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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南沙群島所擁有的獨特性與重要性，對於海洋科學、海洋生態研究及氣候

防災等相關領域均具有無可替代的研究價值。因此國家海洋研究院為促進國際

間之海洋永續發展，於本(112)年 3 月邀請馬來西亞登嘉樓大學及新加坡大學學

者赴臺灣共同參與國海院之南沙太平島合作研究計畫，並順利執行完畢。馬來

西亞登嘉樓大學基於研究互惠的精神，積極邀請國海院研究人員共同參與已經

獲得馬來西亞漁業部支持之「Exploratory Research Opportunity: data collection for 

critical and resilient habitats in Selangor and Perak, Malaysia」(暫譯：探索性研究機會：

馬來西亞雪蘭莪州和霹靂州之關鍵及復原棲地資訊蒐集)研究計畫案，透過雙方

實際交流活動並希望進一步簽訂合作備忘錄，建立國際海洋研究夥伴。



2 
 

貳、本文 

一、 目的 

    臺灣為海洋國家，位處全球海洋生物多樣性最高、且擁有「海中熱帶雨林」

美名的「珊瑚大三角」區域，孕育豐富的海洋生物資源。其中位於南海南沙群島

中之鄭和群礁西北角的「南沙太平島」係為我國最南領土，全島由珊瑚礁建構而

成，也是珊瑚環礁的一部份，故具有豐富且獨特的熱帶珊瑚礁生態系統。雖然中

國、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汶萊等國均宣示擁有群島內之島嶼主權，但些許

國家則認為南沙群島無一島嶼能擁有 200 海哩之專屬經濟海域，導致國際情勢複

雜且敏感。然而南沙群島所擁有的獨特性與重要性，對於海洋科學、海洋生態研

究及氣候防災等相關領域均具有無可替代的研究價值。 

 

    民國 105 年 12 月 09 日蔡英文總統出席「經略南海･永保太平－收復南海諸

島七十周年紀念特展」開幕式中除重申南海諸島及其相關海域主權屬於中華民國

所有，亦說明政府針對南海議題提出「四點原則」和「五項做法」的初步成果和

進展。其中第三項做法：「在科學合作的努力上，我們以太平島為中心，跟周邊

國家合作，推動包括監測地震、海嘯、氣候變遷、海洋酸化等科學合作計畫，以

實際行動促進南海和平及永續發展」。有鑑於此，國家海洋研究院(下稱國海院) 

希冀利用科學合作來化解衝突，並藉此促進國際間之海洋永續發展，亦於 112 年

3 月邀請馬來西亞登嘉樓大學(Universiti Malaysia Terengganu, UMT)及新加坡大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學者赴臺灣共同參與國海院之南沙太平島合

作研究計畫「以年代學重建南海珊瑚礁環境變遷」，並順利執行完畢。馬來西亞

登嘉樓大學基於研究互惠的精神，積極邀請國海院研究人員共同參與已經獲得馬

來西亞漁業部 (Department of Fisheries Malaysia)支持之「 Exploratory Research 

Opportunity: data collection for critical and resilient habitats in Selangor and Perak, 

Malaysia」(暫譯：探索性研究機會：馬來西亞雪蘭莪州和霹靂州之關鍵及復原棲

地資訊蒐集)研究計畫案(圖 1)。 

 

    馬來西亞登嘉樓大學成立於 1979 年，是馬來西亞第十四間成立的國立大學，

同時也是馬來西亞東海岸規模最大、排名頂尖的大學。該校位於馬來西亞登嘉樓

州(Terengganu)首府，所設專業課程實際領域廣闊，包括計算機科學、管理學、經

濟學、食品科學、社會科學、海事科學、海洋科學等，其中管理與海洋科技等領

域已經發展成為馬來西亞科研領域的優勢專業。此外，該校具備一艘設備完善的

研究船，可使用於海洋研究調查上，對於未來國海院與該校若能進一步簽訂合作

備忘錄，除可提供雙方研究人員技術或學術交流的平台，並建立國際海洋研究夥

伴外，對於未來海洋委員會或國海院推動南海海洋科學研究或海洋相關事務等，

應有相當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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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馬來西亞登嘉樓大學邀請本院研究人員共同參與研究之邀請信函  



4 
 

二、 過程 

    本次「探索性研究機會：馬來西亞雪蘭莪州和霹靂州之關鍵及復原棲地資

訊蒐集」研究計畫案之調查日期為 2023 年 7 月 18 日至 7 月 27 日，共計 10 日，

主要於馬來西亞雪蘭莪州(Negeri Selangor)和霹靂州(Negeri Perak)之沿岸紅樹林生

態系及漁港進行海洋生物(包含魚類及甲殼類動物)採集調查。本院出國人數2名，

配合調查行程之安排，參與人員於 2023 年 7 月 28 日下午 12:20 由馬來西亞吉隆

坡國際機場搭機返回臺灣，且於下午 5:40 返抵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其各日行程詳

細說明如下： 

 

7 月 18 日(二)： 

    原定上午 9:30 班機由桃園機場起飛，但受到航班調度因素延遲 1 小時後起

飛，並於當日下午 3:20 分抵達馬來西亞吉隆坡國際機場。抵達後則開始辦理入境

手續，並由登嘉樓大學 Dr. Lee 接待前往馬來西亞雪蘭莪州巴生市(Klang)港口搭

船，約 50 分鐘航程抵達目的地-吉胆島(Pulau Ketam)並拍攝團體照(圖 2)，同時卸

完採集用具及私人行李後即住宿。 

 

圖 2、全體研究人員抵達吉胆島拍攝之團體照(前：登嘉樓大學 Dr. Lee、左起

1、2：本院海洋生態及保育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張至維主任與江國辰副研究員、

左起 3：登嘉樓大學 Dr. Seah，餘為登嘉樓大學相關科系老師、助理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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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馬來西亞雪蘭莪州吉胆島位置圖 

 

 

圖 4、吉胆島(Pulau Ketam)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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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吉胆島位於馬來半島西岸之麻六甲海峽內(圖 3)，面積約為 30 平方

公里，馬來文為 Pulau Ketam，意思為螃蟹島(圖 4)，其濕地實為許多蟹類棲息地，

且最初定居於吉胆島之華人即是獵捕螃蟹而來。島上居民人口約為 9,000 多人，

多以華人為主，其全島以紅樹林為植被，均位於潮汐線下並受到潮汐的影響，故

大片的紅木林與高腳屋為此地之特色，亦是屬於馬來西亞的漁業重鎮。 

 

7 月 19 日(三)： 

    本日經團隊討論後，於上午 9:00 先進行吉胆島當地紅樹林樣區勘查，並同時

拍攝棲息於紅樹林之甲殼類動物及魚類等類群生物生態照(圖 5)。於下午 2:00 待

指定漁船進港後，則前往進行漁獲物的調查及收集(圖 6)。其後將收集之樣本攜

回民宿進行拍照及標本保存(圖 7)。 

 

 

圖 5、研究團隊進行吉胆島紅樹林樣區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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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研究團隊於漁船進港後進行漁獲物的調查及收集 

 

 

圖 7、研究人員於民宿內進行採集樣本的拍照及保存 



8 
 

7 月 20 日(四)： 

    本日上午 8:00 持續進行吉胆島紅樹林樣區調查，除拍攝紅樹林甲殼類動物

及魚類生態照外，並採集生活於此之甲殼類動物。在採集過程中，利用徒手採集

輔以鏟子、釣線等工具進行採樣(圖 8-圖 9)，並將採集到之生物樣本攜回民宿進

行拍照及標本保存。 

    另於下午 4:30 由登嘉樓大學 Dr. Lee 引薦之當地箱網養殖戶邀請前往參觀其

箱網養殖魚種，該箱網養殖場域坐落於吉胆島與巴生島(Pulau Klang)間之海域內，

故需搭乘小船接駁至該處(圖 10)，其養殖的魚種除可提供於糧食生產外，亦可供

當地旅遊業進行觀光導覽行程之海洋牧場平台(圖 11)。經本次參訪，可知該箱網

養殖主要養殖的魚種包含龍膽石斑、松鯛、笛鯛、鰺及石首魚等，並在結束時與

箱網養殖業者共同合影(圖 12)。 

 

 

圖 8、研究人員利用鏟子進行蟹類洞穴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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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研究人員利用釣線進行魚類採集 

 

 

圖 10、本院研究人員搭乘小船接駁至海上箱網養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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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位於吉胆島與巴生島海域間之海上箱網養殖區 

 

 

圖 12、研究團隊與箱網養殖業者(右 2)共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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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五)： 

    本日於上午 7:00 由民宿撤離，隨即搭乘 8:00 船班返回雪蘭莪州巴生市(Klang)

港口，抵達港口後則接續前往馬來西亞吉隆坡(Kuala Lumpur)市中心訪問馬來西

亞海事研究所(Maritime Institute of Malaysia; MIMA)，並與 MIMA 研究員 Cheryl Rita 

Kaur 女士及登嘉樓大學科學與海洋環境學院副院長 Ts. Kesaven Bhubalan 教授，

共同討論 MIMA、UMT 和 NAMR 未來三方共同發展及合作的海洋研究項目(圖

13)。 

    馬來西亞海事研究所(MIMA)為馬來西亞政府設立之一所政策研究機構，主

要研究馬來西亞海域海上利益相關之議題，並處理海事問題，其職責是處理影響

馬來西亞的國家、區域和全球海事事務。該研究所下設 5 個研究中心，分別敘述

如下： 

（一） 沿海與海洋環境研究中心(Coastal and Marine Environment) 

研究領域包含：海洋資源持續發展、海岸帶管理、海洋污染防治、沿海

與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生態系統保護、氣候變遷之適應、綠色航運及

港口營運、海事領域之可再生能源與綠色技術。 

 

（二） 海事安全與外交研究中心(Maritime Security and Diplomacy) 

研究領域包含：區域地緣政治與海上安全、傳統和非傳統之海事安全、

國際航空海上搜救、海上救災、聯合國和平行動(UNPKO)。 

 

（三） 馬六甲海峽研究中心(The Straits of Malacca) 

研究領域包含：促進馬六甲海峽之經濟持續性、航行安全和保障、保護

其海洋及海上環境、過境通行問題澄清及鼓勵政策和管理措施。 

 

（四） 海洋經濟與產業研究中心(Maritime Economics and Industries) 

研究領域包含：港口競爭力、船舶融資、多式聯運、海上休閒產業、海

上石油與天然氣、海上貿易問題。 

 

（五） 海洋法與政策研究中心(Ocean Law and Policy) 

研究領域包含：海洋治理、海洋環境保護、海事爭議解決、公約可行性

研究、海運事務、責任和賠償制度、其他現代海洋法問題。 

 

    會議過程中，三方各自介紹各單位之組織架構及職掌，並討論未來合作之可

行性(圖 14)，且於會議結束後 MIMA 將拜訪過程發布於社群媒體上(圖 15)。本次

會結束後，隨即前往下個調查區域–霹靂州瓜拉十八丁(Kuala Sepe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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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本院研究人員(右 3 及左 4)參訪馬來西亞海事研究所(Maritime Institute of 

Malaysia; MIMA)，並與 MIMA 研究員 Cheryl Rita Kaur 女士(右 4)及登嘉樓大學

(UMT)科學與海洋環境學院副院長 Ts. Kesaven Bhubalan 教授(左 3)合影 

 

 

圖 14、三方各自介紹各單位之組織架構及職掌並討論未來合作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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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會議結束後 MIMA 將拜訪過程發布於社群媒體(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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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2 日(六)： 

    瓜拉十八丁(Kuala Sepetang)位於霹靂州太平(Taiping)西邊的臨海沼澤地區(圖

16)，並由十八丁河(Sangga)圍繞四周，兩岸皆為沼澤紅樹林，周邊漁業活動發達，

為一座繁榮的漁村(圖 17)。 

    本日於上午 8:30 前往 Kampung Menteri 漁港進行採樣調查，並經由當地漁民

同意可進行漁獲物種類採集(圖 18)，採集物種包含魚類及甲殼類動物。除採集漁

獲物物種外，亦同時拍攝紅樹林生態系之生物生態照，並將採集到之樣本攜回十

八丁民宿進行拍照、測量及標本保存(圖 19)。 

 

7 月 23 日(日)： 

    本日行程亦同前日，於上午 8:30 前往 Kampung Menteri 漁港進行採樣調查，

除拍攝紅樹林生態系生物生態照外，亦進行周邊紅樹林生態區之探勘，並同時採

集生活於此之甲殼類動物，爾後將採集之樣本攜回十八丁民宿進行拍照、測量及

標本保存。 

 

 

圖 16、位於霹靂州太平(Taiping)西邊的瓜拉十八丁(Kuala Sepetang)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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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瓜拉十八丁(Kuala Sepetang)之漁村一景 

 

 

圖 18、於 Kampung Menteri 漁港進行漁獲物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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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研究人員將採集到之樣本攜回民宿進行拍照及標本保存 

 

7 月 24 日(一)： 

    本日結束 Kampung Menteri 漁港之採樣調查，並於上午 10:00 離開瓜拉十八

丁(Kuala Sepetang)，隨即前往班台本威河(Sungai Beruas)畔漁港(圖 20)進行勘查並

採集(圖 21)，爾後返回斯里曼絨(Seri Manjung)民宿進行拍照、測量及標本保存。 

 

圖 20、班台本威河(Sungai Beruas)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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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當地漁民整理由班台本威河河口及沿海採獲之漁獲物情形 

 

7 月 25 日(二)： 

    本日於上午 9:00離開斯里曼絨(Seri Manjung)民宿前往Lumut Waterfront港口，

並搭船前往邦喀島(Pulau Pangkor island)進行新採樣點勘查(圖 22)及參訪馬來西亞

漁業發展局水產加工中心(Pusat Pemprosesan Hasil Perikanan LKIM)(圖 23-圖 24)，

約於下午 3:30 搭船返港後返回斯里曼絨(Seri Manjung)民宿。 

 

 

 

 

 

 

 

 

 

 

 

 

 

圖 22、邦喀島(Pulau Pangkor island)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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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研究團隊參訪馬來西亞漁業發展局水產加工中心 

 

 

圖 24、馬來西亞漁業發展局水產加工中心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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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6 日(三)： 

    因配合當地漁船出海作業時間，本日未出港進行作業，故於斯里曼絨(Seri 

Manjung)民宿持續進行剩餘之採樣物種拍照、測量及標本保存，並討論相關研究

合作事宜與行李收拾。 

 

7 月 27 日(四)： 

    本日於上午 10:00 離開斯里曼絨(Seri Manjung)民宿，並前往吉隆坡(Kuala 

Lumpur)，於下午 15:00 抵達吉隆坡時由登嘉樓大學 Dr. Lee 及 Dr. Seah 進行城市

導覽，並於吉隆坡住宿一晚待隔日班機返回臺灣。 

    「吉隆坡」地處馬來西亞半島西岸，為雪蘭莪州所環繞之城市，屬馬來西亞

首都兼最大城市，總面積達 243 平方公里。其人口約為 725 萬人，是全馬來西亞

人口最多且最密集的城市，也是馬來西亞語言與族群最為多元化的城市。其中位

於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市中心的雙峰塔(Petronas Twin Towers)，是屬於世界第十

九高的大樓，也是馬來西亞第三高的摩天大樓及地標(圖 25)。 

 

 

 

 

 

 

 

 

 

 

 

 

 

 

 

 

 

 

 

 

 

 

 

圖 25、雙峰塔(Petronas Twin Towers)為馬來西亞第三高的摩天大樓及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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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得及建議 

（一） 提升雙方研究合作效益 

    促進國際間的合作交流，建立多元化的合作機制，且透過與外國機構進行科

學合作研究來提升國際能見度是我國推動全球化布局的重點，國海院藉由此次與

馬來西亞登嘉樓合作的機會亦是建立國際海洋研究夥伴重要的一環。關於本次針

對馬來西亞雪蘭莪州(Negeri Selangor)和霹靂州(Negeri Perak)沿海進行海洋生物資

源的調查研究，初步鑑定結果顯示魚類約 120 種、甲殼類動物約 45 種，未來雙

方研究人員將利用此次的調查結果進一步整理，並製作成海洋生物圖鑑及建立當

地物種名錄。此外，將透過長期的研究合作，持續針對該區進行長期的生物資源

調查，並加入更多海洋生物研究領域之研究人員參與調查，再將所得之研究資料

進行分析，進一步撰寫科學性的研究報告並發表，以提升雙方共同合作之研究效

益及量能，藉以發揮最大之邊際效應。 

 

（二） 持續與周邊國家進行研究交流 

    我國為打造成為一個具有生態、安全、繁榮且優質的海洋國家，並維護國家

海洋權益及提升國民海洋科學知識，民國 107 年 4 月成立「海洋委員會」作為海

洋政策的統合機關，且於 108 年 11 月通過《海洋基本法》，其條文明定每年 6 月

8 日為「國家海洋日」，顯見我國對於海洋發展有甚大的重視。然而海洋研究的提

升除有助於國土環境與資源狀況的掌握外，對於民生的經濟發展甚為相關，亦是

國力展現與國家安全的重要指標。 

    「珊瑚大三角」或稱「珊瑚金三角」，涵蓋印尼-菲律賓及西南太平洋之生態

區域，擁有全世界多樣性最高的珊瑚生態系，亦是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樣性熱點，

其海域範圍內的國家有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東帝汶、巴紐、索羅門群島，

而臺灣則是位於珊瑚大三角的北端。有鑑與此，持續與東南亞國家或周邊國家進

行研究合作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除了可將得知之研究成果透過資訊分享來瞭解

此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狀況外，亦可應用於長期的氣候變遷、地震、海嘯等資訊

蒐集，且對於國際間的區域和平穩定、海洋永續及產業發展，甚至守護全人類的

福祉等均有所助益。 

    本次赴馬來西亞進行研究合作及考察亦是促進與東南亞周邊國家合作的第

一步，未來國海院希望進一步與馬來西亞登嘉樓大學或是馬來西亞海事研究所

(Maritime Institute of Malaysia; MIMA)簽訂合作備忘錄，且透過合作備忘錄的簽訂

提供雙方研究人員技術或學術交流的平台，逐步推動海洋科學研究或海洋相關事

務等研究領域，共同維護海域內海洋資源長期保護及永續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