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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家海洋研究院於 108 年 4 月 24 日正式成立，組設五個中心(綜合規

劃及人力培訓中心及海洋政策及文化、海洋科學及資訊、海洋生態及保育、

海洋產業及工程等四個研究中心)、三個輔助單位(秘書、主計、人事)，協

助海洋委員會辦理海洋人力培育訓練、政策規劃、資源調查、科學研究、海

洋產業及生態保育等研究發展業務，整合國家海洋研究量能、提昇科研實

力、發揮研究群聚效益、活化產業競爭優勢、促進經濟永續發展。 

    為汲取先進國家海洋相關產業、學術及研究機構之經驗及合作契機，

規劃於今(108)年度前往法國海洋專責研究機構參訪，透過現地參觀、訪問

及意見交流，讓國際知道國家海洋研究院已在臺灣成立，啟動對於海洋研

究的重視。此次法國考察由海洋生態及保育研究中心張至維研究員代理主

任帶隊，綜合規劃及人力培訓中心胡誠友研究員及海洋產業及工程研究中

心吳昆龍專員隨行，行程摘述如下： 

1. 參訪法國海洋開發研究院(IFREMER)帕拉瓦斯(Palavas)沿海養殖

實驗場域。 

2. 參訪海洋生物多樣性開發保育(MARBEC)之塞特(Séte)研究中心 

3. 參訪蒙彼利埃大學(Montpellier University)。 

4. 拜會駐法台北代表處科技組。 

5. 參訪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本次參訪對國家海洋研究院未來在執行海洋生態調查、海洋科學研究、

海洋產業創新研發、人員交流與國際海洋研究合作等重要工作事項開啟重

要窗口，參訪團隊從中汲取許多寶貴經驗，參訪報告可供本院相關研究中

心進行後續研究、產學合作等之重要資訊參考。重要效益摘述如下: 

1. 建立夥伴關係，順暢未來管道 

    透過此次訪問，已建立相關窗口，以利未來互相合作研究；規

劃法方相關人員於明年度至臺灣訪問(參與研討會)，建立更進一步

關係及互動。 

2. 汲取他國經驗，規劃跨域協作 

透過參訪行程了解法國目前在生物多樣性研究發展狀況，檢視

本院各研究中心在未來建立自己研究量能時，可比照法方相關研究

室之規劃及儀器選用，規劃相關計畫可以跨域協作。 

3. 有效國際曝光，積極對外拓展參訪 

以本院形象影片及簡報，向法方介紹國家海洋研究院之成立、

組織、任務及研究性質，期待未來協同研究合作契機。 

4. 全面理解科技，尋找未來願景 

 法國之海洋科技走在世界之尖端，國家海洋研究院為了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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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接軌就必須不斷汲取各國之經驗，檢視自身研究量能，並建立專

屬或整合之研究團隊，透過對外參訪使我們更確定應走的方向及道

路。 

 

 海洋為資源寶庫、氣候變遷關鍵、生活處所及貨貿交通之所在，深遠

影響國家經濟與人民生活福祉，海洋也是臺灣最重要的出路，本次的參訪

行程均能順利成功，要特別感謝海洋委員會各級長官的支持、外交部與科

技部及駐法台北代表處的協助及法國海洋開發研究院(IFREMER)、海洋生物

多樣性開發保育 (MARBEC)之塞特 (S é te)研究中心、蒙彼利埃大學

(Montpellier University)等單位的接待配合，讓國家海洋研究院能以更

高的視野佈局未來，整合全國海洋研究量能接軌國際研究，不斷提昇國家

海洋科研實力，朝向國際級的國家海洋研究機關努力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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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國家海洋研究院於 108 年 4 月 24 日正式成立，組設五個中心(綜合規

劃及人力培訓中心及海洋政策及文化、海洋科學及資訊、海洋生態及保育、

海洋產業及工程等四個研究中心)、三個輔助單位(秘書、主計、人事)，協

助海洋委員會辦理海洋人力培育訓練、政策規劃、資源調查、科學研究、海

洋產業及生態保育等研究發展業務，整合國家海洋研究量能、提昇科研實

力、發揮研究群聚效益、活化產業競爭優勢、促進經濟永續發展。 

 

 

 

 

 

圖 1.1 國家海洋研究院之組織編制 

 

圖 1.2 各研究中心簡介 

 

    為汲取先進國家海洋相關產業、學術及研究機構之經驗及合作契機，規

劃於今(108)年度前往法國海洋專責研究機構參訪，透過現地參觀、訪問及意

見交流，讓國際知道國家海洋研究院已在臺灣成立，啟動對於海洋研究的重

視。此次法國考察由海洋生態及保育研究中心張至維研究員代理主任帶隊，

綜合規劃及人力培訓中心胡誠友研究員及海洋產業及工程研究中心吳昆龍

專員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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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行程表如表 1所示。 

表 1 出國行程概要 

日期  行程概要 地區 

12月1日 (日) 1.搭乘高鐵高雄-桃園國際機場 

2.搭乘長榮航空 BR87-巴黎 

高雄-桃園-

機上 

12月2日 (一) 1.抵達巴黎戴高樂機場 

2.搭乘法航(國內線)至蒙彼利埃 

3.調整時差，小組討論 

機上-巴黎-

蒙彼利埃 

12月3日 (二) 1.參訪法國海洋開發研究院 (IFREMER)帕拉瓦斯

(Palavas)沿海養殖實驗場域 

2.參訪海洋生物多樣性開發保育(MARBEC)之塞特(Sé

te)研究中心 

蒙彼利埃 

12月4日 (三) 參訪蒙彼利埃大學(Montpellier University) 蒙彼利埃-巴

黎 

12月5日 (四) 拜會駐法國台北代表處 巴黎 

12月6日 (五) 參觀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巴黎 

12月7日 (六) 1.前往巴黎(戴高樂機場) 

2.搭乘長榮航空BR88返國 

巴黎-機上 

12月8日 (日) 1.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2.機場-高雄(搭乘高鐵) 

機上-桃園-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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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程說明 

(一) 參訪法國海洋開發研究院(IFREMER)帕拉瓦斯(Palavas)沿海養殖實驗場

域 

    帕拉瓦斯實驗場域位於南法地中海地區沿岸，該實驗場域利用沿岸

潟湖地形，結合許多科學單位(如養殖、漁業、海洋環境)共同研究相關海

洋生物課題。其主要任務如下： 

1.養殖魚類、牡蠣、貽貝等 

2.透過養殖之鯛魚及鱸魚，研究不同品系於魚類生理學(如繁殖、病理、

免疫系統等)之差異 

3.研發技轉藻類與海參共生養殖系統 

4.進行鄰近潟湖與地中海之沿海觀測 

5.與當地漁民合作，並分享研究成果(如養殖及繁殖技術等) 

 

    一踏進帕拉瓦斯實驗場域，強烈的海風及豐富海味迎面而來，雖然太

陽高照，當地氣溫卻是攝氏 0度，對於已適應臺灣溫暖氣候的我們，感到

寒風刺骨、雙唇颤抖。映入眼簾是在潟湖上滿滿的蚵架，一串串牡蠣整齊

沉浸在生物多樣性的潟湖內；岸際設置多個貨櫃屋，屋裡均為監測儀器，

儀表燈閃閃爍爍，分分秒秒監控水質的變化。 

 

  
圖 2.1帕拉瓦斯養殖實驗場域大門 圖 2.2 潟湖養殖牡蠣貽貝 

 

    接待本團的人員為來自國家科學研究院(CNRS)的 David McKenzie 博

士，其專長是魚類之呼吸生理學。 

    參觀大自然場域牡蠣養殖及其正在開發的藻類海參共生系統後，我們

進入會議室以小組討論方式進行簡報，首先 David McKenzie博士向我們

介紹該實驗場域目前實驗研究情形，除了我們一進場域看到牡蠣、貝類、

魚類養殖的潟湖外，後續會帶領介紹目前養殖鯛魚及鱸魚情形。 

    進入養殖實驗室，看到許多研究人員正戰戰兢兢記錄每隻鯛魚的成長

情形，每隻小魚都被植入晶片，只要電腦一掃即可記錄每隻小魚的各項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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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紀錄完畢後再放入特定水槽，依據成長時間記錄不同數據，提供研究

人員產出研究成果，其成果再分享至產業及漁民。 

  
圖 3.1小組會議討論 圖 3.2掃描紀錄資料 

 

  
圖 3.3 IMTA 多重養殖設計流程 圖 3.4 模式魚類保種實驗室 

          

  進入養殖鱸魚實驗室時，要求必須套上鞋套以免污染實驗室環境並

且要求降低音量避免驚嚇到魚群；魚群除依據養殖時間分類外，還有針對

白化鱸魚基因作分析研究。 

 

  
圖 4.1穿上鞋套 圖 4.2白子鱸魚 

      

      這個實驗場域充分利用地理環境，結合當地獨有特性(在地中海地區

結合潟湖)，投入大量研究量能，針對養殖貝類魚類及監控環境變遷(氣候、

溫度等因子)，作深入研究，並將研究後的成果回饋給當地產業及漁民，

資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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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訪海洋生物多樣性開發保育(MARBEC)之塞特(Séte)研究中心 

    法國於 2015 年 1 月 1 日成立了海洋生物多樣性開發保育研究小組

(Marine Biodiversity, Exploitation and Conservation (MARBEC))，

至今近 5 年，係屬法國新的海洋研究單位及團隊，其整合之研究(監管)

機 構 為 科 學 發 展 研 究 院 (Institut de recherche pour le 

développement(IRD)) 、 海 洋 開 發 研 究 院 (Institut français de 

recherche pour l'exploitation de la mer (IFREMER))、國家科學研

究院(National Centr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CNRS))和蒙彼利埃大

學。 

    該小組主要目標如下 

⚫ 了解海洋生物多樣性之動態及生態系統 

⚫ 分析人類行為對生態系統的影響並訂定應對全球變化的方案 

⚫ 針對漁業及水產養殖和養護回應社會的期望(專業、創新、補救) 

    MARBEC 是法國目前最大的致力於海洋生物多樣性及其用途的實驗室

之一，成員約有 255 名，其中包括 80 多名研究人員和教育人員。該部門

分布於塞特、蒙彼利埃和帕拉瓦斯，以及印度洋、亞洲、非洲和南美。主

要研究目標為潟湖、沿海和近海生態系統（主要是地中海和熱帶地區）的

海洋生物多樣性。 

    MARBEC之塞特(Séte)研究中心主任 Laurent DAGORN博士，利用午宴

時間歡迎本團蒞臨參觀，並聽取國家海洋研究院簡報及觀看形象影片，他

認為進步國家成立一個專責海洋研究機構是有其必要性，且對於未來合作

研究的可能性充滿興趣。 

會談議題內容摘列如下： 

1. 問：The financial support and the managed system of MARBEC from 

UMR, IRD, IFREMER and CNRS. Since NAMR was a new governmental 

agency founded this April, one of the missions for us is to 

integrate governmental agencies and institutions to promote 

the marine studies. Your system and experience would be 

critical and valuable to us. 

 

        答：MARBEC 團隊由 IRD, IFREMER, UM 及 CNRS四個單位共同組成，由

Dagorn Laurent (IRD) 擔任主任，Fromentin Jean-Marc (IFREMER)、

Aliaume Catherine (UM) 及 Bouvier Thierry (CNRS) 為副主任，四

位共同管理團隊相關事務。團隊共計 255位所屬人員，薪資各由其來源

單位提供，研究經費則是依各計畫組成自籌或是對外共同爭取經費。 

 

2. 問：Aims, goals and current projects raised by MARBEC and the 

supporting facilities. To conduct long-term, basic and applied 

marine research as well as to establish the National Ocean 

Databank for marine science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are 

important missions to NAMR currently. We would like to 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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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you in setting up the long-term goals and how to proceed 

it by multidisciplinary ways. 

 

       答：MARBEC 團隊成立的目標是以分子、個體、族群至群聚等不同面向

之整合性研究沿近海潟湖至離岸海洋生態系之海洋生物多樣性，包含

人類使用這些生物多樣性的方式。目前的整合研究計畫有八項：演化生

態及適應、個體族群及棲地、群聚動態及功能、微生物及與其他生物之

交互作用、汙染之未來與解答、永續水產養殖、沿岸系統及多元利用、

應用生態系範疇之漁業。研究設施共計三處，包含位於蒙彼利埃大學內

的教學設施及相關研究室、塞特的研究中心和帕拉瓦斯的沿海養殖實

驗場域。 

 

3. 問：Types and requirement for any short-term training courses 

provided for foreigners. For example, a group of colleagues in 

Ocean Conservation Administration (OCA) of our Council of Ocean 

Affairs just went for the training course in Centre of 

Documentation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tion on Accidental Water 

Pollution (CEDRE) between 25th August and 6th September. It 

would be helpful if there is any other course related to marine 

policy, culture, science, information, ecology, conservation, 

industry and engineering that fits for missions of NAMR. 

 

答：MARBEC 有辦理短期培訓人才訓練課程，其課程可依需求單位要求

法方提供相關課程，培訓期程亦可依需求及經費做規劃，但是訓練以全

程法文溝通，並不提供英文授課方式。此外，MARBEC 也接受國內外學

生提出短期的實習申請，由團隊內的研究人員指導之。 

 

4. 問： Possibility of relationship establishment for future 

collaboration among facilities. As you have known that we have 

had co-research projects with Jacques and Jean-Do for years 

that were supported respectively by both governments. It would 

be also great to synthesize new marine projects collaborated 

between Taiwan and France. A multilateral relationship such as 

preliminary LOI and/or matured MOU among facilities is truly 

welcome (For instance, the above-mentioned OCA and CEDRE just 

signed a MOU this September). 

 

答：由於 MARBEC 由四個單位共同組成，並無法代表任一單位簽署任何

合作協議之權力，因此未來研擬與法方簽訂合作備忘錄，必須考量與

IRD、IFREMER、CNRS及 UM個別簽署。本次拜會已建立相關窗口，以利

未來互相合作研究，並已規劃法方相關人員於明年度至臺灣訪問(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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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建立更進一步關係及互動。 

 

As MARBEC is one of the best groups for marine biodiversity, 

exploitation and conservation in the world I believe that we will 

still have much to discuss and work on in the future. 

  
圖 5.1午餐會報 圖 5.2致贈紀念品 

 

  午餐會報結束後，MARBEC 之塞特(Séte)研究中心主任 Laurent 

DAGORN博士安排本團參觀該研究中心。研究中心以獨立實驗室為主，每個

研究團隊均有專屬研究室及儀器。在此中心也有教育課程及代訓課程，但

全程法文不提供英文教學。 

 

  

圖 6.1塞特(Séte)研究中心 圖 6.2塞特(Séte)研究中心 

 

  
圖 6.3主任介紹環境 圖 6.4進入實驗室需著實驗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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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實驗室設備 圖 6.6授課情形 

 

(三) 參訪蒙彼利埃大學(Montpellier University) 

    該大學係為 MARBEC研究小組一員，除與一般大學相同具有海洋相關科

系外，亦提供 MARBEC、IRD、IFREMER、CNRS 等研究人員至該大學授課，及

提供研究設備予研究人員與學生共同參與研究計畫。 

接待我團為 MARBEC副主任 Catherine Aliaume 博士，她的身分是蒙彼

利埃大學教授，因具有海洋專長(生物多樣性)成為 MARBEC研究小組一員，

在學校除負責教學外，也網羅一些在學學生提供研究計畫參與執行。 

參訪前利用小組會談方式進行雙方溝通，張研究員代理主任利用形象

影片及簡報說明國家海洋研究院的成立、組織、目標及未來願景。Catherine 

Aliaume 博士認為海洋研究之基礎教育，可從大學內找尋適當人才，讓大學

生先接觸海洋、進而熟悉海洋、再投入海洋研究中，才不會排斥海洋，造成

人才斷層之窘境。 

 

  

圖 7.1小組簡報 圖 7.2蒙彼利埃大學側門 

 

小組討論後 Catherine Aliaume博士指派專人帶我們參觀 MARBEC 研究

小組在蒙彼利埃大學中之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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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研究人員研究室 圖 8.2實驗室 

 

(四) 拜會駐法國台北代表處 

駐法國台北代表處科技組係屬科技部，為我國駐法國海外聯絡單位之

一，同時兼轄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等南歐地區科研合作業務。主

要任務在強化我國對法國學術研究與應用的結合，凝聚並激發產學合作動能。

透過國外資源互助，進一步鼓勵國內學研能量走向產業，帶動創新創業的風

潮及氛圍，強化科技原創實力，提升我國學術與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本次拜會，由於駐法國台北代表處科技組張中白組長赴義大利公勤，因

此由科技組莊惟鈞秘書負責接待，並有幸榮獲駐法國台北代表處吳志中大使

親自接見，讓每個團員在寒冬中備感溫暖及榮幸，此外在國外能看見自己國

家的國旗也格外感動。 

在會談中，雙方一致認為國家海洋研究院擔負國家海洋研究工作，除了

爭取科技部計畫預算外，也應有充裕自主的單位經費，如此才能讓國家海洋

研究院的研究量能在世界舞台展現。 

  
圖 9.1與大使合照 圖 9.2 與大使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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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3致贈禮物 圖 9.4 與秘書會談 

 

(五) 參訪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 

    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展出的重點為陸地動植物與海洋生態系的演化

過程，不同物種跨越海陸空地聚集一堂，就像把地球的生命一一展現在面前

的空間。此次參訪恰遇該館正展出「潛入深海、發覺海洋」的特展，為了讓

觀眾能體驗黑暗的深海，整個展場都漆成黑色，展示動線是以不同深度的海

洋區域來鋪陳，引領觀眾從最表層的光合作用帶一直往下行進到深淵區的旅

程。並展示多件栩栩如生的珍奇深海動物標本，呈現在世人眼前的珍貴畫面。 

    在特展中，觀眾可以看到各種前所未見的深海珍奇生物，例如穿著絢麗

螢光彩衣的各種水母、模樣可愛像皮卡丘的煙灰蛸小章魚、全身沒魚鱗、稀

有罕見的「短柄黑角安康」，以及由龐貝蟲群聚而成的玫瑰園等神秘、瑰麗

又奇幻的深海世界生物，更是教人驚豔稱奇。最彌足珍貴的是，由法國巴黎

自然史博物館採集深海生物標本，經由資深標本製作師製作處理，保存於特

殊保存液或樹脂中，在特殊燈具的照明下，觀眾有如在深海觀看這些罕見生

物般，將深海珍稀生物完整的呈現，可說是十分具有現代感的展示方式，更

突顯出法國人的美學風格。利用參觀行程了解如何利用先進設備儀器進入深

海、探尋深海的秘密。 

 

  
圖 10.1博物館外廣場 圖 10.2 博物館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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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3展場入口藍色地球 圖 10.4特展中看見 IFREMER的影子 

 

  

圖 10.5短柄黑角安康 圖 10.6傳說中的地震魚 

 

  
圖 10.7水下工作之演進 圖 10.8水下工程互動器 

 

三、 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 

    蔡英文總統在107年4月28日在海洋委員會揭牌典禮時強調海洋的重要性，

提示海洋委員會要朝「健全海洋法制，做好生態保育工作」、「配合政策，推動海

洋產業」及「強化海洋研究能量，培育海洋人才」三個努力方向，未來，海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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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調查、基礎研究以及最重要的人才培育工作，交付給國家海洋研究院來全力執

行。 

    行政院陳其邁副院長在國家海洋研究院的成立大會上指示，成立國家海洋研

究院，除了整合海洋研究量能外，更希望能參與國際組織及國際會議，擴大臺灣

海洋政策與國際的連結，帶領臺灣邁向安全無懼、繁榮的海洋國家。 

    本次赴法國訪問海洋專責機構，透過形象影片及簡報介紹國家海洋研究院給

各與談人員了解本院之成立、組織、目標及願景，新的機關有新的展望，我們將

承接國家海洋研究之重責大任，在未來希望透過雙方的接觸及聯繫，能拉近彼此

距離進而建立合作計畫與國際接軌。 

    在研討過程，了解對方相關研究方向。此次參訪由本院海洋生態及保育中心

研究員代理主任張至維帶隊，故主要針對海洋生態之多樣性研究方向為主要會談

主題，並適時切入目前對方海洋生態多樣性的研究發展現況擴大至海洋產業、人

員訓練與國際合作的計畫議題；參觀法方實驗室及使用之相關儀器，可作為未來

本院在建立研究人員所屬實驗室時空間規劃及購買所需儀器之參考；在跨國合作

研究計畫中，得知目前有國內少數學者透過科技部經費補助與法國有互相合作計

畫，並由駐法台北代表處科技組管制辦理中，在未來本院可朝向編列經費預算，

無須透過科技部之經費補助直接與法方進行合作研究交流；在人員訓練方面，法

方不僅在 MARBEC 或蒙彼利埃大學方面均有辦理短期培訓人才訓練課程，其課程

雖可依需求單位要求法方提供相關課程，培訓期程亦可依需求及經費做規劃，但

是訓練以全程法文溝通，並不提供英文授課方式是唯一可惜之處；有關研究船的

整合，相關與談人員提及未來法國政府將規劃成立一專責辦公室統合各單位之研

究船隊，目前仍在研擬中。但法方非常歡迎他國有相關計畫合作時，外國人可上

法方研究船一起合作研究，其細節須通過政府同意即可。 

    本次赴法國海洋專責機構參訪為本院在推動國際海洋生態研究、海洋產業合

作及技術人員交流邁向良好開端，所獲預期效應如下： 

1. 建立夥伴關係，順暢未來管道 

已建立相關窗口，以利未來互相合作研究；規劃法方相關人員於明

年度至臺灣訪問(參與研討會)，建立更進一步關係及互動。 

2. 汲取他國經驗，規劃跨域協作 

透過參訪行程了解法國目前在生物多樣性發展狀況，檢視本院各中

心在未來建立自己研究能量時可比照相關研究室之規劃及儀器之選

用，並規劃相關計畫可以跨域協作。 

3. 有效國際曝光，積極對外拓展 

以本院形象影片及簡報國家海洋研究院之成立、組織、任務及研究

性質，以及未來的協同研究合作領域。 

4. 全面理解科技，尋找未來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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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之海洋科技是走在世界之尖端，國家海洋研究院為了與世界接

軌就必須不斷汲取各國之經驗，檢視自身研究量能，並建立專屬或

整合之研究團隊。 

(二)建議 

1. 持續辦理國外參訪行程，建立窗口聯繫。 

2. 爭取經費建置自有研究場域。 

3. 定期召開國際研討會邀請國外學者，互相交流資訊。 

4. 建立自有研究能量，爭取預算自辦計畫。 

    海洋為資源寶庫、氣候變遷關鍵、生活處所及貨貿交通之所在，深遠影響

國家經濟與人民生活福祉，海洋也是臺灣最重要的出路，本次的參訪行程均能

順利成功，要特別感謝海洋委員會各級長官的支持、外交部與科技部及駐法台

北代表處的協助及法國海洋開發研究院(IFREMER)、海洋生物多樣性開發保育

(MARBEC)之塞特(Séte)研究中心、蒙彼利埃大學(Montpellier University)

等單位的接待配合，讓國家海洋研究院能以更高的視野佈局未來，整合全國海

洋研究量能接軌國際研究，不斷提昇國家海洋科研實力，朝向國際級的國家海

洋研究機關努力邁進。 

附錄 技術交流資料 

⚫ 2012 法國海洋開發研究院(IFREMER)帕拉瓦斯(Palavas)沿海養殖實驗場域

發表文章 

⚫ 海洋生物多樣性開發保育研究小組(Marine Biodiversity, Exploitation 

and Conservation (MARBEC)簡介 

⚫ 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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