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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科會主任委員吳政忠去(2023)年在帛琉舉行的臺帛藍海會議中主動提出海洋科

普教育是保護帛琉海洋資源，實現永續發展的重要策略。此次臺灣與帛琉合作在帛琉

社區學院成立「臺帛海洋科普教育中心(Taiwan and Palau Ocean Science Education Center, 

TPOSE)」，林副主任委員此行拜訪主要行程，與帛琉總統惠恕仁共同為「臺帛海洋科

普教育中心」揭牌。 

 

         本次行程並安排拜會帛琉政府高層，總統、副總統及農漁部暨環境部部長，雙方

均表示未來持續深化合作關係，共同致力於海洋資源永續並減緩氣候變遷對太平洋海

洋友邦的威脅。 

  



2 
 

目錄 
壹、目的 ............................................................................................................................................... 3 

貳、過程 ............................................................................................................................................... 4 

行程簡表 ................................................................................................................................ 4 

       一、拜會帛琉共和國副總統 ..................................................................................... 5 

       二、拜會帛琉共和國總統 ......................................................................................... 7 

       三、「臺帛海洋科普教育中心」揭牌儀式 ................................................................. 9 

 參、心得及建議事項 ............................................................................................................... 11 

 肆、附件 ................................................................................................................................. 12 

        一、新聞稿 ............................................................................................................. 12 

        二、新聞露出資料 ................................................................................................. 13 

 

  



3 
 

壹、 目的 
        臺灣在太平洋的重要邦交國-帛琉共和國，以其富饒海洋資源聞名的藍色國家。

氣候變遷與人類活動的增加，帛琉珍貴的海洋生物資源正遭受威脅。國科會主委吳政

忠於 2023 年 7 月在帛琉舉行的臺帛藍海會議中主動提出海洋科普教育是保護帛琉海洋

資源，實現永續發展的重要策略。 

        臺灣與帛琉官方合作在帛琉社區學院成立「臺帛海洋科普教育中心(Taiwan and 

Palau Ocean Science Education Center, TPOSE)」，旨在加強帛琉大眾對海洋科學的認識和

參與，為海洋生態保護提供一個不同於帛琉原民智慧的科學方向。該中心將成為一個

教育和研究的樞紐，提供帛琉民眾、政府部門、研究機構以及學校教師實地教學示範

的平台。林副主委與帛琉總統 Surangel S. Whipps Jr.共同為該中心成立剪綵揭牌，臺帛雙

方共同為永續海洋資源展開新的里程碑且更鞏固臺帛兩國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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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行程簡表 

 

  

日期 時間 行程內容 

04/29(一) 

09:45-14:35 桃園機場搭華航前往帛琉（CI30） 

15:00 班機抵達帛琉共和國 

16:00-16:30 拜會帛琉副總統 (J. Uduch) Sengebau Senior) 

18:00-21:00 
與臺灣駐帛琉特命全權大使黎倩儀、 

帛方農漁業暨環境部部長 Steven Victor 晚宴 

04/30(二) 

09:00-10:00 拜會帛琉總統(Surangel S. Whipps Jr. ) 

10:00-11:30 

臺帛海洋科普中心揭牌啟動典禮 

1. 開幕致詞 

2. 揭牌啟動 

12:30-14:00 前往帛琉鯊魚島享用午餐 

14:00-16:00 海洋生態考察-洛克群島( Rock Island) 

18:00-20:30 國科會於老爺酒店宴請帛琉總統及帛琉官方代表 

05/01 

12:00-14:00 帛琉副總統宴請臺灣訪問團 

15:30 機場 CHECK IN 

18:20-21:20 帛琉-臺灣( CI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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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拜會帛琉共和國副總統 

      時間：4 月 29 日下午 4:00 

        主要接待人員: 副總統兼司法部部長席嫵杜(J. Uduch Sengebau Senior) 

(一) 飛機於下午 3 點抵達帛琉後，林副主委馬不停蹄地前往副總統府，拜會副總  

統席嫵杜。 

(二) 席副總統首先歡迎林副主委來訪，也感謝臺灣在海洋科普教育提供的資助

及協助，希望臺帛雙方能夠在永續地球持續合作。另外，席副總統表示臺

灣在海洋藍碳的研究是領頭羊，希望臺灣能夠在帛琉經濟海域海洋藍碳價

值的估算繼續給予協助。 

 

林副主委與席副總統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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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副主委與席副總統及訪問團團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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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拜會帛琉共和國總統 

      時間：4 月 30 日上午 9:00 

        主要接待人員: 帛琉總統惠恕仁(Surangel S. Whipps Jr. ) 

(一) 惠總統首先歡迎林副主委來訪及感謝臺灣資助及支援帛琉海洋科普教育。 

(二) 惠總統對於國科會支助的「帛琉海洋科普計畫」會在帛琉的 Ngchesar 和 Koror

兩州設立長期海洋水文資料觀測站表示感謝並提問設立在此兩州的原因，我

方訪問團的研究學者回復是因為 Ngchesar 比較會受強降雨的衝擊，可能會影

響海參及海草床，而 Koror 影響較小因海水交換較好，藉此可以互相比較其造

成的影響與原因。 

(三) 目前在帛琉有美國、臺灣、日本、韓國有設海洋水文觀測站，惠總統提出如

何結合這些國家觀測的水文資料並應用的需求，希望臺灣能給予協助。 

(四) 惠總統對於臺灣想要學習帛琉的海洋保育表示樂觀其成，以帛琉如何做鐘螺

數量調查為例，可以作為臺灣海洋保育的借鏡。 

臺灣駐帛琉大使黎倩儀陪同林副主委拜會帛琉惠總統 

  



8 
 

 
林副主委致贈國科會禮物(臺華窯轉寫盤)予惠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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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帛海洋科普教育中心」揭牌儀式 

時間:4 月 30 日 10:00 

主要接待人員：黎倩儀大使、帛琉總統惠恕仁(Surangel S. Whipps Jr. ) 

(一) 林副主委於致詞中強調，「臺帛海洋科普教育中心」也同時扮演著臺帛兩國

未來跨領域積極合作的平台，不僅在海洋科學教育、研究與國際合作，也

可以連結海洋政策、海洋保育以及其他氣候變遷下的關鍵議題。此外，未

來不管是學生、研究學者、相關部會等都可以藉由該平台來實地了解帛琉

作為一個海洋國家的文化與政策。 

(二) 惠總統致詞時談到，感謝臺灣與帛琉合作在帛琉社區學院(Palau Community 

College, PCC)成立「臺帛海洋科普教育中心」。因氣候變遷與人類活動的增

加，帛琉珍貴的海洋生物資源正遭受威脅，進而改變了帛琉人民的生活。

教育之於國家是很重要的，該中心的主要任務是學習及分享，藉由了解和

保存帛琉原住民對海洋的傳統知識和智慧，並且通過結合人工智慧，臺灣

將提供帛琉新的途徑，以保護和傳承我們珍貴的文化資產。臺帛共同開啟

合作關係的新篇章，共同為保護我們的藍色星球尋求最佳解，致力於永續

海洋資源並減緩氣候變遷。 

 

林副主委於揭牌典禮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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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國科會科國處副處長黃郁禎、駐帛琉共和國大使黎倩儀、埃雷姆倫維州酋長

John Sugiyama、帛琉總統 Surangel S. Whipps Jr.、國科會副主委林敏聰、帛琉社區學

院校長 Patrick U.Tellei、農漁業暨環境部部長 Steven Victor、國科會自然處處長羅夢

凡，一同為臺帛海洋科普教育中心剪綵。 

 
帛琉社區學院校長 Patrick U.Tellei、帛琉總統 Surangel S. Whipps Jr.、國科會副主委林

敏聰、駐帛琉共和國大使黎倩儀於「臺帛海洋科普教育中心」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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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及建議事項 

1. 推動海洋科技外交，鞏固臺帛情誼 

臺灣的科研能量有目共睹，相信以臺灣在海洋科研的能力有助於推動臺帛兩國教

育交流、人才培育與技術援助，加深兩國之間的理解與信任關係。臺帛兩國共同

努力保護海洋生態環境、海洋汙染防治等，共同體現海洋國家的責任感。「臺帛海

洋科普教育中心」為臺帛兩國海洋科技交流與合作的平台，可以提供資源共享、

資訊交流及國際合作機會，有助於加強臺帛兩國的外交關係。 

 

2. 開發海洋藍碳，臺帛共同為全球淨零減碳貢獻心力 

海洋是地球上最大的碳儲庫，每年大約可吸收 25%~30%人為活動所排放的二洋化

碳，以海洋為基礎碳排除科技被視為可以達到「巴黎協議」所倡議”減少溫室氣

體的排放”的最佳可能途徑之一。臺灣及帛琉都是海島國家，帛琉擁有廣大的經

濟海域及豐富的海洋藍碳，但帛琉民眾對這些海洋藍碳的角色及可能潛在的經濟

價值不了解，海洋科普教育將成為帛琉海洋永續發展與海洋碳匯的重要一環。臺

灣科學家會持續深化在帛琉近海海域的海洋藍碳研究，尋求臺帛雙方在海洋科學

研究更多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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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件 

一、 新聞稿 

臺帛攜手海洋科普教育 永續海洋資源 

 

          臺帛海洋科普教育中心(Taiwan and Palau Ocean Science Education Center, TPOSE)於

今(30)日在帛琉正式揭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副主委林敏聰與帛琉總統 Surangel S. 

Whipps Jr. 共同揭示為臺帛雙方一同為永續海洋資源努力的里程碑，中華民國駐帛琉共

和國黎倩儀大使、農漁業暨環境部部長 Steven Victor 亦同參與盛會。未來此中心將由

國立中山大學、澎湖科技大學、國立海洋大學、中研院與海軍官校等組成團隊，前往

帛琉推廣海洋科普教育。 

         林副主委表示，臺灣與帛琉此次合作在帛琉社區學院成立「臺帛海洋科普教育

中心」，係緣於去(2023)年吳政忠主委在臺帛藍海會議中提出，海洋科普教育是保護帛

琉海洋資源且實現永續發展的重要策略；而帛琉珍貴的海洋生物資源，隨著氣候變遷

與人類活動的增加，日漸遭受威脅。因此藉由這個中心的成立，將有助於加強帛琉大

眾對海洋科學的認識和參與，為海洋生態保護提供不同於帛琉原住民智慧的科學方向，

也將成為教育和研究的樞紐，提供帛琉民眾、政府部門、研究機構及學校教師實地教

學示範的平台。 

        林副主委進一步表示，在駐帛琉共和國黎倩儀大使的協助下，臺帛共同致力於海

洋科普教育的推動，除了成立該中心，也初步建立了觀測能量，例如在帛琉的

Ngchesar和Koror此兩州設立長期水文觀測站，長期監測和研究海洋水文及環境參數的

變化，並在極端天氣事件當下(如強降雨或熱浪期間)，進行關鍵的即時環境參數收集

和分析。這些海洋觀測數據有助於分析出帛琉海域逐漸消失的海草床、海膽與海參的

原因。亦深入訪談帛琉原住民，進行質性研究，並能了解和保存帛琉原住民對海洋的

傳統知識和智慧。不僅有助臺灣與帛琉間的合作關係，亦致力促進永續海洋資源。 

        林副主委最後強調，臺帛海洋科普教育中心也同時扮演著臺帛兩國未來跨領域積

極合作的平台，不僅在海洋科學教育、研究與國際合作，也可以連結海洋政策、海洋

保育以及其他氣候變遷下的關鍵議題。此外，未來不管是學生、研究學者、相關部會

等都可以藉由該平台來實地了解帛琉作為一個海洋國家的文化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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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聞露出資料 

1.中央社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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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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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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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波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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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央廣播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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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Yahoo 新聞/臺灣新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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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ia Belau(帛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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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sland Times(島嶼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