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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避免信天翁等海鳥族群因為漁業誤捕、海洋污染、外來種威脅而導致滅絕，

包括澳洲、紐西蘭、英國、祕魯、厄瓜多、阿根廷、智利、烏拉圭等國於 2004 年

設立「信天翁與水薙鳥保育協定」（Agreement on the Conservation of Albatrosses

and Petrels，簡稱 ACAP）。該協定透過國際合作，致力保育海鳥族群，整合各國

研究與教育推廣，提出最佳避鳥措施，也獲得許多國際區域性漁業組織的肯定，

並成為正式的決議，要求各漁業國漁船在這些海鳥分布的高緯度作業時必須採用

相關避鳥措施，保育海鳥族群。

受到全球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信天翁與水薙鳥保育協定第 12 屆諮

詢委員會會議(Advisory Committee 12, AC12)於 2021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

(AEST/UTC+10)以視訊方式舉行。並於 AC12 會議前，以視訊方式於 2021 年 8

月 17 日至 8 月 19 日召開第 10 屆海鳥混獲工作小組(SBWG10)，2021 年 8 月 24

日至 8 月 25 日召開第六屆海鳥保育工作小組(PCSWG6)。為延續我國參與動能，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外交部等相關機關及專家

學者，共同參與會議。本屆與會者包括阿根廷、澳洲、巴西、智利、厄瓜多、紐

西蘭、挪威、秘魯、南非、西班牙、英國、烏拉圭等 12 個會員國，及以觀察員

身分參加的如我國、加拿大、納米比亞、美國等國家，與國際鳥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等非政府組織。

本次我國於觀察員聲明文件中表示，我國為減少漁業作業對海鳥之影響，於

2006 年通過減少延繩釣漁業意外捕獲海鳥之國家行動計畫，並於 2014 年更新，

同時遵守 RFMOs 所通過之養護管理措施，加以內國法化，並要求我國漁船遵守

規範，漁政單位也派遣遠洋觀察員蒐集相關資訊，以便繼續為漁民作進一步研究

和推廣計畫，持續開發和試驗忌避措施以利永續漁業和海鳥族群保育。

本次會議決議後續第 7 屆會員大會(MoP7)預計於 2022 年 5 月於澳洲塔斯馬

尼亞(Tasmania)召開，並於明年 1 月 2 日前視疫情決定舉辦實體或線上會議。第

13 屆諮詢委員會議(AC13)則預定於 2023 年 5 月至 6 月中旬間，由於厄瓜多受疫

情影響無意舉辦，後續可能改由英國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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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為避免信天翁等海鳥族群因為漁業誤捕、海洋污染、外來種威脅而導

致滅絕，包括澳洲、紐西蘭、英國、祕魯、厄瓜多、阿根廷、智利、烏拉圭

等國於 2004 年設立「信天翁與水薙鳥保育協定」（Agreement on the

Conservation of Albatrosses and Petrels，簡稱 ACAP）。該協定透過國際合作，

致力保育海鳥族群。特別是該協定整合各國研究與教育推廣，提出最佳避

鳥措施，也獲得許多國際區域性漁業組織的肯定，並成為正式的決議，要求

各漁業國漁船在這些海鳥分布的高緯度作業時必須採用相關避鳥措施。

ACAP 會員大會每三年舉辦一次，期間會舉辦諮詢委員會，討論各項

保育措施與建議提供給大會參考。第 11 屆諮詢委員會於 2019 年 5 月 13 至

17 日於巴西佛羅里安諾波里斯舉行，與會者除了九個會員國之外，包括我

國、美國、加拿大、巴哈馬、納米比亞均以觀察員身分參加，還有幾個非政

府組織，共同討論海鳥的族群狀況及如何降低威脅。

我國是由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黃向文署長率團參加第11屆諮詢委員

會，此為我國第一次以觀察員身分參加此國際組織，象徵我國對於海洋生

物保育的國際合作跨出第一步。本年度第 12 屆諮詢委員會議(AC12)及其下

第 10 屆海鳥混獲工作小組會議(SBWG10)及第 6 屆族群及保育狀態工作小

組會議(PaCSWG6)因全球 COVID-19 疫情延期至 2021 年 8 月中旬至 9 月初

以視訊會議召開，為延續我國參與動能，海委會海保署邀請漁業署、外交

部、南華大學及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等相關機關及專家學者(如表 1)，共同組

團參與本屆會議，以了解國際海鳥保育之相關策略及方向。

表 1 我國參與第 12 屆諮詢委員會議人員

機關 姓名職稱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黃向文署長、郭庭羽科長、許明雄專員、

范怡均科員、鄭純青職務代理

海洋委員會國際發展處 蔡明勳科員

外交部 陳言楷科長

南華大學 葉裕民副教授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漁業署薦派代表)
郭庭君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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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海洋保育署 2021 年 7 月 13 日邀請外交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海洋委員會國際發展處等機關，以及南華大學葉裕民副教授及國立臺灣海

洋大學郭庭君助理教授 2 位學者召開籌備會議，決議比照正式國際會議，

組代表團出席 AC12 及相關會議，並於 7 月 17 日向 ACAP 秘書處電郵報名

參加本屆會議。

ACAP 秘書處於會議前將相關會議報告及資訊報告(information paper)

公布於官網，供與會者先行下載參閱，經統計 AC12 會議報告 19 件、資訊

報告 8 件，SBWG10 會議報告 19 件、資訊報告 23 件，PaCSWG6 會議報告

4 件、資訊報告 22 件，共計會議報告 42 件、資訊報告 53 件。

海保署於 AC12 及相關會議前，召開 2 次會議與相關機關及專家者研

商會議報告及資訊報告，並由本署及漁業署分別就海鳥保育、海鳥混獲忌

避措施及電子觀察員等相關議題，提供相關與會資料。

一、 第 10 屆海鳥混獲工作小組會議(SBWG10)

第 10 屆海鳥混獲工作小組會議(The tenth meeting of the Seabird Bycatch

Working Group, SBWG10)於 2021 年 8 月 17 日開始為期三天，有 22 名會員

國人員、39 名諮詢委員會成員和顧問，以及 34 名觀察員身分人員與會，共

審議 19 篇報告及 23 篇參考文件。會議由紐西蘭主辦，視訊會議和實體進

行的方式主要不同處，包括省略與會人士的自我介紹以及會議文件的宣讀，

基本假設是與會人員已閱讀過所有會議報告與資訊報告，並已對重要會議

報告提出書面評論。遵循議程順序，逐一針對相關報告檢視確認內容與評

論，原則上由會議報告的主要作者快速導覽內容與評論後，開放與會人士

表達意見。為有效達成共識以修訂文件內容，會後透過電子郵件方式回饋

各方的評論，再由相關召集人整合至會議中確認。

(一) 2021 年 8 月 17 日

會議由召集人(SBWG convener) Igor Debski 開幕致詞並確認議程，

接著主持議程 4及議程 5 ，議程 6 由會議副召集人 (SBWG Vice-

convener)Seco Pon 主持，議程7由Sebastian Jiménez主持，議程主要討論

各類漁法漁業的海鳥混獲忌避措施及電子觀察員(Electronic Monitoring,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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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5為拖網漁業的海鳥混獲忌避措施，對於是否建議一可能的忌

避措施(側拋切碎的廢棄魚雜(mincing offal or discard)至某種尺寸易於海

鳥吞食)議題上，多有討論，惟許多與會者抱持存疑立場，如切碎的動

作造成人力負擔、切碎的大小、本可活放的小魚卻活不了等考量。亦有

學者分享研究成果，認為聲音、時間、季節、海域、作業方式與漁具等

對於海鳥的混獲才是關鍵因素，氣味因子似乎影響不大。

議程 6為底層延繩釣漁業的海鳥混獲忌避措施，唯一進行簡報的是

第15號文件，為支繩加重的沉降速度研究，沉降速度攸關此忌避措施成

效。漁具規格與支繩加重的設計為關鍵因素，因此各漁業與二者相關之

研究都皆有進行必要。

在各toolbox的討論上，小組建議因為不同國家的漁船作業方式和漁

具規格大相逕庭，對於海鳥忌避措施的建議規範只能做原則性要求，如

避鳥繩的主杆高度至少離海平面7公尺。

另討論第8號文件時，有與會人員質疑建議電子觀察員作為忌避措

施之一是否妥適?強調主要重點是船上之觀測，無論是衛星、EM、觀察

員或任何攝影設備等，只要能監測忌避措施皆是可行方式。

(二) 2021 年 8 月 18 日

本日接續探討前日未完議題，會議召集人 Igor Debski 一開始先宣

布接下來的討論共識形成可透過兩種做法，若議題不急切，可於此次

SBWG 會議結束後至下一次 SBWG 會議的 18 個月之間，以書信往返

溝通確認，若為急切的議題則在本屆 AC12 會議前完成。

接續前日議程 7 有關中上層延繩釣漁業海鳥混獲忌避措施，第 12

號文件關於水下投餌裝置(Underwater bait setting)忌避措施。此裝置除

可達到零海鳥混獲目標外，還具許多自動化功能，可蒐集各式海洋環境

資料與作業資訊。使用此裝置，魚鉤下沉至 6 公尺只需 16 秒，下沉至

10 公尺只需 19 秒，且可降低非目標魚種混獲。目前已有紐西蘭、澳洲、

日本、巴西、烏拉圭等國進行相關試驗，並應用在部分商業漁船上。雖

然仍有許多實際面考量，如維修、成本及與其他忌避措施整合問題等，

但由於其海鳥忌避效果極佳，將列為最佳實踐(Best practice)之一。並建

議必須針對這種水下投餌裝置的規格及標準，有明確定義，並加上通用

設計描述（而非限制特定規格），未來只要能達到通用設計要求的類似

設計也可視為最佳實踐，Jonathon 將整合意見後草擬文字後再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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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號文件探討關於 Hookpod mini 忌避措施。Hookpod mini 重

約 48 公克，大小為 120mmx97mm。與會者關心此大小是否會被海鳥吞

食、影響海鳥攻擊率與沉降速度等。巴西學者分享 2017-2020 年間，試

驗了 84000 鉤，沒有發生過海鳥吞食事件。另試驗資料顯示，86%試驗

作業天數中，有 0~30%下鉤發生在白天，其餘 14%試驗作業天數，則

有 70%~100%的下鉤發生在白天，結果皆是零混獲。因紐西蘭漁船於晚

間作業，無法觀測到海鳥是否會攻擊 Hookpod mini。討論結論 Hookpod

mini 將列為最佳實踐之一。

議程 12 為電子觀察員，討論第 14 號文件關於 ACAP 對於漁業電

子觀察員的指導原則。國際鳥盟建議應有精簡版本，以利傳遞溝通，並

列出為海鳥保育目的的必要蒐集資料項目即可。巴西代表分享該國目

前已開始研究運用 AI 機器學習技術分析影像，許多大公司也有意願採

用 EM。

議程 15 為海鳥混獲忌避措施之實施，探討第 11 號文件，藉由社群

媒體提高聲量、持續推動 ACAP 在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RFMOs)參與、

市場機制（如向大型零售商施壓）等增進海鳥忌避措施的實施。阿根廷

代表分享該國海鳥行動方案進展與更新資訊。

(三) 2021 年 8 月 19 日

會議召集人 Igor Debski 於會議開始前，先說明目前第 8、9、10、12、

13、14 號等文件修訂統整情形，以確保內容用詞一致性，並接續請與會

人員於會議結束後，48 小時內提出意見(原提議 24 小時，後經協議延長)。

議程 15 為海鳥混獲忌避措施之實施，與會者 Ed 表示關於 8 月 18

日討論到藉由市場機制增進海鳥混獲忌避措施（如接觸及施壓 Walmart

或 Amazon 購買實施海鳥忌避措施的水產品），並提議可透過現有的廠商

購置永續水產品計畫（如有 MSC 標章的海鮮）來推動。Rory Crawford

分享過去要求市場端購買永續水產品經驗，提醒此作法涉及的物種和漁

業行為是否為該等公司所關心議題等，以及若以 MSC 產品為標準，需注

意有些產品雖然有 MSC 標章，可能仍有很高的海鳥混獲情形。Ｍark

Tasker 談及與其他團體的合作，表示 MSC 的評估機制會考量 ACAP 發

表資訊，但 IUCN 對某些物種的評估常特別關注 red list 而忽略 ACAP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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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混獲影響，此可能是未來可加強溝通和合作的部分。秘書處則表示

會提倡類似世界信天翁日行動，並持續努力。

議程 14 為與區域漁業管理組織活動之協調，關於與 RFMOs 互動協

調活動，討論第 17 號文件的修訂，主要為 2 個行動方案的更新：1. 改

善溝通策略以及 2. 積極參與 RFMOs 中的遵循相關的討論（如提交 Info

paper）。與會人員希望向 RFMOs 強調海鳥保育的危機，並加強忌避措施

的落實管理。秘書處表示因 Covid19 疫情與 RFMOs 較無多餘時間處理

海鳥保育相關議題。

議程 17 為工具與指引(Tools and guidelines)，由 Igor 簡報觀察員資

料蒐集議題，Roy 建議應準備摘要才易於溝通。修訂的部分以通信進行，

其中針對 EM 的 Fact Sheet 的部分提出可有更多圖示或用流程圖幫助漁

民瞭解等。Roy 簡報第 17 號文件，提供忌避措施實務層面的資料，例如

如何處理纏繞問題，如何在起鉤時確保船員安全等。與會人員一致讚揚

此篇報告的貢獻，建議 EM 等或許也可如法炮製。亦有會員建議考慮閱

讀者可能是漁民，或許可有簡易圖文並茂版本。

議程 11 為 ACAP 海鳥混獲表現指標，Wavi 簡介第 5 號文件，關於

ACAP 海鳥混獲表現指標(Performance indicator)與通報系統。表現指標受

限於很多漁業頂多提供原始觀察員資料(raw observer data)，而沒有混獲

數和死亡率估計，因此較可能的指標是混獲率、忌避措施的使用率等。

將於下一次實體的工作坊討論原始觀察員資料、以及如何處理的部分。

日本 Tsuji 提出根本性原則問題，認為需要釐清使用此指標預期測量什

麼？另外此些指標（如 CPUE）的意義與其測量的物種、族群等有何相

關性，此外許多資料並沒有提到這些層級。Eric 提出每年約有 36,000 隻

海鳥混獲，並建議或許可根據現有文獻，整理表格列出各國各漁業海鳥

混獲狀況。

議程 9 為 ACAP 資助項目，簡介第 19 號文件，內容關於其他漁業

的忌避措施建議，會議同意納入新的 toolbox。

議程 13 為 FAO IPOA/NPOA-Seabirds，關於海鳥國家行動方案，智

利與紐西蘭提供相關文件，智利強調 2020 年該國更新內容，包括所有拖

網和延繩釣漁業皆落實海鳥忌避措施。阿根廷與烏拉圭也分享該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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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包含區域合作，自 2019 年 11 月開始，整合各個利益相關者

(環保團體等)，開始生物、生態等各方面相關研究。

議程 16 為優先保護行動，Roy 簡介第 16 號文件，回顧全球拖網漁

業海鳥混獲狀況。大部分會員的意見是資料合理性。Roy 強調此篇報告

僅是根據現有文獻整合，並未做新的估計分析。

議程 18、19 及 20 (work programme)，與會人員無意見。

議程 22 為討論提送 AC12 會議的報告，逐一審視內容，後續將以通

信修改的書面結果，故本日僅確認是否有先前尚未提出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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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 6 屆海鳥保育工作小組會議(PaCSWG6)

第 6 屆海鳥族群及保育狀態工作小組會議(The sixth meeting of the

Population and Conservation Status Working Group, PaCSWG6)會議為期二天，

議程主要在檢視 ACAP 關注之 31 種海鳥物種的族群狀況和趨勢、威脅和優

先等級及海鳥保育議題等。

(一) 2021 年 8 月 24 日

PaCSWG6 會議由召集人 Patricia Serafini、Marco Favero 和 ACAP 秘書

處分項主持。會議進行方式是逐序討論議程文件與資訊文件，先由主持人

摘要報告內容以及事先提出得書面意見/回覆，再開放討論。一開始進入議

程 2 工作小組會員及介紹，宣布 PaCSWG6 會議小組會員名錄已公布在

ACAP 網頁。隨後進入議程 3 通過議程，議程只做了在不同議程項目些微

文件的調動，之後確認無臨時動議，議程無異議通過。

議程 4 為進度報告，由秘書處報告資料庫與 ACAP 鳥種評估報告更新

狀態。秘書處強調資料庫內容對於 ACAP 報告相當重要，尤其是提交至締

約方大會的實施報告，並感謝協助更新資料人員。至於物種評估報告方面，

未有太多更新進度，預計下屆 PaCSWG 再行審查。

議程 5 為族群狀態，(一)北方皇家信天翁(Northern royal albatross)的族

群趨勢不明，由於其鳥種兩年繁殖一次，在判別和計算繁殖季時有其困難，

目前雖有空中目擊計算數據，但仍需地面研究資料。(二)大黑風鸌 (Westland

petrel)的保育等級上升到瀕危，但近期資料收集方式所得結果不易與之前資

料比對，故其族群趨勢自「上升」改成「未知」。(三)黑風鸌 (Black petrel)

基於之前的模型趨勢判斷其族群下降，但仍有一些參數假設不確定（如幼

鳥的存活率），將於下次會議時再納入新資料考量。(四)薩文氏信天翁

(Salvin's albatross) 過去族群數量研究係依據航空器拍到空中的鳥隻進行計

算，但無法分辨繁殖鳥和非繁殖鳥，且近期資訊不明確，因此趨勢判別為

「未知」。(五)白頂信天翁(Shy albatross)的族群狀況，因過去使用不同資料

來源進行研究，產出不同結論，因此趨勢評估為「未知」。(六)據研究灰頭

信天翁(Grey-headed albatross)羽毛中的水銀含量在過去 25 年增加 3 倍，且

在亞南極和亞熱帶水域的灰頭信天翁羽毛汞含量遠高於在南極水域的個體，

目前推論可能是因為食性變換（信天翁改攝食更多高階物種）或覓食範圍

變動所致，但仍需持續研究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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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6 為威脅與優先順序，資訊文件 6 (漂泊信天翁於西南大西洋與漁

業之互動及重疊區域) 內說明，以 AIS 觀察發現漂泊信天翁與延繩釣漁船

的互動最高，尤其韓國漁船。並提及臺灣南方黑鮪魚漁船作業海域和海鳥

分佈大量重疊，認為我國有責任提供相關的數據與分析。前一屆會議的資

訊文件(Info 18 and 19)及此屆資訊文件(Info 06) 皆顯示日本、臺灣及韓國，

此三國之漁業對海鳥族群有很大的衝擊。因此有關資訊應提送到 SBWG，

並希望藉由 RFMOs，以凸顯實施海鳥忌避措施的重要。而資訊文件 15 (阿

根廷和巴西沿岸信天翁及海燕攝入塑膠) 研究顯示，除了漁業混獲，誤食塑

膠廢棄物亦對海鳥健康造成威脅。未來將擴大研究樣本量，區分成不同海

鳥成長階段、攝入之塑膠種類等更細部之研究。另針對南方巨鸌(Southern

giant petrel)於育雛階段，親鳥間接將塑膠哺育給幼雛的情形也將採集樣本

研究。並工作小組建議諮詢委員會(AC)重申 ACAP 締約方應採取一切可行

行動以保護繁殖地，特別是預防對於信天翁或水薙鳥族群有危害的外來入

侵動物或植物入侵，或是確保有效控制或甚至根除有害的外來物種。

(二) 2021 年 8 月 25 日

進入議程 7 資料落差，秘書處和與會人員進行資料庫更新，進行檢視

更新島嶼監測相關資料庫內容。

議程 8 ACAP 優先族群，由主席 Marco Favero 主持討論，現行 ACAP

優先保育族群共有 9 個物種，其中 4 個物種於 2011 年通過，4 個在 2016

年通過，最後一個則於 2017 年通過。經討論後，無建議新增鳥種。議程 8.1，

國際鳥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希望了解目前是否有進行關於優先保育族

群的雙邊或多邊合作研究計畫。與會者回應阿根廷、烏拉圭、紐西蘭、澳洲

與智利等國有對於 ACAP 保育優先族群進行區域型雙邊或多邊合作研究計

畫。與會人員強調採取保育行動以及 RFMOs 應加強海鳥保育的急切性，並

應加強落實管理。建議後續 SBWG 和 PaCSWG 應召開聯合會議討論相關

議題。另，第 16 號資訊文件討論到加島信天翁(Waved albatross)族群約三分

之二分布於烏拉圭和秘魯地區，而兩國旅遊業可能對該族群造成危害，應

將旅遊業衝擊納入評估，外來入侵種及新興漁業等議題也應納入，以擬定

保育行動方案。亦有與會者討論到若某國對某物種的存續有責任，但該國

並非 ACAP 成員，是否能鼓勵其參與（如短尾信天翁(short-tailed albatross)

目前並非優先物種/族群，可能原因之一係因其主要分布範圍國家（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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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 ACAP 成員。秘書處認為，雖此提議合理，但因涉及政治，建議提至

AC12 討論。

議程 9 ACAP 表現指標，由秘書處及與會人員共同檢視族群動態指標、

繁殖棲地概況及追蹤資料(tracking data)現況等，相關表格文件後續將提送

至第七屆締約方大會(MoP7)。也建議鼓勵研究者上傳追蹤資料至國際鳥盟

(BirdLife International, BLI)的追蹤資料庫，相關資料亦將一併帶入 ACAP 資

料庫。

議程 10 最佳實踐指引及其他線上資源，此議程討論最佳實踐(Best-

Practice)的技術指引。建議下次會議將聲學及遙測技術相關指引，以及群落

(colony)管理策略納入討論。並建議增加光害管理技術指引。Brothers 認為

某些針對 ACAP 關注物種的光害議題和忌避措施未在目前版本提及。

Barrington 提議與會者可考慮藉由分析 BLI 的追蹤資料瞭解 ACAP 關注物

種在不同天氣、環境中飛行行為是否會受影響，以有助於瞭解各種人造工

程（如風電、光害）與物種行為相關性。

後續議程進展速度很快，主要是和 ACAP 補助計畫經費規畫以及工作

計畫有關，討論建議補助研究的方向，如信天翁體內(肝、羽毛等)水銀含量

對於其繁殖成功率的影響，或各種影像(包括衛星遙測)解析判讀的技術等。

會議結論於 8 月 27 日寄送報告初稿給與會人員確認，後於 8 月 29 日

確認後提送 AC12 正式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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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 12 屆諮詢委員會議(AC12)

第 12 屆諮詢委員會議 (The Twelfth Meeting of ACAP’s Advisory

Committee, AC12)於 2021 年 8 月 31 日開始至 9 月 2 日為期 3 天，每天 4 小

時(03:00~07:00，台北時間)，以視訊的方式由紐西蘭主辦，本會議辦理情形

如下。

(一) 2021 年 8 月 31 日

會議主席為紐西蘭Nathan Walker，副主席為巴西Tatiana Neves。在

AC12會議前，按往例先召開代表團團長會議(Head of Delegation)，本次

未開放觀察員參加，爰我國並未參與。

諮詢委員會於主席確認議程及無臨時動議後，由秘書處重點報告議

事規則、工作匯報、財務經費以及AC工作計畫，接續由澳洲代表說明

保管協定託存報告現況。

秘書處表示於AC11擬定計畫，已在2019~2021年間邀請各國潛在單

位加入ACAP，例如墨西哥、葡萄牙、及邀請納米比亞成為締約方，並

在相關國際組織中呼籲其他遷移性野生動物保育公約(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Migratory Species of Wild Animals，CMS)締約方加入

ACAP。美國也報告了其在嘗試加入ACAP方面取得的進展。

有關財務報告，主要因為COVID-19影響，造成2020-2021年支出不

足，另報告2022年來自會員及團體的捐款、撥款計畫和借調計畫。

觀察員報告部分，本次有我國、納米比亞及美國，以及國際鳥盟等

3非政府組織以觀察員身分提供聲明文件，我國於該份文件表示，為減

少漁業作業對海鳥之影響，已於2006年通過「減少延繩釣漁業意外捕獲

海鳥」之國家行動計畫，並在2014年更新。遵守RFMOs所通過之養護管

理措施，加以內國法化，並要求我國漁船遵守規範，漁政單位也派遣遠

洋觀察員蒐集相關資訊，以便繼續為漁民作進一步研究和推廣計畫，持

續開發和試驗忌避措施以利永續漁業和海鳥族群保育。

族群和保育狀態工作小組(PaCSWG)報告，由召集人英國Mark

Tasker說明並提出下列主要建議

1、重申採取可行行動保護繁殖地的重要性，確保控制或根除可能對

海鳥族群有害的外來物種。

2、鼓勵ACAP締約方進一步優先追蹤研究的物種，包括某些善潛水

而導致較高混獲率、或族群易受影響物種，例如某些族群繁殖地

有外來種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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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議諮詢委員會鼓勵ACAP締約方和負責ACAP物種族群繁殖的

國家，實施優先監測計劃，以增進對族群目前規模、趨勢、數量

的資訊掌握。

4、針對加島信天翁(Waved albatross)，希望祕魯或厄瓜多能針對旅遊

衝擊的部分，在2023年諮詢委員會前提出更新行動計畫。

5、贊同野生動物的光害準則，以利評估和管理人造光源對海鳥(包含

信天翁及海燕)之影響。

(二) 2021 年 9 月 1 日

副召集Tatiana Neves主持議程12海鳥混獲工作小組(SBWG10)報

告，後續議程由召集人Nathan Walker接手主持。海鳥混獲工作小組

(SBWG10)報告，由SBWG10召集人Igor Debski簡要說明會議，再針對

小組會議報告逐項說明摘要內容，並提出下列主要建議

1、海鳥混獲忌避措施

(1) 贊同減少拖網漁業、底層延繩釣漁業對海鳥影響的最新審查和

最佳做法建議，鼓勵各漁業減輕混獲之研究。

(2) 認可遠洋延繩釣漁業更新ACAP針對改善船員安全之建議。

(3) 關於遠延繩釣漁業最佳做法部分，確認新增兩項忌避措施，水

下投餌及魚鉤遮蔽裝置(Hookpod)。

2、電子觀察員：宣傳和鼓勵使用ACAP的EM指引，為漁業EM系統

提供資訊及加強基本標準。定期更新ACAP的EM指引以適時回

應變化，例如，監控海洋捕撈漁業與海鳥交互作用、修正混獲管

理措施、開發新忌避措施方法以及改進EM技術等。

3、與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RFMOs)相關活動之協調：主要為2個行

動方案之更新(改善溝通策略、積極參與RFMOs中的遵循相關規

範之討論)，希望向RFMOs強調海鳥保育之危機，並加強忌避措

施落實管理。

阿根廷提醒不同組織有各自之目標，ACAP之目標應該是要求

RFMOs考慮ACAP對保育信天翁和海燕之建議，不應為遵守其他組織之

經濟原則，而損害保護目標。

諮詢委員會依據SBWG回顧全球拖網漁業海鳥混獲狀況之優先保

護行動，認同以下建議

1、鼓勵ACAP會員國提高拖網漁業的最低觀察員覆蓋率(人員或 E

M），以增加對海鳥混獲之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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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鼓勵ACAP會員國優先收集拖網漁業之海鳥混獲數據，特別是以前

研究有限之船隊。

3、鼓勵在拖網漁業使用數據收集指南，將數據標準化，如SBWG10文

件中所提供之準則。

4、鼓勵會員國優先有效管理廢棄魚雜，作為拖網減少海鳥混獲之主

要手段。

議程13(Advisory Committee)討論諮詢委員會2019-2022工作計畫，

即介於會員大會(Meeting of the Parties，MoP)期間之工作計畫相關項目，

另外討論過程中對於世界信天翁日(World Albatross Day)等在社群媒體

上宣傳及搭配相關活動之議題上也多有討論。

議程14(Avisory Committee Work Programme)主要討論聚焦於各會

員國資料與報告之繳交議題(包含族群狀態、棲息地狀態及追蹤資料

等)，以便後續由秘書處與國際鳥盟彙整並綜整為正確指標。

議程15(Listing of New Species)今年無新增ACAP關注鳥種。

(三) 2021 年 9 月 2 日

會議由主席Nathan Walker與副主席Tatiana Neves輪流主持

針對AC報告逐項確認內容，包含討論並修正本次會議報告、確認諮詢

委員會與秘書室2023-2025工作計畫及2023-2025預算項目等。並遴選出下屆

新任AC主席為澳洲Mike Double、SBWG召集人為Sebastián Jiménez，副召

集人為巴西 Dr. Dima Gianuca。而分類(Taxonomy)工作小組副召集人從缺。

有關阿根廷對於SBWG的第16號文件(回顧全球拖網漁業海鳥混獲狀

況)相關內容的修正文字。主席表示這頗具爭議，原則上，並無法在AC去增

修SBWG報告內容。但阿根廷表示主要是要求能將相關文字反映在AC報告

內，後續修正內容會再確認。

後續第7屆會員大會 (MoP7)預計於2022年5月於澳洲塔斯馬尼亞

(Tasmania)召開，並於明年1月2日前視疫情決定舉辦實體或線上會議。另確

認並修正MoP7預定議程。

第13屆諮詢委員會議(AC13)則預定於2023年5月至6月中旬間，由於厄

瓜多因受疫情影響無意舉辦，有可能改由英國主辦。另確認並修正AC13預

定議程。

參、心得與建議

自我國 107 年成立海洋委員會及其所屬機關後，海洋野生動物保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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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業務，即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轉移至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其

中亦包括海鳥保育相關業務。本次為參與 ACAPAC12 會議與其所屬會議，

會前需蒐集資料除我國海鳥保育相關作為外，亦包含與海鳥混獲相關漁船

作業管理辦法，如沿近海鮪延繩釣漁船作業管理辦法(第 16 條)、漁船從事

魷釣漁撈作業管理辦法(第 20 條)、漁船赴北太平洋從事秋刀魚漁撈作業管

理辦法(第 20 條)等，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主管業務。且海鳥為遷移

性物種，其保育係屬國際事務，因此極需外交部等專業協助。跨部會通力合

作，才能在參與海鳥保育國際事務上，發揮我漁業大國的優勢能量，建立良

好形象，以儘量爭取國際合作的機會，培養研究能量與國際視野，並採取主

動積極的態度，設定後續中長程目標。

我國相關主管機關，平時即投入經費預算，進行遠洋混獲忌避及電子

觀察員相關調查與研究計畫，後續應儘量爭取會議報告的篇幅，以充分反

映我國研究成果，有利建立我國國際形象。

另國際視訊會議，因限於與會人員來自世界各地，時區差異大，每日會

議時間壓縮在四小時，因此議程常調整異動。面對遠距國際會議，團隊應分

工合作，分別安排負責注意會議討論內容人員、及時紀錄人員、負責回應人

員及資料準備人員等，如此能更有利於緊湊的會議中及時應對，順利完成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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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錄

一、第 10 屆海鳥混獲工作小組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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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6 屆海鳥保育工作小組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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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12 屆諮詢委員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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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線上會議截圖

SBWG10 會議截圖

PaCSWG6 會議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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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12 會議截圖

AC12 會議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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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AC12 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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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SBWG10 會議報告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七、 PaCSWG6 會議報告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