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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鳗鲡养殖业发展与现况 7=；2厶 

陈 光 禄 

台湾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具有得天独厚 

的养殖自然条件，拥有日本种鳗鲡生活生长 

的优越环境。在自占期间曾有过日本种鳗鲡 

的人工养殖试验，但从未取得可值得庆贺的 

成绩 未能弓i起产业养的关注 1952年当局 

有美部门在日籍顾问的建议与策瑚下，在桃 

园设立养殖场进行鳗鲡养殖试验。但这种官 

方芷规试验终茵经营管擅禾善耥隶属关素木 

时变吏’在1956年中止，而台湾省水产 

试验所于i954年齐始 鲮鲡养殖试验， 

主95{；年获得成功 但成桌示范与推广莱获樽 

蓣期的反响，原因乏一是审塾鳗的市场禾景 

气 酏年代，台湾鳗龋养殖蔼夜最高年份 

也幂超过百公顷；谢晶鳗年产量只有三、兰 

盲蚝，产品垒部内销。邃时台湾只不过是H 

．
苯迄勃发展葬鳗业的鳗苗 或幼鲠 )供应 

她 其两 19密 牢由手自本鳗鱼减产 奁湾 

透过自．本祷桂试硝了2 吨浩‘鳗i竞获褥日本 

消费者酌婷谇 此举不但翻开了台湾成鳗外 

销历史，随唐赖频而莱钓外销定单，也使台 

湾一堕敏感的企韭蒙，拆资引进自l本饲辑生 

产设祷和营养配劳，并始设广生产鼓萱酌人 

工配合饲料，为7b年代鳗监的聘飞打下了基 

础 

族畅的销路、良婷的枝箍，吸鲁} 少社 

会赫资攫商养鳗监。主§彳蛹 垒智养殖商 轵避 

缝苹公顷，产量逸_66Ob条砘 产值也越过主 

亿先j(薪各币 卞商)，】=974年台湾白 的 

苗岂供不应求，开始从岛外引进1o廉价酌 

鳗昔也键避了鳗鱼养殖菌积进一步扩夫。 

19 9【年全岛的养殖面积已达22b'~公顷，是十 

年前的14倍， 产量为26440吨(比 增i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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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产值为62．o亿元(比增53倍)。鳗鱼 

养殖业在渔业总产值中的比董由不足2％急 

逮上并到6％，其出臼植巳跃居水产品出【兰f 

总值的第一位 与毛猪、稻米并驾齐驱，成 

努台湾外销三大农产品之一。7O年代养鳗业 

步入黄釜时代。 

台湾养鲠业者可分为企业养鳗与个体养 

鳗户三大类塑。大塑的企业养鳗每单位(即 

公萄)养殖规模在1．0至奎§公顷 中型的在3荃 

1 公顷，小查酌在3公顷以下。个体养鳗户 

励多在3公顿 下。6晦 代莳企业养鳗户多 

各茸行与自本茼社联系外销}个体养鳗户则 

委托三盘衙转手贸易祷田_日I缺乏统 的组 

织给乎协调。7o年代初企业型养鲠业联合筹 

建了各湾弛区鳗鱼输出同亚公会ii[现任理事 

苌廖木发、总午事林淑钦)‘。 矗经济郡 成 

立酌鳗鱼产销辅导小组也将个体鳗农按遗区 

组织 13个养鳗生产合作社，并或立了垒省 

性酌合作社联台社_(现任理事主席李华洋、 

总经趣拳絷禄)。进商上述两组织连同 虹行 

政院劳辅导会桃园渔殖管建l处的代表成立了 

台湾区鳗垫l产销连系小组 至要勘能是联络 

各象 协调r产销 调节岛 穷市场供应整、 

稳定价秸、 加拯宣传 捃髌矫晴。霎藏l土该 

小组在鳗鱼的产销方面发挥了预期作 莓 

公斤鳗鱼名目价值由1 濞 钓 ．n5羌主升至 

19 8年的 6 4元，为养殖户赢来不少 的效 

益。 

80年代起台湾养鳗业成熟发展阶段。作 

为养鳗业支柱产业一一饲料土业_已德垒，消 

化日本营养配方后，台湾研制出具有自己特 

色爵垒价配合饲料，不但减少了对日本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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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1 历年台湾鳗鱼生产与外销情况 (单位：公顷，吨、亿元新台币) 

资料来源；历年台湾地区渔业年报及农产贸易统计要览 

1994年 为台刊 估计数 

表2 _历年台湾麓驰生产威本结构 (单位：元新台币／公斤) 

资料来源j引 自江荣吉憋 产业、经济评估文表四 

赖，还避兔因掺和生鲜饵料引起的病虫害， 

也大大方便了饲料的使用和贮藏。与鳗业相 

关的一些行业和服务部门也相继应运而生， 

并逐步健全自成体系。如早先的冷冻厂和后 

期的烤鳗厂在台湾现已是一个相当热门和盈 

利的产业。现在社会上还出现了为鳗肾服务 

的专业队伍，专门从事包括出池、吊水、过 

磅包装、运输在1人J的各种辅助工作，大太减 

少了场家 的日常人员费用，普通鳗场二至三 

人足可管理三公顷养殖面积的鳗鱼生产。与 

此同时，台湾养殖技术日益完善，管理水平 

日趋科学，因此尽管1O年米物价日扬，鳗苗 

购价、人员工资不断上涨，但成鳗的生产成 

本却没有多大的波动 (详见表2)。 

为了防止因外销市场价格严重波动，超 

过小型养殖户的承受力造成 倒 闭的 现象发 

生，当局会同有关单位联合商议，仿照其他 

外销农产品保护办法，从外销鳗鱼中按比例 

提存认捐金，成立 “台祷磷 鱼产销平准基 

金”，当外销价格低于成本金20％时，由该 

基金发放补贴，以安定外销，保障生产家有 

合理的利润。随后该基金会还利用有利的机 

会也参与办理鳗鱼内外销的拓展事务。该组 

织19＆6年更名为 “台湾区鳗鱼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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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开展业务(现任董事长为蔡能)。 之成为自给自足的产业。然而事非如 此简 

在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下，8O年代台湾鳗 单、鳗业的衰落不仅影响到业者的生计，也 

鲡养殖面积扩大到4012公顷，产量 突破5万 会波及其周边行业的生存，特别是投资金额 

吨大关，其中8O％左右或生鲜冷冻或加工成 高达24．5亿元 (新台币 )的烤鳗业面临着关 

烤鳗供外销，最佳之时占有 日本市场的50o／， 或外迁的严峻现实。为此台湾养鳗业者仍 

年刨汇额超过亿美元，是仅次于猪肉而居第 在顽强地拼搏以图获得新生。为了保护淡水 

二位的大宗出口单项农产品。日本和台湾的 资源和环境，有关科研单位已耗巨资引进北 

有关人士均认为，台湾鳗鱼的养殖技术和生 欧节水型的循环养殖系统设备，企望通过吸 

产能力、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都已超过 日本， 收消化降低造价在台湾推广使用。为了扩大 

冠盖世界，是名符其实的 “养鳗王国”。 苗源，科研单位与民间都不断地引进各目不 

进入9O年代台湾养鳗业走过了顶峰滑入 同种鳗苗进行试养，但至今收效甚微。更多 

衰退阶段，首先是岛民的环保意识增强、新 ’ 的业者则关闭场厂到条件优越的海峡对岸寻 

闻媒介一再评击养鳗界、违规水井甚多(据 求生路，以求高利润的养鳗业 得 到持 续发 

1988年资料显示，仅漳化、云林、屏东三县 展。 

养殖界违规水井数多达22859口)超 度 抽取 至1994年止，台湾在养的鳗场尚存3000 

地下水严重，致使地层下陷，海水倒流、土 户。其中大型企业公司约1O家、中型近3O余 

地盐碱化，危及防洪防潮和邻近水稻耕作。 家，其余均为小型或个体养殖 位，养殖面 

养鳗业成为台湾环保的首惩对象， 定为损人 积约为22500亩，年产 约为38000 J1J~， 外 销 

利已的典型；其次，日本种鳗苗资源 日渐枯 31471吨。 

竭，引进的欧洲种鳗苗因养殖技术不彰，屡 台湾养鳗早期以宜兰、彰化、屏东和云 

屡遭到灭顶之灾，巧妇难为无米炊；养殖面 林4县为主 (1970年时占全省的81 )。宜 

积逐年缩减、投苗量从高峰期的4O多吨减到 兰县养殖是从白仔至幼鳗 (少数黑仔 )生长 

1994年的15吨；再者，大陆凭借 丰富 的 资 阶段，而后转售到屏东一带续养至成鳗。宜 

源、富裕廉价的劳力，宽阔的腹地，使养鳗 兰多水泥建的精养池屏东则是以旧鱼塘或水 

业迅速的崛起，t994年大陆输日鳗鱼比台湾 田改建的土池。彰化、云林地区一般采用一 

多出136OO吨，对台湾鳗业构成巨大的竞争和 贯制养殖法，自行由白仔养至成鳗销售。近 

威胁o ， 年，由于宜兰地理位置偏北，气温较冷，逐 

面对这一现实，台湾部份学者与农业专 渐减少养殖，主要成为白仔捕捞和供应点。 

家认为从根本上看应停止台湾鳗业的发展 地处彰云南部的嘉义县依仗其温和的气候和 

鉴此台湾当局决心将养鳗事业列为加强管制 廉价的地租优势吸收高屏地区的资金。迅速 

对象、配合鳗苗进口数量的管制，逐年减少 发展鳗鱼养殖，成为养殖重点县。近年来， 

养殖量，取消各类优惠措施不鼓励外销，使 高雄县以优越养殖环境使养鳗 面 积 快速突 

表3 历年台湾鳗鱼养殖面积地理分布情况 ‘ (单位：公顷 ) 

年 

1970 

1975 

1'980 

1985 

‘ 

1990 

宣兰县 彰化县 云林县 嘉义县 屏东县 其他 总计． 
⋯ 一 一 一 ⋯ — 一 _ _ _ ⋯ _ _ _ ～ 一 ～  一 一 一 ⋯ ⋯  一 一 ⋯ ⋯  一 ～

一 一  ～ — — — — 一 — — — 一 一  

21·8 77·9 2·0 i0．0 1O0．0 71．7 28"3．4 

250·0 345．0 166·4 173．0 250．0 223．1 1407．5 

224·2 665．0 430。0 270．0 660．0 146．3 2395．5 

105·4 854·0 431．0 380．5 500．2 416．4 2686．5 

32。1 833·5 847．3 763．0 517．4 953．3 39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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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大张旗鼓，北京亚运会上·次捐款1300 

余万元。广告进入千家万户，现已发展为全 

国最大的饮料集团，且规模不 断扩 大 ，因 

此，只有科研、生产、销售的紧密配合，才 

能保证农产品加工企业长久不衰的生命力。 

4．产品单一，设备利用 率低，更 新 改 

造慢。现在，许 多 食 品厂、罐头厂产品单 
一

， 竞争力弱，生产上存在淡旺季，传统工 

艺更新阻力人． “老牌”产品依赖性强，结 

果市场越来越小，生产不得不萎缩。目前很 

多蜜饯厂锵lj作半成品 (如李胚、桃胚等 )沿 

袭传统的盐淹工艺，既大量耗盐， 在加工过 

程还要脱盐，工序繁杂，若能直接以李胚保 

鲜，在加工上可免除很多工序，不但简化了 

生产过程，降低了成本，同时产品质量也有 

所提高。另外，还要重视原料的综合利用， 

避免生产上淡旺季，如漳州罐头厂利用芦笋 

下脚料生产芦笋汁，就是一个很好的综合利 

用途径。 
一  

5．食品加工机械和包装机械薄弱。国外 

食品工业迅速发展在加工机械相包装机械 L 

广泛应用先进的电子计算机、激光，微波、 

红外线、光纤、热管等技术，自动化程度越 

来越高。我省食品机械制造业有19家企业和 

车间．以制糖机械制造能力最强，其次是罐 

头机械设备，而其他食品机械制造业大多空 

白。是我省食品加工业的薄弱环节之一。 

以上分析了我省农产． 加工业存在的一 

些主要问题，由此看出，福建的农产品加工 

业还是比较薄弱的，有待于政府的扶持和各 

加工企业 从 业人员的共 同努力。台湾的经 

济发展经历说明了农产品加工业在其经济发 

展过程中的蘑要作埔，值得我们 深 思 和借 

鉴，尤其，、现在很多台商在我省兴办冷冻食 

品、罐头食品、儿童食品、快餐食品等一大 

批加工企业，为我们提供了很 好的 现 场示 

范，我省应抓住当前的大好时机，充分发挥 

福建的现有优势，把我省的农产品加工业提 

高到一个重要的地位，农业才能向更深入 ， 

更高层次发展，以带动其他行业乃至整个经 

济的良性快速发展。 

(责任编辑：王 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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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大有后来居上之趋， 世目前生产量还远 

不如屏东，技术有待进一步提高。(详见表3) 

自1966年省水产试验所试制鳗鱼配合饲 

料成功以来，已有2O多厂家生产各种品牌鳗 

鱼饲料。主要分布在南部，1992年总产14．8 

万吨}其中台南县产量5．65万吨 (占3、8 )， 

高雄县3．26万吨 (22％)，屏 东 1 042万 吨 

(9’6％ )，台中县1．37万吨 (9．3％ )，．。台 

南市0．54万吨 (3．6％ )。 ， 

作为养鳗业下游相关行业冷冻烤鳗『Ju工 

厂已有24家，主要分布在屏东有15家，高雄 

3家，台北 ．宜兰、台南各2家。 这些厂家拥 

有加工冷冻白烧鳗123i1~，冷冻调味鳗180吨 

6 

的能力。另有33家吊水场承接活鳗处理包装 

业务，屏东11家、彰化9家，桃园8家，苗栗 

家、台北、云林、高雄各1家。台 北 尚有1O 

家航空货运代理机构从事活鳗外运业务。近 

年由于活鳗业务颇为繁忙，生意颇佳，但预 

计其好景不长，．．随着养鳗业的外迁衰退，航 

运行业也将外迁或中止 、 

表 4 
⋯  f ⋯  

1987钲 

1988年 

1989伍  

1990年 

1991年 

近年台湾II曼鱼饲料产量 
‘ —·_‘_·—～ ⋯ ． — 一  一 一 一  

113005 u屯 。 

132171吨 

136076n~ 

151436吨 

l69793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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