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13 學年度彰化縣綠階/初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教案 

教案名稱 
公民蚵學家 

~探索台灣牡蠣養殖與環境永續 
設計者名稱 埤頭國中 翁靜怡 

教學對象  
□國小、□國中、□高中職 

□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 

領

域 
彈性(專題討論) 

教學資源  

1. 【台江】《潟湖三生》V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28S2s0D2Jg 

2. 水產養殖－牡蠣人生(牡蠣苗篇) V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JOs9pmeEFc 

3. 【台南海岸堆滿竹子及浮具 農業局：蚵農回收後發包清除｜

20241104 公視晚間新聞】V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IWyaXohZhg 

4. 【臺灣，臺南。牡蠣浮棚的保麗龍污染】V 

https://youtu.be/LR5oBVmNE6U 

5. 【海廢污染】蚵難怎麼解？｜保麗龍浮具替代的可能性(我們的島 

1113 集 2021-07-12)】1:50~8:00、10:20~18:45   V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gXSahON_KI 

6. 這裡有蚵仔味的海風，有蚵棚的海才是三鯤鯓的海 

https://smiletaiwan.cw.com.tw/article/475?utm_source=Web&utm_

medium=Article&utm_campaign=smile_reading 

7. 蚵仔的一生從「移動的國土」說起 嘉義海線 X 美學，廢棄蚵

殼變身實用小物 

https://smiletaiwan.cw.com.tw/article/3593 

教

學

時

數 

4 

教學理念  

從基礎知識介紹，到生態危機及現行環境政策，最後透過情境模擬和角色扮演探討，讓學

生合作學習進行探索與討論，並能多角度分析問題。學生不僅是在接受知識，更是在問題

情境中積極建構自己的理解與解決方案，進而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效果。 

教學對象 

分析 
國中學生，已學習過地理科台灣海岸類型及氣候相關概念。 

十二年國教 

課綱 

海洋教育實質內涵 

本

教

案 

學

習

目

標 

1. 認識台灣西部沙

岸潟湖的功能。 

2. 瞭解台灣西部沙

岸牡蠣養殖的生

長環境與養殖方

式的差異。 

3. 探討不同養殖方

式所造成的牡蠣

品質差異及環境

影響。 

海 J12 探討臺灣海岸地形與近海的特色、成因與災害。 

海 J13 探討海洋對陸上環境與生活的影響。 

海 J18 探討人類活動對海洋生態的影響。 

海 J20 了解我國的海洋環境問題，並積極參與海洋保護行動。 

領域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社 1a-Ⅳ-1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係。 

地 1a-Ⅳ-1 說明重要地理現象分布特性的成因。 

地 1b-Ⅳ-1 解析自然環境與人文景觀的相互關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28S2s0D2J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JOs9pmeEF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IWyaXohZhg
https://youtu.be/LR5oBVmNE6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gXSahON_KI
https://smiletaiwan.cw.com.tw/article/475?utm_source=Web&utm_medium=Article&utm_campaign=smile_reading
https://smiletaiwan.cw.com.tw/article/475?utm_source=Web&utm_medium=Article&utm_campaign=smile_reading
https://smiletaiwan.cw.com.tw/article/3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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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1c-Ⅳ-2 反思各種地理環境與議題的內涵，並提出相關意見。 

學習內容： 

地 Ab-Ⅳ-1 地形與海岸的分類。 

地 Ab-Ⅳ-3 臺灣的領海與經濟海域。 

4. 從不同立場分析

牡蠣養殖的優

劣，提出解決方

案。 

5. 深入思考如何在

經濟發展與環境

保護之間取得平

衡。 

對應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流程 

(數量可自行調整) 

時

間 

教學 

資源 

教學 

評量 

 

 

認識台灣西

部沙岸潟湖

的功能。 

 

 

 

 

 

 

 

 

 

 

 

 

瞭解台灣西

部沙岸牡蠣

養殖的生長

環境與養殖

方式的差

異。 

 

 

 

 

 

 

 

第一堂課 : 東石肥蚵 PK 王功珍珠蚵 

一、 準備活動 

(一) 學生分組：每組約四~五人 

(二) 影片播放：觀看【台江】《潟湖三生》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28S2s0D2Jg，複習七年

級學過的西部沙岸的景觀及潟湖土地利用方式。 

(三) 小組討論：完成以下問題，並分組分享： 

1. 記錄影片中出現的土地利用方式 

2. 影片中看到了哪些潟湖的功能 

(1)防洪抑澇與調節洪水  

(2)漁場生產功能  

(3)具有遊憩價值 

(4)野生動物棲息地  

(5)淨化水質 

3. 哪一個功能是你認為最重要? 

討論失去重要功能可能帶來的後果。 

二、發展活動 

(一) 觀看【水產養殖－牡蠣人生(牡蠣苗篇)】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JOs9pmeEFc，小組合

作完成以下問題並分享 

1. 養殖蚵仔的環境條件為何? 

潮間帶或河川出口附近，淡海水交

界，低潮時露出稅面的地區 

2. 台灣西部主要的牡蠣養殖四大產區? 

彰化王功、雲林台西、嘉義東石、台

南七股  

3. 養殖方式的差異（平掛式、浮筏式），並分析其對牡蠣

品質的影響。  

(1) 平掛式(倒棚式)養殖: 

淺海沙灘不易垂掛，因此將蚵串平掛在蚵架上來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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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 影片

【台

江】

《潟湖

三生》 

2. 學生

分組

表、問

題討論

題目 

 

 

 

 

1.影片

【水產

養殖－

牡蠣人

生(牡

蠣苗

篇)】 

2.問題

學習單 

 

 

 

 

 

 

 

1.小組討論

結果是否完

整呈現潟湖

的功能 

2.每組分享

對潟湖最重

要功能的判

斷及後果分

析。 

 

 

 

 

 

學生完成學

習單，並分

享養殖方式

對蚵仔品質

與環境的影

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28S2s0D2J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JOs9pmeE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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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不同養

殖方式所造

成的牡蠣品

質差異及環

境影響。 

 

 

 

 

 

 

 

 

 

 

 

 

 

殖。蚵仔每天只在漲潮時沉入海水中進食，退潮後則

掛在太陽下接受風吹日曬雨淋，生長緩慢，也沒那麼

肥嫩細緻，但卻帶有更多的 Q 彈嚼勁，不少老饕將之

形容「就像土雞一樣」，並因體型小小顆而美稱為「珍

珠蚵」。珍珠蚵最主要產地就是彰化芳苑跟王功。 

   

 

 

 

 

 

 

 

(2)  浮筏式養殖 

蚵仔 24 小時都泡海水

中，這種蚵仔從早到晚浮

游生物食物吃不停，長得

又大又快，口感細緻肥

嫩。這類養殖方式主要集

中在嘉義東石、布袋、台南安平、七股等地。  

 

(二) 【品嚐與觀察】我是美食家:東石肥蚵 PK 王功珍珠蚵 

1. 分析王功珍珠蚵與東石肥蚵在外觀、口感上的差異。 

(1) 蚵的外殼觀察兩者異同 

(2) 小組觀察兩者蚵仔外觀異同 

(3) 利用不同烹調方式，如烤箱、川燙鮮蚵，觀察變化 

(4) 記錄王功蚵仔與南部蚵仔的口感差異 

2. 討論這些差異與養殖方式的關聯性。 

探討哪些差異是由於養殖方式不同所造成的，並試著分

析原因 

三、綜合活動 

(一) 製作模型  

小組利用 ipad 蒐集資料，利用牙籤、花藝鐵絲、線及黏土

分組完成倒棚式養殖或浮筏式養殖的簡易模型，並註明你

是參考台灣哪一個地區的蚵仔養殖。 

(二) 完成學習單，下次上課小組上台報告。 

四、延伸活動 

思考影片中提到的，彰化附近的蚵產業主要在 4-9 月，但台南

的蚵產業可持續到冬天，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呢 ? 閱讀文

章找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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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觀察

用蚵仔

樣本:東

石肥

蚵、王

功珍珠

蚵 

2.烤

箱、川

燙工具 

3.學習

單 

 

1.模型

製作材

料：牙

籤、黏

土等 

2.平板 

 

 

 

 

 

 

 

 

 

 

 

 

 

 

 

 

 

 

 

 

學生完成學

習單，並能

烹煮及品嚐

蚵仔的風

味。 

 

 

 

 

 

 

 

 

小組模型製

作與展示是

否符合當地

養殖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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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複習台灣的氣候 

2.閱讀報導文章:這裡有蚵仔味的海風，有蚵棚的海才是三鯤鯓

的海

https://smiletaiwan.cw.com.tw/article/475?utm_source=Web&u

tm_medium=Article&utm_campaign=smile_reading 

 

 

 

 

 

 

 

 

 

 

 

 

 

 

 

 

探討不同養

殖方式所造

成的牡蠣品

質差異及環

境影響。 

 

 

 

 

 

 

 

 

 

 

 

 

第二堂課 : 養蚵，環保嗎? 

一、準備活動 

(一) 小組報告：展示模型，說明當地養殖方式與特色。 

1. 當地蚵架所需材料及如何搭建 

    蚵棚主要建築材料是竹子，早年主要用刺竹，透過

機械打入沙灘中，近年多改為孟宗竹。一根適合當蚵棚

的高大孟宗竹成本約 40 元，通常可使用 3、5 年沒問

題，一分地通常就要上千枝，也是不小負擔。這些孟宗

竹上經常佈滿銳利藤壺，漁民收蚵不小心就會被刮傷。

連結蚵串的塑膠繩也很容易毀損，需隨時加以補強，維

護整個蚵棚強度。 

2. 如何進行養殖 

3. 結合上次的美食 PK 的學習單，介紹此種養殖方式的蚵

仔特色 

二、發展活動 

(一)議題討論：養蚵，環保嗎 ?  

1. 探討養殖蚵架的材料與建造過程。 

由小組做的模型展開討論 

(1)實際的蚵架，需要哪些材料去做結合? 

(2)這些材料是否會造成海洋生態的負擔? 

(3)這些蚵架會放在海洋中的何處? 

台灣西南沿海的養蚵方式，則依水深地形主要分為兩

種——一種是固定於沿岸的平掛式蚵架，固定於潮間

帶淺灘，不需要用保麗龍，也不用每年一直更換蚵

棚，但是需要廣大的潮間帶環境，例如：七股潟湖、

彰化、雲林一帶是代表。海水漲退潮，牡蠣也會離水

閉合。另一種是漂浮於外海的浮筏式蚵棚，主要是養

在近海水面上或是河口，靠保麗龍或浮筒支撐浮力，

蚵串垂直吊掛於蚵棚下一直浸於海水中，主要養殖季

在冬季。。近年來在環境變遷下，西南沿岸沙洲、潟

湖面積逐漸縮小，適合平掛式養殖的區域也漸減少，

浮筏式養殖的規模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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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完

成的養

殖模型 

 

 

 

 

 

 

 

 

 

 

1.學習

單 

2.影片

【台南

海岸堆

滿竹子

及浮

具】、

【臺

灣，臺

南。牡

蠣浮棚

的保麗

龍污

染】 

 

 

 

 

學生報告內

容的完整性

與正確性。 

 

 

 

 

 

 

 

 

 

 

小組討論表

現，尤其是

對環境與天

氣因素影響

的分析。 

 

 

 

 

 

 

 

 

 

 

 

 

https://smiletaiwan.cw.com.tw/article/475?utm_source=Web&utm_medium=Article&utm_campaign=smile_reading
https://smiletaiwan.cw.com.tw/article/475?utm_source=Web&utm_medium=Article&utm_campaign=smile_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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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養殖方式對環境的影響（如保麗龍污染）。 

上次的延伸活動閱讀的文章中有提

到，養殖蚵仔是會受到氣候的限

制，會因為風浪而有季節性的養

殖。想想看，若在相同的天氣條件

下，這兩種養殖法，當發生如颱風

的劇烈天氣災害，哪一種會出現較

嚴重的損失? 說說看為什麼? 

影片學習：加深對問題的認識。 

(1)觀看【台南海岸堆滿竹子及浮具 農業局：蚵農回收

後發包清除｜20241104 公視晚間新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IWyaXohZhg，  

(2)觀看【臺灣，臺南。牡蠣浮棚的保麗龍污染】

https://youtu.be/LR5oBVmNE6U 

思考:這些廢棄物怎麼來的? 

3. 討論哪種養殖方式更環保，並分析天氣因素對養殖的

衝擊。 

(1) 請由蚵架材料及天氣因素，分析浮筏式養殖與平掛式

養殖，哪一種比較環保?  

(2) 探討浮筏式養殖的廢棄養殖設施對沿岸環境的影響 

                保麗龍浮具的使用年限約 1 至 2 年，最多撐到 3

年。由於質地軟，易有海中生物附著，不管是漁民

將生物刮除或風浪侵蝕，都會讓保麗龍變小或粉碎

而被海中生物誤食，或被颱風沖上岸，過去也常被

漁民棄置海面，造成環境汙染。而蚵棚則會被強烈

風浪沖上海岸，或因不耐使用被丟棄於沙灘上，鋒

面來臨時被海浪沖走，汙染海域；過去也常遭漁民

焚毀，造成空氣汙染。 

                每年 3 月份開始，海邊開始看到很多蚵棚、竹

子、保麗龍削屑、保麗龍塊開始沖上岸，蚵棚也陸

續拖上岸來，隨著一年一度的牡蠣採收旺季將開

始，海邊的環境災難也就開始，5~6 月高峰期更進入

汙染最嚴重的時候，每年都一樣。 

                 以 2014 養殖季至 2015 年為例，9 月開始在沙

灘上綁蚵棚，工人就會在沙灘上留下大量垃圾，塑

膠繩、飲料、鋸下來的竹子、鐵絲等等；待全部出

海定位，12 月至隔年 2 月，東北季風在吹時，沙灘

才會是一年中較乾淨的時候。3 月開始收成，海邊就

陸續出現保麗龍的小顆粒，蚵架也陸續上岸，之後

就越來越嚴重，一直到 6 月底沙灘幾乎全部被蚵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IWyaXohZhg
https://youtu.be/LR5oBVmNE6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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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保麗龍佔據，造成環境嚴重的破壞及汙染，善後

工作一直做到 8 月份還無法恢復沙灘原貌。而且 9

月時又有人違反規定先行放養（規範是 10 月才可以

放養），結果於 9 月底遇到颱風又被沖上岸，造成至

10 月中，沙灘上還在做蚵棚清除工作，同時，新的

蚵棚又陸續在綁在放。一年 12 個月，有 9 個月，也

就是 3/4 年的時間，海岸沙灘是受到浮棚牡蠣養殖的

保麗龍及蚵棚汙染的。 

(a) 浮棚養殖使用的蚵架 

使用完的蚵架，以往農民並沒有養成回收習慣，

就乾脆放水流，在六月鋒面吹襲下，廢棄的蚵架

造成海岸汙染 

(b) 撐起蚵架的保麗龍 

過去蚵農習慣使用保麗龍浮具，新的通常可

以使用三年，保麗龍是聚苯乙烯（PS）發泡而

成，極易碎裂成粒狀，因此第三年保麗龍常被生

物附生穿孔，容易破碎，浮力也差，通常就會被

丟棄，而養殖過程中，蚵農將附生在保麗龍的生

物刮掉，或在蚵架抽放保麗龍以調整高度等動

作，都會產生非常多的保麗龍碎屑。據統計，一

顆 60 公升的保麗龍浮球，在海中可以碎裂成 760

萬片、直徑 2.5 公釐的微塑膠，被沖刷到岸上後

會與沙石混在一起，清除不易；此外，保麗龍易

吸附髒污的特性，也使回收價值下降。 

三、綜合活動 

(一)觀看影片【海廢污染】蚵難怎麼解？｜保麗龍浮具替代的

可能性(我們的島 1113 集 2021-07-12)】1:50~8:00、

10:20~18:4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gXSahON_KI 

(二)為下一堂課進行角色分組，分發資料閱讀討論，下次上課

進行議題式課程，交流討論。 

四、延伸活動 

(一)討論養殖設施改善建議 

(二)思考廢棄蚵棚和牡蠣殼的再利用方法（如製作肥料、裝置

藝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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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同立場

分析牡蠣養

殖的優劣，

提出解決方

案。 

 

深入思考如

何在經濟發

展與環境保

護之間取得

平 

第三、四堂課 : 公民蚵學家-議題式課程 

一、準備活動 

分組角色扮演：學生分為環保人士、政府單位、蚵農、觀光客，閱

讀分發的資料，針對議題發表各自立場。 

    全班同學分成四大組，分別代表環保人士、政府單為、蚵農及

觀光客，發下相關資料，內含對應角色的立場、數據、案例分析

等，讓學生能夠站在自己的角色上發表觀點。 

    請各組針對【海廢污染-蚵難怎麼解？】發表各自立場，討論

保麗龍替代浮具的可行性及廢棄物管理方案。並試著在各自的立場

下，彼此間互相溝通討論，提出兼顧環境與產業的解決方法，最佳

的解決方法。 

(一) 每組學生需要閱讀相關資料，了解自己代表角色的立場和

觀點。 

  (二) 每組應該思考的問題： 

    1. 環保人士 

(1)如何看待目前蚵養殖的環境影響？ 

(2)有哪些替代方案？ 

(3)如何推動更具可持續性的養殖方式？ 

    2. 政府單位 

(1)政府目前在保麗龍回收及替代品的政策是什麼？ 

(2)是否足夠有效？ 

(3)有哪些改善措施？ 

    3. 蚵農 

(1)你如何看待政府對浮具的規範及替代方案的推動？ 

(2)有什麼實際困難？ 

(3)是否能接受改變？ 

    4. 觀光客 

(1)作為觀光客，你如何看待蚵養殖對環境的影響？ 

(2)是否會影響你對這些地區的觀光選擇？ 

 

二、發展活動 

情境模擬討論 

(一) 小組內討論： 

學生分組討論各自的立場，每組學生根據自己的角色，討

論以下問題並提出他們所認為的最可行解決方案。 

1. 環保問題： 

(1) 保麗龍污染是否可持續？ 

(2) 保麗龍替代品（如 EPP 浮具）是否解決問題？ 

2.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平衡： 

(1) 蚵農的收入如何與環境保護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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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是否能在不影響生計的情況下改變養殖方法？ 

3. 技術替代方案： 

(1) 目前的技術是否能有效替代保麗龍？ 

(2) 如果不能，是否有其他方法可以減少污染？ 

4. 立法與政策： 

(1) 政府應如何平衡支持產業發展和保護環境的需求？ 

(2) 是否應該訂出更嚴格的規範？ 

(3) 是否應該推動產業轉型？ 如果是，要如何轉型？ 

5. 社會責任： 

作為觀光客，你是否會因為環境問題而選擇不支持某地

區的養殖業？ 

(二) 全班討論 

1. 每組學生依次發表其立場和討論結果，並向其他組的成

員解釋其立場的背後邏輯與數據支持。  

2. 討論過程中，其他組可以提出質疑和建議，進行辯論與

互動。 

(三) 解決方案整合 

在討論過程結束後，全班一起討論最終的解決方案。 

討論的重點放在： 

1. 環境影響最小化：如何減少養殖對環境的長期負面影

響？ 

2. 經濟效益：如何在環保與經濟發展之間找到平衡？ 

3. 可行性：這些解決方案是否具有實際操作性？需要哪些

技術或政策支持？ 

三、綜合活動 

最終，各組需要共同提出一個綜合性方案，這個方案能夠平衡

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並在班上展示。  

四、延伸活動 

個人反思： 

(一) 根據本堂課所學的內容，寫一篇反思文章，內容包括： 

1. 所代表的角色在討論過程中的主要觀點。 

2. 對於最終綜合性方案的看法。 

3. 自己對海洋保護、可持續養殖及社會責任的認識 

(二) 除了提升技術，尋找可以取代保麗龍的浮具，想想看那堆積

如山的蚵架、牡蠣殼是否也能有重生的機會呢? 

1. 給予廢棄蚵棚重生的機會 

(1)現行處理方式: 廢棄蚵架大多採焚燒方式處理 

(2)蚵棚重生的方式 

(a) 棚架：浸泡過海水的蚵竹搭設絲瓜棚架較不易蛀

損，又可節省成本負擔，還可減少海岸環保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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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達節能減碳。  

(b) 護沙：使用插竹枝的方式攔沙以防止七股潟湖沙洲

流失，成效相當好，護沙也依不同季節有不同的工

作「秋末冬初時開始以竹竿及蚵繩的方式來護沙，

到了春天則讓植物們生長」。 

(c) 工藝與美術材料：廢棄蚵架可回收多元利用於裝置

藝術上或是美術作品的創作 材料。 

(d) 肥料：竹子含有的生長促進物質，有助於植物生

長，因此將竹子運用於發酵肥 料實施堆肥，以及提

高肥料的功能。亦可絞成粉末成為土壤肥料，可嘗

試栽種番茄、芭樂之類不怕鹽分的植物。 

(e) 做為生態浮島，復育海洋生態：利用蚵架生物多樣

性的特性及固碳能力，找固定的海域堆疊綑綁成生

態浮島，如此當生物附著到一定程度加上竹子破

裂，廢蚵架就會下沉至海床，由於是以生物為主

體，所以久而久之，就會形成生態礁，對於日漸侵

蝕的海岸、枯竭的海洋資源及二氧化碳的吸存，都

有非常大的正面幫助，甚至因而豐富水域活動及觀

光的活動。探索新式蚵棚的可行性 

2. 牡蠣殼的重生 

      牡蠣殼也是環保建材，先民就懂得將磨碎的牡蠣殼混

在糯米漿，作為磚塊的黏合劑，安平古堡的古城牆就是以

這種手法興建而成。此外，將牡蠣殼加工製成碳酸鈣，還

可以應用在肥料、飼料、建料及造紙材料等項目，讓廢棄

物轉身成為可以帶動地方產業與就業機會的黃金。 

    閱讀文章【蚵仔的一生從「移動的國土」說起 嘉義海線 

X 美學，廢棄蚵殼變身實用小物】，完成學習單。

https://smiletaiwan.cw.com.tw/article/3593 

 

 

 

相關閱讀資料 

環保人士 

    2019 年綠色和平海廢快篩調查發現，以保麗龍為首的漁業廢

棄物佔全台海廢垃圾體積最大宗。這些保麗龍海廢，主要來自西南

沿海牡蠣養殖使用的浮具，易受風浪衝擊解體、碎裂的特性，成為

遍佈海洋與海岸，難以蒐集、清運的海廢。 

「缺乏測試的情況下，中央和地方機關花費 4 千萬元補助蚵農

購買 5 萬顆 EPP 浮具，如今 EPP 浮具破碎後的顆粒也被沖上岸，

顯然替代材質無法解除環境危機。」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林

https://smiletaiwan.cw.com.tw/article/3593
https://e-info.org.tw/node/219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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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良表示，政府目前投入在牡蠣養殖業的補助，絕大多數以「補助

替換浮具」、「獎勵回收」為主，並未編列研究經費，也未研發替代

材質和新養殖模式。 

    台灣在浮具制度上採地方自治，並無全國統一標準，雖然台南

市政府在 2020 年公告「EPP 浮具及 PE 浮具公告標準表」，但僅針

對兩種浮具的製作材質、體積、重量等項目進行規範，並無測試浮

具耐受度標準，無從得知浮具能否承受台灣西南海域的氣候條件。 

    台灣目前採地方自治並與廠商合作的方式，無法真正開發出適

合台灣氣候條件的養殖浮具，呼籲漁業署應邀集中央、民間團體與

浮具製造商等，共同制定出一套符合台灣氣候條件，且包含材質、

浮力、抗衝擊性、浮具耐受性、毒性物質含量等的完整規範。 

    目前政府對浮具的思考，只停留在「如何讓蚵農使用」，並未

考量使用年限過後的去化過程，是否仍會造成環境負擔也都是未

知，因此呼籲政府除了考量浮具的品質之外，也應讓浮具的材料能

被不斷使用，才能讓整個養殖產業走向環境永續。 

    長年關注蚵產業污染的晁瑞光認為確實是往正確的方向前進，

但整體來說「並不及格」，因為保麗龍浮具的污染到今時今日都還

持續存在，要汰換保麗龍早是全球的共識，即便現在以套袋來作為

應對，希望減少碎屑產生，但生物還是會附著其上，蚵農一定也會

刮除，過程中套袋就會出現裂縫、更不用說未綁緊的套袋、海浪拍

打和蚵架間的碰撞，一樣會有保麗龍漏出，且回收機制也不完全，

導致保麗龍還是在各個海岸間流竄。 

 

政府單位 

    臺南市政府除了規定保麗龍浮具皆須覆網，同時與浮具廠商合

作，開發使用其他材質的替代浮具。目前市面上浮具包含傳統保麗

龍、覆網保麗龍、黑色 PE 硬式浮筒，及因不同廠商生產而有黑

色、淡綠色、粉紅色三色的 EPP 浮具。 

    嘉義縣政府和台南市政府都已提出保麗龍退場機制，預計在明

年和後年就會正式終止保麗龍的使用，而海保署委託 9 個縣市試辦

的廢漁網及蚵繩回收再利用、海廢保麗龍再利用。 

    要徹底取代保麗龍很難，因為現有的塑膠製品浮力較為不佳，

導致實際使用成果不好，農民也難以接受，因此保麗龍污染的問

題，未來會立法強制要求農民使用保利龍套袋，去年開始也規定農

民必須先購買套袋才能領取補助金，在目前回收一個保麗龍提供

30 元獎勵金的誘因下，去年總共回收了一萬兩千塊保麗龍，不過

他也坦言與整體一年要汰除五萬塊保麗龍還有些差距，現階段正研

擬提高獎勵金到 50 元，盼誘因提高成效更加。 

    每個蚵棚都需向縣府登記，並裝設可供辨識的標誌物；並不得

使用未包覆之保麗龍浮具。廢棄蚵棚應運至指定回收地點，違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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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處 1000 至 6000 元罰金。此外，縣府也提供每棚 300 元的回收獎

勵金。 

    嘉義縣政府於今年起首收「海域使用費」，以浮筏式蚵棚為

例，每棚每年需繳 500 元。張建成表示，蚵農以海為田，要有使用

者付費的概念，並對所產生的垃圾負起社會責任。未來相關經費將

投入廢棄漁具的清運、回收。 

    為了改善持續污染的情形，臺南市政府協同南市區漁會，輔導

產銷班蚵農從「放養源頭管理」、「養殖設施回收」及「養殖浮具改

良」三方面著手，在今年二月推動強力養蚵管理措施，包括「總量

管制養蚵棚數」、「蚵棚申報及回收重罰管理」、「7~9 月颱風季禁止

養蚵」、「逐年提高蚵農負擔清理費」、「禁用未包覆保麗龍浮具」等

措施，針對未加標示的蚵架，每棚開罰 1 萬元，回收數量不及申報

數量每棚則處分 3 千元，並落實污染者付費原則，106 年起每棚放

養需繳 400 元清理費，並逐年遞增 100 元，希望逐步建立蚵農回收

觀念，負起海岸清理環境責任。 

    另外，原有回收養殖蚵棚獎勵金（每棚獎勵 250 元）也改為補

助購置改良浮具，逐步取代保麗龍，並規劃明年度前完成立法，規

範浮棚養蚵禁用未包覆的保麗龍浮具，盼從根本解決養蚵保麗龍污

染海岸問題 

 

蚵農 

保麗龍污染農民都心知肚明，因此像他自己就有使用黑色套網

來蓋住保麗龍浮具，成本一個不到三百元，正常使用下最多還可以

撐到六年，其實不需要更換其他替代性材料，否則多出來的成本他

們也負擔不起，效果也不一定好；另外對於養殖期的縮短，他則指

出，考量到一定收入，其實避開颱風季養殖即可。 

蚵棚經常被人堆成堆放火燒，只為了回收上面的鐵絲，不然也

是送去焚化爐燒。保麗龍則被抓蚵棚的怪手現場抓碎，造成更嚴重

的二次汙染。 

PE 浮具雖有溝槽設計，但不易牢固綁在蚵棚下，且海上作業

講求速度，一塊保麗龍浮具約 1 至 2 公斤，改良式浮具約 2.5 公

斤，過去綁 12 塊保麗龍只要 10 分鐘，現在用 PE 浮具要花上 20

分鐘。此外，一塊保麗龍浮具約 150 元，改良式浮具約 600 至 800

元，若以一棚 12 塊浮具計算，成本至少多出 5,400 元。多數漁民

的心態：「雖然目前的改良式浮具不好用，但如果不用錢，就會說

好用，就一定會用。」 

    只要價錢合理、浮力足夠，多數蚵農都願意改用較環保的浮

具。EPP 的使用便利度與保麗龍相近，因此蚵農較願意配合更換，

無奈 EPP 同樣為塑膠發泡製成，內部的塑膠顆粒極易剝落，例如

台南海岸就發現保麗龍與 EPP 碎片夾雜。其他替代浮具則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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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或風險未知的問題，例如 PE 硬式浮桶雖然堅固，但表面光滑

且會受熱膨脹，對蚵農而言搬運、綁縛、堆疊都不容易，而塑膠蚵

棚則是昂貴又需要改變養殖模式，未知風險高。PVC 蚵棚一棚價

格約 15 萬，現行竹製蚵棚含浮具只要 7,500 元，對漁民而言是極

大的負擔。 

 

    蚵農反映漁港及近海管理所人力有限，部分工作難以推展。蚵

農說：「要維持好的養殖環境得運用公權力。過去一個年度出海巡

查約 9 次，巡查時間只有 3 個鐘頭，連一區都看不完。人力不足不

能怪他們，但我們還是得盡量要求。」此外，他希望政府能提供更

多補助以順利推展新型漁具，但也要求漁民盡量遵守政府規定，讓

漁業環境更永續。「我常跟漁民講，子孫還用得到這片海，如果破

壞大海就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大海的環境是大家的。」 

 

觀光客 

    蚵仔產業與觀光是非常成功的結合典範，近年王功與芳苑有幾

位青年回鄉與老蚵農合作推觀光。投入觀光後，只要有台鐵牛車可

以把遊客載到潮間帶外圍，沿途解說蚵生態、現場開蚵、吃蚵、扒

文蛤、簡介潮間帶，花 2、3 個小時，一台車載 10 人每人收費 350

元，那就是 3500 元的收入，比養蚵產值約高 10 倍。疫情前大概一

年遊客可達 10 萬人，更為王功與芳苑街上餐廳與周邊民宿帶來眾

多收益。 

    未來朝向定置、長久的觀光漁業方式發展，結合觀光、旅遊、

水上及水下活動，在生態環礁內側、水流較平緩安全的區域設置生

態區域，來吸引和創造眾多的水上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