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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鰻是台灣重要高經濟水產養殖魚種，捕撈鰻苗亦是臺灣沿海漁民

冬季重要傳統產業，然而養鰻產業所需之鰻苗皆來自野生捕撈，近年東亞

地區鰻苗捕獲量頻創新低，目前鰻苗仍無法以人工繁殖方式量產，嚴重影

響整個東亞的鰻魚產業。國際亦高度關切鰻魚資源量問題，其中國際自然

保護聯盟（IUCN）已於103年將日本鰻列入紅皮書中的「瀕危物種」，歐盟

已於105年9月-10月的華盛頓公約(CITES)第17屆締約國大會提案加強調查

鰻魚資源量及貿易情形，迄今雖未提案列入附錄二，但未來仍未排除提案

列入可能性。 

    鑑於國際對於鰻苗資源管理日益重視，爰自2012年起，臺灣、日本、中

國大陸等經濟體業於APEC架構下交換彼此鰻魚資源管理之情報，迄今已召

開15次「鰻魚資源養護與管理國際合作非正式會議」(以下稱鰻魚國際非正

式會議)，並於第7次會議時由臺灣、日本、中國大陸及韓國共同發表「聯合

聲明」(Joint Statement)，共同推動鰻魚放養量管控等管理措施，並籌組「永

續鰻魚養殖聯盟（ASEA）」，強化落實推動鰻魚產業的自主管理。另各國

於 2021 年第 14 屆非正式會議中與會各國同意召開日本鰻及其他鰻科學

家會議(下稱科學家會議 )，廣邀各方科學家討論東亞地區日本鰻資源養護

與管理與研究現況，並以科學根據為基礎，提供第16屆鰻魚國際非正式會

議相關資源養護管理建議，作為今後東亞各國合作方向。 

    本次第16次鰻魚國際非正式會議於112年7月26日至27日假日本東京舉

行，計有南韓、日本、中國大陸及我國等四個經濟體出席，我國由本署陳文

深組長率署內同仁及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人員出席，會議由日

本農林水產省顧問森下丈二擔任主席，討論情形如下： 

一、首揭由日方報告本年5月29日至30日於日本長野縣舉辦之第2次日本鰻

及其他鰻科學家會議總結。 

二、再由各方檢視各國鰻魚（含鰻苗）之捕撈、養殖、貿易等相關統計數

據，其中日方請韓方說明修正2012~2013年其他鰻放養資料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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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視各國目前採取之鰻魚資源保護管理措施，韓方提出修正裁罰部分；

中方針對 2022 年起採取之長江十年禁漁措施進行細節說明。 

四、日方報告有關東北亞地區投入鰻線（苗）入池量管理行動之有效性，並

回顧 2014 年發表之聯合聲明，再次強調管理放養量對日本鰻及其他鰻

種資源養護與管理之有效性。惟中方提出資源養護管理措施應包含捕撈、

放養及進出口之管理，不應僅限於放養量管理。 

五、與會成員確認 2023-2024 年漁期日本鰻及其他鰻放養量上限。 

六、日方摘述有關去(2022)年於巴拿馬舉行之第 19 屆締約國大會針對真鯊

科列入附錄二管理之決議，並考量歐洲鰻於 2017 年被列入附錄二管

理，鰻鱺屬可能於次屆締約國大會中被提案；並說明日本依據水產流

通適正化法針對鰻魚採取漁獲證明書制度（Catch Documentation 

scheme, CDS）；另提議建立具法律約束力架，並行意見交換。 

七、日方提議由該國續辦第 3 次日本鰻及其他鰻科學家會議及第 17 屆鰻魚

資源養護與管理國際合作非正式會議，地點可能於東京或其他產鰻縣

市，確切會議時間及地點將由臨時秘書處提供。 

八、各方同意聯合秘書處說明之繳交會議資料時程。 

九、各方同意發布聯合新聞稿（Joint Press Release），並附有鰻線捕撈及放

養，以及各階段鰻魚貿易統計文件。日本水產廳於 7 月 27 日晚間已將

聯合新聞稿於其官網發表。 

十、中方另外強調鰻魚洄游追蹤對於其他相關鰻種保護與管理之重要性，並

建議於科學家會議第 2 任務分組中以聯合研究形式加強鰻魚洄游追蹤

合作。 

關鍵詞：鰻魚資源養護與管理國際合作非正式會議、日本鰻及其他鰻科學

家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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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  的 

     近年來，鰻苗捕獲量頻創新低，除衝擊東亞鰻魚產業外，亦引

發相關國際組織的關切，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以下簡稱：IUCN）已在

2014年6月12日正式公佈將日本鰻列入IUCN紅皮書（Red List）之瀕

危（Endangered (EN) A2bc）等級，國際專家學者也加強包含日本鰻

在內之19種鰻魚之生態資源調查。 

    有鑑於國際對於鰻苗資源管理日益重視，而臺灣、日本及中國大

陸為西太平洋鰻苗資源之主要利用國家，爰自2012年起業於亞太經濟

合作（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以下簡稱APEC）架構下，

分別於日本長崎、菲律賓馬尼拉、中國上海、日本福岡、日本東京、

日本札幌、中國青島及南韓釜山等地點召開共15次「鰻魚資源養護與

管理國際合作非正式會議（The Meeting of the Informal Consultation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Japanese 

Eel Stock and Other Relevant Eel Species）」（以下簡稱：鰻魚國際非

正式會議），共同進行鰻魚資源管理合作事宜，針對包括鰻魚（苗）

捕撈與養殖狀況、生態與資源之資訊搜集及科學研究，以及強化資源

管理（包括可追溯性之要求）等資訊交流，並各自訂定管理規範或尋

求合作管理之模式，以期復育日本鰻資源外，避免日本鰻被列入瀕臨

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以下簡稱：CITES）附錄

中進行貿易管制。 

    為向外界表達東亞各經濟體對鰻魚資源養護與管理的決心，前述

經濟體於2014年9月第7次非正式會議共同發表聯合聲明（Joint 

Statement），該聲明除承認日本鰻鰻線捕撈量已持續下降，此下降已

推定係棲息地/環境劣化、海洋變遷及過度捕撈所造成；也承認日本鰻

洄游至東亞地區的沿岸海域，為此區域共同利用之資源，日本鰻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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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養護及管理需要區域性合作；此外，考量日本鰻在鰻線階段供應量

的衰減，已導致其他異種鰻引入東亞地區的養殖池，此現象可能對異

種鰻資源造成負面影響；另亦關切儘管部分經濟體已採取措施限制鰻

線出口，惟似乎仍有大量鰻線持續在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及臺灣間

進行交易之事實。此外，為因應基於動物委員會持續表示應加強調查

鰻鱺屬物種的資源及貿易情形，又鰻魚屬跨界洄游物種，資源養護於

管理應持續透過國際合作，並應基於具體科學研究之上，臺灣、日本、

中國大陸及韓國自2022年召開第1次「日本鰻及其他鰻科學家會議

(The Scientific Meeting on Japanese Eel and Other Relevant Eels)」(以下

簡稱：科學家會議)，並邀集各方科學家討論東亞地區日本鰻資源養護

與管理與研究現況，並以科學根據為基礎，提供鰻魚國際非正式會議

相關資源養護管理建議，作為今後東亞各國合作方向。 

   為促進鰻魚產業的永續發展，我國、日本、中國大陸及韓國於2023

年7月26日至27日在日本東京召開第16次鰻魚非正式會議，檢視鰻魚

(苗)捕撈、養殖和貿易數據，交流各國鰻魚資源養護與管理措施、思

考鰻魚保護和管理措施及研商未來工作計畫，另共同發布聯合新聞稿，

再次重申2014年第7次會議發布之聯合聲明是進一步加強東亞地區合

作的基石，並且已關注到CITES第19次會議之決議文，也將依據2023

年科學家會議之決議，加強國際科學研究之合作，各方將在APEC海

洋漁業工作小組的架構下，持續推動鰻魚資源養護與管理措施及進行

相關議題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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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過程及結果 

第16屆鰻魚養護與管理國際合作非正式會議於本（2023）年7月26

日至27日假日本東京三田共用會議所舉行，計有南韓、日本、中國及

我國等四個經濟體出席；南韓由海洋及漁業部Tae-Hoon Won副組長

率團、日本由水產廳生態保全室大森亮室長率團出席、中國由中國水

產科學研究院東海水產研究所蔣科技教授，我國由職率團出席。本次

會議秘書處由日本水產廳及Global Guardian Trust(一般社團法人自然

資源保全協會)共同組成（以下簡稱聯合秘書處），並執行會議安排。 

本次會議主席由日本農林水產省顧問森下丈二擔任，開場歡迎各

經濟體與會，日本水產廳生態保全室大森亮室長代表地主國開幕致詞，

並邀請中國、韓國及我方團長介紹與會團員後致開幕詞。會議討論情

形，謹摘要如下： 

一、調整本次會議議程： 

(一） 刪除議程事項七之國內(domestic)。 

二、第 2 次日本鰻及其他鰻科學家會議總結報告： 

(一） 聯合秘書處說明第 2 次日本鰻及其他鰻科學家會議的總結

報告，強調修正後的鰻魚統計標準格式，鰻苗部分單位由公

噸改為公斤；以及建立科學合作藍圖。各國通過該總結報告。 

(二） 關於科學會議下成立日本鰻及其他鰻種科學活動及合作研

究的任務分組 1 及任務分組 2 的職權範圍（Terms of 

Reference）草案，經聯合秘書處說明後，任務小組 1 職權範

圍新增環境 DNA 及針對其他鰻種收集數據資料。 

三、審視各國鰻魚（含鰻苗）之捕撈、養殖和貿易數據： 

(一） 日本要求韓國澄清，先前該國提供 2012~2013 年的其他鰻放

養量為 13.1 公噸，但本次文件（ICJE-16/MD/12）提供資料

修正為 13,987 公斤，差異為何，其調整將會影響到韓國其

他鰻放養量上限。韓方答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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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韓方：文件（ICJE-16/MD/12）之新數字是準確的，並解釋

該數字是在將單位從公噸轉換為公斤時進行更新。 

四、鰻魚資源保育措施： 

(一）韓國：修正裁罰部分，倘未持有許可從事鰻魚養殖將進行

開罰，並請聯合秘書處協助修正。 

(二）中國：  

1. 透過實施長江十年禁漁，大量的漁船及漁民被要求停止捕撈

活動並重新安排。中方另外補充未來將擴大禁漁區，將可增

加溯河及降海之鰻魚數量。 

2. 我方：請提供上揭禁漁措施詳細書面資料，另該措施是否將

整個長江流域及其河口皆納入該措施的範圍？ 

中方：整個長江流域（包括洞庭湖等）及河口均為實施禁漁

地點，目前正在進行此區域之生物，包括鰻魚之資源調查，

以評估該措施之有效性。後續將循序在科學家會議及非正式

會議中報告調查結果。 

3. 日方：如何在個體戶層面管理日本鰻及其他鰻種之放養量上

限？有關長江禁漁措施建議於次屆科學家會議及非正式會

議定量其有效性。 

中方：目前境內沒有從上至下的管理，主要係透過監管部門、

產業協會、養殖漁民、相關權益關係人持續共同推動放養量

管理。為了擴大鰻苗洄游路徑，長江河口禁漁區由原東經

122 度線向東外擴至 122 度 15 分（約 2 千多平方公里範圍，

承諾後續提供圖示，已於會後提供資料如附件 14），以分散

作業漁船（漁法為錨定小型張網，設置成本 50 萬人民幣）

空間，增加了空隙讓鰻線迴游：有一些縣市推動額外措施，

如加強管控 2021 年起長江口專項捕撈證停止發放，捕撈漁

船許可證核發數量不得超過去年度核發數量，同時在捕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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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限制捕撈規模，如浙江限制捕撈量不得著過上年度，上海

規定專項捕撈證不能超過上半年，限制作業漁船攜帶網具不

能超過 20 組等強化其管理制度及裁罰。無捕撈證擅自捕撈

者依法查處，有捕撈證但以非法漁具漁法作業者，撤銷捕撈

證，情節嚴重者以刑罰處分，中方進一步表示，調查顯示自

禁漁令實施以來部分水生動物資源（如刀魚）有出現恢復跡

象。 

(三）日本： 

1. 報告有關東北亞地區投入鰻線（苗）入池量管理行動之有

效性，並回顧 2014 年發表之聯合聲明，再次強調管理放養

量對日本鰻及其他鰻種資源養護與管理之有效性。其中提

及自 2014 年後，日本、韓國及我方放養量均維持在訂定之

放養量上限內，惟中方之其他鰻放養量有高於訂定上限

（32 公噸）情形。 

2. 全日本持續養鰻機構山本浩二會長發表聲明：日本對鰻線

及鰻苗進行嚴格放養量管理，並透過此措施，使鰻魚養殖

業者強化對資源管理重要性之認知，希望與會成員了解到

設定放養量上限的重要性，即使在鰻苗資源不穩定情況

下，透過滾動式調整四國限額，共同維護鰻魚資源及業者

的利益至關重要，並敦促與會成員落實鰻苗放養量管理。 

3. 中方：日、韓及我臺灣所需之鰻苗主要透過捕撈及進口，

但中方捕獲鰻苗的去向為國內使用及出口兩部分，主要出

口國為日本及韓國，因此針對放養量管理提出 2 個問題：

（1）中國捕撈的鰻線和鰻苗用於國內養殖池或出口到日本

和韓國，因此在資源管理上需全方面考量捕撈量、出口及

進口三個面向；（2）中國希望了解日本和韓國對鰻線和鰻

苗預計需求量，以作為捕撈管理措施訂定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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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及韓方：近年鰻苗資源量不穩並存在波動，難以預估國

內對於進口鰻線或鰻苗需求。日方重申 2014 年發表之聯合

聲明有關承諾投入放養量上限管理之重要性。 

中方：資源養護應含括捕撈、放養及進出口等全面性管理，

較具效益。 

(四）日、中、韓及我方確認 2023-2024 年漁期日本鰻放養量上

量，維持 2014 年聯合聲明提到之前一年度放養量 8 成原

則，其他鰻種 2023-2024 年漁期維持第 15 屆非正式會議聯

合新聞稿所訂標準。 

五、日本鰻及其他鰻種之現況： 

（一） 日方報告以下三個主題： 

1. CITES 的狀況： 

(1) 最近一次 COP19 於 2022 年在巴拿馬舉行，分為二種附

錄管理，附錄 1 為禁止貿易，附錄 2 則須檢附無危證明

始能貿易。鑑於第 19 屆時真鯊科被列入附錄二管理，即

使其中水鯊在三大洋之資源健康無虞；另考量歐洲鰻於

2017 年已被列入附錄二管理，歐洲則完全禁止貿易。鰻

鱺屬可能會被提案列入附錄管理之下，倘被列入，則所

有鰻魚種類貿易均須提出無危害證明（Non-Detriment 

Finding, NDF）始能貿易。 

(2) 韓國、中國及我國皆顧慮日本鰻及其他鰻種可能面臨與

水鯊及歐洲鰻相同情況，有必要持續密切關注 CITES，

非正式會議成員間的合作是很重要的。 

2. 日本將於 2025 年依據水產流通適正化法針對鰻魚採取漁獲

證明書制度（Catch Documentation scheme, CDS）： 

(1) 我方：請日方於次屆非正式會議中提供漁獲證明書制度

細節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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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將於次屆非正式會議議程中提供有關 CDS 文件資

料，及在適當議程安排針對建立具法律約束力之框架進

行意見交換。 

3. 日本提議建立正式具法律約束力架構的協商之必要： 

(1) 韓方：尚需建立長期科學資料及從長計議。 

中方：起草公約、議事規則、鰻種範圍、參與成員認定

等龐雜工作尚待長時間磋商及會員間同意。 

我方：依據聯合聲明本來就可以討論具拘束力架構，由

於沒有任何文件，我方目前所持立場中性，歡迎日方給

予進一步資訊以利因應評估。 

(2) 韓國、中國及我國等三方就建立新的區域漁業管理組織

（RFMO）議題均表示需要進一步考慮，同時表示未來發

展日本鰻及其他鰻種之科研工作的重要性。 

（二） 中方補充說明，於 2018 年至 2019 年分別放流 3,000 尾、

2,000 尾鰻魚，並於 2020 年放流 2,000 公斤成鰻及 3,500 尾

稚鰻，有機會讓鰻魚產卵者數量增加。 

六、訂定次屆科學家會議及非正式會議時間及地點： 

日方提議由該國持續籌辦上揭 2 場會議，並預定第 3 次科學家會議

於 3~4 月，非正式會議將會舉辦在 5~6 月，地點可能會在東京或其

他產鰻縣市，確切會議時間及地點將會由臨時秘書處提供。各方無

異議通過。 

七、未來工作計畫： 

（一） 各方同意本(2023)年 10 月底前提交 2022-2023 年捕撈量及

入池量最後確認數據，預計在 2023 年 3 月或 4 月於日本東

京召開第 3 次日本鰻及其他鰻科學家會議，並於同年 4 月底

前提交 2024 年初步數據資料。 

（二） 我方：謝謝日方提供的資料，讓我們了解各階段的時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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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繳交資料的部分，因我方放養時間的關係，入池量數據於

4 月僅能繳交初步資料，但會在非正式會議前國提供更新資

料。 

八、完成聯合新聞稿： 

（一） 日方參考第 15 次會議內容修正後發布聯合新聞稿（Joint 

Press Release），並解釋中方及韓方修正部分，同時將韓國提

出修正該國資源養護及管理措施彙總表作為附件。 

（二） 我方提出修正，走私緝獲之鰻苗將放流至河川，其中部分鰻

苗也供作為科學研究使用。 

（三） 修正後聯合新聞稿獲與會各方支持通過。與會各方通過之聯

合新聞稿內容略以：日本、韓國及我方皆為APEC之經濟體，

回顧 2014 年後可持續利用鰻魚物種的一切努力，包括鰻苗

入池量限制及建立持續鰻魚養殖聯盟（ASEA），認識到 2014

年第 7 次會議發布之聯合聲明是進一步加強東亞地區合作

的基石，並且已關注到 CITES 第 19 次會議之決議文，也注

意到 CITES 動物委員會第 32 次會議通過有關鰻魚相關文

件，爰各方願意在 APEC 海洋漁業工作小組的架構下，允諾

持續推動鰻魚資源養護與管理措施及進行相關議題之合作，

並且重申包括以下合作觀點： 

1. 各國就日本鰻及其他鰻之資源養護與管理措進行合作如下： 

(1) 審視 2022-2023 年日本鰻玻璃鰻之進、出口及貿易統計

數據，並注意與會各方放養量均低於 2014 年聯合聲明訂

定之放養量上限。 

(2) 分享鰻鱺屬國際及國內相關資訊。 

(3) 審議並通過第 2 次日本鰻及其他鰻科學家會議總結報告，

包含鰻鱺屬科學活動及合作研究藍圖草案及經科學家會

議下成立之科學活動及合作研究任務分組 1、任務分組



 

 9 

2。 

(4) 分享各方自 2014 年聯合聲明以來採取之資源養護與

管理措施資訊如下： 

i. 中國：自 2020 年起採取長江十年禁漁措施，同時

停止長江禁漁區捕撈許可之核發，並限制鰻苗捕撈

努力量；此外為增裕鰻魚資源，進行鰻魚放流措施，

以促進鰻魚產業永續發展。 

ii. 日本：自 2015 年起鰻魚捕撈採取可制，且依法分

配放養量，倘放養量接近上限則停止玻璃鰻捕撈。

根據內陸漁業協會在 2018 年作出的決定，為保護

鰻魚而禁止捕撈銀鰻的縣數量正在增加。 此外，

日本水產廳於 2019 年推動一項計畫，藉以以提高

日本鰻從鰻苗到入池的可追溯性，包含資源動向分

析及追蹤產卵群。2020 年頒布「水產流通適正化

法」，以防止 IUU(Illegal, unreported, unregulated，

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業，並將於 2025 年 12

月納入鰻苗；針對玻璃鰻出口亦需經過審查，以確

認其出口對鰻魚資源保育及管理適切性，及是否遵

守日本參與之所有國際協議規範。 

iii. 韓國：2018 年打造 “鰻魚通道”，以避免人造建

物（如河口岸和海堤）阻擋鰻魚的自然遷徙，從而

為鰻魚提供更有利生存環境。2023 年將持續該研

究，並續致力於發展可能的保護和管理方案。 

iv. 我國：我方將賡續推動放養管理、禁漁期等相關資

源保護措施。 

九、其他事項： 

中方強調鰻魚迴游追蹤對於促進日本鰻及其他相關鰻種的保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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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重要性，並建議在科學家第 2 任務分組中以聯合研究的形式

加強鰻魚迴游追蹤合作。 

十、會外交流情形： 

（一） 與水產廳森健廳長交流：我團藉歡迎宴場合向日本新任水產

廳長官森健致意及感謝日方籌辦鰻魚非正式會議，渠感謝此

次會議我方的支持，並表示渠過去負責 WTO 議題，也懷念

台日多年合作與澳紐等國奮戰。臺日為鄰國，具有許多共同

利益，期待雙方持續合作。 

（二） 與日本外務省經濟局漁業室藤原稔久主查交流：藤原稔久主

查主責日本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之參與工作，關於鰻魚需要

建立正式具法律約束力架構的協商，日本外務省尚未有特別

或積極的想法，其個人認為明(2024)年應該僅就概念初步交

換意見，並不會細談具體架構或公約條文草案，預期磋商期

間將相當漫長。 

（三） 與中國蔣科技教授交流：蔣教授表示次屆非正式會議希望由

中國漁政官員率科研單位一同出席。推估來年倘中國漁政官

員出席，其立場可能與本次會議不同。另蔣教授表示個人有

意爭取下下次（第 18 次）非正式會議在上海舉辦。 

（四） 與南韓海洋及漁業部 Tae-Hoon Won 副組長交流：該副組長

處理包括 IOTC 及 ICCAT 等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業務，對

我國相當友善，對於 IOTC 的未來發展，包括與 FAO 之關

係，近期集魚器的管理以及黃鰭鮪資源表示憂慮，韓國圍網

船隊也許會因此進一步調整作為，另其強調韓國將爭取本年

度 ICCAT 大目鮪資源總容許捕獲量增加時，也增加韓國的

大目鮪捕獲限額。 

（五） 與日、中、韓三國代表團成員洽詢有關鰻魚品質問題，均表

示尚無科學化數據作為品質之標準，皆以產業經驗及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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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飲食習慣作為評判，難以建立統一標準。近一步洽日本

水產廳增殖推進部栽培養殖課內水面漁業振興室生駒潔室

長及中井忍課長補佐說明，因日本消費者偏好皮薄、肉質軟

糯的口感，且多數消費者喜愛 4-6Ｐ規格，惟我國產鰻魚外

皮太厚，所以較不喜愛。 

（六） 日本水產廳增殖推進部栽培養殖課中井忍課長補佐及全日

本持續的養鰻機構清水孝之事務局長私下關切財團法人鰻

魚基金會董事長選舉事，表達日方對於現任蔡秋棠董事長的

努力表示感謝，日方持續關注選舉動向並確認選舉時間，希

望選舉結果仍維持臺日友好，日方俟 7 月 31 日新任基金會

董事長確立後才會安排後續相關民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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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外參訪 

本團於會外期間參訪東京豐洲市場，由東京都中央卸売市場豐

洲市場望月 建志課長代理帶領參訪。東京都共有 11 個中央批發市

場，其中豐洲市場主要為水產，係全日本最大水產交易市場，匯集

大、中、小盤及周邊產業經營者，主要有四大特徵： 

一、 食品安全：封閉式設施，可根據商品特性對各區域進行溫度控制，

並防止外部空氣、蟲類及灰塵進入。 

二、 節能及環保：透過太陽能發電，雖僅提供少量用電。 

三、 高效物流：配置周邊停車區及銷售區實現物流順暢。 

四、 地區合作：周邊產業合作，如公園、千客萬來等。 

豐洲市場開設者為東京都，並由該府進行指導及管理工作，並收

取租金，東京大約6成水產品由豐洲市場處理，其中鮪魚每日拍賣200

尾生鮮鮪魚、1,000尾冷凍鮪魚，並透過盤商自行購買之電動車運輸，

而沿近海捕撈漁獲則透過議價直接進行交易。謹就參訪後意見交流摘

要如下： 

一、 宰殺後廢棄物及廢水均集中處理，一般廢棄物做成魚粉，魚油則

可能做成營養食品等，而具營養價值廢棄物係由回收業者向業者

購買。 

二、 水電費等經營費用由各攤位自己支付，共用設施及共用區域則依

不同使用者由不同組合負責，協議者協會負責零售區域、東京都

負責中盤周邊、大盤商協會及組合負責大盤周邊。 

三、 從築地市場搬遷至豐洲市場後，整體規模縮小，主要受到產地直

銷及年輕人離漁的原因，入場比例從6成縮減至4成，造成交易量

減少，但因為豐洲市場透過封閉性設施及冷鏈維持室內溫度，品

質及價格提高，並盤商及消費者回饋評價高，整體收益反而有增

加。有關年輕人離漁，屬生產結構改變，且消費者多數以外食為

主，持續透過食魚教育，並結合相關抽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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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及建議 

    茲就會議觀察並檢討參與會議之狀況以及會後發展，研擬建議

事項如下： 

一、 第32次動物委員會雖未向第20次CITES締約國大會提案建議將

鰻鱺屬物種列入附錄二貿易管理，仍將持續調查鰻鱺屬物種的資

源及貿易情形，鑒於鰻魚屬跨界洄游物種，資源養護於管理應持

續透過國際合作，並應基於具體科學研究之上。 

二、 近年鰻苗捕獲量持續創新低，且持續受到CITES恐將鰻鱺屬列入

附錄二之壓力，日方於本年5月29-30日第2次日本鰻及其他鰻科

學家會議中提議建立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且與會科學家亦提出

類似建議，本次會議由日方生態保全室大森亮室長於會中提出，

惟其建立需建立長期科學資料及長期磋商，中、韓及我方均表示

需進一步考慮，日方表示將於次屆會議安排進行意見交換。 

三、 鑒於國際對於鰻魚資源養護與管理日益重視，且國際趨勢係以科

學導向建立相關管理措施，適逢第13屆財團法人台灣區鰻魚發展

基金會董事改選，並由農業部水產試驗所葉信明副所長擔任新任

董事長，可透由水產試驗所之科學基礎及資源，強化我國資源養

護及鰻魚養殖技術，並支持相關鰻魚基礎科學研究，以期提昇我

國對鰻魚養殖的資料蒐集和管理能力及國際形象。 

四、 查近3年各國之平均入池量均未達各國放養量限額，應可適時提

出共同削減放養量配額，以向國際社會展現四國鰻魚資源管理的

決心，惟現階段因缺乏科學基礎而未達成共識，惟倘刪減配額後，

日、韓兩國放養量配額將低於近3年之平均放養量，且本年會議

陸方出席後，持續表示應著重捕撈管理，並於會中說明長江十年

禁漁之具體措施及成果，與現行之放養量管裡尚無法達成共識；

為應CITES及各界關切，四國仍需提出具體措施以解除各方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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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建議未來應支持各國優先對於鰻魚進行科學研究及資源評估，

並以科學數據為基礎，重新評估各國之最適放養量上限。 

五、 本次出國期間於會外時間參訪東京豐洲市場，OOO表示自築地

市場搬遷後，因自產自銷趨勢及年輕人離魚使規模縮小，但因市

場冷鏈建置，使產品品質提升，收益反較往年上升，且此2原因

屬於產業結構問題，但豐洲市場持續進行食魚教育，除了於市場

建置食魚教育教室，並提供200條魚進行抽獎，中獎者將可於現

場體驗處理及料理，並帶回家享用，藉此吸引消費者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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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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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會議文件及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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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ウナギの国際的資源保護・管理に係る第 16 回非公式協議」の結

果についての共同発表について 

 

水產廳令和５年７月 27日 

(https://www.jfa.maff.go.jp/j/press/sigen/230727.html) 

水産庁は、この度、「ウナギの国際的資源保護・管理に係る第 16 回

非公式協議」の結果について、我が国、中国、韓国及びチャイニー

ズ・タイペイの 4 者で共同発表しますのでお知らせします。 

1.ウナギの国際的資源保護・管理に係る非公式協議 

（1）経緯 

ニホンウナギは、マリアナ海溝周辺海域で生まれた後、我が国を含

む東アジア沿岸域に来遊し、その稚魚（シラスウナギ）は主に養殖

用種苗として利用されています。このため、本資源の持続可能な利

用のためには、ニホンウナギの漁獲や養殖等を行う関係国・地域が

協力していく必要があり、これらの関係国・地域間で、平成 24 年 9

月から「ウナギの国際的資源保護・管理に係る非公式協議（以下「協

議」という。）」が開催され、議論が重ねられてきました。 

平成 26 年 9 月の第 7 回協議では、我が国、中国、韓国及びチャイ

ニーズ・タイペイの 4 者の水産当局間で、 

(ア)養殖池への種苗の池入れ量制限 

(イ)保存管理措置の適切な実施を確保するための養鰻管理団体の設

立 

(ウ)法的拘束力のある枠組み設立の可能性の検討等を内容とした共

同声明の発出 

に至り、これまで協議を継続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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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 16 回協議について 

「ウナギの国際的資源保護・管理に係る第 16 回非公式協議」では、

平成 26 年に発出した共同声明の遵守状況や共同声明以降に各国・

地域がとった管理措置のレビュー、来漁期分（令和 5 年 11 月から

令和 6 年 10 月）の池入数量上限、各国・地域のシラスウナギの採

捕・池入れ数量及びウナギの貿易に関する統計の作成及び整備、第

２回科学者会合の結果等について議論及び確認が行われました。 

これらを踏まえ、この度、我が国、中国、韓国及びチャイニーズ・

タイペイの 4 者間で協議の結果を共同発表する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 

2.共同プレスリリースの概要 

(1) 平成 26 年の共同声明発出後、各国・地域がとってきた保存管理

措置についてのレビュー 

(2) 各国・地域は、次の取組のために最大限努力する責務を再確認

した。 

ア. 来期分（令和 5 年 11 月から令和 6 年 10 月）のシラスウナギの

池入数量上限は今漁期と同量（日本は、ニホンウナギ：21.7 トン、

その他のウナギ種：3.5 トン）とする（※）。 

イ. ニホンウナギの重要生息域の保全の強化及び/又は天然のニホ

ンウナギの採捕・利用の削減を行う。 

ウ. ア及びイ等の取組について、科学者会合による科学的助言を可

能な限り考慮した上で、第 17 回非公式協議において議論し採択す

るため、閉会期間中に補足的な措置を検討する。 

エ. 科学者会合の下に設置されているニホンウナギの科学的活動及

び共同研究の 2 つのタスクチームの付託事項に従って、ニホンウナ

ギの共同研究における協力を促進する。 

オ. ウナギ類の保存管理措置に関する科学的な助言を提供するとと

もに、科学的知見や経験を共有するための第 3 回科学者会合を令和



 

 114 

6 年春頃に開催する。 

（※）中国は、ニホンウナギの保存管理措置は池入数量制限に限る

べきではなく、各国・地域の実情に基づいた補足的な措置を採用す

べきと主張し、本件については協議継続となった。 

(3) 各国・地域のシラスウナギの採捕・池入れ量及びウナギの貿易

に関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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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 China’s ten-year fishing ban on the Yangtze River on 

Japanese eel resources 

 

I. Introduction to the 10-year fishing ban on the Yangtze River 

The ten-year fishing ban on the Yangtze River is a key move to reverse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hina'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MARA) issued a notice 

requesting that natural waters in the mainstream and important tributar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hould be subject to a 10-year fishing ban starting 

from January 1, 2021, during which productive fishing for natural fishery 

resources will be prohibited. A total of 111,000 fishing boats were 

withdrawn from the Yangtze River, and 230,000 fishers were resettled 

and re-employed. On January 1, 2021, a decision was further announced 

to expand the area covered by the fishing ban in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pushing its easternmost boundary from 122° east longitude to 

122°15’ east longitude, with more than 2,000 square kilometers expanded. 

附件 14 



 

 116 

 

The expansion of the fishing ban management area in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easternmost boundary pushed from yellow line to red line) 

 

II. Glass eel fishery management under the Yangtze River 10-year fishing 

ban 

1.Management of glass eel fishing license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ishing ban, China has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the 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 and management of glass eel 

fishing licenses, and the restrictions on the size and number of fishing 

gear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ishing ban on January 1, 2021, 

the issuance of glass eel fishing licenses has been ceased in the fishing 

ban management area.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fishable waters, many 

provinces have introduced policies to limit the scale of glass eel f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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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xample, Zhejiang province stipulated that the scale of fishing shall 

not exceed the previous year's level. Shanghai stipulated that the number 

of glass eel fishing licenses in 2022 shall not exceed the number in 2021, 

the authorized gears per license shall not exceed 20 sets. 

 

2. Management of eel fishing activities 

In addition, China has increased the penalties for fishing activities for 

glass eel without a license or with prohibited fishing gear, and will be 

held accountable for such acts. For example, in Zhejiang Province,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on Fisheries Management of Zhejiang 

Province" and "Provisions on Management of Protection of Fishery 

Resources in Hangzhou City", glass eel is defined as aquatic species with 

important economic value, and fishing activities can only be carried out 

under the premise of obtaining the fishing license. Unauthorized fishing 

on glass eel, i.e., fishing without a special fishing license, the fisher will 

be investigated and punished according to the law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licensed fishing. In serious cases, criminal punishment will be impo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Those who have fishing licenses but fish with 

illegal fishing gears will have their fishing licenses revoked. 

 

III. Impacts of the Yangtze River fishing ban on eel resources 

The most significant value of the fishing ban on the Yangtze River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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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l resources is that it has strengthened the supervision of illegal fishing 

of glass eel and the restriction of the fishing area, and further protected 

the eel migratory routes by expanding the fishing ban management area 

in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rridors 

for ascending glass eels. This effectively protects the glass eel in this area 

and improves the success rate of their migration to the Yangtze River 

waters, which can effectively help replenish the adult eel resource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rotects the adult eels from passing through this 

area and descending into the sea to the spawning grounds for 

reproduction. This will greatly contribute to the protection of eel 

resources. 

 

Due to complexity of eel’s life cycle and resource variation, the detailed 

impacts of the Yangtze River fishing ban on the eel resources needs to be 

continuously monitored and researched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in a longer term. In particular, since the main fishing area of 

glass eel has been shifted to the offshore area beyond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the impact on eel migration and habitat needs to be evaluated 

comprehensively for a period of time. In addition, factors such as the 

climate change and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lso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glass eel resources vari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the Yangtze River fishing ban by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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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these factors, and to carry out continuous monitoring and 

in-depth investig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