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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鰻是臺灣養殖重要產業之一，但礙於鰻苗資源不足，產業每況愈下，養殖業

者急欲尋找替代魚種，產能異動時，衝擊了我國其他養殖物種。在鱸鰻解禁後，異種

鰻養殖興起，目的為彌補日本鰻的市場需求。臺灣異種鰻養殖為新興產業，一個產業

的發展，唯有生產面及經濟面雙管齊下，產業方可永續經營。因此，本研究針對產銷

結構、生產技術及經營效益三方面，進行田野訪查，資訊彙整後，應用經濟學、管理

學及統計學，從產、製、銷各方面進行分析，評估異種鰻養殖之可行性及市場潛力，

以期瞭解異種鰻養殖產業獲利關鍵及產業現階段與未來之發展策略，做為臺灣異種鰻

養殖產業發展參考。 

研究結果顯示，鱸鰻或黑鰻採用鰻線或幼鰻四種不同的放養策略，成本投入及獲

利均有顯著差異，原因與放養規格、養殖週期及活存率有關。鱸鰻鰻線、鱸鰻幼鰻及

黑鰻鰻線等三種養殖策略之單位成本投入密度均以飼料所佔比例最高，黑鰻幼鰻之養

殖策略則以魚苗成本所佔比例最高。每公斤生產成本分析，黑鰻比鱸鰻高，與收成規

格有關。鱸鰻及黑鰻採用鰻線或幼鰻之四種養殖策略益本比均大於 1，鱸鰻平均益本

比1.97，但養殖週期需 3年；黑鰻平均益本比 1.51，養殖週期僅一年。運銷結構分析結

果顯示，臺灣鱸鰻產業內、外銷比為 6：4，黑鰻產業內、外銷比為 4：6。通路商之益

本比均大於 1，均以零售商獲利能力最好。 

未來臺灣異種鰻養殖產業，在短期策略方面的建議：1.善用臺灣養殖經驗，克服

目前異種鰻養殖技術層面問題，並透過臺灣加工技術，提升異種鰻產品優勢，擴大市

場佔有率。2.落實水產品之驗證與追朔制度，確保產品食用安全性，提昇產品信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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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我國水產品出口競爭力。3.加強產銷合作組織功能，建立異種鰻產銷資訊平台，

提昇產品議價能力。4.透過 4P及 4C行銷策略，提升國內消費需求，建立基本市場需求

量。長期發展策略則建議：1.創立臺灣異種鰻自有品牌，利用品牌形象拓展國際消費

市場。2.積極參與異種鰻養殖國際交流，學習各國異種鰻養殖技術，提升我國異種鰻

養殖生產管理能力，增加國際競爭力。3.開發多元鰻魚養殖種類，掌握生產技術，針

對市場供需適時調節。4.透過產、官、學與鰻苗生產國洽談鰻苗進口供應相關協定，

穩定國內鰻苗來源及需求。 

臺灣異種鰻養殖正處於產業生命週期的初始期，尚有許多生產與經營管理等內部

議題需要克服。未來，若異種鰻列入 CITES，產業發展勢必再次遭遇外部衝擊，所

以，異種鰻養殖產業除藉由技術面之研發，掌握生產關鍵技術，也必須審慎考量產業

發展之短、中、長期策略，以期我國鰻魚養殖產業之永續經營。 

 

關鍵字：鱸鰻、黑鰻、異種鰻、生產經濟、運銷經濟 

 

 

壹、 臺灣鰻魚養殖產業過去與現在 

鰻鱺屬物種(Anguilla spp.)在臺灣、中

國大陸、日本及韓國具有重要商業價值，

以日本為主要消費國，日本人認為吃鰻魚

可補充精力及體力，可消除夏季因炎熱所

造成之不適，因此，每年夏季鰻魚節是鰻

魚消費高峰期。臺灣於 1923 年開始從事

日本鰻魚(A. japonica)養殖相關研究，經水

產試驗所確立產業發展可行性後，日本鰻

養殖產業從此在臺灣揭開序幕。在產、

官、學、研各界努力下，臺灣日本鰻養殖

技術及撈捕漁法不斷提升，至 1990 年已

成為全球最大鰻魚生產國，產量最高達

55,816 公噸，產值新臺幣 123.6 億元，為

日本鰻魚市場最大供應國，在日本市場佔

有率曾高達 5 成以上。 

鰻魚人工繁殖雖已成功，但尚且無法

商業化，鰻魚養殖所需鰻苗依然仰賴天然

撈捕，近年來因過度捕撈、棲息地破壞、

海洋污染、疾病和氣候變遷等眾多因素，

導 致 野 生 鰻 魚 及 鰻 苗 資 源 量 銳 減 

(Tatsukawa, 2003; Dekker, 2003; 

Casselman, 2003; Dekker, 2004; Han et al., 

2009)。臺灣地區日本鰻苗捕獲量曾於

1990 年達到 40 公噸，2013 年鰻苗捕獲量

已銳減為 1.9 公噸，雖然 2014 年短暫回升

至 12.5 公噸，然而 2015 年又再度下滑至

2.8 公噸，2016 年甚至僅餘 1.8 公噸，日

本鰻苗天然資源量與過去相比已大幅減

少。鰻苗資源量下滑對產業的影響直接反

映在價格變化上，2013 年日本鰻苗曾飆升

至每尾價格 125 元，相較於 2000 年每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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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元，苗價已非傳統養鰻業者可負擔的

價格，養殖業者鰻魚生產成本大幅提高，

成鰻銷售價格順勢上漲，2013 年日本鰻活

鰻池邊平均交易價格達到每公斤 1,121

元，消費市場交易價已非一般消費者所能

接受。 

鑑於日本鰻苗資源量銳減，加上歐洲

鰻(A. anguilla)於 2007 年已列入瀕臨野生

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附錄二

中，歐盟於 2010 年明令禁止所有會員國

出口鰻魚。2014 年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組織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將日本鰻與美洲鰻列入紅

皮書中的瀕危物種，屬三個瀕危級別中的

第二等級「不久的將來野生瀕危機率很高

的物種」(Jacoby and Gollock, 2014)；2015

年美洲鰻鰻苗產量大量下降，國際野生生

物保護學會(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已要求在 2016 年 CITES 會議上提案；雖

然日本鰻暫時不會在 2016 年提案，但歐

盟提出應積極調查與評估現有鰻鱺屬之

資源量與貿易現況的要求，作為下屆(2019

年)提案與否之參考。所以，鰻魚資源若無

法有效改善，將對各國鰻魚產業造成衝

擊，並產生貿易上的限制。為彌補日本鰻

及歐洲鰻養殖產業上的缺口，以及預防未

來貿易受限，各國相繼投入其他鰻養殖，

其中包括傳統鰻魚養殖生產國，養殖種類

有 印 尼 短 鰭 鰻 ( 雙 色 鰻 ; A. bicolor 

bicolor)、太平洋雙色鰻(A. bicolor pacifica)

及鱸鰻(A. marmorata)，尤其以印尼短鰭

鰻、太平洋雙色鰻在國際間接受度最高。

然而，根據各國海關統計，加拿大、多明

尼加共和國、馬達加斯加、泰國、印尼及

越南亦成為其他鰻的鰻苗來源國，隨著捕

撈量越來越高，部份國家為保育鰻苗資

源，明訂出口條例，例如 2012 年菲律賓

漁業與水資源局訂定禁止出口小於 15 公

分的鰻魚，印尼則限制 150 公克以下不得

出口。為因應國際鰻苗資源量降低及永續

經營，日本於 2012 年 9 月起邀請日本鰻

主要養殖國家召開「國際性鰻魚資源養護

管理非正式會議」，韓國及菲律賓亦於

2013 年 9 月召開之第 4 次會議開始加入。

2014 年 9 月 16 日於日本東京舉行之第七

次會議，包括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及臺

灣等 4 個經濟體出席，本次會議中各與會

經濟體達成共識，提出聯合聲明，限制野

生捕撈之鰻線及鰻苗初次放養量，在 2014

年至 2015 年放養季節(2014 年 11 月 1 日

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日本鰻苗初次放養

量將不能超過 2013 年至 2014 年放養季節

(2013 年 1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0 月 31 日)

之 80%；異種鰻苗初次放養量不超過近三

年的平均放養量。為配合國際協議，我國

漁業署公告於 2014 年至 2015 年日本鰻苗

與異種鰻苗放養量上限皆為 10 公噸，以

共同維護亞洲鰻苗資源量。爾後每年召開

會議共同商討鰻魚資源保育及管理工

作，至 2016 年 9 月已召開 9 次會議。 

臺灣為了因應日本鰻養殖產業缺

口，許多養殖業者陸續投入其他鰻魚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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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養殖生產。臺灣外海可捕獲之鰻種除了

日本鰻之外，尚有鱸鰻(A. marmorata)、太

平洋雙色鰻(A. bicolor pacifica)、西里伯斯

鰻(A. celebesensis)及呂宋鰻(A. luzonensis)

等四種，其中以鱸鰻最常見(曾, 1983)。臺

灣於 1989 年曾經因過度捕撈、洄游路徑

受阻、鰻苗不當丟棄等原因，將鱸鰻列入

保育動物名錄。爾後各縣市致力鱸鰻保育

工作之成效，經科學評估，臺灣本土鱸鰻

資源量已有恢復情況，且鱸鰻並非臺灣之

特有種，菲律賓及其他國家也可發現鱸鰻

蹤跡，因此，在眾多科學證據支持下，農

委會於 2009 年解除鱸鰻禁補令，鱸鰻可

在臺灣合法進行養殖及販售，連帶異種鰻

『美洲鰻 (A. rostrata)、澳洲寬鰭鰻 (A. 

reinhardtii)、鱸鰻(A. marmorata)、太平洋

雙色鰻(A. bicolor pacifica)、印尼短鰭鰻

(雙色鰻; A. bicolor bicolor)、莫三比克鰻

(A. mossambica)等』養殖風潮也逐漸興

起，期能成為替代日本鰻的新興養殖物

種。 

臺灣異種鰻養殖地區多分布於中、南

及東部地區，以屏東為最主要之養殖地區

(圖 1～4)；在異種鰻品項中，以鱸鰻和黑

鰻(太平洋雙色鰻及印尼短鰭鰻)為臺灣主

要放養品種(圖 5)。根據漁業署放養量統計

顯示，2015 年臺灣鱸鰻與其他鰻養殖戶數

合計 99 戶，其中鱸鰻養殖業者為 91 戶，

養殖面積合計 45.3 公頃；其他鰻養殖業者

為 8 戶，養殖面積共計 4.9 公頃。鱸鰻與

黑鰻皆屬熱帶性鰻種，成長條件需較高

溫，因此，大多數業者選擇在南部地區從

事養殖。由於鱸鰻及黑鰻的鰻苗尚無法人

工繁殖，仍需仰賴天然撈捕，臺灣本地雖

可捕撈到鱸鰻與黑鰻鰻苗，但捕撈量不足

以提供國內養殖所需，必需仰賴國外進

口。鱸鰻養殖所需鰻苗來源包括本地撈捕

及菲律賓進口；從事黑鰻養殖業者以進口

菲律賓鰻苗較多，少數業者則由印尼進口

鰻苗進行養殖。鰻苗銷售價格，根據 2015

年臺灣鱸鰻與黑鰻苗價參考資料，5,000

～7000 尾/公斤規格的鰻苗價格為 1.5～

2.0 元/尾，500 尾/公斤規格的鰻苗價格為

17 元，4 尾/公斤以內的每台斤 420 元，規

格越大價格越高。鱸鰻從鰻線 (5,000～

7000 尾/公斤)養殖至上市規格(3 台斤/尾

以上)平均需 3 年以上時間，而黑鰻從鰻線

(5,000～7000 尾/公斤)養殖至上市規格(2

～5 尾/公斤)平均需 1 年左右。臺灣鱸鰻與

黑鰻養殖可分為兩種經營策略，即「分級

分工養殖」和「分級分段養殖」，「分級分

工養殖」係養殖過程區分為成魚苗培育、

中間育成及成魚養成等不同階段，各由不

同業者所經營；「分級分段養殖」則由育

苗至養成之各階段均為同一業者所經

營。目前臺灣鱸鰻與黑鰻養殖業者主要以

「分級分段養殖」經營方式為主，少部分

業者為縮短養殖週期及提升魚苗活存率

而選擇以放養幼鰻進行養殖生產(圖 6)(邱, 

2014)。雖然我國養鰻業者擁有數十年日本

鰻養殖經驗，但品種不同在養殖過程中，

其生產與經營管理方式卻有著極大差

異，目前國內鱸鰻與黑鰻養殖生產與管理

技術尚處開發階段，相關養殖經驗與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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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顯不足。 

臺灣日本鰻養殖歷經數十年發展，在

養殖技術、運銷管理及銷售通路結構上，

都奠定良好基礎。1990 年代在面臨大陸鰻

魚產業競爭下，臺灣鰻魚產業仍長期維持

獲利，在產業發展過程中，相關行為者之

互動與國內外的政經環境變化是鰻魚產

業發展的機會與限制，而業者則是產業發

展方向的主導者。近年來日本鰻苗資源量 

 
圖 1. 屏東地區鱸鰻及黑鰻鰻苗育成養殖。 

下降，鰻苗價格趨升，因而衍生出日本鰻

的替代商品，經過多年的消費市場測試，

黑鰻(短鰭鰻)已逐漸被消費者接受，日本

甚至將 2013 年訂為「異種鰻養殖元年」，

證實黑鰻養殖產業具有發展之潛能。然

而，異種鰻養殖產業正處於產業生命週期

初期，除了生產技術與經營管理尚未健全

外，產銷通路市場亦尚未完全打開，許多

養殖業者缺乏資訊來源，無法得知確切的 

 
圖 2. 彰化及雲林地區黑鰻及鱸鰻養殖（室內池及

室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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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現況、銷售資訊及漁政相關法規等。

因此，為瞭解鱸鰻與黑鰻養殖產業發展，

本文針對養殖生物及經濟層面進行產業

分析，提供產、官、學面對臺灣鱸鰻與黑

鰻養殖產業發展參考。 

貳、 臺灣鱸鰻及黑鰻養殖之生產經濟 

養殖漁業在放養初期魚苗規格之差

異往往會影響養殖週期及活存率，最後則 

 
圖 3. 花蓮地區鱸鰻鰻苗育成養殖（室內池及室外

池）。 

表現在收成後之獲利，所以產業經營績效

會因養殖經營型態差異而影響產業獲利

(Miao et al., 2009; Huang et al., 2011)。為

探討臺灣鱸鰻與黑鰻養殖不同養殖策略

經營績效上的差異，筆者於2014年至2015

年間，針對該產業進行生產經濟及運銷經

濟調查，調查結果根據生物性及經濟性資

料，依物種別及放養規格別，將臺灣鱸鰻

與黑鰻養殖產業區分為鱸鰻鰻線、鱸鰻幼 

 
圖 4. 屏東地區鱸鰻及黑鰻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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鰻、黑鰻鰻線及黑鰻幼鰻等四種不同養殖

經營策略，分析影響異種鰻養殖投入及產

出的關鍵因素。 

一、養殖生產流程生物性變數基礎資料 

(一)鱸鰻養殖： 

臺灣鱸鰻養殖產業，整體而言養殖密

度平均每分地（1 分地=0.097 公頃或

969.92 平方公尺）放養 14,641 尾。初期放

養鰻線規格養殖方式，平均每分地放養

18,463 尾；初期放養幼鰻策略業者，放養

密度平均每分地投入 4,024 尾。從放養初

期至上市規格之活存率，整體平均活存率

33.9%，若根據放養幼鰻或鰻線來區分，

以經營幼鰻養殖型態活存率較高，平均

63.3%；而採用分級分段(鰻線養至上市規

格)養殖型態，平均活存率 23.3%。養殖週

期方面，整體鱸鰻養殖平均約需 34.4 個月

才能養至 3 台斤上市規格，經營鰻線養殖

型態業者所需養殖時間較久，平均 37.0 個

月；經營幼鰻養殖型態業者所需時間較

短，平均 27.3 個月(表 1 及表 2)。 

(二)黑鰻養殖： 

臺灣黑鰻養殖平均放養密度 14,959

尾/分地、活存率 45.4%、養殖週期 12.2

個月可達上市規格 2～5 尾/公斤。根據初

期放養規格區分，放養鰻線平均每分地放

養 18,962 尾、活存率 36.8%、養殖週期 13.8

月；初期放養幼鰻養殖型態，平均每分地

放養 4,552 尾、活存率較高，平均為

68.0%、養殖週期可縮短至8.0個月左右(表

1 及表 2)。 

 
圖 5. 臺灣養殖鱸鰻及黑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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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臺灣異種鰻養殖產業結構圖。 

 

二、鱸鰻及黑鰻養殖過程之生產成本投入 

臺灣鱸鰻及黑鰻養殖過程成本投入

部份，筆者根據調查期間養殖業者提供之

各項成本投入(魚苗、飼料、人事、水電及

其他成本等)資料，區分為「單位成本投入

密度(元/分地)」及「單位生產成本投入(元

/公斤)」兩大類，分析鱸鰻及黑鰻於一養

殖週期之總成本及各項成本支出。 

(一)單位成本投入密度分析 

1、鱸鰻養殖： 

臺灣整體鱸鰻養殖總成本平均每分

地需投入 1,405,249 元，各項成本投入平

均及所佔比例分別為，魚苗成本 93,959 元

/分地(6.69%)、飼料成本 1,113,679 元/分地

(79.25%) 、水電成本 68,225 元 / 分地

(4.86%)、人事成本 121,384 元/分地(8.64%)

及其他成本 8,002 元/分地(0.57%) (表 3 及

表 4)。 

不同養殖經營策略，初期投入鰻線養

殖所需成本投入較高，總成本平均每分地

需 1,579,336 元，以飼料成本投入較高，

平均每分地投入 1,305,376 元（82.65％），

其次為人事成本 138,136 元/分地、水電成

本 74,085 元/分地、魚苗成本 53,167 元/分

地及其他成本 8,572 元/分地；經營幼鰻養

殖型態所需總成本投入較低，平均每分地

需投入 921,674 元，各項成本投入由高至

低依序為飼料成本 581,189 元/分地（63.06

％）、魚苗成本 207,269 元/分地、人事成

本 74,852 元/分地、水電成本 51,947 元/分

地及其他成本 6,417 元/分地(表 3 及表 4)。 

2、黑鰻養殖： 

黑鰻養殖總成本平均每分地需投入

404,111 元，各項成本平均投入分別為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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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3 年臺灣鱸鰻及黑鰻養殖統計資料 

物種別 放養規格別 樣本數 
放養密度 活存率 養殖週期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鱸鰻 

鰻線(5,000 尾/公斤以上) 

幼鰻(500 尾/公斤以上) 

臺灣全區 

25 

9 

34 

18,463  

 4,024  

14,641  

13,296  

 2,526  

13,112  

23.3   9.4  37.0  3.4  

63.3  14.1  27.3  4.9  

33.9  20.8  34.4  5.7  

黑鰻 

鰻線(5,000 尾/公斤以上) 

幼鰻(500 尾/公斤以上) 

臺灣全區 

13 

5 

18 

18,962  

 4,552  

14,959  

14,965  

 3,132  

14,300  

36.8  23.9  13.8  2.1  

68.0  13.0   8.0  0.7  

45.4  25.5  12.2  3.2  

註：1.放養密度(尾/分地)＝每分地養殖面積所投放鰻苗數量。（1 分地=0.097 公頃或 969.92 平方公尺） 

2.活存率(%)＝收穫量(尾) ÷放養量(尾)× 100%。 

3.養殖週期(月)＝鰻苗放養後至上市體型所需養殖時間。 

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苗成本 101,697 元/分地(25.17%)、飼料成

本 238,663 元/分地(59.06%)、水電成本

23,713 元/分地(5.87%)、人事成本 34,180

元/分地(8.46%)及其他成本 5,858 元/分地

(1.45%) (表 3 及表 4)。 

黑鰻養殖業者中，從事鰻線養殖型態

所需成本投入較高，總成本平均每分地需

投入 423,822 元，以飼料成本投入較高，

平均每分地投入 283,474 元（66.89％），

其次為魚苗成本 68,064 元/分地、人事成

本 39,239 元/分地、水電成本 26,746 元/分

地及其他成本 6,299 元/分地；經營幼鰻養

殖型態所需總成本投入較低，平均每分地

需投入 352,864 元，各項成本投入依序為

魚苗成本 189,143 元/分地（53.60％）、飼

料成本 122,154 元/分地、水電成本 15,829

元/分地、人事成本 21,027 元/分地及其他

成本 4,712 元/分地(表 3 及表 4)。 

(二)單位生產成本投入(元/公斤) 

1、鱸鰻養殖： 

臺灣整體鱸鰻養殖，平均生產每公斤

需總成本 218.2 元，各項成本投入平均分

別為魚苗成本 17.0 元/公斤(7.77%)、飼料

成本158.0元/公斤(72.39%)、水電成本14.2

元/公斤(6.53%)、人事成本 27.0 元/公斤

(12.39%)及其他成本 2.0 元/公斤(0.92%) 

(表 5 及表 6)。 

不同養殖策略，經營鰻線養殖型態所

需成本較高，生產每公斤需投入總成本平

均為 220.5 元，以飼料成本投入較高，生

產每公斤平均需投入 166.5 元（75.52％）

飼料費用，其次為人事成本 29.3 元/公斤、

水電成本 15.0 元/公斤、魚苗成本 7.6 元/

公斤及其他成本 2.1 元/公斤；經營幼鰻養

殖型態，生產一公斤需投入總成本 211.9

元/公斤，各項成本投入由高到低依序為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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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臺灣鱸鰻與黑鰻養殖多變量變方分析 

 

放養密度(SD) 活存率(SR) 養殖週期(FC) 

F 值 大於 F 值機率 F 值 大於 F 值機率 F 值 大於 F 值機率 

物種別 0.02 0.8972 3.26 0.0773 536.3 <0.0001 

放養規格別 13.29 0.0007 50.41 <0.0001 65.09 <0.0001 

物種別 × 放養規格別 0.00 0.9970 0.77 0.3858 3.09 0.0851 

 

 
統計標準 值 F 值 大於 F 值機率 

物種別 

Wilks' Lambda 0.1087 125.77 <0.0001 

Pillai's Trace 0.8913 125.77 <0.0001 

Hotelling-Lawley Trace 8.2026 125.77 <0.0001 

Roy's Greatest Root 8.2026 125.77 <0.0001 

放養規格別 

Wilks' Lambda 0.3052 34.91 <0.0001 

Pillai's Trace 0.6948 34.91 <0.0001 

Hotelling-Lawley Trace 2.2770 34.91 <0.0001 

Roy's Greatest Root 2.2770 34.91 <0.0001 

物種別 × 放養規格別 

Wilks' Lambda 0.9269 1.21 0.3167 

Pillai's Trace 0.0731 1.21 0.3167 

Hotelling-Lawley Trace 0.0789 1.21 0.3167 

Roy's Greatest Root 0.0789 1.21 0.3167 

料成本 134.2 元/公斤（63.36％）、魚苗成

本 43.0 元/公斤、人事成本 20.7 元/公斤、

水電成本 12.0 元/公斤及其他成本 1.8 元/

公斤(表 5 及表 6)。 

黑鰻養殖生產每公斤所需總成本平

均為 296.1 元，各項成本投入平均分別為

魚苗成本 82.0 元/公斤(27.69%)、飼料成本

152.9 元/公斤(51.63%)、水電成本 19.7 元/

公斤 (6.66%)、人事成本 35.1 元 /公斤

(11.86%)及其他成本 6.4 元/公斤(2.16%) 

(表 5 及表 6)。 

黑鰻養殖以從事幼鰻養殖型態生

產，每公斤所需成本投入較高，平均每公

斤需投入 376.2 元，養殖過程以魚苗為最

主要支出，平均需投入 187.1 元 /公斤

（49.74％），其次為飼料成本 134.9 元/

公斤、人事成本 29.6 元/公斤、水電成本

17.6 元/公斤及其他成本 7.0 元/公斤；經營

鰻線養殖型態，生產每公斤所需總成本平

均為 265.3 元，其各項成本投入由高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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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3 年臺灣鱸鰻及黑鰻養殖單位成本投入密度統計資料 

物種別 放養規格別 樣本數 
魚苗成本 飼料成本 

平均值 標準差 百分比 平均值 標準差 百分比 

鱸鰻 

鰻線(5,000 尾/公斤以上) 25 53,167  46,952  3.37% 1,305,376  1,094,301  82.65% 

幼鰻(500 尾/公斤以上) 9 207,269  210,641  22.49%  581,189   310,306  63.06% 

臺灣全區 34 93,959  130,850  6.69% 1,113,679   999,709  79.25% 

黑鰻 

鰻線(5,000 尾/公斤以上) 13 68,064   63,557  16.06%  283,474  226,825  66.89% 

幼鰻(500 尾/公斤以上) 5 189,143  202,158  53.60%  122,154  90,388  34.62% 

臺灣全區 18 101,697  124,826  25.17%  238,663  209,207  59.06% 
 

水電成本 人事成本 其他成本 總成本 

平均值 標準差 百分比 平均值 標準差 百分比 平均值 標準差 百分比 平均值 標準差 

74,085  41,702  4.69% 138,136  86,828  8.75% 8,572  5,686  0.54% 1,579,336  1,156,254  

51,947  29,405  5.64%  74,852  43,855  8.12% 6,417  4,493  0.70% 921,674  482,446  

68,225  39,657  4.86% 121,384  82,172  8.64% 8,002  5,416  0.57% 1,405,249  1,056,158  

26,746  17,117  6.31%  39,239  15,356  9.26% 6,299  2,685  1.49% 423,822  266,910  

15,829  11,641  4.49%  21,027  13,271  5.96% 4,712  4,679  1.34% 352,864  298,698  

23,713  16,249  5.87%  34,180  16,684  8.46% 5,858  3,282  1.45% 404,111  268,980  

註：單位各項成本(元/分地)＝各項成本(元)÷養殖面積(分地)。（1 分地=0.097 公頃或 969.92 平方公尺）。 

 

平均分別為飼料成本 159.8 元/公斤（60.23

％）、魚苗成本 41.6 元/公斤、人事成本

37.3 元/公斤、水電成本 20.5 元/公斤及其

他成本 6.1 元/公斤(表 5 及表 6)。 

綜合上述資料，從事鱸鰻鰻線養殖型

態業者，養殖收穫規格為 3 台斤/尾以上，

需 3 年以上時間方能收成，長時間養殖週

期，容易受到人為不當管理及養殖環境變

化等因素影響，相對需承擔較高養殖風險

及生產成本，因此，放養鱸鰻鰻線的經營

方式，魚苗活存率低，從魚苗放養至收成

之養殖週期生產成本投入最高，其中以飼

料成本所佔比例最大。臺灣目前放養鱸鰻

鰻線養殖至收成，平均活存率約 2 成，活

存率低與鰻線階段養殖至幼鰻階段疾病

爆發率高有關(陳與周, 2011)，所以，在放

養初期鰻魚死亡率偏高，且需要三年養殖

時間，期間天然災害及人為因素等均會影

響最後收成結果。鱸鰻幼鰻養殖型態業

者，因放養幼鰻規格(500 尾/公斤)明顯大

於鰻線(5,000 尾/公斤)，可避開鰻線階段

培養至幼鰻階段因疾病因素所導致的高

死亡率，因此，幼鰻養至收成，活存率提

升至 63.3%，養殖週期也縮短至 2 年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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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臺灣鱸鰻與黑鰻養殖單位成本投入密度之多變量變方分析 

  魚苗成本(FRC) 飼料成本(FDC) 水電成本(WEC) 人事成本(LAC) 其他成本(ORC) 

  F 值 
大於 F值

機率 
F 值 

大於 F值

機率 
F 值 

大於 F值

機率 
F 值 

大於 F值

機率 
F 值 

大於 F值

機率 

物種別 0.00 0.9655 8.15 0.0063 14.82 0.0003 13.09 0.0007 1.60 0.2124 

放養規格別 13.7 0.0006 2.92 0.0942 2.32 0.1339 3.73 0.0595 1.41 0.2404 

物種別 × 

放養規格別 
0.20 0.6589 1.18 0.2832 0.27 0.6071 1.14 0.2910 0.03 0.8574 

 

 
統計標準 值 F 值 大於 F 值機率 

物種別 

Wilks' Lambda 0.6145 5.52 0.0005 

Pillai's Trace 0.3855 5.52 0.0005 

Hotelling-Lawley Trace 0.6274 5.52 0.0005 

Roy's Greatest Root 0.6274 5.52 0.0005 

放養規格別 

Wilks' Lambda 0.6311 5.14 0.0008 

Pillai's Trace 0.3689 5.14 0.0008 

Hotelling-Lawley Trace 0.5846 5.14 0.0008 

Roy's Greatest Root 0.5846 5.14 0.0008 

物種別 × 放養規格別 

Wilks' Lambda 0.9344 0.62 0.6866 

Pillai's Trace 0.0656 0.62 0.6866 

Hotelling-Lawley Trace 0.0702 0.62 0.6866 

Roy's Greatest Root 0.0702 0.62 0.6866 

 

右，但由於幼鰻階段鰻苗銷售價格較高，

從事鱸鰻幼鰻養殖型態業者在初期需投

入較多成本來購買幼鰻。 

相較之下，黑鰻鰻線養殖型態業者從

鰻線養殖至收穫規格 2～5 尾/公斤僅需 1

年左右時間，活存率略高於鱸鰻養殖。臺

灣目前許多黑鰻養殖業者均有日本鰻養

殖經驗，使其具有較佳黑鰻養殖育成率，

但相較於日本鰻養殖平均八成以上活存

率，黑鰻養殖活存率依然偏低。此外，臺

灣黑鰻養殖由於本地太平洋雙色鰻鰻苗

撈捕量不多，因此，黑鰻鰻苗來源主要為

菲律賓及印尼進口，由於當地鰻苗收購業

者參差不齊，且黑鰻苗在當地撈捕、暫

養、不當包裝及長途運送，往往導致進口

後放養初期鰻苗死亡率偏高。在每公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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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3 年臺灣鱸鰻及黑鰻養殖單位生產成本投入統計資料 

物種別 放養規格別 樣本數 
魚苗成本 飼料成本 

平均值 標準差 百分比 平均值 標準差 百分比 

鱸鰻 

鰻線(5,000尾/公斤以上) 25   7.6   3.8   3.44% 166.5  23.6  75.52% 

幼鰻(500尾/公斤以上) 9  43.0  27.6  20.31% 134.2  27.7  63.36% 

臺灣全區 34  17.0  21.2   7.77% 158.0  28.3  72.39% 

黑鰻 

鰻線(5,000尾/公斤以上) 13  41.6  23.3  15.67% 159.8  20.6  60.23% 

幼鰻(500尾/公斤以上) 5 187.1  48.0  49.74% 134.9  16.3  35.86% 

臺灣全區 18  82.0  73.7  27.69% 152.9  22.2  51.63% 

 

水電成本 人事成本 其他成本 總成本 

平均值 標準差 百分比 平均值 標準差 百分比 平均值 標準差 百分比 平均值 標準差 

15.0  10.6  6.82% 29.3  24.7  13.29% 2.1  2.1  0.94% 220.5  42.4  

12.0   4.5  5.68% 20.7  15.3   9.79% 1.8  1.6  0.86% 211.9  37.7  

14.2   9.4  6.53% 27.0  22.7  12.39% 2.0  2.0  0.92% 218.2  40.8  

20.5  10.0  7.74% 37.3  27.8  14.05% 6.1  5.7  2.32% 265.3  45.2  

17.6   2.5  4.68% 29.6  21.1   7.86% 7.0  7.1  1.86% 376.2   8.4  

19.7   8.6  6.66% 35.1  25.8  11.86% 6.4  5.9  2.16% 296.1  63.8  

註：單位各項成本(元/公斤)＝各項成本(元)÷收穫量(公斤)。 

 

產成本方面，黑鰻生產成本略高於鱸鰻養

殖，其中以放養黑鰻幼鰻生產成本最高，

主要原因為放養規格及收成規格不同所

致，黑鰻主要收成規格為 2～5 尾/公斤，

因此，每公斤鰻苗成本明顯高於鱸鰻，在

成本比例結構上，鱸鰻魚苗成本約佔 7.8% 

(17 元/公斤)、黑鰻則佔 27.7%(82.0 元/公

斤)，顯示放養規格及活存率，最終均影響

養殖業者的生產成本投入。 

三、鱸鰻及黑鰻養殖之收益分析 

養殖漁業獲利能力主要源自市場供

需、銷售單價及業者產能，本文藉由問卷

訪查資料，估計養殖業者每分地之總收

益、淨收益及益本比，分析臺灣鱸鰻及黑

鰻養殖產業的經營效益，作為該產業經濟

可行性之參考。 

(一)鱸鰻養殖： 

臺灣整體鱸鰻養殖獲利能力分析，平

均每分地總收益 2,941,710 元，每分地淨

收益平均 1,536,461 元，益本比平均為

1.97，即每投入 1 元成本可收入 1.97 元。

不同經營策略中，經營鱸鰻鰻線養殖型態 



海大漁推 46 期：1-32 (2016) 

14 

表 6. 臺灣鱸鰻與黑鰻養殖單位生產成本投入之多變量變方分析 

  魚苗成本(FRC) 飼料成本(FDC) 水電成本(WEC) 人事成本(LAC) 其他成本(ORC) 

  F 值 
大於 F 值

機率 
F 值 

大於 F 值

機率 
F 值 

大於 F 值

機率 
F 值 

大於 F 值

機率 
F 值 

大於 F 值

機率 

物種別 151.34 <0.0001 0.16 0.6899 2.90 0.0948 0.69 0.4108 13.41 0.0006 

放養規格別 175.77 <0.0001 14.28 0.0004 0.01 0.9097 0.29 0.5940 0.30 0.5837 

物種別 ×  
放養規格別 55.72 <0.0001 0.24 0.6251 0.01 0.9325 0.03 0.8695 0.18 0.6709 

 

  統計標準 值 F 值 大於 F 值機率 

物種別 

Wilks' Lambda 0.1621  45.49  <0.0001 

Pillai's Trace 0.8379  45.49  <0.0001 

Hotelling-Lawley Trace 5.1692  45.49  <0.0001 

Roy's Greatest Root 5.1692  45.49  <0.0001 

放養規格別 

Wilks' Lambda 0.1827  39.37  <0.0001 

Pillai's Trace 0.8173  39.37  <0.0001 

Hotelling-Lawley Trace 4.4734  39.37  <0.0001 

Roy's Greatest Root 4.4734  39.37  <0.0001 

物種別 × 放養規格別 

Wilks' Lambda 0.3779  14.49  <0.0001 

Pillai's Trace 0.6221  14.49  <0.0001 

Hotelling-Lawley Trace 1.6462  14.49  <0.0001 

Roy's Greatest Root 1.6462  14.49  <0.0001 

 

每分地總收益平均 3,251,993 元，平均淨

收益 1,672,656 元/分地，益本比平均則為

1.93；經營幼鰻養殖型態平均總收益

2,079,814 元 /分地，平均每分地淨收益

1,158,140 元/分地，益本比表現則略高於

鰻線養殖型態，平均益本比為 2.08(表 7

及表 8)。 

(二)黑鰻養殖： 

黑鰻養殖經營效益分析，平均每分地

總收益 662,827 元，不同養殖型態類別

中，經營鰻線養殖型態較高，每分地總收

益平均 752,058 元，經營幼鰻養殖型態較

低平均 430,825 元/分地。總收益扣除總成

本後，每分地淨收益平均為 256,409 元，

經營鰻線養殖型態淨收益較高，平均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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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13 年臺灣鱸鰻及黑鰻養殖收益統計資料 

物種別 放養規格別 樣本數 
總收益 淨收益 益本比 總生產力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鱸鰻 

鰻線(5,000 尾/公斤以上) 25 3,251,993  2,792,220  1,672,656  1,728,608  1.93  0.55  0.93  0.55  

幼鰻(500 尾/公斤以上) 9 2,079,814  1,588,102  1,158,140  1,137,170  2.08  0.55  1.08  0.55  

臺灣全區 34 2,941,710  2,560,688  1,536,461  1,593,654  1.97  0.54  0.97  0.54  

黑鰻 

鰻線(5,000 尾/公斤以上) 13 752,058  603,142  325,043  361,505  1.63  0.39  0.61  0.44  

幼鰻(500 尾/公斤以上) 5 430,825  392,295  77,961  99,132  1.18  0.17  0.18  0.17  

臺灣全區 18 662,827  561,174  256,409  327,916  1.51  0.40  0.49  0.43  

註： 總收益(元/分地)＝一養殖週期鰻魚出售後能獲得之收益。（1 分地=0.097 公頃或 969.92 平方公尺） 

     淨收益(元/分地)＝總收益(元/分地)－總成本(元/分地)。 

     益本比＝總收益(元/分地)÷總成本(元/分地)。 

     總生產力＝淨收益(元/分地) ÷總成本(元/分地)。 

 

地可獲利 325,043 元，從事幼鰻養殖型態

淨收益平均 77,961 元/分地。整體而言，

黑鰻養殖產業經營益本比為 1.51 較鱸鰻

養殖低。兩種養殖經營策略，以經營鰻線

養殖型態益本比表現較佳，平均為 1.63，

經營幼鰻養殖型態益本比平均則為 1.18。

養殖經營生產力部分，黑鰻養殖產業經營

生產力平均為 0.49，生產力即每投入 1 元

成本可獲得 0.49 元的淨收益，於不同經營

策略中，鰻線養殖型態生產力表現較好，

平均為 0.61，經營幼鰻養殖型態生產力則

較低，平均為 0.18(表 7 及表 8)。 

綜合上述，鱸鰻鰻線養殖型態業者，

從放苗養殖至上市規格需 3 年以上養殖週

期，長時間養殖週期容易因為人為或天然

因素影響導致損失，需承擔養殖風險比短

週期養殖型態來的高。養殖活存率方面，

由於臺灣鱸鰻養殖經驗不足，業者多處於

嘗試階段，使鱸鰻鰻線養殖業者在生產過

程活存率表現較不佳。鱸鰻鰻線養殖業者

每分地所投入的生產成本是四種養殖策

略中最高的，其中以飼料、人事及水電成

本均高於其他三種養殖策略，原因與鱸鰻

鰻線養殖週期較其他三種養殖策略長，使

其在總成本投入相對較高。根據調查，部

份養殖業者在投餵管理會依照過去日本

鰻養殖的模式進行投餵，但鱸鰻不同於日

本鰻為熱帶性鰻種，且相關生態習性皆不

同於日本鰻(Luo et al., 2013; 聶, 2012)，因

此，按照日本鰻養殖投餵管理模式並不適

用於鱸鰻養殖。再則鱸鰻鰻線放養初期育

成率不高與鰻線習性有關，鱸鰻鰻線較其

他鰻種更善於攀爬，若漁池牆壁含水量充

足，鰻線便會攀逃導致損失，所以在鱸鰻

鰻線養殖階段，應加強池塘防逃設施。獲

利方面，鱸鰻鰻線養殖型態業者具較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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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臺灣鱸鰻與黑鰻養殖獲利變數之多變量變方分析 

 
總收益(TR) 淨收益(NR) 益本比(BC) 生產力(PR) 

  F 值 大於 F 值機率 F 值 大於 F 值機率 F 值 大於 F 值機率 F 值 大於 F 值機率 

物種別 9.09 0.0041 7.90 0.0071 13.98 0.0005 13.97 0.0005 

放養規格別 1.18 0.2831 0.78 0.3823 0.92 0.3416 0.76 0.3877 

物種別 × 
放養規格別 

0.38 0.5392 0.10 0.7582 3.49 0.0678 3.11 0.0844 

 

  統計標準 值 F 值 大於 F 值機率 

物種別 

Wilks' Lambda 0.6389  6.36  0.0004 

Pillai's Trace 0.3611  6.36  0.0004 

Hotelling-Lawley Trace 0.5652  6.36  0.0004 

Roy's Greatest Root 0.5652  6.36  0.0004 

放養規格別 

Wilks' Lambda 0.8887  1.41  0.2462 

Pillai's Trace 0.1113  1.41  0.2462 

Hotelling-Lawley Trace 0.1253  1.41  0.2462 

Roy's Greatest Root 0.1253  1.41  0.2462 

物種別 × 放養規格別 

Wilks' Lambda 0.8179  2.50  0.0554 

Pillai's Trace 0.1821  2.50  0.0554 

Hotelling-Lawley Trace 0.2226  2.50  0.0554 

Roy's Greatest Root 0.2226  2.50  0.0554 

 

養密度，以本文為例，鱸鰻鰻線平均放養

密度 18,463 尾/分地、活存率 23.3%，估計

約有 4,246 尾成魚可收成，再加上鱸鰻產

品經濟價值較高，使其提高單位生產收

益。鱸鰻幼鰻養殖型態業者，採取放養幼

鰻階段，可節省從鰻線養殖至幼鰻的時

間，且幼鰻階段魚體成長穩定，成長速度

相對較快，除了可縮短養殖週期，也可具

有較佳養殖活存率。成本投入部分，鱸鰻

幼鰻養殖型態業者主要生產成本投入為

魚苗及飼料成本，幼鰻階段魚苗銷售價格

明顯高於鰻線價格，因此，從事放養幼鰻

階段養殖業者，初期在魚苗成本投入相對

較高。然而，鱸鰻幼鰻養殖型態業者在益

本比上略高於鰻線養殖型態業者，代表雖

然初期放養單價較高的幼鰻，但卻能藉由

縮短養殖週期、提高活存率所產生的效益

來彌補高魚苗成本的支出。 

黑鰻產品不同於鱸鰻，主要上市規格

為 2~5 尾/公斤，從鰻線養殖至上市規格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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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1 年左右養殖時間，幼鰻養至上市規格

更縮短至 8 個月時間，養殖週期短相對承

擔養殖風險較低，資金回收率也快。臺灣

從事黑鰻養殖的業者，許多具有日本鰻養

殖經驗，且由於黑鰻產業鏈與日本鰻相

仿，許多黑鰻養殖業者藉由過去養殖日本

鰻經驗進行管理，相較於鱸鰻有較佳養殖

活存率。成本投入部分，黑鰻鰻線養殖業

者主要生產成本投入為飼料及人事成

本，每分地總成本投入較鱸鰻養殖低，原

因為養殖週期較短，所以在每分地飼料、

人事及水電成本上投入皆可降低支出。然

而，在每公斤生產成本方面，黑鰻(296.1

元/公斤)比鱸鰻(218.2 元/公斤)生產成本

高，與銷售規格有關，黑鰻銷售規格為 2

～5 尾/公斤，代表每出售一公斤需 2～5

尾的鰻苗成本(魚苗單價*活存率*尾數/公

斤)，鱸鰻上市規格為 3 尾斤，每公斤僅需

0.625 尾鰻苗成本，根據表 5 顯示，黑鰻

平均每公斤魚苗成本 82.0 元/公斤、鱸鰻

僅需 17.0 元/公斤，兩者間差異導致黑鰻

每公斤總生產成本高於鱸鰻。獲利方面，

黑鰻產品單價較鱸鰻產品略低，養殖一尾

黑鰻所能獲得之收益低於養殖一尾鱸

鰻，導致在每分地各項獲利表現略差。但

黑鰻鰻線養殖型態業者益本比平均 1.63，

表示從事黑鰻鰻線養殖仍是具有利潤。黑

鰻幼鰻養殖型態業者，可節省從鰻線至幼

鰻階段養殖時間，相較於黑鰻鰻線養殖型

態業者可減少 3 個月左右養殖時間，而幼

鰻階段魚體成長較為穩定，因此，在養殖

活存率表現較佳。整體而言，黑鰻幼鰻養

殖型態為四種養殖策略中獲利最低，原因

與黑鰻幼鰻養殖型態業者在初期放養密

度較低，使養殖水體及單位生產成本投入

無法有效利用，導致經營效益較不佳，未

來若從事黑鰻幼鰻養殖型態，可適時增加

放養密度，提高單位產能及收益。據此，

鱸鰻養殖益本比為 1.97，但由於養殖週期

長，平均一年益本比為 0.66，黑鰻養殖週

期為一年，平均益本比為 1.51，相較之下

養殖業者可依據養殖環境、養殖經驗、資

金準備率及預計回收年限，選擇合適的養

殖策略投資方式。 

參、 臺灣鱸鰻及黑鰻養殖之運銷經濟 

漁產品運銷是指將漁產品及其服

務，由生產點至消費者，整體過程中所有

相關活動的執行。運銷活動大至可以分成

兩種，一是產品實體分配功能，包括集

貨、儲存、加工、分級和運輸；二是市場

經濟功能，包括交易、決價、資訊、融資

和風險規避(吳, 1998)，運銷商則是完成運

銷活動中的重要角色。為使運銷更具效

率，運銷過程通常會有以下職能，即集

貨、分級、加工、包裝、運輸、儲藏及銷

售等，運銷商將產品先從各養殖場「集

貨」，再將產品做「分級」，分級完再根據

銷售需求對產品做適當的「加工」，之後

再進行「包裝」工作，以利後續「運輸」、

「儲藏」，最終將產品「銷售」到消費者

手上。而在運銷過程中，運銷制度、成本

與技術改善，都是以增進運銷效率，降低

運銷成本為主要目的。因此，調查產品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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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商之運銷成本與產業運銷結構，可幫助

了解運銷環境與運銷效率。為了解臺灣養

殖鰻魚產業之運銷結構與通路商運銷成

本及獲利，本文利用運銷經濟學與統計

學，分析臺灣鱸鰻及黑鰻通路結構與影響

通路商獲利之關鍵。 

為分析臺灣鱸鰻及黑鰻運銷通路分

配比率，本文藉由田野問卷調查，資料收

集後依據生產者、運銷商之銷售量與銷售

對象進行比率分配，計算出各階段運銷商

之分配比率，在最終產品落入消費者階段

時合計為 100%，即完成產品之流通。生

產者部份，本文將受訪養殖樣本戶銷售重

量加總，再依照各養殖業者不同的銷售管

道，計算各銷售管道的銷售量占全部銷售

量之比例。通路商階段則包含經由販運

商、中間商、加工廠、大消費戶、一般零

售商、貿易商、漁市場等運銷商，或出口

或直接由消費者購買，為計算臺灣各品種

鰻魚運銷商之銷售管道分配比率，需依運

銷商種類歸類後依據各種運銷商銷售量

分別加總後，再計算各銷售管道的銷售量

占全部銷售量之比例，得出該運銷商種類

之銷售管道分配比率。 

鱸鰻養殖業者在養成後主要銷售對

象 分 別 為 販 運 商 (46.42%) 、 出 口 商

(21.87%)、消費者(16.98%)、一般零售商

(9.57%) 、加工廠 (2.73%) 、大消費戶

(2.43%)，銷售規格多為 3 尾/公斤，池邊

銷售價格介於新台幣 400～1,000 元/公

斤，價格差異與銷售對象有關。販運商從

生產者購買漁貨後，主要銷售至出口商

(18.35%)、漁市場(18.35%)及一般零售商

(9.72%)。一般零售商主要貨源分別為漁市

場 (18.35%) 、販運商 (9.72%)、生產者

(9.57%)及加工廠(2.73%)，主要銷售對象

為消費者。出口商貨源有生產者(21.87%)

及販運商(18.35%)。另外，部分生產者有

兼營餐廳或直接賣給消費者，比例約

16.98%。整體而言，臺灣鱸鰻生產後內銷

市場佔 59.78%、外銷市場佔 40.22%，且

外銷以中國大陸為主要市場(圖 7)。 

銷售通路結構分析結果顯示，黑鰻生

產者養成後主要販售給販運商(58.37%)，

其次為賣給加工廠(32.23%)，另外分別有

7.83%直接零售給消費者，或賣給一般零

售商(1.57%)。販運商主要通路為出口商

(31.72%)及漁市場(23.79%)，少部分比例

賣給加工廠及一般零售商。加工廠原料來

源以生產者為主(32.23%)，少部分來自販

運商。一般零售商主要產品來源為漁市場

(23.79%)，少部分來自加工廠(3.89%)、販

運商(2.00%)及生產者(1.57%)。出口來源

為販運商(31.72%)及加工廠(28.20%)，販

運商供給出口的產品路徑有兩種，由出口

業者自行委託加工，或者由販運商自行委

託加工後以加工成品型式販售給出口業

者。整體而言，我國黑鰻的產銷通路約

59.92%出口，內銷比例約佔 40.08%(圖

8)。主要銷售規格為 4 尾/公斤至 1 尾/公

斤，2014 年生產者銷售價格介於新台幣

350～500 元/公斤。 

綜合上述，生產者於鰻魚收成後，主

要仍交由販運商進行銷售，比例約 5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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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單位：% 

圖 7. 2014 年鱸鰻養殖產業運銷通路結構圖。 

 

 
註：單位：% 

圖 8. 2014 年黑鰻養殖產業運銷通路結構圖。 

 

部分業者具有終端通路，銷售效益便會顯

著提升。臺灣鱸鰻的內、外銷比例約 6：4，

出口國家以中國大陸為主；黑鰻內、外銷

比例約 4：6，出口國家以韓國、日本為主，

兩者的產品銷售規格及型態差異大，外銷

市場也有明顯差異。 

運銷過程中，運銷制度、成本與技術

改善，都是以增進運銷效率，降低運銷成

本為主要目的(蕭等, 2014)。本文針對不同

的鰻魚種類及其運銷業者進行運銷成本

及獲利進行分析。 

黑鰻養殖產業通路商之生產效益分

析，販運商平均每百公斤原料成本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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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00 元(83.17%)、人事成本 2,329 元

(3.99%)、材料成本 400 元(0.68%)、運輸

成本 1,130 元(1.93%)、水電成本 3,150 元

(5.39%)、雜支成本 1,000 元(1.71%)、損耗

成本 1,823 元(3.12%)，平均每百公斤銷售

價格 67,600 元、淨收益 9,168 元、淨利潤

率 13.56%、益本比 1.16。零售商平均每百

公斤原料成本為 84,727 元(85.24%)、人事

成本 5,723 元(5.76%)、材料成本 3,000 元

(3.02%)、運輸成本 1,800 元(1.81%)、水電

成本 2,583 元(2.60%)、損耗成本 1,560 元

(1.57%)，平均每百公斤銷售價格 138,000

元、淨收益 38,608 元、淨利潤率 27.98%、

益本比 1.39。加工廠平均每百公斤原料成

本為 72,727 元(82.31%)、人事成本 661 元

(0.75%)、材料成本 10,068 元(11.39%)、運

輸成本 495 元(0.56%)、水電成本 1,670 元

(1.89%)、雜支 2,479 元(2.81%)、損耗成本

260 元(0.29%)，平均每百公斤銷售價格

110,000 元、淨收益 21,640 元、淨利潤率

19.67%、益本比 1.24(表 9)。 

鱸鰻通路商之生產效益分析，販運商

平均每百公斤原料成本為 49,333 元

(86.69%)、人事成本 1,837 元(3.28%)、材

料成本 344 元(0.42%)、運輸成本 1,253 元

(2.14%)、水電成本 2,736 元(3.62%)、雜支

成本 1,007 元(1.34%)、損耗成本 1,543 元

(2.51%)，平均每百公斤銷售價格 62,667

元、淨收益 4,615 元、淨利潤率 7.36%、

益本比 1.08。零售商平均每百公斤原料成

本為 40,000 元(82.31%)、人事成本 3,646

元(7.51%)、材料成本 337 元(0.69%)、運

輸成本 651 元(1.32%)、水電成本 462 元

(0.94%)、雜支 3,391 元(6.94%)、損耗成本

133 元(0.28%)，平均每百公斤銷售價格

61,000 元、淨收益 12,380 元、淨利潤率

20.30%、益本比 1.25(表 9)。 

通路商效益分析結果，包括販運商、

零售商及加工廠等，無論黑鰻或鱸鰻皆以

零售商之獲利最佳，黑鰻之零售商益本比

高(1.39)於鱸鰻零售商(1.25)，整體而言，

不論由益本比或淨利潤率來看，所有鰻種

之運銷通路均有盈利，顯示臺灣鰻魚產業

通路各階段均有獲利。 

而在現代運銷系統中，建立合理的報

酬分配亦是運銷的功能之一，在黑鰻及鱸

鰻產銷過程中，本文調查通路商樣本戶原

料來源皆為養殖戶，消費者從販運商、加

工廠及零售商購買漁貨後，養殖生產者可

分配所得比率分別為 63.02%、36.36%及

28.99%；鱸鰻在產銷系統中漁民所得比率

較黑鰻高，若以販運商及零售商為銷售通

路，漁民在銷售價格所得比率分別為

75.00%和 65.57%，運銷費用比例則分別占

25.00%及 34.43% (表 10)。 

據此，臺灣鰻魚養殖業者主要仍透過

販運商銷售產品，且隨著科技進步，資訊

透明化，許多銷售管道應運而生，使生產

者與運銷商銷售管道增加，但臺灣目前鱸

鰻及黑鰻礙於魚苗來源及養殖技術，產能

不穩定，銷售量及市場能見度無法提昇。

在各運銷商及鰻種的損耗成本的分析

中，鱸鰻與黑鰻在運輸中的損耗率相較日

本鰻高，因此，異種鰻運銷技術效率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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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2014 年臺灣鰻魚運銷種類別經營型態別獲利分析 

鰻 

種 
經營型態 銷售價格(1) 

原料魚 

平均進價 

運銷成本 

淨收益          

(1)-(2) 

淨利潤率 
【(1)-(2)】

(1)
  

益本比

(1)/(2) 原料 人事 材料 運輸 水電 雜支 損耗 合計(2) 

黑 

鰻 

販運商 67,600 42,600 48,600 2,329 400 1,130 3,150 1,000 1,823 58,432 9,168 13.56% 1.16 

零售商 138,000 40,000 84,727 5,723 3,000 1,800 2,583 0 1,560 99,393 38,607 27.98% 1.39 

加工廠 110,000 40,000 72,727 661 10,068 495 1,670 2,479 260 88,360 21,640 19.67% 1.24 

鱸 

鰻 

販運商 62,667 47,000 49,333 1,837 344 1,253 2,736 1,007 1,543 58,052 4,615 7.36% 1.08 

零售商 61,000 40,000 40,000 3,646 337 651 462 3,391 133 48,620 12,380 20.30% 1.25 

單位：新台幣/百公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1.銷售價格為每百公斤平均銷售價。 

    2.原料成本係考量加工成本與步留率(約為 65~70%)。 

    3.損耗為運送過程中魚體重量所產生的損失。 

    4.雜支費用包含油料、郵電、交際費,某些通路商認為費用極低，所以顯示為 0。 

    5.淨利潤率＝【銷售價格-總運銷(生產)成本】÷銷售價格。 

    6.益本比＝銷售價格/總運銷(生產)成本。 

    7.有效樣本數：黑鰻 6 間、鱸鰻 9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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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2014 年臺灣鰻魚種類別經營型態別運銷分配比率分析 

 

再改善，以保障產品品質穩定，降低耗損

率。另外，原料成本在各鰻種中均佔總運

銷成本 80%以上，若能有效降低其原料成

本(例如產銷合作)，將可改善運銷獲利水

準。消費者支付價款中，不同鰻種間平均

漁民分得比率與運銷成本比率呈負相

關，當運銷成本提高時，漁民所得比率相

對下降，雖漁民分得比率不能作為運銷效

率之評估，但可以透過持續性調查再行逐

年間的比較，了解運銷市場結構之變化

(許, 2011)。臺灣鱸鰻多以活鰻方式銷售，

內、外銷比例約 6：4，出口國家以中國大

陸為主；黑鰻則以活鰻或調製鰻方式進行

銷售，內、外銷比例約 4：6，出口國家以

韓國、日本為主，兩者的產品銷售規格及

型態差異大，外銷市場也明顯不同。以往

外銷為我國鰻魚主要銷售通路，但日本鰻

外銷集中在日本市場，近年來日本國內消

費量成長趨緩，且我國日本鰻魚養殖產量

銳減，未來，我國鰻魚養殖或許可以考量

開發更多養殖品種、多元商品型態、提升

運銷技術效率、拓展外銷市場，產業方可

永續經營。 

肆、 臺灣鱸鰻與黑鰻養殖產業發展策略

分析 

臺灣鰻魚養殖產業因日本鰻苗野生

資源量減少，影響鰻魚養殖產業，為彌補

產業缺口，鱸鰻與黑鰻養殖在臺灣逐漸興

起。由於臺灣鱸鰻與黑鰻養殖產業發展時

間短，因此本文針對鱸鰻及黑鰻產業現況

與產銷經濟進行全面性調查與分析，再利

用 SWOT 策略規劃分析法，探討臺灣鱸鰻

與黑鰻之養殖環境與產業競爭力(表 11)。

最終，藉由問卷訪查、文獻回顧、專家意

見及生產經濟分析，整合臺灣鱸鰻與黑鰻

養殖產業之內部優、劣勢及外部機會和威

脅，並針對臺灣鱸鰻與黑鰻養殖產業研擬

短期及長期發展策略，提供養殖業者與漁

政機關參考。 

一、內部環境分析 

(一)優勢因素(Strengths) 

1、臺灣鰻魚養殖經驗豐富 

鰻種 經營型態 銷售價格  
原料魚平均

進價 
總運銷費用 

漁民所得 

比率 

運銷費用 

比率 

黑鰻 

販運商 67,600 42,600 25,000 63.02% 36.98% 

零售商 138,000 40,000 98,000 28.99% 71.01% 

加工廠 110,000 40,000 70,000 36.36% 63.64% 

鱸鰻 
販運商 62,667 47,000 15,667 75.00% 25.00% 

零售商 61,000 40,000 21,000 65.57% 34.43% 

單位：元/百公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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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養殖漁業歷史悠久，且臺灣鰻魚

養殖從 1923 年發展至今長達九十多年歷

史，在中國大陸投入日本鰻養殖之前，臺

灣鰻魚養殖及出口產量曾高居世界第

一。養殖漁業長年來在產、官、學、研各

界努力下，累積許多養殖技術及經驗，因

此，臺灣可藉由既存養殖技術，降低新興

物種養殖在技術門檻上的投入，以更快達

到商業化之生產規模。 

2、臺灣鰻魚加工技術優良 

日本鰻商品以加工製成蒲燒及白燒

為大宗，而在臺灣鰻魚養殖產業發展過

程，鰻魚加工產業也隨之興盛。近年來臺

灣日本鰻產量萎縮，蒲燒鰻均被中國大陸

所取代，但臺灣仍保有鰻魚加工相關技

術。自鱸鰻與黑鰻養殖產業在臺灣興起

後，產、官、學不斷投入鱸鰻與黑鰻營養

及加工品之研發，以期發揮臺灣既有的鰻

魚加工技術，讓產品多元化，提升鰻魚產

品附加價值。 

3、臺灣養殖周邊產業齊全 

臺灣鰻魚周邊產業發展健全，鰻魚養

殖具有完備之上、中、下游各項產業，任

何與養殖相關軟、硬體及材料，皆有在地

供應商。養殖周邊產業不齊全，往往容易

因為生產過程中之軟、硬體無法及時到位

而錯失良機，因此，臺灣鱸鰻與黑鰻養殖

產業發展具有完善的周邊支援。 

4、商品型態多元化 

臺灣日本鰻養殖商品較為單一化，主

要以活鰻及蒲燒鰻為主，而目前臺灣鱸鰻

與黑鰻養殖商品除活鰻及蒲燒鰻外，有業

者為滿足市場需求，開發真空調理包、環

切真空包及鰻魚萃取液等(圖 9)，多元化產

品提供消費者有更多的選擇性。 

5、貼近中國大陸消費市場 

中國大陸鰻魚年產量可達 21 萬公

噸，而出口量約 5 萬公噸，因此，有 15

萬公噸以上的內需市場量(中國漁業統計

年鑑, 2014)。臺灣相較於其他鰻魚生產

國，除技術上優勢，且地理位置鄰近中國

大陸，具有貼近消費市場之地理優勢，可

縮短運輸時間，目前臺灣鱸鰻與黑鰻養殖

產品可透過活魚運搬船方式，降低運銷成

本。未來鱸鰻與黑鰻養殖活存率如能提

升，生產成本勢必能再降低，讓臺灣鱸鰻

與黑鰻在中國大陸更具有競爭優勢。 

6、臺灣產品認驗證及檢驗制度完善 

隨著經濟水準提升，消費者對於健康

飲食觀念逐漸提升，所以在選用食材相當

注重食品安全。近年來臺灣針對水產養殖

及水產加工建立了一系列水產食品安全

相關認證制度，包括 IS22000、水產品產

銷履歷、TGAP 及 HACCP 等，並且限制

水產品用藥，防止養殖業者在生產過程中

添加有害人體健康相關藥物，藉由多重檢

驗及認證，確保臺灣養殖水產品消費安

全。 

(二)劣勢因素(Weaknesses) 

1、鰻苗需仰賴國外進口 

臺灣目前主要撈捕的鰻苗以日本鰻

為大宗，鱸鰻與黑鰻苗雖全年皆可捕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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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數量不足以提供國內養殖所需，因此，

要進行異種鰻商業化養殖，鰻苗來源必需

經由國外進口，尤其黑鰻鰻苗幾乎仰賴進

口。目前鱸鰻與黑鰻鰻苗來源國家包括菲

律賓及印尼等，這些供應國對於鰻苗出口

均有相關法令限制，雖然鰻苗進口商可透

過不同管道進口鰻苗，但以產業永續經營

的目標，絕非長久之計。 

2、臺灣鱸鰻與黑鰻養殖經驗技術不足 

我國雖擁有數十年日本鰻養殖經

驗，但鱸鰻與黑鰻不同於日本鰻，為熱帶

性鰻種，不同鰻魚種類其生物習性及養殖

管理均有差異，若完全仿照日本鰻的養殖

管理模式，往往會產生養殖物種生產技術

相關問題。目前臺灣鱸鰻與黑鰻養殖產業

尚屬於產業的草創期，鱸鰻(33.9%)與黑鰻

(45.4%)養殖平均活存率皆低於日本鰻養

殖平均 8 成以上育成率，因此，鱸鰻與黑

鰻養殖經驗及技術還需投入更多的研

究，以建立鱸鰻與黑鰻養殖經營管理相關

技術。 

3、鱸鰻與黑鰻養殖週期長，風險高 

日本鰻在臺灣養殖週期僅需 8 個月左

右時間，而鱸鰻養殖至 3 台斤/尾以上需 3

年時間；黑鰻養殖至 2～5 尾/公斤規格則

需 1 年左右，養殖週期的增加，除資金壓

力外，生產過程中包括人為及天候等不確

定因素，都有可能一夕間血本無歸，且市

場需求量及價格隨時在波動，長時間下商

品池邊價格不穩定，有可能今年價格好養

殖業者大量放苗，三年後上市，產品價格

不如預期。所以鱸鰻與黑鰻養殖容易因養

殖週期過長，增加經營上的風險。 

4、臺灣水土資源不足，鱸鰻與黑鰻養殖

規模小 

臺灣地狹人稠，且淡水資源不足，根

據漁業署統計資料，目前臺灣水產養殖總

面積約為 4.4 萬公頃，養殖業者多採小農

經濟方式經營，生產規模不足，再加上生

產成本高，在小規模經營型態下，無法發

揮經濟規模效應。目前臺灣鱸鰻與黑鰻養

殖也多屬家庭式養殖的小農經濟，真正以

企業型態經營的僅 2～3 家，規模不足、

產能過低，也導致生產成本無法降低，往

往成為價格接受者，無法具有議價能力。 

5、內銷市場產品透明度不夠 

鱸鰻與黑鰻養殖在臺灣屬新興產

業，黑鰻主要作為日本鰻的替代性產品，

鱸鰻則是 2009 年以後才開放，多數養殖

業者剛投入該項產業，並無行銷通路，而

運販商又因產能不足，市場推廣能力受

限，所以導致消費者知道產品而無購買管

道。雖然有業者透過實體通路或電子商務

等方式進行銷售，但能見度始終不足，消

費者無處選購，內銷市場停滯不前。 

6、外銷市場通路不足 

目前臺灣鱸鰻與黑鰻的外銷市場以

中國大陸及日本為主，鱸鰻主要透過活魚

運搬船方式運送；黑鰻則與日本鰻銷售通

路雷同。市場單一化，往往會因進口國的

經濟或政治影響而受阻，因此，未來異種

鰻產量若提升，勢必需要開拓潛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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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市場單一化的影響。 

二、外部環境分析 

(一)機會因素(Opportunities) 

1、日本鰻列入瀕危保育 

近年來日本鰻野生資源量大幅下

降，IUCN 自 2013 年 7 月開始針對日本鰻

資源量進行評估，並於 2014 年 6 月 12 日

將日本鰻列入瀕危物種名單，未來日本鰻

極有可能列入 CITES 附錄中，以保護日益

減少的日本鰻資源。倘若日本鰻列入

CITES 附錄中，最大衝擊既為日本鰻生產

國及消費國，為彌補日本鰻的產銷市場，

其他鰻魚的生產，將可替代日本鰻相關產

業鏈，以維繫偌大的鰻魚消費需求，是危

機亦是產業的轉機。 

2、中國大陸及韓國具消費市場潛力 

中國大陸是目前最大生產國及消費

國，且鱸鰻在中國大陸又有高級食材的消

費觀感，雖然近兩年來因政策及經濟略微

下滑而影響消費能力，但隨著中國大陸消

費習性及生活水準提升，內地將是臺灣鰻

魚養殖產業需積極開發的潛力市場。而韓

國過去雖是鰻魚生產國，但近年來國內需

求量遞增，導致韓國從鰻魚出口國轉變為

進口國，因此，具有市場開發潛力。 

3、黑鰻與日本鰻互為替代性產品 

黑鰻經加工蒲燒後，口感及風味近似

蒲燒日本鰻，且價格又比日本鰻魚便宜，

於日本消費市場接受度並不遜於日本

鰻，在既有飲食文化條件下，經濟條件較

佳的消費者購買日本鰻，經濟條件略低的

消費者亦可選擇價格較為低廉的黑鰻，在

產品性質雷同但價格差異甚大的情況

下，黑鰻具有高度的替代性，滿足消費者

食材及經濟上之需求。 

(二)威脅因素(Threats) 

1、中國大陸鱸鰻與黑鰻養殖技術純熟 

中國大陸投入異種鰻養殖產業歷史

悠久，包括日本鰻、歐洲鰻及美洲鰻等養

殖技術已非常純熟，黑鰻及鱸鰻雖然養殖

規模不如上述品種，但 2005 年從菲律賓

引進鰻苗養殖至今已累積相當多的經驗

與技術(陳與周, 2011)。未來，如果中國大

陸積極投入鱸鰻及黑鰻養殖產業，再藉由

其廣大且多樣的水土資源，利用適宜環境

選擇適當的種類進行養殖，以其偌大的資

源及產業規模投入之力度，勢必衝擊臺灣

鱸鰻與黑鰻養殖產業。 

2、國際間異種鰻生產競爭 

除中國大陸之外，鑑於日本鰻苗天然

資源之不確定性，日本及韓國也積極投入

其他鰻的養殖產業，以彌補其消費市場。

目前日本及韓國皆有引進黑鰻進行養

殖，除了引進國內養殖之外，日本及韓國

均有在印尼設置黑鰻養殖及加工廠，並已

經陸續供應其國內市場，菲律賓官方也積

極投入該國鰻魚養殖產業，臺灣若無法加

快腳步，待其他國家掌握鰻苗來源且站穩

主要消費市場後，臺灣鱸鰻與黑鰻養殖產

業在量能不足情況下，外銷市場勢必邊緣

化。 

3、氣候變遷衝擊養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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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暖化的影響下，極端氣候所引

起的天然災害會日益增加，且規模及強度

也會與日遽增，而養殖漁業地處開放環

境，受到氣象事件影響甚鉅，隨著暖化效

應之不可逆，養殖風險更甚，因此，產、

官、學、研應積極投入研擬養殖漁業防災

之法，以期防範未然。 

三、臺灣鱸鰻與黑鰻養殖產業發展策略 

(一)SO：Maxi-Maxi 策略 

1、短期策略：善用臺灣養殖經驗及加工

技術，提升產能及市場佔有率 

善用臺灣多年鰻魚養殖經驗，克服目

前鱸鰻與黑鰻養殖活存率偏低問題，並建

立鱸鰻與黑鰻養殖管理技術，提升產能。

再結合臺灣既有的加工技術，依據不同市

場需求，開創多元化產品，提升鱸鰻與黑

鰻產品優勢，取得市場佔有率。 

2、長期策略：建立臺灣品牌效應，拓展

國際消費市場 

建立臺灣鱸鰻與黑鰻產品之自有品

牌，利用品牌效應使臺灣鱸鰻和黑鰻產品

與其他同質性產品區隔，提供消費者識別

選擇產品。品牌建立也有利於產品宣傳，

透過重點且簡單集中的宣傳方式，使消費

者熟悉產品並產生深刻印象，激發購買意

願，用以拓展國際消費市場。 

(二)ST：Maxi-Mini 策略 

1、短期策略：落實水產品認驗證制度，

提升出口競爭力 

目前國內、外食品安全問題層出不

窮，所以我國在水產品各項檢驗應更加審

慎，加強養殖過程中水產品用藥管制，避

免產品加工過程中添加不當的化學藥

劑，確保產品食用安全性，提升產品信賴

度，以期提高我國鱸鰻與黑鰻產品出口競

爭力。 

2、長期策略：積極參與國際鰻魚養殖技

術交流，提升臺灣鰻魚養殖國際競爭力 

中國大陸鱸鰻與黑鰻養殖技術純

熟，再加上日本及韓國也紛紛投入鱸鰻與

黑鰻養殖。臺灣應積極與其他國家鱸鰻與

黑鰻養殖進行技術及資訊交流，以借鏡各

國家養殖技術與經驗，提升我國鱸鰻與黑

鰻養殖技術，增加臺灣鱸鰻與黑鰻養殖產

業國際競爭力。 

(三)WO：Mini-Maxi 策略 

1、短期策略：加強產銷合作社功能，建

立異種鰻交流資訊平台 

臺灣鱸鰻與黑鰻養殖屬新興產業，許

多業者初投入該項產業，並無銷售通路，

再加上國內鱸鰻與黑鰻養殖產業資訊不

活絡。然而，臺灣具有良好的產銷合作社

組織規範，因此，強化並藉由產銷合作，

協助養殖業者銷售鱸鰻與黑鰻，避免少數

運販商掌握銷售價格，並建立鱸鰻與黑鰻

資訊平臺，活絡產業資訊交流。 

2、長期策略：開發多元養殖種類，適時

調節市場需求 

臺灣目前除發展鱸鰻與黑鰻養殖

外，亦可開發多元鰻魚種類養殖技術，如

美洲鰻 (A. rostrata) 、澳洲寬鰭鰻 (A. 

australis)、莫三比克鰻 (A. mossamb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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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各鰻種間具有替代關係，可針對市

場需求變化作適時調節。藉此能避免單一

物種產業受限而影響我國養殖競爭力，未

來日本鰻如列入保育，影響臺灣日本鰻之

養殖產量及貿易量，我國鰻魚養殖產業方

能未雨綢繆。 

(四)WT：Mini-Mini 策略 

1、短期策略：積極進行市場行銷，提升

臺灣國內消費需求 

臺灣鱸鰻與黑鰻養殖產業發展初期

多依賴國外市場，對於臺灣內銷市場之鱸

鰻與黑鰻產品透明度不夠，消費者不知從

何購買，導致當外銷市場受阻時，內銷市

場無法適時彌補。因此，臺灣應積極進行

國內市場行銷，開通銷售管道，並透過行

銷策略，加強國內消費者對鱸鰻與黑鰻產

品的認知，提升臺灣國內消費需求。 

2、長期策略：透過國際互助協定，穩定

國內鰻苗來源 

日本與中國大陸透過國際間關係簽

屬日本鰻仔稚魚交易契約，穩定鰻苗來

源，且促使養鰻業者與當地鰻苗生產者直

接連結，降低鰻苗交易價格(許, 2015)。臺

灣可仿效中國大陸及日本，與主要鱸鰻與

黑鰻來源國，菲律賓及印尼，利用國際協

會之關係訂定國際鰻苗供應相關協定，以

穩定臺灣國內鱸鰻與黑鰻養殖鰻苗來源。 

伍、 結語 

鰻魚養殖是臺灣養殖漁業的重點產

業，歷經數十年，鰻魚產業所建立的產業

鏈完整且健全，但礙於日本鰻苗資源量下

滑，日本鰻魚養殖產業已陷入瓶頸，產量

從數萬噸降至 2 千噸。我國鰻魚產業一向

以日本鰻外銷日本國為主，然而，鰻魚屬

於國際性消費魚種，有各式品種鰻魚產品

流通於世界各地。臺灣早期除日本鰻外，

曾嘗試美洲鰻及歐洲鰻養殖，但外銷通路

品種單一及市場單一，且美洲鰻與歐洲鰻

於臺灣養殖活存率偏低，因此，養殖業者

還是選擇育成率好、經濟價值高的日本

鰻，放棄其他鰻種養殖。中國大陸近二十

年極力發展養殖漁業，鰻魚養殖品種也多

元，除日本鰻外的其他鰻魚養殖技術已遠

遠超越臺灣，且大陸具有廣大內需市場，

各種鰻魚及規格均有消費族群，不需仰賴

外銷市場。而今，日本鰻苗撈捕資源每況

愈下，每年臺灣日本鰻苗撈捕量遠低於鰻

魚生產者放養需求，且未來日本鰻極有可

能列入 CITES，對於以日本鰻養殖及外銷

為主的臺灣，勢必造成更大的產業衝擊。

日本鰻的問題是危機也是轉機，臺灣鰻魚

養殖若要永續，應嘗試多樣化鰻魚品種養

殖，開發國際潛在市場，並且擴大內需市

場。以韓國為例，過去韓國養殖鰻魚產業

與臺灣相似，均以外銷為主，但近年來，

韓國積極拓展鰻魚內需市場，鰻魚飲食文

化改變，讓韓國鰻魚養殖轉以內銷為主，

且供不應求，每年還需仰賴進口。養殖漁

業發展往往需由內需市場為後盾，再行開

發外銷市場，才不會因國際經濟、技術及

政治因素衝擊產業。因此，我國鰻魚內需

市場開發，應與多元養殖品種技術研發雙

管齊下，臺灣鰻魚產業方能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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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臺灣鱸鰻與黑鰻養殖產業 SWOT 分析 

 內部優勢(Strengths) 內部劣勢(Weaknesses) 

1. 臺灣鰻魚養殖經驗豐富。 

2. 臺灣鰻魚加工技術優良。 

3. 臺灣養殖周邊產業齊全。 

4. 商品型態多元化。 

5. 貼近中國大陸消費市場。 

6. 臺灣產品檢驗制度完善。 

1. 鰻苗需仰賴國外進口。 

2. 臺灣鱸鰻與黑鰻養殖經驗技

術不足。 

3. 鱸鰻與黑鰻養殖週期長，風險

高。 

4. 臺灣水土資源不足，鱸鰻與黑

鰻養殖規模小。 

5. 內銷市場產品透明度不夠。 

6. 外銷市場通路不足。 

外部機會(Opportunities) Maxi-Maxi 策略(SO) Mini-Maxi 策略(WO) 

1. 日本鰻列入瀕危保育。 

2. 中國大陸及韓國具消費市

場潛力。 

3. 黑鰻與日本鰻互為替代性

產品。 

短期： 

善用臺灣養殖經驗及加工技術，提

升產能及市場佔有率。 

長期： 

建立臺灣品牌效應，拓展國際消費

市場。 

短期： 

加強產銷合作社功能，建立異種

鰻交流資訊平台。 

長期： 

開發多元養殖種類，適時調節市

場需求。 

外部威脅(Threats) Maxi-Mini 策略(ST) Mini-Mini 策略(WT) 

1. 中國大陸鱸鰻與黑鰻養殖

技術純熟。 

2. 國際間異種鰻生產競爭。 

3. 氣候變遷衝擊養殖環境。 

短期： 

落實水產品認驗證制度，提升出口

競爭力。 

長期： 

積極參與國際鰻魚養殖技術交

流，提升臺灣鰻魚養殖國際競爭

力。 

短期： 

積極進行市場行銷，提升臺灣國

內消費需求。 

長期： 

透過國際貿易協定，穩定國內鰻

苗來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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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圖 9. 黑鰻及鱸鰻產品型態多樣化。(a)黑鰻蒲燒、

(b)黑鰻蒲燒、(c)黑鰻蒲燒、(d)鱸鰻萃取

液、(e)鱸鰻加工料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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