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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科會本次與帛琉農漁環境部簽署海洋研究合作瞭解備忘錄，希望借助臺灣海洋尖端

調查能力，幫助帛國了解其經濟水域內海洋藍碳、海洋生物多樣性、海洋生地化潛能等

情況，並針對未來發展趨勢，擴充並完備相關法制體系。 

本次行程並安排拜會帛琉政府高層，由帛國基建工業部長 Charles Obichang 代表帛琉惠

恕仁總統接見訪團，並有帛國農漁及環境部部長、教育部部長、人力、文化、旅遊及發

展部部長陪同接待，雙方均表示希望未來持續加強合作。 

國科會轄下國研院海科中心勵進號海研船同時靠泊帛琉科羅港，並開放帛琉政府貴賓、

民眾及學生參觀，展現台灣科技研發能量。臺帛也共同舉辦一場針對藍碳及海洋保育

的學術研討會，共同研商以落實雙方在海洋及藍碳研究的具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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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帛琉共和國位處西太平洋航運要衝上，且帛琉為 2022 年「我們的海洋大會」(Our Ocean 

Conference)主辦國，極重視海洋保育，近年因應氣候變遷積極推動再生能源。本次臺帛

簽署海洋研究合作瞭解備忘錄，希望借助臺灣海洋尖端調查能力，幫助該國了解其經

濟水域內海洋藍碳、海洋生物多樣性、海洋生地化潛能等情況，以進行相關之評估、調

查、保育及復育行動，並針對未來發展趨勢，積極探討、新增擴充並完備相關法制體系。 

臺帛雙方有高度共識，有效的海洋保育與管理措施，需要以科學為基礎之決策及對海

洋生態系統之瞭解，此次瞭解備忘錄簽署的具體合作領域包括：海洋生物多樣性、海

洋地球化學、及海洋保育。而兩國將在海洋科學研究上持續合作，以增進對海洋生態

系統的瞭解及更好地處理海洋生物多樣性的保育與永續利用、發展藍色經濟、及促進

人類發展與能力建構。 

利用本次簽署海洋研究合作瞭解備忘錄的機會，搭配舉辦臺帛藍海研討會，讓雙方學

者就藍碳議題進行交流，以利未來雙方有更深入的合作。另外也藉由海研船勵進號靠

泊帛琉的機會，舉辦開放參觀活動，讓帛琉政府貴賓、民眾及學生能親身體驗海洋船

的相關設施，達到以科技促進外交的成果。 

臺灣與帛琉同為海島國家，面對相同的氣候變遷與海平面上升的威脅，臺灣應持續與

友邦及太平洋各國共同合作，加強海洋方面自然碳匯及永續資源保護的科技研發，建

立長期合作關係，協助國際海洋生態及漁業面對氣候變遷所帶來風險，即時提出對應

機制，逐步實現 2050 淨零排放之永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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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行程簡表 

日期 時間 議程 

2022/07/19 

星期三 

12:10-17:00 搭乘中華航空(CI28)前往帛琉 

19:30-21:30 我國駐帛琉黎倩儀大使歡迎晚宴 

2022/07/20 

星期四 

10:00-11:00 拜會帛琉基建工業部長(代表帛琉總統接見)  

14:00-17:00 
海洋生態考察 -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洛克群島

(Rock Island)  

17:00-20:00 
國科會宴請我方團員及勵進號研究船工作人員

及研究人員 

2022/07/21 

星期五 

09:00-09:40 參訪帛琉水產養殖中心 

10:00-10:40 
國科會與帛琉農漁環境部簽署海洋合作瞭解備

忘錄 

10:45-11:45 吳主委邀請帛琉貴賓至勵進號研究船登船參訪 

12:00-14:00 與帛琉官方午宴 

14:30-17:30 臺帛雙邊藍海研討會 

2022/07/22 

星期六 

09:30-11:30 文化參訪 

12:00-14:00 帛琉官方接待訪團午宴 

18:10-21:10 搭乘中華航空(CI27)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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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拜會帛琉基建工業部長 

時間：7 月 20 日上午 10:00 

主要接待人員：帛琉基建工業部長 Charles Obichang 

（一） 吳主委本次原擬規劃拜會帛琉惠恕仁(Surangel S. Whipps Jr.)總統，惟因惠恕仁

總統臨時有美國出訪行程，由總統指定帛國基建工業部長 Charles Obichang 作為帛

方官方代表接待，並有帛國農漁及環境部部長 Steven Victor、教育部部長 Dale Jenkins、

人力、文化、旅遊及發展部部長 Ngiraibelas Tmetuchl 陪同接待。 

（二） Obichang 部長首先代表帛國總統歡迎吳主委來訪，也感謝台灣過去對帛琉所

提供的協助，希望未來持續加強雙方合作。吳主委表示支持雙方未來在科研上的合

作，本次雙方規劃簽署的海洋合作 MOU，未來將可強化雙方在海洋生物多樣性、海

洋地球化學及海洋保育等領域相關研究。 

（三） 帛方 Victor 部長表示希望未來台灣能協助帛琉在藍碳進行研究碳匯價值估算，

Jenkins 部長對台灣提供帛琉學生赴台研讀學位機制表示感謝，Tmetuchl 部長提到帛

琉教師資源有限，希望雙方能有合作機制。 

 

 
吳主委與帛琉基建工業部 Obichang 部長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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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主委與帛琉基建工業部 Obichang 部長、農漁及環境部 Victor 部長及訪團團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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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帛琉水產養殖中心 

時間：7 月 21 日上午 9:00 

主要接待人員：帛琉農漁及環境部部長 Steven Victor 

（一） 帛琉農漁及環境部部長 Steven Victor 邀請吳主委參訪該國水產養殖中心，了解

該中心在水產的相關培育及養殖推動情形。 

（二） 參訪時 Victor 部長除親自向吳主委簡介養殖中心的運作情形，並由中心專業

人員向吳主委及訪團團員說明蝦類、經濟性魚類及硨磲貝的培育設備及養殖過程。 

 

農漁及環境部 Victor 部長向吳主委說明水產養殖中心運作情形  

 

水產養殖中心專業人員向吳主委及訪團團員說明硨磲貝養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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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科會與帛琉農漁環境部簽署海洋合作瞭解備忘錄 

時間：7 月 21 日上午 10:00 

主要接待人員：帛琉農漁及環境部部長 Steven Victor 

（一）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主委吳政忠與帛琉共和國農業、漁業暨環境部部長史

帝芬．維克多(Steven Victor)，於帛琉馬拉卡港(Malakal Harbor)，共同簽署「海洋科

學研究合作瞭解備忘錄」，未來將共同推動藍碳及海洋保育研究，我國駐帛琉黎倩

儀大使也親自出席觀禮。 

（二） 本次臺帛簽署合作瞭解備忘錄，希望借助臺灣海洋尖端調查能力，幫助帛琉

了解其經濟水域內海洋藍碳、海洋生物多樣性、海洋生地化潛能等情況，以進行

相關之評估、調查、保育及復育行動，並針對未來發展趨勢，積極探討、新增擴

充並完備相關法制體系。 

（三） 吳主委在致詞中指出，海洋為地球最大之生態系，雖然近來海洋保育持續被

列為重要議題之一，但海洋遭受過度開發，加上海洋汙染及全球氣候變遷均對海

洋生態系造成致命性破壞。海洋具有捕捉大氣中二氧化碳潛力，並將碳儲存或固

定，其負碳能力於減緩地球氣候變遷扮演重要角色。 

 

 

吳主委與農漁及環境部 Victor 部長簽署臺帛海洋科學研究合作瞭解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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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帛海洋科學研究合作瞭解備忘錄簽署完成後雙方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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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邀請帛琉貴賓登國科會海研船勵進號參訪 

時間：7 月 21 日上午 11:00 

（一） 勵進號為國科會轄下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所管理及營運之

海洋調查研究船，本次勵進號航程由國立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詹森教授領隊，6 月

23 日自安平港出發赴菲律賓東方 240 浬以東的海域進行實驗，蒐集中型海洋渦旋

物理與生地化參數，以及精準測量海面高度，校驗美法最新衛星測高任務 SWOT 

資料。經過 4 天現場實驗、7 天航行，於 7 月 3 日靠泊帛琉科羅港。7 月 7 日至

20 日由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院洪慶章院長領隊，至帛琉附近海域進行浮游動物

在水體的族群與數量並估算主動式的碳輸出通量，並研究估算該海域海氣二氧化

碳的交換通量。 

（二） 本次勵進號靠泊帛琉科羅港，創下國家研究船隊研究船首次拜訪邦交國帛琉

的紀錄，也是我國海洋研究跨出臺灣周邊海域，邁向全球海洋。勵進號亦藉此次

機會辦理 Open House 活動，開放帛琉政府貴賓、民眾及學生參觀，讓帛琉人民能

親身體驗海洋船的相關設施，安排包括主甲板、緊急集合區、駕駛台、自主實驗

室、自研自製 ROV 及住艙與餐廳等，主甲板介紹支援探測作業之甲板空間與機具

導覽，駕駛台介紹前後兩個駕駛區導覽，主實驗室介紹電儀室及生地化實驗室，

並另外操作體驗自研自製 ROV，以展現我自主研發能量。勵進號也準備了珍奶及

鳳梨酥等多樣臺灣特色美食，讓帛琉民眾品嘗臺灣美味，展現臺灣科技外交的策

略。 

 

 



11 
 

 

吳主委與登船貴賓及訪團於勵進號船艏合影 

 

吳主委與登船貴賓及訪團於勵進號駕駛台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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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席臺帛雙邊藍海研討會 

時間：7 月 21 日上午 14:30 

（一） 本次臺帛共同舉辦一場針對藍碳及海洋保育的學術研討會，由國科會主委進

行開幕致詞，我方包括中山大學鄭英耀校長、海洋大學許泰文校長、以及中山大學、

海洋大學、臺大與海軍官校等十多位學者出席，中山大學及海洋大學也同時與帛琉

官方及學研機構簽署相關合作備忘錄，以落實雙方在海洋及藍碳研究的具體合作。 

（二） 吳主委在致詞中提到，海洋碳庫的儲碳量是大氣的 50 倍之多，而深海藍碳是

海洋碳庫最重要的一環，可以幫助減緩氣候變遷，協助達到臺灣 2050 淨零轉型的目

標。臺灣和帛琉是同屬土地面積小但經濟海域大的國家，可以合作研商如何用科學

方法來測量藍碳潛力及發展海洋碳匯的策略。帛方則由農漁及環境部 Victor 部長代

表致詞。 

（三） 研討會議題包括帛琉海洋空間規劃的願景、藍碳生態系統對帛琉的助益、藍

碳對於淨零排放的重要性、東沙群島海草床的藍碳潛力、氣候變遷下藍碳的機會及

碳匯市場的發展，由臺帛雙方學者分別進行簡報及交流討論，共同研商如何用科學

方法來發展海洋碳匯、測量藍碳潛力及規劃未來藍碳交易策略。 

 

吳主委在臺帛藍海研討會進行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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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主委與帛琉農漁及環境部 Victor 部長與研討會來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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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事項 

1.藉由科技實力協助推動我國外交 

臺灣的科技實力已受世界肯定，應善用我國長期建立的科技實力，與核心價值及理念

相同的國家開展合作新領域，將我國科技優勢與實力，展現在國際外交舞台上，布建友

我網絡，營造跨國影響力。對於我邦交國或配合外交需求之特定區域國家，亦可善用我

國科研優勢領域，布建友我網絡，營造跨國影響力。 

2.開發藍碳協助達成我國淨零減碳目標 

在全球面臨氣候變遷的威脅下，具有強大碳匯功能的海洋逐漸受到重視，台灣身為海

島國家，沿岸有豐富藍碳生態系，蘊藏龐大的碳封存潛力。蔡總統於 110 年 4 月 22 日

世界地球日宣示，2050 淨零轉型也是臺灣的目標，我國於 2022 年 3 月正式公布「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提供至 2050 年淨零之軌跡與行動路徑，其中一項

包含自然碳匯，除了持續擴大森林之外，也將海洋碳匯納入長期發展減碳潛力的領域。

台灣若能結合太平洋 4 個邦交國，藉由臺灣海洋調查能力，了解海島國家經濟水域內

藍碳儲藏潛能，估算未來碳匯價值，將有利於未來於國際上將海洋藍碳碳匯納入淨零

碳排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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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件  

一、臺帛雙邊藍海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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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聞稿 

 

臺灣與帛琉簽署「海洋科學研究合作瞭解備忘錄」 

共創海洋科研發展優勢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轄下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的研究船勵進

號，於 7 月 20 日首度停靠帛琉馬拉卡港（Port of Malakal, Palau），並於今（21）日開放

帛琉政府貴賓、民眾及學生參觀，讓帛琉人民能親身體驗海洋船的相關設施。國科會吳

政忠主委除親赴帛琉主持活動外，亦與帛琉農業、漁業暨環境部史帝芬．維克多(Steven 

Victor)部長共同簽署「臺帛海洋科學研究合作瞭解備忘錄」，未來將共同推動藍碳及海

洋保育研究，我國駐帛琉黎倩儀大使也親自出席觀禮。 

近距離體驗海研船，推動科技外交 

帛琉共和國位處西太平洋航道要衝，且作為 2022 年「我們的海洋大會」(Our Ocean 

Conference)主辦國，極為重視海洋保育，近年因應氣候變遷積極推動再生能源。國科會

推動的西北太平洋海洋藍碳整合研究計畫，將與帛琉合作採集兩國周邊海域海底沉積

物，測量海洋藍碳碳匯潛力，建立碳匯科學調查方法，以利於聯合國呼籲將大洋藍碳碳

匯納入淨零碳排的途徑。 

本次勵進號至帛琉海域進行浮游動物的碳輸出通量及二氧化碳的交換通量相關研

究，並靠泊帛琉，創下首次拜訪我邦交國帛琉的紀錄，是我國海洋研究邁向全球海洋，

實現航向藍海的一大步。本次勵進號也同時舉辦開放參觀活動，導覽駕駛臺、主實驗室

及甲板區域，讓帛琉民眾及學生能近距離觀察海上研究的進行，並開放參觀船上住艙

及餐廳，以實際感受研究人員在船上的生活起居。此外勵進號也準備了珍奶及鳳梨酥

等多樣臺灣特色美食，讓帛琉民眾品嘗臺灣美味，登船研究的中山大學、海洋大學、臺

大及海軍官校等 20 多位學生，在辛苦進行海外研究的同時，也扮演我國親善大使的角

色，讓帛琉民眾感受臺灣的友善及熱情，具體展現臺灣的科技外交策略。 

臺帛攜手合作，搭建海洋科研國際合作平臺 

本次臺帛簽署合作備忘錄，希望借助臺灣海洋尖端調查能力，幫助帛琉了解經濟

水域內海洋藍碳、海洋生物多樣性、海洋生地化潛能等情況，以進行相關之評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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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及復育行動，並針對未來發展趨勢，積極探討、新增擴充並完備相關法制體系。 

吳主委在致詞中指出，海洋為地球最大之生態系，雖然近來海洋保育持續被列為

重要議題之一，但海洋遭受過度開發，加上海洋汙染及全球氣候變遷均對海洋生態系

造成致命性破壞。海洋具有捕捉大氣中二氧化碳潛力，並將碳儲存或固定，其負碳能力

於減緩地球氣候變遷扮演重要角色。 

臺灣與帛琉同為海島國家，面對相同的氣候變遷與海洋過度開發的威脅，將持續

與友邦及太平洋各國共同合作，加強海洋相關自然碳匯及永續資源保護的科技研發，

建立長期合作關係，協助國際海洋生態面對氣候變遷所帶來風險，即時提出對應機制，

逐步實現 2050 淨零排放之永續社會。 

運用科學研究，實現海洋資源有效管理 

本次臺帛也共同舉辦一場針對藍碳及海洋保育的學術研討會，我方包括中山大學

鄭英耀校長、海洋大學許泰文校長、以及中山大學、海洋大學、臺大與海軍官校等十多

位學者出席，中山大學及海洋大學也同時與帛琉官方及學研機構簽署相關合作備忘錄，

以期未來能落實雙方在海洋及藍碳研究的具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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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通訊社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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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國時報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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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商時報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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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經濟日報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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