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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花蓮有美麗的海洋環境，在假日閒暇時，大家常常會去七星潭海岸邊吹風散心，在天氣晴朗的

時候，更可以看到許多浮球漂在海面上，也經常會在下午看到漁人開著滿滿漁獲的塑膠筏衝到岸上。

聽大人說，那是從定置漁場捕撈上來的魚，但當時年紀小，我們並不了解定置漁場是什麼？三年級

時，我們曾經在新城海邊的「洄遊吧！」上了有關定置漁場的課程，當時除了認識花蓮的洄游魚種

外，也第一次了解定置漁網的構造以及用途，這也更激起我們接下來想要了解定置漁場的心情。 

我們閱讀了一些文章資料後，發現定置漁場是對海洋較為友善的漁法，較能維持生態平衡，花

蓮目前在崇德、七星潭和石梯坪都設有定置漁場，但因為它也是一種守株待兔式的漁法，捕撈的是

洄游性的魚種，所以常因海洋環境變化而影響漁獲量，比起其他像是流刺網那種大小魚通吃的捕魚

方式來得收入更不穩定，所以我們很好奇，為什麼還有漁民選擇定置漁場做為捕魚的主要方式呢？ 

所以，我們決定透過實地調查、訪談及問卷並行方式進行研究，來深入了解花蓮縣定置漁場目

前設置的現況、可能面臨的問題，以及民眾的看法，並且希望能在研究之後，給予相關單位更有效

益的建議和做法，也可以讓花蓮縣的民眾能更了解花蓮在地的漁法。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花蓮縣定置漁場的設置與運作現況 

（二）了解花蓮縣定置漁場面臨的困境及未來發展 

（三）了解花蓮縣民眾對定置漁場的想法及消費現況 

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一）臺灣的漁業歷史與漁法 

臺灣是一座海島，擁有漁業，臺灣的地理位置到世界各大漁場都很方便（盧向志，2000）。臺

灣光復後，經過日據時代的經營，漁業已經粗具現代漁業的雛形。民國 35 年更訂下了漁業施政目

標：「復興漁業事業」（胡興華，2003），工業革命後，漁業發展有長足的進步，船隻動力與捕魚

工具燦然大增，捕魚效率大為增加，使捕撈漁業遍及了所有的海洋水域（盧向志，2000）。 

臺灣的漁業，習慣上分為沿岸、近海、遠洋及養殖四大類漁業（盧向志，2000）。漁法分為：

突刺漁法、誘引陷阱漁法、抄網漁法、曳網漁法與槍擊法等（周耀烋、蘇偉成，2002）。而臺灣自

早期日據時期，日本人在宜蘭縣大里石城海域經營台網類定置網，發展至今之落網類定置網，已有

百多年之歷史（鄭火元，2022)，目前全臺共有 62 個定置漁場，大多在東海岸，每年 7、8 月的颱

風季節，就是將漁網收上岸好好整理修補的日子（鍾慧元，2022）。臺灣是一個海島國家，漁業是

我們的經濟來源，也是主要的食物來源之一，臺灣的漁業種類不勝枚舉，而且具有多元的捕魚方式。

在本研究中，定置漁場是一種從日本引進的特殊漁法，因此，我們會透過實地調查、訪談等方式，

了解花蓮定置漁場的由來與歷史。（二）定置漁法的原理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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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定置網漁業係在合適的沿近海域設置陷阱漁具（陳律祺等，2019）。國內的定置漁場存在

於新竹、宜蘭、花蓮和台東等地區。在全盛時期，花蓮海域擁有高達 62 座，比現在全國總數還要

多（隨意窩，2022）。目前花蓮有七家定置漁場共設置了十二組定置漁網，面積約兩個四百公尺操

場大小不等，因海底地形與海洋環境有所不同，設置也有些許的差異（洄遊吧，2022）。 

定置網是一種陷阱式漁具（胡興華、蘇偉成、江善宗、黃聲威，1992），將網具敷設在魚類經

常洄游的通道上，使用長方形坦網遮斷其通路，並誘導進入袋網而捕獲（胡興華，2003）。定置網

特殊設計使水中生物只能進不能出，而定置漁網所捕獲的魚類，多以各種季節淺海性、表層洄游性

的魚類為主（戴寶村，2005）。另外，定置漁法也是一種守株待兔的漁法，此種漁法較不易造成濫

捕及過漁問題，且固定式網具也可成為另類的人工漁礁，對環境影響較小（摸魚老師，2022）。 

過去我們曾經在花蓮縣的崇德和七星潭沿岸地區看過定置漁網，也在石梯坪漁港旁的餐廳吃到

定置漁法捕到的魚。在我們這次的研究當中，我們的主角是定置漁場，我們想要了解花蓮縣定置漁

場的設置地點和環境的關聯性、花蓮縣定置漁場的設置現況、運作現況與未來的發展。 

（三）友善漁法的定義及海洋資源的平衡 

過去人類對海洋的了解不夠，不斷的做資源搜括、污染與糟蹋環境的行為（鄭明修、黃淑芳、

林昕佑，1994），所以從傳統人力為主的捕魚方式進步到仰賴高科技漁業技術的時候，海洋資源並

未隨著人類的撈捕能力變強而增加。而人類不斷大量的撈取海洋資源的同時，也浪費許多資源、破

壞海洋生態平衡，現今更因為過漁，面臨漁業資源枯竭的問題（林欣樺，2015）。為了使經濟發展

對環境品質的危害降低到可容忍的程度，聯合國率先提出「永續發展」之策略（胡興華，2003）。 

漁業捕撈不是今天漁源枯竭的唯一原因，卻可能是受影響最直接的產業！即使臺灣海洋生態豐

富及多樣性是世界一流，然而現在臺灣海洋資源卻是世界專屬經濟水域中的最後段（徐承堉，2015）。

雖然海洋資源即將枯竭的警告聲不斷，然而只要會選、會捕，吃海鮮與海洋永續並不衝突（彭昱融，

2011），例如過往採用一支釣可以有限度地捕魚，目的是釣到高經濟價值的魚，而非追求數量（綠

色和平，2022），因此所謂的永續性漁法，是以不傷害海洋生態棲地，僅捕撈目標物種，放其他物

種生路，也對不同漁獲物種進行捕撈策略、品質及數量控管的一種捕撈方式(林欣樺，2015)。 

定置漁場是一種對海洋而言相對友善的漁法，利用守株待兔、捕大魚不捕小魚的方式進行捕撈，

和其他漁法比起來，較能維護海洋資源的平衡，對海洋的影響相對來說就比較小。這個研究可以幫

助我們了解民眾在購買漁獲時，會不會特別去消費友善漁法捕撈上來的魚以及相關的看法。 

二、 研究流程 

表 2-1 研究流程表 

研究流程 
1 2 3 4 

訂定主題 
確認研究目的 

文獻資料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與建議 書籍 網路資料 

田野 訪談 問卷 
崇

德

灣 

石

梯

坪 

七

星

潭 

定置

漁場

業者 

相關

產業

企業 
花蓮縣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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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研究共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我們在專題研究課程時，提出相關問題後訂定了研究

主題與目的。第二階段是文獻探討，我們詳細閱讀相關資料後進行資料整理與撰寫。第三階段我們

使用田野調查法來觀察定置漁場的位置和現場的工作流程；也會用訪談法確認花蓮定置漁場的由

來、設置狀況，以及面臨的困境與發展等；最後會用問卷調查法來了解花蓮縣民對定置漁場的想法

跟消費意願。第四個階段是研究結果整理，把研究結果彙整後，撰寫成研究結論與建議。 

三、 研究方法與對象 

我們為了瞭解花蓮縣定置漁場的設置、運作、面臨的困境、未來發展，及民眾對於定置漁場的

想法與消費現況，我們選擇了田野調查法、訪談法和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做法說明如下： 

（一）田野調查法 

在這次的研究中，我們使用了田野調查法，田野調查法是一種來自文化人類學、考古學的基本 

研究方法，所有實地參與現場的調查研究工作，都可稱為「田野調查」。在這次的研究中，我們主

要的研究場域是「定置漁場」，我們實施田野調查法主要目的是想了解花蓮不同場域定置漁場的數

量及差別，所以我們在 111 年 6 月份，針對花蓮縣有設置定置漁場的三個區域：崇德、七星潭及石

梯坪，進行了一些調查項目，例如：網具數量、離岸遠近、捕撈方式、捕撈到的漁獲種類等進行觀

察，觀察紀錄表如附件一，調查場所與時間，如下表 2-2。 

表 2-2 田野調查法研究場域一覽表 

場域 崇德 石梯坪 七星潭 

地點 

   

時間 111.06.18(六)下午 111.06.28(二)下午 111.06.29(三)下午 

漁場 得豐、東益發、佳豐 豐濱 東昌、朝金、嘉豐 

 

（二）訪談法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法，我們事先發想訪談題目，再尋找兩位定置漁場經營業者，及兩位

相關產業業者作為我們的受訪者。訪問這些受訪者的目的，是希望可以了解花蓮縣定置漁場目前的

設置與運作現況，和可能面臨的困境與未來發展等。每位受訪者約訪談一小時。訪談結束後，我們

會將訪談內容打成逐字稿，再依據不同的研究目的進行編碼、 整理、分析。編碼共有三碼，編碼

方式為「受訪者代號-研究目的-流水號」，例如：「A-1-03」代表「A 受訪者回答與研究目的一相關

的第三個重點」。下面的表格 2-3 就是關於這次的受訪者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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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訪談人員一覽表 

受訪者 A 受訪者 B 受訪者 C 受訪者 D 受訪者 

訪談日/ 

地點 

111.07.19（二）8 點 

定置漁場辦公室 

111.07.21（四）9 點 

七星潭遊客中心 

111.07.20（三）14 點 

受訪者私宅 

111.07.21（四）14 點 

線上訪談 

基本資料 定置漁場第三代經

營者 

（B-1）定置漁場第

二代經營者 

（B-2）冰店老闆，

過去任職日東株式

會社製網公司 

餐廳老闆娘、 

定置漁場第三代 

產業共同創辦者之一 

採訪照片 

    

（三）問卷調查法 

我們的問卷編製是依據研究目的三「花蓮縣民眾對定置漁場的看法及消費現況」所擬定，在閱

讀相關文獻資料，及藉由訪談後的內容，編擬成「民眾對定置漁場的看法及目前的消費現況」問卷。

問卷以方便抽樣的方式進行發放，並採用線上問卷方式進行。我們在 111 年 9 月 6 日至 9 月 18 日

將問卷以各種網路形式進行轉傳。經過 13 天的填答，我們共收集了 672 份問卷，填答者資料如下： 

圖 2-1 填答問卷民眾基本資料 

從上圖可以知道，收到的 672 份問卷中，填答者以居住在花蓮的花蓮縣民居多（84.2%），且以女

性填答者為主（59.5%）。知道花蓮有定置漁場部分，約九成的民眾（92.3%）知道花蓮縣有定置漁法。

在購買定置漁場漁獲的經驗的部分，我們發現有近半數的民眾（50.4%）有購買過定置漁場的漁獲，

而有近三成的民眾沒有(31.3%)，藉此可看出知道有定置漁法的人很多，但實際會購買的人卻很少。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在實施田野調查法、訪談法和問卷調查法後，依照研究目的，我們發現以下的研究結果： 

 

 

   

所在縣市 性別 
是否知道 

花蓮有定置漁場 

購買定置漁場 

漁獲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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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田野調查結果 

表 2-4 定置漁場實地觀察結果 

日

期 
地區 

定置漁場設備 起漁 

網具數 離岸距離 相關設施 人力分配 起漁時間 方式 漁獲種類 

6/18 
(六) 

崇德 A 
(得豐) 

1 100m 
船、網具、 
膠筏、浮球 

/ / / / 

崇德 B 
(東益發) 

1 150、250m 
船、網具、 
膠筏、浮球 

膠筏：3 
船：1 

岸上：5 
15:30 

用 膠 筏 接

駁上岸 

曼波魚、鬼頭刀、旗

魚 

崇德 C 
(佳豐) 

2 100、150m 
船、網具、 
膠筏、浮球 

膠筏：2 
船：8 

岸上：5 
16:20 

用 膠 筏 接

駁上岸 

鯖魚、鰹魚、鬼頭

刀、魟魚、旗魚、曼

波魚、石喬、龍占、

加志、紅甘、雙帶鰺 

6/28 
(二) 

石梯坪 
(豐濱) 

2 150、200m 
船、網具、 
浮球 

船：8 15:20 
(到港 15:25) 

載 回 石 梯

坪港 
圓花鰹、扁花鰹、巴

鰹 

6/29 
(三) 

七星潭 A 
(東昌) 

收網休息中 / / / / 

七星潭 B 
(朝金) 

2 150、200m 
船、網具、 
膠筏、浮球 

/ / / / 

七星潭 C 
(嘉豐) 

2 100、200m 
船、網具、 
膠筏、浮球 

膠筏：1 
船：8 

岸上：4 
16:30 

用 膠 筏 接

駁上岸 

曼波魚、鰹魚、圓花

鰹、脂眼凹鰹鰺 

我們在六月份時到花蓮縣三個設置定置漁場的區域進行觀察，總共觀察到七家業者十個網具，

地點分別在崇德、七星潭及石梯坪，其中最北點在清水斷崖的坂下漁場，最南點在石梯坪漁港北方。

定置漁場的設置，離岸距離目測約 100-200m，相關設施有網具、浮球及漁船，漁船上的人力會因

為漁場規模有增減，但多數為 8 人。較特別的是在崇德跟七星潭這兩個地點，還有膠筏，會有這樣

的設備是因為我們觀察這兩個地點距離花蓮港有一段距離，所以漁民會透過膠筏接駁的方式，將漁

獲直接載上岸，但在石梯坪，因為漁場附近是岩岸，沒有適合上岸的地點，而且漁場離石梯港很近，

船行只要五分鐘，所以漁獲是直接載回石梯港。定置漁場捕捉到的漁獲，魚身完整，以鰹魚類占大

多數，另外在夏季較常見的還有鬼頭刀和曼波魚，抓到的魚種經過查詢後，幾乎都是洄游性魚類。 

（二）訪談結果 

1.花蓮縣定置漁場的設置與運作現況 

定置漁場在日據時期從日本傳入，運作原理就跟澎湖的石滬一樣，是固定式的捕魚方式，花蓮

總共有三個地方設有定置漁網，分別是崇德、七星潭和石梯坪。定置漁場的設置需要有很多條件，

例如：洋流、海況、深度等，因為花蓮有海灣地形，加上黑潮和親潮交碰，營養性高，許多洄游性

魚類就會聚集在這裡。定置漁場的結構是由：坦網、運動場網、登網、第一箱網、第二箱網和魚捕

部所組成，屬於守株待兔的捕魚方式，以季節性的洄游性漁獲捕撈為主，漁獲量會受到洋流跟水溫

等因素影響，通常一年會有十個月的工作期，因為夏天有颱風，所以會在 6 月底到 8 月時收網休息。 

定置漁網這樣的捕魚方式是日本人建立起來的一種捕魚的方式（C-01-01）。從日據時代就開始，因為在花蓮煙仔

比較多（A-01-02）。就像我們澎湖那個石滬（B-01-04）。原理跟澎湖七美的雙心石滬概念是一樣的（C-01-02）。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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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七星潭和石梯坪這三個地方（A-01-05）。最主要還是七星潭海灣的這一個海灣的地形（D-01-01）。好的漁場就

要有一個灣（A-01-03）。一個漁場就是看那裡的海洋環境…洋流、海況，還有漁場的地理位置條件（A-01-04）。當

黑潮和親潮交碰，熱的水和溫帶水交界的地方，這邊的營養價值特別高（B-01-10）。 

遮斷誘導魚群入網的那種，叫做垣網，沒有這個幾乎是抓不到魚的（A-01-08）。這攔截魚的，那進來了這邊，就

是一個運動場，然後他經過一個我們講的登網，他進來這邊是一個箱子，......然後就第一箱網，然後再來第二箱網，那

這邊就是魚捕部（B-01-12）。定置漁網是守株待兔型的捕魚方式嘛（C-01-03）！那如果洋流部分沒有進來，你就捕

不到那個魚（B-01-22）。定置網主要就是抓季節性漁獲，產量產多少，這個很難講的，看當年的海況、水溫（A-01-17）。

定置漁場抓洄游性的（A-01-18）。定置漁場主要抓的是洄游性（B-01-11）。 

颱風關係，抓魚，我們抓魚是十個月（A-01-14）。有些漁場可能 6月底收，看哪一個漁場，可能是在七八月，這

兩個月（A-01-15）。我們一般每年的 7月會休息，然後 9月份會開工（B-01-21）。 

在花蓮的七星潭跟崇德地區，會看到漁獲直接使用塑膠筏上岸的原因，是因為漁場離港口遠，

直接上岸快又省油錢，所以定置漁法也被稱為是節能又新鮮的捕撈漁法。定置漁場每天會收網四次，

但為了配合市場販售，所以會在上下午各上岸一次漁獲。當漁獲上岸時，除了在地銷售之外，有一

部份會被載運到蘇澳的加工廠去，也會被載到外地的拍賣市場，甚至是送到日本販售。 

只有七星潭跟崇德，…去港口比較麻煩，更遠一點，所以說那個喔直接上岸比較快（B-01-15）。這裡沒有港口，

漁船膠筏從這裡上岸比較直接，而且又比較省一些油料、成本（A-01-12）。為了要省油錢啊......所以為甚麼他們說，

定置漁法是一個節能的漁法（B-01-16）。15分鐘下去接駁上來，所以說我們定置漁場的魚是最新鮮的（B-01-17）。 

早上一次，然後 10點多又一次，下午 3、4點一次，那晚上又一次，這樣 4次（B-01-19）。對外時間就是早上跟

下午啦……上來兩次其實就是配合賣魚的時間（B-01-20）。如果漁獲多的話，就往北送，主要是在地，在地銷售比較…

花蓮大盤、中盤、小盤、零售（A-01-20）？我們主要大批的漁獲去蘇澳，就是你的說的北方，去蘇澳加工廠最多（B-01-24）。

我們最高的價錢呢，是去外地的拍賣市場，包括基隆，包括台北，也包括日本（B-01-25）。 

2.花蓮縣定置漁場面臨的困境及未來發展 

定置漁場的經營在這幾年面臨許多的困境，在漁獲量部分，由於定置漁場是非主動式的捕魚方

式，近年因為水溫改變及其他漁法過度捕撈問題，漁獲量明顯減少。在人力方面也發現，因為這是

需要花費很多勞力的工作，所以需要大量依靠移工人力，但是因為疫情關係，外籍漁民無法入境臺

灣，人力問題受到很大影響，甚至有的定置漁場被迫休業。同樣受疫情影響，無論是定置漁場的經

營者或是相關產業業者都明顯感受到衝擊，例如推廣食魚教育的業者，相關活動被迫暫停沒有收入，

餐廳業者也因內用問題來客數嚴重下滑，定置漁場也因買魚的人變少，只能把魚給大盤商，價格低，

剝削了漁民的生存空間。 

它就是固定在那裡，所以如果因為水溫的改變，然後牠不游到靠岸，或是洄游的魚牠不進來，那就會影響它一整

個漁獲量（D-02-12）。海水溫度上升改變了那個海裡面的生態，其他的漁法過度捕撈，也會破壞海洋生態，所以那個

漁獲量慢慢的有在減少（C-02-09）。以前的魚真的很多，現在的魚越來越少了（A-02-03）。今年漁獲比較少（A-02-02）。 

定置漁場工作的漁民有將近一半的人都是外籍漁工，而且中間還因為疫情的關係導致人力受到影響停了大概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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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A-02-01）。臺灣人捕魚的這個人數愈來愈少，…就必須用外籍的移工去補（B-02-01）。現在很少年輕人會想要

投入像這種傳統產業（C-02-13）移工因為一些規定就回不來，所以漁場的人力就受到影響，停了一年左右（C-02-15）。 

疫情期間沒有人來買魚，所以把魚全部給大盤商（B-02-06）可是沒有這麼多人要怎麼辦？…大盤他會收走嘛，可

是，價格就不好，那其實就是會漸漸就會剝削到就是漁民的就是生存的那個空間（C-02-04）。疫情的時候，沒辦法內

用，就是最大的影響（C-02-10）。疫情期間，大概這兩年的活動的收入幾乎都沒有（D-02-15）。 

花蓮有一些在地跟定置漁場有關的產業，其中一個是以推廣食魚教育為目標的洄遊吧，他們以

食魚教育和海洋永續為目標，經營的項目為產地體驗活動，也協助其他單位去推廣食魚教育。另外，

還有以定置漁場漁獲為主要食材來源的三代目餐廳，他們希望藉由餐廳推廣永續海洋，想要發揮定

置漁場魚的價值，並且會在餐點中融入食魚意識。在未來發展部分，定置漁場業者認為傳統產業應

該要開始慢慢地轉型，而且應該去思考，如何在需要跟海洋生態之間達到平衡。相關產業業者認為

海洋是相通的，希望全世界的人能對環境和海洋多一份關心，不要那麼快地去消耗海洋資源。另外，

業者也希望政府可以用跨領域的方式讓漁業和觀光業共生、永續。 

它是一個在地的產業，......我們是以食魚教育跟海洋永續視為公司的核心理念（D-02-13）。主要經營的項目大概

就是體驗活動，產地體驗的活動（D-02-06）。另外還有一個是協助各單位，…去推廣一些食魚教育的活動跟計畫

（D-02-09）。餐廳其實我們一開始最希望的是可以藉由餐廳，來讓大家知道永續海洋（C-02-11）。這麼好的魚，我

們一定要發揮牠的價值…讓大家知道（C-02-05）每送上一份餐的時候，我們都會有魚的解釋和圖片（C-02-08）。 

其實傳統產業已經慢慢的就是需要找機會轉型（C-02-06）。我們要怎麼讓這個需求去達到一個平衡？就是我們需

要，但又不破壞海洋的生態（C-02-12）。因為海洋是相通的，…所以只要哪一個國家，不重視這件事情，他都有可能

對整個大洋環境影響（D-02-16）。更多人去知道，那大家就會對環境或是對海洋，會再多有一份的關心（D-02-17）。

在永續的過程當中，他們會比較重視觀光業，而不重視我們漁業（B-02-04）。我們現在的部分很強調共生啊！就是如

何在海的這個區塊，用跨領域的方式，讓觀光業，讓我們的漁業，讓魚的部分有永續（B-02-09）。 

3.花蓮縣民眾對定置漁場的想法及消費現況 

根據業者的觀察，除了部分餐廳會直接到漁場收購物美價廉的漁獲外，部分的在地居民也會選

擇直接到定置漁場購買剛上岸的魚，但因為起漁時間不固定，上班族就較難前往購買，所以多數人

還是會直接到市場買魚。另外，業者也有發現大部分的民眾對於漁獲的認知是較為缺乏的，多數的

民眾並不認識花蓮有很棒的野生魚種，在挑選上多選擇便宜、無刺或是好入口的魚，也會選擇鮭魚、

鱈魚這種進口而普遍的魚，不敢冒險購買不熟悉或少料理的在地野生魚品種食用。 

有一些盤商，他的客人是餐廳，有需要好的漁獲的，他會跟我們收的價格，也會比較好（C-03-07）。在地人知道

這邊漁場固定時間漁獲上來他們就會來買（A-03-01）。花蓮這邊的居民，他們都會知道說要買最新鮮又最便宜的魚就

要去定置漁場的拍賣場花蓮人在買魚其實很方便（D-03-01）。但是定置漁場他們的營業時間比較沒那麼固定，所以對

一般上班的人來講，….他們會去市場（D-03-02）。包括花蓮在地人，其實都不是很了解，就是大家都只就是比較知

道，喔買魚就是要去市場買，大概就那幾樣魚這樣（C-03-05）。 

比較少人知道定置漁場的魚，品質相對比較好，…他就會寧願選擇便宜的（C-03-06）。大家對於魚種，就是不是

真的這麼了解，所以基本上只要這個魚是新鮮的，然後沒有什麼刺…，通常接受度都很高（C-03-02）。可是我們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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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生活在這個島嶼上的人，對我們自己的野生海魚其實不認識，…他們可能寧願買鮭魚、鱈魚，…因為他不認識牠，

所以他不敢買，那他也不知道要怎麼料理，怎麼吃（D-03-04）。 

（三）問卷調查結果 

我們的問卷總共分為兩個部份，調查結果如下： 

表 2-5 民眾對定置漁場的相關認知調查結果 

1 請問您知道花蓮哪些地方有定置漁場？（複選） 

崇德 381 位(56.7%) 七星潭 592 位(88.1%) 石梯坪 211 位(31.4%) 完全不清楚 57(8.5%) 

2. 請問您有在花蓮沿岸看過定置漁法的設備嗎？（漁網、竹筏等...） 

有 569 位（84.7%） 沒有 103 位（15.3%） 

3. 請問您是否知道花蓮定置漁場的捕撈流程與起漁方式？ 

非常了解 62 位(9.2%) 很了解 52(7.7%) 了解 238 位(35.4%) 不了解 320 位(47.6%) 

4. 請問您認為定置漁法是個對魚什麼樣子的漁法呢? 

友善性漁法 289 位(43%) 一般性漁法 209 位(31.1%) 破壞性 39 位(5.8%) 不清楚 135 位(20.1%) 

5. 請問您認為定置漁場主要捕撈哪一種魚？ 

養殖性 52 位(7.7%) 定棲性 84(12.5%) 洄游性 363 位(54%) 不清楚是哪一種 173 位(25.7%) 

6. 請問您知道定置漁場是個對海洋而言相對友善的漁法嗎? 

知道 390 位(58%) 不知道 282 位(42%) 

7. 承上題，請問您認為定置漁法可能具備哪些特質呢？（可複選） 

永續性 432 位（64.3%） 限制性 177 位（26.3%） 低汙染 355 位（52.8%） 不捕小魚 422 位（62.8%） 

不破壞生態 383 位（57%） 漁獲新鮮 403 位（60%） 不清楚 6 位（0.8%） 破壞性 9 位（1.3%） 

其他 4 位（0.5%）：海域專用權、寡占性等 

根據結果得知，有近九成的民眾知道花蓮有定置漁場，且以知道七星潭（88.1%）跟崇德（56.7%）

漁場為多數。在設備部分，有近八成五的民眾在花蓮沿岸看過定置漁場，但有近半數的民眾並不了

解漁場的捕撈流程與起漁方式。在漁法認識部分，有近四成五的民眾認為定置漁法是友善漁法，三

成民眾認為是一般性漁法。在魚種部份，有約一半的民眾知道定置漁場捕到的魚是以洄游性魚種為

主。在友善漁法部份，有近六成民眾知道定置漁場是相對而言較為友善的漁法。最後，民眾認為定

置漁場具備永續性（64.3%）、不捕小魚（62.8%）、不破壞生態（57.0%）及低汙染（52.8%）等特性，

但也有少數民眾認為定置漁場的設置霸佔了海域使用權，且不可避免會有漁獲大小通吃的問題。表

2-6 民眾消費行為調查結果 

1.請問您知道您平常買的魚，是用什麼漁法捕撈到的嗎？ 

知道136位（20.2%） 不知道336位（50%） 不確定200位（29.8%） 

2. 請問您認為民眾是否需要知道買的魚是用什麼漁法捕來的嗎？ 

非常需要137位（20.4%） 很需要186位（27.7%） 可能需要275位（40.9%） 不需要74位（11%） 

3.請問您平時會特地去選購定置漁場捕獲的魚嗎？ 

會165位（24.6%） 不會507位（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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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結果得知，只有近兩成的民眾知道平常買的魚，是用什麼漁法捕撈到。約九成的民眾認為

需要知道買的魚是用什麼樣的漁法捕獲。在購買定置漁場漁獲部分，有七成五民眾平時不會特地去

選購定置漁場捕獲的魚。民眾購買定置漁場漁獲的方式，最多是直接到定置漁場漁獲拍賣場（45.2%），

其次是菜市場（39.9%），不清楚或是不曾購買過的也佔多數（31.4%）。在購買漁獲的想法部分，有

近五成的民眾有想過也曾去購買比較不會傷害海洋的漁法所捕的魚，但也有五成的民眾不曾這麼做。

在知道定置漁場的漁獲是屬於較為友善的漁法後，有九成以上的民眾願意去購買定置漁場的漁獲。 

在其他看法部分，有幾位民眾提出定置漁場如果設置太多、範圍太廣，其實也會造成過漁問題，

而且定置漁場最內層的網目小，還是會有一些小魚被捕撈。另外也有民眾認為，定置漁場固定在海

灣地區，佔據了很大的海洋區域，對於其他民眾的海洋育樂活動有很大的影響，部分民眾認為問卷

中不應該直接認定定置漁場是友善式的漁法，會有研究不中立、過度偏袒漁場狀況。 

參、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一）花蓮定置漁場設置在三個區域，是一種守株待兔的捕魚方式，以捕洄游性魚類為主。 

花蓮縣的定置漁場設置在崇德、七星潭跟石梯坪三個地方，這也是一種從日據時期由日本傳入

的守株待兔捕魚方式。定置漁場的設置就像一個海上迷宮一樣，透過一層層的網具設計，讓魚能自

動游入，所捕撈的魚以洄游性魚類為主。其中，崇德跟七星潭的漁場是以膠筏接駁方式直接上岸。 

（二）定置漁場受到海洋環境、人力及疫情影響，面臨收入減少的困境，同時業者希望透過永續

捕撈、食魚教育等讓海洋資源得以受到重視。 

定置漁場近年因水溫升高、海洋枯竭及移工不足問題，使定置漁場面臨收入減少問題，相關產

業也因疫情而沒有客人，導致收入受到影響。在未來發展部分，業者們都希望能找到與海洋共存、

平衡的方式，讓更多人瞭解並選擇永續漁法漁獲，就能讓海洋資源的消耗速度減慢。 

（三）大部分的民眾對於定置漁場的了解度不足，在購買時對於漁獲的來源未加以了解。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雖然在海邊看過或知道定置漁法的人很多，但真正有了解到捕撈程序捕撈

方式的民眾卻很少，而且在購買時，約有八成的民眾對所購買的漁獲所使用的捕撈方式不了解，多

數會以價格和熟悉魚種做為選購考量，但有九成的民眾認為知道漁獲的來源是重要的。 

4.請問您曾經從哪些管道去購買定置漁場的漁獲？ 

定置漁場（漁獲拍賣場）304位（45.2%）菜市場268位（39.9%） 超級市場117位（17.4%） 餐廳27位（4%） 

線上購買78位（11.6%）不曾購買過定置漁場的漁獲（或不知道）211位（31.4%） 其他（洄遊吧、團購）9位（1.3%）

5.請問您是否會想要去購買比較不會傷害海洋的漁法所捕的魚？ 

有想過也經常這樣做113位

（16.8%） 

有想過但偶爾這樣做213位

（31.7%） 

有想過但沒有這樣做212位

（31.5%） 

沒想過134位（19.9%） 

6.請問您在知道定置漁場的漁獲是屬於較為友善的漁法後，您會願意多選擇購買定置漁場的漁獲嗎？ 

非常願意302位（40.9%） 很願意146位（21.7%） 願意196位（29.2%） 不願意28位（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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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建議 

（一）建議業者可以結合產業體驗活動，讓民眾可以更加瞭解定置漁場的運作模式。 

因為現在漁獲量逐年遞減，所以建議業者可以微轉型，辦理在地產業體驗活動，例如讓民眾體

驗起漁過程，或是簡單料理現場捕捉的新鮮漁獲等，這樣能使定置漁場獲得更多關注，提高收益，

也可以讓民眾更加了解定置漁場的優點，增進民眾在購買漁獲時的想法和意願。 

（二）建議民眾在挑選魚時，可以詢問漁獲的捕撈來源，盡量選擇對海洋較為友善的捕撈方式。 

研究結果發現，有九成民眾認為有必要了解魚的來源，所以我們建議民眾在挑選魚的時候，可

以主動詢問這條魚是什麼漁法捕來的，多選擇友善漁法捕來的魚，讓海洋資源可以達到平衡。 

（三）建議政府可以推廣海洋捕撈漁業的漁品來源標示制度，以及整合海洋環境使用的資源平衡。 

目前在市面上購買的漁獲，大部分都沒有明確的產地標示，對消費者來說就很難確定來源跟捕

撈方式，希望政府可以盡快針對這個部分制定相關規範，保障消費者權益。另外，在訪談跟問卷中，

都有提到漁民與海上娛樂間的問題，我們也希望政府能盡快制定相關的規範，讓海洋可以共好。 

（四）針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我覺得我們未來在製作問卷時，部分題目的語句可以客觀中立些，不要直接定義定置漁場就是

友善漁法，讓填答者可以按照自己的認知來勾選，這樣才能真正釐清民眾的想法。訪談對象也可以

選擇更多面向的人，例如訪談民眾，或是海洋相關單位，這樣才可以獲得更多面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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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田野調查觀察紀錄表 

觀察日期:___年____月___日,觀察者:__________,觀察地點: 

地點觀察 

是否可在岸上觀察:（可/不可）     幾組網具:________組     架設定置漁場的地理位置: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哪些設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起漁內容 

起漁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漁網網目大小 ✖:________cm ________cm 

人力分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捕到的魚的種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起漁的方式&步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起漁需要的工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漁獲身體的完整狀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特殊紀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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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訪談大綱-定置漁場經營者 

敬愛的受訪者，您好： 

我們是宜昌國小的學生，目前正在著手進行小論文研究，我們想瞭解花蓮縣定置漁場的設置現

況、運作現況與未來發展，另外我們也想瞭解您經營定置漁場的經驗及想法。知道您從事定置漁場

的相關工作，認為您是非常適合的訪談對象，絕對可以為我們解答許多問題。 

所以，我們在此詢問您是否能夠接受我們的訪談？相信有您的參與，會使這個研究更加豐富充實。

如果您願意和我們分享自身經驗，我們可以依照您方便的時間和地點來進行訪談活動，在此再次誠

摯地邀請您能參與我們的研究，謝謝！ 

 

敬祝 

身體健康、事事順心! 

                                      花蓮縣宜昌國小學生 

宥豐、鎮謙、兆洋、兆宏、宇紘敬上 

 

訪談問題： 

1.請問您是否知道，花蓮當初會選擇引進定置漁場這種捕魚的方式？ 

2.花蓮的海岸線那麼長，你們當初是怎麼決定定置漁場設置的位置？有沒有什麼相關的規定？ 

3.我們有觀察到，有些定置漁場離岸很近(大概 100m)，有些會在比較後面，岸上看不到的位置，想

請問定置漁場要設在哪個位置，是怎麼決定的？距離海岸的遠近，會不會對漁獲的收成有影響？ 

4.定置漁場有好幾層網具，請問漁網的網目大小分別是多少？這樣的用意是什麼？ 

5.花蓮有三個地區有定置漁場，但是崇德跟七星潭的漁獲是用塑膠筏直接拖到岸上，為什麼用這樣

的方式？而不是跟其他漁船一樣，載到港口？ 

6.定置漁場每天大概的運作流程？以及每年的固定行事有哪些？ 

7.我們有觀察到，大部分的漁工都是以外籍移工為主，這樣的做法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8.不同季節的漁獲量或是捕到的魚，會有差別嗎？ 

9.請問定置漁場要如何平衡海洋資源？如果捕到非目標的魚類或不適合的魚類(例如：太小或是保

育類)，會如何處理？ 

10.請問花蓮縣定置漁場地漁獲的銷售管道有哪些？ 

11.聽說現在海洋漁獲量已經愈來愈少，想請問現在定置漁場的漁獲量跟過去幾年相比，有沒有什

麼變化？原因是什麼？ 

12.請問你們這幾年，在運作定置漁場時，有遇到什麼問題或困境嗎？有什麼應對的方式嗎？在疫

情期間，定置漁場的運作有沒有受到什麼影響？ 

13.請問你們在經營定置漁場，未來會有什麼樣的發展或改變？ 

14.請問根據你們的觀察，花蓮縣的民眾對於定置漁場的漁獲接受度或是喜好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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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訪談大綱-定置漁場相關產業 

敬愛的受訪者，您好： 

我們是宜昌國小的學生，目前正在著手進行小論文研究，我們想瞭解花蓮縣定置漁場相關產業

的發展現況。知道貴單位從事定置漁場的相關產業工作，推廣食魚教育的事情，認為您是非常適合

的訪談對象，絕對可以為我們解答許多問題。所以，我們誠摯地詢問您是否能夠接受我們的訪談？

相信有您的參與，會使這個研究更加豐富充實。我們預計訪談的時間大概是 30-40 分鐘，以下是我

們的訪談大綱，再次誠摯地邀請您能參與我們的研究，謝謝！ 

 

敬祝 

身體健康、事事順心! 

                                      花蓮縣宜昌國小學生 

宥豐、鎮謙、兆洋、兆宏、宇紘敬上 

 

訪談問題： 

1.請問您是否知道，花蓮當初會選擇引進定置漁場這種捕魚的方式？ 

2.請問您們跟定置漁場之間有什麼樣的合作關係？您們為什麼會選擇跟定置漁場合作？ 

3.您們現在經營的項目有哪些？為什麼要做這些項目的經營？ 

4.針對不同季節捕到的漁獲，在經營上會有什麼調整嗎？ 

5.聽說現在海洋漁獲量已經愈來愈少，想請問您們有觀察到，定置漁場的漁獲量跟過去幾年相比，

是否也有變化？原因是什麼？ 

6.請問根據你們的觀察，花蓮縣的民眾對於定置漁場的漁獲接受度或是喜好度如何？ 
7.請問您們這幾年，在運作時，有遇到什麼問題或困境嗎？有什麼應對的方式嗎？在疫情期間，運

作有沒有受到什麼影響？ 

8.請問你們未來在經營上會有什麼樣的發展或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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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花蓮縣民眾對定置漁場的想法及消費現況之調查問卷 

您好： 

我們是一群宜昌國小的學生，我們正在研究花蓮定置漁業的環境，想了解目前居住在花蓮的民

眾，對花蓮所使用的定置漁法的想法以及消費現況。我們需要請您協助完成這份問卷，讓我們的研

究可以繼續進行，也能提供給大眾了解花蓮定置漁業。這份問卷只做為研究使用，請您放心填答，

謝謝您的協助！ 

 

祝平安快樂  

研究學生：徐宥豐、游鎮謙、陳兆宏、蔡兆洋、陳宇紘敬上 

指導老師：林嘉琦、張辰榮 

2022.09.06 

 

壹、基本資料 

 
1.所在縣市： 

□居住在花蓮的花蓮縣民 

□居住在花蓮但非花蓮籍 

□沒有居住在花蓮的花蓮縣民 

□不是花蓮籍也沒有住在花蓮（請離開問卷，無須填以下題目） 

 

2.性別 

□男 

□女 

 

3.請問您知道花蓮有定置漁場嗎？ 

□知道 

□不知道 

 

4.請問您有購買過定置漁場捕撈的漁獲經驗嗎？ 

□有 

□沒有 

□不確定買的漁獲是用什麼漁法捕撈上岸 

 

 

 

 



「洄游花蓮」花蓮縣定置漁場發展及民眾相關消費行為之探討 

15 
 

貳、問卷內容 

 
一、民眾對定置漁場的相關認知 

 
1.請問您知道花蓮哪些地方有定置漁場？（複選） 
□崇德 
□七星潭 
□石梯坪 
□完全不清楚 

 
2.請問您有在花蓮沿岸看過定置漁法的設備嗎？（漁網、竹筏等...） 
□有 
□沒有 

 
3.請問您是否知道花蓮定置漁場的捕撈流程與起漁方式？ 
□非常了解 
□很了解 
□了解 
□不了解 
 

4.請問您認為定置漁法是個對魚什麼樣子的漁法呢? 
□友善性漁法 
□一般性漁法 
□破壞性漁法 
□不清楚 

 
5.請問您認為定置漁場主要捕撈哪一種魚？ 
□養殖性 
□定棲性 
□洄游性 
□不清楚是哪一種 

 
6.請問您知道定置漁場是個對海洋而言相對友善的漁法嗎？ 
□知道 
□不知道 
 

7.承上題，請問您認為定置漁法可能具備哪些特質呢？（可複選） 
□永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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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 
□低汙染 
□不捕小魚 
□不破壞生態 
□漁獲新鮮 
□其他： 
 

【定置漁法小介紹】 

定置漁法是對海洋環境較友善的捕捉辦法，主要捕捉的是洄游性的魚類，它是一種守株待兔的捕魚

方式，漁民在海灣處設置像迷宮一樣的漁網，魚會因為海流的關係被帶入漁網中，只有部分的魚會

被留下。定置漁場因為漁網網目大，所以只會捕捉大魚不捕小魚，這樣的捕魚方式可以讓海洋資源

更具永續性。花蓮因為海岸地形關係，定置漁場離岸僅約 1-2 百公尺，站在岸邊就能容易觀察，目

前花蓮在崇德灣、七星潭及石梯坪共有七家業者十二組漁網。 

 

二、民眾的消費行為 

 

1.請問您知道您平常買的魚，是用什麼漁法捕撈到的嗎？ 
□知道 
□不知道 
□不確定 

 
2.請問您認為民眾是否需要知道買的魚是用什麼漁法捕來的嗎？ 
□非常需要 
□很需要 
□可能需要 
□不需要 
 

3.請問您平時會特地去選購定置漁場捕獲的魚嗎？ 

□會 

□不會 

 

4.請問您曾經從哪些管道去購買定置漁場的漁獲？（可複選） 

□定置漁場（漁獲拍賣場） 

□菜市場 

□超級市場 

□餐廳 

□線上購買 

□不曾購買過定置漁場的漁獲（也可能不知道自己曾經購買過） 



「洄游花蓮」花蓮縣定置漁場發展及民眾相關消費行為之探討 

17 
 

□其他： 

 

5.請問您是否會想要去購買比較不會傷害海洋的漁法所捕的魚？ 

□有想過也經常這樣做 

□有想過但偶爾這樣做 

□有想過但沒有這樣做 

□沒想過 

 

6.請問您在知道定置漁場的漁獲是屬於較為友善的漁法後，您會願意多選擇購買定置漁場的漁獲

嗎？ 

□非常願意 

□很願意 

□願意 

□不願意 

 

【定置漁法漁獲介紹】 

定置漁法的漁獲上船前會先浸泡在海水中，崇德跟七星潭一帶的定置漁場漁獲是直接用膠筏搶灘方

式上岸，石梯坪因漁場跟港口距離船行僅五分鐘，所以是直接載回碼頭，因此花蓮的定置漁場漁獲

保有很高的新鮮度，推薦大家可以在每天下午三至四點時到定置漁場旁等待漁獲上岸，就可以第一

時間購買到新鮮又便宜的漁獲喔！ 

 

 

問卷結束，感謝您的填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