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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習二重點，其一與日本正櫻蝦資源解析專家建立交流與

合作關係，其二瞭解日本箱網養殖之實態，搜集箱網養殖經營成

效與水產研究進程資料，提供我國產官學界參考。本研習內容包

括日本中央水產總合研究中心之日本經濟性水產養殖之經營現況

與評估，東京水產振興會之日本青甘鰺箱網養殖情形，日本國際

水產暨技術展，靜岡水產研究所之櫻蝦資源評估，日本東海大學

之陸上鮪魚養殖設施，日本箱網養殖課題，MIS會社之鮪用箱網

投餌機與造粒機，鹿兒島喜入漁協之黑鮪箱網養殖，鹿兒島垂水

漁協之紅甘鰺之箱網養殖等項目。日本之櫻蝦冷凍保鮮與品質維

持的方法，箱網養殖之使用金屬網材，加入漁業保險制度，大量

地投餌機與造粒機節省人力負擔，以及研究技術結合產業發展創

立利潤之方法，讓人印象深刻，也值得臺灣產官學界參考與借鏡，

創造與發揮臺灣自有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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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本研習分為二個重點，其一為與日本的正櫻蝦 (Sergia lucens)

之資源解析，與日本水產試驗單位進行交流與研習，其二為日本

箱網養殖之實態與箱網養殖模式，瞭解先進國家之箱網養殖之經

營成效以及相關之水產研究進程，提供我國產官學界參考。 

正櫻蝦是屬於棲息在深海的小型蝦類，成體體長約 4 公分，

活體的蝦殼呈現透明粉紅色帶有細小紅色斑點。在日本與臺灣均

稱為櫻花蝦，考究其名的由來有好幾種說法，其中之一是乾燥後

正櫻蝦的顏色像是散落的櫻花花瓣，又是在春季時捕獲，其殼又

如同櫻花的顏色等等故得名。其蝦體具有 161 ± 2 個發光器，在

夜晚的海中閃耀著光芒，故又稱為海中的寶石，臺灣俗稱「花殼

仔」。臺灣有二處正櫻蝦漁場，位於西南部之東港海域的正櫻蝦漁

場漁期為每年 11 月至翌年 5 月止，依 2015 年統計東港的漁獲量，

產量達 1,600 公噸左右，產值約達新台幣 5 億元。東港的正櫻蝦

價格年年高漲，拍賣價最高已達每 20 公斤新台幣 8,900 元新紀

錄，產量、價格始終維持高檔水準。另位於東北部宜蘭灣海域之

龜山島正櫻蝦漁場漁獲量每年可達 600 公噸，產值逾新台幣 1.5

億元，2016 年宜蘭灣龜山島的正櫻蝦捕撈漁期為 2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漁獲量總量管制為 800 公噸。臺灣的二處漁場由於產值高，

且東港海域之作業採用自主式漁業管理模式，宜蘭灣海域也正朝

此模式規則實施中，兩者都是臺灣漁業中相當受到注目的漁業管

理典範。 

日本早在 1894 年即開始出現正櫻蝦採捕的漁法與漁業，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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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日本靜岡縣駿河灣重要且珍貴的漁業資源，每年僅開放春漁

(3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及秋漁(10 月下旬至 12 月下旬)兩季進行採

捕，現有約 60 組 120 艘漁船，每 2 艘 1 組進行雙拖作業，近年的

產量介於 1,000-2,500 公噸，產值約 23 億至 55 億日圓。 

日本正櫻蝦漁業為能更精準化其資源管理，近年仍然逐步改

良正櫻蝦資源量的推定方法。其水產技術研究所的科技計畫項目

當中，於 2013-15 年採用年級群解析模式 (Virtual Population 

Analysis, VPA)，以標準化的單位努力漁獲量(Catch Per Unit Effort, 

CPUE)，推算日本 1989 年至 2012 年之正櫻蝦資源的初期尾數在

34.5-205.6 億尾，平均為 105.7 億尾。將在未來 2016-18 年之研究

計畫，為精準化漁期前的資源量推定，將採用以產卵量推定親蝦

資源量的「卵數法」，以提高秋季漁期前資源量的簡便性與精準

度，並提高 VPA 法推斷之自然死亡率的精準度；採用定量性的個

體數採集與使用拖曳面積以推定密度之「面積密度法」，期能推估

與確立春季漁期前的資源量；改良過去資源量推定之 VPA 法與解

明正櫻蝦再生產機制的生態。故本案將至當地研習櫻花蝦之資源

評估方法與交流。 

在箱網養殖方面，仍以商業養殖鮪類之高價、魚肉富含脂質

的黑鮪 (太平洋黑鮪、大西洋黑鮪、南方黑鮪)為主，目前除了日

本對太平洋黑鮪已發展出完全養殖技術，少部分黑鮪幼苗由人工

繁殖獲得外，其他如澳洲與地中海諸國的鮪類養殖均依靠野外捕

撈幼鮪或成魚進行養殖。經由在箱網中養殖，增加群體生物量，

可 提 高 養 殖 鮪 魚 的 市 場 價 格 。 依 日 本 鮪 魚 養 殖 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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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syokugyojyou.net/) 收集世界上鮪魚養殖情形並於

2013 年公布，至 2011 年世界上黑鮪養殖生產量 (除日本外) 為

0.9 ~ 1.3 萬噸，主要國家為澳洲、克羅埃西亞、馬爾他及墨西哥。

依日本水產廳 (2016b) 資料，日本 2015 年有 94 個經營體共 160

養殖場計 1,432 口箱網進行黑鮪養殖，投入 94.8 萬尾種苗 (天然

40 萬尾、人工 54.8 萬尾)，同年出貨 22.6 萬尾，計 14,726 噸的養

成黑鮪進入市場。 

日本水產廳補助Marino-Forum 21進行之黑鮪養殖效率化之5

年計畫，成果豐碩，包括可沉式箱網、餌料自動供給系統、水中

給餌裝置、自動洗網機、死魚回收裝置、箱網內尾數計測裝置、

水中影像傳輸系統、養殖場監視系統、養殖場環境監測系統、魚

體長計測系統。 本次赴日研習洄游經濟性水產物種之箱網養殖模

式，前往鹿兒島箱網養殖之大本營，實際瞭解日本箱網養殖之經

營成效以及相關之水產研究進程，提供我國產官學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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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程 

 

 

    日期  地點 事項 

8月 20日 日 東京 移動(高雄-成田機場) 

8月 21日 一 橫浜  地點：日本中央水產總合研究中心 

 人員：松浦研究員、玉置研究員、神山研

究員、宮田研究員 

 研習事項：日本經濟性水產養殖之經營現

況與評估 

8月 22日 二 東京  地點：東京水產振興會 

 人員：栗原 研究員 

 研習事項：日本青甘鰺箱網養殖情形 

8月 23日 三 東京 參訪研習：第 19屆日本國際水產暨技術展 

 地點：日本東京有明國際展覽中心 

 研習事項：日本水産兼養殖技術展、演講，

情報收集 

8月 24日 四 靜岡燒

津 

 地點：靜岡水產研究所、由比漁港 

 人員：小林研究員 

 研習事項：櫻蝦資源評估、由比漁協 

8月 25日 五 靜岡清

水 

 地點：日本東海大學 

 人員：秋山教授、福井教授、土井教授  

 研習事項：櫻蝦資源評估、陸上鮪魚養

殖設施 

8月 26日 六 山口  研習事項：日本箱網養殖課題 

8月 27日 日 博多  地點：MIS會社 

 人員：中村社長  

 研習事項：鮪用箱網投餌機、造粒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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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8日 一 鹿兒島  地點：鹿兒島喜入漁協 

 人員：鹿島大 佐佐木 老師 

 研習事項：黑鮪箱網養殖 

8月 29日 二 鹿兒島  地點：鹿兒島垂水漁協 

 人員：鹿島大 佐佐木 老師 

 研習事項：紅甘鰺之箱網養殖 

8月 30日 三 鹿兒島  地點：鹿兒島大學 

 人員：鹿島大 佐佐木 老師 

 研習事項：圖書館自修 

8月 31日 四 博多 移動日  

9月 1日 五 高雄 福岡機場→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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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習主要內容 

(一)、日本中央水產總合研究中心 

    日本相關的箱網養殖方面的介紹。在日本海面養殖大致分為

兩種，一是投餌飼育，另一則是依靠自然的力量成長。投餌可促

進水產生物成長以及積極地追求水產物的品質與形狀，而不投餌

水產物則依靠自然環境生長。在箱網養殖魚類上較常見的為鰤魚

(紅甘鰺、青甘鰺)，鯛魚(嘉臘)、鰈魚、虎河豚，以及黑鮪魚等等

較高經濟價值之魚類。日本箱網養殖之所使用的海面為當地漁協

為主要權力者，可授予其成員行使權力。日本養殖漁業的產量約

占日本海域漁業整體的兩成，約占沿岸漁業的四至五成。捕獲金

額約占海域漁業整體的三成，占沿岸漁業的將近五成，與沿岸漁

船漁業的規模大致相當。由於養殖漁業是集約式生產體系，附加 

價值生產效率高，與漁船漁業相比，被認為經營較為穩定。但近

年來因魚價價格低落而引起的經營不景氣現象，在各個業種內大

範圍存在。 

日本養殖漁業具有以下經營上的構成和特徵：1、養殖水域：

根據特定區劃漁業權，漁協成員共同利用。為提高銷售額，易快

速推動漁場利用的集約化，但超出一定限度則出現過密養殖，使

生產效率降低。這不只是個別經營體的問題，因此必須集團式實

行密度控制。2、養殖資本：設備、資材及半成品。養殖期較長的

魚類養殖業，半成品的培育與保持所需要的財力，例如餌料費用

等運轉資金的確保極為重要，幾乎都是依靠借款（融資）。3、勞

動力及其組織，很多情況是依靠家庭成員勞動，或是大量利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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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力量。4、養殖業的選址：根據養殖水產品的特性，適宜養殖地

受到限制。原主要從自然條件、生產能力來推動產地的形成，而

現今在交通手段發達、市場條件變化、資訊化技術發展 以及社會

對漁場環境保全方面的關注不斷高漲等環境中，產地形成條件也

發生了變化。 

日本主要的魚類海面養殖分佈，青甘鰺與紅甘鰺：南九州、

宇和海等；真鯛：天草、宇和海等；虎海豚：天草、長崎縣等；

黑鮪：鹿兒島縣、長崎縣、沖繩縣等。 

魚類養殖通過投餌可快速提高魚類成長速度。但因其與天然

魚類攝取的餌料不同，生長的環境不同，品質也與天然生產物不

同。魚類的全部產量中，魚類養殖生產的比例僅占不到 8％。不

過，青甘鰺主要養殖對象魚種的比例相當高。在日常飲食中極為

常見，一般來說，餌料費用佔用運轉資金的比重較大，是高投資、

高收入型的養殖經營。但是近年來日本的經營體數量不斷減少。

特別是青甘鰺養殖傾向更加顯著，經營體數量這 10 年間減少了一 

半。供給過剩和價格低下讓養殖魚業經營狀況不佳。 

日本養殖魚類的市場性，作為大量供給全國市場的穩定的大

眾食品的性質很強。對於重視穩定性的批量銷售商店來說，養殖

魚類是重要的刺身用材料，因而尺寸和鮮度是決定價格的重要因

素。但是，因其不具備稀少性， 一般不得不運用強調價格優勢的

銷售策略，目前價格便宜且穩定。在養殖技術上四點很重要，包

括種苗生產、餌料開發、魚病對策、漁場環境。人工種苗生產技

術不斷進步，但青甘鰺養殖的生產技術還不發達，依然依靠採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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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種苗。還有，紅甘鰺養殖依賴從中國進口天然種苗，種苗供

給的穩定性、種苗的品質等存在隱憂。養殖之餌料方面，大企業

推進 EP(cxtruded pellet）的開發廣泛普及。這有利於漁場環境的

改善以及養殖魚的品質改善。近年來鮮魚的加工殘渣大多被回

收，作為魚粉、魚油養殖餌料。養殖業形成了這樣的迴圈型產業，

有利於資源的有效利用。魚病對策方面，疫苗技術的進展非常顯

著。這帶來了明顯的生存率的上升，給經營帶來好處。但是近年，

新的魚病從海外被帶入的情況不斷增多。防疫體制的強化今後將

會變得更加重要。漁場環境的改善也是重要的技術性課題。漁場

環境的惡化帶來了培育養殖的成品率低下，給經營帶來了直接的

打擊。雖然也實行了一些措施，如混養吸收營養鹽的海藻類，以

及為改良水底物質而撒牡礪的貝殼等，但密度管理從根本上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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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日本橫浜之中央水產研究所 

日本中央水產研究所 宮田研究員講解養殖漁業與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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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央水產研究所 神山研究員講解震災後蚵養殖漁業與經營 

日本中央水產研究所 松浦研究員講解河豚箱網養殖漁業與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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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京水產振興會 

桑原研究員贈予介紹日本「青甘鰺養殖」DVD 一卷，日本人

對會鰤魚的名稱很多，成年的青甘鰺約尾叉長至 80cm 以上才會

稱之為ブリ，故有「出世魚」的代表。「出世」有加官進爵和出人

頭地的寓意，於是日本人愛用青甘鰺，在婚嫁或喜慶上常見的魚。

而此卷在介紹青甘鰺養殖的歷史和現狀，鹿兒島縣長島鎮漁業協

同組合在實際上之幼魚採苗、稚魚與馴餌、養殖 1 年、養殖 2-3

年之漁獲出荷，以及加工等等，包括圖像，CG 與漁民的訪談等，

以易於理解的方式介紹日本青甘鰺的箱網養殖。 

青甘鰺的產量最多，日本為主要產區，根據 FAO 的統計資料

顯示，其年產量約在 15 萬公噸上下。日本國內海面養殖業中之鰤

魚類(青甘、紅甘等)為最大宗，產地則是在鹿兒島、愛媛及大分

縣。以穩定的方式提供安全優質的水產養殖，但日本國內需求飽

和，價格走勢有所下降，加工品主要為冷凍魚槳出口到美國，出

口量呈上升趨勢。其相關的資料可參考日本網站上所示情報：

http://yousyokubu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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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水產振興會 栗原研究員帶領參觀水產展覽室並贈予 DVD 

 

日本「青甘鰺養殖」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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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19 屆日本國際水產暨技術展 

第 19 屆日本國際水產暨技術展於 8 月 23 日至 25 日在日本東

京有明國際展覽中心(ビッグサイト)。日本為全球第二大水產品

進口國，進口占其消費量比重持續在 50%上下，且進口來源國亦

多達 123 個，2013 年進口市場規模約 117.8 億美元，臺灣為日本

第十大進口來源國，市佔率約 3.7%，但日本卻為臺灣水產品第一

大出口市場，約占 23.0%的出口比重，主要出口生鮮或冷藏或冷

凍正鰹、黃鰭鮪、長鰭鮪、大目鮪、烏鯧、鯖魚（正鯖、花腹鯖、

白腹鯖）等。本次日本國際水產暨技術展出展者約有 850 間公司

計 1343 個區攤位，其中日本國內就有 648 間公司參展計 954 個區

攤位。而日本主要水產縣有 41 個縣出展，最大出屏規模為愛媛縣

的 33 個區攤位。 

日本為了能夠進行擴大出口水產品通路，由日本貿易振興會舉

辦出口商談會，親子魚食學習會等，日本水產廳亦設置速食魚食

專區及魚食普及促進專區。而今年的會展增加了二個新的活動，

其一為因應漁場環境變動、漁民高齡化、勞動力不足等問題之省

力化、效率化之改善勞動環境與近代化的最新技術與構想之次世

代漁業技術展。其二則是為能讓增加學校供應水產食材之專區的

設置，除了能提供健康與優質的食材給成長期的小朋友，亦能承

續傳統食文化的機會。 

而本次主要目標為收集日本黑鮪養殖的相關資料，在展區極為

顯目的二個大型日本水產企業均有展出養殖黑鮪，一為日本水產

集團(日水)、另一為極洋股份有限公司(極洋)。日水公司指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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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鮪養殖預計於明年度可出貨 1 萬尾約 500 噸的完全養殖黑鮪，

其品牌為「喜鮪」，採用的配合飼料「T～セージ」養殖。而日水

集團的旗下有許多的子公司，或與其他水產公司合併進行黑鮪養

殖。例如在長崎五島列島養殖之某子公司，養殖黑鮪的箱網計有

19 組，採用天然種苗約 2 萬 6000 尾，人工種苗 3000 尾，計有約

3 萬尾黑鮪飼育當中。而採用的箱網長 70 公尺、寬 45 公尺，深

15 公尺。平均 1 尾 32 公斤的 4 歲魚 4000 尾於箱網中，餵食生餌

時 1 日需餵養 4 噸的鯖魚。此外也有比較利用 1 尾 20 公斤的 4 歲

魚餵食配合飼料，此 T～セージ配合飼料為魚粉、魚油、營養劑

等楺製成圓筒狀飼料，1 粒約有 4000 卡路里的熱量。其成長速度

與餌料成本均是採用生餌的 3 倍。 

 

 



 18 

日本水產 養殖黑鮪_喜鮪 

日本水產 養殖黑鮪_喜鮪(3 年養殖，約 50kg/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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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地水産在展場中展示日本國產養殖黑鮪，以「TUNAGU」

為品牌，所看見的也是以完全養殖 3-4 年魚，1 尾約 50kg 之魚。

在詢問之下得知，今年將出貨 60 噸，2018 則增加至 200 噸，養

殖箱網所採用的稚魚有完全養殖而來，也有天然稚魚苗，養成魚

出貨提供超市、外食產業為主。在生魚片之赤身部位顏色濃且有

豐富油脂，養殖產出的臭味少，在市場上獲得好評。 

在養殖方面，大致上為 3 年養殖，3 年以上其體型已達到 25

公斤以上，其飼料的攝食量增大，故換算下來的結果，為省餌料

及避風險，以 3 年出貨為主。出貨體型以 40 公斤以上為主，若可

以出口至其他國家，也會嚐試去做。現養殖經驗看來黑鮪的餌料

換肉率約 15:1，故在養殖上極為消耗餌料成本。在詢問下得知，

若以 1kg的養殖黒鮪肉大致上賣得 3000日圓，需消耗掉 1500-2000

日圓的餌料費，故中間的價差即為企業可獲得的利潤，因此最重

要的是這 3 年間的餌料成本掌握。 

 

極洋水產黑鮪完全養殖的說明 



 20 

極洋 養殖黑鮪_つなぐ(3 年養殖，約 50kg/尾) 

極洋 養殖黑鮪_つなぐ(3 年養殖，約 50kg/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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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洋 養殖黑鮪_つなぐ，於會場中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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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靜岡水產研究所 

    日本所產的正櫻蝦成長約至體長 4.5 公分的，在日本國內除

駿河灣生產之外，相模灣、東京灣、台灣周邊均有分佈，但日本

以櫻蝦漁業為產業區域者僅有駿河灣。日間分布的水深在 200-350

公尺深，在黃昏至夜晚後則蝦群上升至 20-60 公尺水深，故駿河

灣的作業方式，夏季時蝦群開始上升的時間約 17: 00，上浮至約

60 公尺，開始下沉的時間約 05: 00，下沉至約 250 公尺，冬季時

蝦群開始上升的時間約 16 :00，半夜時正櫻蝦群體最為集中，散

射層厚度約 30 公尺。故日本正櫻蝦在日落時的時候上浮至 20-50

公尺，是較好漁獲的時間，漁船作業時間在晩上，作業完後即返

港，於隔日的早上 05:45 遂抵市場拍賣，漁獲作業與拍賣時間並

無日照，其保鮮程度較臺灣佳。 

櫻蝦壽命約 15-18 個月，產卵期 6-10 月，卵約 1 日孵化，幼

生經 1 個月成長至 1 公分之稚蝦，至秋季可成長至 3 公分，產卵

高峰之 6 月 11 日至 9 月 30 日為靜岡縣禁止採捕期間。日本的正

櫻蝦漁場，由於漁場區域狹小，若全部漁船進入漁場則太過密集，

容易造成不良的漁獲競爭與過漁。加上乾燥蝦的加工受到天候影

響，一天的漁獲處理量有限，若漁獲量超過可加工量界限，在持

續雨天時，易使得蝦價格大幅崩落。日本正櫻蝦漁業現有 60 組雙

拖網船進行捕撈作業，以統籌聯營制(pooling system)方式進行管

理。指得是漁獲售出金額全部均分。簡而言之，若有 10 艘漁船捕

撈正櫻蝦，其漁獲售出金額為 1,000 萬日圓，則每艘漁船分配之

金額為 100 萬日圓。此制度可因應漁獲量大減漁期、魚價過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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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漁獲資源量減少時。本項制度於 1966 年 5 月導入試行，制度歷

經數次改良，現已是日本資源管理型漁業的標桿。 

現在靜岡水產研究所之小林研究員在近二年採用以產卵量推

定親蝦資源量的「卵數法」，以提高秋季漁期前資源量的簡便性與

精準度，並提高 VPA 法推斷之自然死亡率的精準度；採用定量性

的個體數採集與使用拖曳面積以推定密度之「面積密度法」，能推

估與確立春季漁期前的資源量；改良過去資源量推定之 VPA 法與

解明正櫻蝦再生產機制的生態。在研習過程中提到這二個方法雖

推估到櫻蝦資源量，但二者的差距很大，因此可能要再尋找其他

的方式，以更精密的儀器，去掃水下櫻蝦資源量，但因經費少，

現階段並無法成行。而所推估的櫻蝦資源量並不會透露讓漁民知

悉，僅利用漁期前的試驗捕獲的結果，將蝦的尺寸以預報的方式

讓漁民知道。故漁期前採捕的蝦尺寸過小時，可讓漁民自主地將

禁漁期往後延，讓蝦能夠再成長一些，有利於價格上的提升。 

根據研究員指出，近幾年日本櫻蝦的生產量約在 1000-1500

噸左右，生蝦 3200 日圓/kg；乾燥蝦 14000 日圓/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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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静岡県水産技術研究所 小林 研究員； 

右：静岡県漁業協同組合連合會 五十風 監査士 

日本正櫻蝦漁業用之 1 組雙拖網船，毎艘船約 6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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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櫻蝦的故鄉，由比 

日本櫻蝦漁業重鎮，由比漁港。休漁期間漁港均在港內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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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比漁協直販所，於禁漁期間仍可提供冷凍生食用的櫻蝦 

日本產乾燥櫻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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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本東海大學 

東海大學海洋學系的秋山信彥教授主持陸上黒鮪養殖計畫，

環在東海大學校園內，設置帳棚狀的無窗養殖室，室內有四個直

徑約 5 公尺的圓形水槽，深約 1 公尺，其中注滿溫度控制於攝氏

17 至 21 度，從海水滲透的透水層地下深處抽取無菌「地下海水」，

海水始終維持圓形流動，而黑鮪的稚魚就在其中逆流游動。試驗

水槽中製作適當的流速，誘導黒鮪幼魚避免碰撞水槽內壁，並配

合利用微細氣泡迴圈過濾系統等製作空氣障壁，預防碰撞的發

生。調整試驗水槽內水流速度，有控制魚肉脂肪含量，使脂肉量

增多，肉質變少的可能。另外，光的照射方式、照度等飼育方法

相關技術的開發中。黒鮪對閃電等閃光有暴衝的特性，為防止黑

鮪因閃光而有向試驗水槽內壁暴沖的狀況發生，于水槽上覆蓋遮

光率 99％之塑膠布。 

秋山教授指出，鮪魚的陸上養殖的優點，可以避免海上養殖

的海洋污染或天候影響等問題，還能夠充分控制水溫、飼料等飼

養環境，維持養殖情況及品質穩定。再者，投資陸上鮪魚養殖任

何人皆可參加；和海上養殖相較之下，可降低受到赤潮等災害之

風險；地下海水不含水銀等重金屬物質，可達到安全、安心、高

附加價值之鮪魚產品等優點。且利用整年皆保持一定水溫的地下

海水進行養殖，其溫度至冬天不會形成低水溫，夏季亦不會形成

高水溫，除可促進稚魚的成長，對成本也不會造成負擔的飼育。

但在成長方面，空間過小或水溫低可能會讓成長較為遲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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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海洋學系的秋山信彥教授 

陸上無窗養殖室，直徑 5 公尺深 1 公尺圓形水槽，黑鮪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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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本箱網養殖課題 

    日本海面魚類養殖中最發達的鰤魚養殖，種苗依靠天然採補

及人工繁殖，低成本就能利用的夭然種苗，豐富且穩定地存在自

然界。但很難確保天然種苗穩定真鯛、虎河豚等種類在確立人工

種苗生產技術，1970 代以後實現養殖業產業化。生產技術上課題

大體可以分為採卵技術和初期餌料開發兩個領域。(1)採卵：現在

真鯛等魚種，人工種苗培育的種魚自然產卵法已經成熟並廣泛普

及。並且有望通過加溫、調節光照等開發出產卵促進技術。沒有

實現自然產卵採卵法的魚種，已經開發出利用魚類腦垂體荷爾蒙

的產卵促進法，期待能夠縮減種魚培養的經費和時間。(2）幼魚

飼養和初期餌料：現在大多能實現輪蟲單獨投餌飼養。並且正在

不斷推進幼魚專用混合餌料的研究。微粒子餌料的營養價值不斷

上升，有的魚種實現了生物餌料的 1/2 由混合餌料來代替。並且

在餌料系列中，繼輪蟲之後投與的生物餌料的相關研究也正在進

行，但微粒子餌料的開發使得其重要性降低了。 

日本黑鮪養殖魚種種苗方面，從採捕天然種苗，現在也開始

完全養殖的人工種苗，但商業用量產仍在起步當中，若現在天然

黑鮪幼苗的價格在 1000 至 3000 日圓/尾，仍在需要看天候及產量

而定，現在日本的黑鮪幼苗採捕的限制也日漸嚴格，故人工繁殖

種苗的商機頗大，而現在人工苗至 30 公分的價格在 5000 日圓以

上，仍比天然苗高，此需要依靠技術的力量，在不久將來，黑鮪

完全養殖的幼苗因技術力的提升，可讓價格較人工苗便宜，且穩

定的提供。在黑鮪養殖上，日本近畿大學可說是完全養殖的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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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大島研究所的澤田教授在簡報中說明了近大水產養殖，以研究

教育、技術開發、產業公司販賣等三位一體，構成了近大水產養

殖在日本的特殊地位，在日本中也極少見。近大生產的人工魚苗

可販售給漁民之外，其養殖的成魚亦可直接販售給批發商及消費

者，讓近大研究者及人員能夠帶來更好的收入，更大的熱情，更

堅固有經費的研究技術的開發。 

而現在日本串本也因黒鮪完全養殖的成功，在當地有推出黑

鮪給餌體驗行程，可在當地港口乘船至箱網附近，再進行給餌，

讓黑鮪衝到觀光客面前吃餌，觀看巨大黑鮪在索餌時的衝擊體

驗，也為當地新增一項特殊的產業體驗觀光行程。 

 

近畿大學黑鮪完全養殖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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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大澤田教授於簡報說明黑鮪養殖成為串本當地觀光行程之一 

近大澤田教授於簡報說明，研究教育、技術開發、產業公司販賣
等三位一體的近大養殖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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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MIS 會社 

MIS 公司位於福岡市，主要在生產水產養殖業所用之投餌機

與造粒機。造粒機主要可混合生餌、配合飼料、營養配方等混合

揉製並經由出口的圓盤切斷刀，於撒餌時可噴出呈顆粒狀的餌

料。顆粒的大小與形狀，可由出口的圓盤刀，調整切斷速度而定，

可製作出適口性佳的飼料。投餌機利用空氣方式廣範圍撒餌，其

功率每小時可投餌達 4-6 噸，節省人力不必要的浪費。在給予養

殖魚類，日本的船用造粒機與投餌機，基本上是把餌料運搬上船

完後，開始進行混合揉製，在到達箱網後若規模較大者，採用空

氣式投餌機均勻餵食箱網內的鮪魚。 

 

MIS 公司牆上掛著投餌機實作的情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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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 公司，中村社長講解投餌機之構造 

鮪用餌料造粒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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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鹿兒島喜入漁協_黒鮪養殖子公司 

本地的黑鮪養殖水產公司為日水集團的子公司，在當地事務

所當中，僅有作業員 3-4 人，3 口直徑 30 公尺的箱網，其中每口

箱網約有 1500 尾黑鮪，因已養殖 2 年，故推測箱網中的黑鮪已達

20 公斤/尾以上。採用生餌，以鯖魚為主，養殖場旁設有冷凍庫儲

存冷凍餌料，投餵的準備工作即利用堆高機，再冷凍庫中的餌料

搬運投入陸上絞碎機，半成品餌料放至餌船當中。投餌船開至箱

網需於 20-30 分鐘，再利用船上造粒機及投餌機進行濕式餌料的

製作及噴出投餌。 

餌料成本約佔總成本的 6-7 成，但餌料成本的控制權為總公

司要求，所以僱員需依指示投餌量及餌料魚種。一日的投餌量約

為 5 噸。在詢問當中，仍以餌料成本佔最重要的成本，其他例如

人事費等，均佔小部分。而副所長需兼顧幾個場掌握情形向上呈

報，一個場作業員 3-4 人當中，均是當地日本人，沒有看見外國

人。投餌僅需 1-2 人即可完成，而作業員亦需有潛水執照，在每

日分配工作中，由副所長指示擬定計畫為之。 

在生存率方面，1 年養殖約有 1 成的死亡率。由於是在櫻島

下的灣當中，海面靜穩，比較不受台風影響。由於當地海域並無

黑鮪，故當地漁民也不敢去偷捕箱網內的黑鮪去變賣之。僅有一

些運動釣魚的人，為惡作劇地去箱網近行釣獲黑鮪，造成黑鮪的

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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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兒島喜入町黑鮪養殖場，右起鹿島大佐佐木副教授、山崎組合

長、西南水產 瀨戶口副所長 

黑鮪養殖場旁之冷凍庫，飼養用餌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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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養用冷凍生餌先在陸上加工絞碎用，放入投餌船艙內 

投餌船，駕駛座前為投餌與造粒機，前藍色艙內放滿生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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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鹿兒島垂水漁協_紅甘鰺養殖 

    日本紅甘鰺(高體鰤)養殖年產量為 47,000 公噸（產值 400 億

日圓），每公斤單價高達 1200 日圓（青甘鰺 800 日圓/公斤）。而

垂水市週邊的海域紅甘鰺養殖產量占日本總產量的 60%。日本鹿

兒島垂水漁協位在櫻島的東邊，其箱網養殖頂極紅甘鰺極具盛

名，有「海之櫻勘」的品牌，其漁港直營的櫻勘食堂中人氣美食

採用此地養殖的紅甘鰺，醃紅甘鰺蓋飯為人氣商品。垂水漁協的

正會員有 456 名，在魚類養殖業中有 59 個經營體，漁場平均水深

約 120m，淺處 67 米，深處 153 米。而箱網的規格為 8m×8m×8m

的正方體，大致上採用金屬網。此海域的許可範圍為 587 組箱網。 

    此處箱網養殖漁民為漁協會員，1 人經營約 6 口的箱網，自

有投餌船，全員均有加入日本漁業的保險，可供分擔風險。採用

的冷凍餌料以鯖魚、鰺魚為主，加上配合飼料，在投餌船上可製

作出圓柱粒狀的餌料。配合飼料的採用，其中有加入茶葉及酒粕

對魚有抗菌、抗酸化的作業，且讓肉質顏色較佳。而當有魚病發

生時，可於造粒機當中添加營養劑或投藥，給餌次數 1 周 3 次，

每次用時約 1 小時。金屬網上藻類的清除則委託其他公司，一口

箱網 2 萬日圓。而金屬箱網的可用時間為 3 年左右。 

    其魚苗的來源來至中國較多，以及近年來的魚價低迷為經營

業者較為頭疼的問題。而在養殖當中，餌料成本高風險也高，故

1 人大致僅經營 6 口箱網為此處較常見的經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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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水漁協 冷凍餌料陸上絞碎機的實際運作 

絞碎的餌料如同碎冰般地堆放至投餌船前方的餌料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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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餌 3：1 配合餌料的比例在餌料船上進行拌攪與造粒 

駕駛室前之箱網餌料的拌攪與造粒機運造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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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餌船靠近箱網，紅甘鰺索餌，採用 8m*8m*8m 的金屬網 

全程均一人操作所有投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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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餌造粒機的圓切盤，依業者的需者可更換孔徑尺寸及切刀速度 

櫻島下的水面穩靜，箱網分佈較稀，1 經營者約有 6 口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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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投餌船投餌機進行投餌餵養的實際情形 

垂水漁協大型冷凍房中多樣的冷凍餌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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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心得及建議 

(一)、 日本持續進行正櫻蝦科學研究與採樣，可提供給漁

民業者生產季前的的櫻蝦尺寸，以利於較佳時期利用櫻

蝦資源，俾訂定更完善的漁業管理策略，這方面可為我

國正櫻蝦漁業研究的借鏡。而在交流當中也得知，日本

產櫻蝦價格高，約為我方的三倍，保鮮與冷凍技術讓非

漁期亦能提供生食用櫻蝦，高品質高魚價更顯得資源珍

貴。故我方應加強提高保鮮方法及品質，讓自需市場的

價格提高，再進一步可朝生食、熟食等不同的食用方式，

增加櫻蝦資源的多樣利用。 

(二)、 日本採用統籌聯營制的方式經營櫻蝦資源，漁獲售

出金額全部均分，故對於漁民業者而言，差不多捕獲就

好，並不要太多的努力，所以也讓資源的威脅降低。此

與我方的自主性管理相似。而自身經營的食堂與直販所

人氣非常好。可建議我方輔導漁民成立相關水產漁業產

銷班，凝聚漁民與加工業者間的共識，加上學界與政府

的輔導，訂定合宜的管理規範，可讓漁業得以永續發展，

並能維持市場面與價格面的穩定。 

(三)、 本次觀摩日本鹿兒島的紅甘鰺箱網養殖發現，當地

海域的箱網採用 8m*8m*8m 的正方體金屬網材的箱網，

金屬網材的箱網在水中不會變形，所以養殖水體固定，

風浪較不會影響箱網內的魚隻，即使颱風來襲也不需要

沉入水中，或網具的變形造成魚隻的死亡。此外，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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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材較不易附著藻類，可減少藻類生長影響水體流動的

優點，提高魚隻生長速度及降低魚病。而在清潔網具是，

日本大部份採用「せんすいくん」的水下洗網機具，此

小型的箱網，在短時間內即可清潔完成。經與該水下洗

網機具公司(YANMAR GROUP COMPANY)聯絡得知，像

挪威、西班牙、英國、智利、紐澳等國家，均有採用該

公司的產品，海外已出貨約 60 台左右，日本製質優故障

率低，簡單操作且底面網也可洗淨。在國外使用的機型

以 NCL-LX 為主，1 台為 840 萬至 1400 萬元，在日本主

要使用 NCL-SX3，1 台為 252 萬至 364 萬元。故在省人

力化方面，引進效率佳的機器，對我國箱網產業有助益。

(機器如附錄) 

(四)、 日本箱網養殖的方式，分析企業型及家計型，像青

甘鰺、紅甘鰺的養殖，主要以漁協為主體，個人經營的

家計型小型箱網養殖產業，1 個人即能完成所有箱網養殖

的工作，而其他像漁船故障、清潔網具、出貨等等，均

委外或臨時工。也有是在產業鏈上分工清楚，個人可經

營 6 口箱網，而餌料等較大的成本與風險，也與漁協共

同承擔之。在箱網省人力化方面，確實可向日本借鏡。

大量地採用投餌機、造粒機的方式，節省人力的負擔。 

(五)、 對於箱網養殖業的日本家計型的漁民來說，其風險

負擔很高，在詢問下得知，不管是企業體經營或是個人

經營，幾乎所有箱網養殖業者均加入日本的漁業保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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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之下。又稱為共濟制度。在養殖保險之下，養殖中的

生物死亡、自然災害、流失、赤潮等等遭受到的損害，

可獲得理賠。以紅甘鰺養殖而言，1 年魚 1 尾的保險單價

為 1450 日圓，2 年魚為 4000 日圓，3 年魚為 5500 日圓。

國家在保險費中進行分別補助，在同一養殖區的全員加

入的話，則有較高的補助金。國家最高的補助限度率達

75％，其細節很多但有公式可計算之，在我國亦有學者

針對日本漁業保險制度進行研究。總之，國家的支援體

係，讓日本漁民感到安心，而願意持續進行箱網養殖。

然而我國對於箱網養殖產業，因規模較小而業者經常抱

怨得不到重視，以及颱風來時的風險過高等等。故建議

也可由國家擬定漁業保險制度，其也可供箱網養殖產業

加入。 

(六)、 日本箱網養殖採用的冷凍生餌，其品質看起來較台

灣新鮮且品質佳，詢問下亦得知，在漁協大量採購之下，

冷凍生餌的價格，不同種類的生餌可壓低至 14-20 元/公

斤。但由於台灣沿近海可供應冷凍生餌的港口並不多之

外，石斑魚養殖也需要大量的生餌供應，故在價格上、

品質上，台灣的養殖用生餌餌料確實不及日本。此點可

能也需要依靠技術的力量，在餌料研發的技術力提升，

使得餌料成本降低，換肉效率更佳。 

(七)、 研發經費的下降不僅是在日本，台灣也同樣面臨相

同的問題。近畿大學利用三位一體的方式，近乎投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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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成立水產養殖公司，以及創立海洋餐廳，販賣魚苗

給業者等等方式，為個人、學校、研究主題帶有更多的

利潤與經費。在詢問下亦得知，日本私立大學的教授薪

水是高於國立大學，而私立大學自由學風及商業經營模

式，可讓研究學者更有熱情的投入於工作研發當中，創

造出有利於本身及學校的成果。此點或許可讓我國研究

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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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養殖箱網水中洗淨機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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