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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出國報告簡表 

出國計畫名稱：105 年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水質保護處與法國水域意外事故研究調查

中心(CEDRE)簽訂瞭解備忘錄(MOU) 

出國人姓名/職稱/服務單位： 

詹順貴/副署長/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葉俊宏/處長/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水質保護處 

張宣武/副執行秘書/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永續發展室 

宋欣真/簡任技正/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水質保護處 

出國日期：105 年 11 月 20 日至 105 年 11 月 25 日 

出國期間概況紀要： 

  環保署近年來持續推廣並強化與國際間的海洋污染防治與應變業務交流，並積極

爭取機會與國際海洋污染應變單位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在不斷努力下，成功與法國水

域意外事故研究調查中心（CEDRE）達成合作共識，本行之主要目的即是赴法國與

CEDRE 簽訂瞭解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為未來更進一步的合

作奠下基石，一同攜手共同面對海洋污染的各項挑戰，共同為了保護海洋環境而努力。

此外本行亦順道參訪 Technopôle Brest-Iroise 及 Pôle Mer Bretagne Atlantique，瞭解法國

布雷斯特如何藉由產業轉型升級、扶植新創產業並協處技術轉移，充分發揮其海洋區

位優勢，另外亦參觀先進救難船 Abeille Bourbon，瞭解其處理海事船難之硬體設備實

力。所參觀之技術轉移組織或先進救難船皆有許多優點值得台灣借鏡仿效。 

活動日期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11 月 20 日 啟程，由桃園前往法國巴黎 桃園-法國巴黎 

11 月 21 日 轉機前往法國布雷斯特 法國巴黎-法國布雷斯特 

11 月 22 日 簽署儀式 

參訪 CEDRE 訓練中心 

參訪 Technopôle Brest-Iroise 

參訪 Pôle Mer Bretagne Atlantique 

法國布雷斯特 

11 月 23 日 參訪救難船「Abeille Bourbon」 法國布雷斯特 

11 月 24 日 返程，前往法國巴黎轉機 法國布雷斯特-法國巴黎-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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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法國巴黎前往桃園 

11 月 25 日 抵達桃園 桃園 

行程成果評估及心得建議： 

  本署水質保護處與法國水域意外事故研究調查中心(CEDRE)簽訂瞭解備忘錄

(MOU)，為台法海洋污染防治與應變合作與交流奠定下更完備的基礎，也代表著臺灣

的海洋污染防治與應變能量與成果優秀受到國際肯定。 

  參訪 CEDRE、Technopôle Brest-Iroise、Pôle Mer Bretagne Atlantique 以及參訪救難

船 Abeille Bourbon。除瞭解與交流處理海洋油污染的經驗及技術外，也觀摩法國創新

育成典範以及新創產業聚落的模式。法國是如何利用豐富海洋資源，強化產優勢，整

合在地的產學機構，共同協助產業轉型與發展，實質的提供技術轉移所需的人力與設

備，並扶植企業成長，非常值得身為四面環海島國的臺灣，同樣能思考如何好好利用

自身優勢，發展海洋有關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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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持續推廣並強化與國際間的海洋污染防治與應變業務交

流，並積極爭取機會與國際海洋污染應變單位機構建立合作關係之重要具體成果，在多

年努力下，本署成功與法國水域意外事故研究調查中心（CEDRE）達成合作共識，特於

此行前往法國與 CEDRE 簽訂瞭解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本行除了簽署 MOU 之外，亦考察 CEDRE 訓練中心與救難船「Abeille Bourbon」，

藉由實地參訪，交流與學習專業海事海難救援人員培訓後勤設施及實驗室，同時觀摩專

業救難船的硬、軟體設備，供我國精進海事海難救援參考。此外，本行亦順道參訪

Technopôle Brest-Iroise、Pôle Mer Bretagne Atlantique 兩個組織，瞭解法國布雷斯特如何

藉由產業轉型升級、扶植新創產業並協處技術轉移並充分發揮其海洋區位優勢，值得身

為海洋島國的台灣借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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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台灣四周環海，海岸線長達 1,600 公里以上，且鄰近海域為國際海運重要航道，為

防治海洋污染，保護海洋環境，維護海洋生態確保國民健康及永續利用海洋資源。環保

署近年來持續推廣並強化與國際間的海洋污染防治與應變業務交流，並與國際海洋污染

應變單位機構建立合作關係。 

在接續 102 年透過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指定技術機構代表─美國國家海洋

暨大氣總署，NOAA）簽訂「衛星監測海上油污染技術合作協定」，本署近年來也持續

推廣並強化我國與歐盟國家雙邊環保業務交流併開展多元國際環保事務合作，透過法國

在台協會商務處（UBIFRANCE）協助聯繫並安排至法國水域意外事故研究調查中心

（CEDRE）進行海洋污染應變養成課程訓練及經驗交流，藉受訓期間的經驗交流達到拓

展環保外交。此外，該中心亦逐年派員來台參加本署辦理之海洋污染應變國際研討會進

行專題演講與經驗交流，並洽談擬定「瞭解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事宜且達成雙方交流與合作之共識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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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簡介 

  本次出國參訪之機構除了 CEDRE 以外，亦參訪其訓練中心，此外還有布雷斯特之

技術轉移組織：Technopôle Brest-Iroise、Pôle Mer Bretagne Atlantique 以及救難船「Abeille 

Bourbon」。 

出國參訪行程摘述如下表： 

活動日期 活動內容 

11 月 20 日 啟程，由桃園前往法國巴黎 

11 月 21 日 轉機前往法國布雷斯特 

11 月 22 日 簽署儀式 

參訪 CEDRE 訓練中心 

參訪 Technopôle Brest-Iroise 

參訪 Pôle Mer Bretagne Atlantique 

11 月 23 日 參訪救難船「Abeille Bourbon」 

11 月 24 日 返程，前往法國巴黎轉機 

由法國巴黎前往桃園 

11 月 25 日 抵達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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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簽署瞭解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為強化海洋污染防治與緊急應變，由環保署詹順貴副署長率隊赴法國與水域意外污

染事故研究調查中心(Centre of Documentation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tion on Accidental 

Water Pollution, CEDRE)簽署瞭解備忘錄，於 11 月 22 日由環保署水保處葉俊宏處長代

表，在環保署詹順貴副署長及雙方單位同仁共同見證下，與法國 CEDRE 中心主任(Sté

phane Doll)進行簽署。 

  藉由 MOU 的簽署，充分展現臺灣與法國共同面對海洋污染緊急應變的決心。法國

當地媒體"Le Télégramme"也報導此 MOU 的簽署，台灣與法國未來更進一步的合作，攜

手共同面對海洋污染的各項挑戰，共同為了保護海洋環境而努力。 

 

圖 3- 環保署水保處葉俊宏處長代表與法國 CEDRE 中心主任（Stéphane Doll）進行簽

署以及交換紀念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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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 的內容摘要如下： 

（一）提供區域環境資訊及資源等相關資訊，以強化雙方污染防範與應對能力。 

（二）發生溢油或海運危險有害物質（HNS）污染事故時，雙方應互相協助。 

（三）理論與實務訓練管理計畫。 

（四）盡可能於重大事故、器材操作演練、人員培訓或技術實驗等時機，派遣人員進行

交流。 

（五）雙方各自負責本備忘錄交流合作項目並自行負擔所需經費，且雙方財務義務受各

自機關程序及經費額度而定。 

（六）本備忘錄自簽署後隔日生效，且於書面正式通知後終止。 

 

  有關 MOU 的簽署，在當地媒體 Le Télégramme 報導： 

 

註：Le Télégramme 是布列塔尼區的媒體，印刷量 209,615 份/天。  



10 

 

肆、水域意外污染事故研究調查中心(Cedre) 

  法國水域意外污染事故研究調查中心（Centre of Documentation,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tion on Accidental Water Pollution，簡稱 Cedre），成立於 1979 年 1 月 25 日，

其設立主要起因為 1978 年 1 艘 23 萬 4,000 噸的利比亞籍「阿莫科•卡迪兹號（Amoco 

Cadiz）」油輪於法國布列塔尼沿岸沉沒，洩漏 20 餘萬噸原油和燃油，為強化並改善法

國在水及海洋污染的應變能力及措施，由法國政府中央部門、地方政府及民間專業機構

代表組成非營利機構，該中心總部、技術支援、科學設施及 95%人員等皆設於布列塔尼

省的布雷斯特（Brest, Brittany），並於地中海的土倫（Mediterranean, Toulon）及加勒比

海的法蘭西堡（Caribbean, Fort-de-France）設有 2 處分支機構。 

  該中心於 1999 年經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認可

為辦理海洋污染訓練及授證之專業機構，在國際合作上已經和許多不同領域夥伴維持多

年密切關係，包含國際組織（國際海事組織、歐盟秘書長、人權合作秘書長）、區域性

環境議定書（北海及英吉利海峽海污應變之「伯恩公約」、防止地中海遭受污染之「巴

塞隆納公約」及防止墨西哥灣遭受污染之「卡塔赫納公約」）、他國海洋事務單位（加拿

大海岸防衛隊、新加坡港務局、西班牙應變救援中心、赴菲支援風災應變及臺灣環保署

等）、國際專業組織（國際石油環保協會 IPIECA、國際油輪船東防污染聯合會 ITOPF）

及國際企業（Exxon 油污應變公司、Mobil 公司）。 

  Cedre 是經過法國海洋部核准符合國際海事組織 IMO 標準第一階（Level 1）至第三

階（Level 3）各層級課程之訓練中心及法國內政部等中央機關認證之國家級專業機構。

並於 2003 年取得 ISO 9001 認證，2006 年取得 ISO 14001 認證。  

  年度預算額度為 5 百萬歐元，預算來源包含：一、法國政府機構支援公共服務相關

經費。二、歐盟、歐洲海事安全組織(EMSA, The European Maritime Safety Agency)、外

國政府及國家研究機構經費。三、其他石油及油污應變產業委託研究經費。四、合作夥

伴參與研究經費。五、自有資源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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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心架構 

  Cedre 的科學及技術發展動向是由策略指導委員會決定，委員會的成員包含法國政

府中央部門、地方政府及民間專業機構代表組成的政府及民間補助之非營利機構，其指

導委員會組織架構如下表所示： 

 

表 4-1 Cedre 指導委員會組織架構表 

類別 機關（構）或單位 

法國政府 
海洋部、環境部、國防部（海軍）、交通部、內政部、工業部、研究部、農

業及漁業部等部會首長。 

合作夥伴 

（一） 研究機構：IFREMER（法國海洋探測研究院）、IFPEN 

（二） 企業聯合組織：UFIP（法國石油公會）、UIC（法國化學公會） 

（三） 水質品質署（屬公部門，負責飲用水、水質及內陸水域污染管理） 

（四） 法國養殖漁業委員會（介於公私部門間，負責漁民及漁業資源管理） 

（五） 法國氣象公司 

（六） 法國船東協會 

票選委員 

（一） 地區委員會：PACA（Provence-Alpes-Côte d’Azur 普羅旺斯）、HN 

（Haute-Normandie，上諾曼第） 

（二） 城市：Brest（布雷斯特）市長 

（三） Vigipol（警戒污染聯盟） 

（四） TOTAL（法國道爾達石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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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Cedre 常設編制人員為 50 人之內。組織架構有研究部門、研習與訓練部門、

分析與資源部門、資訊部門、行政財務與資訊技術部門及應變執行中心，如下圖所示。 

 

圖 4-1 現行中心組織及負責人員架構圖 

二、中心任務及業務  

目前中心主要業務如下： 

（一） 研究與發展。 

（二） 潛在污染物及應變器材之調查與評估。 

（三） 過去污染監測及環境影響評估。 

（四） 私人企業與公共緊急應變計畫規劃。 

（五） 訓練。 

（六） 網頁及出版品（業務通訊、操作指引、資訊文件）。 

  為協助法國政府對海洋污染事件應變處理，並改善應變準備及指導流程，任務包含

協助海洋及內陸水體發生油品或危險有害物質等緊急應變，並提供外國政府及私人機構

提供支援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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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中心成立宗旨，係提升水污染應變技術及專業技術，對污染物質、影響、應變策

略及設備進行研究、實驗及建檔管理。並針對污染事故，參與政府應變團隊，提供當局

適切的建議、對策與專業知識，並以科學及技術性角度全天候 24 小時待命，提供法國

政府或民間機構有關於處理海域、岸際及內陸水體緊急應變時所需之技術、設備諮詢意

見與專業知識。且在必要時，可派遣專業人員至現場提供諮詢。Cedre 協助法國中央及

地方規劃油污洩漏意外事件應變計畫（Oil Spill Contingency Plans, OSCPs），並協助精煉

廠、油料倉庫、變電廠及港務管理機構等私人公司，規劃油污洩漏意外事件應變計畫，

及危險與有害物質洩漏應變計畫。 

  同時也辦理從海岸清理到危機管理等意外污染事件應變之相關訓練、國際海事組織

IMO 標準第一階（Level 1）至第三階（Level 3）各層級課程之訓練，以及海洋與岸際油

污應變器材設置操作訓練，相關訓練皆由 Cedre 專業訓練人員及特殊專長之專家進行講

授。此外 Cedre 也辦理洩漏應變演習，提供相關應變經驗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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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心設施 

（一） 人造海灘 

  Cedre擁有一個大型的實驗海灘，其為該中心的第一個主要設施，1994年開始建設，

總表面積為 6000 m
2，在上半部份覆蓋著厚度 60 cm 的砂層，形成了一個 2500 m

2的人

造海灘，而下半部份則是充滿著海水。 

  這個海灘被用來作為大規模污染模擬的場地，它擁有巨大岩石以及礫石覆蓋的區域，

可以模擬不同類型的海岸；它也擁有 3 根直徑皆不同的管線，用來模擬現地油管破裂之

狀況，並且可以進行緊急管線破裂防堵部屬之練習；同時也和相鄰的實驗水池相通，藉

由調節水位來模擬潮汐影響。 

 

圖 4-2 可模擬各種條件海岸之人造海灘 

（二） 實驗水池 

  由於 Cedre 不論在訓練課程中或是測試設備的過程中，經常需要在水面佈署汲 

油裝置，因此在中心裡有一個裝滿海水的深水實驗池，在裡面可以放置油污進行相關實

驗。這個實驗水池長 59 m 寬 35 m 深 2.5 m，其中三個面是傾斜的，一個面為垂直的，

模擬碼頭環境。此實驗池主要用途為針對油污進行回收和儲存的實地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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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可釋放油污之實驗水池 

 

圖 4-4 人造海灘和深水實驗池 (source: Ced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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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驗水槽 

  Cedre 的實驗水槽最初於 1997 年啟用，並於 2011 年時被現有實驗槽替換。它的主

要用途為模擬河川以及近海的環境條件，並且重現污染物在自然環境中可能發生的各種

現象，以研究污染物在洩漏後最初幾小時內的行為。同時也能夠研究使用散油劑的相關

效率。 

 

圖 4-5 試驗水槽（左）實驗水槽詳細構造（右） (source: Cedre) 

  不論是在例常時期或是緊急應變時期，研究人員皆可以透過此實驗槽，利用可變參

數來決定特定油品的行為，該油品內消散、蒸散、裂解或乳化之物質百分比皆能夠被控

制。而藉由這些物質百分比，可以決定面對該油品時的應變策略以及應變資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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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柱型實驗水槽 

  從過去關於化學品洩漏的事故中可以發現，人們對於化學品在水中的行為缺乏較為

可靠的數據參考。因此在 2003 年，Cedre 設計了一 5 m 高的柱型實驗水槽，主要作用為

模擬化學品從沈船中上升時的溶解力學，目的是為了評估其對於應變人員及環境的威脅，

以及可行的應變措施。除此之外，此設施還能夠研究氣泡或其他物質在水柱中上升及下

降時的運動軌跡。 

 

圖 4-6 柱型實驗水槽 

  研究人員可以藉由此柱型水槽，利用 shadowscopy 的方式，來研究物質在水柱中的

變化，用這種技術可以觀察到透明物質在透明環境中所發生的變化，並且以設置在各個

高度的高速攝影機記錄整體過程，藉由觀察水中物質大小和形狀的改變情形，可以預估

其最終會上升或是沉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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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溫室 

  為了更進一步了解化學品對於海洋生物所造成的影響，2003 年 Cedre 設置了一個溫

室，在此能將海洋生物暴露在不同類型的污染物中，讓研究人員了解在緊急狀況下各種

污染物對於海洋環境造成的風險。 

 

圖 4-7 Cedre 溫室 

  Cedre 的溫室為一個整合生物、生態以及生態毒物的研究設施，從 2002 年到 2004

年，Cedre 和 University of Western Brittany 合作完成了一項模擬 Erika 事件的生理實驗，

實驗內容為判斷溶解成小塊的重油對於比目魚的影響。 

  所有執行海中生物暴露實驗的設備皆位於 160 m
2
 之可控溫溫室中，溫室裡共有 2

個完全獨立的系統，兩者皆持續補充海水或是淡水，且皆設有排水處理系統。第一個系

統由 4 個 1500 公升的水缸所組成，其目的是為了培養生物以適應環境。另一個系統 12

個子系統所組成，每個子系統包含了一個 120 公升的污染物混和槽，以及一個 310 公升

的污染物暴露槽，研究人員可於此系統研究生物暴露在特定污染下的行為。 

 

圖 4-8 溫室裡的實驗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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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生態毒理學試驗台 

  生態毒理學試驗台為一個可以評估不論是純物質、化合物等化學物質對於生物之毒

性的實驗設施。最初設立此設施的目的，是為了評估分散濟之毒性是否有符合法國特定

標準。另一方面，此設施也能夠檢測市場上的化學品，看它們的特性有無符合新的規範，

Cedre 因此重新設計了其實驗系統，目的是為了提供給他們自己的研究團隊或是合作夥

伴更廣泛的實驗範圍。 

 

圖 4-9  生態毒理學試驗台詳細構造 (source: Ced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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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浮水實驗槽 

  Cedre 擁有許多可浮於海面上之實驗槽，這些實驗槽可設置在內海以及港口處，並

且將槽內及槽外之海水隔開，研究人員能利用此設備來測試各類油品及化學品在不同氣

候條件下位於海面之狀況，同時也能夠測試散油劑或是吸油棉等等資材在海面之使用效

益。 

 

圖 4-10 浮水實驗槽 (source: Cedre) 

（八） 燃燒測試台 

  從 1960 年以來使用燃燒方式來清除海面油污一直是個常見的方式，尤其是在深海

地平線事件中，然而這種除油方式仍然有許多未知的疑慮，像是對於油品燃燒殘留物的

化學特性、殘留物對於環境的毒性，以及耐高溫吸油棉的使用方式等等，因此 Cedre 建

立了一個燃燒測試台解答這些疑慮。 

（九） 化學品測試台 

  化學測試台是用來測試各種化學品於海洋環境中洩漏實之特性和行為，判斷特定化

學物於不同環境(大氣、海面、水柱)時所產生不同的影響是極為重要的。此測試台規模

大小介於實驗室以及自然環境之間，其能夠重現不同的環境因子(水溫、風速以及光等

等)對於化學品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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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化學品測試實驗 (source: Cedre) 

（十） 實驗室 

  在分析能力上，Cedre 已設置氣相色譜法─質譜聯用（GC/MS）、氣相層析─火焰離

子化偵檢（GC/FID）及紅外線（IR）等高級分析儀器之物理化學實驗室，可進行污染物

特徵辨認、分析污染物之風化狀況及散油劑施放後的效能評估。 

 

圖 4-12 Cedre 實驗室分佈 (source: Ced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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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參訪 Cedre 應變設備展示庫及實驗室 

 

圖 4-14 參訪 Ced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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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參訪 Technopôle Brest-Iroise 

  在介紹 Technopôle Brest-Iroise 前，首先介紹 Brest 這個海港城市，Brest 是法國一個

歷史悠久有著超過 40 萬居民居住的海港大都會型的城市，有規模非常龐大的商港、軍

港、遊艇港以及造船工業設施，包括：貨櫃吞吐量在布列塔尼位居第一；3 個乾船塢、5

個維修用碼頭，Brest 亦是法國大西洋岸第一個建立船舶維修碼頭的城市，也擁有自己

的國際機場，每年有超過 100 萬旅客使用，每天有 11 班來回巴黎的例行性航班，此外

也有著便捷的都市內大眾運輸系統。由於是海港城市，Brest 從 1992 年起，每 4 年舉辦

海事嘉年華，有超過 2 千艘傳統帆船盛大參與，有超過 1 百萬的旅客前來共襄盛舉。Brest

也擁有非常先進的醫療資源教育及研究資源，包括一間大學及 7 間工程研究所，有超過

1,400 位研究及教學人員、超過 50 個研究單位，此外 Brest 也承辦各式大型國際會議及

展覽，一年超過 50 場次。 

 

一、Technopôle Brest-Iroise 介紹 

  Technopôle Brest-Iroise 為一個由政府提供財務支持的組織，此組織創立的歷史背景

是為了解決 1985 年 Brest 所遇到的重大造船業危機，此蕭條造成了超過 1,500 個以上的

失業人口，因此地方當局有關單位決定聯合向中央政府爭取支援，1988 年 2 月 Brest 區

域發展計畫通過成立一個：Technopôle，爾後在同年 10月正式成立Technopôle Brest-Iroise

組織。1990 年時，一群 Brest 當地的有志之士（包括：高教、研究、商業、當地政府以

及軍事組織）一起討論制定了一個發展方略，分別是：區域資產的盤點、專業領域的選

擇、工作社團建立、優劣勢分析以及制訂 Technopôle 的發展方略。Technopôle 組織致力

於讓產業及經濟多樣化，在 1992-1997 年間，計畫與發展當地的房地產，將其建立為一

個機能完善用來孕育技術的科技園區，透過提升科學與技術創造新的商機。 

  身為國防產業重鎮的 Brest，於 1996 年的國防產業改造政策下，當地的軍港工業亦

受到嚴重衝擊而產生了超過 2,000 個失業人口，此時 Technopôle Brest-Iroise 再次發揮功

能，提出第二代的產業升級及改造方略，成功讓 Brest 轉型成功，成為新創事業的孕育

地。結合海港的區位地利之便，發展海洋與生物科技事業，以專業團隊提供新創事業諮

詢與協助，結合當地高等教育與研究機構，輔導其一步一步進入市場。 

  至今 Technopôle Brest-Iroise 整合了超過 200 的機構，包括公司、研究機構、大專院

校等，提供顧問團隊協助創新育成，其來源及組成詳見表 5-1 及 5-2，整個組織致力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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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目標：創新育成、合作同盟以及活化推動。 

 

表 5-1：Technopôle Brest-Iroise 成員來源分布 

 

表 5-2：Technopôle Brest-Iroise 成員領域分布 

（一） 創新育成（Initiate） 

  Technopôle Brest-Iroise 的第一個要務是帶領及訓練新創企業，提供專業團隊協助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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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計畫發起人發展、評估、驗證並且正式執行計畫，同時也確保新創企業在創業關鍵的

前幾年，能夠維持公司發展。 

  提供孵化器（Incubator），藉由與高等教育機構及研究機構甚至是科技園區中的廠

商連結，提供新創企業取得資金挹注以及獲得其他所需之專業技術。此外孵化器也提供

空間或儀器設備的共享，協助公司發展。 

  著名的輔導成功例子有：ManRos Therapeutics、Autocruise 及 Elliptika。ManRos 

Therapeutics 是一間用海洋中發現的特殊蛋白激酶抑制劑專利，將其運用在治療癌症或

阿茲海默症等疾病。Autocruise 則是致力於將軍用雷達技術，運用在一般車輛。Elliptika

則是兩位電子博士創辦，致力於將研究的客製化的微波濾波器技術轉移推入商用市場。 

  海洋科學與技術、資訊與通訊科技、生物科技是目前 Technopôle Brest-Iroise 的三大

發展主軸。其中在「海洋科學與技術」領域更高居全歐洲第一，三大領域下轄有專業級

的研究機構或實驗室，負責執行數個計畫，資助者包羅萬象，包括大型企業、大專院校、

各領域專業研究機構等。 

（二） 合作同盟（Federate） 

  Technopôle Brest-Iroise 也協助企業建立合作同盟關係，深化技術發展，提供更多技

術轉移以及資金來源。由 Technopôle Brest-Iroise 所促成的合作計畫諸如：Vigisat，第一

個民用雷達衛星站；Tea Test Base，一個可研究海洋及海底的離岸研究平台；The Pole Mer 

Bretagne competiveness cluster，整合超過超過 350 個海洋相關部門的成員；ImaginLab，

提供一個測試新技術的平台。 

（三） 活化推動（Animate） 

  Technopôle Brest-Iroise在區域性及國際上協助新創企業建立聯絡網路以及技術提升。

在區域層級上組織舉辦早餐晚餐會議、提供電子報、舉辦各式展覽及研討會。在國際層

級上也與各國的研究機構交流合作，提供更多的投資交流機會。 

 

二、Technopôle Brest-Iroise 科技園區 

  Technopôle Brest-Iroise 所協助規劃建設的科技園區占地 265 英畝，有將近 6300 人

在其中工作。其規劃區域如圖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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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科技園區之空照圖及配置 

（一）發展海洋科學及技術 

  Brest 在規劃下已成為具有影響力海洋科學及技術之都，擁有超過 650 位研究員及

教授，排名歐洲第一，結合當地的優勢：FOST 總部、主要的海軍補給維修港以及第一

個大西洋測的船舶維修港，Brest 全力發展以下六個領域：航海安全與防護、海洋能源、

海洋學、永續發展與海岸環境、氣候變遷以及礦物及生物資源。 

 以下介紹幾個 Technopôle Brest-Iroise 所協助輔導的幾間成功案例公司。 

 DCNS 

這是一間擁有 2800 位員工的公司，此公司最厲害的在於能夠保養海面上的艦艇以

及海面下的核動力潛水艇。同時也致力於生產多用途艦艇、再生能源動力以及綠能

概念船。 

 THALES 

此公司擁有超過 1600 位員工，公司在以下幾個面向擁有獨到技術：海事監察和巡

邏及感應系統、電子交戰系統及設備、任務準備及復歸、水雷作戰系統、空運聲納

系統以及關鍵資訊系統。 

 Ifremer 

此公司為歐洲最大的海洋開發資源研究組織，有多個團隊研究包括：地球科學、極

端環境生物學以及海洋物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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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聽取 Technopôle Brest-Iroise 簡報 

 

圖 5-5 聽取 Technopôle Brest-Iroise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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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參訪 Pôle Mer Bretagne Atlantique 

一、Pôle Mer 介紹 

  Pôle Mer 為法國設立在 Brest 之一海洋經濟發展集群（Cluster），其功能為一技術轉

移組織。而經濟發展集群是法國政府於 2005 年提出的概念，目的為了因應日趨嚴峻的

國際化競爭環境，由政府出面替研究機構媒合，協助商業化技術並技術轉移及扶植新創

企業。「一區域、一主題」為其中一重要概念，主要是整合一個區域中的大小企業、研

究中心、實驗室以其訓練教育機構，共同合作發展同一個主題。 

  全國約有 70 種不同領域的集群，其中有兩個與海洋有關，一者位於靠近大西洋側，

一者鄰近地中海，其中本次參訪的 Pôle Mer 即是位於大西洋側之的海洋經濟發展集群，

此集群名列法國 20 個世界級集群中，而本群集雖然與另外一個位於地中海側的集群獨

立，但從設立一開始就有著互相合作的關係。 

  Pôle Mer 的領域範疇包括：海事安全、國防、造船業（包括：商用船、漁船、研究

船、郵輪之動力、通訊系統、材料等領域）、能源、深海礦業、海洋生物資源及海港建

設等。過去十年內，提供超過 260 個認證的計畫，媒合私人投資金額超過 8 億 2 千萬歐

元以及公共基金投資金額超過 2 億 2,200 萬歐元。 

  Pôle Mer 由 30 個不同領域的專家組成團隊，其中僅有 6 人由集群聘用，其他 24 人

由研究機構或公司聘用，負責橋接研究機構中提出的創新點子及技術與市場接軌。其中

令人印象深刻的 France Energies Marines 計畫則是負責離岸風力機的的研發，非常值得

我國交流借鏡。 

 

二、發展重點：離岸風力發電 

    在 Pôle Mer Bretagne Atlantique 的六大主軸中，於海洋能源及礦物資源（Marine 

energy and mining resources）主軸中特別強調，對風能、及海洋潮汐的利用與開發，有

高達七個計畫從事風力發電相關研究。七個計畫簡述如下： 

BLIDAR：將運用於陸地的風力測量裝置 LIDAR systems 開發成運用於海上漂浮平台之

風力測定系統。 

GHYDRO：研究離岸風力發電對於環境的影響。 

HYDROFAN：研究大量生產高效能風力發電機組扇葉。 

HYPERWIND：研究全球的風力發電場監控系統，尤其著墨於離岸風力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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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致力於開發更完善的數值系統用於監控海洋各種種類之生物。 

WINDKEEPER：開發用於離岸風力發電之經濟環保高智能船隻。 

WINFLO：致力於開發以錨固定之半淹沒深水離岸風力發電系統。 

 

圖 6-1 聽取 Technopôle Pôle Mer Bretagne Atlantique 簡報 

 

6-2 詹順貴副署長與 Technopôle Pôle Mer Bretagne Atlantique 交換紀念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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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參訪救難船 Abeille Bourbon 

法國政府的救難船主要由海軍提供船隻，委託民間經營，共配有 4 艘救難船、

4 艘多功能船，1 搜救難船造價約為 5,200 萬歐元。目前 4 艘救難船中 3 艘配置於法

國大西洋側 Bretagne、1 艘配置於地中海側 Toulon。22 年來，只要風速超過 25 節，

所有救難船就會駛出港口待命，依風向不同而停泊於不同的避風點待命，隨時提供

緊急救難服務。 

自 1978 年以來，總共在 Brest 附近救援超過 850 件較大的船難事故，其中約有

45 至 50 件事件與防止油污染有關。而救難船最為人稱道的救援事件則是 1999 年的

Erika 船難事故，因為救難船即時地將事故船隻拖離，才得以將油污染危害控制至最

小程度。 

本次參訪的救難船為 Abeille Bourbon 為目前法國最先進的海洋救難船，可協助

救助人員、防治油污燃以及拖離受難船隻，本船 24 小時待命，由兩班 12 個人的編

制輪班值勤。配有燃油 1,600 噸，航速可達 30 節；具備兩條 1.6 km 粗 8 cm 的鋼纜，

拖力可達 22,000 HP；船艙亦設有正壓裝置，故可行駛至有毒氣海域作業。此外，

本救難船亦配備一速度可達 45 節之支援小艇，可提供 2,400 m
3
/h 之滅火能力。 

本船之另外亮點為「遙控」控制模式以及非常精簡之人力配置。本船配有一個

遙控操作裝置，可以不受於艦橋限制，只要使用本遙控裝置，船長可以在船上的任

何一個角度遙控駕駛；而本船船員編制僅需 12 人，包括艦橋人員 3 名：船長、大副、

上尉；4 名工程師；4 位水手以及 1 位廚師，所需執勤人員非常精簡。 

本船自 2005 年下水服役以來，處理過多次國際嚴重船難問題，對於海難救險

及海洋污染防治貢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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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ille Bourbon 基本資料 

IMO 9308687 

船東 LES ABEILLES 

保險公司 The Ship owners' Mutual P&I Association (Luxembourg) 

建造年份 2004 

下水年份 2005 

種類 
Rolls-Royce Marine "UT 515" - Multi Purpose Salvage Tug 

/ Coast Guard and Stand By Safety Vessel 

噸位 3,249 GT, 974 NT, 1,813 DWT 

船長 80 m 

船寬 16.5 m 

吃水深度 6 m 

推進力 

 Main engine: 4 × 4,000 kW (5,400 hp) 

 Auxiliary engine: 3 × 615 kW (825 hp) 

 Bow thruster: 2 × 883 kW (1,184 hp) 

 Stern thruster: 2 × 515 kW (691 hp) 

航速 approx 19.8 knots (36.7 km/h) 

組員 12 

(Source: Wiki, EQUASI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oss_tonnag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et_tonnag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adweight_ton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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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Abeille Bourbon 外觀 

 

圖 7-2 Abeille Bourbon 之拖帶纜繩及纜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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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Abeille Bourbon 船艙內部之應變及防護資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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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 Abeille Bourbon 船側的水霧噴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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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 Abeille Bourbon 之機動小艇 

 

圖 7-5 Abeille Bourbon 艦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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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 參觀人員一行登上 Abeille Bourbon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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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一）本次法國之行完成與 Cedre 簽訂合作備忘錄，為兩國間之海洋污染防治合作與交

流奠定下更完備的基礎，也代表著臺灣的海洋污染防治能量與成果受到國際肯

定。 

（二）本行同時也把握機會，一窺法國是如何利用豐富海洋資源，強化產業優勢，整合

在地的產學機構，共同協助海洋產業轉型與發展，實質的提供技術轉移所需的人

力與設備，並扶植企業成長。非常值得身為四面環海島國的臺灣，思考如何利用

自身優勢，發展海洋有關產業，並且在臺灣遭受現有產業發產遇到困境時，能夠

借鏡法國，帶領臺灣產業轉型，再創臺灣奇蹟。 

（三）法國政府因應海洋事故發生之高風險區域，配備高拖救馬力之海洋救難船艦，並

在惡劣天候下出海待命，對於失去動力的船隻，在第一時間拖救避免擱淺事件發

生造成更大的危害，或對於擱淺之船舶在狀況轉趨惡劣之情況下，及時拖離。台

灣周遭海域由於是東亞重要航線，在夏季有颱風、秋冬季節有東北季風的影響，

歷年來的重大海洋污染事件都是起因於船舶失去動力，因惡劣的天候，無法進行

拖救，導致船舶擱淺，進一步衍生為海洋污染事件，以 2016 年就有耘海輪、德

翔臺北輪、港泰台州輪及康運輪等幾起重大船難事件，因救援能量不足，無法及

時救助，導致後續對環境造成危害或威脅。本次參訪法國的作法值得國內借鏡。 

（四）針對國內救援能量不足，在 2016 年 3 月發生北海岸的「德翔臺北」貨櫃輪擱淺

事件後，「海難」的主管機關交通部經檢討針對海難發生應強化我國海難救助機

制及應變能量，提升海域航行中故障船舶預警效能，加強海上船舶安全管理作為，

降低海難事件發生機率，並因應不同海難事件發展及處理情形，適時提升海難災

害應變等級，有效即時投入政府資源進行海難救助應變事務，提升海難救助效

能。 

 

二、建議 

（一）檢討海域風險因素，航政主管機關對於如何強化船舶航行安全管理，提升整體海

域對於航行中故障船舶之預警作為，依海上交通密度，檢討劃設航道、分道航行、

航行離岸距離、劃設海域安全警戒範圍等課題，並配合船舶自動識別(AIS)系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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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進行船舶動態管理，以適時啟動海難救護機制，是後續應努力的課題之一。 

（二）對於務實衡酌海難拖救需求，評估公部門建構拖帶救援艦艇之可行性，航政主管

機關應研議參考歐美先進國家作法，尋求國內外具適當能量專業廠商，以簽訂開

口合約方式及時進行海難救助工作，以運用民間豐富資源辦理應變處置工作，適

時依法徵用、徵購民間救災機具裝備協助救災，適時由政府介入辦理船體移除工

作，加速船貨與殘油移除，以避免重大海洋（岸）油污染事件發生。 

（三）我國鄰近之國際救難能量資源機構如下，航政主管機關應強化尋求國際資源，保

持暢通之聯繫管道及建立海難救助合作機制並加強運用，提升我國船舶擱淺應變

效能。 

   1.新加坡有知名荷蘭商史密特打撈公司（SMIT Salvage BV）。 

   2.亞洲船務代理國際救難聯盟救難船，常駐高雄港 2 至 3 艘遠洋大馬力拖船。 

   3.臺北港目前也常駐 2 艘大馬力拖船。 

   4.日本打撈公司（Nippon Salvage）。 

   5.大陸因海岸線遼闊國情不同，官方建置有北海、東海及南海三大救助局及打撈

局，轄下專業救助船有 53 艘，各種打撈工程平臺船 13 艘。惟大陸公務拖救船

舶進入我國海域應依「審查大陸船舶進入我方限制或禁止水域拖救遇險船舶申

請作業程序」書面通報相關機關審查。 

（四）為統一海難指揮運作調度，強化遇險船舶衍生各項問題之處理。行政院於 106 年

1 月 3 日核定修正「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海難所肇致之船舶擱淺衍生

海洋污染緊急應變與後續處理，由交通部依據「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設立之

海難災害應變中心統一指揮運作調度，更能強化遇險船舶衍生之各項問題之處理。

環保署就海洋污染之應變處理依海洋污染防治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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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附錄 

 簽署之 MOU（中、英、法版本） 

 Cedre 英文簡介 

 Brest 及 Technopôle Brest-Iroise 簡報 

 Pôle Mer Bretagne Atlantique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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