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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因應臺灣積極參與國際組織，以爭取國際地位與對等權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

驗所聘用助理研究員高翊峰與中央研究院吳秘書長金洌奉派代表臺灣前往西班牙參於 OECD

主導「海洋經濟之未來(The future of the Ocean Economy)」專案研究「海洋生物技術」系列研討

會，並分享臺灣在海洋生物技術產業化的創新與成就。臺灣今年(104)年 3 月受邀參與 OECD

主持之「海洋經濟之未來」研究專案，本研究專案執行期間自 102 年起迄 104 年底，預計於

105 年於韓國提出結案報告，而本次「海洋生物技術長期潛力」研討會為本研究專案中最後

一個議題，計畫統籌人 Torgeir Edvarsen 非常重視臺灣在海洋生物技術領域的研究，特別來函

邀請中央研究院吳秘書長金洌與開發海洋醫藥活性物質相關專業人士參與並分享心得。我方

非常重視本次會議的發言權，希望藉此機會讓歐美各國見識臺灣在海洋生物科技的創新與努

力，我方代表於行前密切會晤沙盤推演圓桌會議流程、報告內容及相關行程安排，期能圓滿

達成在海洋未來政策、技術和發展上能與國際接軌之使命。 

本次行程於 27 日啟程前往西班牙畢爾包市巴斯克大學之海洋研究站，於 28 日傍晚抵達，

在地主 Ionan Marigomez 教授的帶領下參觀海洋研究站，與各國代表相見歡後結束第一天的迎

賓活動。29 日中午，本次會議在 OECD 主持群的引言後開始，各國代表依序自我介紹專長及

組織，我方代表把握機會簡介各人專長、中央研究院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接續

議程由 Odd Magne Rodseth，分享挪威在鮭、鱒魚等水產品的研究與發展；來自大陸的池振明

教授發表海洋酵母菌種源庫、特性及應用；韓國 Choul-Gyun Lee 探討如何利用藻類養殖系統

的研究，整合能源、海洋環境與醫藥。雖我國的發言並未列入議程中，計畫統籌人 Torgeir 

Edvarsen 特別在議程後，隆重的介紹我方代表吳秘書長分享臺灣經驗，從臺灣如何推動農業

生物技術產業化發展的政策，論及水產技術應用於改善養殖魚類的成長與健康、螢光觀賞魚

的研發、水產疫病的監控、高品質蝦類的育種、基因工程產製3 脂肪酸及產業化技轉魚鱗膠

原蛋白、褐藻醣膠、水產磷脂質等成果，成功獲得各國代表的青睞。 

30 日上午的議程，分別由來自義大利海洋環境毒物學家 Laura Giuliano 分享如何藉由生物

感測器、生物標示、生物分析、生態整治及生態再造的方式來管理健康的海洋；以及來自美

國安默斯特學院 Dominic Poccia 教授從人類健康的觀點，談論全球海洋研究站應該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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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海洋來源藥物的發展、未來海洋活性物質的開發市場及海洋生物科技在人類健康上所賦

予的願景。 

本次會議，藉由各領域專家的經驗分享後，再以座談的方式讓與會的各國代表提出問題

與建議，提供 OECD 指導小組能更提出具體描繪出海洋生物科技的輪廓，並勾勒出未來海洋

生物技術至 2030 年的願景與藍圖。在此之上，我方代表務實的分享臺灣海洋生物技術發展經

驗，藉由參與本次國際組織會議，以科學研究的成果讓全球看見臺灣，實為繳出一張成功的

外交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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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2015 年 29~30 日 OECD 主辦「海洋經濟之未來」研究專案向下 

「海洋生物科技長期潛力專題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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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出國目的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成立

於一九六一年，總部設於法國巴黎，其會員國包含如下：美國、加拿大、日本、德國、法國、

英國、義大利、澳洲、紐西蘭、比利時、荷蘭、盧森堡、丹麥、瑞典、芬蘭、奧地利、愛爾

蘭、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挪威、冰島、瑞士、土耳其、墨西哥、捷克、匈牙利、波蘭、

韓國、斯洛伐克。其中會員國之國民生產毛額總合占世界三分之二，在2007-2008年間發生之

全球經濟衰退事件後，海洋相關經濟之議題逐漸興起並被重視，目前相關海洋生物技術的範

疇輪廓及概念定義仍在發展中，由OECD主導「海洋經濟之未來(The future of the Ocean Economy)」

研究專案便是希望藉由探討規劃海洋相關產業新興發展之領域，以對全球之經濟希望帶來新

的動力與助益；計畫的願景係對從現在起至2030年間的海洋經濟進行一個全球性的前瞻評估，

並特別聚焦於新興海洋活動的發展潛力。「海洋生物技術長期潛力」研討會便是其中一個議

題。臺灣自本(104)年3月受邀參與OECD科學、技術及創新處統籌之「海洋經濟之未來(The future 

of the Ocean Economy)」研究專案，為因應臺灣積極參與國際組織，以爭取國際地位與對等權

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高助理研究員翊峰與中央研究院吳秘書長金洌奉派代表臺

灣前往西班牙參於OECD主導「海洋經濟之未來」專案研究「海洋生物技術」系列研討會，並

分享臺灣在海洋生物技術產業化的創新與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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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行前會議 

OECD「海洋經濟之未來」研究專案，於本(104)年 9 月 29 日至 30 日假西班牙舉行之「海

洋生物技術(Marine Biotechnology)」研討會。行政院農業為員會水產試驗所推薦高翊峰助理

研究員與中央研究員吳秘書長金洌一同代表台灣參與盛會。因此於行前密切會晤，並整合

水產試驗所與中央研究院近年來相關水產生物技術研發成果以作為議程報告的內容。由於

大會未將我方發言納入正式議程中，安排我方代表在議程後進行 10 分鐘的分享，因此我方

代表協商推崇吳 秘書長為臺灣發言，就海洋生物科技過去與未來發展之心得展開分享，並

協調本次行程相關住宿及交通資訊。 

啟程 

我方代表於 27 日下午出發，搭乘當日晚間 9 點的土耳其航空。由於臺灣沒有直飛西班

牙的班機，因此需經伊斯坦堡轉機，等待轉機的時間長達六個半鐘頭，令人感到疲憊；28

日下午四點飛抵西班牙畢爾包機場，相較於臺灣晚了 6 小時的時差。由於出國前的規畫，

會議的地點在畢爾包北方普倫西亞市(Plentzia)的斯巴克大學海洋研究站，據聞普倫西亞在淡

季時全市僅 3 輛計程車營業，而住宿的地點卻在烏戈拉戈(Sopela)，若要搭乘巴士往南進畢

爾包市區再換捷運到普倫西亞還要再轉 2 班公車，為來得及參加 6 點半的開幕，於出國前

已先預約了租車。辦妥租車程序後，先驅車前往下榻旅館，下完行李後馬不停蹄再趕往海

洋研究站。 

參觀巴斯克大學海洋生物及生物技術實驗研究中心 

協辦本次專題研討會的西班牙巴斯克大學海洋研究站，地處於環繞白色沙灘的海灣，

走進工作站內，空氣中瀰漫著一絲絲海水的味道彷彿回到熟悉的試驗所內。迎接我們的是

Dr. Marigomez Ionan，Marigomez 教授認職於巴斯克大學動物及動物細胞生物學系，是本次

會議重要的主持人；在等待各國代表的同時，我方和來自葡萄牙的代表相互自我介紹，

Narcisa Bandarra 是葡萄牙海洋與大氣研究所的研究員，近期主要的研究聚焦在-3 多元不飽

和脂肪酸添加飼料對養殖魚貝類的影響，恰巧水產試驗所水產加工組過去曾在磷脂質型態



 

 

7 

 

的多元不飽和脂肪酸(PC-DHA)研究著墨多年，因此我方代表高翊峰助理研究員亦介紹，如

何利用在台灣如何利用水產加工副產物製備含有 DHA、EPA 的微脂體，應用於抗發炎的研

究。之後，Marigomez 教授為各國代表導覽海洋研究站的軟硬體設備，巴斯克大學海洋研究

站是一棟地上兩層地下一層的建築，我們首先參觀了面向海灣視野極為遼闊的研究室、休

息室及辦公室，乃提供短期研究生、博士後研究、研究員辦公上網休憩的空間。Marigomez

教授表示，海洋工作站的主建物在 1923 年建構，當時是骨結核病患的光治療療養院，後來

因學術的需求與漏油事件等，喚醒政府重視海洋環境的汙染，2006~2007 巴斯克校長申明海

洋與環境的重要性，因而重整設立此海洋研究站，作為研究海洋生態與環境毒物為主的場

所。  

Marigomez 介紹顯微鏡研究室，倒立式、螢光顯微鏡一應俱全。在樣品萃取分析實驗室

中，陳列全自動液體分注操作工作平台，能因應大量樣品核酸、蛋白的萃取分析；另外也

參觀了細胞培養室。沿著樓梯轉進地下一樓，反潮的樓板略顯溼滑，本層的規畫主要包含：

水處理系統、養殖生物實驗室、生物安全隔離室、藻類培養室及水生生物解剖室等，其中

養殖生物實驗室內有 6~7 個 1 噸的 FRP 筒，養殖了比目魚及竹筴魚類，我方代表高翊峰助

理研究員表示在台灣養殖業界的亦曾嘗試比目魚養殖，最後以失敗收場，推測因普倫西亞

緯度較高，在養殖冷水魚類技術應較有機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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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物安全隔離室是一間約莫 8~10 坪大的小房間，除了一只穿牆式高壓滅菌器外，實驗桌

上幾個掀蓋式的木箱，內置幾個小魚缸，相較於臺灣水產試驗所建置生物隔離田的規模，

有點大巫見小巫的感覺。這或許是因為歐洲對於基因修飾生物的研究，一直著重於動物道

德倫理的規範，因此反對的聲浪大過於研究於發展，儘管如此歐盟仍無法抵擋美國及亞洲

各國在基因研究上的日新月異，基因修飾的作物(GMO)早已入侵各大食品原料市場，迫使

歐盟也逐步對 GMO 的產品有所妥協，相關的徵兆可從本次專題討論會中些許感受到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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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一樓露天景觀台，已見夕陽西下海天交界線上微微漫出紅光，點點漁火彷彿置身純樸

的漁村小鎮，大夥在一邊欣賞美景一邊享用精緻點心中，與各國代表相見歡。由於緯度較

高的關係，天色較晚進入黑夜，入夜的空氣中透著微微的寒氣，驚覺當地時間已經超過 9

點，迎歡餐會結束後，街道上已空無人車，慶幸已有租車代步，因巴斯克大學海洋研究站

的地理位置類似臺灣中央研究院臨海工作站，交通真是個問題。 

參與「海洋生物技術長期潛力」專題研討會 

本次由 OECD 主持「海洋經濟之未來」計畫向下之「海洋生物技術長期潛力」專題研

討會於 9 月 29 日中午正式開始，由 Torgeir Edvardsen (OECD 計畫統籌人)、Oystein Lie (挪威

生命科學院教授兼 OECD 資深科技顧問)及 Ionan Marigomez (巴斯克大學教授兼海洋研究站

所長)，分別擔任兩天議程的主持工作。 

 

會議開始，分別邀請到巴斯克大學 Iñaki Goirizelaia 校長及 OECD 未來計畫總召集人

Barrie Stevens，為本次會議致詞；緊接著由統籌人 Torgeir Edvardsen 為各國代表說明「海洋

經濟之未來」計畫的目標，是藉由各國專家的共識，尋找具有成長潛力的標的項目，因此

本次會議的主體聚焦於「海洋收物技術的長期潛力」，探索未來海洋生物科技如何促進海洋

經濟成長，促成創新、創造就業機會和財富；會議將專注於包含： 

1. 海洋生物科技發展後的風險與不確定性。 

2. 如何突破現有的劣勢與威脅?以突破海洋資源開發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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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海洋資源的開發上所欠缺的資金及技術。 

4. 如何降低海洋資源開發對環境及生態的影響? 

5. 海洋和以海為生的人類之間依存的關係是如何? 

6. 後續在海洋資源的管理、計畫及調節。 

7. 政策的選擇? 

等等；另外也將討論 

1. 什麼是推動未來海洋生物科技的因素? 

2. 有哪些海洋生物科學、技術或發明是已經可已被運用或還在發展中? 

3. 在海洋生物技術產業發展上，未來有什麼需求? 

本次專體討論會議共邀請到 17 個國家，34 位專家與會，並由 5 位講者分享主題，

尋”Chatham house rules”規則，討論關鍵主題→交換意見→完成整合報告。在主講著分

享主題之後，各國代表的討論及建議將會被記錄下來，送交參與專家及 OECD 秘書處檢

視後，再將修正後的版本遞交 OECD 指導小組部門，改換成 OECD 的工作報告。 

接續由 OECD 政策顧問 Kathleen D’Hondt 向各國代表報告，說明 OECD 針對海洋生

物科技或海洋生命科學所涵蓋的範疇及定義，主要包含四個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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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生物科學 

1. 生物探勘 

2. 海洋生物基因體序列及生物資訊 

3. 基因體學或其他體學技術 

 海洋生物產物 

1. 生物的養殖及收集 

2. 疫病控制及監測 

3. 海洋生物安全 

4. 巨大的產物，例如海藻 

 新的物質 

1. 藥物開發 

2. 產業材料 

3. 補充健康、營養物質 

4. 生物燃料及生物能源 

5. 生物煉製 

 海洋的保護管理 

1. 監控環境的改變 

2. 避免汙染及控制 

3. 生物多樣性的保存管理與生態的回復 

目前OECD 對海洋生物科技的定義是，海洋資源利用科學或技術應用到活的生命體上，

例如海洋資源產物或是模型生物之類的研究，以得到知識、商品或服務人群為目的，而改

變具有生命或不具有生命的物質。而未來海洋生物科技所面臨的挑戰將包含：食物、能源、

氣候變遷、健康等議題，另外生物探勘及深海蘊藏的礦產也是極為重要項目。更進一步

Kathleen D’Hondt 引用韓國統計保健相關產業的數據，說明海洋資源的商機，指出全世界

目前 DNA 聚合酶酵素市場超過 350 百萬美金，並且持續的在成長中；2008 年，光是ω -3

脂肪酸的市場就高達 130 億美元；其他抗氧化劑、類胡蘿蔔素等大約 770 億歐元產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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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有生物燃料或生物性能源的市場，只是還有待很多技術瓶頸的克服。 

海洋資源在藥物研發方面也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目前醫藥市場對天然藥物的需求主

要包含新抗生素來源及標靶新藥開發，在自然界中有很多對生物體特定標的蛋白具有專一

性機能的化合物，然而其化合物的結構有時非常複雜，並非實驗室理論可以設計合成或篩

選的，因此天然藥物的開發市場仍吸引國際大藥廠的駐足，例如：法瑪西亞、三菱化工、

協和製藥、輝瑞、默克、必治妥施貴寶等藥廠，截至 2012 年全球藥物申請項目中，來自海

洋資源開發通過 FDA 審核的有 7 件、臨床實驗 11 件、臨床前實驗 1,458 件、海洋天然化學

產品 8,940 件，分別針對下述重要的疾病標的而開發。 

 抗癌症 

 抗細菌 

 抗真菌 

 抗瘧疾 

 抗結核病 

 抗寄生蟲 

 

 抗凝血 

 心血管用藥 

 抗發炎 

 免疫系統 

 神經系統 

 標靶分子的確效 

-酵素 

-受體 

另一個海洋經濟發展的重點當然非水產養殖莫屬。水產養殖被視為全球成長最快速的

蛋白質來源食品市場，目前總計大約 50%的食用魚是經由水產養殖來供應，從下圖中可以

發現全球捕撈漁獲產量，在 1990 年以後維持在每年 9 千萬噸不再成長，然而水產養殖供應

量則持續增加。預計未來水產養殖到 2030 至少每年需增加 4 千萬噸，來彌補目前撈捕的消

費市場；未來 5 年需求量每年將以 3.5%的成長率增加。全球對含有3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食品的需求，至 2010 年也已經達到 15950 億美元，所有的數據皆顯示水產養殖對未來海洋

經濟成長的重要。 

另一個發展重點在藻類養殖技術的突破，微藻含有豐富的長鏈不飽和脂肪酸，在酯化

後萃取可應用於生物燃料產品；長鏈不飽和脂肪酸不同於植物來源，常存在魚油中，附含

有 Omega-3 脂肪酸可作為保健營養補充品；整合微藻生物精煉的方法可以產製生物材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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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高價的商品；結合製造二氧化碳來源的地方，像是電力站可減少碳的排放量；亦可整

合水產養殖，例如： 有鰭魚類、貝類、藻類產物共同養殖創造多元化商品。 

最終 Kathleen D’Hondt 分別以產、官、學、研觀點，分析面對未來海洋生物科技所將

面臨的挑戰，包含： 

政府單位 

 仍未訂定官方的管道及政策 

 缺乏研究財力的投資 

 封閉的研究系統 

 低程度國際間的合作 

 錯誤的目標與內容 

大專院校 

 需要付出極大的人力在基礎性的研究上 

 需要年輕世代的分類學家 

 海洋生物學系相關的學生沒有受到注意 

 研究的產出並沒有和產業連結 

研究單位 

 尋找有用生物體的困難 

 缺乏研究設備和收集工具 

 延續量化培養技術的瓶頸 

 需要融合多元化的技術 

 缺乏海洋生物技術的資金 

產業及廠商 

 欠缺參與生物技術的開發 

 以低階技術公司為主流 

 相對成本偏高 

 面臨剛開始的低投資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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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創新的收入營業項目 

為本次專題研討會的目的下了註解。 

在短暫休息用餐後，會議的主持人請各國代表依序自我介紹，我方代表吳金洌秘書長

介紹中央研究院，以及專長包含細胞生物學、基因修飾及海洋生物科技產業化應用等。高

翊峰助理研究員則簡單介紹行政院農委會水產試驗所水產加工組的業務，專長研究聚焦在

低度利用水產資源的開發應用，像是以魷魚皮或鯖魚頭製備微脂體擬態凋亡細胞，並藉巨

噬細胞的吞噬作用，達到抗發炎的效果，最後並誠摯的歡迎各國對此領域有興趣的學者，

能與台灣有國際合作的機會。 

 

下午的第一個議程為低碳足跡的生物產品的介紹，包含 3 個主題 

主題 1 海鮮產品 

由 AquaGen  AS 水產基因公司及挪威生命科學大學 Odd Magne Rodseth 總監介紹，其利

用”綠色認證(Green certificates)”的概念，說明陸生動物相對於水產養殖之耗能且換肉率低，

排放的氣體又會造成溫室效應，並且引用 FAO 指出人類對糧食的需求量不斷的在成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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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產養殖作為蛋白質的提供來源將是未來的趨勢。目前全球最大宗的水產養殖來源魚種

分別為鮭魚、鯰魚、吳郭魚及蝦類，而 AquaGen 以遺傳育種為核心技術，收集不同的鮭魚

種源庫，利用分子探針、RFLP、次世代基因定序等技術，針對不同的市場需求提供各魚場

重要的基因庫。以鮭魚為例 Odd Magne Rodseth 發現 29 對染色體中，其中合成多元不飽和

脂肪酸的基因位在第 26 號染色體上；Odd Magne Rodseth 的研究也追蹤調查鮭魚基因體的演

化跟族群地理分布的關係，並將鮭魚全基因組訂序，另外也涉及部分基因工程研究來增加

魚肉中3 PUFA 含量的研究，吳郭魚種源庫及基因型研究也陸續增加。討論的過程中，各

國代表有多名生態學家在場，修飾基因擴散或影響生態環境的問題，還是多被挑戰，然而

卻無法阻擋人類對糧食需求的現實，尤其在落後國家蛋白質來源極度缺乏的區域。另外，

對於大規模養殖鮭魚的認知，以往認為仍需依賴飼料中含高量動物性蛋白的印象也被提出，

Odd Magne Rodseth 解釋該公司技術目前已能完全以植物性蛋白來取代，而魚肉因此3-含量

偏低的問題，誠如上述正如火如荼地研究中。另外，食品安全及生產履歷亦被建議規劃納

入 OECD 在未來海洋生物技術政策的範疇。 

主題 2 非食物類產品 

池振明教授是中國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教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負責中國水產生物技

術中心主任，本次會議主要分享近幾年來在海洋微生物的研究。池教授從河海交界處收集

分離各種酵母菌株，建立其特性及酵母菌種源庫，並利用次世代基因定序的平台，分析各

種機能性基因的表現或利用不同的碳源營養，以篩選不同特色的菌株。池教授舉例說明，

大陸農田在休耕之際會種植菜薊(Jerusalem artichoke)，菜薊中含有很多的菊糖，而所篩選之

海洋性酵母菌會表現胞外或胞內的菊糖酶，可將菊糖水解成聚果糖，進一步利用果糖取代

葡萄糖作為碳源，可發酵生產聚蘋果酸，聚蘋果酸可進一步合成聚烴基烷酸酯類或 β－羥

基丁酸，這類天然聚合物可應用作為可分解性塑膠；又像是 P16(KF531936)號耐滲透壓出

芽短梗黴菌，具有 PUL1 基因，可將菊糖代謝成普魯蘭多醣(Pullulan)，可作為高級化妝品

的原料，價格每公斤上看 2000 美元；還有 P10 酵母菌株可利用菊糖生產生物材油，作為

生質能源。討論時各國代表提出是否已經可以達到量產製程，池教授幽默地表示若有廠商

願意嘗試，他願意提供菌株，若有功效再談技術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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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3 生物技術工程  

由韓國仁荷大學生物工程學系 Choul-Gyun Lee 教授報告，他的專長領域是各類微藻、

光生物反應器和藻細胞基因組晶片組分析。他曾擔任過許多大學及政府機關的行政職位，

也是海洋生物能源研究協會的負責人（由韓國政府資助）、工業生物技術研究所以及脂類體

學研究中心的負責人。本次的講演李教授個別從大氣再生、廢水處理、藻類生化活性物質、

光生物反應器、藻類基因體學重建藻類的代謝及生物能源的觀點，探討藻類的多元化應用；

再介紹元素磷在自然界的循環，像是生物體中以 ATP 作為能源代謝的樞紐，說明藻類對磷

的利用，並表示能源掌握一切；最後以工程學的觀點論述在河海交界處建立綠色小島的概

念，整合海洋上光的反應器、藻類養殖系統的海洋試驗平台，創新利用海上箱網的半透膜

藻類養殖技術，讓近海高濃度的氮、磷能通過半透膜被藻類利用，藉由光反應器養殖藻類

的永續經營模式，更進一步結合利用電廠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達到固碳作用，以創造再生

能源、化妝品及醫藥用品之願景。這樣整合型的藻類利用技術，理所當然受到大家的關注，

然而往往理想跟現實仍有層層的阻礙，各國代表探詢規模及可行性評估時，Choul-Gyun Lee

教授表示由於綠島建構在海上，在亞洲仍無法避免颱風等自然災害的肆虐，尤其在半透膜

的技術上仍無法杜絕其他藻類汙染與細菌、病毒的入侵。 

主題四 臺灣生物技術產業化分享 

雖然我方的發言可能因臺灣並非 OECD 會員國或基於政治的考量因素而未列入先前議

程中。然議程結束前計畫統籌人 Torgeir Edvarsen，特別以臨時動議的方式慎重介紹來自臺

灣中央科學研究院吳秘書長，秘書長從臺灣如何推動農業生物技術產業化發展的政策，設

置生物技術產業化辦公室，加強產學合作，在技術面上論及水產技術應用於改善養殖魚類

的成長與健康、螢光觀賞魚的研發、水產疫病的監控、高品質蝦類的育種、基因工程產製

富含3 脂肪酸之吳郭魚，最後秘書長亦說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技轉魚鱗膠原蛋

白、褐藻醣膠、水產磷脂質等成果；我方的發言含括政策面、技術面，兼具創新與務實的

研究，成功獲得各國代表的青睞。討論時我方代表吳秘書長也提到臺灣利用魚鱗開發人工

眼角膜的案例，目前也已經進到臨床研究階段；另外，在基因修飾食用魚或是觀賞魚產物，

雖礙於目前臺灣的法規仍無法上市，但基因工程的生物技術卻已為醫學或科技帶來不可忽

視的奉獻，未來在有條件的法規及制度管理下，利用海洋生物技術幫助人類的健康與福利，

也將成為科技發展的重點，我們必須正視，也將勇於接受挑戰。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CBsQFjAAahUKEwiVos3nqenIAhUEUaYKHeloC40&url=http%3A%2F%2Fwww.inha.ac.kr%2F&usg=AFQjCNE3HSwscuc31ajjJGGsvPlZuk3D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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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主持人 Ionan Marigomez 摘要了今日議程的重點，並邀請各國代表晚宴餐敘。 

西班牙的飲食文化 

第一天會議結束後，約莫 20 分鐘的車程，晚餐的地點在近戈爾利斯的一座山丘上，

俯瞰整個普倫西亞海灣享受典型西班牙餐點。各國代表在餐廳外的小酒吧交誼談天，直

到晚間九點半才進入餐廳用餐，在等待上菜的同時，韓國 Choul-Gyun Lee 教授不斷勸酒，，

在一陣把酒言歡，酒酣耳熱之際，見識了西班牙人的豪邁，整隻半熟的牛腿上桌，隨饕

客取用，在鐵盤上現場烹調喜好的熟度，難怪剛剛鄰座的挪威代表在點餐要求幾分熟度

時，不擅英語的西班牙侍者，一臉無辜的表情；另外很難想像西班牙的晚餐居然持續到

午夜 12 點半，才上餐後點心及咖啡，約莫凌晨兩點各國代表才回到下榻飯店。 

第二天的會議 

30 日早晨，下樓享用早餐之際，南非開普敦大學 Vernon Coyne 教授在樓梯口見到我

方代表背著第 10 屆亞太水產學年會的背包，興奮秀出他同款第 9 屆的背包，表示他與學

生亦曾參加在日本舉辦的會議。Vernon Coyne 教授的研究主要是探討鮑魚對攝取藻類多樣

性研究，以及對消化道中菌相的影響，應用益生菌強化鮑魚的免疫力，增加成長的速度

等，職也分享自己的研究。用餐後巴士已在門外守候，抵達會場入座後，主持人 Oystein Lie

簡單摘要前一天會議的重點及今天進行的兩個主題，並表示各國代表的發言及建議將會

被記錄在紙上，在整合確認後遞交指導小組，最終的報告將於 2016 年於韓國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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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1 海洋的健康 

由義大利沿近海海洋環境所資深研究員 Laura Giuliano 與各國代表分享，海洋健康的保

護與管理相關的研究，Laura Giuliano 研究員首先以 SWOP 分析點出目前海洋環境資源所遭

受的威脅，包含原油的汙染、過度捕撈、海水酸化、生物蓄積、多氯聯苯及微塑化粒子汙

染等現象，說明海洋環境生態的每況愈下。然而若能善加利用海洋資源，藉由開發生物感

測器、生物整治及修復、整合多方的研究、尋找海洋中具有生物活性的物質及材料，或開

發機能性微生物產製多醣體或酵素，必能創造海洋資源的商機。但在開發上述商機之前必

須面臨的瓶頸包含：大量的研究開發資金、單一產業低附加價值、製程量化的困難及難以

永續經營的困境。Laura Giuliano 明確指出解決資金的問題必須藉由學術與產業的聯盟(職聯

想到臺灣有農業生物技術產業化推動辦公室)，低附加價值需要靠整合生物產業的族群形成

產業聚落(職聯想到有屏東農業生技園區)，製程量產需建構生物煉製廠，產業永續經營則

需要靠海洋環境資源的有效管理及經濟規模的推動。更進一步 Laura Giuliano 研究員認為未

來新的海洋生物資源，應該是整合型產業"All in one！”同時具備產製不同產品的能力。另

一方面，在生物整治海洋環境汙染的面向上，Laura Giuliano 研究篩選能夠分解長鏈碳氫化

合物的解烴菌(Hydrocarbonoclastic bacteria)，這些微生物具備化學趨向反應(Chemotaxis 

response)及產製生物表面活性劑特性，能有效分解油汙，達到生物整治的功效。Laura Giuliano

更深入的解釋微生物所具備的化學趨向反應，就像是生物體遇到冷熱變化時所會產生的熱

休克蛋白(Heat shock protein)的機制一樣，例如：嗜冷菌(Psychrophilic bacteria)的抗寒基因，

類似的在烷烴降解菌在面對油汙(長碳氫鏈化合物)也會有類似的機制存在；另外像是利用

甲殼類的外殼產製可分解性生物塑料，或利用牡蠣殼製備生物表面活性劑(讓職聯想到水產

試驗所加工組研發的牡蠣殼粉應用在水質處理上)等等。最終 Laura Giuliano 指出海洋的健

康、海洋環境的永續經營需要靠海洋生物技術的經驗累積，然而過去歐洲國家多注重於高

價藥品或化妝品原料的開發，鮮少注意到海洋環境維持的重要性，反觀在亞洲太平洋(APAC)

周遭的國家似乎在這方面的研究較多，因此建議若有需要，能向國外採購相關的技術，在

未來還有更多海洋相關生物技術仍需努力。 

主題 2 人類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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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洋生物技術應用之於人類健康主題上，邀請到美國安默斯特學院 Dominic Poccia

教授，分別以人類健康、生態基礎研究及海洋研究站三個面向，論述海洋生物科技之發展。 

 

首先 Dominic Poccia 教授引述了各國知名海洋工作站的成立，包含： 

 羅斯科生物研究站 ，法國(1872) 

 那不勒斯動物研究站, 義大利(1872) 

 斯德哥爾摩研究站，瑞典(1877) 

 普利茅斯海洋生物協會，英國(1884) 

 濱海自由城海洋觀測站，法國(1885) 

 三崎海洋生物研究站，日本(1886) 

 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 麻薩諸塞州,美國(1888) 

 冷泉港實驗室, 長島, 紐約(1890) 

 濱海巴紐爾斯海洋觀測站, 法國(1891) 

 史坦佛大學賀普金斯海洋觀側站, 蒙特羅, 加州(1892) 

以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為例，西元 1888 年哈佛學生 Alpheus Hyatt 在成立海洋工作站之時，

曾寫下經典的一句話” Study Nature not books”，更表示海洋研究站主要的目的在於設計一

階段的暑期學程，提供海洋生物之生物學研究用，其中很重要的三個功能便是研究、教育

及探索監控管理海洋(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1930年)，在研究上可分為基礎研究及應用研究，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cad=rja&uact=8&ved=0CCIQFjABahUKEwj5-fbz1JfJAhUDFZQKHSdqAX4&url=https%3A%2F%2Fzh.wikipedia.org%2Fzh-tw%2F%25E9%25BA%25BB%25E8%2596%25A9%25E8%25AB%25B8%25E5%25A1%259E%25E5%25B7%259E&usg=AFQjCNF_a9wRHzZ1w0B6ZIC0fy9gCPixu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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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上可提供專業海洋科學或一些海洋相關學系課程、博士後研究等等。更進一步，

Dominic Poccia 提到伍茲霍爾海洋生物實驗室的學程通常是暑假約6~8週的學程，課程包含：

近年來寄生蟲生物學的研究、胚胎發育生物學的概念及技術、探索生殖學、微生物多樣性、

神經系統與行為學、現代細胞生物學、生理學、生物化學及基礎顯微鏡及相關儀器設備之

操作等等；再進階的課程則開設一些像是光學顯微鏡的定量分析、生物學實驗設計、細胞

生物發育的影像分析、探索寄生蟲和寄主之間的關係、幹細胞研究、發育階段基因調節與

訊息網絡、神經科學研究及斑馬魚發育和基因學研究等等的課程。 

在這樣的研究環境下自然而然會孕育出很多創新傑出的成果，像是 1862~1915 年德國

Theodor Boveri 研究海膽卵子染色體在受精後的細胞有絲分裂，延續到 1979 年，英國科學家

Tim Hunt 發現調控細胞週期中的關鍵調節因子，而獲得 2001 年的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又

如Avram Hershko 和 Joan Ruderman 發現”泛素(Ubiquitin)”涉及癌症、肌肉或神經相關疾病、

免疫和發炎的機制，亦獲得 2004 年諾貝爾獎，而這些偉大而傑出的研究，有很多都出自於

海洋生物實驗室。 

另外，海洋中有很多的模式生物可應用到生理學研究，例如：中華絨螯蟹作為腎臟調節滲

透壓或糖尿病引發視神經損傷的基因表現研究，又如海蝸牛對於學習誘導神經元表現神經

傳導物質、魷魚非常長的神經元軸突用來研究神經動作時鈣和酸鹼質的調節等等。在海洋

生物分離出來的化合物被應用到醫藥用途上，包含一些正在進行臨床試驗或已經經過美國

食品藥物管理局許可上市的用藥。像是藥品”維爾靜脈注射液”VIR-A 是一種治療泡疹病

毒所引發腦膜炎的用藥，它最早是分離自海綿；麻醉藥 Prialt 一種鈣離子通道阻斷劑是分離

自芋螺(Conus spp.)所產生的毒素；抗癌藥 Cytosar-U 用於治療急性白血病，也是分離自海綿

的成分等等。這些皆可看出海洋資源研究在人類健康研究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在海洋生態基礎或應用的研究上，Dominic Poccia 教授認為，常是因為好奇心驅使進行這方

向的基礎研究，研究生物多樣性進而到生物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反觀海洋工作站所執

行的應用研究，則通常是為了解決海洋環境問題或管理海洋資源而設立一些短程的目標。

而這些基礎生態學的研究和人類的健康有什麼關係? Dominic Poccia 進一步說明大約有 60%

抗腫瘤或抗微生物藥物是天然來源發現的，例如：為了撫育幼子，從企鵝的胃囊中所保存



 

 

21 

 

的魚所發現的抗菌胜肽，可用來治療金黃色葡萄球菌及黴菌屬的感染。另外像是黃石公園

溫泉中的微生物可分離 DNA 聚合酶，可應用作為基因重組、診斷測試、重組治療等研究；

寄主及寄生蟲的模式可應用為流行病學研究，感染疾病的管理方法等等。 

最終，Dominic Poccia 教授指出目前海洋生物生物技術所面臨的問題包含： 

1. 什麼是當前海洋生物醫學最重要的目的? 

2. 如何能兼顧維持現有生物亦能發展水產養殖? 

3. 如何協調平衡各種開發成果及其背後所產生的影響? 

4. 對下個世代，我們需要提供什麼訓練與教育? 

5. 海洋生物技術的瓶頸還有哪些? 

6. 如何適當的將基礎研究融入海洋生物技術? 

7. 海洋工作站在生物技術發展上的角色是捨麼? 

8. 海洋工作站如何能提供優勢? 

9. 什麼適當的方法能讓私人的研究得到政府的贊助、能連結基礎研究與實際應用、能灌

注短期的目標得到長期的投資？ 

Dominic Poccia 教授分享了許多美國在面對海洋生物科技未來規劃藍皮書的經驗，各國代表

亦非常好奇，美國地大物博，有很多州甚至沒有靠海，如何能發展蓬勃的海洋生物科

技?Dominic Poccia 解釋實驗室間的合作是重要的關鍵，這樣的合作關係不僅止於國內，更

可以是國際間，藉由不同背景人才互相的交流自然而然孕育出更多的創新與發明。在研究

資金的議題上，Dominic Oiccia 教授也分享，2006 年美國研究私募資金約 190 億，其中約有

25% 用於健康研究相關議題，3%用於基礎生物學研究，而政府所推動的短期目標希望到

2011 年，研究資金可達 6300 億，其中基礎研究佔 14%，應用研究佔 24%，推動發展約佔

62%。 

會議的最後由主持人 Oystein Lie 為今日的議程簡短的陳述重點，並由計畫統籌人 Torgeir 

Edvardsen，總結兩天密集的會議，感謝各國代表熱情的參與，並重申各國代表所提的意見

將被記錄下來，並基於查塔姆研究所守則(Chatham house rule，註:各國代表自由發言不具名)，

並將於彙整再確認後，遞交指導小組，統一於 2016 年於韓國對外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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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不免俗的我方代表在 OECD 專題研討會立牌前合影，見證臺灣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一

刻，也為此趟西班牙之行畫下完美的句點。 

 

後記 

與各國代表用完午餐後互道珍重再見，回到下榻旅館後已近傍晚，趁著天色未暗，前往當

地超市 Eroski，我方代表順道查訪當地食用水產品的種類及水產加工品，採買了當地的水

產罐頭回國分享同事。 

 

  



 

 

23 

 

心得及建議 

借鏡 OECD 對海洋生物科技產業化相關政策法規的訂定 

從參加本次歐盟國家為主的 OECD 會議，不難看出歐盟未來海洋政策或海洋生物技術

產業的發展，是非常有規則地在鋪陳，從 Torgeir Edvardsen 的引言中，發現歐盟在規劃未

來生物科技發展的方向其實並不盲從，他們會先評估發展後的風險及可能造成的危害，

再評估技術發展的可行性，資金是否足夠等，若產生危害該如何降低以及後續的管理，

最後才會作出適當的政策規劃。上述過程與食品安全管制系統中”危害分析與重要管制

點(HACCP)” 概念十分雷同，在欲發展海洋生物科技產業的同時，不以營利為第一考量，

並把 HACCP 的概念應用在法規或政策規劃上，是我們可以學習的方向。另外，藉由邀請

各國專家與會分享已開發或開發中的技術，再藉各國代表從不同觀點上的分享與挑戰，

使得OECD能用更宏觀的視野訂定未來正確的海洋生物科技發展規範；此種會議的模式，

若能建立在國內研究方向的規劃或是政策法規的制定上，讓官方單位能以高角度的視野，

作出最佳的選擇，將有助於臺灣未來海洋科技的發展與國際接軌。 

政府在未來海洋生物科技上的挑戰 

本次會議中，Kathleen D’Hondt 分別以產、官、學、研觀點分析未來海洋生物科技

所將面臨的挑戰，其中明確地指出政府單位未明確訂定官方的發展管道及政策、缺乏研

究財力的投資、封閉的研究系統、不常建立國際間的合作關係、錯誤的目標與內容等缺

失，亦都反映在國內生技相關產業發展上。國內從基因轉殖技術到螢光觀賞魚商品的成

就，舉世聞名、有目共睹，然在產業化的過程卻篳路藍縷，至今仍坐困愁城，一籌莫展。

諸如很多生物科技上的發展沒有適當的政策法規可以依循，加上國內市場較小，無法負

擔高風險的研發成本，國際間的合作多僅侷限於學界的研究，難以真正落實到產業，若

能在法規訂定的同時廣邀各國專家的參與，或許有助於提升國內海洋生技產業國際化。 

臺灣的海洋資源不只是饕客口中的海鮮 

本次會議內容顯示，海洋之浩瀚，物種之繁多；分析各國代表專長，更是包羅萬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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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領域相當廣泛，從挪威 Odd Magne Rodseth 分享在鮭、鱒魚等水產品的研究與發展，

深入到族群分布乃至於基因溯源等生物技術；來自大陸的池振明教授發表海洋酵母菌種

源庫的建立，菌種的發酵特性到酵素的利用，以及應用到生物可分解性塑膠或高價化妝

品原料；韓國 Choul-Gyun Lee 探討如何利用藻類養殖系統的研究，整合能源、海洋環境

與醫藥；秘書長所論及的水產技術應用於改善養殖魚類的成長與健康、螢光觀賞魚的研

發、水產疫病的監控、高品質蝦類的育種、基因工程產製3 脂肪酸及產業化技轉魚鱗膠

原蛋白、褐藻醣膠、水產磷脂質等成果；義大利海洋環境毒物學家 Laura Giuliano 探討生

物感測器、生物標示、生物分析、生態整治及生態再造的方式來管理健康的海洋；美國

安默斯特學院 Dominic Poccia 教授從人類健康的觀點，談論目前海洋來源藥物的發展、未

來海洋活性物質的開發市場，及當今海洋生物科技在人類健康上所賦予的願景等等。顯

示未來海洋生物技術發展的多元化，生質能源產業、蛋白質需求、生物材料化學物、精

緻食品、化妝品原料到醫藥開發。會議期間中國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池教授，表明臺灣

河口生態之豐富，在他的研究計畫中與新竹教育大學老師長期合作，收集建立臺灣河口

酵母菌種源庫，研究分析其特性，篩選功能酵母，應用於工業發酵。因此，海洋資源絕

對不只是饕客口中的海鮮而已，臺灣的海洋資源絕對是我們的國家寶藏。 

水產試驗所，下一個走向國際化的海洋工作站 

顯而易見的是海洋研究站可能是左右未來海洋經濟發展相當重要的因素，依 Dominic 

Poccia 教授引用美國對海洋生物技術發展藍皮書的建議，海洋研究站的使命應是著重教

育、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我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相當於本次會議中海洋

研究站的角色，相較於過去所認識的水產試驗所，近年來暑期的研究生或博士後研究人

員也明顯變少，加上人力結構上改變，取而代之的是派遣與臨時人力，人才明顯外流，

海洋技術相關科系的學生，畢業若不是茫然地報考研究所，也多是無法順利銜接相關工

作，多年國家補助的專業教育，達不到預期推動海洋經濟的願景，這些都是未來執政者

該深思熟慮的方向。臺灣四面環海，擁有絕佳的海洋研究環境，水產試驗所全臺共有 9

大分所，若能仿效全球知名海洋研究站，在教育、研究及發展上的比重，並能學習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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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驗，尋求私募研究基金的贊助，吸引各國專家進駐研究，與國內學者進行交流，建

立各專業研究人才庫，相信水產試驗所將是下個國際知名的海洋工作站。 

看見臺灣為海洋經濟發展的努力 

參加本次 OECD 主導「海洋經濟之未來」研究專案之「海洋生物技術長期發展潛力」

專題研討會，我方代表自奉派後積極尋找各國參與代表資料到沙盤推演議程演進，並一

而再再而三的被大會主席要求修改臺灣或中華臺北的標題等等，實在感受到臺灣在參與

國際組織之困境。經歷本次會的洗禮，深感臺灣在國際社會中邊緣化危機，因此對於經

濟部國貿局積極延攬國內專業人才代表臺灣參與國際事務，表示極為認同，並且期望能

有更多海洋生技人一起參與國際事務，為創造屬於臺灣海洋經濟未來而努力。 

基因修飾產物和生態維護的衝突 

前述曾提及在本次會議中各國代表不乏生態學家，在討論的過程中，多有論及基因轉

殖作物對生態環境產生影響，面對全球人口與日俱增，糧食短缺的危機，亦迫使對開發

基因修飾作物研究相對保守的歐盟國家，不得不正視此議題，雖然會議中各國代表仍質

疑基因流布的風險與危害，但妥協的是，似乎在部分非食物用飼料原料中，已能有限度

的開放基因修飾作物的使用。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在一些弱後的國家，因為糧食短缺

需求，所以需要借由科技來提高作物的產能或對惡劣環境的抵抗能力，不可否認的基因

修飾作物也確實提供了部分的糧食需求，但我們也深信基因修飾的產物是必須經過完整

的規劃與監督，期許無論是生態環境或基因分子生物學的研究都能更上一層樓，為創造

糧食需求和生態維護雙贏的地球而努力。 

3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全球趨之若鶩的寶藏 

除了基因修飾作物之外，統計本次的專題討論中的主題，不難看出魚油或3 多元不

飽和脂肪酸在醫藥或食品領域的重要性，挪威 Odd Magne Rodseh 總監說明鮭魚染色體上，

合成多元不飽和脂肪酸相關基因的研究；韓國 Choul-Gyun Lee 教授談論藻類養殖時除了工

業用能源外，在食品領域的應用議提供了大量的多元不飽和脂肪酸；本國吳秘書研究團

隊，成功的以基因轉殖技術，提高吳郭魚肉中多元不飽和脂肪酸的含量及水產試驗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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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磷脂質型態的 DHA；Kathleen D’Hondt 引證統計的資料，更指出全球對含有3 多元不

飽和脂肪酸食品的需求，至 2010 年也已經達到 15950 億美元，這些都足以顯示3 多元

不飽和脂肪酸對維持人類生理機能的重要性。臺灣四面環海，海洋資源為3 多元不飽和

脂肪酸主要的來源，無論是植物性藻類來源 PUFA 或是動物性魚油產製多不於匱乏，然

而國內魚油市場卻多仰賴進口原料，推測因為缺乏量產魚油之精煉廠、小型水產加工的

分散、缺少產業聚落等因素，未來若能參考國外經驗，將3-多元不飽和脂肪酸納入水產

加工產業鏈中，集中水產加工副產物資源，在適度的管理之下，形成產業聚落，相信臺

灣也能出口全球趨之若鶩的寶藏。 

綜觀本次會議，我方代表務實的分享臺灣海洋生物技術發展經驗，並藉由參與本次國

際組織會議，以科學研究的成果讓全球看見臺灣，實為繳出一張成功的外交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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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各國代表參於人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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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會議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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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巴斯克大學海洋研究站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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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分享臺灣海洋生物技術產業化經驗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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