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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座談會探討了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IUU）捕撈對全球漁業資源、食品安

全及合法經營者生計的威脅，強調國際間必須合作應對 IUU捕撈帶來的挑戰。IUU捕撈

每年造成 235 億美元的損失，破壞全球漁業管理，並與犯罪活動和人權侵犯密切相關。 

會議邀請了來自政府、非政府組織和商業團體的代表，共同分享提升水產品交易透

明度和可追溯性計畫的最新進展。歐盟-IUU漁業聯盟代表介紹了捕撈認證系統「Catch」，

該系統將於 2026 年於歐盟全面實施，旨在加強漁業管理和數據透明度。澳洲則在制定

新的進口法規，防止 IUU 產品進入市場，並參考歐盟和美國的經驗，研擬制定相關工作

計畫。臺灣分享了通過漁獲申報制度建立出口管控審查制度，以及建立「海洋之心」生

態標章，讓民眾可以更快速選擇永續漁業水產品。Sustainable Fisheries Partnership

（SFP）強調了全球供應鏈透明化的重要性，建議企業承諾採取措施提升可追溯性，並

與供應商建立長期合作夥伴關係，日本消費者合作社聯合會（JCCU）則介紹了日本參考

歐盟模式改善監管框架，建立 IUU漁業監管措施和推動永續漁業水產品的努力。 

各方一致認為，全球各國應加強建立一套相同的追溯系統，以及關鍵數據（KDEs），

並相互合作與數據共享，提高水產品供應鏈的可追溯性和透明度，實現數據透明化管理，

以應對 IUU 漁業及其相關的社會經濟問題，共同推動全球漁業永續發展和水產品市場的

透明化。 

 

關鍵詞：漁業、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可追溯性、關鍵數據（KDEs）、生態標章、

永續發展



 

 

 

目次 

壹、座談會目的與背景------------------------------------------------1 

貳、座談會過程------------------------------------------------------1 

參、座談會心得與建議------------------------------------------------9 

肆、座談會照片-----------------------------------------------------12 

伍、座談會簡報及相關資料-------------------------------------------13 

 

 

 

 

 

 

 

 

 

 

 

 

 

 

 

 

 



 

1 

 

壹、座談會目的與背景 

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IUU）捕撈是威脅海洋漁業資源永續發展和全球

海洋健康問題之一，估計全球每年高達 235 億美元的 IUU捕撈，IUU 捕撈破壞全

世界各國長期對於漁業永續發展與經營管理努力，進一步威脅到全球糧食供應、

安全及合法漁業經營者生計。IUU捕撈同時與組織犯罪有關，例如人口販運、武

器或毒品走私，以及漁工權益，IUU捕撈往往發生在合法許可但未受到實質監管

漁船上，包含未報告捕撈量或隱匿捕撈量。 

近年來，世界各國政府間組織、國家、供應鏈和非政府組織越來越專注及致

力於消除 IUU捕撈，確保漁業資源與漁業經營之永續發展，並保護水產品市場及

食品安全，其中歐盟、美國、日本等主要市場國家已採取進口管制措施，目的皆

為阻止及避免 IUU漁獲物進入水產品供應鏈市場，此外，日本、臺灣、韓國和中

國大陸在內的非政府組織正越來越致力於支持與改善漁業活動及水產品流通透

明化管理，朝著永續漁業前進。 

由於海洋到餐桌的水產品可追溯性資訊不完善，包括供應鏈中在捕撈、轉運

和包裝過程中的位置和方式等資訊未完善且無法驗證等因素，造成 IUU 捕撈活動

持續存在主要潛在因素，同時提升了水產品安全的風險，水產品安全從物種來源、

重量、保存、運輸、銷售等資訊錯誤，到通過不同國家運輸以規避關稅，可能在

消費端產生顯著額外成本，而消費者並無法做出正確的選擇。亞洲作為全球水產

品供應市場的樞紐，各方利害關係人必須共同在水產品捕撈、管理及可追溯性方

面合作，本次座談會議主要是邀請政府部門、商業團體、公民團體共同討論現有

水產品交易市場透明度及可追溯性計畫，以利持續推動水產品可追溯性政策。 

貳、座談會過程 

一、Seafood Legacy 副社長山內愛子博士（Aiko Yamauchi）開場： 

非法、未報告及未受規管（IUU）捕撈是威脅海鮮可持續性和全球海

洋健康的最大問題之一。近年來，政府間組織、國家、海鮮行業和非政府

組織越來越專注於消除 IUU捕撈。因此，通過這個座談會，我們希望分享

全球或區域體系的最新進展，以及亞洲地區為解決 IUU問題所做的努力，

這將使我們能夠進一步討論如何在本地區共同合作，切實解決 IUU問題。 

二、出席代表自我介紹： 

（一）The Nature Conservancy（自然保護協會）及歐盟 IUU捕撈聯盟代表

Thomas Brzostowski： 

1.歐盟IUU捕撈聯盟成員包括自然保護協會以及其他四個非政府組織，

包括世界自然基金會（WWF）、歐洲環境基金會（EU）、海洋保護協會

（Oceana）和環境正義基金會（EJF）。 

2.談論主題為可追溯性電子法規，以及如何在國家、區域和全球層面共

同努力，支持保護氣候及人民權益，促進可追溯性。該聯盟於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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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背景是歐盟在 2010 年生效的防止和限制 IUU 捕撈的法規，法

規引入了一個捕撈認證計畫，確保進入歐盟的水產品能夠溯源，防止

IUU產品進入市場，在 2018年，計畫關鍵元素之一是“Catch IT”，

是一套捕撈認證的標準化系統，系統實施時，所有歐盟成員國是自願

加入，從 2026年起，所有歐盟成員國都將被強制要求使用這套系統，

非歐盟成員國也將被鼓勵並可以註冊使用該系統。 

（二）澳洲漁業政策顧問 Cat Dorey說明： 

作為漁業政策顧問，目標是鼓勵政府制定一套計畫解決 IUU產品

進口問題，確保所有的水產品能夠在供應鏈中被完全追溯與標示。澳

大利亞是全球水產品進口重要參與者，主要出口市場包括中國、日本、

香港、越南和美國，出口水產品包括龍蝦、鮭魚、鮑魚和鮪魚；在進

口方面，主要進口市場為泰國、越南、中國、紐西蘭和印尼，雖然不

是最大的參與者，但在水產品進出口方面，確實扮演著重要角色。 

（三）我方代表說明沿近海漁業管理，包含減少漁撈努力量、漁具漁法管理、

物種管理、棲地維護、海域放流及海域巡護等六大措施，並介紹鯖鰺

漁業管理，由 2013年投入型管理至 2023年新增產出型管理之歷程。 

（四）Sustainable Fisheries Partnership（SFP；永續漁業夥伴）魷魚與

章魚供應管理主任 Carmen González-Vallés 說明： 

1.魷魚和章魚在亞洲食用消費量非常多，因此強化供應鏈改進是非常重

要的工作。過去魷魚物種在全球水產品交易並未完全被評估，因此有

許多不受規範的區域，這不是行業造成的問題，但卻是行業面臨的挑

戰。關於 IUU捕撈和與其直接相關的人權侵犯，現行法律或規範框架

不足以解決這個問題，公司應該積極參與人權盡職調查。 

2.SFP主要推動優先事項為加強治理、擴大參與、改善全球供應鏈透明

度及可追溯性，SFP 嘗試推動基於科學的漁業管理，並與各種團體、

專家合作促進魷魚漁業改進。 

（五）Japanese Consumers' Co-operative Union（JCCU；日本消費者合作

社聯合會）永續顧問 Satoshi Matsumoto 說明： 

1.日本消費者合作社聯合會成立於 1951 年 3 月，目前約有 302 個消費

者合作社和消費者合作社聯合會加入 JCCU，成員合作社的總營業額約

為 3.7兆日元，會員總數達 3000 萬人，JCCU 是日本最大的消費者組

織，JCCU 還為其成員合作社開發和供應自有品牌產品，並支持成員合

作社的業務發展和活動，JCCU 致力於在 21 世紀日本消費者合作社運

動理念下，實現更人性化的生活方式和永續社會。 

2.1997 年，JCCU 在年度大會上採納了這一理念，旨在「不讓任何人掉

隊」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JCCU 將繼續審視和改進我們的產品和

生活方式，以實現可持續的生產和消費。為了進一步推進對 SDGs 和

倫理消費的承諾，JCCU在 2021年 2月推出了一個名為“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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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新產品系列，該系列使用對環境和社會友善成分，並擁有越來越

多的認證標誌，表明產品在環境和社會方面是友善的及永續的產品。 

三、主席第一輪提問： 

（一）臺灣是否有任何規定可以確保防止 IUU 漁獲物出口，或者是否取決

於進口國要求？ 

我方說明： 

1.在臺灣，不同水產品需求差異，進出口產品的數量也會跟著不同，

當我們提到出口管制時，我們必須要知道漁獲物從哪裡來。在 

2015 年，漁業署制定了一項規定，我們稱為「漁獲卸魚申報管理」

規定，我們要求超過 10噸漁船進入漁港後必須提交統計數據和漁

獲記錄，例如鯖魚漁業，我們要求對所有漁獲進行稱重，不僅僅是

鯖魚及鰺魚，還包括其他漁獲物，包含鰹魚以及白帶魚等，所有的

漁獲都必須在漁會地磅稱重。 

2.有了申報制度，當我們談到出口管控有一定的管理效果，臺灣沿近

海漁獲物主要是國內銷售，但一些特定的物種，比如鬼頭刀（mahi 

mahi）主要外銷到美國市場，或者像白帶魚（ribbonfish）主要出

口到中國、韓國，以及少量出口到日本，所以白帶魚是臺灣首先規

範出口管制的物種。 

3.漁業署制定了規定，出口商必須向漁業署申請出口許可，漁業署會

檢查來源漁船是否都完成漁獲申報，此種作法讓漁業署掌握漁獲

的地點、時間和捕撈方法，這是確保來源合法及避免 IUU 漁獲物

出口的第一步，這個措施正在逐步擴展到其他物種管控。 

（二）澳洲政府已開始考慮對於水產品進出口制定相關法規以防止 IUU 產

品進口，請問澳洲政府具體行動是甚麼？ 

澳洲漁業政策顧問 Cat Dorey說明： 

1.澳洲政府做出了一項重要的政策，他們開始廣泛諮詢公眾以及歐

盟，試圖從歐盟和美國的系統中學習。過去一年半中，澳洲政府持

續諮詢如何制定計劃，而在過去 6 個月中，我們已協助澳洲政府

對於計畫草案進行討論，最終報告即將發布。 

2.該計畫報告包含三項關鍵工作： 

（1）第一項關鍵工作：重新審查澳洲貿易關稅代碼，目前對關稅代

碼的使用不佳，無法收集足夠的數據來對大量進口產品進行風

險評估。因此，這個過程的第一部分將是審查關稅代碼，至少

開始規範使用物種名稱，而非籠統的名稱，最大的一類海產品

是泛指的「魚」，這完全沒有任何意義；第二大類則是鮪魚、鮭

魚類和魷魚，必須精確每一種水產品來源，但作為進口國，通

常所謂的來源，只是最後的進口地點，例如它可能在中國加工，

但我們並不知道這個水產品是在哪裡、甚麼時間或甚麼方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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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抓，因此，第一項計畫將審查系統確認代碼，包括區分養殖

以及野生捕撈。 

（2）第二項關鍵工作：為高風險物種制定追溯計畫，我們根據歐盟

的 IEA聯盟的建議，將蒐集 20項關鍵數據，重點將集中魷魚、

沙丁魚、鯊魚和石斑魚。進口時將要求紀錄這些關鍵數據要素，

並將在兩年內逐步實施，並再逐步調整為強制性管理，將在結

束時進行為期三年的審查，再進一步考慮擴展到其他高風險物

種。 

（3）第三項關鍵工作：協助澳洲政府持續參加全球多邊合作計畫，

確保澳洲政府所制定管理規定或計劃能夠與歐盟和美國計畫

融合，我們持續協助澳洲政府推動數據化管理及資訊透明共享。 

（三）歐盟是最早進行進口管制區域，歐盟目前對於漁業管制進行調整，使

管理內涵更具意義，針對歐盟修訂漁業管制規定，其中以電子監控強

化海上漁船監控及漁獲透明度的優勢好處為何？ 

自然保護協會 Thomas Brzostowski 說明： 

1.人們常說，無法測量的就無法管理。我們知道，世界上許多漁業主

管機構缺乏良好的數據，無法讓他們更有效地管理海洋漁業並確

保其永續發展，而這正是歐盟修訂漁業管制規定所關注的問題，目

的是在彌補管理缺漏。 

2.新規定要求所有歐盟船隻（船長 18公尺以上）強制安裝船上電子

監控系統，並逐步推展至不論船長及大小，所有歐盟船隻都必須配

備電子監控系統，事實證明這有助於增加可追溯性並加強對海洋

生態系統的管理，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3.世界上一些地區已經展現了其積極影響，例如智利鱈魚漁業就是

一個例子，在 2017 年，智利政府與當地漁業團體共同引入新管

理計劃，決定使用電子監控系統來確保海上作業合法性並減少漁

獲丟棄率工同合作後，該漁業的丟棄率從 30％下降至 1％，這是一

個成功運作的例子。另一個側重於零售商方面，零售商在庫存 IUU

水產品方面承擔著巨大的商業利益風險，包括聲譽及消費者信任。

因此，今年四月推出了「都鐸透明度承諾」（Tudor Transparency 

Pledge），目前該承諾的簽署方包括沃爾瑪、泰萬通集團、貝里斯

政府，以及密克羅尼西亞聯邦等，以確保在 2027 年前實現 100％

的水產品透明化。 

4.水產品流通透明化需要各國政府制定法規實施，目前我們在全球

各地看到越來越多的例子，顯示大家都在朝著 100％船上監控系統

的方向發展，這是未來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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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政府組織如何作為市場參與者，與政府部門搭建橋樑，使新的框架

在漁業管制更易於運行，但在供應鏈管理角度該如何共同合作？ 

SFP供應管理主任 Carmen González-Vallés： 

1.對於水產品供應鏈最大的風險是複雜性，如魷魚是在某一個國家

海域捕撈，也可能在無管制的區域捕撈，然後在不同國家上岸，或

是在公海中轉運，而我們並無法明確知道這批魷魚究竟從何而來及

如何而來，再來這些魷魚會在另一個有不同進口或出口計畫國家進

行加工，並在另一個地區進行市場銷售或分銷，這涉及到不同國家

的進出口管控，但目前世界的和監管缺乏一致性，使得追溯性變得

非常困難。 

2.因此，企業在透明化上扮演重要角色，必須在環境社會責任（ESR）

範圍內承諾採取措施，這些措施將有助於提升可追溯性。ESR作為

一個團體所做的承諾，首先是與 IUU漁業相關，這是一個非常基本

的聲明，但並非所有公司都以公開的方式這樣做，2024 年將發布

一份「海洋揭露計劃（Ocean Disclosure Project）」報告，該報

告內容與 SFP 推行水產品流通透明化相關，並將參與更多永續倡

議，以在更多區域倡導永續及水產品透明化政策，SFP 也將在 2025

年發布一份 ESR績效報告，以確保我們自身的透明度。 

（五）作為面對零售和銷售渠道的消費者，監管框架非常重要，如何看待日

本進口管制規則？ 

JCCU永續顧問 Satoshi Matsumoto 說明： 

1.儘管比歐盟和美國晚了一些，日本也制定了針對 IUU漁業的法律，

以防止非法水產品的流通，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進步，對消費者和

企業都有益處，在 2010 年 11 月，JCCU 諮詢歐盟委員會，瞭解他

們正在採取哪些針對 IUU 漁業的對策，包括如無法證明其來源合

法，無論其種類如何都不能進口。 

2.日本推行類似歐盟管理措施以消除 IUU 漁業所衍生的水產品進口

流通是非常重要的。在日本，從 2022年 12月開始，針對漁業的適

當流通系統將包括國內捕撈的九孔、海參及 2025 年 12 月起玻璃

鰻也將納入，以及進口部分則為的魷魚、沙丁魚、鯖魚和秋刀魚。 

3.涉及 JCCU交易的物種也在此管理名單內，目前該管理制度對產品

供應尚無影響，但當詢問進口水產品的貿易商時，瞭解到每艘漁船

在通關時都必須附上一份捕撈證書，這使得政府部門行政工作變

得更加複雜，日本政府必須通過聽取實際執行意見調整管理及相

關系統，並評估在打擊 IUU漁業方面效果，希望未來能進一步擴大

適用範圍，涵蓋更多可能涉及 IUU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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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席第二輪提問： 

（一）在臺灣，漁業經營者需要配合哪些申報管理？必須提供何種申報資

料？例如捕撈時間、捕撈區域等資訊？ 

我方說明： 

1.臺灣在 2015年實施了漁獲申報規定，漁船必須申報其詳細的漁獲

數據，例如他們使用的捕撈方法，如拖網、流刺網或延繩釣等不同

方法，以及捕撈的物種和重量。 

2.漁民可以通過兩種方式進行申報，第一種方式是使用紙本文件，填

寫數據並提交給漁會，漁會會將這些數據提供給漁業署；另一種方

式是使用手機應用程式，他們可以通過電子方式提交申報。這項規

定僅適用於臺灣沿近海漁業中 10噸以上及各定漁業漁船，總共約

有 3,700 艘必須遵守。在 2015 年，我們推行這項規定時，漁民們

非常反對，因為使用紙質文件對他們來說非常困難，在 2016 年，

我們建立並推廣了電子方式來提交這些數據。在第一年，申報率僅

為 30％，但我們持續推廣電子是用方法，在 2023 年申報率已超過

80％，2024年的目標是將報告率提升到 90％以上。 

3.我們如何與漁民合作？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我們親自前往

漁港或者漁民家裡，一對一教導如填寫漁獲申報或操作系統；第二

種方式是，如果漁民使用電子方式提交漁獲數據能獲得一個積分，

當他們累積到足夠的積分時，就可以兌換一些小禮物，比如咖啡、

飲用水和衛生紙等他們在捕魚時能用到物品，漁民們非常樂意參

與，也逐漸推動政策的推廣。 

4.由於漁獲數據僅供政府使用，消費者仍然不知道如何選擇，才能避

免購買 IUU水產品，因此，在 2019年，漁業署建立了一個生態標

章稱為「海洋之心」，我們邀請了非政府組織、學者和漁會共同創

立工作小組來驗證（verify）申請。直到今年，漁業署已經驗證了

11 個漁業，其中鯖魚漁業是第一個獲得這個生態標章的漁業。不

僅如此，我們還製作了宣傳影片，讓消費者了解在哪裡可以購買這

些產品，同時與將近 400 家商店和企業合作，逐步推廣永續水產

品，這是臺灣推廣漁獲申報及永續海鮮的經驗。 

（二）從生產者收集的關鍵數據（KDEs）及貿易數據對於透明化是非常重要

的環節，2026年 1月歐盟新的 CATCH 系統將開始執行，KDEs在國際

合作中如何發揮實質作用？ 

自然保護協會 Thomas Brzostowski 說明： 

1.從 2026 年起，所有歐盟成員國將被要求強制使用 CATCH 系統，我

們鼓勵並期待看到有更多的參與者，這將有助於快速檢測虛假的

漁獲證書，或者在多種情況下使用漁獲證書，以減少行政工作並降

低流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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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捕撈和漁獲統計系統大多是基於紙本系統，這使得數據的獲

取和分析變得困難，也使得很難瞭解全球特定漁業或地區狀況，在

接下來的幾個月內，歐盟成員將在國內推行相關培訓，同時也為非

歐盟成員國提供培訓機會，以學習這個新系統。 

（三）澳洲政府已經逐步在建立可追溯性計畫，主要的相關措施包含哪一

些項目？ 

澳洲漁業政策顧問 Cat Dorey說明： 

1.澳洲政府推出的另一項關鍵立法是「2018 年聯邦現代奴隸法」

（Federal Modern Slavery Act 2018），該法於 2019年 1月生效。

這項法案不僅涵蓋水產品，還包括所有其他商品，如農產品、電子

產品、服裝等，所有年收入達到 1億美元的公司，都必須強制報告

其如何應對現代奴隸問題，這包括對所有供應鏈的報告，以及與供

應鏈相關的所有風險管控，同時建立相關行動工作。 

2.我們瞭解 IUU 與現代奴隸制度密切相關，這是一項非常有用的法

律，因為公司不希望自己與現代奴隸制有所關聯，但還沒有達到理

想狀態，甚至因為還沒有任何處罰機制，公司並不會全部有所揭露，

但我們確實在水產品方面看到了進步，此外，零售商也已經開始採

取措施，自 2023年 5月以來，我們提出了一些建議，如對犯罪行

為進行盡職調查，並對未採取行動的任何人進行處罰，我們可以看

到這些措施得到加強，但至少在我們所接觸的零售商和一些較大

的品牌中，已經逐漸在提升可追溯性和透明度。 

3.以上這些規定適用於國內和進口產品，我們也建議澳洲政府將這

兩個要素結合起來，因為它們是完全相互關聯的，但分屬於兩個不

同的部門在管理。另外，有幾項其他改進措施，包括水產品標示，

依據相關調查結果發現了很多水產品錯誤標示，但值得慶幸的是

餐飲服務業，包括我們所有的酒吧、餐廳、咖啡館等，原本沒有標

章規定，現在已規定標示產品是澳洲本地、進口或混合來源，澳洲

不同零售商在標章方面有不同標準，但這些標準並不一致，如鮪魚

罐頭會看到物種名稱、學名、通用名稱、FAO區域和捕撈方法，但

同一家零售商的其他水產品卻不會有相同的詳細資訊，因此，仍然

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四）日本公司或組織逐步在努力解決可追溯性問題，目前在減輕這些問

題的努力方面，現狀如何呢？以及 JCCU內的可追溯性發展如何？ 

JCCU永續顧問 Satoshi Matsumoto 說明： 

1.在日本，主要的水產品公司和全國性貿易集團除了在日本國內銷售

外，在全球範圍市場也佔有一席之地，日本政府從 2010 年後開始

制定永續採購政策並公開推廣相關資訊。從 2020 年開始更加重視

合法性與人權問題，日本國內對於負責任採購意識已有所改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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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人員指出日本市場上部分水產品來源於 IUU漁業，但個人認為

對於貿易業者來說，識別這些水產品並防止它們進入供應鏈確實是

困難的，目前為止，JCCU 在推動採購經海產品生態標章（如 MSC）

認證的原材料。我們做了很多努力，但在一些生產區域內仍有許多

魚種無法獲得認證，因此，單獨依靠水產品生態標章措施是有限的。 

2.關於可追溯性，JCCU 對一些水產品進行了特別檢查，以防止產品

來源被偽造，但這主要是通過訪問加工廠或製造商，並檢查其管理

狀況和相關文件來進行的，個人認為很難說這種做法能有效作為打

擊 IUU 漁業，在日本供應鏈中的貿易公司和加工商等企業間，缺

乏有效的系統來傳遞和共享漁獲、供應商等信息，再加上個人認為

日本消費者對 IUU 漁業問題關注度不高，建立可追溯性所需的成

本轉嫁到產品價格上的難度，是企業未能取得進展的原因之一。 

3.在日本很少有公司會認為如果價格低廉而販售來自 IUU 漁業的水

產品是可以接受的，但僅靠個別企業努力來推動可追溯性將無法取

得任何進展，期望政府和區域漁業管理組織能夠像今天所提到的那

樣，主導制定相關規則和機制，我認為這是我們的中長期計劃，除

了消除 IUU 漁業外，不僅需要在進口邊境阻止可疑的水產品，還

需要解決 IUU 漁業背後的社會和經濟問題以及漁業行業中的人權

問題，這對國際社會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五）對於全球性魷魚供應鏈市場，如何應對魷魚供應鏈中的可追溯性挑

戰，建立一個共同的可追溯系統？ 

SFP供應管理主任 Carmen González-Vallés： 

1.魷魚只是一個例子，還有許多其他行業面臨著相同的挑戰，想像一

個大型企業或集團，如果沒有對進入其系統的信息進行數據化處理，

我們如何能期望西班牙的一位檢查員檢查從德國、荷蘭或法國進口

的商品呢？目前有一些公司正在嘗試使用人工智慧來分析漁獲捕

撈證明書（CAD）以便統整相關資訊，後續必須持續進行數據化工

作，以利資訊對接。 

2.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為所有公司提供相同的建議，無論是小公司、

垂直整合的公司，還是大型企業公司，首要的事情是應該收集哪些

關鍵的可追溯性資訊？這是第一步，接下來是檢查系統資訊，已經

擁有資訊中有哪些是可以提取出來的關鍵數據（KDEs）來提高透明

度以及驗證的可靠性。 

3.可追溯性是一個不斷前進的過程，SFP嘗試提供相同的建議，我們

認為可追溯性需要數據化和驗證，但要考慮到每個公司各自的情況，

盡量做到最好。例如，如果無法獲取漁船名稱，試著找出其他相關

資訊，或者如果不知道魷魚來源，或者沒有具體的拉丁文名稱，試

著調查其運輸過程，包括轉載或是轉運地點，儘量收集能找到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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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資訊，評估整個供應鏈，這必須與供應商和客戶建立並培養長期

互信關係，更深入地參與到供應鏈中。 

4.有一種觀點認為應該減少供應鏈中的數量，我們並不確定哪一種方

式最好，但 SFP認為應該是建立良好且長期的合作關係。如果你每

年都在建立新合同或尋找新供應商，那麼你將永遠無法實施或要求

獲取資訊，因為你們之間並沒有建立長期且穩定的信任關係，你也

需要長期持續向你的客戶展示透明度及追溯的重要性。此外，在這

個行業中與你的競爭對手進行合作也很重要，因為某些競爭對手也

可能從你合作的公司採購，也許可以一起施加壓力，這些是為解決

可追溯性問題而提出的建議。 

5.目前全球尚有一些非常好的標準，例如全球海產品可追溯性對話

（Global Dialogue on Seafood Traceability; GDST）就是一個

很好的標準，但有時對於某些公司這些標準是難以承擔的，而 SFP

內部除了與供應鏈合作以外，也逐步與漁民合作，考慮如何從供應

鏈底端到頂端實現可追溯性。 

6.當我們想到可追溯性時，往往認為它是從零售商或從進口商開始向

供應鏈的底端延伸，但現實情況是，當與零售商討論時，如說我是

一位零售商，一個在阿根廷的船主或漁船，要求他們開始做可追溯

性時，他們在產品登陸後把它賣給承銷商或貿易商，但不知道這個

產品接下來會去往何處，這環節就出現追溯漏洞，因此，從底端到

頂端的可追溯性也很重要。因為在某些環節上，市場中有許多參與

者，很多事情可能會朝相反的方向發展。供應鏈的越多環節能夠向

上追溯，越多關鍵的特定參與者就能更好地控制整個過程，理解可

追溯性如何從底端到頂端，以及從頂端到底端運作方式非常重要。 

參、座談會心得與建議 

一、全球水產品市場交易與可追溯性電子系統： 

（一）本次會議邀請不同面向的講者分享各國在推動水產品可追溯性的努

力，突顯了全球水產品交易市場對追溯性需求的增加，以利進一步打

擊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IUU）捕撈，更進一步突顯各國政府與

非政府組織、產業界與企業界合作的重要性。透過各國的分享，可以

看到歐盟數據化系統在提升可追溯性方面的重要作用，例如歐盟即

將在 2026 年全面推行的線上數據化系統、澳洲政府水產品可追溯性

計畫、日本政府實施「水產品流通適正化法」，均在提高透明度、可

追溯性及管理效率。 

（二）臺灣未來努力方向： 

1. 提升漁獲統計數據申報與數據化管理： 

我國特定物種漁業漁船（鯖鰺、寶石珊瑚、鎖管、飛魚卵、鮪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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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釣等漁業種類）規定要求裝設 VMS設備以追蹤作業地點，並規定進

港必須進行卸魚申報，但數據僅限於政府部門使用，且尚未有如同歐

盟或日本的追蹤系統，並無法全面掌握貿易商及國內零售市場流向，

可借鑑歐盟作法或引用 CATCH 系統推動全面的數據化系統，將所有

漁業活動和產品數據納入電子平臺中，以提升數據的即時性和準確

性以及貿易商取得相關數據的便利性。 

2. 擴大外銷管控物種，並與國際合作共享關鍵資訊： 

臺灣對於部分物種已開始進行出口管控，為避免 IUU 捕撈及漁

獲物出口提升透明化，相關工作可從國際貿易開始著手，逐步引進至

國內市場，在國際尚未有一致性系統之前，加強與其他國家和國際組

織合作，特別是針對跨境漁業和進出口產品的監管與追溯措施，建立

更為完善的合作機制。 

二、滾動調整漁業管理規範，持續各國合作打擊 IUU漁業 

（一）在本次會議中，各國展示了打擊 IUU捕撈的政策措施，例如歐盟的強

制電子監控系統、日本的進口管制規則及澳洲建立管控計畫，完善物

種進出口號列正確性，這些措施提升漁業管理、推動電子化管理、增

進水產品市場透明度對於打擊 IUU 捕撈重要性。 

（二）臺灣未來努力方向： 

1.持續提升漁船作業監控與卸魚申報機制： 

臺灣沿近海漁業除針對特定物種漁業漁船（鯖鰺、寶石珊瑚、鎖

管、飛魚卵、鮪延繩釣等漁業種類）規範裝設 VMS設備外，逐步推動

小型漁船（筏）裝設 AIS設備，除提升海上作業安全外，更能夠掌握

漁船、漁筏作業位置及即時性監控。因此，可在現有政策推動基礎上，

持續提升漁船（漁筏）作業監控，同時提升卸魚申報率及精準度，以

更有效地打擊 IUU捕撈。 

2.出口管控擴大至其他重要經濟物種： 

日本進口管制措施已針對特定漁業產品建立強化的防 IUU 捕撈

產品輸出管理制度，要求出口時提供漁獲證書和追溯性文件，臺灣已

針對白帶魚訂定「白帶魚出口應遵行事項」，後續必須持針對重要出

口物種（如鰻苗、鬼頭刀、鯖魚等物種）進行溯源及出口管控，以避

免 IUU漁獲物出口。 

三、提升企業參與，建立長期合作夥伴關係，持續推動永續海鮮 

（一）會議中提到許多國家正在改善水產品追溯方法，即從生產端到銷售

端的整個供應鏈管理。例如歐盟即將引入的 CATCH電子化系統，提升

漁獲來源認證可信度，並降低人力行政成本，澳洲的「2018 年聯邦

現代奴隸法」亦鼓勵企業提升供應鏈的透明度和社會責任。 

（二）臺灣未來努力方向： 

1.持續與產、學、公民團體及企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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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 IUU議題，全球合作是未來漁業管理的趨勢，除了建立一套

共同的追溯體系外，最重要的是需要各方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政府

制訂適當且有效的管理，同時蒐集準確漁獲數據，提升民眾對於永續

海鮮意識；漁民參與政府政策制訂，願意遵守規定避免 IUU 捕撈；企

業提倡 ESG，而永續漁業為 ESG 一環，協助企業建立 ESG，支持永續

水產品，最後是消費者，消費者參與政策制訂，願意多付出購買永續

水產品。各方利害關係人必須相互合作，才能更進一步提升水產品可

追溯性及促進漁業永續經營。 

2.持續推廣永續水產品認證及消費者教育： 

透過各種宣傳活動、媒體管道，提升「海洋之心」生態標章推廣，

提高消費者對於永續水產品的認識，並促使更多商店與企業支持並

加入永續水產品供應行列，逐步提升供應鏈體系透明度及水產品可

追溯性，確保水產品符合永續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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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座談會照片 

 
圖一、Seafood Legacy 副社長山內愛子、自然保護協會及歐盟 IUU 捕撈

聯盟代表 Thomas Brzostowski、澳洲漁業政策顧問 Cat Dorey、

本署張惟翔科長、 SFP 魷魚與章魚供應管理主任 Carmen 

González-Vallés、JCCU 永續顧問 Satoshi Matsumoto 及其口譯

員（左至右）。 

 
圖二、本署代表說明沿近海漁業六大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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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座談會簡報及相關資料 

一、座談會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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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座談會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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