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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局係太平洋港口協會(Association of Pacific Ports，簡稱 APP)之會員，該協

會每年召開一次會員大會，本屆年會由美國奧勒岡(Oregon)州之尤瑪提拉港 Port 

of Umatilla 主辦。主要活動包括協會執行委員會議、開幕典禮、專題演講、參訪

活動以及會員大會等。 

本屆年會共有來自美國、加拿大、薩摩亞群島、馬紹爾群島及臺灣等地約

40 個會員組織及團體參加，並安排各種港口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

講題涵蓋未來全球經濟預測、港埠設施發展趨勢、綠色港口、複合運輸、港口安

全等範圍。本局代表並應邀進行一場專題演講。 

本次行程並參訪塔可瑪港，由該港理事會主席 Mr. Don Johnson 及局長 Mr. 

John Wolfe 率同相關主管參與相關之座談討論，對於雙邊之營運發展情形以及港

口組織型態、環境保護等議題進行了廣泛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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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與目的 

港口經營是一種國際性的事業，各港口間雖然不免互相競爭，但彼此間仍常

有聯誼活動，依地域性質或特定宗旨組成相關之協會或組織，定期邀集港口管理

人員及專業人員聚會交流，分享經驗及看法，甚至研商相關問題之解決之道。 

因此本局亦早已申請加入成為太平洋港口協會(Association of Pacific Ports，簡

稱 APP)之會員，該協會每年召開一次會員大會，本屆年會由美國奧勒岡(Oregon)

州之尤瑪提拉港 Port of Umatilla 主辦，於 7 月 18 日至 7 月 21 日在美國的 Skamania 

Lodge 舉行。本屆年會大會主席 Mr. Kim B. Puzey 及執行長 Dave Hunt 於 99 年 4

月 26 日來函邀請本局蕭局長參加年會，並特別邀請蕭局長發表一場專題演講。 

身處高度競爭的海運環境，除應以良好的港埠經營管理，將港口的優勢充分

發揮外，如能藉由觀摩其他港口在發展過程所遭遇之問題及解決策略，汲取經驗

作為本港未來發展時之參考，則對本港之經營亦可有所助益。而由於參加該協會

之年會不但可與美西及環太平洋許多港口之高階經理人加強互動，並可透過研討

以及想法與經驗之交流，激發創造性的構想，乃是十分有意義之國際參與活動。

惟蕭局長因公務繁忙且另有其他行程，不克親自前往，遂指派本局張主任秘書國

明率工務組規劃科蘇建榮科長參加，並由張主秘代表局長擔任年會專題研討議程

之主講人。 

同時由於本次開會地點位於美國西岸地區，與台灣相距遙遠，人員往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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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為發揮本次公務出國的 大效益，乃奉指示順道前往參訪鄰近之姊妹港－

塔可瑪港(Port of Tacoma)，以進行觀摩與交流，做為本港未來發展及經營管理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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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安排 

本次之會議及參訪活動行程原訂自民國九十九年七月十六日至民國九十九

年七月二十五日，計為期十天，並於出國前簽准自費休假二日。主要活動行程如

下： 

99 年 7 月 16 日 由高雄小港機場搭機至東京成田國際機場

轉機前往美國波特蘭國際機場 

99 年 7 月 17 日  準備年會專題演講資料 

99 年 7 月 18 日～99

年 7 月 21 日 

前往 Skamania Lodge 參加太平洋港埠協會

(APP)第 97 屆年會活動 

99 年 7 月 22 日 前往西雅圖 Seattle 並準備訪談資料 

99 年 7 月 23 日 參訪塔可瑪港(Port of Tacoma) 

99 年 7 月 24 日～99

年 7 月 25 日 

出國前簽准自費休假市區觀光 

99 年 7 月 26 日～99

年 7 月 27 日 

由西雅圖機場搭機至東京成田國際機場轉

機返回台灣高雄小港機場 

 

 



 6

叁、太平洋港埠協會（APP）及本屆年會活動簡介  

太平洋港口協會(Association of Pacific Ports)，簡稱 APP，其成立之宗旨為結

合太平洋沿岸港口管理當局，以共同研討太平洋海運發展趨勢及因應之道，謀求

太平洋地區港口經營效率之提昇及繁榮發展，並經由召開年度會議、舉辦研討會

等方式來促進港口間之聯繫，以加強海運業界之凝聚力，並促成彼此技術知識及

管理專業經驗之交流。 

該協會每年召開一次會員大會，本屆年會由美國奧勒岡(Oregon)州之尤瑪提

拉港 Port of Umatilla 主辦，於 7 月 18 日至 7 月 21 日在美國的 Skamania Lodge 舉

行。主要的活動包括協會執行委員會議、開幕典禮、專題演講、參訪活動以及會

員大會等。年會主席由該港局長 Mr. Kim B. Puzey 擔任。 

本屆年會共有來自美國、加拿大、薩摩亞群島、馬紹爾群島及臺灣等地約

40 個會員組織及團體參加，合計約 60 餘人與會。本屆年會並安排各種港口相關

領域之專家學者進行十五場專題演講，講題涵蓋未來全球經濟預測、港埠設施發

展趨勢、綠色港口、複合運輸、港口安全等範圍。 

除此之外，由於主辦會員港尤瑪提拉港 Port of Umatilla 係位於美國哥倫比亞

河旁之河港，哥倫比亞河是界於奧勒岡州與華盛頓州間的重要河流，本次年會地

點 Skamania Lodge 也位於哥倫比亞河旁，因此主辦單位也特別安排了搭車上溯哥

倫比亞河旁的尤瑪提拉港 Port of Umatilla 與摩諾港 Port of Morrow，以及搭船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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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比亞河往下游至華盛頓州的溫哥華港(Port of Vancouver, Washington)與波特蘭港

(Port of Portland)等參觀行程。因此，專業的專題演講穿插戶外的參觀行程，使四

天年會期間的行程安排十分緊湊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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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屆年會活動及重要決議事項紀要  

一、會議研討內容 

本屆年會共有來自美國、加拿大、薩摩亞群島、馬紹爾群島及臺灣等地約

40 個會員組織及團體參加，合計約 60 餘人與會。會議研討的內容包含有以下數

個重點： 

1.全球經濟預測對太平洋港口之影響（Global Economic Forecasts for Pacific Ports） 

2.農產品遠洋出口之趨勢（Agricultural Exports across the Pacific） 

3.闢建深水航道(Deeper Channels) 

4.興建更堅固、更大的碼頭設施（Stronger Jetties and Larger Docks） 

5.發展綠色港口(Developing Greener Pacific Ports) 

6.拓展太平洋郵輪產業(Expanding Pacific Cruise Business) 

7.複合運輸規劃(Rail/Port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8.強化太平洋港口安全(Strengthening Pacific Port Security) 

二、本局發表的專題演講──更深更好的高雄港(Deeper and Better－

Container Vessels and Cruise Liners in the Port of Kaohsiung) 

本屆年會共安排十五場專題演講。其中，原邀請本局蕭局長發表的專題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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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由本局張主秘國明代表主講。張主秘除代替蕭局長向與會的代表及專家致意

外，並以「更深更好的高雄港(Deeper and Better－Container Vessels and Cruise Liners 

in the Port of Kaohsiung)」為題發表演說。演說主要分為高雄港現況介紹、面臨的

主要挑戰、解決之道以及結論等四個部份(專題演講簡報詳附錄)。茲簡要概述如

下： 

(一)介紹高雄港現況： 

1.高雄港區位：高雄港位於由亞洲連結到歐洲及美洲之海運航路上之有利區位，

已發展為台灣 大的商港及世界主要貨櫃港之一。並由高雄港全球運輸網分佈

來展現高雄港在海運市場的重要性。 

2.高雄港平面佈置：介紹高雄港有 2 個港口，現況水深分別為-11 米及-16 米深；

港內水陸域面積合計為 26.8 平方公里；航道全長 18km；共有 118 座各式碼頭，

其中有五處貨櫃中心。 

3.港埠設施：彙整介紹 118 座碼頭中各類碼頭的數量、船席水深、及碼頭長度等

相關資料。 

4.營運情形：彙整近十年進出港船舶艘數及噸位趨勢圖、貨物吞吐量趨勢圖、貨

櫃裝卸量趨勢圖、客運人數趨勢圖等，以清楚描繪高雄港的營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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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臨的主要挑戰 

在激烈競爭的環境中，高雄港亦面臨了許多挑戰，主要包括： 

1.亞洲港口的激烈競爭 

2.港區土地不足 

3.港市發展整合之問題 

4.兼顧環境與港埠發展之問題 

5.船舶大型化之問題 

6.未來客運量成長之問題 

本次演說限於時間，僅針對船舶大型化之問題及未來客運量成長之問題等

二個重要的挑戰進行報告。在船舶大型化的議題方面，首先利用預訂 2015 年前

交船的貨櫃船訂單統計資料以及現有貨櫃船舶大小的分佈資料進行分析，由各

級距貨櫃船所佔比率之差異可以非常清楚地呈現全球海運市場貨櫃船大型化之

趨勢，大型貨櫃船主力約在 8000-10000TEU 之間，而 8000TEU 以上貨櫃船佔的

比例仍小於 5﹪，至於 2015 年前之貨櫃船訂單中，8000TEU 以上貨櫃船佔的比

例則大於 30﹪，雖然在經過 2009 年金融危機後步調可能有所調整，但貨櫃船舶

大型化仍應是趨勢。 

其次，彚整現有貨櫃船及至 2015 年新訂單的貨櫃船，幾乎船舶吃水皆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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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即使是 13500TEU 之船型，船舶吃水也僅約 15.5m。表示貨櫃船尺寸變大

後，船舶吃水的成長較為有限，此一現象可作為各港評估新、改建貨櫃碼頭時

之參考。 

另由貨櫃船至高雄港的到港艘次統計及所佔比例，其中超過 50,000GT 船舶

到港艘次所佔的比例，除 2009 年金融危機以外，呈現逐年增加的情況，可見進

出高雄港的貨櫃船也有大型化趨勢。由於大型貨櫃船皆利用二港口進出高雄

港，現有港口寬度及吃水將不足以提供 10,000TEU 進出。表示高雄港與其他世

界主要貨櫃港相同，正面臨著硬體設施無法完全滿足船舶大型化趨勢的挑戰。 

接著說明高雄港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未來客運量成長的問題。進出高雄港

客輪主要可分為三類，分別為國際郵輪、國內客輪及兩岸直航客輪；並就未來

進出高雄港旅客人數預測資料進行說明，面對這樣的需求，高雄港既有的客運

設施已無法滿足。這是演說中介紹高雄港面臨的第二個挑戰。 

(三)解決之道 

演說的第三個主要部份則開始介紹高雄港採取的解決之道，分別是讓高雄

港變得更深以及更好(Deeper and Better) 

談到 Deeper 的部分，主要介紹三項港灣設施改善措施與計畫： 

第一項措施是航道的改善，包括了一、二港口、航道及迴船池的擴大及加

深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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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措施是既有碼頭的改善，介紹了包括＃115~＃117 碼頭的加深改建

計畫、＃118~＃119＃以及＃68~＃69 之碼頭與軌道基礎補強及改善。 

第三項措施是推動新的外海開發計畫－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計畫，分期分

區興建的新式貨櫃基地可以容納更大的貨櫃船進港靠泊作業。其中已在興建中

的洲際貨櫃中心計畫第一期工程包含四席新式貨櫃碼頭，預定 2010 及 2013 分

別完成 2 座。至於洲際貨櫃中心計畫第二期工程則正在進行計畫研擬及陳報的

工作。 

其次談到如何讓高雄港更好(Better)的部分，高雄港以前及現在所提供的服

務大部分專注於貨物，隨著都市發展及民眾期待，重視提供較好的客運服務將

是一項重要的議題。因此為了因應客運量成長的需求，並開始思考提供更舒適、

更便捷、更美觀的客運服務品質，乃擬定發展高雄港的客運中心建設計畫。 

除了介紹高雄港客運中心建設計畫的期程、預定投資金額、及功能外，更

透過不同角度的空照相片，完整而清楚地呈現了新的客運中心所在基地的絕佳

景觀與區位。之後再介紹高雄港客運中心建設計畫的平面佈置及未來結合周邊

基地開發之願景，以提供與會人員對本客運中心建設計畫有一個完整輪廓的了

解。 

(四)結論 

後，並就前述演說內容進行總結，高雄港期待藉由上述計畫之推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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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能改善港埠競爭力以繼續維持區域樞紐港之定位，也能透過客運服務設施改

善及舊港區資源的活化利用，更全面地發展為多功能的綜合港埠。 

三、其他專家學者的專題演講 

其餘專家學者的專題演講，簡要的摘述如下： 

專題演講一 

講題：影響太平洋港埠的全球經濟預測(Global Economic Forecasts 

for Pacific Ports) 

主講人：Jerry Johnson, Principal, Northwest Port Planning Team 

 

專題演講二 

講題：國家海洋暨大氣管理局的新港太平洋海上作業中心興建計畫簡介

(New Business: Recruiting & Constructing NOAA Marine 
Operations Center–Pacific Newport, Oregon) 

主講人：Don Mann, General Manager, Port of Newport, Oregon USA 

 

專題演講三 

講題：擔任港口管理委員的角色與社會責任(Why I Choose to Serve as 

a Port Commissioner) 

主講人：John Turner, President, Blue Mountain Community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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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issioner, Port of Umatilla, Oregon USA 

 

專題演講四 

講題：建構更深的航道、更堅固的碼頭以及水閘門的改建(Deeper 

channels, stronger jetties, refurbished locks) 

主講人：Col. Steve Miles, District Commander, 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專題演講五 

講題：改變現狀：25 年來美國第一個穀物出口碼頭(BREAKING 

STATUS QUO: FIRST U.S. GRAIN EXPORT TERMINAL IN 
25 YEARS) 

主講人：KEN O’HOLLAREN, EXECUTIVE DIRECTOR, Port of 

Longview, Washington USA 

 

專題演講六 

講題：規劃及構建有效率的鐵路與港埠複合運輸系統(Planning ＆ 

Building Effective Rail/Port Connections)  

主講人 1：Scott Moore, Vice President Public Affairs, Union Pacific 

Railroad 

主講人 2: Andrew Johnsen, Assistant Vice President, Burl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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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ern Santa Fe Railway 

 

專題演講七 

講題：長堤港中央港區改建計畫簡介(Long Beach Middle Harbor) 

主講人：Dan Allen, Director of Port Engineering, Moffatt & Nichol 

Engineers 

 

專題演講八 

講題：港埠機具的發展情形(Port equipment –Developments) 

主講人：Brian Spain, Vice President, LIEBHERR Crane 

專題演講九 

講題：浚挖工作的發展情形(Developments in Dredging) 

主講人：Bill Hanson, U.S.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Great 

Lakes Dredge & Dock Co. 

 

專題演講十 

講題：港口在催生新商業模式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Incubators and 

Business Accelerators－ Roles for 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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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1：Todd Chase, Senior Project Manager, FCS Group 

主講人 2：John McSherry, Director, Port of Skamania, Washington 

USA 

 

專題演講十一 

講題：強化太平洋港埠安全(Strengthening Pacific Port Security) 

主講人：CDR Mike Zamperini, Deputy Sector Commander, U.S. 

Coast Guard 

專題演講十二 

講題：專案計劃管理：透視不同客戶需求(Program Management： A 

Different Client Perspective) 

主講人：Dr. Terry Curl, Vice President of Ports ＆ Marine, CH2M 

Hill 

 

專題演講十三 

講題：利用國際貿易資料衡量港埠效率的新指標(New Measures of 

Port Efficiency Using International Trade Data) 

主講人：Wesley W. Wilson, Economics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Ore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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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十四 

講題：農業出口的發展趨勢(Developing Trends For Agricultural 

Exports) 

主講人：Paul Sorensen, Principal, BST Associates 

 

四、本屆理事會議決議事項 

年會 後一天上午除進行研討議題外，並舉行理事會議，會議於 2010 年 7

月 21 日上午 10：45－12：00 時假 Skamania Lodge 的會議室舉行，並由現任協

會會長 Kim Puzey 主持，會議重點如下： 

1.確認 2009 年 8 月及 2010 年 1 月之執委會會議紀錄。 

2.APP 協會 2009-2010 重要事項報告： 

(1)2009 年 8 月於台灣基隆市由基隆港務局主辦之 96 屆年會。 

(2) 2009 年 11 月於美國加州舊金山市舉辦「經濟衰退之復甦：重回繁榮之路」秋

季研討會。 

(3)2010 年 1 月於美國夏威夷舉行之年中會議。 

(4)2010 年 7 月於美國奧勒岡州由尤瑪提拉港 Port of Umatilla 主辦之 97 屆年會。 

3.APP 協會未來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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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預定 2010 年 11 月 5 日於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塔可瑪國際機場（Seattle-Tacoma 

International Airport）舉辦秋季研討會。 

(2)預定 2011 年 1 月 13-14 日於美國夏威夷舉辦年中會議。 

(3)預定 2011 年 4 月舉辦春季研討會。 

(4)預定 2011 年 7 月 17-20 日於美國加州長堤由長堤港務局主辦之 98 屆年會。 

4. APP 協會 2009-2010 年度財務報告，並通過 2010-2011 之預算。 

5. APP 理事會選舉 

選舉議程由主席 Kim Puzey 先生主持 2010-2011 年大會主席、執行委員提名

及選舉，主要係由執委會討論後提名，再提送委員會議議決。其中有關亞洲區之

區域代表，係由執委會討論後提名本局蕭局長丁訓擔任，後經委員會議無異議通

過。其餘選舉結果如下： 

(1)主席: Mario Cordero, Port of Long Beach, CA USA 

(2)第 1 副主席: James Matayoshi, RMI Ports Authority, Republic of Marshall 

Islands 

(3)第 2 副主席: Dick Dodge, Port of Redwood City, CA USA） 

(4)上屆主席: Kim Puzey, Port of Umatilla, Oregon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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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區區域代表 Regional Representatives:  

(1)西北區 Northwest Region(BC ＆AK)：Gary Brett，Port Alberni Port Authority, 

BC  Canada 

(2)北區 Northern Region (OR＆ WA)：Dan Buell，Port of Longview, WA USA 

(3)北加州區 California (Northern)：Elizabeth Blanchard, Port of Stockton, CA 

USA） 

(4)南區(CA＆Mexico)：從缺 

(5)太平洋島嶼 Pacific Islands： Ray McMoore, American Samoa 

(6)亞洲 Asia：蕭局長丁訓, 高雄港務局, 台灣(Ding-Hsun Hsiao, Kaohsiung 

Harbor Bureau, Taiwan ROC) 

(7)無任所代表 At-Large 

Mike Giari，Port of Redwood City, CA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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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參訪塔可瑪(Port of Tacoma)姐妹港紀要 

塔可瑪港與高雄港於 1988.01.28 締結為姊妹港，迄今已歷 22 年，本次參訪

塔可瑪港除了能夠敦睦雙邊關係外，主要也希望了解該港目前之發展狀況以及未

來的發展方向，以作為本港發展之借鏡。 

本次的參訪行程受到塔可瑪港方面的熱情歡迎，由該港理事會的理事主席

Mr. Don Johnson 及局長 Mr. John Wolfe 率同商業策略部主任 Mrs. Tong Zhu 及業務

部門的主管等多人出面接待，並且全程參與相關之座談討論。除此之外，該港不

但預先準備已貼上參訪人員名牌的紀念品，甚至請接待午宴的餐廳印製專屬歡迎

高雄港務局到訪的菜單，這些細心的舉措，在在顯示了塔可瑪港對本局及參訪人

員的重視與友誼，讓人備感窩心。也建議本局日後在接待局外貴賓時，可參考採

用類似用心的作法，相信可以有助本局公共關係之推展。 

會談中除對本次由張主任秘書率領的參訪人員表示熱烈歡迎並詳細介紹該

港目前的發展情況外，並對本港目前之營運情形及未來的發展計畫表達高度的興

趣，因此座談會中對於雙邊之營運發展進行了廣泛的交流。以下就塔可瑪港的發

展現況作一簡單介紹： 

一、地理位置與範圍 

塔可瑪港位於美國華盛頓州西北海岸的普捷灣(Puget Sound)內，距太平洋海

岸入口約一百餘浬。由於灣內海象良好，水深足夠，又位於避風面，是一個極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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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然不凍港口。由於位於華州海岸線中央位置，在行政上屬皮爾斯(Pirece)郡，

且鄰近西雅圖市區，附近商業繁榮，鐵、公路交通網密集，是 Washington 州的第

三大城市，同時也是著名的製造工業、造船及貿易中心。距其北方約十哩處即是

美國西北的重要航空大門，西雅圖─塔克瑪國際機場 (Sea-Tac International Air 

Port)，良好的位置與港灣條件使其成為北美地區連接全球及泛太平洋航線的重要

港埠之一。 

由於有二條貫穿美國東西岸的鐵路線(太平洋聯合，Union Pacific 及柏林敦北

聖達菲，Burlington Northern Santa Fe)及完整的州際公路在此匯集，使得塔可瑪港

得以藉由良好的複合運輸系統，扮演製造、倉儲及配送等物流活動的重要角色。 

在塔可瑪港裝卸的進出口貨櫃中，有超過 70%的比例是來自於北美洲的中部

及東部區域，而來往於阿拉斯加與南部四十八州間的貨物也有 70%是經由塔可瑪

港輸運，在在顯示塔可瑪港已成為北美洲的門戶港埠之一。 

塔可瑪港主要的港埠作業區域由三條水道構成(詳圖一)： 

1.布雷爾水道(Blair waterway) 

為 主要的港埠作業範圍，包括了 Husky Terminal、Washington United 

Terminal、Totem Ocean Trailer Express Terminal、Blair Terminal 以及 Pierce County 

Terminal 等裝卸中心皆位於此一水道內。 

2.海勒柏斯水道(Hylebos Water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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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約七公里長的中等水深碼頭，其後線並有部分腹地，可作為雜貨碼

頭及原木碼頭等。惟後線腹地多不屬港務局轄有。 

3.希特肯水道(Sitcum Waterway) 

此一水道亦為塔可瑪港的重要裝卸作業區域，包括有 Olympic Container 

Terminal、APM Terminal 以及 Terminal 7 等作業區位於此一水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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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塔可瑪港平面佈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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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運與設施現況 

塔可瑪港的港區土地面積為 2,900 英畝(約為 1,175 公頃)，分別作為貨櫃、汽

車、一般雜貨及大宗散貨等裝卸使用。其中專用的貨櫃碼頭有 9 座，另有 2 座多

用途使用之碼頭亦可裝卸貨櫃，其餘則是汽車、一般雜貨及大宗散貨等非貨櫃貨

物的作業碼頭。 

貨櫃貨物與汽車乃是目前塔可瑪港極力發展之業務，且這二項業務近年來也

的確呈現相當大的成長。在貨櫃業務方面，目前有多家貨櫃航商及其合作夥伴在

塔可瑪港提供美國西岸與亞洲間的太平洋航線服務，由於具有深水、良好的複合

運輸系統以及經濟腹地廣闊等優勢，塔可瑪港在美國境內及國際貿易的海運市場

中，愈見成長潛力。 

塔可瑪港目前共有 9 座貨櫃專用碼頭，碼頭長度為 3,127 公尺，碼頭水深約

為-15.5 公尺，共設置有橋式起重機 24 座，另有二座可兼作貨櫃之多用途碼頭。

主要營運的航商包括 Maersk Sealand、Evergreen、Hyundai Merchant Marine、K Line、

YM Line、MOL、APL 等。塔可瑪港在 2009 年的貨櫃裝卸量已達到 1,50,000 T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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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櫃中心 Berth  Depth  Length cranes areas Shipping line 

APM 

Terminals 

2 berths  

 

-15.5m 670.6m 5 54.6 

hectares 

Horizon Lines 

Husky 

Terminal  

2 berths  

 

-15.5m 823m 4 37.6 

hectares 

CKYH 

Olympic 

Container 

Terminal 

1 berth 

 

-15.5m 335.3m 4 21.9 

hectares 

CKYH 

Pierce County 

Terminal 

2 berths  

 

-15.5m 688.8m 7 57.1 

hectares 

Evergreen 

Shipping 

Washington 

United 

Terminals 

2 berths 

 

-15.5m 609.6m 6 41.3 

hectares 

Hyundai, MOL, 

APL 

Totem Ocean 

Trailer 

Express 

(TOTE) 

Terminal 

2 dolphin 

piers 

-15.2m   19 

hectares 

Totem Ocean 

Trailer Express 

 

至於塔可瑪港的另一項重要裝卸貨物─汽車，塔可瑪港設有提供駛上/駛下

(RO/RO)設備的裝卸作業區，除了部分軌道及輪式的設備或車機可在此裝卸外，

汽車更是重要的進出港裝卸貨物，並且為該港帶來相當可觀之工作機會與收益。 

塔可瑪港的汽車裝卸業務主要由 Auto Warehousing Company(AWC)來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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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這家公司是美國 大的汽車裝卸倉儲公司之一，其每年的營運量超過 350 萬

輛汽車，大約是全美境內汽車銷售總額的五分之一。而塔可瑪港也是 AWC 在美

國西岸港口之重要據點。 

塔可瑪港的大宗散貨業務主要包括榖類、石膏、原木及木屑等貨物，其中

大宗且使用船舶噸數 高的貨物是榖類。榖類以出口為主，並設有一座穀物專用

碼頭及一座容量十萬立方公尺以上的穀倉，碼頭水深-22.3 公尺，租地面積將近

五公頃，主要運至遠東地區及中南美。至於其他的大宗散貨所使用的碼頭水深則

約在-15.5 公尺，主要亦採租賃方式經營。 

塔可瑪港並在港區內設置有三個鐵路複合運輸集散站(Intermodal Rail 

Yard)，分別為 North Intermodal Rail Yard、 South Intermodal Rail Yard 以及

Hyundai Intermodal Rail Yard。其中北集散站有十段軌道，軌道總長度約 8,160 公

尺，約可裝載 88 節的雙層貨櫃車架或 264 節的傳統車架，主要供 Evergreen 及 K 

Line 等業者使用。南集散站有十一段軌道，軌道總長度約 5,880 公尺，約可裝載

30 節的雙層貨櫃車架或 91 節的傳統車架，主要供 Maersk Sealand 等業者使用。

至於現代公司集散站則有十段軌道，軌道總長度約 5,227 公尺，約可裝載 52 節

的雙層貨櫃車架或 208 節的傳統車架，主要供 Hyundai Merchant Marine 等業者

使用。這些集散站都可直接連接太平洋聯合及柏林敦北聖達菲二家鐵路公司到達

全美各地。 



 27

三、組織體制 

塔可瑪港是由當地政府票選產生之五位理事組成之港務理事會 (Port 

Commisssion)作發展策略指導及監督。並由理事會聘任一位執行長(Executive 

Director)，負責所有港埠發展、經營、管理等業務之執行與領導。理事任期均為

4 年，其中 3 位任期一致、另 2 位任期一致，如此則可避免多位理事同時卸任而

使人事更迭影響理事會運作。現任的理事會理事為 Mr. Don Johnson (理事會主

席)、Mrs. Connie Bacon(理事會副主席)、Mr. Richard Marzano、Mr. Don Meyer

及 Mrs. Clare Petrich 等五位。 

 

四、未來發展計畫 

塔可瑪港的理事會通過了一項 2005-2009 的投資計畫，總投資金額預計為四

億四百萬美元(約合新台幣 116 億元)，希望滿足既有客戶並吸引新客戶，主要著

重在: 

1.增加更多貨櫃設施空間 

2.增進鐵路複合運輸場地的效率及容量 

3.維持多元的財務投資 

4.策略性的收購土地以增加未來商業機會所需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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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完成港口資產的清理計畫 

6.刺激工業與社會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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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心得與建議 

此次出席太平洋港埠協會之年會，參加了許多海運各相關領域專家所準備的

專題演講，並藉由參訪塔可瑪港的機會，與該港之經營領導階層就海運市場的環

境與變化，有深入的討論。略述主要心得及建議如下： 

一、安全議題 

自從歷經「911」恐怖攻擊事件後，國際間對於機場、港口及國土安全之安

全維護均極為重視，尤其是有切身之痛的美國尤然。其中港口由於負擔輸運人員

及大量各式貨物進出裝卸之任務，往往在港口保全上存在著較為脆弱之環節。而

且在強化港口保全的過程中，又必須兼顧儘量減少對於貨物裝卸作業的干擾，以

避免作業效率降低。因此確有必要透過安檢作業的通報系統、資訊交換、良好的

風險控管流程、以及新科技的運用等種種方式，來加強港口保全以及應變之能

力，以確保港口安全。 

因此，美國不僅對於其國內的安全檢查及維護，制定了更為嚴格的法律，投

注了更多的人力物力，也為了杜絕透過國際貿易或交流所可能帶來的安全風險，

也大力的鼓勵其主要的貿易夥伴國，均應建立更緊密的安全網絡。例如，高雄港

也配合美國的大港倡議(Mega Port)計畫，於港區內設置新技術的安檢監測系統並

建立資訊交換與通報系統，即是藉由互惠互助的國際合作，確保整體海上運輸網

路安全與效率的具體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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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於港口保全若無法藉由扎實的演練及教育，徹底執行標準作業程序並

內化為習慣，很容易因為時間一久而有所疏忽，而安保任務一旦出現疏忽，所可

能導致之人員及財產的損失恐係非常巨大，因此在如何落實整個保全計畫，維護

港區安全的課題上，仍有許多值得我們檢討及持續努力的地方。 

 

二、環保議題 

隨著日漸顯著的地球暖化現象，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已成為全球人類共同關

心的課題，所有的開發行為與經濟活動都必須檢視其對環境所造成之影響。因此

在港口的建設與經營上也必須重新思考如何在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保護間取得

平衡。 

在經營管理上常見採取的做法包括降低港區空氣、水質與噪音各種污染，要

求對在地環境之衝擊降至 低，例如各先進港口都已設置岸水岸電設施，降低船

舶停靠作業時的空氣與噪音污染；興建密閉室倉儲，改善港區空氣及水質；採用

更新更環保的作業機具，可減少能源的損耗並降低噪音污染；管制進港船舶船

齡，以降低空氣汙染。更積極的做法則包括發展綠能產業，利用風力發電、太陽

能發電、潮汐或波浪發電等方式來開發使用再生能源，取代對傳統資源的耗用。 

不僅如此，在進行開發計畫時，通常需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不僅要求對環境

衝擊 小，如因開發計畫而影響生態，甚至須提出使環境平衡的生態回復或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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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以使原棲地之生物能繼續生存，維持物種及生態之多樣性。工程施作時亦

需配合當地生物特性，即使會因此而增加施工時間及成本。因為環保觀念及保護

工作已經成為文明社會的共識與習慣。這些思維與實際作法，都是我們今日在高

喊地球村及節能減碳時，應確實檢討及學習改進的目標。 

 

三、組織改制 

在參加這次年會以及拜訪塔可瑪姐妹港的過程中可以發現，美加地區大部分

的港口管理組織多為法人機構型態，但理事會的組成方式則仍有不同。舉例而

言，塔可瑪港的港務管理機關體制，也是以法人型態之組織來經營，以提昇港埠

的經營效率。而塔可瑪港的法人組織的理事會成員係經地方選舉選出，而其他港

口則多由各級政府委任理事會成員。如此一來，組織體制的不同，也會產生不同

的效果：政府主導港埠發展的能力不同，港口組織關切整體社會利益及地方發展

需要的比重也不同。各有優劣，難謂何者為 佳，仍應視政治制度、民眾參與公

共事務成熟度、港口規模與數量等國情文化與發展情境而評估較適合之體制。 

我國近年來也一直討論有關港口管理體制的議題，除了部分地方政府要求市

港合一的聲音外，又有由中央政府組織改為特殊公法人的提議，目前則改朝公司

化的方向來推動組織變革。這些管理體制各有其優缺點。理論上說來，由地方政

府管理港埠時， 大的好處在於港口與其周邊的都市地區，能夠有較為一致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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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與發展，但卻可能因遷就地方發展與利益，而產生不符合國家整體港埠發展之

整體規劃與利益之情形，且可能發生由於牽涉港區周邊都市土地的鉅額開發利

益，而使私人勢力介入港埠營運的正常決策，而斲傷了港埠資源的合理運用。因

此在一個國家內大部分進出口貨物集中於少數港口的情況下，地方管理體制較不

適宜。 

若由中央統籌負責港埠之管理，雖可收整體統籌規劃之效，然卻不免因與地

方發展方向不同，而產生不相容甚或相互制肘之情況。 

而無論中央或地方政府直接管理，則一方面受限於行政程序之束縛，一方面

亦由於缺乏盈虧自負的壓力與誘因，往往導致營運效率不佳，雖然或可達成提供

貨物進出的基本經貿功能，卻不利於提昇與國際間港口之競爭力與創造利潤的動

機與能力。 

至於若為私人企業之經營型態，雖可望達成提高競爭力之目標，但恐招致獨

佔港埠稀少資源之議，且私人企業經營體以追求 大利潤為導向，可能忽略了港

埠營運應維持貨物低廉快速進出口之責任，而影響國家的整體經濟發展與利益。 

至於目前國內推動的港務公司化，如於董事會加入獨立董事以及部份代表地

方立場的成員，則應可形成較能兼顧各方立場之管理機制，除可達成降低貨物進

出口運輸成本等社會責任外，也可望積極營造具備競爭力與效率之港埠作業環

境。並可適度調和整體發展目標與地方需要。不過由於現階段僅能採成立國營公



 33

司之方式來辦理，對於行政程序的鬆綁及效率的提升恐較不易有大幅而顯著的效

果。因此目前國內正在積極研議推動航港體制改革，應可針對上述特性，審慎評

估，建構適合台灣的港口管理體制。 

 

四、港口規劃與建設 

透過許多港口管理單位在年會專題演講的分享，可以對各港之發展情形略窺

一二，也可看出各港努力尋找適合本身內外部條件的發展方向，並積極建設符合

發展趨勢與需求的港埠設施。 

舉例來說，Port of Longview 興建了 25 年來第一座穀類碼頭，因為他們觀察

到美國穀物等農產品出口成長的趨勢，且評估該港的地理位置適合作為穀物集散

的據點，為因應這樣的市場變化，而做出適當的硬體設施調整。 

同樣的，為了因應船舶大型化的趨勢，許多港口也積極的調整港埠設施，採

用更有效率更環保的機具。 

港埠規劃與建設如果無法配合海運市場的變化，就會喪失競爭力及商機。高

雄港過去對於大型化趨勢雖然有所掌握，也做出對應的開發計畫，但是由於無法

順利爭取核定，以至於在硬體設施方面，無法完全滿足海運市場對樞紐港的要

求，甚至無法在周邊競爭港口中維持優勢，以致於喪失了繼續爭取大型航商投資

根流高雄港的機會，再加上產業外移的影響，導致目前在經營上面臨十分嚴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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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驗。不過，逝者已矣，來者可追，本局目前積極推動的各項碼頭改建計畫、場

地擴建計畫及洲際貨櫃中心二期計畫等重大投資案，將是未來高雄港能否再創高

峰的重要契機，必須集中心力，儘速完成。 

若拉高層級來看，各商港由於內外條件不同，適合發展的方向也不相同，港

口功能定位方向的規劃極為關鍵。如無法認清外在趨勢的變化及自身條件，而一

窩蜂的往特定業務(如貨櫃)發展並投入龐大資源，恐怕不但徒勞無功且限制了往

本身利基市場發展的可能性。 

在配合航港體制改革後，台灣的各個商港將整合成為一家港務公司，在台灣

西部由北到南已經有基隆、台北、台中、布袋、安平、高雄等商港，如何整合既

有的港埠資源，使每一個港埠據點依其天然條件、發展情形、經濟腹地產業等各

種因素，設定清楚而具體的發展方向與定位，並予以落實，確保台灣港埠資源的

投入不會形成無謂的重複、浪費，而能整合各商港的資源與力量，分別做 適當

的發揮，以創造 大的效益。 

五、人力素質的培養 

港口經營面對的是國際性的競爭，而人才可說是企業 重要的資產，以港埠

之經營管理而言，舉凡港埠設施之規劃、設計、興建、維護以及港埠事業的經營

管理，都需要透過人來推動執行。因此，員工之素質良窳乃是影響港埠競爭力之

重要因素；而優良的組織體制與組織氣候，則有利專業人才、技術培育，藉以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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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核心競爭力，使競爭優勢得以永續發展。 

透過與其他環太平洋港口管理人員的交流，可以發現本局的人事組織與規模

相較其他各港，似乎過於龐大，不但容易造成人事成本過高，也可能形成業務不

易橫向整合及勞逸不均的情形，對於塑造優良的組織氣候與文化都形成困難，而

無法發揮統合戰力，甚至對機關的運作產生困擾。 

此外本局由於棧埠業務民營化後，急於進行組織瘦身，故對於新進人力控管

較嚴，此舉雖有助於縮減人力，然不僅使組織內缺乏新進人力所帶入的新觀念與

思維，也使經驗不易傳承而形成人力斷層。 

尤其航港體制改為公司化之後，多角化的經營成為可能甚至是必須嘗試的方

向，因此港務公司將需要引進更多元的人力素質，包括投資規劃、工程、業務、

財務分析、法律、溝通協調談判、具備國際視野以及獨立作業的能力與專業，並

予以妥善統合為投資計畫部門，方可有助於港務公司之業務發展。因此，配合組

織改制而加強人力資源的補充與管理，應是現階段應妥善規劃並著手推動的重要

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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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錄 

一、 年會及參訪活動部份照片 

 

開幕餐會上與其他港口代表相談甚歡 

 

張主秘代表局長進行專題演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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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主秘代表局長進行專題演講 2 

 

張主秘代表局長進行專題演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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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 of Umatilla 的裝卸機具與作業情形 

 

原木是 Port of Umatilla 重要的裝卸貨種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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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類進倉作業情形 

 

本局贊助之午餐由張主秘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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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隻通過 Bonneville Dam ＆Locks 的閘門 

 

Bonneville Dam ＆Locks 閘門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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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州的溫哥華港裝卸作業一景 

 

華盛頓州溫哥華港沿哥倫比亞河設置各式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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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蘭港貨櫃中心一景 

 

波特蘭港沿威廉米特河(Willamette)設置各式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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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可瑪港於辦公廳入口表示歡迎本局參訪字幕 

 

塔可瑪港理事主席、局長及相關主管正與本局代表互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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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可瑪港局長 John Wolfe 為本局代表介紹該港 

 

本局代表與塔可瑪港代表進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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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致贈紀念品 

 

塔可瑪港理事主席及局長對本局致贈之台灣特色紀念品十分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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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可瑪港請接待午宴的餐廳印製歡迎高雄港務局到訪的專屬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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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局專題演講簡報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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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專題演講內容摘述 

講題：浚挖工作的發展情形(Developments in Dredging) 

主講人：Bill Hanson, U.S.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Great 

Lakes Dredge & Dock 

主講人 Bill Hanson 是浚挖公司業務發展部門的主管，演講中主

要介紹浚挖船隊的發展及浚挖受相關法令政策之影響。船隊的發展分

成浚挖能量、產業變化及工作排程等三方面來說明。首先，浚挖能量

主要還是取決於市場需求，而浚挖市場的特性為投入浚挖的經費不穩

定、各式不同的浚挖要求條件以及嚴苛的合約條件等。產業變化方

面，由於浚挖產業是高沉沒成本的產業，而且風險性非常高，為了因

應市場的變化，浚挖產業所產生的變化包括：採用更大型的浚挖機

具、抽砂距離愈來愈長、以及對環境保護的承諾等等。工作排程方面，

浚挖公司藉由良好的工作排程和調度可以有效地降低成本，因此各浚

挖公司都進行研究來對工作及船機進行最有利的安排，事實上，在浚

挖產業中，良好的工作排程及調度是不可或缺的，否則即無法生存。 

其次有關浚挖受相關法令政策之影響方面，環保或水資源等新法

令對浚挖產業會產生立即性的影響，也使得浚挖公司必須面對更多的

訴訟事件，加上在訴訟過程中許多律師慣常要求懲罰性的巨額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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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狀況都大幅地增加了浚挖產業經營的成本及風險。而在美國水資

源發展法的規範下，要求以成立港口維護信託基金的方式，將徵收的

相關稅費，專款用於港口或水庫集水區的維護工作。在水資源保護的

精神與承諾陸續完成立法程序後，非常顯著的牽動著浚挖產業的發展

與獲利情形。 

因此，所有海運業界的成員，都應該藉由擴大參與了解產業情勢

的變化，並及早做好準備，儘速研提因應計畫並付諸實施，方能達成

永續經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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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港埠機具的發展情形(Port equipment –Developments) 

主講人：Brian Spain, Vice President, LIEBHERR 

主講人 Brian Spain 是 LIEBHERR 公司業務行銷部門的副總裁，演

講中主要介紹目前港口裝卸作業常見的移動式吊桿，可用於裝卸各種

不同貨種的多用途使用。並介紹該公司發展應用新技術於吊桿機具的

種類及特性。依據裝載能力大小可概分成輕量級與重量級二種系列，

可再依不同電力負荷及裝卸臂長度而有不同型號。該公司利用環境控

制技術，透過自行發展的軟體元件來控制使吊桿能源使用效率最佳化

之作業速度，此一技術可以節省 25%的能源損耗。另一項技術是利用

軟體元件輔助控制裝卸臂的作業轉動路徑，此一技術特別適用於多部

吊桿同時進行裝卸作業時，此技術可協助計算在不干擾其他吊桿作業

的情況下最短的作業間隔。此系統最大的優點是可大幅提升裝卸作業

的安全性，較不易產生吊桿及貨物互撞的事故，除此之外，也可縮短

吊桿操作人員的教育訓練時間。其餘包括裝載垂直定位、吊桿同步控

制系統、動態防碰撞系統等技術，都可以增加裝卸作業的效率及安全

性。另外還介紹了液壓蓄能器(Hydraulic Accumulator)的應用，於

使用燃油動力時儲能，並作為第二動力來源，再透過兩個動力來源的

調配，可將作業效能提昇 20%，且節省 20%的能源耗用，還可降低噪

音及廢氣排放，是更兼顧環保與效能的作業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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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強化太平洋港埠安全(Strengthening Pacific Port Security) 

主講人：CDR Mike Zamperini,  USCG 

主講人 CDR Mike Zamperini 是美國海岸巡防局波特蘭區隊的副

指揮官，演講中主要介紹美國海岸巡防局在加強保安的工作上所擁有

的資源及可能的風險。美國海岸巡防局波特蘭區的巡防範圍非常遼

闊，在內陸區域就涵蓋了 365 英哩的河流流域，轄區內進出的貨物重

達 1000 萬噸，價值超過 20 億美元，波特蘭等四個全美前十大貨物吞

吐量的港口，以及攸關龐大水力發電及洪水控制的聯邦水壩系統，其

任務之吃重及重要性可想而知。而其擁有的資源包括了設置強制執行

部、船舶登檢小組、以及 911 之後成立的海上安保小組，此外還有例

如海上運輸保全法等相關法案確保其任務之遂行。依據海上運輸保全

法設置的地區海上保全委員會（Area Maritime Security Committees 

(AMSC)，其任務包括提出關鍵性的基礎設施、討論港口安全風險和漏

洞、確定減災對策、對港口巡防隊長提供諮詢及協助等。另外為了使

海岸巡防任務能快速反應，海岸巡防隊正在研議推動一項新的措施，

即成立一個新的區隊－哥倫比亞河區隊，希望藉由該區隊的成立縮短

指揮線，並減少任務區域重疊，權責不易釐清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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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安保任務一旦出現疏忽，所可能導致之人員及財產的損失恐

係非常巨大，因此在落實整個保全計畫，維護港區安全的課題上，仍

尚有許多值得我們檢討即借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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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建構更深的航道、更堅固的碼頭以及水閘門的改建(Deeper 

channels, stronger jetties, refurbished locks) 

主講人：Col. Steve Miles, P.E., USACE 

主講人 Col. Steve Miles, P.E.是美國陸軍工兵團波特蘭區的指

揮官，演講中主要介紹目前在其轄區內推動的一些工作。其中之一是

突堤的修理及重建，所面臨的挑戰為很多突堤已十分老舊，完工迄今

已超過 100 年，暴風雨的強度及頻率也較之前增加，因此突堤受到波

浪及暴風雨所造成如沖刷及缺口等損害也日漸增加。而主要的改善方

式包括丁壩的補強及加強堤頭的保護，這些改善計畫亦須完成環境影

響評估作業方可進行。另外，還介紹了哥倫比亞河航道改善計畫，計

畫內容包括辦理 103 英哩(約 165 公里)長的航道改善，要浚挖至 43

英呎(約 13 公尺)深，浚挖移置約 1440 萬方的土方及 96 萬噸的岩石。

此一計畫自 1989 年級開始進行研究，直至 1999 年才獲得核定批准辦

理，2005 年正式開工，預定今年 9 月可以完工。相關工程的經費主要

由內河航道信託基金及港灣維護信託基金來支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