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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筆者此次參加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

物種存續委員會（Species Survival Commission, SSC）中的鯊魚專家小組（Shark Specialist 

Group, SSG）於 2024 年 1 月 22-26 日在印尼峇里島所舉辦的描繪軟骨魚類重要棲地—亞

洲區工作坊，有 18 個國家/地區/組織共 31 人與會。筆者擔任臺灣海域棲地部分的主要貢

獻者，最終提出 8 個軟骨魚類重要棲地評估計畫，包括富基海域斑竹狗鮫重要棲地、宜蘭

海域洄游性鯊魚重要棲地、龜山及北方三島底棲性鯊魚重要棲地、花蓮海域巨口鯊重要棲

地、臺東海域鯨鯊重要棲地、琉球海域砂勞越絨毛鯊重要棲地、澎湖海域沙拉白眼鮫重要

棲地以及東沙海域尖齒檸檬鯊重要棲地等。一旦評估計畫通過審查，計畫中所描繪的軟骨

魚類重要棲地即可成為未來海域空間規劃以及棲地管理及保育之重要依據。 

 

Abstract 

The author attended the Delineating Important Shark and Ray Areas – Asia workshop hos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 Species Survival Commission 

(SSC) – Shark Specialist Group (SSG) in Bali, Indonesia, during 22–26 January 2024. A total of 

31 people including representatives of 18 countries/regions/organizations participated the 

workshop. The author served as a major contributor to the assessment of certain habitats in the 

waters of Taiwan, ultimately submitting eight Important Shark and Ray Areas delineating 

proposals, including Fuji for the Whitespotted Bambooshark, Yilan for pelagic speies, Turtle-and-

Northern Islands for benthic species, Hualien for the Megamouth Shark, Taitung for the Whale 

Shark, Liuchiu for the Sarawak Pygmy Swell Shark, Penghu for the Spottail Shark, and Dongsha 

for the Sharptooth Lemon Shark. Once the proposals are reviewed and approved, the Important 

Shark and Ray Areas delineated in the proposals can serve as crucial foundations for future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habitat management, and conservation ef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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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軟骨魚類（包括鯊魚、魟鰩和銀鮫，以下通稱“鯊魚”） 正面臨全球性滅絕危機。根據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s），目前估計超過

三分之一的鯊魚物種面臨滅絕的威脅。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漁業對鯊魚產生巨大的影響，

並且還因棲地喪失和氣候變遷而使得威脅加劇。鯊魚物種通常壽命較長，數量較少，自然

死亡率低，便對漁業壓力特別敏感，僅靠漁業和貿易管理措施不足以扭轉其資源下降，然

而，棲地的保育管理措施可以在阻止族群資源下降發揮重要作用。 

 

因此，IUCN 物種存續委員會之鯊魚專家小組已經發展出一套評估方式，用來評估軟

骨魚類的棲地重要性，在全球水域中得以劃定並應用於各種棲地的保育和管理措施。重要

軟骨魚類棲地（Important Shark and Ray Areas, ISRAs）被劃定並在全球水域的各種基於地

點的保護和管理倡議中使用。ISRAs 除了可以用來作為海洋保護區（MPA）或 MPA 網絡

的規畫外，ISRAs 還可以提供專門影響鯊魚保護活動的環境影響評估、海洋空間規劃的重

要資訊。鑒於極高比例的鯊魚物種受威脅狀態的迅速惡化，而棲地的保育管理可以有效阻

止惡化，因此全球需加緊實施 ISRA 方法以進一步維持鯊魚族群。 

 

二、 與會人員 

主辦單位及與會人員分別有 SSG 主席-Dr. Rima Jabado、亞洲區副主席- 張絜博士（中

國）及 Dr. Fahmi（印尼），ISRA 工作小組 7 人、馬來西亞代表 2 人、印尼代表 4 人、菲律

賓代表 2 人、印度、斯里蘭卡、孟加拉、日本、越南、泰國、緬甸、柬埔寨、南韓、俄羅

斯代表各 1 人，臺灣代表 1 人（筆者）， Oceans 5（NGO）代表 1 人，以及海洋哺乳動物

重要棲地評估專家 1 人擔任顧問等共 3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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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議過程 

（一） 大會行程 

 

1 月 22 日（一）09：00～18：00 

    由 SSG 主席 Dr. Rima Jabado 介紹此次工作坊會議的背景、緣由及目的（圖一）；接著

由每個人自我介紹來自哪裡，以及預計所要撰寫的區域部分，而 ISRA 團隊的人員則介紹

其工作項目與任務（圖二）；接著由亞洲區的副主席 Dr. Fahmi 進行演講，主題為印尼的鯊

魚及魟魚（圖三）；最後則由海洋哺乳動物生態專家，擔任本次工作坊顧問的 Notarbartolo 

di Sciara 教授進行演講，主題是將不同海洋物種群體重要棲地套疊之潛力（圖四）。 

    工作坊開始則由 ISRA 團隊人員協助各地區負責人進行描繪撰寫。高度重疊地區如印

尼與馬來西亞，印度、孟加拉與斯里蘭卡等地的代表同桌進行。 

 

 

圖一、鯊魚工作小組 Dr. Rima Jabado 說明本次工作坊的背景、緣由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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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各與會人員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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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亞洲區副主席同時也是主辦單位印尼代表 Dr. Fahmi 進行演講。 

 

 

圖四、此次工作坊顧問，海洋哺乳動物生態專家 Notarbartolo di Sciara 教授進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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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2~24 日（二~四）09：00～18：00 

    由各地區代表與 ISRA 團隊人員，針對之前預先提出的軟骨魚類重要棲地計畫，進行

修改，包括資料文獻的查找、定義確認、文字修改、地圖劃設等。 

 

1 月 25 日（五）09：00～12：00 

    各地的軟骨魚類重要棲地計畫提交截止，由主席報告此次工作坊結果，並將各地區所

提出的重要棲地計畫一一唱名，對於重要棲地的命名有意見需當場提出，經討論後決定修

正或維持原名。最後，並由大會頒發各與會人員的工作坊參與證書（圖五）。 

 

 

圖五、筆者獲頒之工作坊參與證書。 

 

（二） 參與工作坊之主要內容 

 

    在工作坊開始當天，各地區代表已經提交該地區各個重要棲地計畫書，以臺灣來說，

筆者共提交 8 份計畫書，分別是富基海域斑竹狗鮫重要棲地、宜蘭海域洄游性鯊魚重要棲

地、龜山及北方三島底棲性鯊魚重要棲地、花蓮海域巨口鯊重要棲地、臺東海域鯨鯊重要

棲地、琉球海域砂勞越絨毛鯊重要棲地、澎湖海域沙拉白眼鮫重要棲地以及東沙海域尖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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檸檬鯊重要棲地等（圖六），而這些重要棲地的規劃，需符合特定條件，各條件描述如下

（附錄一）： 

（A） 該棲地持續出現受威脅物種。受威脅物種定義為 IUCN 受威脅物種紅色名錄（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s）中屬於易危（Vulnerable, VU）、瀕危（Endangered, EN）

以及極危（Critically Endangered, CR）程度之物種。然而符合條件 A 者還必須同時

符合條件 B～D 中任何一條件。 

（B） 或該棲地持續出現區域限定之物種。 

（C） 或該棲地為持續出現物種行使與生活史相關之重要功能之區域，包括有： 

（C1）交配、產卵/仔、提供剛出生幼魚庇護； 

（C2）攝食場； 

（C3）休憩場； 

（C4）洄游移動必經之地； 

（C5）無法定義（未知）的群聚行為。 

（D） 特殊屬性，包括有： 

（D1）出現明顯的生物上、行為上或生態上的特徵； 

（D2）重要的軟骨魚類生物多樣性區域。 

符合上述條件後，便需開始撰寫該棲地海域的介紹，包括地理位置、行政管轄、水文、

海底地形、是否有涵蓋保護區、是否與其他物種類群之重要棲地重疊；此外還需替該棲地

命名；接著需劃設棲地範圍，可以根據等深線、週邊環境範圍、漁業作業範圍等進行劃設

並加以說明根據為何；還能提供其他附加資訊以支持該棲地之重要性，舉例來說：該區域

每年三至五月可以發現鯊魚物種 a 在該處產卵（此為符合上述 C1 之條件），同時在過去 5

年內也曾經發現鯊魚物種 b、c、d 在該處產卵（此為附加資訊）；最後需列上所有文獻資

料來源；至此才算完成一份計畫書。 

而 ISRA 團隊成員的工作，即是協助各地區代表，將計畫書撰寫完整，包括使用精準

而通順的用語、釐清初步的疑問、補充缺失的資料、劃設標準化的地圖等。 

至工作坊最後一天，計畫書提交截止，之後會由 ISRA 團隊人員做最後文字上的修改

與修飾，然後提交至獨立的審查委員加以審查，確認資料內容正確，符合重要棲地定義等，

若有疑問或建議則會回到 ISRA 團隊及地區代表進行修改及回覆，審查通過才能正式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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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區域為某軟骨魚類重要棲地，之後則會正式出版（附錄二），整個區域（如本次工作坊

的亞洲區）都完成劃設後一起出版。 

 

 

圖六、筆者所提交臺灣 8 處軟骨魚類重要棲地之初步規劃（東沙海域未顯示於該圖中）。 

 

四、心得及建議 

（一） 描繪軟骨魚類重要棲地，分類階層需準確至物種，這可能會失去許多海域評估為

軟骨魚類重要棲地的機會，它可能是軟骨魚類多樣性及豐度皆很高的區域，但因

缺乏至種的分類紀錄而無法納入評估。 

（二） 許多地方的軟骨魚類生物資料來自漁業捕獲，然而小型軟骨魚類常會歸入下雜魚

中不會另外記錄，很可能因而錯失許多重要資訊。 

（三） 符合重要棲地的條件多需要該物種經常性或規律的出現紀錄，以臺灣目前的查報

（申報）系統，無法完整記錄各物種，因此主管機關（漁業署、海洋保育署）可擬

定長期監控計畫。 

（四） 臺灣周邊海域還有許多軟骨魚類類群（譬如琵琶鮫、蝠魟、尖鰭鮫等）未進行進

一步調查，需要有更多的研究調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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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軟骨魚類重要棲地之劃設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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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筆者之前所提交沙烏地阿拉伯於阿拉伯灣軟骨魚類重要棲地之出版內容（共 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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