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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海洋局業務



永新漁港

白砂崙漁港

鼓山漁港

旗后漁港

旗津漁港

上竹里漁港

中洲漁港

前鎮漁港

小港臨海新村漁港

港埔漁港

中芸漁港

汕尾漁港

海污防制及海洋教育

海洋產業輔導

漁業行政管理

管理市轄漁港

漁產品推廣、漁會輔導

漁港、養殖區工程

海洋局業務職掌



貳、重要業務執行情形



1、推動海洋

產業

2、漁業資源

保育與永

續利用

3、天災重建
復養

4、重大工程
建設

重要業務
執行情形



一、推動海洋產業

(一)推動遊艇及船舶產業發展

(二)推動郵輪觀光產業發展

(三)行銷高雄海味品牌



提供遊艇完善停泊環境

高雄市遊艇碼頭興建計畫

 鼓山漁港浮動碼頭重建工程

 輔導嘉信遊艇公司於22號碼頭建置遊艇碼

頭

 以「遊艇產業帶頭領航，海洋首都

擁抱健康」為題

 獲得「創新成果獎–健康產業獎」

獲得台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獎項

辦理「台灣國際遊艇展」

 持續籌辦「2018台灣國際遊艇展」

 預計於107年3月舉辦

推動海洋產業



• 執行2016高雄港郵輪旅客服務計畫
• 協助國際郵輪旅客進行岸上觀光

提供郵輪旅客友善觀光環境

辦理「2016全球港灣城市論壇」

• 辦理2016全球港灣城市論壇
• 探討亞洲郵輪經濟圈促進議題
• 帶動高雄郵輪經濟

推動海洋產業



• 2017高雄郵輪母港遊程

輔導業者開闢高雄郵輪母港航線

推動海洋產業



 2016比利時海產品展

 現場接單金額 1.5 億元

 2016北美海產品展
 現場接單金額 9000 萬元

 2017東京食品展
 現場接單金額 1500 萬元

參加國際食品展拓展國際市場

辦理高雄海線漁鄉系列活動

 興達浪花捲捲節  彌陀虱目魚節  梓官海鮮節 永安海洋音樂季

推動海洋產業



 全家便利商店  得意中華

開發多元產品

推動海洋產業



強攻電子商務通路

推動海洋產業

高雄大遠百
網路商店

永安漁產網
路商店

高雄大遠百
網路商店-
彌陀區漁會

高雄大遠百
網路商店-
永安區漁會

高雄大遠百
網路商店-
小港區漁會



高雄海味行銷推廣活動

 鱻美饌@高雄巨蛋

 石斑魚推廣@台鋁

 高雄國際食品展 好吃美食節@高雄大遠百

推動海洋產業



(一)海洋資源保護及宣導

(二)水產品安全衛生優質化

二、漁業資源保育與永續利用



105年

陸域稽查 36次

海域稽查 34次

船舶聯合稽查 116次

105年

海洋教育辦理 30場次

海洋污染防治聯合稽查

海洋環境教育-校園巡迴列車

漁業資源保育與永續利用



產銷履歷驗證

標章品牌認證

養殖水產產物

抽驗

水產飼料抽驗

•輔導養殖戶及加工廠加
入 產銷履歷驗證

•至105年止本市通過水產
品產銷履歷驗證戶共45戶。

•105年新增水產養殖14戶， 21品
項、水產加戶2家， 2品項 。

•截至105年通過標章之水產養殖
戶共26戶，45品項；水產加工戶
共11家，34品項•

•加強未上市水產品產地
監測

•完成105年核定採樣件數
300 件。

•強化養殖水產飼料抽驗
作業

•完成105年核定抽驗件數
99 件。

漁業資源保育與永續利用



三、天災重建復養

(一)天然災害現金救助

(二)災後復養重建

(三)莫蘭蒂風災造成漁船
擱淺漏油應變作為



天災重建復養

冬季寒害統計資料

水產物損失金額：約7億9,608萬元。

現金救助:本市救助戶數1,387戶，救助面
積 1,628公頃，救助金額共計2億8,372萬
元，已全數發放完畢。



養殖漁業
估計損失金額

主要受損地區
符合現金
救助申請案

莫蘭蒂 6,193萬4千元
林園、梓官、湖內、
彌陀

38件

梅姬 889萬3千元
林園、彌陀、茄萣、
湖內

1件

總計 7,082萬7千元 39件

 受理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及低利貸款

 農委會公告高雄市為辦理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
助及低利貸款地區

 分別於105年9月26日及10月11日前受理現金救
助申請

 無養登者可申請低利貸款

 加速撥款流程，使受災戶盡早取得現金救助

天災重建復養

夏季颱風統計資料



復養計畫
辦理養殖寒害預防暨復養技術講習 –

105年9月辦理完成
研擬台電溫排水調整魚塭養殖池水溫 –
預計今年4月規劃完成

 冬季寒害輔導重建: 辦理105年1月漁業寒害產業
專案輔導措施，本市補助戶數共計1046戶，補
助金額共計1億1,580萬元，已全數發放完畢。

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
高市養殖登記自治條例修正

天災重建復養



 現場應變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建立協調統一窗口

 現場圍設攔油索、進行海面浮油清除及抽
油作業

 船隻於11月16日全部完成移除作業

105年9月14日

順天606、富冠606、富冠707、永興發
168等4艘漁船因颱風吹襲擱淺傾覆漏油

 持續進行水質採樣監測，該處水域已符
合「海域環境分類及海洋環境品質標準」

天災重建復養



岡山魚市場新建工程案
•預計107年搬遷啟用
•經費1億6,000萬元
•已完成細部設計，預計106年10月動工

梓官魚貨直銷中心
•預計106年8月完工
•經費7,298萬元
•施工中，預計106年8月完工

中芸漁港東防波堤延長
•預計107年6月完工
•經費1億6,000萬元
• 106年2月開工，預計107年2月完工

四、重大工程建設

漁港設施
工 程 件 數 19件

工 程 經 費 3億7650萬元

養殖設施
工 程 件 數 13件

工 程 經 費 2億7196萬元

合 計 105年度辦理工程共計32件，6億4846萬元整

LNG海水管線擴充工程
•預計106年12月底完成
•經費1億5,200萬元
•已完程基本設計，預計106年6月底動工



參、未來工作重點



市港合作，共同推動「郵輪母港」

鼓勵民間投資遊艇碼頭

推動興達漁港遠洋泊區分期開發

一、發展海洋產業 開發基礎建設

•與台灣港務公司合作共同行銷高雄，推動「郵輪母港」策略

•持續與各航商接觸，提供友善開闢郵輪航線環境

• 遊艇泊位需求強烈，市府及港務公司就市轄海域檢討區位，俾提供民間
投資興建遊艇碼頭

• 配合中央推動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經濟部、交通部
等中央部會共商，整體發展規劃以「海洋工程」、「海洋工程人才培訓」、「海洋
科技」、「創新材料」為 4 大發展主軸。

• 依海洋產業需求及海洋科技研發期程，以分期分區開發，賡續推動包含海洋遊憩、
海洋工程及海洋科技等之海洋產業發展，並適時引進新興相關海洋產業。



結合地方特色建立養殖漁業品牌

落實養殖漁業放養量申報及查報作業

輔導漁會研提計畫爭取中央經費建設漁村六級產業鏈

二、推動漁業加值 加強行銷推廣(一)

•本市永安區為石斑魚之故鄉，彌陀區為虱目魚的故鄉。.

•該二項養殖水產品已具有其獨特性及生產規模，藉由品牌建立與地方產業特色結合

，透過調查預估生產量、規劃產銷通路，可使該養殖產品有所區隔，提高產品價格

與競爭力。

•配合中央預估年度養殖漁業總產量，預判國際養殖水產品需求及競爭國家年度生產量

，對於養殖戶提出預警，並輔以冷凍倉儲，對於全國養殖水產品作計畫性生產，以確

保漁民權益。

•輔導各區漁會拓展區內產業環境，爭取經濟部地方產業發展基金或農委會農村再生基

金，辦理沿海各區在地特色產業行銷輔導與產業升級推動發展計畫，改善漁村景觀並

發掘漁村文化特色，建立漁村六級產業鏈。



輔導養殖業、加工業及漁會共同成立漁業觀光工廠

推展漁產加工產業

辦理產銷履歷驗證

二、推動漁業加值 加強行銷推廣(二)

•本市永安及彌陀區計有4處養殖漁業生產區與1處養殖集中區，養殖面積1,550 公頃，

媒合養殖漁業與水產加工產業並配合導入觀光資源，輔導永安及彌陀區漁會與當地水

產加工業者轉型具漁業特色之觀光工廠，提高養殖漁產品附加價值。

•賡續結合產官學界共同研發具地方特色的漁產品伴手禮，開創及行銷漁產品自有品

牌，穩定並提高水產品附加價值，拓展國外市場，提升漁產品之國際競爭優勢。

• 輔導業者參加產銷履歷驗證，教育宣導食品衛生安全觀念，媒合業者及通路之異

業 合作，並積極輔導取得產銷履歷資格，冀透過提升參與驗證之誘因，再經由結合

行銷網絡及品牌包裝，提升高雄優質漁產品產值。



行銷高雄海味品牌，開拓國際多元行銷通路

輔導本市養殖漁業產業升級

二、推動漁業加值 加強行銷推廣(三)

•行銷推廣高雄大宗魚貨，特選鮪魚、魷魚、秋刀魚、石斑魚及虱目魚，命
名「高雄5寶」，形塑『高雄海味』商標品牌，結合餐廳與各式通路，輔
導業者參加國際食品展，推廣高雄優質漁產品，開拓國內外市場。

•辦理養殖漁業公共設施，輔導現有魚塭符合養殖使用規定者取得陸上魚塭
養殖漁業登記證，並配合國土復育政策，引導養殖漁業合理有效利用水
土資源，防止地層下陷，提升產業競爭力。



•內政部已於106年2月6日公布「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持續配合中央辦

理相關保護計畫之擬訂及特定區位之劃設。

•依據海岸管理法及相關子法落實大高雄市之海岸管理

辦理海岸法相關工作

•強化「海洋污染防治聯合稽查機制」

•辦理海洋污染防治訓練及演練

•強化市轄海域環境背景監測

持續推動本市海洋污染防治工作

•與教育局合辦海洋教育，參與「海洋教育精進計畫」

•與中鋼環境教育列車合作

•以漁業文化館展示內容，設計行動教材

與外單位合作辦理海洋教育

三、保護海洋環境 推廣海洋教育



簡報完畢 恭請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