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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從政黨輪替後，兩岸關係急速升溫，好像在趕進度般，從經濟、金融、貿易、教育、文
化、學術、農業、觀光等等，展開全方位的兩岸交流。
 

      而兩岸漁業互動也從過去的民間層級，轉為官方正式訪問，除了中國漁業局局長正式接受
我國漁業署官方邀請來台參訪外，緊接著第四屆中國(福州)漁業博覽會」、「海峽漁業經濟合作
與發展論壇」、「第四屆台灣海峽漁業資源共同養護與管理研討會」、「海峽兩岸遠洋漁業合作
與發展懇談會」等四項活動也相繼在福建省福州市盛大展開，台灣官方、學界、業界大老等紛紛
前往共襄盛舉，大談兩岸合作攜手邁向世界舞台。兩岸漁業交流一時間熱絡起來，雙方水乳交融
，也簽下多項合作契約與意向書，這其中兩岸政府無疑扮演推手的角色。當然以中國現今政經實
力（美國芝加哥全球事務學會日前根據經濟、文化、人文資源、政治和外交五個指標，進行各國
軟實力的調查結果發現，中國名列第三，僅次於美國和日本）與其國內市場所擁有的龐大消費商
機（2008年全球商業消費支出指數，中國位居亞太地區之首，商業支出高達7.2兆美元，比排名
第二的日本多出整整1兆美元；2008中國每人平均GDP為3100美元，消費能力大幅提高，消費指
數居金磚四國之首），的確對台灣商人有致命的吸引力，無不絞盡腦汁，用盡關係，希望能搭上
中國崛起的便車，開疆闢土，獲取更大利益，就商業角度亦無可厚非。 

  

 貳、兩岸存在競爭關係 

      問題是兩岸漁業真實狀況是，雖然有合作與互補的空間諸如：提供充分漁業基層勞動力（
台灣船員缺口約1.2萬人）、共同養護台灣海峽漁業資源、推動近海共同作業水域的漁業管理合作
、建立兩岸漁船海上事故協調處理機制等等，但是它同樣存在彼此競爭的部份，特別是國際市佔
率。隨著國際水產貿易快速成長，全球水產貿易額已突破1千億美元，商機龐大，但是分析競爭
力指數(RCA)中國只有1.55，反觀挪威和泰國的水產品競爭力指數高達7以上，顯示出了極強的競
爭力。為此中國近年來積極調整漁業生產結構，大力發展具有國際比較利益優勢的水產品，以增
強其國際競爭力，對台灣以外銷為主的水產品構成威脅。還有為因應海洋漁業資源日漸枯竭的事
實，全球海洋漁業捕撈配額已被大量限縮，更加深各國遠洋漁業經營的困難度與彼此間的競爭，
這些問題政府不應刻意忽略。台灣由於欠缺規模經濟，加以水土資源不足，使得台灣漁產品在國
際市場的開拓與競爭上顯得相當吃力，政府每年要編列大筆經費，協助業者辦理國際行銷宣傳（
如鰻魚赴日促銷並邀寫真女郎顏垠凌任親善大使引發爭議）。而身為台灣漁業主體的遠洋漁業（
年產量與產值分別為82.8萬公噸，437億元台幣），總體實力在世界排名第四位（其中鮪魚、魷
魚產量分別居世界第二、三位），設備先進，續航能力強，基地分佈廣，但是近年來隨著國際環
保與責任制漁業興起，公海面積被大幅限縮且為因應漁業資源日漸枯竭的事實，全球區域漁業組
織傾向縮減每年允許捕撈配額並進行減船瘦身計畫，讓台灣遠洋漁業經營陷入困境，需要政府給
予大力的救助，也給中國可趁之機。 

      相較於台灣漁業面臨諸多困境與發展策略的趨於保守，中國雖已躍居世界漁產品出口（出
口貿易額高達122億美元）與消費大國，且擁有近1700艘遠洋漁船，作業海域遍及三大洋公海，
在境外建立了約130個基地（代表處）和合資企業，成為世界主要遠洋漁業國家之一，先後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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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國家簽署了13個雙邊政府間漁業合作協定、6個部門間漁業合作協議，加入了8個政府間國際漁
業組織，同時還參與了12個多邊國際組織有關漁業的活動，在漁業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顯著增強
（事實上中國90％的遠洋漁業企業都是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非獨力經營個體）， 卻仍積極利用「
引智計畫」及兩岸農漁業學（技）術交流，透過合資企業與農漁民創業園等有計畫的吸納台灣人
才、資金、先進捕撈與養殖生產技術設備及辛苦育成的優良品系（根據官方統計漳州閩台水產良
種繁育示範基地先後從臺灣引進35個優良品種，經過消化、吸改、創新、推廣，部分品種發展成
為福建省水產養殖的當家品種。例如，從臺灣引進吳郭魚育苗技術，成功地育出"永強1號"全雄性
羅非魚苗，並在全省規模繁育，2008年該省吳郭魚（中國稱羅非魚）養殖面積達15萬畝，產量9.
94萬噸比台灣吳郭魚總產量8.10萬公噸還多；漳州市從臺灣引進九孔工廠化養殖設施和養成技術
，推動了福建省養鮑業的發展，2008年該省鮑魚養殖產量達2.29萬噸，產值超20億元人民幣，而
台灣九孔養殖卻因不明原因大量死亡，總產量只有382公噸，產值2.3億新台幣等等），並計畫透
過與台灣船東的合作，讓中國遠洋漁業的規模與實力能在短期間擴增，俾在國際相關漁業組織擁
有更多的捕撈配額與更大的發言權，相對削弱台灣在這些國際漁業組織原有的地位與國際的能見
度。過去中國即曾透過從國外進口二手超低溫鮪魚延繩釣船讓捕撈能力大增，引發日本關注，也
受到國際限制，讓中國體驗到必需突破外部規範，直接參與到規範制定當中，以規範制定角色來
爭取國家最大的經濟利益。 

      中國學者即為文指出發展遠洋漁業重要性就國家層面而言包括建立全球海洋生物資源利用
平臺及發揮大漁業外交在處理國際問題（如台海問題）時的重要作用，對於太平洋地區屬台灣的
外交重地，台灣在此共有六個邦交國，而該地區也是中國遠洋漁業公司較為集中的地區，過去中
國透過免除該地區巨額債務及提供貸款的方式，大大提高了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卻也引起美國日
本澳洲等國家的疑慮。因此中國可以用產業為切入點進行包括外交、漁業資源管理、國際貿易、
國際談判等漁業外交手法，使得中國在當地的影響力由單純的免除債務延伸到環保、能源等更廣
泛的領域，讓南太平洋國家與中國建交，與台灣斷交由「感恩式」改為「自覺式」。這些說法透
露出中國對與台灣漁業交流與合作背後有其總體戰略考量，對此我國政府應有足夠的警覺性，不
應過於一廂情願，單純期待對方的善意，早日擬妥因應對策。 

     
參、兩岸漁業交流建言 

     台灣漁業需要廣大國際市場支撐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如何把漁產品順利行銷到國際包括已
顯現龐大消費能力的中國應是首要任務，至於直接到中國投資則應審慎為之，放慢腳步，至少官
方態度不宜過度熱衷，以免造成兩岸漁業優勢逆轉。根據最新統計資料中國銷往台灣的水產品數
量為91976公噸，成交額1.68億美元，而台灣銷往中國水產品數量為79949公噸，成交額為0.52億
美元，兩岸水產貿易已出現逆差，就是一大警訊。特別是經由走私管道上岸的大陸漁貨充斥傳統
漁市場，不僅有可能帶進外來疫病、水產品含不當靠抗生素、化學藥物、重金屬、農藥等有害物
質殘留等有食用安全上顧慮，也嚴重擾亂國內漁市場價格穩定。對於兩岸漁業交流政府必須有完
整的戰略，首先應尋求國內產官學共識，統一步調，不要競相飆速，自亂陣腳。可考慮先從我方
需求如：保障漁業智財權、防杜漁產品走私、漁工僱用、漁產品安全認證機制、種原交換、漁業
資源共同養護、關稅優惠等議題著手，再逐步加入新議題，不要底牌盡現；更重要的是面對未來
兩岸無可避免的漁業談判，台灣除了要做足功課外，應積極培養具專業素養且熟稔中國談判策略
的專家組成談判團隊，而不是像過去臨時交由業務主管官員及大學相關教授匆促上陣，鬧出國際
笑話，才有能力與師承周恩來的中國談判團隊交手，為台灣爭取最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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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目前兩岸關係看似輕舟已過萬重山，但期間仍充滿變數，而台灣生存籌碼似乎正逐漸在流
失中，令人憂心。以目前兩岸漁業交流的熱度與我方態度，遲早會讓兩岸漁業實力產生傾斜，屆
時台灣漁民與漁業又該何去何從。確保台海穩定和平，避免戰爭是兩岸政府與人民所共同期待的
，而加強彼此的交流與溝通也有其必要性。只是在交流過程如何確保台灣的主權與產業生存空間
更加重要。台灣人民與媒體應該共同監督防止政府超速出軌，並要求政府建構必要的安全閥，讓
台灣能趨吉避凶。 

作者李武忠為農漁業專欄作家 

（本文謹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不代表本智庫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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