

全球石斑魚產業概況

地球人口不斷增加，對食物供應的需求亦愈

趨強烈，但在溫室效應加劇、全球土地資源減少與

沙漠化的情況下，全球可供作物種植及畜牧的面積

持續減少，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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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

來愈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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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的年產量已接近 2億公噸大關。聯合國糧農組

織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估計，

2030年時全世界的平均魚類產品消耗量將上升到每

人每年 1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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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以漁獲來源區分，可將漁業產量分為捕撈及

水產養殖兩大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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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0-9,500萬

噸之間，在產量上停滯不前（圖一）。反觀水產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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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5萬噸，近 20

年來產量更是大幅提升了逾四倍。2012年 FAO的

統計資料也顯示，全球供人類食用的漁產品中，有

超過四成由水產養殖所供應。這樣的現況也無怪乎

經濟與趨勢大師彼得．杜拉克會在其著作「下一個

社會」中預測著「今後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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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好未來養殖漁業將成為

21世紀的重要產業之一。

其中，石斑魚是亞太地區最重要的養殖魚種之

一，1980年代開始，在各界的努力之下，石斑魚種的

人工繁殖、育苗技術陸續開發，目前全球已有 9種

石斑魚可經人工繁殖達到完全養殖，包含瑪拉巴石

斑、點帶石斑、龍膽石斑、老虎斑、老鼠斑、東星石

斑、藍瓜石斑、油斑、金錢斑等，但在經濟效益考量

下，具規模的養殖魚種為青斑（瑪拉巴石斑與點帶



9水產養殖生技  2014  NO.38

產業趨勢

石斑的統稱）、龍膽石斑、老虎斑及老鼠斑。在石斑

魚人工繁殖技術奠定之後，石斑魚苗產量穩定且持

續增加，由於苗價較捕撈為低且來源穩定，加上中

國及香港的需求持續暢旺，創造臺灣、中國等國的

石斑魚養殖產業一片榮景。不過近年來業者在培育

魚苗或是成魚育成時，深受疾病危害所苦，如石斑

魚虹彩病毒症，不僅造成育苗時極高的致死率，魚

苗育成率偏低，也使成魚育成受阻，嚴重影響產業

發展。

根據 FAO統計，由於 2003年中國產量產值始

有資料，使得全球產量由 2002年的 2.2萬公噸，

在 2003年提升至近 5萬公噸；全球產值由 2002年

的 1.15億美元，在 2003年提升至近 2.08億美元。

2009年因主要產地臺灣受莫拉克風災影響，全球

產量首度出現負成長。惟 2003-2012年間養殖產量

年複合成長率仍達 10.2%，2012年全球石斑魚養殖

產量為 11.8萬公噸；而養殖產值年複合成長率亦高

達 13.1%， 2012年全球石斑魚養殖產值為 6.3億美元 

（圖二）。

圖二  全球養殖石斑魚產量趨勢圖

資料來源：FAO(2014/03/27查詢)； 
                   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整理。

萬公噸 億美元

臺灣石斑魚產業概況

根據漁業署統計資料顯示，國內養殖漁業的總

產量與總產值近三年來略有波動，2008-2012年的

總產量為 28~35萬公噸之間；產值則為新台幣 306-

425億元之間（圖三）。2009年由於莫拉克風災，重

創我國水產養殖業，亦使我國水產養殖總產量與產

值下降。

（一）養殖概況

1. 成魚

臺灣從 1970年代開始進行石斑魚養殖，發展

至今已有近四十多年的歷史，養殖首例位於澎湖

地區，其後高雄永安漁民從澎湖引進試養成功後，

本島開始大量養殖。根據漁業署統計，目前全台石

斑魚養殖戶數約有 6,064戶，養殖面積達約 2,311

公頃，目前養殖種類則以點帶石斑 (Epinephelus 

coioides) 與龍膽石斑 (Epinephelus lanceolatus)為

主，近年來則有新興的雜交石斑，如龍虎斑。

由近年的產量趨勢來看，2003-2005年間，產量

隨著繁、養殖技術的改良向上攀升，不過 2005年因

圖三  國內水產養殖產業現況

資料來源：漁業統計年報；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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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發孔雀石綠藥物殘留事件，導致隔年產量、產值

雙雙銳減。2006年走過消費者食用疑慮低潮期後，

2007、2008年產量隨即大幅提升，產值更從新台幣

17.3億元增加至 2008年的 48.7億元，拉升近 3倍，

使原本產值就位居全球之冠的地位更為穩固。除

2005年因食用安全性問題影響石斑魚養殖產業發

展之外，2009、2010年受莫拉克風災重創，產量較

2008年減產近 1/3，2010年產量為 1.1萬公噸，產值

並下滑至新台幣 36億元。2011年後產量大幅提升，

2012年時產量更高達 2.2萬公噸，產值大幅成長至

新台幣 71.7億元（圖四）。然而，我國於 2013年 8

月再度爆發重鉻酸鉀事件，使我國石斑魚價格受到

影響，根據漁業署統計，2013年 8月石斑魚價格其

市場價格比去年同期跌幅達 13%。

2. 魚苗

臺灣從 1970年代開始進行石斑魚養殖，初期種

苗來源以捕撈臺灣海域附近的天然魚苗為主，而後

由於市場需求漸增，魚苗出現供不應求的情形，進

而從菲律賓、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等地進口石斑魚

苗。1982年後，多種石斑魚的人工繁殖、育苗技術

圖四  臺灣近年養殖石斑魚產量與產值趨勢

資料來源：漁業統計年報；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整理。

陸續開發，臺灣執世界之牛耳，掌握最多種的石斑

魚繁殖技術。根據漁業署統計資料，臺灣石斑魚苗

年產量高峰期在 1999年，達 2.8億尾，近幾年來受

限於虹彩病毒感染症及病毒性神經壞死症，魚苗損

失率高達七成，2006-2008年間產量約為 4,000多萬

尾，2009年受風災影響，產量降到近年低點 2,300

萬尾，爾後生產水準逐漸回穩，2012年時產量更高

達 8,138萬尾（圖五）。

（二）貿易概況

根據近年海關進出口資料顯示，臺灣為石斑

魚的出口國，以活石斑魚為主要出口方式，其出口

量由 2010年的 8千多噸逐年提高到 2013年的 1萬

8千多噸，出口對象則以中國為主（表一）。根據海

關資料庫顯示，我國運銷至大陸的石斑魚 99 年為 

4,159 公噸 ， 100 年 ECFA 生效後，外銷大陸有明顯

增加， 100 年增為 7,876 公噸， 101 年提高為 12,309 

公噸， 102 年再增為 14,234 公噸， 103 年 1-3 月為 

5,043 公噸，若加上出口至香港的部分，則佔我國活

石斑魚出口比例 9成以上。

圖五  近年臺灣石斑魚苗產量

資料來源：漁業統計年報；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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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石斑魚產業價值鏈

石斑魚養殖至少可分為「種魚場」、 「孵化場」及

「養殖場」，其中養殖場則包含中間育成廠以及成魚

養殖場兩部分；養殖過程則須配合養殖設備商、飼

料供應商以及疫苗或藥品傷的協助；最後成魚養成

後，則藉由通路商或貿易商，將石斑魚販售到市場

上，最後才到消費者的手上（圖六）。

我國石斑魚養殖產業五力分析

（一）產業內既有廠商的競爭

我國石斑魚養殖產業和其他養殖產業類似，規

模普遍較小，石斑魚養殖業者大多數為小規模養

殖戶，並無所謂的規模經濟，而產品主要為低價青

斑，大多以活魚之單一型態出售，無其他加值產品，

因此產品並無明顯的差異化。在生產成本居高不

下、天災與病害頻傳造成損失、且產品無明顯區隔

等因素下，部分業者為追求更高的利潤，大多以增

加放養量為生產的主要策略。再加上政府為保障漁

民生活所進行之穩定魚價措施，更使得養殖業者將

風險轉嫁給政府，加劇臺灣石斑魚養殖產業之競爭

程度。

而中國為全球石斑魚養殖產量最高之國家及

最大之市場，以 2012年來看，其產量已占全球

61.85%。中國石斑魚的繁、養殖以海南、廣東和福

建為重要基地，其中海南石斑魚苗供應量充足，成

魚養殖產量為中國之最，各地區利用養殖池改養石

斑魚或是利用箱網在海上養殖，迅速建立養殖規

模，使得石斑魚現已成為海南省陵水、萬寧、文昌

等縣市海水養殖的主要品種，產品主要為青斑。中

國石斑魚養殖產量從有紀錄的 2003年開始成長快

速， 2012年中國石斑魚養殖產值為 9,139萬美元，然

而中國養殖石斑魚單價卻遠低於全球平均值，每公

斤約 1.00-1.26美元。而其他東南亞國家，包括菲律

賓、印尼、馬來西亞和泰國等，2012年的總產量共

占全球產量 18.64%，其單價分別為每公斤 39.06、

表一  臺灣近年活石斑魚外銷國別分析
單位：新台幣 千元；公頓；％ 

出口年度 出口國別 出口值 出口量 所占比例

2010

中國大陸 1,312,182 4,159.3 54.4

香港 1,099,138 3,773.3 45.56

韓國 358 1.4 0.01

日本 247 0.4 0.01

2011

中國大陸 3,000,085 7,876.8 84.08

香港 567,057 1,517.7 15.89

馬來西亞 746 2.7 0.02

越南 45 0.2 0

2012

中國大陸 3,783,083 12,309.0 79.05

香港 1,002,249 3,140.6 20.94

韓國 192 0.4 0

新加坡 130 0.3 0

2013

中國大陸 3,638,294 14,234.3 79.86

香港 916,073 3,426.0 20.11

日本 975 2.3 0.02

410 0.2 0.01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海關資料庫；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 
                    業研究中心整理。

圖六  我國石斑魚產業價值鏈分析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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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10.79和 9.53美元。各國產量變化不大，然而

其單價卻每年提高，可能與我國產業技術逐漸外移

有關。

我國消費者對於石斑魚仍具有很高的認同度，

其品質及肉質相對於其他魚種，依舊擁有絕對的優

勢與不可替代性。以目前石斑魚養殖產量來看，

2012年時已提高到全球產量的 18.99%，但單價卻由

2011年的每公斤為 13.03美元下跌至 2012年的 7.47

美元／每公斤。

而在魚苗部分，我國魚苗育成技術領先全球，

同時掌握種魚與無病毒白身苗孵育技術，配合疾病

防疫與虹彩病毒疫苗，可穩定提供我國優質魚苗，

並提高育成率降低生產成本，同時因應檢疫類之貿

易障礙。

由上可知，低價石斑魚市場競爭者眾且激烈，

而目前我國養殖石斑魚雖處於高經濟價值魚種的行

列，然而主力產品目前仍為青斑，並無價格優勢，

同時產量受限的狀況下，可能將使我國石斑魚產業

逐漸萎縮。為了因應此種狀況，建議將我國未來的

主力魚種改為龍膽石斑、龍虎斑或金錢斑等高價魚

種，其市場價格皆遠高於青斑。目前我國仍掌握獨

家之催卵孵育技術與種魚，應藉由高價魚種區隔市

場，減少國際競爭壓力。龍膽石斑與龍虎斑其體型

大取肉率高，有加工魚排的潛力；金錢斑則肉質細

嫩，適合各式節日婚宴使用。

（二）潛在新競爭者

過去臺灣鰻魚養殖興衰在於成本過高而導致產

業外移，石斑魚養殖業者大多數為小規模養殖戶，

而東南亞養殖區大且人工便宜，氣候較臺灣穩定，

養殖技術進展快速，具發展潛力，養殖業者基於養

殖人口逐漸老化，且專業人才缺乏、人力成本較高

等考量下，已有部分廠商將養殖重心與育成技術外

移，將加快石斑養殖產業之潛在新競爭者進入速

度。以過去的臺灣鯛為例，農業技術團參與幫助改

善落後國家的經濟，雖是臺灣身為國際一員應有的

貢獻，卻可能造就其他國家發展出可與臺灣競爭的

臺灣鯛養殖能力。

另一方面，中國養殖區大且人力充沛，養殖技

術發展亦相當迅速，極具發展潛力，近年來亦大力

投入高價魚種的開發，比如龍膽石斑與龍虎斑等。

若中國能夠順利量產，則在高價魚種的市場上，可

能以量制價。如此一來，不論在低價位或高價位的

魚種，我國石斑魚產業將逐漸失去競爭優勢。

為維繫臺灣石斑魚競爭力，我國政府除了應該

加強培育專業人才，設法留住水產技術人員與行銷

人才，亦應積極進行產品研發，創造產品差異性，

藉以提高其他潛在新競爭者進入門檻。

（三）替代品

目前石斑魚的市場，消費者仍然對其有很高的

認同度，其品質及肉質相對於其他魚種，仍有絕對

的優勢與不可替代性，因此現階段替代品之威脅仍

不大。

然而魚類產品彼此間的替代性極高，尤其是漁

產品的種類繁多，連單一種石斑魚，其品種就有好

幾十種，所以若在價格及品質上無法與其他種類的

漁產品有明顯的區隔，那麼對消費者而言，石斑魚

就如同所有大眾魚種，容易被價格及品質相對較具

競爭力的魚種而替代，並壓縮市場的價格導致產業

整體獲利下降。

除此之外，我國目前主要養殖石斑魚種為青

斑，養殖過程中使用禁藥及抗生素殘留等問題，造

成消費大眾對於養殖業者的不信任，將導致青斑乏

人問津，轉求其他價格接近之替代魚種，比如鱸魚

或鱘魚。

（四）供應商

對於我國石斑魚養殖產業之供應商，主要包括

石斑魚飼料、藥品及疫苗之供應商，以及生產設備

之供應商。

以往因為養殖戶大多是個別單獨採買，所以其

議價的空間有限，議價的能力薄弱，現在已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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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戶會彼此合作，以共同採買的方式提高議價的

彈性，生產資材成本才能逐漸下降，並提高養殖業

者的利潤。若能強化集體採買的議價能力，將可進

一步為產業帶來較高的利潤。

（五）購買者 

石斑魚為華人婚慶宴客喜好之高級食材，加上

中國經濟起飛，對高價魚產需求增加，石斑魚活魚

市場成長空間大，但 2013年所頒布的禁奢令，加上

中國境內石斑養殖量不斷提高，導致 2013年時石斑

魚價格大幅下跌，雖然自 2014年後，石斑魚的價格

已逐漸上漲，對於石斑魚的需求量也有明顯增加，

但仍需持續注意後續狀況。而國內雖非主要市場，

但對一般消費者而言，相對於其他的肉類食品，我

國民眾對於海鮮產品已存在著吃魚有益腦部發育的

概念，再加上其富含之膠質，所以對於石斑魚有極高

的接受度與認同感。

捕撈高級石斑數量有限，而濫捕亦已出現

減產現象，而依中華民國海關資料庫資料顯示，

2010~2013年來，我國所外銷的石斑魚 99.9%是出口

至中國（含香港），表示香港及中國的需求量仍呈現

逐年增加之趨勢，所以仍為石斑養殖產業之機會，

唯需注意 2013年12月中國禁奢令發布之後續影響。

雖然中國養殖量劇增，且具有低成本優勢，供

應內需比例將提高，對其他國家之出口造成威脅。

但是我國養殖石斑魚品質優良，仍屬於高經濟價值

魚種，平均單價仍高於中國，若加上政府與產業合

作，建立從生產到銷售的食品安全保證，如產銷履

歷認證，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HACCP)，維持高品質

的控管，石斑魚在一般消費市場仍有一定的議價能

力。

結論

石斑魚由於肉質鮮美，歷年來是臺灣、中國大

陸 (含港澳 )及東南亞等地名貴的海鮮之一，在國際

市場上亦具有極大的需求量，且仍持續成長之中。

而我國養殖石斑魚，從種魚培育、白身苗培育、中

間育成、成魚養成及活魚銷售等產業價值鏈的分工

極為細膩，極具整合加值特性，且生產技術及研發

能量超越各生產國，周邊展業資源與支援亦相當充

足，故使臺灣成為全世界石斑魚養殖最先進的國家

之一，也成為國際間重要的出口國。若藉由政府與

產業合作，由政策、制度、財源、研發、行銷等層

面，進行全面專利布局與產業整合，並建立從生產

到銷售的食品安全保證，將能提高我國石斑魚養殖

產業的競爭力。 Ag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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