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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研究動機  
 
        我們在國小時做了有關鏢漁業的小論文，而我們在當時的研究中，發現有許多漁業捕撈的方

式並不好，也可能會影響海鮮產品的品質，例如：最為盛行的流刺網，除了捕撈的大小魚不分外，

也會造成外觀破損、魚在海中死亡過久才拉上岸，導致不新鮮等，更意外的是，野生捕撈的海鮮

竟然沒有認證制度，目前臺灣的認證制度或產銷履歷僅針對肉類產品、農產品及養殖魚業。如此

一來，民眾便無法知道海鮮產品的來源、品質與捕撈方式等，也會造成在消費的過程中，無形的

傷害了海洋生態。因此，我們想要延伸原本的主題，研究野生捕撈漁業的標章認證和產銷履歷，

希望可以透過我們的研究作推廣，讓海鮮產品有標章認證和產銷履歷，使民眾在挑選海鮮產品時，

不但可以確認來源與安全性，還可以挑到品質有把關的食品。 
        我們在開始研究時到全聯、大型賣場及農會超市進行調查，發現現今農產品以及肉類產品較

常會有標示產銷履歷以及標章認證，而海鮮產品中雖然養殖漁業較多標章認證以及產銷履歷，但

野生捕撈漁業卻較少或完全沒有產銷履歷以及認證標章，所以民眾無法知道此產品是否有經過認

證還有檢測，如此一來，可能導致民眾吃到來源不明、不安全或品質不新鮮的海鮮產品，因此我

們想透過問卷調查方式，了解民眾對於標章或產銷履歷產品的認識和消費行為、購買意願以及民

眾對於野生捕撈漁業是否應該要有標章認證或產銷履歷的看法，並將問卷統整，以了解民眾對野

生捕撈認證標章以及產銷履歷的看法與態度。 
我們期待能透過這份研究的實施，讓野生捕撈漁業在未來也能具有產銷履歷或認證標章，如

此不僅能讓消費者了解這些海鮮是否安全，也能夠透過民眾的消費行為去影響漁民在捕撈時所使

用的漁具適切性及所捕捉魚類的可食用性，進而使日漸消耗的海洋生態可以恢復到平衡狀態。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目前農漁牧業商品標示現況 
    (二)了解民眾對於標章或產銷履歷產品的消費行為 
    (三)了解民眾對於野生捕撈漁業標章制定的態度與看法 

 
貳、 正文 
 
一、文獻探討 
 
(一)臺灣食品標章與產銷履歷現況及制度 

CAS 優良食品標誌是由農委會委託財團法人臺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負責 CAS 標章之推

廣及申請事項。凡申請驗證之農產品生產業者及其產品，須經學者、專家嚴格評核，通過後方授

予 CAS 標章證明，並於產品上標示使消費者方便辨識（財團法人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

2020）。CAS 從 102 年 11 月推行至今，標章驗證品項計有 16 大類，每一項目皆有其驗證標準(科
技報導，2015)。 
        在家畜產品部分，農委會推動家畜產銷履歷驗證制度，委託通過認證機構（財團法人中央畜

產會及農業科技研究院），辦理牛肉、牛乳及羊肉等產品驗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5)。在農

產品部分，農產品產銷履歷為提供有關食品安全事件快速處理、資訊揭露等主要功能，並確保標

章只使用經過驗證的產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9)。在海鮮產品部分，農委會建立優良水產養

殖場認證（GAP），讓有心改善養殖場環境品質的業者申請認證，有助後續的產品品質管理(台農

委會推廣優良水產養殖場認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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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可知，農委會為了把關食品安全而建立 CAS 認證標章，而 CAS 認證標章中認證的

項目有 16 大類，每一項目皆有其驗證標準。在農產品部分，為了確保民眾可以買到經過驗證的農

產品，農委會也建立了農產品產銷履歷。優良水產養殖場認證則是為了保障海鮮產品的品質。  

(二)永續海鮮理念與實踐 

        人類對於海鮮水產的喜好和消費持續成長，海洋生態資源卻因無止境的捕撈，日漸匱乏。在

此危機下，以養殖水產取代捕撈已逐漸成為趨勢。聯合國糧農組織預估，全球養殖漁業的產量會

在 2020 年超越捕撈漁業，代表人們將食用更多來自養殖、而非野生捕撈的海鮮水產，這或許可挽

救瀕臨崩潰的海洋生態(環境資訊中心，2020)。 
        在台灣，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中心也發行了《台灣海鮮選擇指南》，教導民眾少吃稀有

種，多吃常見種，以挽救日益枯竭的海洋資源。就捕撈方式來說，過去大型商業漁船常用的底拖

網、流刺網，一次雖可捕捉重達幾百公噸的魚，但大小通吃的結果，造成沒有商業價值的小魚被

隨意丟棄，成為過漁的凶器 (換日線，2019)。因為過度捕撈、棲地破壞、環境汙染及外來種入

侵，全球的海洋資源與海洋生物多樣性正在快速地衰退，消費者在挑選海鮮時，需選擇符合生態

保育及永續利用原則的水產品（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2020）。臺灣海鮮選擇指南中給予挑

選原則建議，包括：選擇常見種、魚身銀白色色澤、洄游種、沙泥棲性還有養殖魚，並且不買遠

道而來的海鮮、長壽的大型掠食魚和養殖的蝦、鮭、鮪（以魚粉或下雜魚為餌料），也不買使用

非永續漁法的漁獲，要買食物鏈底層的海鮮（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2020）。 
        綜合上述可知，由於過度捕撈使用了高傷害的漁具，所以對環境造成極大傷害，導致許多魚

種日漸減少。因此除了漁人應當選用對海洋環境合適且低破壞性的漁具漁法外，民眾也應該減少

食用罕見、魚身較七彩及定棲種魚類。若要選擇海鮮產品食用，也可以參考台灣海鮮選擇指南，

選擇正確的魚種食用，才能真正的達到保護海洋、達到永續海鮮理念。 

(三)海鮮標章認證現況 

        為了推動可永續的漁業利用，1992 年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提出責任漁業行為準則，

這些準則旨在進行認證和推廣管理良好的海洋所捕撈的水產品，並注重可持續利用漁業資源相關

的問題，世界上許多海洋環保標章因應而生，最知名的是 1996 年在英國倫敦成立的 MSC。而在

歐洲以德國為中心的 Naturland，2006 年也跨足海洋，推出「Naturland Wildfish」。2007 年，日本

在官方主導下，推出 MEL Japan，採用適合日本漁業國情的標準，另 2020 東京奧運的食物為能符

合國際奧會規定的環保海鮮 (上下游，2018)。 
        然而，現今許多國際性的海鮮環保標章都是為大型、出口導向的少數漁業體系設計的，而大

多數區域型的海洋資源利用卻缺乏有效的漁業管理環保標章。台灣近海的海洋資源屬於區域化的

小型漁業利用，因此需要建立一套任適合台灣的小型漁業環保標章管理(責漁業指標，2020)。我

國自 2004 年起，在農委會主導下進行農漁產品產銷履歷制度的規劃與建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全

球資訊網，2020)。然而，農委會推廣的產銷履歷只適用養殖水產，但在國際上知名的野生捕撈環

保標章，則多半設計給大型、出口導向的漁業體系 (上下游，2015)。為何臺灣並不適用國外認證

系統？究其原因，台灣海洋破壞最深的其實是近海漁業，屬於區域化的小型漁業利用，因此必須

要有適合台灣與世界上小型漁業的環保標章管理 (上下游 2015)。因此，臺灣地方環保團體在 2018
年要求農委會，確立沿近海漁業政策，建立永續海鮮標章，聚焦於沿近海漁業措施。環保團體初

步草擬了以「漁道」（ProFisher）為名的標章評分準則，他們建議農委會邀請專家學者、環保團

體等，就公告《海洋漁業永續標章準則》展開實質討論與推動（環境資訊中心，2018）。 
        綜合上述，現今許多海鮮環保標章都是為大型、出口導向的漁業體系設計的，但台灣的近海

漁業屬於區域化的小型漁業體系，因此需要建立一套屬於台灣自己的小型漁業標章認證。許多台

灣的地方環保團體要求農委會，確立沿近海漁業政策，建立永續海鮮標章，是個讓漁民努力有感

的務實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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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流程 

表 2-1 研究流程 

研究流程 

1. 2. 3. 4. 

決定主題 
決定研究目

的 

文獻資料 
蒐集與整理 

田野調查法 
1.在不同類型的賣場拍攝食品的

認證標章及產銷履歷，以了解

目前農漁牧業商品標示現況。 
2.拍攝地點：愛買、家樂福、.統

冠、全聯及農會超市。 

問卷調查法 
1.發想民眾對於認

證標章及產銷履

歷的認識及購買

意願問卷題目。 
2.發放電子問卷 

研究結果整理 
研究建議 

我們的研究共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我們以認證標章及產銷履歷為方向，提出相關問

題後，訂定了研究主題並且擬定三大目的：了解目前農漁牧業商品標示現況、了解民眾對究於標

章或產銷履歷產品的消費行為、了解民眾對於野生捕撈漁業標章制定的態度與看法。第二階段是

文獻探討，我們詳細閱讀相關資料後進行文獻資料整理與撰寫。第三個階段我們先使用田野調查

法，到不同類型的賣場拍攝食品的認證標章及產銷履歷，藉以了解目前臺灣標章與產銷履歷現況。

接著第二部分是使用了問卷調查法，我們以「民眾對於海鮮認證標章及產銷履歷的認識，與購買

意願問卷調查」為目標，在發想並確認問卷題目後，上網請民眾填寫，並在回收後統整問卷。第

四個階段是撰寫報告，把田野調查和問卷的成果彙整後，撰寫研究結果，並給相關單位建議。 
 
三、研究方法與對象 

        為了解目前農漁牧業商品標示現況、民眾對標章的消費行為以及了解民眾對於野生捕撈漁業

標章制定的態度與看法。我們選擇了田野調查法和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作法說明如下： 

（一）田野調查法  

        田野調查法是指研究者在調查對象所在處直接蒐集社會資料而進行的研究，又稱現場研究或

田野工作，它最初為社會人類學家採用(國家圖書館-學術知識服務網 2013)。在本研究中，我們為

了解第一個目的「了解目前農漁牧業商品標示現況」，經過討論後，決定以花蓮縣內不同規模的

消費超市，如：愛買、家樂福、統冠、全聯及農會超市拍攝該賣場所有食物的認證標章及產銷履

歷，拍攝完之後，我們將照片製作成表格並進行分析。 
        下表 2-2 是我們所選擇的五個拍攝場域，從這份表格中可以看到，大規模的消費場域是愛買

及家樂福，中型規模的消費場域是全聯、統冠及農會超市，其中屬於全國性連鎖的是愛買、家樂

福以及全聯，屬於在地超市的是統冠及農會超市，會選擇這五家做為研究場域的原因，是因為他

們都有多元的生鮮蔬果販賣區，會更容易收集到多元性的標章與具有產銷履歷的食品。 

表 2-2 研究場域一覽表 

賣場名稱 愛買 家樂福 全聯 統冠 花蓮農會超市 

圖片 

     

規模 大型賣場 大型賣場 中型賣場 中型賣場 中型賣場 

所在區域 全臺皆有設點 全臺皆有設點 全臺皆有設點 花蓮與台東縣 花蓮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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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調查法 

問卷調查法是調查者運用統一設計的問卷向被選取的調查對象瞭解情況或徵詢意見的調查方

法(MBA 智庫百科，2018)，我們這次決定用隨機抽樣的方式發問卷。 
本研究為了解民眾對於海鮮認證標章及產銷履歷的認識，與購買意願問卷調查，採自編問卷

方式，問卷編製初期是依據第二及第三項研究目的「了解民眾對於標章或產銷履歷產品的消費行

為」以及「了解民眾對於野生捕撈漁業標章制定的態度與看法」而擬定，每人各自發想數個題目

後，經過與老師多次反覆討論，將題意重複、偏離主題的問題刪去後，成為正式版問卷。問卷內

容區分為三大向度：民眾的消費行為與意識、民眾對於標章的認識及購買意願以及未來消費型態

與意願，我們在 109 年 5 月 5 日開始將問卷放在網路上，經過兩個星期的填答，共收回 314 份有

效問卷，本次問卷調查研究對象的基本資料如下表 2-3： 

表 2-3 問卷調查法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1.性別 
男 96 位 30.6% 女 218 位 69.4% 

2.年齡 

20 歲(含)以下 
11 位 3.5% 

21~30 歲 
48 位 15.3% 

31~40 歲 
96 位 30.6% 

41~50 歲 
110 位 35% 

51~60 歲 
44 位 14% 

61 歲(含)以上 
5 位 1.6% 

3.目前居住縣市 

北部地區 
63 位 20.1% 

中部地區 
34 位 10.8% 

南部地區 
10 位 3.2% 

東部地區 
206 位 65.6% 

外島地區 
0 位 0% 

香港 
1 位 0.3% 

從上表 2-3 中可以看出，回收的 314 份有效問卷中，女性占了 69.4%為多數。在年齡分布部

分，填答人以 31 至 50 歲間的中生代人口為主，共占了 65.6%，占了總填答人數的六成，而在上

表可以看出，填答者多為居住東部地區的民眾，佔了 65.6%。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在實施田野調查法及問卷調查法後，依照研究目的，我們發現以下研究結果： 

（一）目前農漁牧業商品標示現況 

我們在 108 學年度的寒假期間，分頭拜訪了五家賣場，依據海鮮產品、農產品及肉類產品上

面的標示進行拍照，並做了分類整理，資料如表 2-4，詳細照片分析檔請見網站檔案庫。 
 

表 2-4 食品包裝標示一覽表 
 海鮮食品 農產品 肉類產品 

愛買 
產銷履歷標章 1 個(TAP) 認證標章 1 個(TOPA) 

產銷履歷標章 1 個(TAP) 
無認證標章及產銷履歷 

全聯 
認證標章 1 個(HACCP) 
無產銷履歷 

認證標章 5 個(APACC 2 個 
有機農產品 2 個、UCS) 
產銷履歷標章 1 個(TAP) 

認證標章 3 個(CAS、ISO 
、HACCP) 
無產銷履歷 

農會 
無認證標章及產銷履歷 認證標章 2 個(有機農產品) 

產銷履歷 4 個 
認證標章 1 個(CAS) 
產銷履歷標章 1 個(TAP) 

統冠 無認證標章及產銷履歷 無認證標章及產銷履歷 無認證標章及產銷履歷 

家樂福 
認證標章 1 個(MSC) 
產銷履歷標章 1 個(TAP) 

認證標章 1 個(TOPA) 
產銷履歷標章 1 個(TAP) 

認證標章 6 個 (HACCP 2 個、

CAS 2 個、ISO、TQF) 
無產銷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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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在海鮮食品部分，較多認證標章及產銷履歷的商家是家樂福(2 個)、愛買(1 個)
以及全聯(1 個)；農會超市及統冠則沒有。其中，MSC 認證標章的三大原則分別是：可持續的魚

類資源、對環境的影響最小化、有效的漁業管理，而 MSC 主要是養殖漁業。TAP 產銷履歷標章

手機掃描外盒 QRcode，即可看到產品來源，資訊清楚透明。HACCP 標章則是保障食品的安全。 

在農產品部分，農會超市及全聯都有 2 項產品有有機農產品標章，統冠則是與海鮮產品一樣

採統一包裝，且與海鮮產品標示資料大致相同，依然沒有認證標章及產銷履歷。全聯最多，有 5
個認證標章(APACC 2 個、有機農產品 2 個、UCS)及 1 個產銷履歷標章(TAP)；其次是愛買(1 個

TOPA 標章、1 個 TAP 標章)、農會超市(2 個 有機農產品標章)及家樂福(1 個 TOPA 標章、1 個

TAP 標章)。APACC 標章、TOPA 標章以及 UCS 標章皆是有機轉型期產品、TAP 產銷履歷標章手

機掃描外盒 QRcode，即可看到產品來源，資訊清楚透明。 

在肉類產品部份，家樂福是這 5 個商家中最多認證標章及產銷履歷的商場，有 6 個(2 個

HACCP、2 個 CAS、1 個 ISO、1 個 TQF)，其次是全聯，3 個(1 個 CAS、1 個 ISO、1 個 HACCP)，
接著是農會，2 個(1 個 CAS、1 個 TAP)。而且以上 3 個商家都有較清楚的標示資料及認證標章，

而統冠及愛買則較少。 

綜合上述可以得知，家樂福、愛買以及全聯的標章數量以及所標示的資料大多都有 10 個以上。

農會超市的農產品中，大多都有有機農產品標章。我們發現像統冠會統一包裝，而較少標示資料，

也沒有認證標章，我們推測是在包裝時未將認證標章納入標示資料，導致民眾較難選購。我們發

現在產銷履歷與認證標章中，肉類產品及農產品較多，海鮮產品的比例明顯偏少，而且多是以養

殖漁業為主，也就是說，在食品認證上政府可能對魚海鮮產品的認證或產銷履歷規範制度上仍然

不是那麼完整，也因此造成民眾在選購時，對於海鮮產品的來源及相關認證品質上較無從比較，

也較難更進一步去了解背後的捕捉問題與海洋生態平衡問題。 

（二）民眾對於標章或產銷履歷產品的消費行為 

        我們為了解民眾的消費行為，所以各自發想問題，整合之後再設計成問卷，透過網路發給民

眾，下表 2-5 和 2-6 是民眾對於自身消費行為的分析跟民眾對於標章或產銷履歷產品的消費態度。 

表 2-5 民眾平時消費與標章產品選購行為 

1.請問您最常到哪個場所購買海鮮產品？ 

漁港或魚場  
27 位(8.6%) 

傳統市場  
146 位(46.5%) 

大賣場  
35 位(11.1%) 

生鮮超市 
 90 位(28.7%) 

網購 
9 位(2.9%) 

團購 
3 位(1%) 

其他:(1)食品冷凍廠、(2)水產批發商、(3)火鍋店、(4)自己抓各 1 位(0.3%)。 

2.承上題，會讓您在此處購買海鮮產品的原因是什麼？(複選) 

環境乾淨  
106 位(13.2%) 

食品具有標章或履

歷認證 74 位(9.2%) 
食品新鮮  
179 位(22.4%) 

價格便宜  
91 位(11.3%) 

離住家近 
 144 位(18%) 

交通便利 
 83 位(10.3%) 

停車方便 
 64 位(8%) 

家人(自己)喜好

25 位(3.1%) 
可自備環保餐具

承裝 19 位(2.4%) 
 

其他：(1)方便 7 位(0.9%)、(2)價格透明 2 位(0.3%)、(3)購買習慣 2 位(0.3%)、(4)服務好、商譽良好 、才知道那是什

麼海鮮、跟攤販熟識、選擇性較多、想吃的種類居住地貨源少各 1 位。 

從上表 2-5 中可以看出，有近五成的民眾會去傳統市場購買海鮮，有近 3 成的民眾會到生鮮

超市購買海鮮，而最主要影響民眾挑選購場所的想法的是食品新鮮和離住家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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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民眾對於標章認證或產銷履歷產品的消費態度 

3.您是否認為所有通路所販售的海鮮，都應該具有清楚的「產銷履歷或標章認證」？ 

是 260 位(82.8%) 否 54 位(17.2%) 

4.承上題，會讓您有這樣想法的原因？(複選) 

海鮮產品應該要明確標

示來源或標章認證，比

較安心 258 位(63%) 

海鮮產品多數直接從漁

港進貨，應該較新鮮 86
位(21.1%) 

海鮮產品有放在碎冰上

保存，不需擔心 
18 位(4.5%) 

海鮮產品貨量充足容易

挑選比較，不需擔心 31
位(7.7%) 

其他：(1)有困難 7 位 1.7%、(2)其他項目各１位(0.2%)：不用所有產品都需要認證、有心做假的業者還是能規避、讓

消費者認識漁獲與漁法的關聯以及對於環境帶來的衝擊程度、從哪來？用什麼漁法抓魚？海鮮是流動的來源

標章呈現的地點如何確定？標章可信度不足、有產銷履歷制度，對現在不了解漁業環境的消費者來說是較容

易取得海鮮產品來源資訊的方式、能清楚了解這些魚的來歷，避免購買混貨率較高的漁法。 

5.您在選購食品是時，會特別選購有標示「標章或產銷履歷」的食品嗎？ 

絕對會選購  
44 位(14％) 

經常會選購  
136 位(43.3％) 

偶爾會選購  
133 位(42.4％) 

絕對不會選購  
1 位(0.3％) 

6.承上題，什麼原因會影響您選擇是否要購買具有標章認證或產銷履歷的產品？（複選） 

經過認證的產品

安全性較高 225
位(33.7%) 

有產品來源較

安心 221 位

(33.1%) 

安全友善的生產方式

可以降低對環境的破

壞 158 位(23.6%) 

具有認證的商

品販售價格較

高 39 位(5.8%) 

不了解標章的意義，不太會

把標章或產銷履歷當作是否

選購的因素 23 位(3.4%) 

其他：(1)海鮮屬生物個體性，檢驗報告僅屬抽樣意義，非全體實質結果、(2)價格跟想吃什麼才是挑選主因，沒特別

注意標章和履歷、(3)做產銷履歷會花費很多時間與金錢，不是每個農漁民都願意或花錢的，但是如果與漁民

熟識與信任，如果沒有產銷履歷，我們仍然會購買的、(4)不會購買，因為品質和價錢不對等各 1 位(0.1%)。 

       從上表可以看出，有八成以上的民眾支持所有通路都該具有標章認證或產銷履歷，並且有六

成的民眾認為海鮮產品如果能明確標示來源或標章會在食用上較為安心。而在選購食品時，有九

成以上的民眾會考慮選購有認證過的食品，其中有近六成的民眾在選購食品時會較常去挑選有認

證過的食品，會影響民眾有這樣的挑選態度，是因為民眾認為經過認證的產品安全性較高、有產

品來源較安心及認為安全友善的生產方式可以降低對環境的污染。 

（三）民眾對於野生捕撈漁業標章制定的態度與看法 

        下表 2-7 至 2-9 是民眾對於標章的認識、民眾對於海鮮認證標章及產銷履歷制定的看法和民

眾對於野生捕撈漁業標章及產銷履歷制定的看法，以下是各表格的結果整理與分析： 

表 2-7 民眾對於標章的認識 

1.你看過哪些標章？（複選） 

TAP
標章 
191
位

(14.1
%) 

MSC 
標章 
54 位 
(4%) 

UCS 標

章 有機

農產品

138 位 
(10.2%) 

UCS 標

章 有機

轉型期 
35 位 
(2.6%) 

TOP
A 標

章 
54 位 
(4%) 

TQF 標

章(GMP
標章) 
266 位 
(19.5%) 

有機

農產

品標

章 
112 位 
(8.2%) 

APA
CC
標章 
56 位

(4.1
%) 

CAS 
標章 
265
位 
(19.5
%) 

HAC
CP
標章 
53 位 
(3.9
%) 

ISO 
9001
標章 
81 位 
(6%) 

ISO 
22000
標章 
52 位 
(3.8%) 

沒有

看過

任何

標章 
2 位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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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 2-7 中可以看出，最多人知道的標章是 TQF 標章和 CAS 標章（各 19.5%），其次是

TAP 標章（14.1%），再來是 UCS 有機農產品標章（各 10.2%），還有有機農產品標章（8.2%），

再來是 ISO 9001 標章（6%），接下來是 APACC 標章、MSC 標章、TOPA 標章、HACCP 標章以

及 22000 標章（各約 4%），最後是 UCS 有機轉型期標章（2.6%）。 
 
表 2-8 民眾對於海鮮認證標章及產銷履歷制定的看法 

3.您認為有海鮮認證標章的海鮮產品會讓您覺得吃起來比較安心嗎？ 

非常安心 
83 位(26.4%) 

大多覺得安心 
165 位(52.6%) 

稍微覺得安心 
58 位(18.5%) 

完全沒有安心感 
8 位(2.5%) 

4.您認為海鮮產品包裝上如果要貼「產銷履歷」，應該要具備哪些資料？（複選） 

品名 
252 位(10.3%) 

部位 
186 位(7.7%) 

認證標章 
268 位(11%) 

驗證機構 
246 位(10.2%) 

生產地 
280 位(11.5%) 

捕撈日期 
243 位(10.1%) 

有效期限 
246 位(10.2%) 

捕撈方式 
166 位(6.9%) 

建議食用等級

145 位(6%) 
建議烹調方式

77 位(3.2%) 
產品追溯號碼

167 位(6.9%) 
資訊公開方式

138 位(5.7%) 

其他：(1)製作工廠、代理商、(2)區塊鏈加密防偽、(3)要有真正能夠管控的公正機構，才可放心、(4)要不寧可向長

期有比較在交易的商家買各 1 位(0.1%) 

5.您認為海鮮產品的「認證標章」，應該要具備哪些認證項目？(複選) 

食物取得的

方式 269 位

(21.9%) 

捕撈方式對

生態環境的

維護 233 位 
(19%) 

物種的繁殖

力 72 位 
(5.9%) 

物種的瀕危

性 122 位 
(10%) 

物種在海洋

食物鏈中的

位置 86 位 
(7%) 

食物保存的

衛生 232 位 
(19%) 

食物保存的

溫度 208 位 
(17%) 

其他：(1)區塊鏈加密防偽、(2)配合政府規定之捕撈收獲季節，世界通用檢驗項目各 1 位(0.1%)。 

從上表 2-8 中可以看出，有高達近八成的民眾認為有海鮮認證標章的海鮮產品吃起來比較安

心，而民眾認為產銷履歷上的資料，最主要應該具備生產地、認證標章、品名、驗證機構、有效

期限與捕撈日期，且認證標章最主要需要認證的項目為食物取得的方式、捕撈方式對生態環境的

維護、食物保存的衛生、食物保存的溫度及物種的瀕危性。 
 
表 2-9 民眾對於野生捕撈漁業標章及產銷履歷制定的看法 

2.您是否知道目前臺灣的海鮮食品，只有「養殖漁業」具有產銷履歷和標章，而「野生捕撈漁業」沒有產

銷履歷及標章？ 

非常清楚 
34 位(10.8%) 

大部分知道 
57 位(18.2%) 

不太清楚 
148 位(47.1%) 

完全不清楚 
75 位(23.9%) 

6.您是否認為臺灣政府應該盡快針對「野生捕撈漁業」，訂定產銷履歷及標章認證規範? 

完全同意 176 位(56.1%) 大部分同意 92 位(29.3%) 部分同意 43 位(13.7%) 不同意 3 位(1%) 

7.承上題，會影響您想法的原因是什麼？（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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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確定野生

捕撈漁業所

使用的漁法

不會破壞海

洋環境 
253 位 
(27%) 

能確定野生

捕撈漁業所

捕到的海鮮

不會破壞生

態平衡 
242 位 
(25.8%) 

能確定野生

捕撈魚業所

捕到的海鮮

品質穩定 
190 位 
(20.3%) 

當食用有疑

問時，可以

透過條碼履

歷追蹤源頭 
213 位 
(22.7%) 

我覺得這些

漁法並沒有

差別，不需

要特別訂定

規範 
13 位 
(1.4%) 

訂定規範的

魚價格會比

較高，我認

為不需要 
7 位 
(0.7%) 

曾經買過野生捕撈

的魚，並沒有發現

什麼問題，因此不

需特別訂定規範 12
位 
(1.3%) 

其他：我猜錢的問題無法到位、應該有困難吧，台灣小型撈多、增加部分漁民的負擔包括金錢，時間，及不識字的

不便利、建立履歷不等同可以改變消費者行為，僅是提供選擇的資訊、建立履歷也不完全是好的事情，履歷

認證機構、組織、或產生取得履歷的附加成本，不一定會促使生產端願意加入、目前政府沒有足夠專業的人

力團隊、野生漁撈非制式訂點定時定量收獲，非蔬果類可精準分批檢驗標示等各 1 位(0.1%)。 

  從上中可以看出，有約七成的民眾不清楚臺灣的海鮮食品，只有「養殖漁業」具有產銷履歷

和標章，而「野生捕撈漁業」沒有（不太清楚 47.1%、完全不清楚 23.9%），而有近八成五的民眾有

較高的希望，認為臺灣政府應該盡快針對「野生捕撈漁業」，訂定產銷履歷及標章認證規範（完

全同意 56.1%、大部分同意 29.3%）。而民眾認為需要盡快針對野生捕撈魚業訂定規範的原因，大多

為可以確認使用的漁法不會破壞海洋環境(27%)、被捕撈的海鮮不會破壞生態平衡(25.8%)、食用有

問題時可以透過條碼履歷追蹤源頭(22.7%)，及能確定野生捕撈魚業所捕到的海鮮品質穩定(20.3%)。 

(四)未來消費型態與意願 

        下表 2-10 及 2-11 是民眾對於未來選購海鮮產品的意願與行為和海鮮產品需具有產銷履歷或

標章的看法，以下是各表格的結果整理與分析： 

表 2-10 民眾對於未來選購海鮮產品的意願與行為 

1.填完這一份問卷後，您未來在購買海鮮產品時，是否會選擇有「產銷履歷或標章認證」的產品？ 

一定會選購  
43 位(13.7％) 

有看到就會盡量選購 233
位(74.2％) 

不會特別選購  
36 位(11.5％) 

一定不會選購  
2 位(0.6％) 

2.如果經過認證過後的海鮮產品價格稍貴，是否會影響您的購買意願？ 

一定會選購  
27 位(8.6％) 

有看到就會盡量選購 235
位(74.8％) 

不會特別選購  
47 位(15％) 

一定不會選購 
5 位(1.6％) 

3.承上題，會造成您有這個想法的原因是什麼？(複選) 

海鮮食品的

安全性很重

要 243 位

(26.3%) 

海鮮食品的

取得方式很

重要 208 位

(22.7%) 

海洋生物的

數量是否適

合捕食很重

要 171 位

(17.8%) 

海洋生物的

種類是否適

合捕食很重

要 148 位

(15.4%) 

海鮮食品經

過程序認證

的成本，本

來就會提高 
134 位(14%) 

有沒有認證

的海鮮食品

對我來說沒

有特別重要 
21 位(2.2%) 

有認證過的

海鮮食品比

較昂貴，增

加我的開銷 
26 位(2.7%) 

其他：(1)不相信認證制度 3 位 0.3%、(2)已經有特定購買習慣 2 位 0.2%、 (3)在傳統市場的漁獲如何經過認證取得得

上述資料，如能看到則會增加購買動機 (0.1%)。 

從上表 2-10 中可以看出，有八成八的民眾會有較高的意願選購有標章的海鮮產品，但如果價

格增長的話，仍有八成三的民眾會去購買，因為民眾認為海鮮食品的安全性(26.3%)、海鮮食品的

取得方式(22.7%)、海洋生物數量與種類是否適合捕食(15.4%)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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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民眾對於未來選購海鮮產品需具有產銷履歷或標章的看法 

4.您是否認為所有通路所販售的海鮮，也應該具有清楚的「產銷履歷或標章認證」？ 

完全需要  
105 位(33.4％) 

盡可能需要  
187 位(59.6％) 

不太需要  
20 位(6.4％) 

完全不需要  
2 位(0.6％) 

5.承上題，會造成您有這個想法的原因是什麼？(複選) 

海鮮來

源較不

透明 
203 位

(20.7%) 

不知道捕

撈的方式 
168 位

(17.1%) 

不知道捕

捉的魚種

是否會影

響海洋環

境平衡 
177 位 
(18%) 

不知道食

物保存的

方式是否

符合衛生

標準 200
位(20.3%) 

不知道食

物保存的

溫度是否

不容易造

成食物變

質 157 位

(15.9%) 

海鮮本來

大多是漁

港直送，

品質應該

不會太差

30 位(3%) 

海鮮產品

可以直接

詢問店家

品質好壞

18 位

(1.8%) 

魚攤都有

做到保冰

程序，不

需擔心食

物變質 10
位(1%) 

對我而

言，有沒

有標章或

認證不是

那麼重要

14 位 
(1.4%) 

其他：(1)不用所有的銷售商品都要做、(2)有標示較安全，但是否所有通路的產品均能做到、(3)小型捕撈的不容易有

產銷履歷、(4)普遍海鮮及漁撈知識不足，且所有通路統一落實不易等。 

  從上表 2-11 中可以看出，有高達九成的民眾認為未來所有販售通路都需要有產銷履歷，而主

要的三大原因是目前海鮮產品的來源較不透明(20.7%)、不知道食物保存的方式是否符合衛生標準

(20.3%)、及不知道捕捉的魚種是否會影響海洋環境平衡(18%)。 
 
參、 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 研究結論 

 1. 台灣的認證標章及產銷履歷大多在農、牧及養殖漁業部分，但野生捕撈漁業的數量卻相對稀少。  
        我們從研究中得知，在探訪的五間店家中的產銷履歷與認證標章中，肉類產品及農產品較多，

海鮮產品的比例明顯偏少，而且多是以養殖漁業為主，也就是說，在食品認證上，政府可能對於

海鮮產品的認證或產銷履歷規範制度上仍然不是那麼完整，也因此造成民眾在選購時，對於海鮮

產品的來源及相關認證品質上較無從比較，也較難更進一步去了解背後的捕捉問題與海洋生態平

衡問題。 

 2.八成以上的民眾支持所有通路都該具有標章認證或產銷履歷，也有意願選購有標章的海鮮產品，

在食用上會較為安心也可選擇對環境較為友善的生產方式。 
        在研究中我們發現，民眾主要會由食品新鮮和離住家較近為選擇前提，進而選擇購買場域，

而最多民眾會前往的地方為傳統市場。對於食品是否需要經過認證部分，有八成以上的民眾認同

所有通路的食品都應經過認證，其中有六成的民眾較常會選擇具有認證的食品，因為經過明確標

示或標章會令人吃起來感覺較安心。而當民眾在選購食品時，通常會以安全性較高、有產品來源

及降低對環境的污染的食品為主要選擇依據。在經過此問卷填寫後，有八成以上的民眾較有可能

去購買有標章的海鮮產品，即便價格增長，民眾仍會因為重視海鮮食品的安全性及取得方式以及

所購買的海鮮生物是否適合捕食而願意購買，相對一開始的意願程度，民眾對於未來的購買意願

增加了兩成多，且高達九成以上的民眾也認為未來所有販售通路都應經過認證，主要是因為海鮮

來源不透明、對食物保鮮衛生的疑惑以及擔心所購買的魚種會影響生態，相較一開始的意願程度

增加了近一成。由此可知，即便是最多民眾會選擇的市場，若海鮮產品來源能透明化並經過檢驗，

會讓消費者在食用時更加安心，也能避免間接因為消費，而影響海洋生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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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七成以上的民眾並不清楚「野生捕撈漁業」沒有產銷履歷及認證標章，而有八成以上的民眾認

為政府應盡快訂定相關規範，確認所吃的海鮮及漁法會破壞海洋環境及生態平衡。 

        在問卷結果中我們發現，有七成的民眾並不清楚「野生捕撈漁業」沒有產銷履歷及認證標章，

原因大多為可以確認使用的漁法不會破壞海洋環境、被捕撈的海鮮不會破壞生態平衡、食用有問

題時可以透過條碼履歷追蹤源頭，及能確定野生捕撈魚業所捕到的海鮮品質穩定。而在清楚之後，

有近八成五的民眾認為政府應盡快建立野生捕撈漁業的認證標章及產銷履歷。民眾認為認證標章

最主要需要認證的項目為食物取得的方式、捕撈方式對生態環境的維護、食物保存的衛生、食物

保存的溫度及物種的瀕危性，而有高達近八成的民眾認為有海鮮認證標章的海鮮產品吃起來會比

較安心。產銷履歷民眾大多認為應該標示的資料有：生產地、認證標章、品名、驗證機構、有效

期限與捕撈日期。 

  

（二） 研究建議 

 1.政府應積極建立野生捕撈漁業的產銷履歷及認證標章制度。 

從訪問卷調查的結果來看，大多數的民眾認為野生捕撈漁業的產銷履歷及認證標章需要建立

制度，所以我們建議政府應盡快建立野生捕撈漁業的產銷履歷及認證標章制度，除了能使民眾知

道他購買的海鮮是養殖漁業還是野生捕撈漁業，也能知道許多關於這個海鮮產品的資料及安全性

認證，而漁人所捕撈的海鮮產品也能受到保障。 

 2. 積極推廣民眾選用有認證標章或產銷履歷的魚獲，以確認食品的安全性及避免破壞性捕撈魚法

對海洋的危害。 

從訪問卷調查的結果來看，大多數的民眾覺得有產銷履歷及認證標章的海鮮產品吃起來比較

安心，所以我們建議民眾多選購有認證標章及產銷履歷的漁獲產品，如此才能吃得安心，若在傳

統市場無法選擇時，也能進一步詢問店家海鮮的來源與捕撈方式，藉由消費保護海洋的生態環境。 

3.建議漁民使用不破壞生態的漁法，避免過度捕撈及破壞海洋生態環境。 

        我們在先前的調查中發現，花蓮有七成的漁民是使用流刺網，也有一些漁民選擇底拖網，這

些都是屬於破壞性漁法。我們希望漁民可以選擇不破壞生態的漁法，並且遵照台灣海鮮選擇指南

的準則選擇所捕的魚，讓民眾在買魚時多一份保障，也能讓海洋生態能夠繼續維持良好狀態，不

要只是因為一時的慾望，造成了後續無法解決的問題。 

 4.商家清楚標示海鮮產品來源與相關資訊，為民眾的安全把關 

        經過我們去各大超商調查，我們發現有許多海鮮產品並沒有標示標章或產銷履歷，因此我們

希望商家在販售水產養殖海鮮時，可以進貨有經過認證的產品，而如果沒有認證標示的野生捕撈

海鮮，也可以主動去了解商品的資訊，為民眾進行安全把關。而我們在問卷調查中發現，大部分

民眾較常去傳統市場購買海鮮產品，因此也希望傳統市場的魚販可以多了解自己所賣的魚的相關

資訊，並且在民眾購買時告訴民眾，讓選購魚貨的民眾可以多一分安心，而魚販自己也多一分信

用。 

5.期望未來能實際到賣場向民眾推廣了解漁獲來源的重要性，並且修正此次問卷中不足之處。 

        我們期望未來可以實際去各大賣場推廣，讓民眾真正了解漁貨來源的重要性，並且也能讓商

家改變對於收購魚貨的看法，做出實際行動、改變，為大家的安全把關，也幫助商家挑選出最適

合販售、最安全的海鮮產品。在問卷不足部分，這次我們在問卷中，其中有一題問了民眾喜歡購

買海鮮產品的場地，下一題問了為什麼會選擇到這一個場地購買海鮮產品，但民眾填了其中一個

原因後，我們無法得知他是因為這個原因而到哪一個商家進行消費，因此沒有辦法再做更細的分

析比較。所以下次如果有機會，我們會將問卷設計的更完整，才能獲得更精確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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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研究問卷 
 

民眾對於海鮮認證標章及產銷履歷的認識，與購買意願問卷調查 
 

        您好，這一份問卷主要是想了解民眾選購海鮮產品時的消費行為、海鮮認證標章及產銷履歷

認識，及對於填完此份問卷後，是否想改變消費型態及意願。目前國內野生捕撈漁業仍以流刺網

捕撈為大宗，大小魚通吃的特性嚴重破壞生態環境，且目前野生捕撈漁業並沒有海鮮認證標章及

生產履歷制度，為推廣友善魚法，維護魚類生態系統平衡，所以我們想要藉此份問卷做調查，促

進海鮮認證標章及產銷履歷的制度建立。您所填答的內容，僅做為學術研究使用，請您放心填寫。 

 

祝  心想事成 

花蓮縣宜昌國民小學 

學生：沈祐睿、蔡松霖 

指導老師：林嘉琦、沈盈君敬上 

2020.05.05 

以下我們以農產品為例說明什麼是產銷履歷： 經過驗證的產品，在包裝袋上會印有相關資訊，包

含標章、品名、驗證機構、追溯號碼、資訊公開方式等，同時也可以從 QRCode 中查詢到生產者、

產地、生產紀錄及包裝日期等相關資訊。 

 
壹、基本資料 

1.性別 

   □男 

   □女 
 

2.年齡 

   □20 歲(含)以下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1 歲(含)以上 
 

3.目前居住的縣市： 

   □北部地區(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宜蘭縣) 
   □中部地區(苗栗縣、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  
   □南部地區(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東部地區(花蓮縣、臺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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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島地區(金門縣、連江縣、澎湖縣) 
   □其他_________ 
 
貳、問卷內容 
一、民眾的消費行為與意識  

此部分的問卷主要是想了解您平時在消費時的態度與看法 
 

1.請問您最常到哪個場所購買海鮮產品？ 

   □漁港或魚場 

   □傳統市場 

   □大賣場 (愛買、家樂福) 
   □生鮮超市(全聯、統冠)  
   □其他：________ 
 

2.承上題，會讓您在此處購買海鮮產品的原因是什麼？(複選) 
   □環境乾淨 

   □食品具有標章或履歷認證 

   □食品新鮮 

   □價格便宜 

   □離住家近 

   □交通便利 

   □停車方便 

   □家人指定(家人的喜好) 
   □可自備環保餐具承裝 

   □其他：___________ 

 

3.您是否認為所有通路所販售的海鮮，都應該具有清楚的「產銷履歷或標章認證」？ 

   □是 

   □否 
 

4.承上題，會讓您有這樣想法的原因？(複選) 
   □海鮮產品應該要明確標示來源或標章認證，比較安心 

   □海鮮產品多數直接從漁港進貨，應該較新鮮。 

   □海鮮產品有放在碎冰上保存，不需擔心。 

   □海鮮產品貨量充足容易挑選比較，不需擔心。 

   □其他:__________ 
 

5.您在選購食品時，會特別選購有標示「標章或產銷履歷」的食品嗎？ 

   □ 絕對會選購 

   □經常會選購 

    □偶爾會選購 

    □完全不會選購 
6.承上題，什麼原因會影響您選擇是否要購買具有標章認證或產銷履歷的產品？（複選） 

   □經過認證產品安全性較高 

   □有產品來源較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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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友善的生產方式可以降低對環境的破壞 

   □具有認證的商品販售價格較高 

   □不了解標章的意義， 不太會把產銷履歷或標章當作是否選購因素 

   □其他:______ 

 

二、民眾對於標章的認識及購買意願 

        此部分的問卷主要是想了解您對於海鮮標章訂定的認可與應具備的項目看法 
 

1.您看過哪些標章？(複選) 
TAP 標章 

 
□ 

MSC 標章 

 
□ 

UCS 標章 有機農產品 

 
□ 

UCS 標章 有機轉型期 

 
□ 

TOPA 標章 

 
□ 

TQF 標章(GMP 標章) 

 
□ 

有機農產品標章 

 
□ 

APACC 標章 

 
□ 

CAS 標章 

 
□ 

HACCP 標章 

 
□ 

ISO 9001 標章 

 
□ 

ISO 22000 標章 

 
□ 

□我沒有看過任何標章 □其他：________________ 

 

2.您是否知道目前臺灣的海鮮食品，只有「養殖漁業」具有產銷履歷和標章，而「野生捕撈漁業」

沒有產銷履歷及標章？ 

   □非常清楚 

   □大部分知道 

   □不太清楚 

   □完全不清楚 
 

3.您認為有海鮮認證標章的海鮮產品會讓您覺得吃起來比較安心嗎？ 

   □非常安心 

   □大多覺得安心 

   □稍微覺得安心 

   □完全沒有安心感 
 
4.您認為海鮮產品包裝上如果要貼「產銷履歷」，應該要具備哪些資料？（複選） 

   □品名 

   □部位 

   □認證標章 

   □驗證機構 

   □生產地/捕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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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撈日期 

   □有效期限 

   □捕撈方式(養殖漁業、延繩釣、鏢刺漁業、流刺網等) 
   □建議食用等級(依據物種數量、魚種可食用性、捕撈方式等分等級評分) 
   □建議烹調方式 

   □ 商品追溯號碼 

   □資訊公開方式 

   □其他：_________ 
 

5.您認為海鮮產品的「認證標章」，應該要具備哪些認證項目？(複選) 
   □食物取得的方式，例如：養殖、野生近海捕撈、野生遠洋捕撈 

   □捕撈方式對生態環境的維護(例:友善漁法:鏢刺漁業、延繩釣、定置漁業等)、低破壞性捕撈方

式等 

   □物種的繁殖力 

   □物種的瀕危性 

   □物種在海洋食物鏈中的位置 

   □食物保存的衛生 

   □食物保存的溫度  
   □其他：___________ 
 

6.您是否認為臺灣政府應該盡快針對「野生捕撈漁業」，訂定產銷履歷及標章認證規範? 

   □完全同意 

   □大部分同意 

   □部分同意 

   □不同意 
 

7.承上題，會影響您想法的原因是什麼？（複選） 

   □能確定野生捕撈漁業所使用的漁法不會破壞海洋環境 

   □能確定野生捕撈漁業所捕到的海鮮不會破壞生態平衡 

   □能確定野生捕撈魚業所捕到的海鮮品質穩定 

   □當食用有疑問時，可以透過條碼履歷追蹤源頭 

   □我覺得這些漁法並沒有差別，不需要特別訂定規範 

   □訂定規範的魚價格會比較高，我認為不需要 

   □曾經買過野生捕撈的魚，並沒有發現什麼問題，因此不需特別訂定規範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未來消費型態與意願 

        此部分的問卷主要是想了解您在未來對於消費海鮮產品時的態度與想法 
1.填完這一份問卷後，您未來在購買海鮮產品時，是否會選擇有「產銷履歷或標章認證」的產品？ 

   □一定會選購 

   □有看到就會盡量選購 

   □不會特別選購 

   □一定不會選購 
 
2.如果經過認證過後的海鮮產品價格稍貴，是否會影響您的購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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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會購買 

   □有看到就會盡量選購 

   □不會特別選購 

   □一定不會購買 
 
3.承上題，會造成您有這個想法的原因是什麼？(複選) 
   □海鮮食品的安全性很重要 

   □海鮮食品的取得方式很重要 

   □海洋生物的數量是否適合捕食很重要 

   □海洋生物的種類是否適合捕食很重要 

   □海鮮食品經過程序認證的成本，本來就會提高 

   □有沒有認證的海鮮食品對我來說沒有特別重要  
   □有認證過的海鮮食品比較昂貴，增加我的開銷 

   □其他：______________ 
 
4.您是否認為所有通路所販售的海鮮，也應該具有清楚的「產銷履歷或標章認證」？ 

   □完全需要 

   □盡可能需要 

   □不太需要 

   □完全不需要 
  
5.承上題，會造成您有這個想法的原因是什麼？(複選) 
   □海鮮來源較不透明 

   □不知道捕撈的方式，例如：養殖、流刺網、鏢刺、拖網等 

   □不知道捕捉的魚種是否會影響海洋環境平衡 

   □不知道食物保存的方式是否符合衛生標準 

   □不知道食物保存的溫度是否不容易造成食物變質 

   □海鮮本來大多是漁港直送，品質應該不會太差 

   □海鮮產品可以直接詢問店家品質好壞 

   □魚攤都有做到保冰程序，不需擔心食物變質 

   □對我而言，有沒有標章或認證不是那麼重要 

   □其他：_____________ 

 
 

問卷結束 
感謝您的填答，也希望透過這份問卷的填寫，能讓我們更了解自己的消費行為，進而改變消費習

慣，使海鮮永續理念能真正落實於生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