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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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2007年將歐洲鰻列入附錄二，並進行嚴格管

理，倘鰻鱺屬於2025年CITES COP20被提列附錄二，生產國及消費國之貿易

將被檢視交易合法性，並被要求提出「無危害證明（NDF）」文件，此在我

國產業實務執行上確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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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次「鰻魚資源養護與管理國際合作非正式會議」(下稱鰻魚國際非正式

會議)，並於2014年第7次鰻魚國際非正式會議時由臺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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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鰻魚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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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已召開2次。 

 本次第 3 次科學家會議及第 17 屆鰻魚國際非正式會議分別於 2024

年 6月 3日至 4日及 2024年 6月 6日至 7日接連於日本東京召開，計有日

本、南韓、中國大陸及我國等四個經濟體出席，我國由本署林緣珠副組長

率署內同仁、產業、學界代表、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

及駐日本代表處經濟組與會。前開 2場會議內容分別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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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 3次科學家會議 

(一) 本次會議持續由日本東京大學八木信行教授(實體參與)擔任主

席及青山潤教授(線上參與)擔任副主席。 

(二) 東亞四國（中國大陸、日本、韓國與臺灣）之日本鰻捕撈及科學

活動概況分享。 

(三) 非會期之任務組合活動報告。 

(四) 東亞四國以新興科學且實用有效的方式管理東北亞地區的日本

鰻資源。 

(五) CITES公約中關於日本鰻及其他鰻現況討論。 

(六) 2025 年科學家任務分組線上會議預計於 2025 年 1 月至 2 月舉

辦；第 4 次科學家會議及第 18 屆鰻魚國際非正式會議預計於

2025年 5月至 6月召開。 

二、 第 17屆鰻魚國際非正式會議 

(一) 本次會議持續由日本農林水產省顧問森下丈二擔任主席。 

(二) 由第 3次科學家會議主席八木信行教授報告科學家會議總結。 

(三) 由各方檢視 2023-2024年漁季各國鰻魚（含鰻苗）之捕撈、養殖、

貿易等相關統計數據，各國放養量均低於 2014年聯合聲明所訂放

養量上限。另日本請中國說明 2020年異種鰻突然下降，且數字改

變為整數原因；及韓國與中國均分別詢問各國鰻魚進口狀況。 

(四) 審視各國目前採取之鰻魚資源保護管理措施，各國針對國內相關

管理措施修正部分進行說明，並進行管理實務意見交流；同時與會

成員確認下 2期漁季(2024-2025年、2025-2026年)日本鰻及其他

鰻放養量上限。 

(五) 日本分享有關日本鰻及其他鰻於相關國際組織討論概況。 

(六) 各方針對建立具法律約束力之國際/區域性管理組織進行意見交

流，各方均表示建立具法律約束力之國際/區域性管理組織將有助

於管理，而組織架構、如何運作及各國應如何合作之細節等須再研

議。 

(七) 通過日本鰻及其他鰻科學家會議及任務分組 1、任務分組 2職權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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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Terms of Reference，簡稱 ToR)。 

(八) 各方同意聯合秘書處說明之繳交會議資料時程，而現有資料期限

後中國將提供更新數據。 

(九) 日方提議由該國續辦第 4次科學家會議及第 18屆鰻魚國際合作非

正式會議，並預定於 2025年 5月至 6月在東京或其他主要鰻魚養

殖縣市辦理；另考量明年秋天將舉行 CITES提案國會議，確切會議

時間及地點將進一步諮商後決定。 

(十) 中國提案推動國際聯合研究合作計畫，以利爭取研究經費，主席鼓

勵科學家在會議期間就潛在研究主題及可能方案進行討論，並持

續開放討論。 

(十一) 各方同意發布聯合新聞稿（Joint Press Release），並附有鰻

線捕撈、放養，以及各階段鰻魚貿易統計文件。查聯合新聞稿至 7

月 17日止尚未於日本水產廳官網發表。 

另為了解日本鰻魚室內循環水養殖技術及現況，經由日本鰻苗捕撈業者

協議會（日本シラスウナギ取扱者協議会）事務局長清水孝之協助安排，

本團於會外以自費方式前往日本埼玉縣 2 處冷溫水循環式閉鎖型鰻魚養殖

場參訪，並於參訪期間進行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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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聲明(Joint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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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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鰻於同年亦被列入紅皮書之瀕危等級，IUCN雖不具法律約束

力，但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又名華盛頓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以

下簡稱 CITES)，締約國將參考 IUCN之評估報告後於大會中提案，於 2016 年

CITES締約國大會決議通過應加強調查鰻魚資源量及貿易情形，以作為下屆提

案與否之參考。2022 年第 19屆締約國大會雖未將日本鰻提列為 CITES附錄管

理之物種，但該次大會將真鯊科所有物種列入附錄二管理，即使其中水鯊資源

無虞，倘鰻鱺屬於大會中被提案，恐衝擊東亞鰻魚產業。  

    有鑑於國際對於鰻苗資源管理日益重視，且為免鰻魚被列入 CITES附錄管

理衝擊產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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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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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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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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共召開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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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3日

至4日在日本東京召開第3次科學家會議，並接續於同年6月6日至7日在日本東京

召開第17次鰻魚國際非正式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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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日本鰻及其他鰻於國際組織討論概況、交流建

立具法律約束力之國際/區域性管理組織意見、確立科學家會議任務分組1及任務

分組2職權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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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科學家會議之決議，持續進行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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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 3次日本鰻及其他鰻科學家會議 

第 3次日本鰻及其他鰻科學家會議於本（2024）年 6月 3日至 6月 4 日假日

本東京三田共用會所舉行，計有我國、南韓、日本及中國大陸（線上與會）等四

方產、官、學代表出席（出席名單詳如附件 1）。我國由國立臺灣大學漁業科學研

究所韓玉山教授率高雄科技大學漁業科技與管理系侯清賢副教授兼永續漁業發

展研究中心主任、本署同仁、財團法人台灣區鰻魚發展基金會葉信明董事長、汪

介甫執行長及駐日本代表處經濟組王清要簡任秘書與會。 

本次會議由日本東京大學八木信行教授（實體參與）擔任主席及東京大學青

山潤教授（線上參與）擔任副主席，旨揭會議討論情形謹摘要列點如下： 

(一)東亞四國（中國大陸、日本、韓國與臺灣）之日本鰻捕撈及科學活動概

況分享（各國科學家簡報詳如附件 6至附件 9）： 

1. 中國大陸：中國鰻魚養殖規模及分布、中國相較於全球的養殖狀況、

日本鰻資源保護行動方案（包含：鰻苗捕撈管理、2018-2020 年增殖

放流、長江大保護戰略及長江保護法）、鰻鱺資源的科學研究調查，

及其自 1973 至 2018年科研發展歷程，包含：鰻苗人工養殖與繁育研

究、PAT衛星追蹤標示及 T型標記等議題為主，並強調中國針對日本

鰻相關法規及管理作為執行情況，包含：鰻鱺捕撈許可證制度、2021

年開始長江十年禁漁(提供 30 多億美元予 23 萬漁民及 11 萬艘漁船

補貼休漁)，擴大長江口禁漁範圍往外延伸，以保障鰻苗的親魚資源

與洄游通道。 

長江大保護戰略與 2021年 3月 1日開始實施的長江保護法，強

調保護親魚資源，維持資源利用之間的平衡，並以保護優先、合理利

用、科技先行、合作共享四大原則推行，為鰻魚資源利用國，共同實

現鰻魚產業資源永續目標。 

2. 日本：1894 年起收集日本鰻捕撈生產量變化、1900 年起收集日本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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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產量，自日本長期累計的捕撈量數據變化趨勢顯示，日本鰻資源

持續下降。為減少鰻魚非法貿易狀況，自 2023 年起實施《特定水產

動植物國內流通適正化法》，並將日本鰻列入指定水產物種。另日本

從原日本鰻特別捕撈許可證轉為具強制力的都道府縣府知事許可證

制度，將有效針對鰻魚流通進行管控，並促使日本業者建立漁獲交易

紀錄，以及提供準確的漁獲捕撈量數據。 

研究重點成果分享議題包括：日本水產廳於 2019 年啟動的日本

鰻族群動態與漁業管理、日本鰻滅絕風險評估、日本鰻資源趨勢預測

分析，以及針對入池量及捕撈生產量採取適當的漁業管理措施。 

3. 韓國：持續收集 2003至 2022年的捕撈漁獲生產量趨勢、2011至 2023

年日本鰻進口與出口量趨勢、2012 至 2023 年日本鰻養殖產量趨勢，

其養殖量於 2021年突破 16,000噸；為保護天然日本鰻資源，日本鰻

漁業資源管理法規亦針對四大鰻鱺物種（包括： Anguilla japonica、 

A. rostrata、 A. bicolor、 A. mamorata）進行管理措施規範，根

據韓國的《內陸漁業法第 17章第 17.7.1條》規定，針對鰻鱺物種現

行管理措施，於每年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禁止捕撈體長 15-45 公分

鰻魚個體。 

4. 我國：針對 1991年至 2023年水產養殖新聞、漁業統計年報漁獲量、

臺灣玻璃鰻的每週捕撈量回報等數據，說明臺灣長期漁獲量變化趨勢，

研究成果分享議題，包括臺灣西南海域的日本鰻現場調查、不同 LED

燈光譜對 A. japonica 與 A. marmorata的成長與免疫力影響、日本

鰻基因體轉錄體資料數據庫建立概況、日本鰻性別基因的分子生物鑑

定、添加飼料改良劑對日本鰻免疫力與生長的影響，並針對臺灣日本

鰻現行的研究結果提出現行四大管理措施，包括禁漁期、放養量上限、

公告封溪護鰻規定，以增加產卵種鰻數量、持續進行鰻魚放流活動、

防治河川汙染及興建濕地等。 

(二)非會期之任務組合活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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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el Task Teams1：由任務分組主要負責人 Leanne Faulks博士報告

2024 年 4 月 19 日舉辦第二屆線上工作坊情形，包含各國與會科學

家代表（我國代表科學家為韓玉山教授、葉信明副所長、侯清賢副

教授），分享議題包括環境 DNA（Environmental DNA，簡稱 eDNA）

相關研究、運用漁獲資料相關時間序列模式建立與分析族群動態等

研究成果概要說明，及與會科學家問答討論重點。 

2. Eel Task Teams 2：由任務分組主要負責人箱山洋教授概要說明

2024 年 4 月 19 日於舉辦第二屆線上工作坊討論情形，討論議題聚

焦於衛星彈出式標籤追蹤、標籤改良及成本效益、日本衛星標籤調

查等，並就成員未來可能進行日本鰻相關追蹤調查及合作意向交換

意見。 

(三)以新興科學且實用有效的方式管理東北亞地區的日本鰻資源（各國科學

家簡報如附件 10至附件 17）： 

1. 講者 1_日本長野大學箱山洋教授：針對日本鰻資源評估與管理方式

說明，IUCN 依據 Criterion A族群評估指數及漁獲量下降情形，透

過族群脆弱度分析（Population viability analysis）評估隨機模

式日本鰻滅絕機率，而將日本鰻列入瀕危物種。然而，該研究結果

顯示，依據 Criterion E評估模式顯示日本鰻資源量並未達到列入

瀕危物種標準，日本鰻既未列入易危（CR）亦未被評估為瀕危（EN）；

另更發現 Criterion A的評估模式僅考慮生物族群量減少，可能出

現高估生物滅絕機率的狀況，建議應減少使用 Criterion A 進行海

洋物種的評估。 

此外，亦針對 CPUE的時間序列分析結果進行說明，統計種群

模型基本上是使用漁獲量資料構建的，獲取每個地區的時間序列資

料很重要，因為考慮到每個棲息地的當地種群的時空模型對日本鰻

魚種群管理是有效的。在過去十年中，日本鰻的玻璃鰻族群到達量

有所減少，使用族群量的時間序列資料將有助於科學資料的建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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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CPUE 的時空漁業數據在區域性日本鰻研究扮演重要角色。 

放養量管理是非正式會議後商定的日本鰻魚國際資源管理的

基礎，應與區域漁業管理和貿易透明度努力相結合，且漁業管理需

要可執行的法規。由於玻璃鰻的捕獲量幾乎作為養殖池的幼苗，放

養量管理可以透過最佳化水產養殖規模來實現日本鰻魚的可持續使

用。玻璃鳗的到來通常是同步的，但每年的漁獲量好壞都有一些區

域性差異，可透過國際進出口及國內放養量管理，以緩解區域漁獲

量的不足並滿足區域需求。 

每個地區的漁業管理也很重要，只有透過適當的漁業管理和

漁業監測，我們才能可靠地獲得最重要的時空捕撈資料，應用於資

源管理。有必要使玻璃鰻貿易更加透明，追溯養殖池的漁獲量和每

個地區捕撈的漁獲量。當達到最大養殖池放養限制時，捕撈禁令和

進口禁令需要一個可執行的法律法規和漁業監測系統。 

科學的適應性放養管理可用於根據玻璃鰻漁獲量調整養殖池

的放養量。如果玻璃鰻漁獲量很差，放養量將進一步減少。這種管

理措施理論上會比目前的固定目標“更好”，但目前還不清楚在理

論上是否會實現穩定的漁業，尚待更多的研究和討論。 

除了資源管理外，還需要保護河流、湖泊和沿海棲息地，正如

韓教授指出擴大保護區是有效的，在各個地區建立保護區是有效的。

中國建立保護區的努力非常好，保護區也需要可執行的法律法規和

漁業監測系統。 

2. 講者 2_日本長野大學 Leanne Faulks博士：根據蒐集長期試驗研究

樣本船之非商業性漁業資料( Fisheries independent indices，漁

業獨立指數，與依賴商業性漁業的抽樣相比，這些調查資料可以提

供較少偏差的魚類族群趨勢估計)與模式系群趨勢及限制進行評估，

並探討是否能透過遺傳學方式補足漁業數據不足之處，並改善日本

鰻的管理，根據其研究結果亦顯示，準確推斷族群量需要依靠大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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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及有效小族群樣本的體長大小平均分布狀況，促使模式估計準確

率的提升。 

3. 講者 3_大西洋海洋漁業管理委員會 Kristen Anstead 博士(播放預

錄影片)：針對美洲鰻漁業管理、岸際卸魚量及相關指數與評估進行

說明。目前美國聯邦水域尚未針對美洲鰻有特定管理措施，惟已有

幾個組織開始針對美洲鰻進行管理措施管制，如大西洋國家海洋漁

業管理組織（ASMFC）。另嘗試運用現有漁業、環境資料及耳石研究

資料建立鰻魚繁殖空間模型，發現水壩造成棲地破碎化（主因）、氣

候變遷及泳鰾寄生蟲等 3種潛在因素影響種群。 

4. 講者 4_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東海水產研究所王思凱(Sikai Wang)博

士：針對中國長江口日本鰻苗捕撈情況進行研究，以利後續進行資

源保護與管理。長江口為日本鰻的重要洄游路線，每年 1 月至 5 月

均有大量玻璃鰻出現於該地區， 2月至 4月為捕撈高峰期，其捕撈

量約佔中國總生產量的 60%以上，惟不同年份間變化趨勢不同。根

據 1990 至 2023 年的玻璃鰻生產量資料顯示，近年來的玻璃鰻產量

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該研究使用樣本船蒐集長江口的現場調查資

料（包含：網次、每日的鰻苗玻璃鰻捕獲量），並以此計算出 CPUE；

再者，亦使用問卷調查蒐集長江口漁撈作業經營相關資料（包含：

產值、作業船數、作業成本、作業淨收入等）。 

報告中亦說明中國針對鰻鱺資源保護的總體目標與四大原則，

總體目標係以強化鱺鰻資源保護與實現永續發展；其 4 大目標原則

包括：(1)保護優先、(2)合理利用、(3)科技先行及(4)合作共享；

依據 4 大目標原則可分為 10 項關鍵工作包括：(1)深化國際交流合

作；(2)推動鰻鱺棲息生態環境；(3)建立鱺鰻增值放流體系；(4)科

學規劃養殖利用；(5)推動限額捕撈；(6)加強生殖洄游研究；(7)展

開鰻魚專項調查監測；(8)健全鰻鱺保護管理制度；(9)完善鱺鰻保

護管理體制；(10)推動限額捕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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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講者 5_我國學者代表韓玉山博士：我國報告議題為以環境 DNA 評估

台灣河川日本鰻資源量及分布。(略) 

6. 講者 6_韓國國際漁業研究中心 Shin-Kwon Kim博士：首先介紹韓國

監測方法，主要調查兩條河川出海口、三個水庫以及兩條河川，調

查捕獲量、體長、年齡、成熟度及棲地環境，生態研究部分包含年

齡成長、元素分析（棲地移動特性）及成熟度；鰻魚洄游通道建立

與調查，研究 2019 年 6 月至 8 月期間有 63隻鰻魚，56 隻玻璃鰻、

7隻幼鰻進入魚道，後續持續進行調查研究。 

7. 講者 7_日本長崎大學 Kazuki Matsushige博士：針對當地淡水河川

的棲地生態與保護成效進行說明，報告內容包括河川棲地利用現況、

棲地生態利用研究、恢復棲地功能研究與方法。研究結果確定黃鰻

棲地利用的關鍵因素，其大體型及小體型的黃鰻均喜歡躲藏於礫石

及岩石構成的河床環境，故礫石及岩石構成的河床將可能成為黃鰻

的重要躲避場所，現行恢復棲地的機制有兩大方向包括 

(1) 藉由河岸工程設計實現創造合適棲地環境與保護機制，但河岸

工程尚有需花費大量成本與時間等問題存在； 

(2) 漁業經營者協助架設緊急臨時設備，如石倉網(Ishikura-net)

及河床棲地營造(Riverbed cultivation)。 

8. 講者 8_日本水產研究教育機構 Nobuto Fukuda 博士：回顧 1968 至

2011年間日本鰻成熟種鰻個體之耳石判讀研究、日本鰻洄游路徑與

各階段生命週期研究，確認日本鰻歷史分布熱區，依據洄游分布路

徑確認馬里亞納海脊為日本鰻產卵區，另研究團隊在該海域中以 3-

4 節速度拖網成功採集到成熟日本鰻樣本個體共計 18 尾（雄性計 8

尾、雌性計 10 尾），並藉由成熟個體樣本之耳石年齡、性比、生物

棲地等相關數據及樣本分析確認鰻魚族群量。 

研究發現棲息地的使用在個體之間差異很大，雄魚在生長期間

偏好待在溪流，雌魚則偏愛河口及海洋棲地環境；另從捕撈行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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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發現，多尾雌魚多會分布在拖網網側面被抓住，而雄魚則在囊袋

末端被單獨抓住，顯示雌魚活動力較佳且具高密度聚集性。 

另研究結果亦顯示，產卵地的成熟樣本蒐集與分析，如年齡成

長、性比、生長環境參數資料，可為日本鰻繁殖研究提供重要的族

群量資訊，其產卵地的調查研究亦可提供瞭解日本鰻的產卵方式或

生態狀況，爰建議未來應持續進行日本鰻產卵地的長期監測，並以

更有效方法收集產卵區相關資訊。 

韓老師建議捕撈成熟個體可嘗試於 6-7月新月期間提升採集效

率。中方追問鰻魚繁殖期是否受新月或水質環境影響，Fukuda 博士

回應不確定是否受新月影響，但可以確定不是水質的影響。 

(四)CITES公約中關於日本鰻及其他鰻現況討論： 

本節由日本水產廳針對 CITES 動物委員會（Animals Committee）

第 32屆會議與常設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第 77屆會議就鰻魚

物種的管理現況與未來科學家重要會議日程等議題進行說明。 

1. 2022 年 11 月 CITES COP19 會議中，商業性漁業捕撈的水鯊（Blue 

shark）在未有資源疑慮之情況下被提出討論，提案列入附錄二並經

過三分之二成員同意通過。歐洲鰻已於 2007 年被列入附錄二，其

CITES處理原則為： 

(1) 強化溯源管理措施及執行力，評估合法取得證明（Legal 

acquisition findings， LAF）的可行性； 

(2) 考量於出口時提供無危害評估結果（NDF）的可行性，並應定義

鰻魚各生活史階段之名稱。 

2. 2023年 6 月 19日至 23日於日內瓦會議中，成員針對締約方於鰻魚

研究有數項關鍵性建議，包括： 

(1) 強化特定物種的統計資料及各生命階段週期生物資料的紀錄

與蒐整； 

(2) 共享生物辨識的技術優點及現行研究主要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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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持續維持基礎生物學參數資料的蒐整，藉此瞭解鰻魚的生長歷

程，以及推動跨國研究合作計畫，以永續漁業資源的方式使用

鰻鱺資源； 

(4) 建立鰻鱺的各階段生命週期監測計畫； 

(5) 合作與分享無危害風險評估結果。 

3. 針對鰻魚管理現況，未來應特別注意的事項包含： 

(1) 歐洲鰻及其他鰻鱺類的非法貿易已開始收到關注，包括日本鰻

在內的部分鰻鱺類已開始受到國際貿易的限制及審查； 

(2) 未來可能於 2025 年 CITES COP20 會議建議日本鰻、美洲鰻及

其他鰻類列附錄二； 

(3) 日本鰻與其他鰻類未來的進出口規範將可能比照歐洲鰻的限

制與相關規定。 

(五)關於 2024 年至 2025 年日本鰻及其他鰻的科學活動與合作研究未來工

作計畫： 

本節內容為任務小組負責人員協助撰寫與提供，主要內容說明針

對日本鰻及其他鰻類資源保護，科學家會議的任務小組主要負責執行任

務及促進科學家合作重要性等議題，並於會議中再次簡要說明今年的科

學家線上會議結論重點，由 Eel Task Teams1 負責人 Leanne Faulks 博

士與 Eel Task Teams2 負責人箱山洋教授擬提會議結論，並提供與會人

員確認。 

葉信明董事長以水產試驗所副所長身份表達，水產試驗所東部漁

業生物研究中心江偉全副研究員有意加入 Eel Task Teams2，未來可以

就鰻魚標示放流之跨國合作進行協助。會後本署已協助將江偉全副研究

員聯繫資訊以電子郵件報送 Eel Task Teams2負責人箱山洋教授。 

另，2025 年科學家任務分組線上會議預計於 2025 年 1 月至 2 月

舉辦；第 4次科學家會議預計於 2025年 5月至 6月舉辦；第 18 屆鰻魚

養護與管理國際合作非正式會議暫定於 2025 年 5 月至 6 月召開，確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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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將於接下來的第 17 屆鰻魚養護與管理國際合作非正式會議討論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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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17屆鰻魚養護與管理國際合作非正式會議 

第17次鰻魚養護與管理國際合作非正式會議(下稱鰻魚國際非正式會議)於

本（113）年6月6日至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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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名單詳如附件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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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由中國水

產科學研究院東海水產研究所蔣科技教授率團，我國由林緣珠副組長率本署同仁、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傅家驥組長及駐日本代表處經濟組王

清要簡任秘書與會出席（國立臺灣大學漁業科學研究所韓玉山教授、高雄科技大

學漁業科技與管理系侯清賢副教授兼永續漁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財團法人台灣

區鰻魚發展基金會葉信明董事長及汪介甫執行長列席）。本次會議秘書處由日本

水產廳及Global Guardian Trust共同組成，並執行會議安排。 

會議主席延續由日本農林水產省顧問森下丈二擔任（第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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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續邀

請中國、韓國及我方團長介紹與會團員後致開幕詞（附件 20）。會議討論情形，

謹摘要如下： 

(一)第 3次日本鰻及其他鰻科學家會議總結報告： 

1. 第 3 次日本鰻及其他鰻科學家會議總結報告由該會議主席八木信行教授

簡要說明，是日會議出席成員及科學家研究成果分享、任務分組 1 及任

務分組 2 於非會期之活動概況、日本水產廳分享 CITES 公約中關於日本

鰻及其他鰻現況等。 

2. 關於科學家會議(附件 22)及該會議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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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 ToR）草案(附件 23)，該草案無異議通過。 

3. 第 3次日本鰻及其他鰻科學家會議總結報告(附件 18)經與會成員無異議

通過。 

(二)檢視 2023-2024年漁季鰻魚（含鰻苗）之捕撈、養殖和貿易統計數據更新(附

件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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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經彙整各國資料以統計圖表呈現各國放養量概況，於 2023-2024 年

漁季各國放養量均低於 2014年聯合聲明所訂放養量上限。 

2. 日本要求中國澄清 2020年異種鰻突然下降，且數字改變為整數，請中國

說明。中國回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難以分辨物種並收集相關數據，

爰數據資料下降，主席接問疫情已趨緩是否考慮再蒐集，中國回應目前

尚未決定，但會先以估算方式來統計；另就數字修改為整數部分，因中

國統計單位於提交歷史數據給 FAO時是使用整數方式，為確保數據一致，

爰藉此修正。中國另已增加現地訪視以提升數據精確性。日本呼籲中國

異種鰻放養量能夠控制在低於放養上限的水準。 

3. 韓國詢問各國是否有進口歐洲鰻之相關數據，日本、中國（指官方正式

管道數據資料）及我國均表示無進口歐洲鰻。 

4. 中國要求日本及韓國提供該國從中國進口玻璃鰻數據，日本及韓國均表

示需要時間確認，主席同意日本及韓國於會後提供相關數據。會後秘書

處於 6月 19日電子郵件傳送資訊(附件 25)如下： 

(1) 韓國：2022 年 11 月～2023 年 10 月自中國及香港進口玻璃鰻總計

7,350kg（中國 35kg，香港 7,315kg）。 

(2) 日本：2022 年 11月～2023年 10月自中國及香港進口玻璃鰻（包含

非常少量的鰻苗 eel fries）總計 10,394kg（中國 0 kg，香港 10,394kg，

依據日本財務省貿易統計）。 

(三)鰻魚資源保育措施(附件 26)： 

1. 有關中國修正罰則部分，依據各省分管理法規微調法規撰寫方法，但和

原本法規差異不大；另中國亦補充現有鰻魚資源養護管理政策及相關細

節。 

2. 日本詢問中國長江十年禁漁計畫自 2023 年起實施，玻璃鰻捕撈量於

2023-2024 年漁季捕撈量有下降，是否因禁漁計畫影響。中國表示近年

監測鰻苗捕撈量確有下降，據觀察捕撈量下降因素繁雜，整體監測及捕

撈量確實不如 2022-2023 漁季，且鰻苗集中出現區域亦有變化；另因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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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流域及河口擴張區均為禁漁區域，中國認為被捕撈的鰻苗進入和長江

的鰻苗比例已發生較大變化，進入長江數量大於禁漁之前，樂觀估計 6

年後資源量會有恢復趨勢；又因中國管理措施日益嚴格完善，亦可能導

致鰻苗捕撈量下降。 

3. 韓國詢問日本如何進行捕撈量分配及是否有進一步再分配措施。日方回

應鰻苗捕撈量限額先前分配給各縣，近期再透過執照機制分配給漁船，

因此可以達成捕撈上限的控管，目前無規劃更進一步的再分配措施。 

4. 中國詢問日本因鰻苗來游時間不同，如何藉由科學方式去進行捕撈量管

理、鰻苗放養分配模式是以商業模式或政府分配進行管理、鰻苗價格機

制如何產生，及日本如何蒐集鰻苗捕撈數據之機制等，請日方提供經驗

分享。 

5. 日本回應預測鰻苗來游地點確實困難，日本鰻苗捕撈資料每月彙整，並

由鰻魚養殖相關組織提供相關入池量資訊，以進行捕撈量管理；分配模

式部分，因日本鰻魚養殖歷史悠久，日本鰻苗分配模式延續過往產業機

制進行分配，而鰻苗價格則為產業市場機制；另有關日本蒐集鰻苗捕撈

數據部分，資訊來自捕撈漁民申報及養殖場放養數據，經整合比對送交

學者（長野大學箱山洋博士）進行漁業監測統計分析，而日本養殖新聞

相關數據來源可能為貿易商或是業者等非官方管道，僅供參考，實際數

據仍是以官方數據為準。 

6. 韓國及我國針對鰻魚資源保育措施修正部分簡要說明，無成員提問。 

7. 日本依據第 16 屆鰻魚國際非正式會議決議(我國所提出之要求)簡報該

國水產流通適正化法內涵及規定，我方請日本會後分享簡報資料(附件

27)。 

8. 全日本持續養鰻機構山本浩二會長發表聲明，日本對玻璃鰻及鰻苗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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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獲量上限的重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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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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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利益至關重要，並敦促與會成員落實鰻苗放養量管理。 

9. 與會成員支持日本提案，下 2期漁季(2024-2025年、2025-2026年)日本

鰻放養量上限將維持 2014 年聯合聲明提到之前一年度放養量 8 成，其

他鰻種則維持第 15屆鰻魚國際非正式會議聯合新聞稿所訂標準。 

 

(四)有關日本鰻及其他鰻現況： 

1. 日方報告 CITES 的狀況(附件 28)： 

(1) 日本針對 CITES 動物委員會（Animals Committee）第 32屆會議與常

設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第 77 屆會議就鰻魚物種的管理現

況與未來科學家重要會議日程等議題進行說明。 

(2) 2022 年 11 月 CITES COP19 會議中，商業性漁業捕撈的水鯊（Blue 

shark）在未有資源疑慮之情況下被提出討論，提案列入附錄二並經過

三分之二成員同意通過。歐洲鰻已於 2007年被列入附錄二，其 CITES

處理原則為： 

I. 強化溯源管理措施及執行力，評估合法取得證明（ Legal 

acquisition findings， LAF）的可行性。 

II. 考量於出口時提供無危害評估結果（NDF）的可行性，並應定義鰻

魚各生活史階段之名稱。 

(3) 2023年 6月 19日至 23日於日內瓦會議中，成員針對締約方於鰻魚研

究有數項關鍵性建議，包括： 

I. 強化特定物種的統計資料及各生命階段週期生物資料的紀錄與蒐

整。 

II. 共享生物辨識的技術優點及現行研究主要挑戰。 

III. 持續維持基礎生物學參數資料的蒐整，藉此瞭解鰻魚的生長歷程，

以及推動跨國研究合作計畫，以永續漁業資源的方式使用鰻鱺屬

物種資源。 

IV. 建立鰻鱺屬物種的各階段生命週期監測計畫。 



 

 17 

V. 合作與分享無危害風險評估結果。 

(4) 針對鰻魚管理現況，歐洲鰻及其他鰻鱺屬物種的非法貿易已開始受到

關注，包括日本鰻在內的部分鰻鱺屬物種已開始受到國際貿易的限制

及審查；未來可能於 2025 年 CITES COP20 會議建議日本鰻、美洲鰻

及其他鰻鱺屬物種列附錄二，倘列入附錄二其進出口規範將可能比照

歐洲鰻的限制與相關規定。 

2. 全日本持續養鰻機構山本浩二會長表示，面對鰻鱺屬物種可能面臨水

鯊及歐洲鰻之遭遇，綜合考量鰻魚生活史各環節、科學討論和證據，

對於影響鰻魚資源變動的捕撈、海洋環境和河流環境等因素，需要進

行科學的討論。我們希望基於這樣的綜合性和科學性的討論和證據，

能夠進一步推進關於鰻魚資源可持續利用的討論，呼籲成員應密切重

視 CITES及鰻魚國際非正式會議成員合作之重要性。 

3. 日本表示，在 CITES中主要擔憂針對歐洲鰻非法交易和美洲鰻資源狀

況，為避免日本鰻因類似物種規定而被提案列入附錄二，建議於次屆

科學家會議由日本提案討論幼鰻物種鑑別，如制定物種判別指導方針，

倘能取得一定的成果，有利於 CITES提案中提出有效的反論；同時建

議各成員討論可能的應對措施，可於次屆科學家會議或鰻魚國際非正

式會議中分享。 

4. 主席決議此議題在會期外及未來科學家及鰻魚國際非正式會議持續

討論，獲各國同意。 

(五)有關建立具法律約束力之國際/區域性管理組織 

1. 日方以簡報說明可能推動成立國際/區域性漁業組織的三種分類，另

提出組織目標、管轄魚種、秘書處設置等清單便利各方討論(附件29)。

日本理解討論該等項目並非易事，惟支持繼續對話。 

2. 韓國支持續討論該等議題，並指出鰻魚捕撈和養殖活動涉及領土和領

海，未來新成立組織如何處理該等活動的管理值得考量。韓國並提出

海洋法公約主要是就高度洄游物種的管理和成立管理組織提供法律



 

 18 

基礎。 

3. 中國認為管轄魚種應針對日本鰻，美洲鰻和歐洲鰻未在東北亞區域生

息，應無須納入所有鰻種，惟支持繼續討論。 

4. 我國認為管轄魚種與未來須合作成員有關，並支持主席看法，認為海

洋法公約第 67 條有提供部分法律基礎供各國討論鰻魚物種的管理。

我國支持持續討論成立區域性漁業組織議題，惟對可能需要的時程表

示憂慮，擔心恐無法應對 CITES的挑戰。 

5. 主席綜整各方意見，認為各方支持討論建立具法律約束力之國際/區

域性管理組織將有助於管理，而組織架構、如何運作及各國應如何合

作之細節等均表示需再研議，獲各方同意。 

(六)日本鰻及其他鰻科學家會議及任務分組 1及任務分組 2職權範圍（Terms of 

Reference，簡稱 ToR）： 

1. 日本鰻及其他鰻科學家會議 ToR經納入成員意見修正後，共識通過。 

2. 任務分組 1及任務分組 2之 ToR，無異議通過。 

(七)未來工作計畫： 

1. 聯合秘書處概要說明 2024-2025 年工作計畫(成員應於 2025 年 4 月前依

資料格式繳交 2024 年至 2025 年鰻魚相關統計及管理措施等資料)，以

及 CITES相關會議安排及預計討論事項(附件 30)。 

2. 中國表示，由於國內鰻苗捕撈期間不同及對外發布統計數據之時間，提

議數據繳交截止日改至 6 月後，中國也願意持續更新數據。日本和我國

表示希望維持現有資料繳交期限，另建議中國意見可納入報告。 

3. 各國未來工作計畫無異議通過，在現有資料期限後中國將提供更新數據。 

(八)下屆科學家會議及鰻魚國際非正式會議時間及地點： 

1. 日方提議第 4次科學家會議及第 18屆鰻魚國際非正式會議由該國籌辦，

另比照本次會議模式接連舉辦，並預定於 5 月至 6 月在東京或其他主要

鰻魚養殖縣市辦理，獲各方同意。 

2. 考量明年秋天將舉行 CITES 提案國會議，附錄提案的截止日期是會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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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天，具體的舉辦時間將於進一步諮商後決定。 

(九)其他討論事項： 

有關中國提案推動國際聯合研究合作計畫，俾中國研究人員向中國科技部爭

取研究經費，主席鼓勵科學家在會議期間就潛在研究主題及可能方案進行討

論，並持續開放討論。 

(十)聯合新聞稿： 

1. 秘書處概要說明聯合新聞稿草案，並表示相關統計資料將隨聯合新聞稿

對外發布。 

2. 聯合新聞稿係參考第 16 次鰻魚國際非正式會議內容發布聯合新聞稿

（Joint Press Release），經與會各方依據各國實際概況調整文字後通

過之聯合新聞稿內容(附件 31)略以，日本、韓國、中國及我方等參與方

考量各方皆為 APEC 之經濟體，並於 2014 年共同發布促進東亞地區鰻魚

合作之聯合聲明，另於 2017年共同發布聯合新聞稿，並已關注到 CITES

第 19 次會議之決議文，爰願意在 APEC 海洋漁業工作小組的架構下持續

合作，故各方已合作推動鰻魚資源養護與管理措施，並允諾持續進行相

關議題之合作，包括：強化鰻魚的養護與管理措施、依 2014年聯合聲明

通過之限額進行鰻魚放養量控管、促進鰻魚貿易透明化、加強與其他相

關國際文書之合作、研議建立具法律拘束力文件的可行性、強化合作因

應第 20次 CITES 締約國大會、鼓勵私部門推動自主性管理措施。 

(十一) 會中觀察與會外交流情形： 

1. 與中方交流：中方團長仍為蔣科技教授(與上屆非正式會議相同)，團員

多為科學家，對我團態度友善。張婷婷教授表示生產量數據以整數呈現，

係因各統計單位資料彙整和格式轉換之緣故（公噸轉換為公斤）。 

2. 與韓方交流：Tae-hoon Won副組長感謝我國在其他國際會議和該國的互

動，並盼持續合作，另關心我國在 CCSBT之主席人選及會議安排。 

3. 與日方交流：生態保全室大森室長表示將持續討論成立具法律約束力之

國際/區域性管理組織議題，惟無意於短期內有具體成果，另對中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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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無紀錄進口歐洲鰻之說法不表認同。生態保全室小川太輝課長補佐

提醒 CITES 報告中提及我國和香港間之非法鰻苗貿易議題值得我國重視。

我團表示已與海關等單位協調強化打擊鰻苗走私，另也修改法規將查獲

走私的鰻苗放流或進行科學研究，以遏阻鰻苗非法貿易，並願與日本學

習打擊非法貿易的作法和經驗。小川課長補佐感謝我方所做努力，將與

內水面漁業振興室生駒潔室長建議就此議題與我國進行雙邊會議討論

(該議題非屬生態保全室業務)，另表示日本水產流通適正化法目前僅規

劃規範日本國內之鰻苗交易，暫無規劃適用於國際貿易。小川課長補佐

也允諾避免將 CITES文件列入會議報告之附件，以避免不必要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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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外參訪 

本團於6月5日經由日本鰻苗捕撈業者協議會（日本シラスウナギ取扱者協議

会）事務局長清水孝之協助安排，前往埼玉縣參訪（設施見學）武州瓦斯株式會

社 水 產 研 究 所 （ 琦 玉 縣 東 松 山 市 石 橋 字 番 神 2173 番 3 ， 企 業 網 址 

https://www.bushugas.co.jp/effort/advanced-project/ ）及平沼水產株式會

社上里halk（埼玉縣児玉郡上里町敕使河原字北勝場 1801番，企業網址 

https://food.hiranumasuisan.co.jp/ ）等2處冷溫水循環式閉鎖型鰻魚養殖場，

該等養殖場皆是由日本企業（瓦斯公司及汽車經銷商）多角化經營投入鰻魚養殖

事業，相關設施設備均由系統設備商Science innovation科創有限公司（株式会

社サイエンス・イノベーション，公司網址 https://science-innovation.jp/ ，

簡稱Science公司）依客戶需求進行規劃建置及保固維護，未來可模組化整廠輸

出。謹就參訪觀察及意見交流紀錄如下： 

一、 武州瓦斯株式會社水產研究所 

(一) 硬體建置部分 

因日本傳統棚架溫室養殖方式太熱且溫控不便，仿效韓國改為冷溫

水循環式閉鎖型陸上養殖系統，運用水處理技術及省能源技術在育成場

所中，以高育成率及短期育成為目標的閉鎖循環型養殖技術。對於水資

源較缺乏的埼玉縣，運用循環水系統可以做最小限度的抽取地下水加水

量及污水排水量，較傳統養殖模式節省營運成本60%。 

該場於2022年4月至同年8月間設置（耗時4個月），場房設施建設造

價計2億円、養殖設備計2億円，全場域整體造價總計4億円。內部建置有

PP材質圓形養殖池計6口，池重7.5噸，蓄水量37.5噸/池，池外包覆泡棉

保暖層，每池搭配一套獨立過濾系統（去氨氮過濾、沙濾桶逆洗及物理

性膜過濾）及監控設備（如水質監測、智能電箱等，可進行遠端監控、

異常發報、資料管理），每池並配置氧氣產生器（酸素発生装置，50萬円

/臺）純化空氣中的氧氣，再透過氧氣溶解機（酸素溶解装置）將純氧溶

入過濾水中供養殖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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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房屋頂設置太陽能板發電自用，僅供室內部分設備使用，因太陽

能供電不穩，主要仰賴一般市電供電並備有緊急用發電機，是否設置儲

能設備尚在評估中。場房外設置全自動冷熱交換系統（排熱回収型ヒー

トポンプ），運用廢熱回收熱泵（ECOマルチ・ヒーポン，ECO Multi 

Heatpump）可同時產生5°C～20°C的冷水和25°C～60°C的熱水，並依據氣

溫變化自動進行水體冷熱交換，與一般傳統煤油鍋爐/電動冷水機熱源設

備相比，運作成本節省約60～65%，同時減少約60%二氧化碳排放。 

(二) 營運及管理部分 

迄今已營運2年，目前設置管理人員計2人，每日視鰻魚攝食狀況，

單用粉狀飼料或單用粒狀浮性飼料或混合2種飼料進行投餵，每日投餵飼

料1次，粉狀及粒狀浮性飼料皆是鰻魚專用配合飼料，營養成分相同，惟

粒狀飼料可使用自動投餵機（風動式輸送，固定式噴口）投餵較方便省

工。監測設備感測元件（sensor）每週以海綿清洗2次，另全場域設備由

Science公司每年全面性保修2次，保修費用100萬円/次。該場域屬閉鎖

循環型養殖，因此生物安全防疫措施完善，人員進場皆需要置換場區專

用雨鞋並須浸泡消毒液，及腳踏式噴灑手部清潔消毒液。 

該場主要購入黑子放養，全場域6口池僅4口放養，每口池放養1萬2

千尾(密度約200-300尾/噸水)，剩2口空池進行養水及作為分池空間，養

殖過程依體型分池2次，池水恆溫約27度，水色呈現黃綠色係循環水系統

過濾所致，並無做藻水，養殖最快6至7個月可上市，育成率約70-75%。

另有關日本傳統養殖模式有生長遲緩個體的情況，推測每年大約有

1,000~2,000萬條生長遲緩的鰻魚，為能讓有限的鰻魚資源再生養殖，據

瞭解該場仍持續放置生長遲緩個體再生養殖，爰當日所見養殖池中仍有

2年前放養之個體。該場養成鰻魚因數量有限且標榜地產地銷，目前僅於

樂 天 市 場 網 路 商 城 以 蒲 燒 鰻 製 品 形 式 販 售

（ https://www.rakuten.co.jp/bushuunagi/ ）。 

二、 平沼水產株式會社上里h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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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沼水產株式會社社長係汽車經銷代理出身，因埼玉縣不靠海，希透

由在地生產、在地消費方式，回饋鄉里；另該場域於去（2023）年才興建完

成，目前尚在試驗性營運中，倘營運有成將會擴大經營，並朝農漁共生循環

經濟模式發展，初步構想是能將水產養殖結合水耕栽培作物(如芒果)，因

該場域後面備有廣大空地，預計規劃循環農作區，將運用養殖廢水進行灌

溉施肥，達到零碳排；或將養殖廢水含氮廢物再製成肥料販售。該場域取名

為上里 halkハルク，係指該場域配置有 hydroponics水耕栽培區，

aquaculture水產養殖區，laboratory鰻魚研究室及kitchen廚房（含鰻魚道

場職業訓練中心）等區域的縮寫總和，倡議人才與鰻魚培育，也要創造養殖

場進化空間之理念。 

(一) 硬體建置部分 

該場於2023年6月至同年12月間設置(耗時6個月)，座落土地為酒廠

用地，非農地且地價便宜，全場域設施設備造價約5億5千萬円。內部建

置有FRP材質養殖池計6口，蓄水量50噸/池，池外包覆泡棉保暖層，每池

搭配一套獨立過濾系統(厭氣細菌及好氧細菌生物性過濾、沙濾桶逆洗及

物理性膜過濾)及監控設備（如水質監測、智能電箱等，可進行遠端監控、

異常發報、資料管理），每池並配置氧氣產生器（酸素発生装置）將空氣

轉製為純氧，再運用氧氣溶解機（酸素溶解装置）溶入過濾水中，供給

養殖池使用。過濾系統設定每天過濾15次，過濾效率為2-3噸水/小時，

整套過濾系統佔設置成本2成。 

該場仰賴一般市電供電並備有緊急用發電機，目前尚未裝設太陽能

板，預計7月安裝，主要發電自用；場房外設置全自動冷熱交換系統（排

熱回収型ヒートポンプ），運用廢熱回收熱泵（ECOマルチ・ヒーポン，

ECO Multi Heatpump）可同時產生5°C～20°C的冷水和25°C～60°C的熱

水，並依據氣溫變化自動進行水體冷熱交換。該場域原是酒廠用地，使

用淡水無需另外申請，若用海水有排水問題才需要申請政府許可；另埼

玉縣政府較不重視水產養殖，因此政府未提供相關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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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營運及管理部分 

目前設置管理人員計3人（養殖場）及臨時人員計5人（飯糰製作與

販售），辦公室設置監控戰情系統，手機、電腦及平板均能遠端操作，可

設定溶氧、溫度、pH底線數值、自動化設定排程及示警系統，但尚不能

AI自主決策；另監測資料儲存雲端，版權屬平沼水產，而science公司亦

會運用數據改進修正監測設備。該場域雖屬閉鎖循環型養殖，但生物安

全防疫措施相對武州瓦斯場域略為寬鬆，並無更換場區專用鞋，僅提供

簡易消毒踩踏地墊及手部酒精消毒，場區內搖蚊滋生。 

今年放養黑子（規格10-40p）3萬5千尾，目前僅用5個水槽，每池平

均放養9千至1萬尾（最多放1萬5千尾），每天換養殖池水體5%水，其水源

為地下水，截至目前有90%育成率，惟本年土用丑日前應來不及達上市規

格。該場於活鰻出貨前將活鰻放置於特製籃子以較低溫（17°C）地下水

沖水3天，以利鰻魚鎮靜及清腸排泄。 

飼料投餵部分，鰻苗以吃粉狀飼料為主，當鰻魚規格達10P（每尾

約100克）後則改為粒狀飼料，據瞭解更改飼料原因係餵食粒料之鰻魚肉

質較好吃。另飼料添加物部分，鰻魚規格在7-10P（每尾約100-143克）

添加魚油10%，規格達7P以上添加魚油15%。 

該場於周末假期會開飯糰餐車於鄰近關越自動車道上里SA休息站

（サービスエリア・下り）販售鰻魚飯糰（每600克飯糰配一片20克蒲燒

鰻，販售價格為每個500日圓）作為推廣食育，自2023年5月迄今已販售

2萬5千個飯糰；目前業已洽談2家餐廳供應該場養殖活鰻。 



 

 25 

肆、心得及建議 

一、 會議觀察與心得 

此次出席在日本東京舉行的第 3 次日本鰻及其他鰻科學家會議以及第 17 次

鰻魚資源養護與管理國際合作非正式會議，更進一步瞭解日本、韓國、中國對於

鰻魚資源永續利用及養殖管理的重視與盡可能努力邁進，而臺灣應持續加強國際

合作，推動科學研究，完善管理措施，以確保鰻魚資源永續利用。以下是此次 2

場會議綜合性重要觀察與心得： 

（一） 日本鰻資源下降趨勢受到國際關注： 

1. 依據本年度會議統計資料顯示，日本鰻捕撈量持續下降，IUCN在 2014 年

將日本鰻列入瀕危物種名錄，而 CITES 逐年關注日本鰻及其他鰻資源狀

況，在美洲鰻嚴峻的資源狀態已被動物委員會認定為步入歐洲鰻列入附

錄二之前的狀態，又有真鯊屬（如資源狀態良好的水鯊）以預防性原則

列入附錄二的先例，提高了日本鰻等鰻鱺屬物種於 2025年 CITES 大會列

入附錄二提案可能通過之危機與不確定性，為了因應這個不確定性，有

必要持續加強臺灣的捕撈漁獲統計及捕撈管理，以利後續因應鰻魚國際

貿易須出具產地證明及無危害證明等管理作業。 

2. 日本在科學家會議中提出以其他評估方式（Criterion E評估模式）結果

指出，日本鰻魚的資源狀態，既未列入易危（CR）亦未被評估為瀕危（EN），

並非 IUCN 所稱瀕危物種（IUCN 以大型魚類評估方式進行日本鰻物種評

估，即 Criterion A 評估模式），了解不同資源評估模式所考慮的生物族

群量參數應審慎選取，盡可能避免出現高估生物滅絕機率的狀況，影響

國際漁業管理決策及消費者觀感，期待日本學者日後發表應能讓日本鰻

有新的管理面向。 

（二） 科學研究與數據分享： 

1. 各國代表分享了有關鰻魚資源的最新研究成果與數據，包括中國、日本、

韓國和臺灣的鰻魚捕撈及養殖情況。無論商業與科學研究之數據都必須

盡可能收集及格式標準化，對於了解鰻魚資源的時空序列變化趨勢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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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義，亦能提供資源評估模式較為貼近實際狀態，縮小高估或低估

差距，以利作為未來滾動式檢討相關資源管理措施之科學後盾。 

2. 本次日本在會議中亦提出，將科學研究評估及管理建議提供非正式會議

參考，係仿效區域性管理組織之操作模式（如科學次委員會決議管理措

施提送會員大會通過施行），也為未來鰻魚區域性管理架構鋪路，顯現以

科學為本的漁業管理及適應性（滾動式）管理模式係國際趨勢，亦是海洋

資源管理之顯學，亦符合 WTO 在漁業補貼議題上要求會員國以最佳科學

研究證據進行漁業管理的宗旨。然而，鰻魚因其河海洄游之生態（跨及聯

合國海洋法公約所稱的公海、經濟水域、領海、海灣、河口及內水）及商

業利用主要在魚苗階段有其獨特性，與一般海洋漁業利用對象如大洋性

魚類有所不同，鰻魚的生殖及其魚苗的來游生態研究具有高難度，在在

受到海洋環境 4D影響，包括三維空間、季節、物理、化學、生物的交互

作用，鰻魚的科學研究與資源追蹤必定須跨域（地理、學科）整合生物

學、生態學、海洋學、氣象學、機電工程學等綜合性科學，政策管理面也

須從捕撈管理、棲地復育、物種培育各種層面多管齊下來共同執行，才能

夠讓日本鰻資源永續利用。 

3. 去年第 16次非正式會議中，中國作為鰻苗供應國，即有正面徵詢日本與

韓國所需鰻苗量，而本次非正式會議中中國亦再度詢問日本與韓國是否

掌握本漁期從中國進口之鰻苗量，會後日方提供日本與韓國提供數據顯

示，日、韓均主要透過「香港」引進中國產鰻苗，雖是因中國通商口岸徵

稅之故，因此透過香港減免關稅出口降低成本，但依目前日本高度依賴

從香港出口的鰻苗情勢，若後續要日本拒絕從香港出口的走私鰻苗，唯

有決心落實「產地證明」始能有所區隔並有效防堵走私問題；另過去所認

知鰻魚產業規模較小且主力內銷的韓國即進口超過 7 公噸中國產鰻苗並

已完成入池，韓國的養鰻實力與內需市場不容小覷，韓國已成為日本及

臺灣的鰻苗競爭國，有必要持續追蹤觀察韓國之鰻魚產業發展。 

（三） 建立具法律約束力的國際管理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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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在會前提供並在會中簡要說明現行國際上有多樣的跨國或跨域漁業

管理組織，在資源管理的角度上各國代表一致認為，建立具法律約束力

的國際漁業管理組織對於鰻魚資源的管理具有重要意義，有助於促進各

國之間的合作及提升管理措施執行的一致性及適應性管理的有效性，這

是無庸置疑的。該議題納入本次會議議程討論，主要是藉由四國會議對

於日本鰻資源管理有進一步規劃與構想做成紀錄，供日方在後續 CITES

相關會議場合作為說帖，讓國際瞭解四國決心盡可能不讓日本鰻走上歐

洲鰻的後塵。 

2. 然在政治層面上此議題的討論亦須格外小心，有鑒於過去在第 8 次非正

式會議場合退席抗議之不快歷歷在目，我方再與生態保全室大森室長確

認日方態度，此議題持續討論即可，無意於短期內有具體成果，可見日方

在我國及中國間微妙關係的處理上亦有所考量。鰻魚捕撈和養殖活動涉

及領土和領海等國家主權，未來新成立組織如何處理該等活動的管理值

得細細研議與考量，富有國際漁業管理組織經驗的日本農林水產省顧問

森下丈二主席，亦提出海洋法公約第 67條有提供部分法律基礎供各國討

論鰻魚物種的管理，我方應及早邀集委託熟知海洋法公約與國際漁業管

理組織運作之專家學者進行研析，以尋覓我國最佳權益地位之國際組織

參與模式。 

 

二、 臺灣鰻魚資源管理與日後參團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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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日本鰻（鰻苗及成鰻）資源調查與評估、精進養殖與加工技術等科

學研究，及國際科研合作： 

1. 為因應 CITES 及各界關切，四國仍需有力科學研究基礎並提出具體措施

以解除各方疑慮，建議未來應持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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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動檢討各國相關管理措施，以利鰻

魚資源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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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學研究是資源管理的基礎，國際趨勢係以科學導向建立相關管理措施，

在連資源狀況良好的水鯊都已被列入附錄二的保育浪潮下，相較於臺灣

對於日本鰻苗資源僅有基礎漁獲量之蒐集，並無進一步長期調查研究，鑒

於鰻魚屬跨界洄游物種，我國應重視對鰻魚資源調查評估工作，並基於具

體科學研究之上持續國際合作，以提升我國在國際學研及漁業管理的正

面形象與能見度。 

3. 針對鰻魚管理現況，因歐洲鰻及其他鰻鱺屬物種的非法貿易已受到關注，

未來仍不排除可能於 2025年 CITES COP20會議建議日本鰻、美洲鰻及其

他鰻類列附錄二，倘列入附錄二日本鰻及其他鰻類未來的進出口規範將

可能比照歐洲鰻的限制與相關規定，有必要持續強化臺灣的捕撈管理及

提升漁獲統計之精確度，結合科學研究證據證確認日本鰻資源狀況，以利

後續因應鰻魚國際貿易須出具產地證明及無危害證明等管理作業。 

4. 本次鰻魚國際非正式會議中，中國提案推動國際聯合研究計畫，且獲主席

鼓勵並持續開放討論；鑒於鰻魚屬跨國洄游物種，相關族群資源研究仰賴

資源利用國共同合作努力，建議鼓勵我國科學家代表能就潛在研究主題

極可能方案持續與各國科學家進行討論，以利我國相關管理政策擬定推

行。 

5. 目前我國已有 4 位科學家（國立臺灣大學漁業科學研究所韓玉山教授、

高雄科技大學漁業科技與管理系侯清賢副教授兼永續漁業發展研究中心

主任、農業部水產試驗所淡水養殖研究中心楊順德主任及東部漁業生物

研究中心江偉全副研究員）加入鰻魚科學家會議之兩大任務小組，為能支

持與培育科學家建立科研數據與取得具體實績，建議與水產試驗所攜手

爭取農業部科技計畫經費分工執行，有助於未來提供本署制定進一步捕

撈管理及溯源政策推動。 

（二） 持續建立完善的鰻魚（苗）漁獲透明度溯源體系： 

1. 本次會議除持續關注鰻魚走私貿易的狀況，各國在鰻苗捕撈管理制度日

益強化，顯示前端源頭管理之重要性，如日本從原日本鰻特別捕撈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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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為具強制力的都道府縣府知事許可證制度，將有效針對鰻魚流通進行

管控，並促使日本業者建立漁獲交易紀錄，以及提供準確的漁獲捕撈量數

據；中國各省分推動鰻苗捕撈許可證限額制度，亦附加捕撈規模、漁具漁

法之限制。 

2. 我國捕撈源頭管理部分，除了漁船須取得主管機關核發之漁業執照屬許

可制外，岸際捕撈業者亦尚待進一步強化管理，另捕撈源頭端目前雖已初

步建置卸魚申報制度，因非屬強制性，目前使用狀況尚待強化宣導與輔

導，後續仍必須結合運銷端、養殖端及出口端確認來源一致性，尚須多方

與整體產業溝通與整合推行，早日建立漁獲透明度溯源體系，確實掌握鰻

魚捕撈、養殖及貿易透明化流通，有助於因應未來國際貿易管理之趨勢。 

3. 生態保全室小川太輝課長補佐提醒 CITES 報告中提及我國和香港間之非

法鰻苗貿易議題值得我國重視，將建議內水面漁業振興室生駒潔室長就

此議題與我國進行雙邊會議討論，雖日本已規劃於 2025年開始就鰻苗執

行水產品流通適正化法規定，但目前僅規劃規範日本國內之鰻苗交易，暫

無規劃適用於國際貿易，我方應持續透過雙邊會議或會後交流，建議日方

日後務必將該法擴及至國際貿易施行，以杜絕走私。 

（三） 持續關注並小心應對建立具法律約束力之國際/區域性管理組織議題： 

應及早邀集委託熟知海洋法公約與國際漁業管理組織運作之專家

學者，就組織架構、如何運作及各國應如何合作之細節等進行研析，以

尋覓我國最佳權益地位之國際組織參與模式，並在國際會議上持續參與

討論並適時提出反饋，以維護我國權益。 

（四） 後續參團成員組成應持續由產、官、學代表共同組團出席： 

鑒於國際對於鰻魚資源養護與管理日益重視，且明年度會議亦循本

年度 2 場會議接續召開模式，且討論議題與各國與會人員涉及層面廣

泛，為能在會場上與會外能有效率地交流意見與應對，及回國後縮短與

產業溝通之障礙，有必要由產、官、學代表共同組團出席。 

（五） 未來規劃將日本或韓國冷溫水循環式閉鎖型鰻魚養殖場納入青年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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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標竿研習活動參訪行程： 

本次出國期間於會外時間參訪埼玉縣2處冷溫水循環式閉鎖型鰻魚

養殖場，皆由日本企業（瓦斯公司及汽車經銷商）多角化經營投入鰻魚

養殖事業，與系統設備商合作客製化進行場域規劃建置及保固維護，可

模組化整廠輸出，並仿效韓國養鰻設備與技術，設置冷溫水循環式閉鎖

型陸上養殖系統，運用水處理技術及省能源技術在育成場所中，以高育

成率及短期育成為目標的閉鎖循環型養殖技術。對此，台灣企業亦可借

鏡學習多角化經營理念，如鰻魚室內養殖結合綠能，除有益ESG評比實

績，更有助於企業及鰻魚產業朝永續發展目標前進。 

對於水資源較缺乏的內陸地區，運用循環水系統可以做最小限度的

抽取地下水加水量及污水排水量，較傳統養殖模式節省營運成本60%。

為因應我國水土資源有限，且近年民間自主提升，提倡人才與鰻魚培育、

創造養殖場進化空間等理念，我國養殖產業模式改變及場域優化是必須

的；而發展循環水養殖系統與我國刻正推行省工、高效、節能之養殖政

策相符，值得我國借鏡學習，建議未來可安排我國漁業青年可赴相關養

殖場域參訪學習。 

另本次參訪學習之冷溫水循環式閉鎖型陸上養殖系統倘要應用於

我國產業，尚有應注意之處，如閉鎖循環型養殖應落實生物安全防疫措

施；監測資料儲存雲端應注意版權歸屬；多元加值養殖模式應落實養殖

為本；為讓有限鰻魚資源再生養殖，日本亦開始飼養生長遲緩個體，我

國未來是否還能取得鰻魚黑子資源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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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第 3 次科學家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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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第 17屆鰻魚國際非正式會議照片 

 



 

 33 

柒、第 3 次科學家會議及第 17 屆鰻魚國際非正式會議文件及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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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36 

 

 

 

 

 

 

 



 

 37 

附件 3 第 3次科學家會議文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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