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 
 

 

 

 

 

 

 

 

 

 

 

 

韓國海洋科學技術院(KIOST)與其他

海洋相關機構參訪 

 

 

 

 

 
服務機關：國家海洋研究院 

                姓名職稱：陳建宏院長、楊文昌主任、張至維 

                          主任、嚴佳代主任、張桂肇副研究 

                員、陳韻心助理研究員 

                 派赴國家/地區：韓國 

            出國期間：111 年 12 月 18 日至 12 月 22 日 

                 報告日期：112 年 1 月 25 日



I 

 

摘要 

面對海洋世紀的來臨，全球各沿海國家紛紛制定周詳的海洋戰略，並以發 展

海洋科學作為迎接海洋 世紀的 準備，企圖提高在國際海洋事務的競爭力中贏得

先機。有鑑於此，我國位於亞洲太平洋之樞紐，先天地理優勢及優渥天然資源，具

備發展海洋「藍色國土」的契機及潛力。為求海洋相關產業、學術及研究機構之

國際合作再升級，本院規劃於 111 年度前往韓國海洋相關機構參訪，透過實地參觀、

訪問及意見交流，除增加本院在國際上的能見度外，未來本院在執行海洋生態培育、

管理及研究調查、海洋科學技術研究，促進海洋科技與海洋產業的發展、人員交流

與國際海洋研究合作等重要工作事項建立協作關係及聯繫窗口，建立雙方系統性、

制度化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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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面對海洋世紀的來臨，全球各沿海國對其海洋發展的重視日益升高，有鑑於

此，為求國際合作再升級，並建立雙方在海洋事務領域系統性、制度化的合作，

本院擬規劃交流參訪行程，期能實地瞭解相關單位政策推動成效及運作狀況，同

步進行實務經驗交流與人才培育之請益，以增強院內欠缺之視野並確認規劃目標。 

    本院正式成立於 108 年 4 月 24 日，組設五個中心與三個輔助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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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研究群聚效益、活化

產業競爭優勢、促進經濟永續發展；本院組織編制及各中心介紹詳如圖1、圖2。 

     

 

 

       

 

 

 

 

 

 

 

 

 

 

 

     圖1. 本院組織編制  

                                              

                                           圖2. 本院各研究中心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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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出國規劃參訪韓國海洋科學技術院(KIOST)、韓國海洋水產開發院

(KMI)、國立海洋生物多樣性中心(MABIK)、海春數據公司(Haebom Data)、海事

教育研究會(KOME)等5個海洋指標性機構，除進行議題請益交流外，雙方亦將攜

手簽署合作備忘錄(MABIK、Haebom Data、KOME)。期盼在備忘錄的合作模式

下，透過雙方核心優勢與專長，以共同的理念深化雙邊關係，在互助互信的基礎

下，建構國際交流平台，提供更多的國際合作與交流的機會。參訪行程由陳院長

建宏率隊，海洋科學及資訊研究中心楊主任文昌、海洋生態及保育研究中心張主

任至維、綜合規劃及人力培訓中心嚴主任佳代、海洋政策及文化研究中心張副研

究員桂肇、綜合規劃及人力培訓中心陳助理研究員韻心隨行，參訪行程如下表所

示。 

韓國行程表概要 

日期 行程 地區 

12 月 18 日(日) 啟程：桃園-首爾仁川機場 高雄-桃園-首爾 

12 月 19 日(一) 1. 海春數據公司(Haebom Data) 

JOISS & NODASS 系統中/英/韓語言版、國際海洋科學開

放數據教育競賽及國際海洋教育素養之議題討論 

2. 海事教育研究會(KOME) 

OSS 海洋科學序列國際合作、國際海洋素養活動等之議題

討論 

首爾- 

舒川郡 

12 月 20 日(二) 國立海洋生物資源研究所(MABIK) 拜訪與簽約 

海 洋 生 態 與 生 物 多 樣 性 調 查 數 據 資 料 交 流 、 MABRIS & 

NODASS 系統中/英/韓語言版、海洋保育教育項目等之議題討

論 

舒川郡- 

釜山 

12 月 21 日(三) 1. 海洋科學技術院(KIOST) 拜訪 

海洋科學開放數據資料交流、跨境海洋基礎調   

查與合作與海洋素養教育等合作之議題 

2. 參訪國立海事博物館(MMK) 

3. 韓國海事研究所(KMI) 拜訪 

藍色經濟政策、海洋專業發展合作、海洋政策研究合作及

學者交流項目之議題討論 

釜山 

12 月 22 日(四) 返回：首爾仁川機場-桃園 釜山-首爾- 

桃園-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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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程說明 

(一) 參訪韓國海洋教育研究會(Korea research council of 

Maritime Education, KOME，及海春數據公司

(Haebom Data) 

    韓國海洋教育研究會(KOME)2009年成立，肩負提高韓國小學至高中階段的

學生對海洋的認識，培育發展與海洋各領域的才能。主要由學校科學教師與海洋

科學家組成，為韓國主要推動海洋教育的組織，因此，為達成培養海洋人才的使

命感，特別是協助教師們在海洋教育方面的支援，如在學校裡，老師在課堂上教

導自然科學時，就很需要海洋科學相關的專業知識及資料。研究會於2015年成為

海洋部的合作協會，2018年加入韓國海事產業聯盟(KFKMI)，2019年加入亞洲海

洋教育者協會(AMEA)，其經營方針為藉由海洋實地考察收集教育資料、建立與

海洋相關組織訊息交流與網絡、舉辦專家研討會和研討會提高教師的專業知識，

以及海洋教育課程的開發和宣導傳遞。這些方針中包含發展海洋教育教材、翻譯

海洋科學序列OSS教案、海洋教育研究、支持海洋環境社團活動及海洋運動社團，

並辦理民眾海洋講座等任務項目。該會的組織機構圖3所示。 

 

 

 

 

 

 

 

 

 

 

 

圖3. 韓國海洋教育研究會組織機構 (擷取官網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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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春數據公司(Haebom Data)成立於2022年，主要其目標是提供韓國最優質的

海洋數據及資料服務，在數字化轉型時代中找到「藉由數據發現海洋的價值」之

定位。目前，公司承接以海洋和教育相關的公共機構為客戶，提供開展與海洋資

料庫（觀測、科學數據）網絡平台與內容相關開發項目的服務，具體說明如下： 

1. 負責韓國海洋科學資料庫(JOISS(Jurisdictional Ocean Information Sharing 

System)/管轄海域海洋資訊聯合應用系統)建置與協助海洋水產部進行

科普教育推廣。 

2. 進行藍碳與溫室效應調查、資料標準化、水下滑翔機研發、大數據中心 

3. 包含資料解釋與應用、Sealab海洋資料科學部落格、Haebom class海洋資

料庫虛擬APP。 

    接待本團的人員主要為海洋教育研究會的會長Shin, chun hee、海春數據公司

代表Song, Taeyoon及海洋教育團隊經理Park, Soyena。雙方依約在CONFERENCE 

HOUSE DALGAEBI的會議室進行會面與議題交流，首先由海春數據公司及海洋

教育研究會介紹單位的沿革、現況及目標、任務推動等項目，接續再由本院進行

自我介紹，增進雙方進一步的認識。同時，雙方在推動海洋教育工作與海洋大數

據資料庫的應用廣泛進行交換意見，並認同許多國家在亞太地區對於海洋跨界合

作的重視之觀點。雙方熱烈討論後，續由本院陳建宏院長與會長Shin, chun hee及

代表Song, Taeyoon簽署雙方合作備忘錄、交換禮物及合影，完成簽約儀式。藉由

MOU之簽署除推廣海洋素養及海洋大數據資料庫的應用外，另一項意義也顯示

特別在COVID19之後，此項活動可以成為全球海洋素養合作的典範，未來雙方攜

手協作展開跨國的合作模式、資源互惠，透過雙方核心優勢與研究專長，建構國

際交流渠道。 

 

  

韓國海洋教育研究會 海春數據公司 

www.kome.kr www.haebomdata.com 

 

http://dalgaebi.co.kr/
http://dalgaebi.co.kr/
http://dalgaebi.co.kr/
http://dalgaebi.co.kr/
http://dalgaebi.co.kr/
http://dalgaebi.co.kr/
http://dalgaebi.co.kr/
http://dalgaebi.co.kr/
http://dalgaebi.co.kr/
http://dalgaebi.co.kr/
http://dalgaebi.co.kr/
http://dalgaebi.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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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訪國立海洋生物資源研究所(National Marine  

Biodiversity Institute of Korea, MABIK) 

    MABIK 成立於 2015 年，是海洋水產部下屬一個公共機構，旨在保護海洋生

物資源和發展海洋生物產業，致力於保全並管理生物資源、支持海洋生物產業發

展、傳遞公眾海洋生物價值等具體策略，為韓國唯一結合海洋生物資源研究、展

示及教育的政府機構。為此，MABIK 的 13 個典藏庫已收集超過 50 萬件各式海

洋生物標本，創立管理海洋生物典藏及遺傳資源的資料庫 (MBRIS, Marine Bio 

Resource Information System)，以及提供海洋生技產業所需粗萃物及相關資訊的海

洋生物銀行 (MAGIC, Marine Genome Information Center)，並建置由超過 7000 件各

式實體標本展示為主軸的海洋生物多樣性博物館 (SeaQrium)。 

    該機構依據韓國「海洋生態系統保護和管理法」第 40 條國家或地方政府可

以建立和運營海洋生物資源中心，以有效保護海洋生物資源，故機構設有研究行

政樓、展覽樓和教育樓等。作為韓國最早的海洋生物資源調查、研究、展示和教

育基礎設施，如下圖所示。 

 圖 12. MABIK 外觀設施全景 (擷取官網資訊) 

https://ko.wikipedia.org/wiki/%EB%8C%80%ED%95%9C%EB%AF%BC%EA%B5%AD_%ED%95%B4%EC%96%91%EC%88%98%EC%82%B0%EB%B6%80
https://ko.wikipedia.org/wiki/%EA%B8%B0%ED%83%80%EA%B3%B5%EA%B3%B5%EA%B8%B0%EA%B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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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3. 國立海洋生物資源研究所組織結構 (擷取官網資訊) 

首長 

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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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團於 12 月 20 日上午拜會 MABIK 並與其簽署合作備忘錄，並參觀海洋生

物物種典藏庫、各式實驗室以及海洋生物博物館，洽談未來海洋生物多樣性共同

合作與資料庫資料交換等議題。當日由所長 Dr. Choi, Wan-Hyun (President) 率管

理展示部 Park, Jeong-In (Head of Management and Exhibition Division)、計畫協調部

Dr. Lee, Dae-Sung (Head of 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Office)、海洋資源中心 Dr. An, 

Yong-Rock (General Manager of Marine Resource Center) 及管理支援室 Dr. Kim, Jong-

Mun (Head of Management Support Office) 等各單位主管與會接待。 

在雙方人員介紹及 MABIK 簡介影片播放後，我方由海洋生態及保育研究中心張

至維主任進行本院組織架構及各中心業務職掌簡介，其中特別說明本院進行中的

海洋生態及保育重點項目，包含：   

 (一) 離岸風電場海域生態環境及水下聲景監測； 

   (二) 抽砂對水質、底質、底棲及表層生態的潛在影響； 

   (三) 岸際潮間帶及亞潮帶生物多樣性及環境 DNA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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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熱烈討論後，續由本院陳建宏院長與 MABIK Choi 所長代表簽署雙方合

作備忘錄、交換禮物及合影，完成簽約儀式。隨後，由海洋資源中心 An 主任陪

同我方導覽簡介 MABIK 成立歷程及迄今已與國內外所建立的研究合作單位，並

引導介紹典藏庫房、研究設施及海洋資源中心，其中亦由海洋天然物部門的 Dr. 

Baek, Kyung-Hwa (Principal Research Scientist of Department of Nature Products) 介紹

MAGIC 之分子生物學及天然物分析化學等研究項目、分析設備及系統服務；接

續由管理支援室 Kim 主任陪同參觀 SeaQrium，重點式導覽解說四層樓的策展規

劃及展示亮點，SeaQrium 樓層簡介如下圖說明。 

  

 

 

 

 

 

 

  

 

 

 

   圖 18. SeaQrium 各樓層簡介 (擷取官網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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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訪國立海事博物館(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of 

    Korea，MMK) 

    國立海事博物館（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of Korea）為收集、管理、保存、

調查、研究、教育和展示與海洋有關的歷史、考古、人文、民俗、藝術、科學、

技術和工業遺產。2012 年 7 月為試營運時期，提供海洋文化、藝術、科技和產業

發展的貢獻力量。2015 年 4 月 20 日，由法人成立，正式註冊。這座博物館位於

韓國釜山影島區東三洞海事集群，是韓國唯一的國家級綜合性海洋博物館，展示

海洋文化、歷史、科學和考古等專業資料，並提供高質量的海洋體驗項目，每年

訪客達 100 萬人次以上，現今成為韓國的航海文化地標，展示來自韓國與世界各

國珍貴的海洋文物，系統性地展示海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並在教育和體驗海

洋方面發揮關鍵作用。館內設施有 8 個常設展廳、專題展廳、擁有 5 萬冊海洋書

籍的海洋圖書館和多媒體室、7 歲以下兒童博物館、室外圓形廣場、直徑 11 米、

深 4.8 米的水族館、3D 影像館、4D 影院和戶外觀景台，提供參觀者可以遠眺整

個釜山港及鄰近海岸線，欣賞釜山港內往來的各種船舶及周圍美麗遼闊的海景。 

 

 

 

 

 

 

 

 

 

 

  圖 43. 國立海事博物館外觀  

液滴型態的建築設計，塑造海洋波浪形象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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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團此次拜訪時，適逢館內正進行整修無對外開放，館長金萬泰仍然熱

情地迎接我們，介紹博物館歷史沿革與組織工作，並表示在港口城市釜山建立一

座世界上難得一見的綜合性海事博物館，意義重大。博物館被定位為釜山的主要

文化設施，幫助釜山市民和遊客接近海洋，並可以用作休閒空間。未來學家阿爾

文托夫勒說：千變萬化的浩瀚大海，激發著我們勇往直前的挑戰精神，來來往往

的蔚藍平靜的大海，治癒人們的心靈，提醒人們富足。短暫的拜訪國家海洋博物

館，我們走出戶外就能看到與感受海洋，如同館長所言，海洋是生命之源和人類

的發源地，是連結世界所有故事的可能。 

 

 

 

 

 

 

 

 

 

 

 

 

 

 

 

          

                              

                                                https://www.mmk.or.kr 

 

圖 44. 國立海事博物館組織  (擷取官網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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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訪韓國海洋科學技術院(Korea Institute of Ocean Science 

    &Technology，KIOST) 

    韓國海洋科學技術院的設立，始於 1973 年韓國科學技術院

(Kore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KIST)附屬研究所時代，

作為韓國海洋科學研究基地的誕生，成立海洋開發研究院(Korea 

oce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KORDI )，是一所探索海

洋新科學知識的海洋科技研究和教育機構。從設立與發展以來，

隨著公務部門編組改造及法人研究機構的調整，因應 2011 年頒布

「韓國海洋科學和技術法」於隔年正式成立韓國海洋科學技術

(Korea Institute of Ocean Science &Technology，KIOST)。 

 

 在政府政策的需要下，在研究和開發海洋科學技術方面發揮著至

關重要的作用，得以跟上海洋產業發展趨勢。KIOST 的願景是透過建立基礎和應

用海洋科技的創新與發展，實現韓國成為海洋強國。主要任務有：1.進行基礎和

應用研究，以促進沿海和海洋資源的有效利用；2.對韓國的海洋和公海進行全面

調查和研究；3.在極地地區，特別是在南極洲進行科學研究；4.支持並與其他政

府機構、大學和民營企業合作開發海洋資源和保護海洋環境；5.協調海洋研究項

目的國際合作；6.發展海岸與港灣工程、船舶與海洋工程、海上安全等相關技術，

其組織由以下部門組成：物理海洋學、海洋化學、生物海洋學、海洋地質與地球

物理學、極地研究中心、深海資源研究中心、海岸與港灣工程研究中心和

Changmok 海洋站。 

圖 53. 海洋科學技術院 1 樓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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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KIOST 在韓國沿海、周遭海域、熱帶地區與極地區域等相關科學

研究、港灣與船舶和海洋工程、海上安全相關技術、資源探勘與海洋環境保護等

多項領域皆有投入其關注。 

 

 

 

 

 

 

  

 

 

 

 

 

 

  圖 54. 海洋科學技術院 國內基地規模  (擷取官網資訊) 

 

 

 

 

 

 

 

 

 

     圖 55. 海洋科學技術院 海外基地及海外合作中心 (擷取官網資訊) 

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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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OST 依據「韓國海洋科學和技術法」以法人形式進行組織運作，董事會以

海洋水產部為主，董監事不超過 15 名，以科學技術情報通信及戰略和財政部為 

輔，組成理監事會。目前員工數約 1,100 名，年預算約有 7000 億韓元，在 KIOST

下設置院長、副院長各司其職管轄，組織架構整理如下圖所示。 

 

 

 

  

 

 

 

 

www.kiost.ac.kr 

 

 

 

 

 

 

 

 

 

 

 

 

 

    

       圖 56. 海洋科學技術院組織  (擷取官網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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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訪當天，KIOST 由副首長 Dr. Lee, Youn-Ho、國際合作司司長 Dr. Kwon, Suk-

Jae、海洋環境研究中心首席研究科學家兼韓國海洋學會會長 Dr. Kang, Dong-Jin、

海洋環境及氣候研究部高級總監 Kang, Sok Kuh、海岸開發和海洋能源研究中心

主任 Dr. Yi, Jin-Hak 等多位主管熱情迎接本團，在初步見面互遞名片與欣賞完雙

方的影片介紹後，雙方立即進行合作議題的討論：1.研究船合作巡航機制；2.海

洋資料庫之資料交換；3.研究員短期交換，可共同進行海洋生物與海洋科學取樣

工作，合作建構數據擴大模擬規模；4.海洋素養與教育活動與經費支持；5.共同

發表研究文章等意見交流。從討論過程中，感受到韓國政府隨著城市化及工業化

的發展，更加重視對海洋的開發與利用，初期以基礎海洋報戶之方式轉變為整體

之系統性規劃，朝向多元化新型產業技術之發展。本次的參訪不僅對於本院海洋

科學研究未來發展具有重要的指標意義，更是期待臺、韓共同聯手打造亞太區域

海洋科學研究合作機制，紮根海洋基礎調查、打造海洋產業發展與推動全民海洋

教育。 

 

 

 

 

 

 

 

 

  

 

 

 

 

 

    圖 57. 海洋科學技術院 海洋研究船規模  (擷取官網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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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韓國海事研究所(Korea Maritime Institute，KMI) 

    韓國海事研究所是政府資助的研究機構，隸屬於總理領導的經濟、人文和社

會科學研究委員會，旨在為國家海洋和漁業政策的製定做出貢獻和國民經濟的發

展。KMI 自 1997 年成立以來，以韓國海洋研究所為起點，將分散在多家研究機

構的海洋水產政策部門整合為一體的機構，其前身為 1984 年成立的韓國海運技

術院，發展成為綜合調查和研究海洋、漁業、航運、海洋事務、港口和國際物流

等海洋和漁業各種任務的國家機構，為國家發展及增進國民便利做出貢獻的政策

研究，其組織架構如圖。 

 

 

 

 

 

 

 

 

 

 

 

 

 

 

 

 

 

 

                     

                 圖 74. 韓國海事研究所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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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I 目前人數 315 人(97 位博士，231 位研究員)，年預算約 4,500 萬美金，主

要目標：1.引領藍色經濟的全球政策研究重點機構；2.推動區域經濟與海洋觀光；

3.北極與南極研究.；4.漁業、航運、海洋文化研究。除上述研發專案外，2009 年

設立「海洋學院」向有關人士提供海洋教育課程，並於 2012 年隨著 FTA 協定的

擴大而設立「FTA 支援中心」，增加對水產業的支持度，有效支援預計因 FTA 實

施而受到損害的國內漁民，以及海外市場分析中心開啟 Mega FTA 時代 作為回

應，提供水產品擴大出口和市場開發所需的國家和項目訊息。現階段 KMI 的主

要任務是透過系統性與整合性的研究以協助海事及漁業領域的國家政策與經濟

發展，另外該機構極具前瞻性的以發展成為世界頂尖的海事與漁業政策研究機構

為主要願景。主要業務項目綜整如下： 

 

研究與研究項目 

•海事、漁業、航運及港口政策的調查、研究和諮詢 

• 國內外海事、漁業、航運及港口相關政策的比較研究 

• 國際物流及多式聯運相關的調查與研究對航運和港口 

• 開發研究所的宗旨，負責任的委託研究和與國內外相關研究機構的聯合研究 

  海事行業訊息 

• 收集、分析和發布物流業的動態和資訊 

• 建立國內外海事、漁業和港口數據資料庫 

• 研討會、討論會與海事行業、學術界、研究機構和訊息進行交流和意見收集 

 

研究項目基本方向 

1. 世界級海洋與漁業基礎研究 

2. 未來預測與研究成果商業化 

3. 訊息資料彙集 

4. 海洋與漁業整合與系統化研究 

5. 提供政府政策訊息與趨勢和支持企業決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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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面當天由 Deputy President CHOI, Jee yeon 崔副部長、海洋研究本部

Cheng,Hyunwook 博士、Hyun Dae-song 博士及對外合作事業部 Minjung Lee 研究員

熱情迎接本院的來訪，崔副部長表示 KMI 已成立 30 年，是韓國海洋政策、水產

海運、國際合作等方面的智庫，在海洋政策方面也有地區海洋政策的合作，最近

有發生很多海洋爭議性的問題，現正也加強這些議題的研究，並先從具體的議題

開始合作。在初步見面互遞名片與欣賞完雙方的影片介紹後，雙方立即進行合作

議題的討論：(1)藍色經濟政策交流：海洋產業發展綜合型研究、漁業政策與海運

政策的資料協調及國家海洋科技政策發展研究；(2)海洋專業人才培育：國家海洋

專業人才培育學院、海洋水產進修院負責海洋專業人才培育；(3)海洋政策及文化

研究，有關地方創生研究-海岸漁村創生；(4)訪問學者交流的規劃；(5)海洋素養

專案-以海洋素養為主推動地方創生，例如海洋環境教育有專屬的機構，特別培

育海洋教育的老師。未來雙方也可合作辦理國際研討會或論壇，主題如海岸政策

治理，互相邀請雙方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參與分享報告；海洋生態服務政策研究

結合本院現有的海洋生物基礎研究，其他如產業、教育、環境、社會有關的永續

發展。另外，本院出版的海洋探索期刊也希望能與 KMI 共同辦理特刊，參與雙

邊編輯，鼓勵互相投稿。而韓國也面臨能源轉型與漁業的衝突，如海洋能源對於

環境的破壞研究，期待雙方共同研議這些產業與環境永續發展的解方。 

    再者，KMI 通過與 UNESCAP、FAO、PEMSEA、WMU 等國際組織以及美國

EWC、德國 ISL 等先進的海洋和漁業研究機構、西班牙聯合研究中心、俄羅斯、

中國和緬甸的合作研究，促進研究的進步。現階段也積極擴大海外合作研究基地，

例如建立研究基地，追求提高研究能力的國際化以及與海洋相關的全球研究議程，

因此，為求提升本院國際合作研究的能見度，我們也表達了高度誠意希冀未來有

合作機會的時候。 

 

 

www.kmi.re.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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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及建議 

(一) 心得 

    21 世紀是以海洋為發展重點的世紀，海洋資源的開發及利用、海洋環境的

安全及保護，已成為各沿海國經濟發展與科技競爭的重點。為因應新的情勢和新

的挑戰，各國皆投入海洋研究與發展海洋技術，爭取海洋競爭的契機與主導地位。

國際海洋的競爭實質上是海洋科技技術的競爭，是國家整體國力的競爭。我國四

面環海，其國家發展與海洋息息相關，爰此，自民國 89 年以來，政府逐漸重視

海洋政策與事務，陸續「開放海洋」、「海岸解嚴」，鼓勵國人親近海洋，蔡英

文總統任內表示「立足臺灣、航向海洋」的期許，將過去海洋事務被分散在 23 個

機關，為了強化海洋政策的整體性，民國 107 年 4 月 28 日成立「海洋委員會」，

制定《海洋基本法》，提出「海洋政策白皮書」，積極鼓勵國人關注海洋議題。

自詡為海洋國度的我們，現今面對國際日益複雜的政經情勢，海洋的調查與探測

技術，發展海洋科技技術，邁向海洋、走進海洋，建設海洋國家已是我國既定的

目標，同時加上我國周邊也有一定的海洋空間與蘊藏豐富的海洋資源之優勢，深

耕海洋科技研發是我國永續生存與國際接軌的基石。然而，當我國擁有能控制一

定程度的海洋空間，展現地區性的海上力量，區域內取得戰略優勢，友好的區域

環境亦是促成我國成為海洋國家的基礎因素之一，因應國內外社會環境局勢變化

積極推動我國海洋學術與實務研究至關重要，藉由獲得必要的國際學術研究支援

和建立互利友好合作關係，讓我國的影響力在國際海洋秩序中發揮影響力和作用，

深化與沿海國家之涉海合作，如海洋環境監測與保護、海洋科研與科技合作、海

上搜救、北極研究等實務工作。 

    此次的韓國參訪，在韓國 17 個行政區域中(1 個特別市、6 個廣域市、1 個特

別自治市、8 個道、1 個特別自治道)，有 12 個是靠海的，故一直以來都很注重

海，海洋對韓國具有非同一般地意義，針對圍繞海洋的國內問題，政府有關單位不

斷地關注海洋產業的發展、增長動力協助產業的發展、海洋環境的保護、海洋引發

的自然災害之準備和資源掠奪。至此，在海洋水產部所屬單位於海洋事務政策研究

方面，2009 年起召開了海事法、政治、經濟、工商管理等相關研究人員的研究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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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相關部門成立籌備委員會，討論業務推進計畫，起草了成立協會所需的程序和章

程，並召開了成立大會和紀念研討會，通過跨領域協調和融合解決與海洋有關的、

懸而未決的國家和社會問題，從而討論和提出政策備選方案，透過創新讓韓國擁有

海洋領先的研發基礎和海洋科學應用與技術，進而成為一個繁榮的海洋國家。 

    由於海洋在韓國的民生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韓國透過海洋經濟特區之設立，

將港灣，造船，旅遊等各種海洋產業一併整合為韓國「藍色經濟」一重要面向。

另外海洋科學研究亦為海洋經濟發展的重要環節，藉由產官學各方合作，利用科

技的方式，使海洋各項領域均能有所發展。而在產業發展的同時，韓國通過多項

環境保護相關法律並擬定基本管理計畫，強調人類活動與海洋環境具備相互影響

之關係，海洋係必需發展並且重視的資源。 

本次參訪對本院未來在執行海洋生態培育、管理及研究調查、海洋科學技

術研究，促進海洋科技與海洋產業的發展、人員交流與國際海洋研究合作等重

要工作事項建立協作關係及聯繫窗口，藉由參訪團隊從中汲取的寶貴經驗，參

訪報告可供本院各研究中心規劃後續研究、產學合作等之資訊參考，其具體效

益概述如下： 

1. 汲取他國經驗，轉化為適用本院未來進展 

      (1) KOME、Haebom Data：辦理 JOISS(Jurisdictional Ocean Information Sharing 

         System)海洋資料庫應用方案、海洋科學序列(Ocean Science 

         Sequence,OSS)及海洋素養教育、海洋教育課程規劃、海洋科普推動。 

(2) MABIK：海洋生態與生物多樣性調查數據交換、海洋生態系統監測方 

案諮詢、魚類學和耳石測量學研究、海洋保育教育專案。 

(3) KIOST：海洋基礎調查與監測合作、海洋科學開放數據交換參與、科 

學巡航、海洋科普教育推廣。 

(4) KMI：海洋文化政策合作研究、地方創生合作與交流 

(5) MMK：海洋類圖書及豐富史料保存相關實務經驗之請益 

2. 建立夥伴關係，互惠互利長期合作學習 

透過本次參訪，建立聯繫窗口，以利未來互相合作研究；並研擬研究

員進行短期交流或參與研究工作，藉由雙邊互動累積研究量能，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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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各種面向進行對應研究，也有助於強化我國與區域的緊密關

係。 

3. 形塑國家形象，拓展國際佈局 

以本院形象影片及簡報，向參訪單位介紹國家海洋研究院之成立、組

織、任務及研究性質，並藉由合作備忘錄之簽署，以期促進學術交流

與合作，整合雙方內外資源，共同規劃具體合作項目與計畫方案。 

4. 橋接科技研發需求，與國際產業接軌 

藉由國際交流之機會，提升本院學研國際視野，以雙邊國際合作模式及

機制，鋪建國際化協作環境，強化本院研究人員國際合作經驗與創新思

維，達成鏈結及整合國際研發能量之綜效。 

 

 

(二) 建議 

1. 韓國在海洋漁業、航運、造船、 海洋科研等領域現已走上國際之列，

尤其是造船產業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讓世界看見韓國的「海洋力」，

這與韓國政府調整海洋管理體制息息相關，證明韓國海洋管理體制是值

得研究與學習的，後續可深入分析研究其管理體制的演變過程與特點，

探討歸納改革後的借鏡意義。 

2. 韓國政府重視海洋，善用沿岸的海港，政府所屬法人單位辦展活動展現

國家海洋科技能量和人與海洋共存共榮的精神，也是發展經濟的策略，

落實將想法化為實際行動，協助國家擬定海洋政策、保育海洋生態、善

用海洋資源。我國在海洋領域上有許多專精的研究和發展，各領域間密

切相關，但彼此鏈結和互動有限，與政府的對話，政策的建言，以及與

金融投資業的關聯均可再加強，這些都是未來仍需努力的方向。 

3. 與國土立足於有限面積的不同，海洋具有無限的發展潛力，未來的海洋

空間將以新的功能和面貌取代陸地作為人類生活的中心，標榜著新時代

的開啟，圍繞海洋的世界新秩序正在誕生，韓國地方政府利用沿海與海

洋資源找到區域專業化的海洋和產業發展戰略，帶動地區經濟和創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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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機會，讓政策需求使其切實可行。隨著人類對海洋的需求與認識不斷

地深入以及海洋治理經驗的積累，國際社會形成了海岸帶治理、生態系

統治理、海洋保護區等整體治理模式，對海洋的重視、理解和政策利用

是直接關係到國家生存的問題。政府有關單位應積極與海洋直接或間接相

關的各個領域之學者相互合作，利用海洋與島國要衝的地理優勢，摸索出

自立繁榮與海洋共榮生存的策略，為國家海洋政策的制定和實踐研究的發

展再添貢獻。 

4. 因應本次參訪締結了雙方友誼，已建立各個窗口，期待未來雙邊共同推

動跨國界區域性海洋科研工作，共享研究成果，同心齊力團結守護海洋。 

 

 

致謝 

     海洋是人類繁榮的資源寶庫，同時亦在人類與萬物的演化關係中，乘載著維繫

地球正常運轉之責，平衡物質循環與調節氣候及整個生態系統的運作，不僅如此，

在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上，海洋也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國四面環海，是需要充分

利用這樣的地緣政治環境，邁出新的一步。本次的參訪行程均圓滿順利，在此特別

感謝海洋委員會各級長官的支持、韓國海洋教育研究會(KOME)、海春數據公司、

國立海洋生物資源研究所(MABIK)、國立海事博物館(MMK)、海洋科學技術研究院

(KIOST)、韓國海事研究所(KMI)等單位的接待配合，與國家海洋研究院締結合作備

忘錄，提升本院之學術研究水準，發展多元國際經驗分享的夥伴關係，增進雙方的

瞭解與友誼，致力發展互惠共榮、符合時代發展趨勢，創造實質交流成果。 

 

附錄 交流資料 

⚫ KMI 簡介資料 

⚫ KIOST 水理實驗大樓簡介 

⚫ JOISS 第二屆海洋大數據競賽 

⚫ 合作備忘錄簽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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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I 簡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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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OST 水理實驗大樓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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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ISS 第二屆海洋大數據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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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ME 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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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ebom Data 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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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BIK 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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