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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 4屆亞太珊瑚礁國際研討會於菲律賓宿霧市舉行，主題為「亞太地區的

珊瑚礁：在當代挑戰中攜手合作」。本報告就海域遊憩活動對珊瑚礁生態的影響、

海洋保護區網絡、藍色經濟、硨磲貝復育與公民科學等主題探討與會者於會中口

頭報告及海報展示所發表之內容，以及與場外攤位的 NGO團體交流討論其所推動

的保育行動，透過他國對於珊瑚礁保育的經驗與研究成果，作為我國兩處包含海

域範圍的國家公園之借鏡，就遊憩行為與保護區經營管理方面，應用於國家公園

之業務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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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會議背景及目的 

亞太珊瑚礁國際研討會（Asia-Pacific Coral Reef Symposium）每 4年舉

辦一次，從 2006 年第一屆由香港中文大學主辦，2010年第二屆由泰國

Ramkhamhaeng大學主辦，2014年由台灣海洋生物博物館主辦，到本屆於菲律賓

宿霧市舉辦，與會人數由第一屆的 250人至第三屆於台灣墾丁舉辦時，有來自

39個國家地區 500 人，可見此論壇於國際間的重要影響力。 

而本屆於 6月 4日至 8日在菲律賓宿霧是的馬可波羅飯店舉辦，主題為「亞

太地區的珊瑚礁：在當代挑戰中攜手合作」，與會人數更是攀升至 620位報名者。

亞太地區的珊瑚礁是上百萬的海洋生物棲息之所，更支持了此一地區，超過五億

人口生計的生態地區，漁業利用、觀光發展、生技研發等益處皆依賴豐富的珊瑚

礁生物多樣性。然而，人類所帶來的破壞及污染已遠遠超過生態所能自動修復的

程度，全球暖化、海洋酸化、過漁、各式污染及破壞皆是海洋目前面臨的威脅。

珊瑚礁生態是否能在當前的威脅中繼續發揮其生態功能，而人類如何群策群力檢

討並解決所帶來的破壞，是目前迫切之問題。透過研討會集結來自各地的學者及

組織單位分享當前研究進展，找出問題並對症下藥。 

本屆主題包含珊瑚礁生態學、經營管理及保育等領域的研究發表及工作坊討

論，有助於亞太地區的科學家、教育工作者、政府管理部門、環境學家、學生及

所有在地利益相關者分享珊瑚礁生態、管理及保育的相關知識及經驗。

 

圖 1開幕第一天合照，照片出處：4th APCRS 官方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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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及內容 

5天的研討會議程中，主題囊括珊瑚礁生物的生態多樣性、全球環境變遷

下珊瑚礁物種的適應及馴化、珊瑚礁地質學、評估及監測珊瑚生態技術的創新、

亞太地區珊瑚礁與其他棲地的連結性、珊瑚礁生態管理的新興趨勢:公民科學、

硨磲貝的保育及管理、海岸資源管理:漁業及海洋保護區管理、海水酸化等多項

主題分類，為了取捨重要且與海管處及墾管處相關的議題，皆須先安排好每時段

欲前往聆聽的場次，以下為 5天研討會中與本國兩處包含海域範圍的國家公園之

相關主題： 

（一）海域遊憩活動對珊瑚礁生態的影響 

此一議題分別有來自菲律賓在地、泰國、關島、越南等地相關研究，由於

墾丁國家公園及海洋國家公園園區中亦面臨了相當程度的海洋遊憩活動，藉由其

他地區的研究分享可作為自身借鏡。 

來自關島的 Williams進行的研

究中指出，在關島，水肺潛水是一項熱

門的活動，然而許多潛水員常見的幾樣

行為都可能造成珊瑚的傷害，例如:未

保持身體流線、過於靠近珊瑚、不佳的

中性浮力、未專心或忽略周遭環境等。

而從她的研究發現，潛水員意外碰觸珊

瑚的比例大於蓄意碰觸，其中，帶有相

機及手套的人員碰觸比例較高；所觀察

的對象中，亞州人碰觸珊瑚的比例高於

其他地區遊客；多人(5 人以上)一同潛

水碰觸到珊瑚的比例較高。由調查結果及事後問卷分析，大多潛水遊客對於珊瑚

的生態知識不足，易造成潛水過程中因好奇而碰觸；而大多數的前者都表示，若

潛水前獲得珊瑚生態的相關介紹，除可增加潛水的樂趣，亦可了解如何「友善珊

瑚」。故講者建議潛水業者可於下水前提供生態及潛水技巧等相關簡介，如此一

來可大幅降低潛者觸碰珊瑚而造成傷害的比例。 

圖 2 學者 Williams 分享關島潛水旅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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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外，Phillips 於泰國薩島

(Koh Sak)的觀察研究中，亦指出幾項

台灣可借鏡檢討的項目:旅遊旺季時，

遊客對陸域及海域環境造成的汙染問

題，以及便利的潛水設備，例如 Ocean 

Walker(如圖 3)，降低旅客接觸海洋

生態的門檻，然而未有相對的生態認

識及規範亦對珊瑚造成嚴重破壞。另，

也因季風影響，至薩島旅遊的人潮有

淡旺季之分，旺季時沙灘上隨處可見一次性使用後的廢棄物，亦造成環境的破

壞。 

Si Tuan Vo 以越南三處海洋保護區為例，占婆島(Cu Lao Cham islands)、

芽莊灣(Nha Trang bay)諸島及富國島(Phu Quoc islands)皆為海洋保護區，亦

是近年來熱門的旅遊地點，不論是造訪人數或觀光產值每年皆持續成長。為了遊

憩需求而開墾、建設基礎設施及汙染，造成了島嶼及鄰近大陸的海岸棲地破壞，

包括森林、海草床及珊瑚礁等。雖然成立了海洋保護區，但陸地與海洋環境息息

相關，陸域部分未納入保護區範圍，陸域資源的消耗與汙染仍然對海洋產生重大

的影響，因此需要相關法令配合以管理觀光遊憩活動。另外，觀光產業雖改善了

當地人的經濟狀況，卻未必能促進社區的發展，這是由於當地人在賺取大量金錢

後，便離開島嶼搬遷至其他城市。因此，如何增加當地居民對社區發展的參與程

度，是發展生態旅遊的一大重要課題。另一值得探討的議題為觀光費之應用，以

占婆島為例，2017 年的入園費收入達 70萬美金，這樣一筆龐大的經費是如何運

用呢?依據講者的說明，以往保育費收入繳納給政府，政府經費限制較多，難以

實際用於改善當地社區環境或進行棲地保育，而現今的觀光費收入則改為 50%繳

納予政府，50%用於海洋保護區，達到專款專用、改善地方的目的。 

對於生態旅遊的經營管理，頻繁的潛水活動造成珊瑚礁生態的干擾及損害，

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為了兼顧生態保育及地方發展，尋找替代旅遊景點，是一紓

解遊憩壓力的方式，例如泰國南部的披披東島，欣菲礁(Hin Phae)為熱門的潛點

之一，具有美麗的水下尖石群(underwater pinnacles)，蘊藏豐富的海洋生態，

多樣的魚群資源媲美珊瑚礁生態系。因此，探索類似的礁石環境並推廣成為新潛

水地點，或可分散珊瑚礁潛點的遊憩壓力。 

壁報展示中，其中一主題即針對菲律賓海洋觀光現況探究，在菲律賓，「潛

水」占總體觀光收益的四分之一，而馬拉帕斯瓜島(Malapascua Island)更發展

圖 3 新興潛水方式-Ocean Walker 



4 
 

出鯊魚旅遊，創造約 12.25億新台幣的觀光收益（2017年），且統計資料顯示，

因潛水而造訪的旅客在菲律賓停留的時間亦較長。透過有制度的潛水規範，旅客

可享受與鯊魚共遊的經驗，亦提供在地居民由原本漁民身份轉而投入海洋生態旅

遊的維生之道。 

（二）海洋保護區網絡 

會議中有相當多的研究將海洋保護區與非保護區進行魚類生物量、群聚及

多樣性的比較，例如菲律賓的圖巴塔哈群礁國家海洋公園(Tubbataha Reefs 

National Marine Park)及 57個地方性海洋保護區和非保護區之比較，即使地方

性的小型海洋保護區可能因面積小、缺乏有效管理及高度捕撈壓力，並未達到良

好的漁業管理成效，但仍較非保護區好上許多。其他地區的相關研究，亦皆顯示

同樣的結果。 

菲律賓整體的海洋保護區現況，包含 30個以上國家級整合型海洋保護區

及 1600個以上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地方型保護區。由地方性至區域性的海洋保護

區，到國家級及跨國界海洋保護區所形成的網絡，由小而大串連起來，遍佈全國。

保護區的最佳管理方式包括保育獎勵計畫、社區共有、嚴格管理、政府與民間團

體合作及經費撥用等。針對各保護區的管理現況進行評比，在 572個樣本中，76%

的保護區管理績效良好。研究指出，成立海洋保護區且能夠有效管理者，具有凝

聚社區意識、增加魚類生物量及漁獲量、生態旅遊收益、增加珊瑚覆蓋率及生物

多樣性等效益。為了持續改善保護區的經營管理模式，未來將增加海洋保護區面

積、改善管理效率、對氣候變遷的適應性及進行生態監測等工作。 

關於保護區的劃設，到底應該如何決定保護區的面積大小?以日本琉球群

島的研究為例，鹿角珊瑚幼生的擴散距離大約為 20公里，因此若要保護成熟的

珊瑚群聚，作為周邊區域的珊瑚幼生來源，保護區的範圍就需大於 20公里。而

香港的研究則提出，海洋保護區除了保護定棲的魚類，亦須考慮到活動範圍較大

的魚類，並應包含多種棲地類型，因此保護區的面積除了要夠大，更要能涵蓋多

樣化的棲息環境，使保育效益最大化。 

（三）藍色經濟 

如同所有的財務規劃一樣，開源與節流，藍色經濟利用影響力投資或保育

稅等稅收創造財源，重新規劃或減少支出項目，如傷害性漁法的漁業補助，並加

強效率與合作，幫助資源更平均分配，以海洋保育為目的，成立信託基金以永續

經營相關產業。 

大會中數個小型研討會主題之一為 BIOFIN (The Biodiversity Finance 

Initiative, 生物多樣性財務倡議)，是針對發展中國家政策及資金的需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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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財務運作方案，將生物多樣性提供服務所帶來的利益、維護生物多樣性所需的

財務需求、支出項目與資金缺口，協助規劃適合該國且永續的財務機制。 

任何政策及計畫的推動，皆需有資金的挹注，作為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締約

國，菲律賓擬定了一系列的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方案，然而推動執行這些方案

需要的經費與菲國實際能支用的經費有顯著的落差，經統計 2008 至 2013年的財

務數據，約有 80%的資金缺口，因此，為維護各項計畫的持續運作，BIOFIN的財

務規劃協助，包含預算編列、資源運用及生物多樣性的有效管理，是極為迫切需

求的。 

除了菲律賓以外，另外兩個經由 BIOFIN使保育行動獲得改善的實例是泰

國的龜島及印尼的蘇拉維西島。泰國龜島以其豐富的潛水活動聞名，觀光業的發

展造成珊瑚礁破壞及海洋汙染等後果，透過各種評估調查，所提出的解決方案為

收取參觀費用，以用於珊瑚礁復育、海龜保育計畫、強化海洋生態系復原力及海

洋汙染防治等方面，以付費方式享受生態系所帶來的服務，並回饋於生態系的保

育。 

印尼設立了為數眾多的海洋保護區，卻因為經費不足而缺乏管理，即使收

取觀光費，仍因為嚴格的政府規定及觀光客付費意願等因素，而產生業者削價競

爭與生態觀光品質低落的惡性循環。藉由宗教慈善機構(ZISWAF 及 BAZNAS)對於

生態旅遊地區的社區關懷與弱勢族群扶助，補充政府單位挹注於生物多樣性基金

的不足，用於保育相關之活動。 

（四）硨磲貝復育 

相較於其他以生態為主軸的討論議題，本屆研討會中，特別有一主題針對「硨

磲貝」的復育及管理研究進行討論。在海報展示區中，我們特別與新加坡及台灣

的海報發表學生談論復育硨磲貝的困難及其必要性。新加坡學生所進行研究主要

針對找出適合的復育條件及環境，而硨磲貝生長過程中，主要藉由外套膜上的共

生藻行光合作用及過濾海水中的有機質作為營養來源，故喜好棲息於岩礁底質的

淺水域，然而新加坡附近海域由於多為高密度人口區域，過多的陸域沈積物影響

硨磲貝於自然環境中生長；另，一位台灣學生進行綠島硨磲貝保育區的數量及現

況調查，亦指出縱使有優良的天然環境供硨磲貝生長，然而人類盜採的情況依舊，

執法不彰，皆是復育失敗的主因。 

（五）公民科學 

海洋的保育光靠科學家研究、政府管理政策是不夠的，而越來越多非政府

組織推動公民科學家的概念，引導民眾透過簡單的步驟，協助建立科學數據的資

料庫，除可累積一生態狀況的基本資料，亦可透過推廣傳達環境教育及增加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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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趣味性。而台灣幾位喜愛潛水、關心海龜的愛好者組成的「海龜點點名」

平台，其中成員「海龜姊姊」---馮加伶，一位海洋環境教育推廣講師，便在研

討會中分享台灣集結民眾的力量，拍攝潛水或浮潛時看到的海龜的左右雙頰，因

每隻海龜的臉頰鱗片排列組合皆不同，如同人類的指紋，便可辨識不同海龜個體。

由於目前尚未了解海龜的洄游機制，相較於陸上觀察，海中研究仍顯得少數，透

過「海龜點點名」，除可普查台灣海域中海龜的族群數量及分佈，另與國際間其

他單位交流，可進一步了解海龜原生地、洄游路徑、棲息習性等訊息。 

（六）展示攤位 

本次會議除各式工作訪及主題研討會外，會場外設有政府單位、NGO團體、

學術單位及潛水用品廠商等近十個攤位，展示各團體的工作內容與訴求，其中最

令人印象深刻的為 BIOFIN和 RARE，BIOFIN在前文已多有著墨，本段就 RARE部

分簡要說明。 

RARE 是一國際保育組織，根據不同國家的民情與發展現況，選擇最適宜

的策略，以教育推廣的方式，傳達保育理念至社區權益關係人，藉以從根本改變

(左上至右下)圖 4 海龜點點名官網首頁；圖 5 台灣講者馮加伶請與會聽眾猜猜看哪兩張照片為同

一隻海龜；圖 6 小琉球周遭海域海龜分布的族群大小；圖 7 全台海域上傳至海龜點點名的數量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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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的行為，認同並配合執行保育行動。該組織在菲律賓推動自發性的永續漁業

管理，85%的菲國漁業為小規模漁業，且面臨漁獲量逐年減少的問題。RARE 透

過協助漁民進行魚貨產銷及品牌建立推廣，改善漁民收入及協助其財務管理，保

障漁民生活，改善經濟狀況，使其理解永續漁業的重要性，進而自主性配合永續

漁業政策。RARE並深入各級學校，

設計許多永續漁業的教案與活動，

於現場攤位亦有展示示範，如以漫

畫圖卡及玩偶角色扮演等淺顯易

懂的方式，說明永續及非永續漁業

產生不同結果，使孩童們了解正確

的保育觀念對家庭經濟、海洋環境、

甚至國家發展的影響。 

 

三、心得與建議 

四年前，第三屆亞太珊瑚礁國際研討會即在墾丁所舉行，由國立海洋生物博

物館主辦，主題為「變遷中海洋下，亞太珊瑚礁所面臨的挑戰」，而當時墾丁國

家公園亦受邀於研討會現場設攤，提供與會者在地旅遊諮詢服務及恆春半島在地

資源英文簡報。第一次參加國際研討會，很幸運且興奮聽到各國學者分享有關珊

瑚保育不同領域及層面中的研究成果；隔了四年，再度有機會前往菲律賓宿霧島

參加第四屆研討會，而本屆主題為「亞太地區的珊瑚礁：在當代挑戰中攜手合作」，

與前一屆主題相呼應，在挑戰中尋求可共同解決的方式。 

五天的研討會主題中，珊瑚相關議題豐富，相較於其他主題，海洋廢棄物的

研究發表較少，僅於壁報展示呈現，然而仍可從整體研討會的開場及閉幕中嗅出

菲律賓政府及民間組織欲解決此問題的急迫性。研討會第一天的開場，邀請到菲

律賓的參議員 Loren Legarda 進行專題演講，提到菲律賓正處於快速開發階段，

亦產出了許多汙染，其中一段話令我印象深刻：「If this hotel does, if the 

city does, if the goverment does, if all of us do, no plastic watse into 

the water...(若這間旅館、這個城市、這個政府，以及我們所有人都能減少廢

棄物，將不會有塑膠廢棄物流入水域中)」高昂的語調中，透露出解決海洋廢棄

圖 8 RARE 攤位展示的永續漁業教案與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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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問題的急迫性；而身為政府成員一份子的她亦明確提出相關政府單位應攜手制

定政策，且在全民的監督下，改善海洋汙染現況。 

而閉幕表演中，則由

Antoinette Taus 擔綱主持

人及表演者，Taus 是一位菲

律賓藝人，亦是人道主義、

氣候變遷、心理健康的運動

的倡導者，出席閉幕晚宴中

身著一襲淺綠色禮服，而這

件禮服正是由回收寶特瓶所

製成的，她堅定的聲音謝謝

在場的每一位對海洋有所奉

獻的學者及參與者，也道出她對垃圾問題的看法：「每件事情都是互相影響的，

而菲律賓這個目前仍有貧窮、飢餓問題的國家，我們應該正視這些問題，連結所

有政府單位、組織的資源；每位住在菲律賓、住在亞洲的居民，我們都應該努力

回收，甚至藉此創造循環經濟，如果有任何人已準備好要投入奮鬥，我們都在！」

語畢，她帶來一首紀錄片「追逐珊瑚」的主題曲<Tell Me How Long>呼籲大家重

視這片已悄遭破壞喝海洋環境。 

透過她高昂的語調，感受到她對於海洋污染現況的急切，同時也讓我想到，

在菲律賓市集中，曾看到一小包一小包分裝，看似零賣糖果的包裝袋，然而走近

一看，那每一小包裡頭的竟是蒜頭！在台灣，市場或超市裡販售的盡是一大袋的

蒜頭，實在很難想像這家常料理的好佐料怎需要分裝成一小顆呢？！回想起來菲

律賓的機上，翻閱著國家地理雜誌中的介紹：「由於菲律賓國民所得仍偏低，即

便是民生必需品（如沐浴乳、洗髮精等）仍偏好一次負擔得起的小包裝。」想必

分裝蒜頭亦是類似的消費習慣吧！而果真，過多的塑膠小包裝袋、不完善的垃圾

處理機制，造成了市區的河道、大排水溝中盡是塑膠廢棄物，令人不勝唏噓。回

應了不管是藝人 Taus或參議員 Legarda所提及，廢棄物在國家間、區域間是相

互影響的，集結在地居民、組織、教育推廣、及國家政策等力量面對此問題，是

迫在眉睫需要群策群力的污染現況。 

 

圖 9 藝人 Antoninette Taus 極具渲染力的述說環境保育是環

環相扣的，期待每個相關的環節都廉能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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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了這麼多天的議程，不論是珊瑚礁生態或保護區管理，最重要的影響因

子取決於「人」，若無法改善貧窮或顧及民眾生計，是難以抵擋開發與獵捕壓力

的。因此保育策略的訂定，亦無法將人的因素排除在外，如何兼顧生態與經濟發

展，是相當值得思考的課題。透過他國對於珊瑚礁保育的經驗與研究成果，從中

學習可行的方法，思考我國在海洋保育工作的成績與不足之處，進而效法成功的

案例，調整為適合在地生態與民情的策略與行動，共同為海洋保育而努力。 

四、附件(節錄自大會手冊) 

圖 10 市場中分裝成一顆一小袋的蒜頭 圖 11 市中心大排下無數累積的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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