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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文蛤養殖，在生產與需求上大致維持平衡，產地售價多只出現季節性漲跌，仍

在生產者的預期。生產經濟研究結果顯示，獲利能力以台南地區最好，原因與該區放養

較大規格文蛤苗及低放養密度等養殖管理方式有關。整體而言，文蛤養殖初期放養規格

500～800 粒/斤養至上市規格 40～50 粒/斤，活存率要高於 30％以上，養殖業者才有利

潤。因此，文蛤養殖需適度降低放養密度以提昇活存率，養殖業者方能增加效益。此外，

本研究建立文蛤生產經濟模型，提供生產者未來於產業投入初期，生產成本之估計。然

而，近年臺灣文蛤養殖因養殖管理積弊已久及氣候變遷等因素，產業遭受前所未有的衝

擊，臺灣現階段文蛤養殖管理技術，需與時並進，因時因地適時調整，方能因應產業衝

擊，提昇產業效益。 

 

關鍵詞：文蛤、水產養殖、生產經濟、運銷經濟。 

 

 

壹、臺灣文蛤產業概況 

一般文蛤養殖可區分為單養與混養，但近 

 

*通訊作者電子信箱：cthuang@ntou.edu.tw 

年隨著河流、海洋沿岸的污染日益嚴重，

導致野生文蛤之數量及品質大不如前，因

此，養殖文蛤逐漸成為市場主流，一般養

殖業者多在每年三月以後放養新苗，放養

規格 500～600 粒/斤，養至上市規格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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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粒/斤，養成期間約 12 至 15 個月，一

年四季均能供貨。早期文蛤養殖以單養型

態居多，但文蛤屬底棲性生物，養殖水體

有充分利用的空間，且採用混養方式可穩

定水質並兼具生物防制功能，因此，目前

文蛤養殖常於池中混養虱目魚、草蝦、砂

蝦、白蝦或斑節蝦等物種來增加收益。 

文蛤養殖產業經過多年發展，業者多

已具備純熟的養殖技術與管理能力，使得

本產業能穩定且持續發展。近年來產量已

超越牡蠣躍居臺灣地區養殖貝類首位。目

前主要文蛤養殖地區為彰化、雲林、嘉

義、臺南等縣市，2016 年文蛤總養殖面積

合計 7,171 公頃，佔全台水產養殖總面積

15.8％。然而，文蛤產量自 2000 年 26,700

公噸，產值 9.3 億元，逐年成長至 2016 年

產量 38,447 公噸，產值卻下滑至 3 億元(圖

1)，顯示文蛤產業出現嚴重的供銷問題(莊, 

2013)。 

臺灣地區文蛤的運銷通路，文蛤於生

產者端有 99.69％產量銷售給販運商居首

位，透過網路直接銷售消費者有 0.31%，

由此可知，文蛤生產者以直接銷售給販運

商為大宗；販運商部分，主要銷售給批發

商(52.61%)、零批商(38.77%)、超級市場

(7.12%)、消費者(1.19%)；批發商銷售對

象 主 要 為 零 售 商 (36.03%) 、 消 費 者

(16.58%)；零售方面，消費者主要供貨來

源包括有批發商、超級市場、零售商等(圖

2 及表 1)(莊, 2013)。販運商扮演非常重要

的角色，其根據市場行情與生產者訂定產

地價格，並將文蛤分級包裝後直接售貨予

消費地批發商(中盤商)，或運送至魚市場

拍賣，對於文蛤之需求量與價格有強勢的

決定權。養殖業者在收成時，會通知販運

商前往收購，因此，販運商掌握文蛤生產 
 

 
圖 1. 2003 年~2016 年台灣文蛤產量產值(資料來源：漁業署,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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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文蛤運銷通路結構比例(資料來源：莊, 2013)。 

 
表 1. 文蛤運銷通路結構比例 

通路名稱 販運商 
網路 

自售 
批發商 零批商 

超級 

市場 
消費者 

一般 

零售 
合計 

生產者 99.69 0.31      100.00 

販運商   52.61 38.77 7.12 1.19  99.60 

批發商      16.58 36.03 52.61 

零批商      38.77  38.77 

魚市場      65.22  65.22 

一般零售      14.84  14.84 

超級市場      7.12  7.12 

網路自售      0.31  0.31 

合計 99.69 0.31 42.09 38.77 7.12 100.00 148.4  

資料來源：莊, 2013。 

註：資料調查及統計年度：2012 年。                                            單位：% 

 

的議價能力。整體而言，臺灣地區文蛤銷

售幾乎都是藉由販運商所建立之管道層

層加價出售，只有規格外才會進入拍賣市

場，因此，文蛤在魚市場之拍賣價格通常

偏低。由於文蛤養殖經營屬於「小農經營

方式」，生產規模小，個別養殖戶的文蛤

產量有限，很難形成「經濟規模」，故在

產地起運前需要有集貨的必要，所以造成

販運商在運銷途徑掌握主導權。再者，養

殖業者對於文蛤市場資訊缺乏，多年來業

者只重視養殖技術與管理，對於產品的銷

售，完全交由販運商處理，久而久之生產

者不僅對市場供需情況不瞭解，也造成議

價空間縮小，因而導致販運商有控制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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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近年來養殖業者經相關單位輔導

成立養殖生產區協會或生產(運銷)合作

社，開始透過所屬產銷班進行文蛤直銷、

宅配及電商通路銷售。另外，已有部份養

殖業者為區隔市場，針對產品進行文蛤包

裝及真空包裝，期望藉由優質文蛤生產與

包裝及行銷，於傳統文蛤運銷系統中，建

立另一種運銷模式。 

由於文蛤養殖產業以小規模家庭式

經營為主，生產成本往往較高，根據郭

(2005)研究指出，早期我國文蛤養殖各縣

市活存率皆為 70 %以上，養殖池規模一般

以 1 公頃至 3 公頃較多，單位面積產量為

11 公噸/公頃至 15 公噸/公頃，放養密度為

100 萬粒/公頃至 160 萬粒/公頃間。但近年

來由於眾多因素，文蛤產業遭受內外衝

擊。如何因應外在環境衝擊，調整經營與

產銷結構，才能做到提升經營效率、確實

反應市場需求、帶動品質提升及降低經營

成本並與進口產品相抗衡，以促進產業持

續穩定發展。養殖業者需掌握養殖場經營

之成本與收益，同時可加入以合作經營及

共同運銷之方式，降低產銷成本並解決傳

統運銷型態所衍生的販運商壟斷問題，順

勢增加養殖收益。 

貳、臺灣文蛤生產經濟現況 

過去研究顯示，臺灣文蛤養殖以彰化

地區養殖技術效率較高，其中學歷與放養

密度愈高，養殖技術效率也更高，生產函

數結果呈現規模報酬遞減的狀況，且家工

與塭地租金有投入浪費情形，種苗、其他

成本、臨時工資與飼料投入對產出皆有明

顯的幫助(郭, 2005)。時至今日，臺灣文蛤

養殖產業結構是否呈現養殖管理上的變

革，據此，本文於 2017 年再次針對文蛤

養殖產業進行經濟分析，以了解目前文蛤

產業概況，並針對各項投入及產出進行剖

析，釐清現階段影響產業的關鍵因素。 

本文於 2017 年展開文蛤養殖生產經

濟調查，針對彰化、雲林、嘉義及台南等

文蛤主要生產區域，合計調查 68 戶養殖

業者，問卷內容包含養殖過程之生物性資

料及經濟性資料，資料蒐集後彙整，將文

蛤養殖樣本資料區分為地區別及活存率

別，探討不同地區之生產效益，以及活存

率高低對生產經濟之影響。 

材料與方法： 

1、問卷設計及調查 

本文針對文蛤養殖之產業特性，以

2017 年度之文蛤一養殖週期做為調查週

期，針對養殖業者生產過程之養殖管理生

物性資料及經濟性資料(投入與產出)，設

計問卷並進行實地訪查，以了解養殖產業

的成本投入及經營效益。 

2、變數選定及生產經濟分析 

將問卷調查資料經過初步彙整，藉以

統整各養殖場間營收狀況及產業發展概

況，應用經濟學及統計學原理，分析影響

其獲利之關鍵因素。 

2.1、生物性變數選定 

由於養殖場生產能力會受到生物性

變數影響，故選定放養密度、活存率及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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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週期，了解各生物性變數對投入與產出

的影響情形。 

放養密度(粒/公頃)= 放養量(粒)/養殖

面積(公頃) 

活存率(%)=［收穫量(粒)/放養量(粒)］

× 100％ 

養殖週期(月)= 種苗放養後至上市規格

所需時間(月) 

2.2、生產成本變數 

各項變數以一養殖週期做為資料蒐

集之間距，生產成本變數包含種苗、飼

料、水電、人事(全職及臨時)及其他(包含

設備維護、租金、保險、運費及耗財等)

變動成本(直接成本)等。 

(1) 種苗成本：一養殖週期所投入之

種苗總支出。 

(2) 飼料成本：一養殖週期所投入之

飼料總支出。 

(3) 水電成本：一養殖週期所投入之

水電總支出。 

(4) 全職人事成本：一養殖週期所投

入之人事總薪資及紅利。 

(5) 臨時人力成本：一養殖週期所投

入之臨時人力總薪資。 

(6) 其他成本：一養殖週期所投入之

其他成本，包含設備維護、租金、

保險、運費及耗財等。 

成本投入變數區分為兩大類： 

Ⅰ.單位成本投入密度變數群：一養殖週

期，單位養殖面積的各項變數成本投

入。 

單位各項成本投入密度(元/公頃)＝各

項成本(元)÷養殖面積(公頃)。 

Ⅱ.單位生產成本投入變數群：一養殖週

期，每生產一單位養殖生物的各項變數

成本投入。 

單位各項成本(元/公斤) ＝各項成本

(元)÷產量(公斤)。 

2.3、獲利變數 

獲利變數群包括總收益、淨收益及益

本比，總收益係指養殖業者養殖物種達上

市規格(40～50 粒/斤)後銷售所獲得之總

收入；淨收益為總收益扣除總成本投入；

益本比為淨收益除以總成本，代表投入一

單位成本投入所能獲得之淨利潤，當益本

比大於 0 表示有利潤，等於 0 表示收支平

衡，小於 0 則為虧損。 

(1) 單位養殖面積總收益(元/公頃) ＝

總收益(元)÷總養殖面積(公頃)。 

(2) 單位養殖面積淨收益(元/公頃) ＝

淨收益(元)÷總養殖面積(公頃)。 

(3) 益本比＝淨收益(元)÷總成本(元)。 

3、建立文蛤生產經濟模型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藉由生物性資料

及經濟性資料，估計單位各項投入係數，

包含單位種苗、飼料、人事、水電及其他

成本等係數，投入係數藉由各樣本戶之放

養量及總樣本戶放養量進行加權，建立生

產經濟量化模型，再套疊當年度各項單

價，用以估算當年各項成本投入及總生產

成本投入等資訊。生產經濟理論模型建立

如下： 

(1) 成本投入變數模型 

  單位生產成本投入模型 



海大漁推 48 期：67-82 (2018) 

72 

𝑈𝐼𝐶𝑡 = 𝛼𝑡𝑢𝐴𝑡 + 𝛽𝑡𝐵𝑡 + 𝛾𝑡𝑢𝐶𝑡 + 𝛿𝑡𝑢𝐷𝑡 +

𝜀𝑡𝑢𝐸𝑡 + 𝑀𝑡
𝑢

 ……………(公式 1) 

  單位成本投入密度模型 

𝐼𝐼𝐶𝑡 = 𝛼𝑡𝑖𝐴𝑡 + 𝛽𝑡𝐵𝑡𝑄𝑡 + 𝛾𝑡𝑖𝐶𝑡 + 𝛿𝑡𝑖𝐷𝑡 +

𝜀𝑡𝑖𝐸𝑡 + 𝑀𝑡
𝑖
 ………………(公式 2) 

 

變數名稱 代號 單位 

單位生產成本投入 UICt 元/公斤 

單位成本投入密度 IICt 元/公頃 

單位種苗生產投入 𝛼𝑡𝑢;𝑈𝐹𝑅𝑌�  粒/公斤 

單位種苗成本投入密度 𝛼𝑡𝑖; 𝐼𝐹𝑅𝑌�  粒/公頃 

當期種苗單價 𝐴𝑡 元/粒 

餌料係數 𝛽𝑡;𝑈𝐹𝐶R�   

當期飼(餌)料單價 𝐵𝑡  元/公斤 

當期單位產量 𝑄𝑡 公斤/公頃 

單位全職人力生產投入 𝛾𝑡𝑢;𝑈𝐹𝐿𝐴�  人/公斤 

單位全職人力投入密度 𝛾𝑡𝑖; 𝐼𝐹𝐿𝐴�  人/公頃 

當期全職人力平均薪資 𝐶𝑡 元/人 

單位臨時人力生產投入 𝛿𝑡𝑢;𝑈𝑃𝐿𝐴�  人次/公斤 

單位臨時人力投入密度 𝛿𝑡𝑖; 𝐼𝑃𝐿𝐴�  人次/公頃 

當期臨時人力平均薪資 𝐷𝑡  元/人次 

單位水電成本生產投入 𝜀𝑡𝑢;𝑈𝐸𝐿𝐸�  度/公斤 

單位水電成本投入密度 𝜀𝑡𝑢; 𝐼𝐸𝐿𝐸�  度/公頃 

當期電價 𝐸𝑡 元/度 

單位其他成本生產投入 𝑀𝑡
𝑢 元/公斤 

單位其他成本投入密度 𝑀𝑡
𝑖 元/公頃 

4、生產函數分析(Cobb-Douglas Function) 

定義與原理： 

生產函數分析方法係採用複迴歸分

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來估算係

數截距(β0)和斜率(βi)。 

Yi=β0+β1Xi1+β2Xi2+…+βk Xik +εi,   

i=1,2,...,n  ………………… (公式 3) 

Yi：依變數(預測變數) 

Xi：自變數(準則變數) 

k：獨立變數數目 

β0：截距 

βi , i=1,2… ,k：斜率係數 

利用複迴歸分析探討投入變數如何

影響產出變數。挑選顯著影響產出的投入

變數(P<0.1)，將截距係數(β0)和投入變數

的斜率係數(βi)代入 Cobb-Douglas 生產函

數方程式，公式如下： 

Y=AX1
β1 X2

β2… Xn
βi , or 

LogQ=logA+β1logX1+β2logX2+…

+βilogXi ……………….. (公式 4) 

Y：總收益(元) 

A：截距係數(β0) 

X1、X2 和 Xi：投入變數 

 β1、β2 和 βi 的斜率係數分別為 X1、X2 和

Xi 的生產彈性。 

將各式成本設定為投入變數，總收益

設定為產出變數，探討研究目標物種養殖

產業中，影響產出之重要變數，以及現今

生產情況下，產業之經濟規模效應。 

參、臺灣文蛤養殖生產經濟分析 

1、文蛤養殖區域別統計資料 

針對不同的生產縣市統計結果，平均

養殖面積最大的地區為嘉義(2.9 公頃/戶)

及雲林(2.8 公頃/戶)，本次調查所有樣本

戶平均養殖面積為 2.4 公頃。放養規格方

面，全台平均放養 832 粒/斤，嘉義與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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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蛤苗規格較彰化及雲林大。平均放養

密度 1,269 千粒/公頃，放養密度最高為彰

化地區 1,632 千粒/公頃，越往南部放養密

度越低，台南放養密度僅 919 千粒/公頃，

放養密度高低與文蛤苗規格有關。活存率

方面，近年來文蛤養殖普遍活存率偏低，

全台平均活存率 46％，彰化地區僅 33％，

而且各地區標準差大，代表活存率間差異

度甚大，代表養殖場間之環境與養殖管理

技術具有顯著的差距。平均養殖週期 11

個月，由北至南縣市，養殖週期逐漸縮

短，與放苗規格大小、放養密度及養殖環

境有關(表 2)。 

單位生產成本投入分析顯示，2017 年

平均生產一公斤文蛤需投入 77.2 元/公

斤，越往南部總生產成本越低，彰化每公

斤成本 85.1 元、台南每公斤成本 61.6 元。

各項成本分析結果，文蛤養殖最主要的成

本投入為種苗成本，平均 26.5 元/公斤，

佔總生產成本 34.3％，各地區資料，彰化

種苗成本最高 29.2 元/公斤、台南最低 20.9

元/公斤；次高成本為全職人力及臨時人力

成本，全台平均 13.3 元/公斤(13.3％)及

13.8 元/公斤(13.8％)，全職人力投入及臨

時工資均以彰化最高(16.1 元/公斤；15.1

元/公斤)、嘉義最低(9.0 元/公斤；10.8 元/

公斤)；飼料成本平均 8.3 元/公斤(10.7

％)，雲林投入最高 10.7 元/公斤，其他地

區每公斤約 6 元左右；水電成本平均 9.6

元/公斤(12.4％)，各地區差異甚大，南部

地區因放養密度較低，因此，養殖過程多

不採用水車，故水電成本相對較低，台南

地區每公斤水電成本僅 2.8 元；其他成本

全台平均 5.8 元/公斤(7.5％)，雲林較高 7.2

元/公斤、嘉義最低 3.0 元/公斤(表 3)。 

單位成本投入密度分析顯示，全台灣

平均生產一公頃文蛤，需投入總生產成本

363.5 千元/公頃，同樣隨著地理位置逐漸

南移，成本逐漸降低，與養殖管理上之放

養密度、活存率及養殖週期有密切關係。

彰化總生產成本 392.6 千元/公頃、台南

315.4 千元/公頃。各項成本投入資料顯

示，種苗成本平均約 120.9 千元/公頃，嘉

義最高 144.8 千元/公頃、台南最低 106.1 

 
表 2. 文蛤養殖區域別生物性變數統計分析 

區域別 樣本數 
養殖面積 放養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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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彰化 17 2.0 1.5 864 489 1,632 1,148 33  18 13 5 

雲林 29 2.8 2.1 885 305 1,223 432 50  23  12 4 

嘉義 12 2.9 2.3 730 297 1,160 383 47  18  11 3 

臺南 10 1.5 0.8 746 689 919 280 56  28  10 2 

臺灣全區 68 2.4 1.9 832 423 1,269 694 46  23  11 4 

單位：養殖面積(公頃) ；放養規格(粒/斤) ；放養密度(千粒/公頃) ；活存率(%)；養殖週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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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公頃；飼料成本平均每公頃 42.7 千

元/公頃，雲林最高 52.9 千元/公頃、彰化

最低 27.3 千元/公頃；水電成本平均每公

頃 45.2 千元/公頃，彰化最高 77.9 千元/公

頃、台南最低 17.4 千元/公頃；全職人力

成本平均每公頃 65.8 千元/公頃，彰化最

高 81.1 千元/公頃、台南最低 51.1 千元/公

頃；臨時人力成本平均每公頃 58.5 千元/

公頃，台南最高 67.9 千元/公頃、彰化最

低 53.9 千元/公頃；其他成本平均每公頃

30.4 千元/公頃，雲林最高 36.2 千元/公

頃、台南最低 15.8 千元/公頃(表 4)。 

根據區域別的數據顯示，台南地區放

養密度最低，活存率最高，且養殖週期較

短，由於該區放養規格較大，減少了養殖

時間所造成的風險，讓文蛤能較快達到上

市體型，時間週期及高活存率，降低了台

南地區每公頃的生產總成本。另外，彰化

地區放養密度最高，養殖週期拉長也增加

養殖的風險，普遍活存率偏低，導致該區

每公頃總成本及每公斤總成本均較各地

區高。 

2、文蛤養殖活存率別統計資料 

活存率統計資料，本文將樣本資料區

分為五個水準，分別探討在不同活存率下

之生產經濟。結果顯示養殖過程中放養規

格越小(1,032 粒/斤)、放養密度越大(1,682

千粒/公頃)，活存率相對較低(30％以下)。

活存率超過九成以上，平均放養 400 粒/

斤的大苗(表 5)。 

單位成本投入資料顯示，活存率 3 成

以下，平均生產成本為 139.0 元/公斤，活

存率介於 50～89％之間，平均生產成本最

低，每公斤約 45～50 元成本。在此區間，

包括種苗成本、水電成本、全職人事、臨

時人事及其他成本，均為各水準間最低的

成本投入要素(表 6)。 

成本投入密度方面，活存率 50～69

％，平均每公頃約需投入 291.3 千元/公

頃，活存率 9 成以上，總成本投入 307.3

千元/公頃。各項成本分析，種苗成本投入

密度會隨著活存率增加，降低其種苗生產

費用，當活存率 3 成以下(137.0 千元/公頃)

與 9 成以上(85.1 千元/公頃)，每公頃種苗

成本差 51.9 千元/公頃。飼料成本投入密

度最高為 70～89％區間；水電成本及全職

人事成本最大為 30～49％區間；臨時人力

成本投入最高為活存率 3 成以下；其他成

本最大為活存率 70～89％(表 7)。 

根據活存率別的數據顯示，活存率

30%以下的養殖戶，放養規格較小、且放

養密度最高，相較之下容易造成文蛤死

亡，其中種苗成本投入龐大，並且臨時人

事成本也較高，以致於總成本最高；活存

率 50-69%的養殖戶，各項成本偏低，總成

本最低，而活存率 90%以上的養殖戶，放

養規格大且放養密度低，種苗、飼料及全

職人事成本的投入最少。 

3、獲利能力統計 

區域別獲利能力統計顯示，台灣平均

文蛤每公頃產量 13,891 公斤，嘉義地區產

量最高 17,611 公斤/公頃，台南地區最低

8,976 公斤/公頃，與放養初期之總放養量

有關。2017 年由於文蛤產量銳減，銷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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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文蛤養殖區域別單位生產成本投入分析 

區域別 樣本數 
種苗成本 飼料成本 水電成本 全職人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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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比 

彰化 17 29.2  25.8  34.2% 6.6  9.7  7.7% 12.7  12.3  15.0% 16.1  10.2  18.9% 

雲林 29 26.3  23.4  31.1% 10.7  11.8  12.6% 12.5  19.5  14.8% 13.9  7.0  16.4% 

嘉義 12 27.8  33.9  45.8% 6.6  8.3  10.9% 3.5  2.1  5.7% 9.0  2.7  14.9% 

臺南 10 20.9  14.4  33.9% 6.0  5.9  9.8% 2.8  2.4  4.5% 11.8  12.4  19.1% 

臺灣全區 68 26.5  24.7  34.3% 8.3  10.0  10.7% 9.6  14.7  12.4% 13.3  8.5  17.2% 

區域別 樣本數 
臨時人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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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 17 15.1  17.4  17.7% 5.5  11.1  6.5% 85.1  60.7  

雲林 29 14.1  14.9  16.7% 7.2  11.7  8.5% 84.8  66.8  

嘉義 12 10.8  7.6  17.8% 3.0  4.6  4.9% 60.6  45.4  

臺南 10 14.5  16.3  23.6% 5.6  6.2  9.0% 61.6  37.9  

臺灣全區 68 13.8  14.6  17.9% 5.8  9.9  7.5% 77.2  58.3  

單位：元/公斤。 

 
表 4. 文蛤養殖區域別單位成本投入密度分析 

區域別 樣本數 
種苗成本 飼料成本 水電成本 全職人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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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比 

彰化 17 122.3  32.3  31.2% 27.3  31.1  7.0% 77.9  97.0  19.9% 81.0  42.1  20.6% 

雲林 29 115.2  56.0  30.8% 52.9  58.1  14.1% 46.2  27.9  12.4% 65.9  25.7  17.6% 

嘉義 12 144.8  101.9  42.8% 41.3  59.6  12.2% 19.4  9.8  5.7% 56.3  17.9  16.6% 

臺南 10 106.1  47.2  33.6% 41.3  41.2  13.1% 17.4  17.6  5.5% 51.1  33.0  16.2% 

臺灣全區 68 120.9  60.9  33.3% 42.7  50.6  11.8% 45.2  56.0  12.4% 65.8  31.7  18.1% 

區域別 樣本數 
臨時人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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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 17 53.9  27.6  13.7% 30.1  72.8  7.7% 392.6  154.3  

雲林 29 57.2  41.9  15.3% 36.2  65.5  9.7% 373.6  128.5  

嘉義 12 60.6  35.9  17.9% 15.8  17.2  4.7% 338.1  126.2  

臺南 10 67.9  62.2  21.5% 31.6  27.5  10.0% 315.4  148.3  

臺灣全區 68 58.5  40.8  16.1% 30.4  57.1  8.4% 363.5  137.4  

單位：千元/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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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文蛤養殖活存率別生物性變數統計分析 

活存率別 樣本數 
養殖面積 放養規格 放養密度 養殖週期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30 以下 18 2.0 1.7 1,032 643 1,682 1,170 12 5 

30-49 18 2.7 2.1 759 305 1,181 332 12 3 

50-69 17 3.0 2.3 853 245 1,103 356 12 3 

70-89 11 1.9 1.1 748 244 1,075 261 9 3 

90 以上 4 1.9 0.7 400 231 1,055 227 12 3 

臺灣全區 68 2.4 1.9 832 423 1,269 694 11 4 

單位：活存率(%)；養殖面積(公頃)；放養規格(粒/斤)；放養密度(千粒/公頃)；養殖週期(月)。 

 

 

表 6. 文蛤養殖活存率別單位生產成本投入分析 

活存率別 樣本數 
種苗成本 飼料成本 水電成本 全職人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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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比 

30 以下 18 51.2  36.6  36.9% 12.0  14.9  8.6% 14.5  24.0  10.5% 21.4  10.4  15.4% 

30-49 18 21.2  7.5  31.1% 4.4  4.3  6.5% 12.1  13.1  17.8% 13.2  5.8  19.4% 

50-69 17 15.6  8.4  34.8% 5.1  6.5  11.4% 5.5  4.4  12.2% 9.6  5.6  21.3% 

70-89 11 12.8  3.9  25.9% 13.1  9.5  26.5% 5.0  5.6  10.2% 7.6  2.5  15.3% 

90 以上 4 27.3  21.8  28.6% 7.8  6.8  8.2% 12.7  9.8  13.3% 11.3  8.8  11.8% 

臺灣全區 68 26.5 24.7 34.3% 8.3 10.0 10.7% 9.6 14.7 12.4% 13.3 8.5 17.2% 

活存率別 樣本數 
臨時人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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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以下 18 29.3  18.8  21.1% 10.5  13.7  7.6% 139.0  80.0  

30-49 18 12.2  6.7  18.0% 4.9  12.0  7.2% 68.0  23.9  

50-69 17 6.5  4.8  14.5% 2.6  3.2  5.8% 45.0  17.3  

70-89 11 6.7  8.1  13.5% 4.3  2.1  8.7% 49.5  21.2  

90 以上 4 15.1  12.2  15.8% 7.3  6.0  7.6% 95.7  38.0  

臺灣全區 68 13.8 14.6 17.9% 5.8 9.9 7.5% 77.2  58.3  

單位：活存率(%)；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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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文蛤養殖活存率別單位成本投入密度分析 

活存率別 樣本數 
種苗成本 飼料成本 水電成本 全職人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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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比 

30 以下 18 137.0  73.7  35.6% 32.2  39.8  8.4% 33.9  24.2  8.8% 68.3  43.0  17.7% 

30-49 18 129.5  58.0  32.1% 24.7  24.6  6.1% 73.6  95.8  18.2% 76.3  27.9  18.9% 

50-69 17 104.9  68.7  36.0% 33.6  38.9  11.5% 33.8  26.0  11.6% 57.7  24.1  19.8% 

70-89 11 105.7  28.4  26.2% 103.4  74.5  25.7% 38.2  34.4  9.5% 63.3  23.7  15.7% 

90 以上 4 85.1  63.2  27.7% 24.2  17.2  7.9% 32.9  30.6  10.7% 46.9  34.3  15.3% 

臺灣全區 68 120.9 60.9 33.3% 42.7 50.6 11.8% 45.2 56.0 12.4% 65.8 31.7 18.1% 

活存率別 樣本數 
臨時人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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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以下 18 76.1  39.0  19.8% 37.6  76.0  9.8% 385.1  133.7  

30-49 18 69.6  28.4  17.3% 29.5  77.6  7.3% 403.1  150.1  

50-69 17 41.2  29.2  14.1% 20.1  24.5  6.9% 291.3  106.2  

70-89 11 55.2  60.7  13.7% 37.3  20.6  9.2% 403.0  145.2  

90 以上 4 46.2  34.7  15.0% 35.8  31.3  11.7% 307.3  150.6  

臺灣全區 68 58.5 40.8 16.1% 30.4 57.1 8.4% 363.5  137.4  

單位：活存率(%)；千元/公頃。 

 

價較往年高，全台當年度平均銷售單價

106 元/公斤。縣市別中，台南平均單價 123

元/公斤，原因為台南有一戶養殖業者，擁

有自有品牌及通路，價格比透過盤商銷售

高出甚多，因而影響該區平均價格。全台

平均總收益 633 千元/公頃、淨收益 300 千

元/公頃、益本比 1.1，代表投入 1 元生產

成本，可淨賺 1.1 元。獲利能力最佳為台

南地區，平均益本比 1.9，其他地區益本

比介於 0.8～1.2 之間，整體而言，本次調

查文蛤養殖樣本資料，均有不錯的獲利水

準(表 8)。在藉由活存率水準檢視獲利能

力，包括總收益、淨收益、益本比均隨著

活存率增加而提升，當活存率達 7 成以

上，益本比均可達 2 以上，另外，當活存

率降到 3 成以下，養殖戶便會呈現虧損，

因此，文蛤養殖管理的差異，會顯著影響

產業之生產經濟(表 9)。 

4、文蛤養殖產業生產函數分析 

生產函數分析之目的用以釐清眾多

變數間之關鍵，並可判別產業是否呈現規

模經濟。本文中生產要素部份使用成本密

度變數，產出部份使用單位總收益(Y)變

數。成本密度變數分別為：種苗成本(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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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文蛤養殖區域別獲利變數分析 

區域別 樣本數 
產量 銷售單價 總收益 淨收益 益本比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彰化 17 12,880 9,772 104 16 650 360 257 390 1.0 2.1 

雲林 29 14,638 10,160 103 24 625 357 251 354 0.8 1.2 

嘉義 12 17,611 13,065 103 12 669 281 331 292 1.2 0.9 

臺南 10 8,976 5,288 123 39 790 471 475 463 1.9 2.2 

臺灣全區 68 13,891 10,213 106 24 663 361 300 371 1.1 1.6 

單位：產量(公斤/公頃) ；銷售單價(元/公斤) ；總收益(千元/公頃) ；淨收益(千元/公頃)。 

 

表 9. 文蛤養殖活存率別獲利變數分析 

活存率別 樣本數 
產量 銷售單價 總收益 淨收益 益本比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30 以下 18 7,437 6,722 100 27 370 226 -15 210 -0.01 0.65 

30-49 18 14,029 8,513 107 31 627 334 237 366 0.88 1.74 

50-69 17 18,131 11,759 102 15 709 259 402 220 1.45 0.84 

70-89 11 17,131 12,108 114 16 980 331 607 348 2.22 2.30 

90 以上 4 15,375 6,579 129 10 1,077 363 718 391 2.19 1.65 

臺灣全區 68 13,891 10,213 106 24 663 361 300 371 1.08 1.62 

單位：活存率(%)、產量(公斤/公頃)、銷售單價(元/公斤)、總收益(千元/公頃)、淨收益(千元/公頃)。 

 

飼料成本(FD)、水電成本(WE)、全職人事

成本(LB)、臨時人事成本(TP)、其他成本

(OR)等六個變數。 

使用複線性迴歸模式分析，進行投入

變數篩選後，保留顯著水準高之變數(表

10 及表 11)，以 Cobb-Duuglas 生產函數的

型態表示： 

Y＝1.3194 × FR0.4804 × FD0.0151 × 

WE-0.3194 × LB1.1855 × TP-0.4384 × 

OR0.19315……(公式 5) 

結果顯示，文蛤養殖產業影響獲利的關鍵

因素包括種苗成本、水電成本、全職人力

及臨時人事成本投入密度，但其生產彈性 

表 10. 臺灣文蛤產業模型選擇方法結果整理 

選取方法 變數組合 

前進選擇法 
FR、WE、LB、TP、OR 

（Forward Selection） 

向後剔除法 
WE、LB、TP 

（Backward Elimination） 

逐步排除法 
FR、WE、LB、TP 

（Stepwise） 

修正 R-Square 
FR、WE、LB、TP 

（Adjusted R2 Selection） 

註：FR 種苗成本；FD 飼料成本；WE 水電成本；

LB 全職人事成本；TP 臨時人事成本；OR 其

他成本(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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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臺灣文蛤產業生產函數 

  截距 魚苗成本 (FR) 
飼料成本

(FD) 

水電成本

(WE) 

全職人事成

本(LB) 

臨時人事成

本(TP) 

其他成本

(OR) 

  Log β0 β1 β2 β3 β4 β5 β6 

參數估計值 1.31938 0.48038 0.01513 -0.31939 1.18545 -0.43838 0.19315 

標準誤差 1.89149 0.31385 0.15716 0.16072 0.32885 0.16304 0.25818 

F 值 0.49 2.34 0.01 3.95 12.99 7.23 0.56 

大於 F 值機率 0.4912 0.1371 0.9240 0.0568 0.0012 0.0119 0.4606 

註：總收益(Y)=β0(FR)β1(FD)β2(WE)β3(LB)β4(TP)β5(OR)β6；R2=0.4303，修正 R2=0.308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係數合計小於 1，顯示目前產業條件，文

蛤產業不具經濟規模效應。然而，藉由各

項成本投入係數顯示，產業若要增加收

益，必須加強養殖管理來提昇文蛤活存

率，再藉由降低水電及臨時人力支出，調

整全職人事投入，效益方可增加。 

5、生產成本量化模型 

藉由本調查之經濟性統計資料，針對

各項主要成本投入，建立單位生產成本投

入(每公斤需投入多少元)及單位成本投入

密度(每公頃投入多少元)之生產經濟量化

模型，以提供未來產業依據當年度各項成

本單位價格變動，成本投入估計之參考。

模型建立如下： 

Ⅰ.文蛤單位生產成本投入模型： 

𝑈𝐼𝐶𝑡 = 202.7𝐴𝑡 + 8.3 + 9 × 10−5𝐶𝑡
+ 5 × 10−4𝐷𝑡 + 3.2𝐸𝑡
+ 5.8⋯⋯⋯ (公式 6) 

𝛼𝑡𝑢 : 202.7粒 公斤� ; 

𝛽𝑡𝐵𝑡: 8.3元 公斤� ; 

 𝛾𝑡𝑢: 9 × 10−5人 公斤;�  

𝛿𝑡
𝑢: 5 × 10−4人次/公斤; 

𝜀𝑡𝑢: 3.2度/公斤; 

𝑀𝑡
𝑢: 5.8元 公斤�  

Ⅱ.文蛤成本投入密度模型： 

𝐼𝐼𝐶𝑡 = 1163,905𝐴𝑡 + 42,714 + 0.5𝐶𝑡
+ 3.2𝐷𝑡 + 15,054𝐸𝑡
+ 30,396⋯⋯⋯ (公式 7) 

αti : 1,163,905粒 公頃� ; 
βtBt: 42,714 元 公頃� ; 
 γt

i: 0.5人 公頃;�  

δt
i: 3.2人次 公頃;�  

εti: 15,054度 公頃� ; 
Mt

i: 30,396 元 公頃�  

藉由上述模型，提供文蛤養殖業者成

本投入估計之參考。舉例而言，假設某養

殖戶於當年度投入文蛤養殖生產，當時苗

價 0.1 元/粒(At)，一養殖週期全職人事總

花費 30,000 元/人(Ct)，臨時人事總花費

1,500 元/人(Dt)，當期電價 3.5 元/度(Et)，

套用公式(6)及(7)，可估計假設條件下，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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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業者從事文蛤生產需投入，每公斤成本

約 49 元，每公頃變動成本約 261,989 元，

若加上年租金，每公頃約需 36 萬元成本

投入。 

肆、討論與建議 

莊(2013)研究指出 1 甲地放養 150 萬

粒文蛤苗為例，養殖期間若沒發生大量死

亡之情形，文蛤活存率約 80%至 90%，常

態下約可收獲約 2.5 萬台斤，以售價 30 元

/台斤計，約可售得 70 餘萬元，一甲地的

苗種、整池、電費、飼料與土地設算租金

及各種雜項開支大約落在 40 多萬元，扣

除成本開銷，業者應可獲得約 30 萬元利

潤，而這些還尚未加上混養在文蛤池裡的

蝦類及魚類銷售所得。而在本文研究調查

結果顯示，平均每公頃生產成本約 36.3 萬

元，2017 年平均文蛤收成池邊交易價 106

元/公斤，以現有條件，平均益本比可達

1.1。然而，活存率分類水準顯示，文蛤活

存率達 30％以上產業方有獲利，活存率越

高，績效越顯著。近年來文蛤養殖陸續發

生大量死亡問題，原因與現場養殖管理不

當及極端氣候息息相關，資料顯示，台南

地區放養密度為四個地區當中最低，但活

存率最好，獲利最佳，由此可知，並不是

放養量越多，獲利越好，因此，養殖生產

者必須修正生產過程之經營管理技術，提

昇放養規格或降低放養密度，李與秦

(2018)建議文蛤放養，蛤苗規格以 500～

700 粒/斤、放養密度 100 萬粒/公頃，係目

前較為適當的養殖策略，方可提升養殖活

存率，增加產能，提高收益。以貝類在台

灣的內需市場，文蛤養殖產業有其顯著的

經濟效益。 

台灣的文蛤運銷模式近幾年並沒有

太大變化，仍維持傳統模式，惟過去在大

都會區的文蛤零批商，已逐漸被文蛤販運

商給取代。而現階段文蛤養殖產量越來越

少，除天然災害外，尚有養殖管理引發活

存率不佳等問題，導致產能銳減。文蛤在

國內的供給與需求相對穩定，在供需上仍

算平衡，運銷通路結構亦算完整。然面對

產能不足，除需與時並進，改善養殖經營

管理技術外，也需審慎注意國內產能不足

下，進口貝類之衝擊。因此，政府仍應落

實產地標示，讓消費者能明確知道文蛤產

地，減少未來東南亞及中國大陸傾銷文蛤

產品時帶來的衝擊。由於產業的發展與通

路結構的改善並非一蹴可幾，故中長期應

從深耕產業與產銷班組織、促進養殖業者

與環境的友善，以及改善產銷資訊透明化

著手。據此，文蛤產業需化危機與轉機，

建議文蛤產業鏈必須落實： 

(1) 深耕漁業產銷班組織，利用漁民班組

織來提高漁業經營效率達成企業化經

營，避免小漁經營，導致生產資源利

用率低，致使生產成本偏高，同時也

因生產數量少，產品在市場的議價能

力低，並且透過產銷班組織達到生

產、運銷成本的降低，以及改善運銷

通路與產品銷售能力。 

(2) 走向生態友善養殖是未來趨勢，臺灣

最近的食品危機，危機就轉機，從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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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銷，這產業能不能永續經營，就

是要不斷的針對問題解決問題，同時

思考未來的發生問題及因應措施。漁

政單位也可更積極透過電視媒體或平

面廣告強調宣導養殖水產品是新鮮、

高品質、符合健康安全，來強化本土

水產品比進口水產品優質的事實，鞏

固國內消費者對臺灣養殖漁業水產品

之信心。 

(3) 隨交通與運輸的大幅改善，以及資訊

科技的進步，包括買賣雙方的金流便

利，使得傳統運銷通路結構在縮短

中，再加上過度捕撈、氣候問題造成

海洋資源在減少，以及各地方政府在

漁港推動觀光魚市政策，對生產地有

積極正面的效益，皆都會造成消費地

魚市場到貨量減少。惟批發市場在整

個交易制度上相當健全，行情是在公

平、公正、公開的條件下形成一個交

易價格，所以政府應在此基礎上加以

擴大，提供完整水產品的行情報導給

生產者，批發市場也應該要提供創新

服務，如電子商務行銷、低溫宅配、

開發新通路。由於消費地魚市場如同

一個物流中心，市場未來應該朝這方

面轉型、活化、整合，批發市場做為

一個觀光中心、集貨中心，隨產業變

化與需求，思考發展策略，以解決經

營困境(莊,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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