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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報告

國立高雄海洋技術學院

校  長   陳  哲  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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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海南與湛江大學暨漁業相關考察報告

國立高雄海洋技術學院

校長陳  哲  聰

摘    要

海南大學與湛江大學創校迄今，積極努力推動各項重點學

科建設，注重素質教育、科學研究及技術推廣，積極拓展對

外學術交流活動，培養學生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為國家培

育出許多傑出的海事菁英。藉由本次考察行程，了解兩校之

沿革、系所、課程規劃、師資、教學資源、與他校學術合作

交流情形，特別是提供學生寬敞完備的實習空間及配備，仍

是我校仍再努力的方向。未來將積極爭取我校與兩校間學術

交流、互訪的機會，由多元化學術文化交流中，使本校師生

汲取國外新知及經驗。



壹、目     的

我國水產教育近百年歷史，政府遷台之後，積極發展海事

與水產教育，四十餘年來各級海事水產學校先後成立，各大

學中亦增設海洋與漁業之研究科系。自早期初職、中期高職

與專科，以至於近期之技術學院、科技大學，培育出許多海

事、商船、水產業界菁英。隨著科技快速發展與產業結構的

急速轉型，使中、低層技術人員需求大幅下降，企業界越來

越需要年輕、教育程度高，並具專業能力的人才，以面對現

實國際競爭壓力，應擺脫傳統知識殿堂、學術象牙塔與技能

養成所的定位觀念，強化實務學習內涵與特色，使之朝向多

元化發展。

學生入學管道較過去多元化，而大學院校激增及就學人口

逐年減少，再加上兩岸及國際學術間之交流，未來前往國外

或大陸進修之學生勢必增加，招生市場所面臨之競爭者將日

益增加。為因應上述等巨變，本校應朝向國際化、資訊化及

未來化發展，國際化方面可成立國際交流委員會，與國外訂

定學術合作及姊妹校關係，使師生前往姐妹校進行技術或學

術交流，培養恢宏的國際觀，此外，積極爭取主辦國際會議，

鼓勵教師參加。資訊化方面，改進教育行政之資訊流通系統、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及辦公室自動化系統，並提升網路效率及

強化資訊流通。未來化方面，為使學生能認清改變中的世界，

以面對潮流趨勢進而創造未來，將設計如未來海洋科技及未

來經濟學等課程，並將聘請國外專業學者，蒞校指導相關之

訓練課程。

中國大陸為世界海洋大國，藍色海洋國土面積 300 萬平

方公里，海洋資源豐富、種類眾多。已發現的近海生物資

源物種達 2 萬多種，海產魚類逾 1,500 種，產量大宗者計

二百餘種。中國農業部在 1999 年提出海洋捕撈產量實現



“零增長”，不是要求海洋捕撈業停止發展，而是提出了

更高要求，即海洋捕撈業轉變傳統粗放型產量增長模式，

要以科學技術為先，做到產量效益型向產值效益型轉變。

大陸近海漁業的主體是拖網作業，要進行作業結構調整。

大陸方面對近海型的漁撈作業已逐漸壓縮它的發展空間，

而全力朝向遠洋漁業挺進，大陸漁政部門分析認為，但從

其資源量來看，發展遠洋漁業潛力仍然很大。

中國水產總公司的統計年報匯總， 1999 年中國水產品

總量為 4,122.43 萬噸，較 1998 年增加 215.78 萬噸，增長

5.52﹪；其中海洋捕撈 1,497.62 萬噸，增加 0.95 萬噸，增

長 0.06﹪；海水養殖 974.30 萬噸，增加 114 萬噸，增長 13.29

﹪；內陸捕撈 228.54 萬噸，增加 0.5 萬噸，增長 0.22﹪；

內陸養殖 1,421.97 萬噸，增加 100.06 萬噸，增長 7.57﹪。

總產量中，捕撈產量 1,726.16 萬噸，占總產量的 41.87

﹪；養殖產量 2,396.27 萬噸，占總產量的 58.13﹪。海水產

品產量 2,471.92 萬噸，占總產量的 59.96﹪；內陸水產品產

量 1,650.51 萬噸，總產量的 40.04﹪。海洋捕撈產量中，遠

洋漁業產量為 89.91 萬噸。

水產養殖面積 6,291.19 千公噸，其中；海水養殖面積

1,094.95 千公頃，增加 90.54 千公頃，增長 9.01﹪；內陸養

殖面積 5,196.24 千公頃，增加 115.62 千公頃，增長 2.28﹪；

其中池塘 2,145.11 千公頃，增加 59.54 千公頃，增長 2.85

﹪。



貳、過     程

日       期 行  程  安  排 備                  註
2001/01/16 前往中國大陸 起程前往中國大陸海南省

2001/01/17 拜會海南大學 1. 瞭解該校現有系所及教學資源
2. 對外學術交流及產官學合作情
況

3. 與會人員：
楊雲山   香稻研究中心副主任
曾   嶒   水產養殖專業
張壯林   農學院長
周永山   海  洋  系

2001/01/18 拜會海南省三亞

市海洋局局長石

福

參觀三亞國家珊瑚礁自然保護

區

2001/01/19 搭機前往

湛江大學

晚間拜會該校研發長

2001/01/20 拜會湛江大學校

長

1. 瞭解該校現有系所及教學資源
2. 對外學術交流及產官學合作情
況

2001/01/21 廣東省沿海 參觀海南省沿海箱網養殖場了解

養殖與經營現況

2001/01/22 返       國 經香港返台北轉高雄



參、海南省海南大學及廣東省湛江大學簡介

一、海南省海南大學

1.現    況

海南大學建校於 1983年，依市瀕海占地面積近 3,000畝，

其全校建築面積達 22 萬平方公尺，為海南省屬唯一一所綜合

性大學。1998 年，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海南大學成爲

碩士學位授權單位，實現了海南省屬高校碩士點零的突破。

1999 年，由於教學質量和學術水平的迅速提高，該校教務處

被國家教育部評爲全國普通高校優秀教務處，《海南大學學

報》社會科學版及自然科學版兩種學術刊物，分別被評爲全

國百強社科學報及榮獲教育部頒發的優秀自然科學期刊三等

獎。在新近公佈的 2000 年中國大學排名榜中，該校排名迅速

上升到目前全國非重點大學（計 920 所）的第 104 位，居海

南省所有高校第一位。目前全校在校學生計 7,000 餘人。經

過十七年的艱苦創業和開拓進取，學校各項事業迅速發展，

具備了較高的水平，形成了鮮明的特色。

2.教學體系與課程

擁有 7 個一級學科及 40 多個二級學科，學院方面：設立

理工、資訊、農學、經濟、法學、文學、旅遊、藝術、高等

職業教育及成人教育等 10 個學院，公共教學單位方面：社科

部、大學英語部、體育部等。研究機構方面：設有生物科學

技術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資訊科學技術研究院等計

20 餘個。

設置化學工程與工藝、土木工程、電子資訊工程、電腦

科學與技術、農學、水産養殖學、國際經濟與貿易、金融學、

工商管理、會計學、法學、漢語言文學、英語、音樂表演、

藝術設計、旅遊管理等 16 個本科專業，以及若干個相關專科

專業以及會計電算化、商務電  子技術等 10 個高職專業，開

設一千多門課程。1997 年，開始啓動重點學科建設，經廣泛



論證並經省政府認可，確立了化學工程、水産養殖、通信與

資訊系統、生物技術、訴訟法學、現代經濟理論、比較文學

及西方哲學等 8 個校級重點學科。1999 年，增加建設世界經

濟、民商法學、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教育 3 個校級重點學

科，迄今各重點學科實力明顯增強，成功動全校其他學科的

發展，爲海南相關産業的發展和生態省建設以及文化、法制

等精神文明建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並在全國學術界産生影

響。

3.實習場所

擁有 13 個理工、農科基礎實驗室及 6 個專業實驗室（設

有生物技術省級重點實驗室、30 多個語言實驗室、電腦基礎

實驗及多媒體教室）。校外實習農場 752 畝，校內水産養殖實

驗場 35 畝，生物技術研究基地 32 畝，校外實習基地近 30 個。

4.館藏與網路資源、師資

建立了與中國教育科研網、國際互聯網聯接使用率較高

的電腦校園網；圖書館藏書共 45 萬冊並以自動化管理。全校

教職工計 874 人，具有高級專業技術的教師計 222 人，其中

教授計 50 人；具有碩士以上學歷的教師計 226 人，其中博士

計 42 人；榮獲國家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享受政府特殊津

貼專家、海南省有突出貢獻的優秀專家等計 65 人。

5.國內外學術交流

過去曾多次與國內外高校及社會各界密切聯繫與合作，

並與 13 所國外高校建立正式校際友好關係，與日本、韓國、

新加坡、泰國等國家，以及港、澳、臺等地區相關大學均建

立了校際合作關係，此外，更加強與歐美、澳洲高校間的交

流，積極鼓勵本校專家、學者參加國際性學術交流活動；持

續擴大與國內高水準大學的實質性合作，實施與南京大學、

北京航空航太大學、華中理工大學、同濟大學、四川大學等



合作專案，積極促進海南省對外文化學術交流。再者以産學

研一體化，與社會各界建立優勢互補、資源分享的合作辦學

關係，全力推進海大資訊産業園及海南大學旅遊學院等大型

校企合作專案，積極與企業界開展精細化工産品、水産養殖

産品、農業新品種等研究開發合作，促進科技成果産業化。

二、廣東省湛江海洋大學

1、組     織

學校設有水産學院、農學院、工程學院、成人教育學院

（中央農業管理幹部學院湛江水産學院分院）、職業技術學

院、經貿學院、外語系、基礎部、社科部和體育部等教學院

系部，正在籌建航海學院、科技學院；設有水産養殖學、海

洋漁業科學與技術、輪機工程、熱能與動力工程、機械設計

與製造及其自動化、海洋船舶駕駛、食品科學與工程、建築

環境與設備工程、電子資訊工程、電腦科學與技術、經濟學、

農學、動物科學、園藝、經濟管理、英語等 28 個本科專業，

以及水産養殖、水産品加工與貯藏工程兩項碩士點，自 2000

年開始招收外國留學生。

學校由本專科教育到研究生教育，自職業教育到留學生

教育的多層次人才培養體系。目前在校學生計 10,000 人，分

別來自全國二十多個省市、自治區。學校現有教職工一千一

百多人，專任教師近五百人，其中正副教授計一百五十餘人。

近兩年來廣招賢才，聘請較多的教授和博士，引進一批優秀

人才將陸續應聘工作。

2、研究和技術推廣

學校注重科學研究與技術推廣，設有海洋生物研究所、

海洋技術經濟研究所、農業生物技術研究所，以及全國唯一

的珍珠研究室及陳設近 3,000 種海洋生物標本的水生生物博

物館等 14 個科研機構。珍珠養殖技術、魚蝦養殖及育苗、網



箱養殖、魚類病害與防治、雜優水稻育種、香蕉良種快繁等

一批技術成果得到廣泛推廣應用，並取得經濟效益和社會效

益。湛江海洋高新科技園，作爲發展海洋經濟、哺育海洋高

新技術産業的場所。

3、學術交流

學校積極開展對外學術交流活動，先後與歐美、日本、

澳大利亞等國家和臺灣、香港、澳門地區之同行建立學術聯

繫，並與青島海洋大學，臺灣海洋大學建立姐妹學校關係。

此外，聘請世界著名生物學家、美籍華人牛滿江教授、中科

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劉建康教授、日本著名水産專家三千三教

授等著名學者爲學校名譽教授。學校十分重視素質教育，以

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與實踐能力，學習風氣濃厚，課外科技、

文體活動豐富多彩。該校學生在廣東省及粵西高校各種科

技、文體賽事中屢創佳績。學生畢業後在全國各地的企事業

單位、科研、教育及政府管理部門從事技術與管理工作，備

受僱用單位青睞，並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發揮很好的作用，

成爲各個部門骨幹力量，其中不少人已走上領導崗位或成爲

專家、教授、工程師和農藝師等。



參、心   得

1.師資陣容提昇

目前這兩所大學創校迄今，積極努力推動各項重點學科

建設，認真實施跨世紀人才工程，持續採行特殊優惠政策，

以提高高層次人才引進，並鼓勵在職優秀教師攻讀博士學

位，進一步優化教師隊伍結構，提高學校整體水平。

建立健全內部競爭激勵機制，實行責任教授崗位制度以

及教學科研工作獎勵辦法、中青年學術骨幹獎勵辦法等改革

措施，對教學及科研人員，依教學工作實績、科研立項及科

研成果予以計分獎勵，充分調動教師和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和

創造性，促進中青年學術骨幹脫穎而出，明顯推動學校教學

質量及學術水平的提昇。

2.積極推動學術文化交流活動與各界合作

藉由與國內外學府間的學術交流活與互訪，不僅汲取各

校特有的特質與各項新知，並激勵師生求新求進的動力，提

昇學校整體的教學與學習風氣。透過與產、官、學間的密切

合作，不僅提供學生多元化的實習機會，累積實務經驗。



肆、建     議

藉由參觀拜會大學的活動中，我們看見了該校辦學的卓

越績效與豐碩的成果，成功地帶動地區的進步與繁榮，更為

中國大陸地區培育出許多優秀的菁英及中流柢柱。執筆至

此，亦堅定了我們持續求新求進的腳步與信念，本校未來持

續努力的方向如后：

1. 積極爭取與產、官、學界國際合作的機會。

2. 積極推動與國內外學校學術交流與校際互訪。

3. 因應產業界需求增設相關科系，培育相關人才。

未來本校除持續推動產學合作、擴大技術服務，更積極鼓勵

中外學術研究及互訪，更希望政府能寬列相關預算，以發展

多元化學術文化交流，俾使全體師生汲取國外新知與學術資

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