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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所有養殖的魚種裡，管理最

好的就是鰻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

養殖學系黃振庭教授指出，一來是主要出

口市場日本的相關規定嚴格，二來鰻苗資

源日漸減少，如何在產業發展與資源永續

之間取得平衡，成為各國的重要課題。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系
教授黃振庭

鰻苗管理與人工繁殖並進
推動產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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鰻魚可以分為河鰻跟海鰻，一般的

鰻魚罐頭或小吃攤常見的紅燒鰻屬於海

鰻，比較便宜；用來製作日本料理蒲燒鰻

的是河鰻，價格較高，河鰻養殖只能靠

野生鰻苗的捕撈，近年來由於撈捕過量、

棲地破壞、氣候變遷等影響，河鰻數量逐

漸下滑。目前歐洲鰻已經被列入瀕危野生

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2的物種，被

限制出口及貿易。此後國際也十分關注日

本鰻的狀況。為了保護鰻苗資源，東北亞

4國共同制定了各國每年鰻魚放養量的協

定，分別是日本21.7噸、中國大陸36噸、

韓國11.1噸及臺灣10噸。

捕撈量與價格波動起伏

鰻魚養殖大不易

因為受到放養總量的國際制約，業

者放養鰻魚要事先向漁業署申報，報備每

年準備從事鰻魚養殖的漁塭數量，主管機

關再根據上限10噸鰻苗的量分配給申請

的養殖戶。根據漁業署公布，113年度登

記的鰻魚養殖戶為270戶，養殖面積168

公頃，黃振庭指出，但實際上沒這麼多，

因為即使申請通過，養殖戶還是會根據實

際鰻苗捕撈量與價格，決定當年是否放養

鰻苗、以及放養多少鰻苗，以他現場調

查，實際放養的戶數跟面積大約是登記數

量的一半。

早年一尾鰻苗價格大約新臺幣5元到

10元，102年是鰻苗撈捕數量最低點，價

格飆升到一尾180元至200元，在那以後

鰻苗狀況起起伏伏。臺灣前幾年的撈捕

量約在2噸到4噸，114年鰻苗撈捕狀況不

錯，超過6噸，日本、韓國、中國大陸也

豐收，因此114年鰻苗價格又落回一尾10

元左右。

臺灣鰻魚養殖主要集中在雲林一

帶，根據黃振庭的調查結果，一般鰻魚養

殖戶的養殖規模以1甲到2甲地占最大多

數，但不會所有的漁塭都放滿，一方面是

沒有這麼多鰻苗，另方面是因為鰻魚養殖

過程會隨著魚苗長大進行分篩。

較常見的情況是，一口漁塭大概2分

至3分地，業者會先將鰻苗放置第1口漁

塭，在養殖過程中，長得比較快、規格比

較大的，跟長得比較慢的，要進行分篩、

分池，最後從1口漁塭分成3口到4口。

根據鰻魚的生長習性，大約6成鰻魚第1

年就可以出售，叫做「新鰻」；到了第2

年，可以再收剩下4成的2分之1到3分之

2；再剩下的就第3年才出貨，第2、第3

年才收成的稱為「老鰻」。新鰻的口感、

品質相對較好，價格也是最好的。

鰻魚生產成本可分為鰻苗、飼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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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人事、臨時人事、水電、還有土地租

金，其中鰻苗成本是最高的，也是最不穩

定；其次是飼料成本，鰻魚的飼料轉換率

（Feed Conversion Ratio, FCR）通常是1.2

到1.5，跟飼料品質有關，品質越好，轉

換率越高。黃振庭提及，112年調查時，

生產成本1公斤鰻魚約443元，1分地的生

產成本大約100多萬元。當年的池邊交易

價1公斤大約374元，由於臺灣鰻魚主要

外銷日本，池邊交易價都是由日本市場決

定，不是掌握在生產者手上，即時交易

價格會在鰻魚基金會網頁公告。一般來

說，池邊交易量會隨當年度鰻苗撈捕量波

動，鰻苗最少的102年最高曾經達到1公

斤1,300元，後來又回穩，110年時1公斤

500元左右。

投入人工孵育鰻苗研究

解決產銷失衡問題

另一個問題是後續的產銷平衡。黃

振庭提及，因應114年產量預期增加，漁

業署等相關漁政單位已著手準備相關推廣

活動。臺灣鰻魚產量最高時是79年，有5

萬多噸，當年他在百貨公司美食街賣藥燉

鰻魚湯，都是去基隆成功市場買活鰻，當

時約3萬噸外銷到日本，剩下的2萬噸就

供應內需市場；後來鰻魚產量逐漸減少，

為了維持外銷銷量，內銷的通路和管道日

黃振庭指出，鰻苗是決定鰻魚產業的關鍵因素，做好鰻苗管理及開發人工孵育技術，才能突破困境。
攝影：吳尚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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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減少，鰻魚才慢慢從民眾的日常飲食中

消失。儘管如此，現今臺灣外銷市場以活

鰻為主，內銷主力則以加工型態品如蒲燒

鰻，更方便運送、保存與使用。

近年來臺灣鰻魚1年產量約4,000噸

左右，以臺灣1年100萬噸水產品的消費

量來說，要消化生產的鰻魚並不是很困

難。黃振庭建議，有關單位可以積極和通

路商合作，提高產品的能見度，改變消費

者飲食習慣，重新建立食魚文化，拓展內

需市場。但因鰻魚產量會受到鰻苗捕撈的

影響，對通路來說，每年狀況不穩定，也

會影響其經營意願。長久之計，還是要投

入人工孵育鰻苗研究，一來保護野生鰻苗

資源不被過度使用，二來有助整體產銷穩

定，才是最終解決之道。

現今各國都朝向完全人工繁殖努

力，雖然近年日本在鰻苗人工繁殖技術有

所突破，但成本還是太高，無法商業化。

黃振庭建議，可以借鏡日本黑鮪魚養殖發

展成功的經驗，當時日本政府規定業者如

果產量達到一定規模，就必須投入人力與

金錢進行人工魚苗的研究與使用。所以黑

鮪魚養殖研究的成功，靠的是大量的金錢

投入，臺灣的科學研究預算不多，又要分

配給50幾種養殖物種，無法太過專注在1

種物種上，也許還是要靠業界回饋挹注資

金至鰻苗研究，才能加快人工孵育鰻苗的

相關研究與突破。

借鏡平準基金運作機制

開發適合的保單

「在人工孵育鰻苗還不知道何時

能完全商業化的現在，野生鰻苗管理是

當下必須處理的議題。」黃振庭指出，

114年鰻苗捕撈量約6噸，這些統計數據

是日方推估之後再告知我方，臺灣其實

沒有對鰻苗的捕撈量進行詳細統計。任

何決策都要掌握確實的統計資料才能進

行，尤其鰻苗又是決定鰻魚產業的關鍵

因素，且鰻苗撈捕時間與地點都是固定

的，要掌握情況其實也不難。

此外，目前撈捕鰻苗主要以漁船

撈捕和個體戶漁民，撈捕量以漁船占大

圖片來源：財團法人豐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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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個體戶漁民則以手抄網於岸邊、河

口作業，每年鰻苗季節到來，均會吸引

漁民到各個河口撈捕鰻苗，期間正值東

北季風，臨海作業其實相當危險。他建

議漁業署推行捕撈證照認證制度，不只

可以掌握鰻苗資源，也保障相關從業者

的安全。

證照可以分為個體戶跟漁船兩種，

想要從事捕撈都必須申請登記，由漁業

署或鰻魚基金會開課，內容包括捕撈的

規定及安全課程，課程結束後發給安全

工具與裝備。而持有證照的捕撈者或漁

船撈到多少、賣給誰，都要立即回報紀

錄；有相關紀錄可檢視，後續再根據紀

錄決定是否延長或取消持有證照。而盤

商交易只能跟有證照、有捕撈紀錄的捕

撈者往來，養殖業者也只能跟這些有登

記的盤商購買，慢慢的整個產業的管理

就可以串連起來，流程透明化，就可掌

握鰻苗資源的數量與流向，對於產業未

來的規劃與發展才能更健全。

黃振庭也指出，雖然為鰻魚開發

相關保單立意良善，但是目前應用於水

產養殖的氣象參數型保險大多是針對低

溫或降雨，以鰻魚養殖來說，可能不太

適用。鰻魚不怕低溫，高溫的影響也不

大，關於鰻魚的病害也已有相關的研究

與管理因應方式，且臺灣鰻魚業者對於

圖片來源：財團法人豐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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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災損的因應方式都相當熟悉，對於

保險的需求不高。如果要開發適合鰻魚

養殖的保單，還需要更多專家針對鰻魚

養殖的相關風險再加以研究。

不過，過去農委會（現為農業部）

曾針對水產品設立平準基金，就是一種

應對價格波動的制度，或許可以作為參

考。平準基金會根據水產品的生產成本

與常態售價訂出標準，如果售價高於標

準時，就收取一點費用到平準基金；當

市場售價低於標準時，平準基金就可以

回饋給業者，以減少損失。但過去多應

用在虱目魚跟吳郭魚，因為沒有交易證

明，很難確切得知業者實際販售情況，

現在平準基金已經沒有運作；不過，因

為鰻魚大部分是出口，比較可以掌握販

售情況，或許這些過去已有的機制可以

再拿出來檢視，作為未來保險政策規劃

的參考。

攝影：吳尚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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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系教授兼
系主任

學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博士
研究領域：�養殖經濟學、養殖管理學、統計

學、實驗設計與分析

黃振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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