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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掌握海域基礎資訊，提升國內海洋調研能量，為執行海洋調查船

之規劃及興建、深入瞭解先進國家大型研究船內部規劃及科研儀器空間配

置考量，本院規劃前往海洋科學探勘先進國家，參觀研究船並參訪所屬研

究及運維單位。本次參訪最主要目的為前往法國 Brest 參訪世界六大海洋研

究機構的法國海洋開發研究院(Ifremer)，以及法國研究船隊專責運維公司

Genavir。並藉由實地參訪與本專案大型研究船需求最為接近的法國整合性

地質地物研究船(R/V Pourquoi Pas?)，以親身體驗研究船本身空間配置的方

式，瞭解研究船為操作海洋科研儀器所設計的各項機具細節，讓我們爾後

的調查船設計更為完善。並於 Brest 參訪法國極地研究所(IPEV)，了解法國

於極地探研進行中的各項研究任務，以作為本院極地研究站運維之參考。

另進一步地地藉由返回巴黎時，與法國海洋十年科研執行長及法國總理府

海洋事務秘書總處專員會晤交流，以瞭解全球永續科學倡議重心及法國海

洋政策研究之發展方向，以利參考國際觀點於本院將來海洋研究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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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參訪法國考察由陳建宏院長帶隊、海洋科學及資訊研究中心楊文

昌主任、陳麗雯副研究員，以及船舶中心(Ship and Ocean Industries R&D 

Center, SOIC)主要設計團隊李宗衛副處長、陳淑樺工程師隨行，參訪行程

如下： 

日期 行程 

5/7-5/8 去程 (台北-巴黎) 

5/9 

1、 參訪 Ifremer 與研究船隊研究專案負責人交流 

2、 於 Ifremer 與法國研究艦船主要營運商 Genavir 之管理人

員交流船隊營運模式 

3、 參訪法國極地研究所(Institut Polaire Francais, IPEV)  

5/10 4、參觀 R/V Pourquoi Pas?研究船 

5/11 

5、 於 Sorbonne University entrance at Place Jussieu 索邦巴黎第

六大學，與推動國際海洋永續研就網絡(Ocean Knowledge 

Action Network, Ocean KAN)執行長進行交流會談 

6、 於駐法代表處，與法國總理府主管海洋事務秘書總處研

究事務專家以及科技部代表處相關人員進行交流 

5/12-5/13 回程 (巴黎-台北) 

本次參訪對於本院執行海洋調查船之設計整體規劃的方向、海洋船隊

的建立與運維、海洋科學政策發展方向等皆甚有助益，本次的參訪行程能

夠順利成功，要特別感謝法國海洋開發研究院(Ifremer)國際處的 Dr. Nan-

Chin Chu 及科技部駐法台北代表處 Dr. Jin-Yi Lin 的鼎力相助在溝通協調及

行程安排上，以及海洋委員會各級長官的支持、外交部與科技部於駐法台

北代表處的協助，更重要的是法國海洋開發研究院(Ifremer)、極地研究所

(IPEV)、 法國 海 洋研究 船 (R/V Pourquoi Pas?) 、 Ocean Knowledge Action 

Network 及法國總理府海洋事務秘書總處的無私分享、熱情交流，以他們

關注海洋永續利用的視角、透視海洋研究觀點、落實在海洋探測調查研究

上，滋養我們國家海洋研究院朝向國際級的研究機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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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掌握海域基礎資訊乃為「海洋國家」不可或缺的要項，許多海洋強權

國家均已建構國家級的專責船隊及探艘平台，負責執行海洋調研及國家臨

時所需海上工作。海洋基礎資訊收集所需之海洋觀測探勘的最大平台即是

調查船，不論是近岸、近海、遠洋、淺水與深海之生態監測及水文觀測網

的建置、海洋地形測繪及底質探測採樣等均須大量使用調查船(圖 1)，才能

夠完善觀測與探測任務達成初始資料庫的建置，同時於後續進行監測或進

一步探勘等亦須仰賴調查船的運作。反觀目前國內海洋調研任務能量有限

待提升，存在著調查船調度不敷需求外、欠缺先進技術引進以及國內大型

探測設備的提升等問題。國家海洋研究院為推動「海洋基礎資料調查船興

建計畫」之需要，以「海洋基本法」與「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之國家法

律與政策為依據，規劃建置 4,000、300 及 100 噸級調查船各一艘，用以執行

國家海域基礎資料調查及資源探勘等國家海洋政策任務。 

 

 

 
圖 1、海洋調查船功能示意圖 (Credit: TORI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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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訪過程 

 (一) 參訪法國海洋開發研究院(Ifremer) 

 簡介： 

Ifremer 位於法國西隅鄰接大西洋東岸 Brest 半島(圖 2)，其為法國重要

海洋產業、海軍基地及貿易港，身處歐洲戰略地位極為重要的海港(圖 3)。

Ifremer 的組織架構主要包含總部及各個研究中心、海洋研究站，並統整管

理全法國的大型遠洋研究船、沿海小型船舶及各類水下載具設備之國家海

洋研究船隊(French Oceanographic Fleet, FOF)。在海洋研究經驗汲取上，學習

調查船建構的各項考量設置，及其海洋調查船隊(簡稱 FOF)的管理，更是

本院執行調查船計畫、完備海洋調查能量最重要的目標。 

尤其，法國在政府積極推動領導下，2020 年 1 月 1 日起，Genavir 成為

法國海洋艦隊主要運營商，唯一股東即為 Ifremer，如此將調查研究的資料

探測收集以及分析報告，清楚地區分開來管理、專業明確有效率的分工模

式，為目前各海洋強權國家中唯一大刀闊斧、當為而為的海洋研究船專業

運作模式。也正是我們調查船建構完成之前，迫切需成立行政法人以運維

研究船隊之重要理想目標。 

交流： 

在場與會者有，Ifremer、本院及 SOIC 代表之外，身為海洋地質地物

研究領域的科技部駐法台北代表處 Dr. Jin-Yi Lin 組長亦前來參加討論，現

場討論熱烈而和諧，著實增進雙方海洋科學研究單位的瞭解。首先，由本

院院長略述本院成立宗旨以及調研執行的重點方向(圖 4)，接著由海洋科學

及資訊研究中心楊文昌主任代表介紹本院分享歷年海洋科學研究成果 (圖 5)

再由 Ifremer 不同領域首長介紹其研究調查團隊組成、主要科研方向、船體

科儀設計及計畫審視策略等各方面分享(圖 6)。 

                      
圖 2、Ifremer 所在位置 (Credit: Googl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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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Brest 港口的軍艦停泊照 

 

 

 
圖 4、陳院長簡介國海院及重點方向 

 

 

 

 
圖 5、楊主任報告國海院歷年研究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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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 Ifremer 海洋調查船隊 FOF 的船隊主任 Mr. Olivier LEFORT (圖

6)介紹其旗下各研究船隻及其特長。不同研究船的操作模式雖有所不同，

但基本上各式研究船為配合一般測繪任務皆裝載船載式多音束測深系統、

專業 GPS 天線及水文基本探測系統。 

➢ Ifremer 共有 6 艘深海研究船(Deep-Sea & Oversea vessels)能夠在所

有大洋進行海洋整合式探測調查: Marion Dufresne、Pourquoi Pas?

及 L’Atalante、Thalassa、Antea、Alis (圖 7)。 

➢ Ifremer 還有 5 艘沿海近岸船隻(Coasta Vessels)部署在英吉利海峽、

大西洋和地中海，進行各種沿海到近岸探測任務：L‘Europe、

Thalia、Côtes de la Manche、Tethys II 和 Haliotis (圖 8)。 

➢ 及 7 艘小型研究站船隻(Station vessels)，沿著法國大陸海岸探測停

泊執行任務。這些泊岸式小型區域性測量任務及觀測作業使用的

研究站船隻執行當地近岸調查任務 Antedon II（馬賽）、Sepia II

（維姆勒）、Nereis（旺德爾港）、Neomysis（羅斯科夫）、

Albert Lucas（布雷斯特）、Planula IV（阿卡雄）和 Sagitta III（尼

斯）(圖 9)。 

➢ 於深海任務的關鍵設備中， Ifremer 有自主研發的深水潛艇(Deep-

water submersible vehicles)，包含 Nautile 有人潛艇(圖 10)，以及歐

洲唯一可達 6000 米深的水下機器人 Vitor 6000，可以達到深海中

的精確測量、收集樣本，協助打撈等任務(圖 11)。 

 
圖 6、Ifremer 各議題簡報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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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Ifremer 的 6 艘深海研究船 

 
                                            圖 8、Ifremer 的 5 艘沿海近岸船隻 

 
圖 9、以 Sagitta III 為例，主要主配合當地 Villefranche 海洋在 20 海浬內的觀測站任務，從

事與生物學、海洋生態學、生物地球化學、地震學和海洋學領域的觀測研究及教學活動。 



6  

 
圖 10、Ifremer 自主研發的 Nautile 載人潛艇觀察可觀測深達 6,000 米，除攝像鏡頭及兩個

機械手臂外，還能搭載很多設備（水採樣器、動物抽吸器、化學分析儀），多用於研究生

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對深海的潛在影響，以及海洋地質的觀測及採樣作業，單次下潛可達

八小時，有利於了解海底季節變化並觀察海底各種特殊現象。(Credit: Ifremer FOF website) 

 

 

 

 
圖 11、Ifremer 自主研發的 Victor 6000 無人載具可觀測深達 6000 米，除可工作長達 15,000

小時不會疲憊外，更可攜帶高達 150 公斤的設備，除穩定抗流的深海觀測能力之外亦可進

行大型岩石採樣。(Credit: Ifremer FOF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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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著 ， Ifremer 海 洋 調 查 船 隊 的 船 隊 副 主 任 Mr. Christine David-

BEAUSIRE (圖 6)清楚介紹各研究船的調查船次申請流程及各種申請單位的

相關規定。 

➢ 以科研教育申請:需要經過評選競爭，但倘若申請過了就可免費

使用研究船(失敗隔年可以再投)。 

➢ 以支援國家政策型研究申請：無須經過評選，但必須先有部分經

費已確認。 

➢ 與業界合作的研究船期申請：無須經過評選，但必須先有大部分

或全部經費及規畫皆已確認。 

➢ 倘若於 N 年 9 月以前如期繳交研究船使用申請計畫書(通常可以

申請超過一個月的探測船期)，定於該年 12 月開始審閱，其執行

期間約為 N+2 至 N+4 年，研究成果發表須於 N+4 至 N+10 的六年

間，一般研究船的調查完成後的最佳亮點期多半是發生於航次結

束後五年左右。 

➢ 因為船隻會造成海洋汙染，因此長遠目標是多利用 Smart ship，

尤其在 2030-2035 年會大力執行，此外，在科研儀器探測上，則

是鼓勵使用自主水下載具（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AUV）

以減少碳足跡(圖 12)。 

 

然後由 Ifremer 海洋調查船隊(簡稱 FOF)的船隊營運組長 Mr. Goulwen 

PELTIER (圖 6)介紹在各研究船船次申請後的期程安排，也就是 Genavir 在

營運管理時必須考量的重點。 

➢ Ifremer 每年共有 450 日的大洋航次、及 960 日的區域性及近岸航

次可供各界申請。 

➢ Genavir 會將計畫主持人提出的探測規畫全權承擔，並負責將規

劃的進度實現。 

➢ 各研究船至少兩組人，部分是固定職位，但許多是伴隨任務發生

徵召自各國的約聘雇員，以供彈性調度。 

➢ 國際研究合作：跨國合作研究必須要等到工作許可才能進行申請，

預期此類研究船申請時間平均長達 1.5 年（至少在航行前 8 個月

提出） 

➢ 聲學環保考量：限制聲學造成哺乳動物影響的時間，降低噪音作

用及時間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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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和運營考量：會幫研究團隊建立 SOP 取得最佳數據收集，以

達到科學要求 

➢ 科學時間的限制：研究船調度須配合考量某些探測研究的最佳施

測季節期間。 

➢ 地理空間分布考量：調度船隻常常需要考慮航次距離，以減低航

行距所造成的碳影響及生態作用。 

最後，由 Ifremer 海洋調查船隊(FOF)的研究船設計規劃組組長 Mrs. Sarah 

DUDUYER (圖 6)介紹在 Ifremer 設計規劃組的組成，以及各研究船科儀及船

體相關整合運維的作法。 

➢ 研究船基本上會安排兩組團隊輪值 

➢ 該部門有 30 名員工，工作量可分為 75%操作設備、15%做研發，

另有 10%行政人力。前述人力又可分為兩組，分別專司 NE（設

備的建造、現代化與升級）和 ASTI（聲學資料處理）各研究船

至少兩組人，部分是固定職位，但許多是伴隨任務發生徵召自各

國的約聘雇員，以供彈性調度。 

➢ 研究船建造期程約為 4 年，約 5 年會整修一次，20 年大修一次(圖

13 以 Thalasa 維修歷程為例)。 

➢ Ifremer 會負責整體儀器搭載於船艦上的設計，以及操作界面的整

合規劃(圖 14)，並且不斷精進儀器在逐年使用中(圖 15)。 

➢ Ifremer 會重視環保及全球變遷等因素，精進聲學並以關切海域環

境氣候變遷，執行監測觀察為新船建置考量(圖 16、17、18)。 

 
圖 12、Ifremer 自主研發的 6000 米級 AUV，能夠自主運動、下潛及通訊、支援各種各學設

備，並可由船上遠端觀看探測結果。(Credit: Ifremer FOF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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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以 2803 噸的 Thalasa 為例，約 5 年維修一次、20 年會進行大修審視狀況一次。 

 

 
圖 14、Gondola 的各音鼓分布有基本設計規劃 

 

 
圖 15、震測系統的逐年精進及更新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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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研究船上針對運用聲學監測相關的模擬級設計 

 

 
圖 17、預計 2025 年驗收的 45-45m 長新船將具有各項環境聲學監測的功能 

 

 
圖 18、運用飄移式平台式船體的設計觀測北極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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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法國海洋艦隊營運商 Genavir 交流 

簡介：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Genavir 成為一個以 Ifremer 為股東的公司，是當

今法國海洋艦隊的主要運營商。Genavir 是一家通過 ISM*（國際安全管理規

範）和 ISO 9001 認證的海上航行公司，是法國航運公司專業協會 (Armateurs 

de France) 的成員。  

Genavir 負責管理、操作和維護沿海和近海船舶，以及各類海上專用於

科學研究的設備，如：Nautile 載人潛艇、ROV、AUV、地震設備、長岩心…

等。此外，其他海洋探測收集的海洋物理水文及海洋生態環境等數據，該公

司還會協助確保資料的採集品質、鑑定和處理。 並且，整體上該公司在聲

學研究設備的操作方面擁有領先的專業知識：多音束測深儀、電流計、重力

儀、溫鹽計……及其所有電子探測儀器。 

Genavir 所屬艦隊遍布全球所有海域，有 226 名為長期聘僱的法國國船

員組成，根據探測工作量約聘固定期限的海事人補充，其人才需求涉及所

有領域：通用官員、甲板、發動機、電子技術人員以及水手、機械師和酒

店員工。Genavir 為同時經營各種水下航行器和科學設備，例如：Nautile 載

人潛艇、Victor ROV、Ariane HROV、多頻道反射震測、多音束測深儀等，旗

下共有 65 名固定人員（機械師、電子工程師、IT 專家等）可以在執行此設

備的任務期間登船/機器並獲取科學數據。 

Genavir 在兩個 Ifremer 中心設有兩個部門：在 Brest 是負責船舶行政的

總部、軍備和操作指導部所在的地方，也是許多科研設備管理的所在地。另

外，在 La Seyne-sur-Mer，則為主要水下航行器實施的運營部門所在地。簡要

來說，Genavir 提供海事領域的所有服務，完善組織海上科學航行探測並協

助設計科學船隻的項目管理。 

  



12  

交流： 

由 Genavir 的總經理 Mrs. Eric DERRIEN 以及研究船運維主任 Mr. Reny 

BALCON (圖 19)介紹在 Genavir 研究船運維的模式及特色。 

➢ Genavir 提供海事領域的所有服務，負責管理、運營和維護沿岸和

近海的各式研究船舶，包含海上科研的各項服務管理。 

➢ 在工程師和相關領域專家組成的專業技術團隊，可以在研究船上

達到 24 小時輪替探測不間斷作業模式。此外還有研究人員、即時

探測人員以及資料處理人員可以滿足資料妥善收集同步品管的需

求(圖 20)。 

➢ 在穩定成熟的運作模式及應對下，疫情蔓延期間所真正影響到的

航次天數總共才 48 天。 

➢ Genavir 將收集探測資料以高品質輸出視為研究船服最高宗旨，結

合最佳工程師、探測人員、以及電子技師優化探測成果。 

 

 
  

 
圖 19、Genavir 交流討論代表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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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a 

 

 
圖 20b 

 

 
圖 20c 

 

圖 20、就多音束水深任務為例，Genavir 設有研究人員、電子人員、即時探測人員以及資料

處理人員，其策略重要目標乃希望在船上資料收集的同時就會有資料採集的品管以及處理

的同步任務執行中，下船後就能交出基本處理的成果給研究人員分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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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訪法國極地研究所(IPEV) 

簡介： 

法國極地研究所約有 30 名正式員工，負責管理與北極、南極和亞南極

島嶼的基礎設施、規劃和物流組織相關的所有業務，有專職行政財務部運

維研究所的預算及契約，在北極，這些研究站由一家挪威私營公司管理，

一般是由“北極科學行動”部門的人員在夏季加入越冬隊(圖 21)。  

研究所運維主由董事會主導，四年輪值一次，負責決定年度運營計劃

和相應的預算編列，包括必要時的人員招聘等事項，並有職權任命或招聘

極地科學技術計劃委員會 (Council for Pol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ammes, 

CPST)成員，CPST 主要工作為負責執行計畫的申請審查，評估後地球科學技

術價值給極地研究所，成員是根據在極地地區開展的科學計劃的不同參與

者中的技能選出的，包含五名與研究所任務相關的主要科學領域的法國專

家和五名外國專家。此外，研究所本身，還會就這些項目的實施、研究所

的科學和技術行動以及研究所的國際地位提出建議，以建構各項科學和後

勤合作政策。 

 
圖 21、法國極地研究所組織成員表(Credit：IPEV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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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法國極地研究一樓維展示各類極地研究船模型(2020 年已整合至 Ifremer

下) (圖 22)，以及北極研究站的模型(圖 23)，由該中心副主任 Mrs. Nathalie 

MELZIER 為我們全程解說，讓我們可以直接瞭解極地研究船的外貌形態以

及研究站的規模以及設施分布概況。並藉由影片及網站解說該中心於極地研

究的經驗(圖 24)，本院亦分享我們在冷岸群島所成立的「臺灣極地研究站，

TaiArctic」，以地球物理儀器以及自製海洋資料浮標，對於陸上的冰川、冰

震，以及弗洛姆海峽的融冰與海象之探測經驗(圖 25)。 

 

 
圖 22、曾多次來臺灣執行長岩心採樣作業的 R/V Marion Dufresne 瑪麗安．杜帆妮號 

 

 

 
圖 23、該中心所建構的北極研究站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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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此北極研究站(AWIPEV)為德國阿爾弗雷德·魏格納極地與海洋研究所 (AWI) 以及法國

極地研究所保羅·埃米爾·維克多 (IPEV) 在新奧勒松共同運營的 

 

 

 
圖 25、與法國極地研究所交流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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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訪法國海洋研究船(R/V Pourquoi Pas?) 

簡介： 

➢ Pourquoi Pas? 為 6600 噸，長度達 107.6 公尺的多功能海洋研究船，船東為

Ifremer，由營運商 Genavir 管理船舶事務，相關科學研究資料由 Genavir 執行

資料蒐整及品質管控。 

➢ 2005 年由法國海軍出資 45% (5,400 萬歐元)、Ifremer 出資 55% (6,600 萬歐元) 

所協力製造(圖 26)，因此法國海軍每年使用天數約 130-150 天，Ifremer 平均

使用天數約為 180 天，主要活動領域為大西洋、地中海及印度洋。 

➢ 可容納 40 名科研人員，為多學科應用之船隻，配備可測達萬米水深的多波

束測深儀及許多聲學設備及各式實驗室(圖 27)，其所執行任務包含各項海洋

物理、水文水質、地球物理、海床測繪、海洋生物、長岩心沉積物採樣、

深海救援、以及發射深海潛艇（遙控無人水下載具 Victor 6000 或是有人自主

水下載具 Nautile）裝置，能夠於同一航次中搭載兩個潛艇系統或重型設備。 

 

 

 
圖 26、Pourquoi Pas? 研究船為海軍與 Ifremer 共同出資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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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船有 wifi、雷達波段 X 及 S、VHF 輻射計、風速計、DGPS 兩套(導航及科

研用)、用 Gonio Argos 400P 的天線、綜合導航系統 

➢ 此研究船是採用 DP2 (DP 2 類製造商 Converteam)，但詢問之下是直接徵召有

經驗熟悉操作的人，因此不用特殊訓練就能上手。 

➢ 在該船隊穩定成熟的運作模式及應對下，疫情蔓延期間真正影響到的航次

天數總共才 48 天。 

 

  
前駕駛臺               後前駕駛臺               

  

  
駕駛台兩旁延伸設計可使觀察操作
的視野更加寬闊 
 

駕駛臺附近的獨立工作小間 
  

  

以可拆式門板組成 ROV 控制隔間 ROV 隔間緊鄰艙門以利掌握艙外狀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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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監看儀控室 資料隔離的機房在儀控室旁邊 

 

  
輕隔間出獨立資料處理空間               乾式水文實驗室(~10 平方公尺) 

               
 

 

  
岩心冷藏室 
 

樣品儲放室 
  

  
多用途濕式水文實驗室(~35 m2) 上有纜線鑽孔用伸縮樑把 CTD 帶進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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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間 休憩室 

  

  
餐廳 
 

船員及一般研究探測團隊為雙人房 
               
 

 

  
首席研究人員單人房 
 

餐廳旁的休閒吧臺 
    

                     
月池 moon pool 販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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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長岩心由船側邊吊起及收放所加裝軌道及托繩 

 

 

 

 
 

運用簡單數個斜排列的滑軌，以高(1)、中(2.3)、低(4)托架將長岩心之外鋼管遞送到主甲板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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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絞機(8000m) 
 

下艙健身房 
  

      

    

          

 

機艙工具間 
 

安靜室(3 臺動態記錄儀,2 臺重力儀) 

) 
 

 
      

    

          

 

儀器準備室 四台柴油發電機機(1460kW)，兩臺交流電

動機(1650kW)，4 個橫向推進器(3 前 1

後)、柴油容量 1233m3、飲水容量 25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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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參訪索邦巴黎第六大學(Sorbonne University) Ocean 

Knowledge Action Network   

 簡介與交流： 

➢ Ocean Knowledge Action Network (Ocean KAN)致力於跨

國海洋科學合作夥伴，以連結國際研究網絡，分享永

續海洋理念，協助治理並推動各單位縱橫合作，其與法國塞舌爾大學藍色

經濟研究所、臺灣的中央研究院、巴西聖保羅聯邦大學、美國海洋保護協

會、加拿大太平洋西北地區的圖拉基金會、加納大學區域研究所都已建立

了此類合作夥伴關係 。 

➢ Dr. Linwood Pendleton 是國際知名的海洋政策、環境經濟學者，過往研究強調

共同規劃海洋科學以應對氣候挑戰任務，導向科學 (mission-oriented science) 

的重要性，必須透過共同規劃 (co-design/ co-production) 科學進行永續科學的

規劃與設計，連結終端使用者 (end-user) 與科學家，以開放科學 (Open Science) 

方式加以推動，Dr. Linwood 分享許多與臺灣原住民和當地社區合作夥伴的經

驗，院長期許我們身為研究與國家重要角色，可以藉由國家海洋研究院的

海洋資料庫扮演鏈結角色，在分享收集海域各項資訊的同時，進一步地促

進海洋永續研究，並對海域環境關懷做一份貢獻 (圖 27)。 

 

 
圖 27、在巴黎第六大學討論交流台灣以及世界各國的永續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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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與法國海洋部研究專家 Dr. Gilles LERICOLAIS 及科技部

駐法代表與 Dr. Jin-Yi Lin 於台北駐法代表處交流訪談 
 

簡介與交流： 

➢ Dr. Gilles LERICOLAIS 以他曾身處 Ifremer 海洋地質地物研究人員 9 年，以及

擔任中央機關(祕書總處的研究事務專家) 3 年海洋科學事務官的經驗，分享

目前國際趨勢及法國海洋事務的建構方向(圖 28)。 

➢ 法國海洋部，法國總理府下主管海洋事務的祕書總處，大致以國家海域調

查、海事經濟活動、海洋環境維護三個方向為重要任務職掌，除連結海巡

功能來建構國家的海洋策略活動。當中組成亦包含法國海洋委員會(The 

France Ocean Committee, CFO)，委員們在當中扮演著提出專業思維及解決方

案的重要角色。 

➢ 法國海洋部整合不同領域專長針對以下海洋環境議題優先著手，包含生物

多樣性、水質、海洋運輸、船艦及遊艇、水產養殖技術、可再生海洋能源、

海岸人工化、海洋廢棄物、及藍色經濟等相關研究。 

➢ 法國於 2022 年發布首個極地戰略，加強對極地科研全球環境變遷的投入之

外，法國總統馬克宏並於該年海洋大會上宣布，法國將申辦 2025 年聯合國

海洋大會，以凝聚國際社會的力量正視海洋對氣候變遷的影響，發揮守護

海洋生命的作用。 

 

圖 28、在巴黎第六大學討論交流台灣以及世界各國的永續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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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得及建議 
 

➢ 海洋科研與陸上行政有很大的不同，其組織考量需要不斷挑戰科技研發的

可能性，並創造船隊存在的價值外，更要同時考量跨領域、跨國際的整合

應用服務，因此機構運營商 (Ifremer) 、技術管理員 (Genavir) 、科學計畫項

目負責人(PI)的三方責任權利的平衡，會主導海域調查的分配及成功性。

因此，造船過程中船隊的營運及技術團隊位處相當關鍵的位置，本院倘若

能夠確定落實此兩團隊後再完成交船或造船配置，將會有利於後續驗收及

營運作業，完善調查船建造及船隊的品質。 

➢ Ifremer 旗下各研究船之建造皆為確定任務需求及研究目標後再著手設計，

先擬定任務需求後才決定船舶大小及噸位，因此任務需求不會因船型限制

而限縮。另，為確實符合研究團隊需求，科儀設備為 Ifremer 自行採購後再

由船廠安裝整合，並依照研究船用途全客製化船舶，其規劃設計期程至少

需 15 個月來執行需求蒐整、收斂及設計，規劃設計完成後才執行招標建

造。本院在設計初步階段或許可以廣納意見，但在建造之前一定要收斂以

確保不重蹈新海研船變更設計的覆轍。 

➢ Ifremer 所屬 45%有海軍資源是國家資源，在特定或緊急情況下可能需要執

行公共服務任務（尤其是安全、搜索殘骸），優點是經費來源穩固、缺點

是部分航次任務可能會有部分要著重軍事相關服務，研究空間限縮，因此

機關調查與任務型研究是航期分配需考量的一點。此外，在 Ifremer 海洋研

究船上工作的項目負責人，也可能同時是 Ifremer 在職的研究員，可能有機

會扮演 PI 與 Ifremer 審議的雙重角色。因此，本院建構的調查船，除了跨

域研究的能量眾所矚目之外，公家機關的期許自然也不在話下，如何擬定

使用費率以及使用天數的平衡，將是本院船隊運維的另一個重要考驗。 

➢ Future Earth 國際科學計畫是由中央研究院李遠哲前院長擔任世界科學院 

(The World Academy of Sciences, TWAS) 院長時推動，是針對全球環境變遷

與永續發展的全球性科學平台。未來地球中華民國委員會 (Future Earth 

Taipei) 由中央研究院永續科學中心協助運作，以對接國際的 Future Earth，

促進跨科學 (transdisciplinary)解決方案以及權益關係人參與的永續發展研究，

並定期舉行會議，加強與國內外合作夥伴的聯繫和互動，疫情間國際

Future Earth Ocean KAN International Project Office (IPO) 的執行長 Dr. Linwood 

Pendleton 曾以預錄影片進行視訊連線討論。顯見在我們臺灣已經有部分研

究教育單位與 Ocean KAN 有良好的鏈結並時常有實體永續活動不斷安排著

(圖 29)，身為國家海洋研究單位之首的研究機構，必須要思考如何在跨學

科研究領域中佔領要角，而不是設限於公務人員身分固守城牆、消極參與

其他研究單位的各項跨領域推廣活動，才能夠增加國際視野以及掌握鏈結

國際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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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22 年 4 月 5 日法國政府通過首個極地戰略，針對 2030 年部署法國對

南北兩極的行動策略，以應對氣候和地緣政治的挑戰，表現法國執行極地

研究的決心。當中包含極地研究經費加倍、成立法國籍地基金會(需每年

籌集 1000 萬歐元資金)、建立負責極地事務的部際委員會，加強法國在北

極理事會的地位、並發起南極冰川風險評估十年項目加強國際合作，以保

護南北極地環境及永續發展。當中可以想見的是我們可以藉由與法國或是

歐盟的科研合作，往極區靠近，或許可以藉著國際友好以及參與北極的研

究，獲得理事會的青睞而成為正式觀察員。 

➢ 法國總理府下主管海洋事務的祕書總處自然應接著相關思維，以科研角度

位國家提出策略研究方針。Dr. Gilles LERICOLAIS 介紹法國海洋政策綱領

內容，最不可忽視的重點仍是法國欲實驗海洋脫碳的決心，由理解海洋影

響氣候變化、以至於影響到地球上各物種，法國早已體認到保護海洋的成

本是相當可觀的。因此，Dr. Gilles LERICOLAIS 以及 Dr. Jin-Yi Lin 提醒我

們，馬克宏已宣布要聯合哥斯達黎加一起申辦組織 2025 年的聯合國海洋

大會，或許藉由法國的邀請可以是一次臺灣鏈結參與國際海洋策略的一大

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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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2023 年 5-6 月間國際永續活動在臺灣的倡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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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交流照片 

 
 

院長向 Ifremer 代表贈禮 SOIC 向 Ifremer 代表贈禮 

 

 

與 Genavir 互相贈禮合照 

 

  
研究船上的贈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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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完研究船的團體照 

 

 

 
與 Dr. Linwood Pendleton 的互相贈禮交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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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駐法代表處同仁的合影及參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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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摘錄報告) 

➢ 法國海洋研究船隊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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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船隊與科研團隊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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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remer 船載科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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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remer 研究航次規劃安排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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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remer 年報研究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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